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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篆隶教学是高校书法专业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将有力促进学生专业的全面发展以及当下

整体的专业人才培养。而篆隶创作如何进行有效地应用转换则是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篆

隶书学渊源、篆隶创作应用的可行性、篆隶创作如何应用转换及其意义启示进行条分缕析,旨在引起书

学者对篆隶创作的重视,以期对高等书法教育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提供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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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of seal script and official scrip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alligraphy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ich will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major and the 

overall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How to effectively apply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al script creation and 

official script creation is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This paper makes a careful and detailed analysis on the 

origin of seal script and official script, the feasibility of its application, the applic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nd its 

significance, aiming to arouse scholar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reation of seal script and official script and 

providing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talent training of higher calligraph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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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五千年来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

的凝结与积淀,诚如熊秉明所言“书法是

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书法在一代代文

人的继承与发展过程中,融入各具特色

的时代特征,形成了不同的精神风貌与

审美意蕴。随着书法学科在高校的不断

建立与精细分化,书法专业在美术学与

文学专业的笼罩下日渐成熟与独立,选

择书法专业的学生越来越多。与此同时,

书法的艺术性日渐突出,而缺陷也逐步

显现。如何解决书法专业技能应用问题

成为书法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纵观中国

书法史和当下高等书法专业教育,篆隶

乃文字、书法之源,且相较其他书体而言,

其本身所特有的装饰化元素为其创作应

用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因此,本文将以篆

隶创作为切入点,对书法专业如何与社

会接轨,实现社会实践的应用性转换进

行较为全面而深入的探究。 

1 篆隶源流概述及以其应用的

可行性 

篆隶是文字和书法的源头,习书从

篆隶开始一符合文字、书法之发展演变,

二可以追其溯源,取法乎上。古代书家初

学篆隶取得较大成就的比比皆是,例如

欧阳询、颜真卿、王铎、何绍基等。可

见篆隶对整个书法学习的重要意义。因

此,习书从篆隶着手,进而由临古、仿古

到创作为后期篆隶创作的实际性应用提

供了重要的基础。 

在书学实践上,唐人习篆即以《说文

解字》为标准,《三体石经》篆书为范本,

兼学古文,知晓字体源流；习隶亦以《三

体石经》隶书为范本。关于篆隶之源流,

华人德在《中国书法史·两汉卷》中指

出：“篆书是引书,其用笔婉转而少粗细

变化,古隶则逐渐产生了华饰性的波磔,

但是波磔表现在纵势的字体上,往往使

文字结构不平衡,且下垂的波磔占用了

简上太多的空间,当波磔横向伸展时,并

不影响结构的平衡,反而使重心更加安

稳,在形态上更具美感。”“篆隶笔意”可

以说贯穿整个中国书法发展史,已然成

为中国书法审美体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

因素,行草书创作无不深受其沾溉。从一

定程度上说,没有篆隶的基本功,行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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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写不好的。对此王羲之曾说过：“其草

书,亦复须篆势、八分、古隶相杂,亦不

得急,令墨不入纸。”究其缘由,行草创作

一方面需借助篆隶的线质、线态与线势,

方能达到线条遒劲而不靡弱,圆浑而不

生硬,朴厚而不单薄；另一方面需借鉴篆

隶,尤其是大篆的章法布局,进而充分表

现出篆隶的审美意趣。孙过庭曾对篆隶

书的审美特质进行了精准的诠释,他在

《书谱》中提道：“篆尚婉而通,隶欲精

而密。”篆隶字体高古、朴厚、雅致,与

楷书、行草书乃至现代汉字拉开了一定

的距离,赋予其一份特有的神秘感,而篆

书本身所独有的装饰美感也为其创作应

用提供了重要的保障。而在篆隶创作做

出重大突破与创新的有郑簠、伊秉绶、

俞樾、吴昌硕等书家,而尤以伊秉绶为代

表。伊秉绶隶书虽取法汉隶,却建构出自

己独特的风格面貌。他的隶书用笔凝重

而有韵致,起笔多不取逆势,长横多顺势

波出,短横略顿即收,横向舒展为隶意,

运笔流走为篆意,断而不离,和而不流,

笔画平直、分布均 、结体方严端庄、

宽博俊伟,去除雁尾之波挑,整体上表现

出一种高雅古朴、华贵雍容的庙堂气象,

实可谓汲古出新,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强

烈的装饰意味。此外,伊秉绶的隶书空间

分布看似简单直接,实则暗含玄理,挪

动、借让、穿插得当,方中有圆,直中寓

曲,将几何造型巧妙融入至字体间架结

构中,齐而不板,厚而不满,方整中不失

变化,简净中不乏活泼,既重视视觉设计

形式美感,又注重篆籀笔意与线质的俊

逸挺拔,动静结合,逸趣横生,极具开拓

性、创造性与现代性,可以说真正实现了

隶书创作的审美转换,对当代书学者具

有积极的启示与指导意义,这也为篆隶

创作的应用性转化提供了成功的示范与

引领。反观现当代书法艺术更多体现书

法的艺术性与文化性,因此实现书法艺

术的应用性转化刻不容缓,如何将书法

艺术与现代生活巧妙融合是目前亟需解

决的重要课题。而篆隶创作应用性转化

既有先天的优势,又不乏从古至今书家

的成功案例,可见这一方向、路径完全是

可行的。 

2 篆隶创作应用化的实施方法 

第一,在师资队伍建设上,要培养具

有教授篆隶创作应用书法本科专业人才

能力的师资队伍,具体实施方法如下：首

先,积极组织教师参加关于应用型人才

培养以及篆隶书创作方面的培训和讲座,

切实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其次,

大力倡导团结协作精神,加强合作意识,

发挥群体作用。鼓励教研组内共同备课、

取长补短,不断提出新见解,切实优化教

学内容； 后,开展教学沙龙研讨活动。

以典型课堂教学过程为案例,对照篆隶

书创作应用的要求,进行深入的学术研

究和探讨,使教师能够较快地更新观念,

迅速提高教师的理论修养和教学水平。 

第二,在课程建设上,建设全方位立

体化的课程体系,分别设置专业基础课、

专业赏析课和专业拓展课,层层递进,互

相补充。首先,书法基础课程。在专业理

论上,通过对许慎《说文解字》、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和王力《古代汉语》进

行教学,使学生明晰六书原理,懂得造

字、用字之法,具备识别、辨认、书写古

文字的能力,并对篆隶书法发展脉络有

较为全面而清晰的了解。在专业实践上,

通过作品示范、临摹训练、临创转化、

创作训练等一系列教学方法,提高学生

的篆隶创作能力；其次,书法赏析课程。

通过对篆隶字法创新的系统梳理,为学

生提供篆隶字法创新的途径,构架篆隶

字法创新的体系,使学生掌握丰富的篆

隶字法,学会篆隶字法应用转换,具备篆

隶字法设计的能力； 后,书法拓展课

程。为学生拓展文字学、书法美学、书

法文献等一系列相关知识,并进行文博

讲解、文物鉴定、古籍校勘、篆隶碑拓、

陶瓷书法实训等课堂模拟演练,切实提

升学生的应用实践能力等。 

第三,在课外建设上,首先,鼓励学

生在课下进入碑拓实验室,进行实际的

碑拓操作训练,进一步练习和巩固拓片

的制作工艺；其次,利用课余时间带领学

生进行博物馆的参观与实地访碑等活

动。通过博物馆中的文化展示,尤其是其

中的书画部分,能够使学生了解和认识

更多的书法家,并通过这些经典的书法

作品,更加深刻的理解中国书法的发展

过程,激发对于中国书法和中国传统文

化的热爱,为中国书法的传承和更广泛

的传播而奋勇向前； 后,带领学生进行

实地的访碑活动。近距离的观看碑刻,

学生能够观察到字帖上缺失的细节,有

利于拓宽学生对篆隶书碑刻的理解和认

识。比如艰涩斑驳、具有“金石气”的

线条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刻石和墨迹的

区别等。总之,通过以上三种方式,全面

培养学生的实际实践能力。 

第四,在思想建设上,通过对历代篆

隶书家梳理,了解古人作书、作人、作学

问的方法。中国人常讲,“书品即人品”,

在中国书法史上留名的书法家往往书

品、人品俱佳,因此,在讲解书法作品的

同时,融入对书家做人、做事的讲授,有

利于塑造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此外,古代书家多兼有官僚、文人等多重

身份。其中,他们的文人身份对其书法影

响很大,因此,通过对古代书论的讲解,

可以引导学生了解古代书家做学问的方

法,这对于学生日后继续深造具有较大

帮助。同时,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

部分,可以将书法家树立为学习榜样,引

导学生理解传统文化、传统思想,培养学

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这有利于学

生在传承和传播书法文化的具体实践中,

能够不仅仅拘泥于书法和作品本身,更

能够站在传统文化的立场上,为中国文

化的传承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五,在就业培训上,通过以下五方

面进行层层展开：其一,组织学生轮流对

校内的书法教学成果展以及毕业展进行

讲解,培养学生的自信心、语言表达能力

以及对不同风格作品的鉴赏能力；其二,

组织学生去博物馆、美术馆进行讲解训

练,开拓学生的历史和现代视野,提高学

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临场发挥能力以及

应急应变能力；其三,带领学生去市内的

小学做志愿者,定期为小学生上书法课,

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其四,

去陶瓷馆进行创作实训等活动,训练实

际操作能力以及创作和空间设计能力；

其五,到设计公司学习开发字体设计来

提高学生的创造力,拓宽就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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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当下书法教育与人才培养

的意义 

现当代书法创作的缺失,正是对篆

隶本体的研究仅仅拘泥于表面,缺乏深

层次探究,没有很好地将篆隶与行草书

创作进行有效融合。此外,篆隶蕴含着

深刻的文字学、美学与哲学基础。学好

篆隶,一方面能够识读、辨认篆字,对文

字的发展演变有清晰的认知；另一方面,

篆隶书体本身所体现的形质、风格、气

韵、精神等可以提高书学者的创作观念,

赋予书学者深层次的审美体验,以书论

人,进而真正做到“人书俱老”“天人合

一”,而这也与近年来国家一直强调的

“美育”理念相契合。只有这样,书法

艺术才能真正成为“人”的艺术,书法

教育才能得到长远的发展,拥有美好的

未来。 

篆隶书写范式变革及创作风格审美

创新从古至今皆有诸多书家进行实践、

探索,但当代书学环境与古代已截然不

同。从书学背景来看,国人已不是从小进

行四书五经、传统的“小学”教育,而是

多学科的综合教育,学科分化细密分明,

强调的是人才全面发展、百花齐放；从

书法创作来看,书法已由书斋文化走向

展厅效应,文人士大夫走向庶民阶层,创

作形式也愈加丰富；从书法功能来看,

书法在古人看来是文人雅玩的艺术,体

现着学书者的心性与学养,而现当代书

法教育已经形成系统的本、硕、博人才

培养体系,学科建设趋于完备,专业发展

有良好的前景；从书学意义来看,现在书

法已不是古代那种“书法生活化”的情

境,因此现当代大多数人的书法观念还

仅仅停留在通识的书法认知上,认为只

要写得规范美观就是好的书法,而缺乏

对书法史的系统学习以及专业全面的深

层次理解。这就面临着一个很严峻的问

题,书法艺术如何与时代、生活接轨？而

书法艺术尤其是篆隶的应用性转换则顺

应当下书法教育的发展趋势,解决了书

法专业与生产生活的脱节问题,有效衔

接了艺术与生活,进而充分实现艺术生

活一体化。同时,也拓宽了书法专业的就

业面,为广大书法专业毕业学子提供了

更多的选择空间。文博馆讲解、文物鉴

定、古籍校勘以及碑拓、书丹、陶瓷书

写等工作,可以促进教学实践化、专业应

用化,全面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真

正做到学以致用；还有篆隶书书写文字

的装饰性、篆隶书文字库的发展、篆隶

书文创产品、篆隶书在服装中的造型设

计等等都可以成为实际应用的渠道,这

些都充分体现着篆隶书体相较其他书体

所独有的艺术魅力。 

4 结语 

综上所述,无论是篆隶书创作的应

用性转换,抑或其他书体、字体的应用性

转换,其核心要义皆是希冀书法艺术能

更好地适应当下社会的快速发展,充分

融入至人们的现实生活中,使人们在生

活中处处能够感受、体验到书法的美以

及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给予学生

更多的就业选择,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

提升学生的审美观念,进而有力促进书

法专业的人才培养。 后,让书法由小众

推向大众,由艺术走向生活,根植传统,

立足当代,乃是书法专业持续发展、保持

活力的关键所在,也是深化书法文化品

格,承载和寄托文人精神,增强文化自信,

以书法艺术传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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