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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书法因各地区的自然、历史、人文资源的差异造就了风格各异的地域书法,各地域书法发

展至今,已有相当的研究成果问世,然而作为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载体之一,地域书法在当代本科

书法教学中所受重视的程度尚浅,成为了相对缺失的一环。对于武汉地区而言,进年来,各高校对武汉地

域文化教育愈加重视,也在该方面教育的培养花费了大量精力,取得了不俗的成果,这为武汉地区本科书

法专业的特色化教学提供了思路。本文旨在探索武汉地区本科地域书法教学的可实施性、地域书法课

程体系建设以及人才培养配套性的思路。 

[关键词] 武汉书法；书法教学；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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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地区地域书法作为该区域的地

方书法集群,自身具有受荆楚文化环境

影响而构建起的区域书法风格,这对于

武汉地区高校的地域文化教育无疑起到

一定的推动作用,是武汉地域文化传播

的重要平台,对于武汉本科书法的特色

化教学而言亦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便捷途

径。然而就目前来看,武汉地域书法在高

校本科书法教学中尚不被重视,成为了

当地本科书法教学中的一个缺失环节,

武汉地域书法亟待为人所重。 

1 武汉地域书法进入课程教学

的空间 

近代的中国由于西方文化逐渐渗入,

造成了“西学”之风益盛而引起的民族

文化自信锐减现象,尽管中华文化展现

出了强大的兼容性而逐步实现了中西文

化的结合,然而西学的冲击仍然在一定

程度上冲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常继承

与发展,传统文化教育在当代高校教育

中极为重要。 

“地域文化不仅以外在可见、可触

摸的形式存在于个体的生活中,影响并

塑造个体,而且还以无形的、潜在的方式

规约并影响着个体,从精神观念的深处

塑造着个体的人格与心灵。”[1]近年来,

作为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的地域文化教育

在地方高校中屡被提及,武汉各高校亦

对此极其重视,诚然,地域文化的教育可

以提升当代学子的民族自豪感,进而加

强当代学子的文化认同、文化自信。地

域书法作为地域文化教育的媒介之一,

它以书法的形式给人带来一种直观的情

感交流,从而调动人们的情感共鸣,在潜

移默化中对人的精神产生影响。对于武

汉地方高校而言,荆楚地域书法的教学

无疑是武汉地域文化教育极好的实践方

法。荆楚书法流传至今,形成了独具地域

特色的书法风格,“楚系书法粗犷恣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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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气十足,充满着神秘浪漫的气息,在书

体结构上能异变创新,远远走在时代前

列。”[2]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武汉乃至荆

楚人士的英雄风貌；楚文字独具特色、

数量庞大,有着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实

为武汉地域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故笔

者认为,荆楚地域书法相关课程的设置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强武汉高校学子对

于荆楚文化的认同、促进武汉地域文化

建设。 

武汉地区以其独特的地域文化环

境、文化资源形成了独特的区域书风,

其最具代表性的楚系书法发展至今,经

历了辉煌,也经历了低谷,为后世留下

了极多的书法学习的极具楚地特色的

范本,因此,对武汉乃至荆楚地域书法

资源的深入整合研究是武汉地区高等

书法学科特色化教育的有效途径。“从

艺术发展来看,艺术因多样性而繁盛,

因同质化而衰亡。因此,各高等院校所

处的地域文化环境和文化资源对形成

其办学特色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

义。”[3]就当代学子而言,多数都有着极

强的地域名家自豪感,例如齐鲁文化尊

孔学,荆楚大地推崇屈原,从宏观角度

讲,这一现象即是一种“文化认同”,

以微观角度而论,可称其为一种“名人

效应”,这种现象对高校学子的影响力

是极其深远的,反映在书法中,这种地

域名家自豪感引导学子在特定环境下

自觉参与、学习、探索前人身上发生的

故事及其艺术风格,在书法中与前人展

开的精神对话,从而达成共鸣,进而推

动高校书法生书法创作的风格化以及

高校本科书法教育的特色化培育,对武

汉本科书法教学而言,荆楚地域书法课

程的设置无疑是推动武汉本科书法特

色化建设的一个便利途径。 

在地域文化教育及学科特色化教育

的大背景下,地域书法教学对于地域文

化教育以及书法学科的构建而言具有独

特的意义。武汉是全国本科高校、在校

本科生最多的城市之一,其书法专业有

着健康、良好的发展势头,荆楚书法的浓

厚性、特色性无疑对武汉地域文化教育

具有独特的推动力,也是武汉本科书法

特色化教育的有效途径。 

2 武汉地域书法课程体系的

构建 

解决了可实施性问题,就要考虑如

何合理的运用区域书法风格建设课程

以及如何在规定的学分大框架下合理

设置学时的分布。以楚系书法为主流的

书法风格在武汉地区源远流长,其间名

家辈出,简牍、碑刻等均有极高的艺术

成就,可供高校课程设置选择的内容极

多。目前,高校本科对于学分总数的要

求一般在165-185学分之间,其中专业

课占比大约在67%-70%之间,如何在不

增加学生负担的情况下加入地域书法

相关的专业课程课时及学分的设置就

成为了当下要探讨的问题,笔者在此作

以下思考： 

其一,特设荆楚地域书法相关课

程,一般来说,各高校书法专业本科阶

段开设的课程大致分为技法、理论、

文化三类,在进行地域书法课程体系

构建的同时,“书法教育不只是为了培

养专业的书法家,而是培养书法研究

人才和书法教育人才。”[4]对于地域书

法的教学模式亦当如此,应在技法、理

论、文化三类教育中皆有涉及、互为

呼应,不可只重视任何一个单一的方

向,否则,就容易形成该学科的“跛

脚”。首先,本科期间的技法训练课程

即五体的临摹及创作,一般以临摹为

主,在范本的选择方面,楚系金文融合

西周大篆,独创鸟虫书；云梦简牍融合

篆隶风格于一体,形成楚地特色；张家

山汉简、凤凰山木牍风格多样；隋唐

墓志颇具法度；名家如李邕、欧阳修、

苏轼、黄庭坚、米芾、张裕钊、杨守

敬、刘心源、宗彝等或系荆楚本土,或

与荆楚渊源颇深,皆可作为范本学习,

可有选择的进行相关临摹及创作课

程；其次,在理论课程方面,近年来相

关荆楚书法的理论研究成果颇丰,可

在基础理论课程之外引入相关文献讲

授分析课程以及相关古代书论的选

读；再次,文化教育方面,可引入相关

武汉的地域书法史的课程,如《楚书法

史》《荆楚书法》以及近期出版的《湖

北书法史》皆为不错的选择；亦可在

田野考察、实践采风课程中加强对武

汉地区及周边地区书法的侧重。考虑

到基础课程课时的设置,则增设地域

书法相关课程定会压缩其他课程课时,

故在课程设置时须做好衡量,做出一

定的取舍,根据高校的侧重来设置课

程课时及学分。 

其二,将武汉书法相关内容融入其

他专业课程之中,此方案不失为一种中

和的选择,保持固有的课程的同时拓展

了基础专业课程的授课涵盖面,但这就

需要任课教师对于武汉地区书法有相

对深入的研究,否则,课程设置的目的

就不易达成,此方面内容的加入也就无

益于走马观花,消耗了任课教师及学生

的精力,有了形式却无实际意义。诚然,

此法对于目前书法专业师资力量不充

足的情况而言并不现实,但可作为备选

方案存在。 

对于武汉地域书法教学的引入,不

可贪大求全,须考虑到一定的取舍,否则

会有得不偿失的风险。该课程的设置还

需针对加强学生学习质量和学生对课程

的注重程度做合理考量,将理论和实践

进行有效的结合,方能达到课程教学的

目的。 

3 武汉地域书法人才培养方案

的配套性 

书法教育迅速发展的同时,师资力

量以及图书资源的的欠缺成为了当代书

法教育重要问题,教学资源如何匹配高

校人才培养也成为了高校书法专业发展

的重中之重,对于武汉本科地域书法的

建设而言,亟需在荆楚书法方向有深入

研究的师资力量及荆楚书法的相关图书

资料的进一步充实。 

就目前来看,虽然书法专业已成为

一门规范化学科,然各高校书法专业师

资配备不平衡问题依然显著。然地域书

法课程的引进又亟需有相关深入研究的

师资的引进,这对于武汉地域书法学科

建设所需的师资要求极为苛刻。湖北地

区的有相关研究的书法学博士无疑是该

学科建设中师资引进的首选,但就目前

来看,此类人才在武汉地区并不充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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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下,聘请武汉及湖北当地社会

书家兼职授课也不失为一种临时的应对

方式,但是这些社会书家往往只重技法

而忽视了理论,且社会书家往往带有“流

行风”,也难免会将其个人偏见带入课堂,

长此以往则难免出现与学院派教学风格

不兼容的情况,反而容易失去了建设本

科地域书法学科的初衷,“书法‘流行风’

的盛行,我们暂且不做评判,但肯定与书

法人才的培养大相庭径,甚至导致许多

不良反应。”[5]所以,在师资引进方面,

须根据课程的设置有针对性的甄别、选

拔人才,以武汉及湖北地区有相关研究

的博士毕业生为第一选择对象。目前来

说,许多高校都在因材选择师资,也唯有

如此,武汉本科地域书法教学体系的构

建才可良性发展。 

除开师资问题之外,书法相关的图

书资料的缺失在大部分综合类大学已

成常态,而图书作为本科生学习研究地

域书法的重要媒介是论文写作及作品

创作中不可或缺的资源,“但目前大部

分综合性大学在书法资料建设方面,投

入的经费和资源十分有限,主要原因在

于书法专业的地位往往被边缘化。在高

校图书馆建设中,文史哲等面向全体学

生的书籍一般会是主要采购书籍,在校

级图书馆中进行书法专业的图书资料

建设,也是不可取。”[6]诚然,书法学科

的相关资料的建设本就不受重视,更莫

说学科之下的课程建设,故而只能将目

光放在院(系)级别的图书资料建设,尽

可能的完善相关的书籍资料的收藏。但

就学生而言,显然不能仅依赖于此,必

须通过其他途径来获取资料,譬如墓

志、碑刻等印刷资料的收集、各类书画

丛书的收集等,都是很有必要的,也相

对容易实现。 

如何选拔合适的师资是武汉本科地

域书法学科建设的重中之重,荆楚书法

的相关图书资料的收藏建设是实现武汉

本科地域书法学科建设的关键环节,此

二者缺一则武汉本科地域书法课程的设

置将难以实现。 

4 结语 

荆楚书法作为荆楚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实为武汉高校地域文化教育、

书法学科特色化教育实现的有效途径,

其学科构建的价值意义毋庸置疑。然课

程体系的构建等方面依然存在亟待解

决的问题,课时的安排、学分的设置、

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结合等问题依然有

待探究；相关领域的师资队伍不完整、

图书文献资源方面的缺失都是武汉地

域书法课程体系构建的难题。对应以上

问题,可以说,武汉本科地域书法课程的

构建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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