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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民族复兴与传统文化振兴的春风，书法教育

的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

是从当前书法本科教育的课程设置来看，无论是综合类、

艺术类院校还是师范类院校大多倾向于传统书法技法训

练，这就导致毕业生就业面趋同而变得相对狭窄。从高

等教育的目的来看，不仅仅在于教育，还要关心学生创

新创业的培养，故而对本专业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的重

新规划与设置，拓宽学生的知识技能，使之更符合社会

需求，无疑是一件十分有价值意义的事情。就目前市场

人才需求状况与高校书法专业培养模式调查来看，在本

科书法专业教学中，增设现代刻字课程，不但有利于学

生将不同专业门类的知识融会贯通，而且有助于拓宽学

生们的就业面。

谈起刻字，便会让人们想到陶片、甲骨、金文器皿

以及碑版、摩崖石刻、刻板牌匾、刻壶等等，这些存在

于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刻字形式被称之为传统刻字。现

代刻字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一方面具有现代性，

以平面构成、立体构成、色彩构成等现代主义美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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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与传统刻字审美拉开了距离；另一方面具有综

合性，现代刻字离不开传统，通过书法创作、刀法、构

成、材料等手段来综合表现作者的艺术构思与立意，创

作出“有意味”的作品。目前全国百余所书法本科院校

中，只有极少的教学单位开设此课程，以此作为专业培

养方向的更是少之又少。因此，传统与现代刻字人才的

培养显得重要且必须。

一、开设现代刻字课程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目前全国有一百余所开设书法本科专业的高校，它

们每年都会培养大量的书法本科毕业生。事实上，当前

书法专业人才是十分紧缺的，但毕业生们却出现了就业

不畅的问题，大多数面临了自谋生计甚至改行的悲哀状

况，应该说不在于他们专业实力不合格，究其原因在于

高校书法培养模式与社会需求出现了相对脱节的现象。

从当前高等院校书法本科培养计划来看，主要开设书法

技法、书法美学、古文字学、艺术史、书法史等方面的

课程，而未设有拓宽学生就业方面的课程，应该说绝大

多数高校则当作了培养书法家的温室，只要求学生写好

字，而不注重综合素养的修炼，这才是导致书法人才浪

费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本科阶段以培养书法家为教育目

标的方向是极不现实的，而且还会耽误了学生的就业问

题，应该从实际出发，培养实用型的、符合社会需求的

人才。

在书法本科专业中增开与书法相关但又和传统书法

技法训练有所区别且实用性强的课程十分必有。根据笔

者市场走访调查表明，增设现代刻字课程，使学生具备

刊刻、鉴赏竹木泥石刻能力，将有助于拓宽学生的就业

面。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软实力竞争激烈，国

家不断出台政策，大力振兴传统文化，富有民族特色

的“中国风”产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手艺受到越来越

多人们的青睐以及中式传统室内装饰需求不断升温。显

而易见的是，目前市场店铺门店装潢装饰来看，绝大多

数存在机械复制的喷绘等装饰装潢的雷同模式。加之随

着书法在当下中国的影响日益扩大，对书法价值认同也

在日益普及，传统书斋文化悄然盛行起来，传统楹联牌

匾、居家书法刻字文创摆件及用品需求日益增长。以天

猫、京东网上销售平台销售数据来看，书法文创类产品

销售近年来呈增长趋势。这个市场无疑是巨大的，相对

应专业人才的需求也必将逐年上涨，高校若能审时度

势、与时俱进，紧紧围绕培养应用型人才，抓住时代所

赋予的机遇，在书法教学中相应增加现代刻字课程，可

以说对社会发展、学校学科建设、毕业生创新创业就业

将构成一个互利共赢的局面。当前国内部分院校已经看

到开设现代刻字课程的价值意义，开设了该课程甚至专

业方向。

二、当前高校开设相关专业或课程的现状

中国现代刻字的萌生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九八三年，

福建的陈秀卿先生创作了数十件石上刻字作品，她将篆

刻中的边款创作转化成了独立的视觉艺术创作。同年六

月，在黑龙江省美术馆举办了“黑龙江首届版刻展”，展

出了一百二十件以木刻为载体的刻字作品。同年十一

月，在黑龙江省书法活动中心举办了“中日刻字作品陈

列展”，共展出中日刻字作品二百一十余件。同年十二

月，浙江省文联举办了“全国首届刻字邀请展”，并于

一九八四年在北京隆重展出。[1]

1991 年中国书法家协会刻字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我

国现代刻字真正迎来发展的春天。中国书法家协会刻字

委员会先后举办了“全国刻字艺术讲习班”“全国刻字艺

术展”“全国刻字艺术理论研讨会”“国际刻字交流展”

等活动，可以说引发了广大刻字参与者对我国刻字现代

性的思考。从权希军主张“以阳刻为主”到吕如雄、王

志安提倡“主题刻字”，这些确立的创作理念来指导实

践，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建构了以现代构成来审

视创作的新视角。

1995 年，中国函授大学开设刻字艺术专业，开启了

我国现代刻字的高等教育教学之路。之后陈秀卿、唐云

来分别在福州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开设现代刻字课程，

使得现代刻字艺术朝着学科化方向迈进。2009 年，山东

曲阜师范大学由王步强教授在书法学院倡导创办了现代

刻字专业，可以说对现代刻字在高校书法教育中的发展

起到了重要垂范作用。河北大学、河南商丘师范学院、

哈尔滨师范大学、临沂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宿州学院

等高校相继开设现代刻字课程。河北大学、哈尔滨师范

大学招收的书法方向硕士研究生下设置现代刻字研究课

题，等等。值得关注的是，以适应市场需求、为社会培

养应用型人才为特征的高职类院校，也敏锐捕捉到这一

动向。曲阜远东职业学院开设了现代刻课程，注重市场

应用与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

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当下书法的大发展，

展厅文化带动了展览的兴盛，尤其全国刻字艺术展作为

中国书协的单项展以及届展、“兰亭奖”的重要组成部

分，这不仅对现代刻字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

用，同时也推动了现代刻字的高等教育发展。王志安先

生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开设现代刻字课程，培养了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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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刻字艺术创作人才。一方面，借助清华大学学术化

的教学平台优势，教学体系完备，实施专业化的培养模

式；另一方面，依托王志安先生丰富地学术与实践成果，

倡导新的现代刻字创作理念——“义形刻字”[2]，可以

说是对“主题刻字”理念的重新建构。同样，2018 年中

国书协刻字委员会、南京师范大学书画研究中心举办了

“首届全国现代刻字公益课题班”。此次公益班的特点不

仅延续了清华美院的培养特色，而且吸收了高校教师、

硕士生、本科生作为学术理论与创作骨干力量，凸显了

学术与创作并重的理念。在此次为期一年半的教学过程

中，王志安先生面对刻字艺术的新问题，提出了“新古

典主义”的创作模式。“新古典主义”的提出，是基于当

代刻字多元化审美需求——“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

“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力求打破雷同，真正地体

现百花齐放，是其“义形刻字”创作理念的进一步深化

与补充。

由上文论述来看，目前国内对现代刻字专业或者课

程开设上至硕士，下至高职、高研班，范围虽广、形式

多样，但数量尚小，而作为学生总量最多的本科院校所

占的比例较少，这说明完全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山东

曲阜师范大学的现代刻字教学在国内颇具代表性，不妨

考察其培养目标与课程安排，管中窥豹。其培养目标是：

“地处山东曲阜，依托周边丰富的摩崖石刻资源，旨在

培养具有较高文化艺术修养，掌握刻字艺术刊刻、鉴赏

才能的专业性人才。”[3] 其主要课程有：中国书法传统技

法、中国画、艺术学理论、古代汉语、文字学、书法鉴

赏、传统与现代刻字刊刻技、艺术考察等。从培养目标

与开设课程来看，凸显了书法本体与刻字之间的密切联

系，同时加强了理论修养的提升，艺术考察课程的设置，

让学生走出课堂亲近实地拓宽视野与眼界，具有一定的

合理性与实用性，基本上代表了目前高校高校现代刻字

专业或课程的培养模式。然而，不得不承认目前无论是

高校刻字教学的培养目标还是课程设置忽略了密切联系

社会、结合市场。

三、对当前本科书法教育中现代刻字课程教学困窘

现状的思考

可以说，目前国内院校的现代刻字专业或课程开设

在学科建设、教育教学上的探索做出了积极贡献，然而

如何让这门专业或者课程更加具有实用性而符合社会需

求显得更加尤为重要。现代刻字艺术已走过了近四十年

的春秋，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然而现代刻字的高等

教育却发展缓慢、陷入窘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

当下高校刻字艺术教育存在着学科建设不明确、教学设

施工具不全且简陋、教学模式单一趋简单、师资队伍匮

乏且专业化程度不高等等问题。笔者以为，高校现代刻

字艺术专业或者课程教学的培养目标应重新定位，突出

科学性、综合性、实用性、操作性。目前许多学者对高

校现代刻字教学面临现状的思考，亦给出了一些有益的

解决办法。本文结合当前书法本科高校现代刻字课程教

学的现状进行一些思考，期望能够找到对于现代刻字艺

术的学科建设、社会应用与教育教学更加宽泛与可行的

思考与对策。

首先，现代刻字艺术课程教学需要综合门类学科

基础。现代刻字艺术教学的开展不能盲目进行，需要

对其专业特殊性进行一定的认识与了解。现代刻字艺术

教学的根基不能脱离书法本体教学体系中的传统技法训

练、文字学、古代汉语等课程，同时需要艺术设计、构

成原理、色彩学、艺术美学、中西方哲学等艺术人文课

程的辅助。从一件作品而言，需要具备一定的传统书法

功底，再根据内容的“义”进行“形”的立意构思，达

到形式与内容、“义”与“形”的结合，构思过程中需

思考如何组织形式因素，内容决定形式；书稿后运用刀

法、肌理、色彩、构成等形式美要素，一幅“有意味的

形式”的作品最终完成。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现代刻字

艺术因为要综合各学科的知识，也将有利于将各个门类

课程知识打通。由于现代刻字艺术专业的特殊性，对于

这门课程的课程设置、教学开展，应该与高校技法课与

理论课教学模式有所不同，突出其综合性与实用性，重

点对学生综合能力与实际动手操作能力的培养。在课程

设置上紧紧围绕现代刻字艺术学科的特殊性出发，整合

设计学、色彩学、书法学、文字学、哲学等人文学科门

类资源，使得课程设置具有科学性，以适应市场实用性

需求。

其次，现代刻字艺术教学需要学校加强自身软硬件

设施的建设。一所高校最大的软实力在于教师。就当前

各书法本科高校书法专业师资现有力量来看，大多长于

书法技法或理论研究而对现代刻字艺术的教学能力欠缺，

这极大阻碍了现代刻字艺术教学在高校中开展起来。一

方面积极引进专业刻字艺术人才扩充到书法专业师资队

伍中来；另一方面，在引进人才尚有一定困难的情况下，

让现有师资力量“走出去”学习提高现代刻字艺术专业

素养以及整合内部教师资源的调配。以上为解决问题切

实可行的有效途径。也可以先采用外聘专业人才充当教

师先开门办学，再引进、内部培养以及整合资源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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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进行。如果说软件师资是教学开展的第一生产力，那

么硬件设施的配备齐全则是实现教学效果的保证。对于

现代刻字艺术教学开展所需的教学场所、教具（刻刀、

拷贝纸、锤子、笔、复写纸、调色盘等）、木板材（泥

坯）、颜料等购置齐全，供应充足。同时，根据学校实际

情况，可以购置或发动社会人士捐赠石刻原石、楹联牌

匾等刻字实物以及当代名家现代刻字艺术作品以供教学

观摩学习使用，帮助学生鉴赏能力的提升。

最后，编订更加科学的培养方案，以适应社会市场

需求。教育进入 21 世纪，其目的是面向社会、面向未

来。因此尽快编订科学的培养方案以及适应当前社会的

形势的现代刻字课程教材是当前书法本科教育中的现代

刻字艺术教学的开展的重要一环。现代刻字艺术教学要

尊重社会需求，否则仍会成为培养艺术家的温室，不得

不令人堪忧！

四、结语

现代刻字作为一门艺术门类发展，在书法本体的基

础上形成了现代刻字的审美理念与风格特征，可以说真

正地体现了书法的创新。现代刻字艺术在书法本科高校

中开设，其意义在于，为毕业生提供一条就业路径，实

现学校、社会、学生三者共赢。四年的学习生涯，刻字

艺术教学犹如在学生的人生就业道路中另外铺设了一条

道路，为其将来发展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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