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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杨若浩 通讯员 徐若竹

作为一位海内外知名的书法家、教育家，欧阳中石

教授有着严谨治学的大学者风范。他多年从事教育工

作，桃李满天下。欧阳中石先生是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1985 年在首都师范大学创办书法教育专业；1993 年担

任我国第一位书法方向博士生导师；1998 年成为我国高

校第一位博士后研究人员合作导师；2002 年荣获首届中

国书法兰亭奖·教育特别贡献奖；2006 年荣获第二届中

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 。

欧阳中石 1928 年生于山东泰安。毕业于北京大学

哲学系。现为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

学科评议组成员、文化部艺术系列美术专业高级职称评

委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

及博士后导师、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书

法家协会原顾问、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

面对欧阳中石，就仿佛面对一本厚厚的书，让人敬

重，让人深思。他治学严谨，博涉多优，在书法、诗词、逻

辑、音韵、绘画、戏曲等学科都有精深的造诣，是我国著

名的学者、教育家、书法家。

欧阳中石说：我主张写书法、做文章，要文以载道。

“行文”干什么？为的是载道。而“写字”则要用“书”的

办法焕发出神采，来满足我们当前时代对文化的需求。

这是我们进行书法创作研究的总目的。这个“焕发”的

“焕”字如取一根火柴，把它划着，这一划它就发出光来，

我们手中的毛笔如果能像这根火柴一样，如果每个字都

能焕发出神采，那么整篇的字就有了文采。

无论是神采还是文采，一定要切合时代的需要，我

在很多场合都强调“文以载道，切时如需”的学术主张，

因为每个时代都需要对应的文采和神采，如《兰亭序》、

《圣教序》，乃至唐诗宋词，都有那个时代特有的神采。

所以说写字不只是要写的好看，还要有文化表现、写出

时 代 风 采，要 做 到 这 一 点，书 法 创 作 就 必 须“ 切 时 如

需”。就是说书法不只是一种单纯的“笔墨当随时代”的

艺术，更是一种类乎“道”的重要文化样式。因此我们研

究书法，不要过多地强调它的艺术形式，而要偏重它的

文化内涵，研究时代需求、大众需求、国家需求、社会需

求。许多文化的内容都要通过我们的文字和书法作品

把它表现出来传承下去。中华民族的祖先就是我们的

榜样，是他们把他们的声音、语言和思维转换、外化、固

定为文字并绵延至今，也只有通过文字才能使文化的内

容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中国的文字

太了不起了，它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创举，也是时间

和空间意义上最能够传承持久的 ，这要有一个过程。

欧阳中石教授开始从事书法教育这个行业比较晚，

但他非常崇尚书法教学这个人生要务，他认为把祖先留

下的文化遗产传授给年轻人、传授给学子们，这是一份神

圣的责任。前人为我们留下了那么宝贵的文化财富，中

华儿女应该好好地研究、继承和发扬，然后再一起努力把

它奉献给世界人民，让我们的文化更好地为全世界服务。

欧阳中石教授说：这个“传授”要注意方式、方法，不

能传歪了。所以首师大书法文化研究院，就是要强调书

法在“文化”中的定位，而不是简单的从艺术上定位。我

国的汉字以“形”为主，描述的是事物的形体，再复杂的

事物汉字也有办法“写”出来，书法教育工作中贯穿实践

“文以载道，切时如需”，这一理念既显示了我们祖先的

勤劳与智慧，也显示出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度和高度。

欧阳中石教授说：我希望学生们明白，“写”只是“汉

字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不要过多地强调书法的艺术

形式，而要偏重于它的文化内涵。不仅要看名家的笔墨

“漂不漂亮”，更要揣摩他们通过艺术之美所传递的文化

讯息。如果能通过科学的、专业的书法教育，把“书道”

的核心内容充分传递给学子们，使他们加强对传统民族

文化的认识，加强“传统”在年轻一辈心中的分量，为我

们祖国的文化传承做出一定的贡献，就是作为一名书法

教师最大的幸福。我一直用这个理念去教我的学生，应

该说这些年做得还不够，还不能达到自己心中的那个目

标，和国家、人民的要求还相距甚远，所以在有生之年会

努力的尽我所能，每天都向书法界、教育界内外的朋友

们学习借鉴。我们学习古人几千载积累的书写经验，千

人千面，丰富而厚重。从篆书、隶书到后来的楷书、行

书、草书等等，它们的历史渊源呈前启后，脉络清晰，做

到法古不泥，继承而不止步，凝固在浩瀚碑帖简牍中，等

待后人去研习。而书写临摹是学习体悟古人碑帖的最

方便的学习方法。

我曾经说过：“ 学字”和“ 练字”是两个问题，要以

“学”为主，用“练”来巩固；不能光练不学，也不能光学不

练。这是一个从认识到实践的问题。不要遍临诸帖，专

心临一个帖反而更好。真正用心把一个帖写好了，甚至

是把一两个字写好了，别的字就能写好了，这就叫“一通

百通”。有些同志在那里拼命要形成自己的风格，他们

应当先去精研古代书法家的成果，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个

性和悟性，选择适合自己的书家摹本和摹写路径，学习

书法，一般都从临摹古人的碑帖入手。在书法研习中，

在传承古人和保持自我之间找到平衡，真正能做到了然

于胸、心手合一、明心见性的时候，才能水到渠成，形成

自己的个性风格。如果没有“学会”就急于“练习”确立

自己的特色，容易弄得不伦不类。

欧阳中石教授说：从中国书法家协会一成立的时

候，我就参与了有关的工作，但是工作重点还是放在教

学上。习近平总书记召开的文艺座谈会，针对当前文艺

界存在的浮躁趋利、创新不足等问题，提出了鲜明的见

解，这次的文艺座谈会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 72 年

之后，包括我在内一共有文艺界和有关界别的 72 人受

邀参会，习总书记亲自主持，属于文艺界最高规格的会

议了，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

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他强调：一部好的

作品，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

不要沾满了铜臭气。要创作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

文艺作品，讲品位，重艺德。座谈会给我的震动和启发

都很大，这些论断和真知灼见就是书法界应该努力的

方向。对我来说最核心和印象最深的关键词是一个

“德”字，作为教书匠，我需要继续谨守师德，关于书法

创作，需要谨守艺德。我和我的学生们都要做合格的

无愧于时代的文字流传者，我的每个学生在书写中国字

的时候也应该懂得在“德”的层面上书写人生。

欧 阳 中 石 教 授 说 ：我

是个教师、不是书法家，因

为我觉得要称其为一个书

法家，这个“ 家”的要求必

须要很高，我还没达到那

种程度，我只是刚懂得如

何 把 这 门 学 问 传 授 给 学

生，所以我的作品算不上

书法艺术作品。作为一名

教师，我有责任向社会介

绍那些优秀的学生，使他

们在更广阔的舞台充分展

现自己，来推动书法艺术

的发展。我的教育工作并

不是培养书法家，而是培

养人如何写字，如何体悟文字背后的文化。我是个教书

匠，不是书法家，书法与汉字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

在各地开办弘文书苑，就是要推广关于书法文化的教

育，而不是所谓培养书法家。我希望学生写一个字之

前，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这个字是怎么来得，它是怎么回

事，能够完成这个工作已经是我最高的愿望了。

我没有举行过任何个人的书法展览，我没有这个资

格，我不是专门研究书法的，我是以教书为生，从来就是

老师。解放前我就教小学，大学毕业后又在教书，一直

教到现在，还是在教学。最高的成就就是教出来的学生

能够取得成绩，这就是我们作为教师最大的欣慰，最高

兴的事情。其实说到底，书法是“最抽象的绘画”，因此

虽然国际上没有很多国家跟我们一样也有这样一门源

远流长的文化，但是从“象形性”、“书写性”的角度来说，

我们的书法远比现在看到的要国际化，或者说先天具备

国际化的特质，它的外在形式和内在蕴藏，都吸引着国

际上的人们去了解、尝试，所以书法在未来走向国际，做

文化交流的方式也罢，艺术尝试的渠道也罢，都有着很

大的发展空间。未来中国书法艺术的走向，事实上海

峡两岸在当下的文化传承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

汉字的繁简共存，那么基于这样的现实，我们应该用

怎样的智慧整合、统一书法文化？海峡两岸做为同宗

同族的中华儿女，大陆写简体字，台湾写繁体字，但是

具体到书法来说，大陆从事书法艺术创作的人还是会

写繁体字的，一方面繁体字是和传统的碑帖相契合；

另一方面是可以更好地学习安排间架结构，这样说来

书法也是连接两岸文化的一条纽带。其实简化字也

有简化的意义，但前提必须是科学的简化，不能无穷

尽的简化，也不能个人脱离国家的文字规范随便简化，

照规矩书写是件很严肃的事情，不是儿戏，写的对不对

直接反映了今人是否继承了文化，是否真的有文化。我

们的文字，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最初象形，越来越不象

形，规范化了。现代有现代的写法了,我们都能理解到，

现代的这个样，就是原来那种形。我们看到的现代的汉

字，就想到了它的形，所以书法就是如何把我们的汉字

写得更加美好的一门学问。

书法的书写虽然要符合我们的时代需要，但是正

确的使用它才有意义。书法也是一门理论，不是写一

篇字就叫书法，书法是一门关于书写的学问，要以做学

问的态度来写字，所以最后还是要回到汉字教育的问

题上来。汉字教育不光是我们这些教书匠的任务，更

是国家文化传承层面、国家顶层设计层面在面对未来

的要务。历朝历代都给我们遗留下丰富的遗产，有些

具有了不起的高度。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发展，已经达

到的高度，我们不能忘记，明天可能还会出现新的高

度，我们也绝不放弃，向前追。书法是一个文化，我们

学校的名字叫书法文化研究院，不是书法艺术，不单单

是艺术问题，而且是文化问题，所以我曾经提出，作字

是为了行文，作字行文。做文是为了文以载道，是为了

我们的形势，为了我们的需要在做的。书法只是写字

吗？不是，是文化。文化干什么？文化为政治服务，为

时代服务。

未来中国发展的一个文化目标是世界的美好和谐。

文以载道 书以焕彩
——专访著名学者欧阳中石教授

欧阳中石欧阳中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