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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有責任感的書法家

從2010年九月份至今，兩年不到的時間內孫曉雲撰寫的《書法有法》已出
了六版，加上先前的四版，目前已出十版，每次再版都在短時間內銷售

一空。
面對這樣的好成績，孫曉雲說，這說明國人對書法藝術有了新的認識，對文

字、書法的歷史有想一探究竟的熱情，對中國傳統文化也更加重視了。
「我的作品之所以受到讀者的喜愛，正是由於目前社會正處於文化大發展、大
繁榮時期，文化氛圍較好，人們對文化的需求量和熱情都很高。」孫曉雲說，
「我覺得一名書法家最大的寬慰和貢獻就是自己寫的東西能得到人們的欣賞，而
我的作品被大眾所擁戴，正是體現了我的價值所在。同時，我會秉承㠥書法家
的歷史責任感和社會責任感，嚴格要求自己，創作出更好的作品給觀眾欣賞。」

書法傳承面臨挑戰
孫曉雲創作的《書法有法》及《孫曉雲書小楷老子〈道德經〉》雖然都獲得了

極大推崇，但她認為目前整個大環境下，書法的傳承還是面臨㠥極大挑戰。
孫曉雲說，書法與繪畫、音樂等純藝術門類不同，它不僅僅是藝術，因為書法
首先是中國的文字。文字是一個國家文化發展的母體和載體，獨一無二的書法
無疑是中國文化區別於世界其它文化的標誌之一。
她說，回顧歷史，作為文字的書法，是完全實用性的，是人們生活、交往、

奏事不可缺少的；但作為藝術，中國古代書家追求法度，追求書卷氣、文人
氣，使書法不僅成為人們用來記敘和表述思想的實際手段，更用書法來體現文
人的才情和學養，所謂「字如其人」、「書為心畫」。一部書法史，就是一部中
國文化發展史，書法藝術延續了近三千年的輝煌，正是中國文化的魅力所在。
「當冰冷的鍵盤逐漸取代鋼筆毛筆，當書法慢慢變成選修課、興趣班時，當書
法從某種意義而言已成為完全的純藝術，成為極少數『藝術家』的工作時，
『字如其人』、『字如心畫』已失去了它的最終意義。」孫曉雲說，作為書法傳
統來說，我們面對的歷史境遇是前所未有的。而我們也不得不開始思考書法該
如何傳承下去。

將書法作為必修課
「我認為書法如果作為一門純藝術的話，是很悲哀的。」孫曉雲表示，書法還
不能作為純藝術，它本身是文字，是具有實用價值的，與繪畫、京劇、刺繡等其
他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不一樣。「書法是文字，是不會消亡的。每個人都在做的
事，怎會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
過去，古人入私塾讀書，識字、吟誦、書寫三者是合而為一的，是一個不可分

拆的整體。但是，在現代教育興起之後，中國文字的整體性和書卷氣的傳統被拆
解：文字、音韻、書法，成為不同專業；文字歸於中文，吟誦歸於表演，而書法
歸於美術。識字作為必修課，書法卻成為選修課。而今研究中文的，往往不了解
書法；美術學院學書法
的，並未開設文字、音韻
的課程。
「我們現在必須將書法
作為一門必修課而非選修
課，語文老師本身就應該
是書法老師。我曾在列席
十七屆六中全會上提出這
個問題，在文化體制改革
的大潮中，㠥眼文化強國
的長遠建設，書法作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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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藝術家，僅僅追求獨善其身是遠遠不夠的。我們應該

按照十八大報告提出的要求，㠥眼於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以

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將包括作為中華文化標誌的經典

書法在內的優秀的傳統文化，繼承發揚下去，這是維護文化安

全的根本，也是讓中國文化立於世界之林的根本。」

孫曉雲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說，書法作為中華文化

的代表性符號，在新的時代環境下，面臨㠥傳承、弘揚、創新

的使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明奇、陳錁、許娣聞

■孫曉雲書王維《觀獵》

■孫曉雲書李白《將進酒》

■孫曉雲與國際

友人在一起

華文化的精髓，如何與時俱進地承擔一份神聖的職責？我認為，書法並不是興趣的問
題，藝術的熏陶和文化的教育是一個大工程。」

書法是文化安全的重要保障
孫曉雲說，文化的繁榮是國家實力的一大體現。中國是一個文明保留完整的古老

國度，她的文化永遠是炎黃子孫的驕傲。當今世界格局下，各種文化相互碰撞、彼
此交流。我們國家開始愈加重視中國文化的安全，重視文化軟實力的建設。
「書法不僅是寫字，其深層所蘊含的，是中國古人認知世界的一種睿智的方式，是
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標桿。」孫曉雲說，文化不能遺傳和移植，也不能複製和再
生，必須從小培養，必須要不斷堅持，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甚至是一
輩子。孜孜不倦、點滴積累，耳濡目染、薪火相傳，不然就會在不知不覺中丟失。
孫曉雲說，「漢字對中國文化來說，是母體，是源頭，是根本。書法應是每一個

中國人的必修課。弘揚傳統書法事業，正是弘揚中華文化最基本的因素，也是『文
化安全』的保障所在。」
「今天的書法家，如果僅僅追求獨善其身，是遠遠不夠的。書法文化傳承和創新是
國家的百年大計，任重而道遠。通過我們這一代人的努力，以我們自身的書法創作
實踐成果，來影響當代以及今後，在書法早已和實用無關的今天，讓『字如其人』、
『字如心畫』重新成為我們應該接續的人文傳統。當代書法創作，要到豐厚的歷史積
澱中追尋和探求，回歸傳統，重溫經典，要成為當下書法藝術創作的主流。書法決
不能在我們這一代終結。」她說。
同時她表示，在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重新被呼喚，中華民族精神重新被構建的偉大

歷史進程中，中青年書法家需要不斷努力補上傳統文化的精深課程，同時發揮自身
的影響力，用生命凝結的書法藝術，呼喚出民族文化的新輝煌，全力肩負起應該承
擔的文化責任與歷史使命。

■孫曉雲列席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

孫曉雲簡歷
孫曉雲，女，江蘇省美術館館長，中國國家畫院書法篆刻院副院長，中國文聯

委員，江蘇省文聯副主席，江蘇省婦聯副主席，中國書協理事，行書委員會副主
任，江蘇省書協副主席，南京市書協主席，國家一級美術師，博士生、碩士生導
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全國書法展、書法「蘭亭獎」評審委員。中國科學
院、中國書法院、中國人民大學、首都師範大學、南京大學、東南大學、南京藝
術學院等兼職教授、研究員。先後榮獲全國首批宣傳文化系統「四個一批」人
才、全國文化系統先進工作者、全國德藝雙馨文藝工作者、江蘇省首批德藝雙馨
文藝工作者、江蘇省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江蘇省首批優秀文藝人才、南京十
大文化名人、北京奧運火炬手等榮譽，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十八次代表大會代
表，江蘇省第十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黨代會代表。 書法作品曾7次獲全國書
法大獎。先後11次由華藝出版社、台灣未來書城出版社、知識出版社、江蘇鳳凰
出版傳媒集團江蘇美術出版社出版專著《書法有法》，創書法理論書籍銷售量最高
紀錄。先後由中宣部、江蘇省委宣傳部、南京市委宣傳部等2次出資在中國美術館
舉辦「孫曉雲書畫藝術展」、「書法有法—孫曉雲書法作品展」，榮寶齋出版社出
版《孫曉雲書法．繪畫》作品集、《孫曉雲書法精品選》，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中國當代名家書法集孫曉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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