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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教育人的文化自觉

··

一堂别开生面的书法课

在浙江省青年书法家协会湖州教育基地

，

学生们在卢伟华老师指导下

，

学习毛笔字的书

写技法

，

了解了自己家乡的文化

。

今年十岁的李 同学说

，

我觉得上书法课非常的有意思

，

不仅把字写漂亮了

，

还能学到很多的知识

，

也懂得了要孝敬爸爸妈妈

，

做一个有修养的人

，

卢老师希望我们都能成为一名绅士

。

王鹰 摄

马霜

■

名家经验

■

特别关注

书法教育曙光乍现

■

本报记者 张树伟 实习生 穆国虎

在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专业委员

会网站上有一条不起眼的消息

，

中国教

育学会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会同天津古

籍出版社对原编九年制义务教育

《

写字

》

教材进行了全面修订

。

耐人寻味的是

，

重新修订的教材取名

《

书法

》。

从

《

写字

》

到

《

书法

》，

是仅仅改个

名字

，

还是意味着写字教育的某种变局

？

从呼吁到实现

日前

，

由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专

业委员会和北京中育写字教育研究所共

同主办的

“

学习中央领导指示和教育部

书法教育工作部署精神研讨班

”

在北京

举行

，

来自全国各地从事书法教育工作

的

150

余位代表与会

。

他们热烈探讨的是

8

月教育部下发的

2011

年

4

号文件

《

教育部关于中小学开展

书法教育的意见

》。

该意见指出

，

在义务

教育阶段

，

三至六年级的语文课程中需

每周安排一课时书法课

。

并要求省级教

育行政部门要结合本地区中小学校书法

教育的实际情况

，

对书法教育的课程安

排

、

教学管理

、

教师任职条件及资源配

置等进行规划

，

稳妥推进书法教育

。

这对民间呼吁加强书法教育的人士

来说是一大喜讯

，

他们对此兴高采烈

，

书

法进课堂了

。

中国书法院副院长李胜洪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

这是

“

书法传承的福

音

”，

中国书法的传承与保护是比申报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加重要的事情

。

他

说

，“

千呼万唤

，

这次终于有了可喜的结

果

。

这将奠定中国书法艺术教育的基础

，

预示着书法艺术明天的辉煌

”！

他说千呼万唤并不过分

。

民间对恢复

书法教育的呼吁从来没有停止过

，

仅仅这

两年内

，

呼吁声都被带到商讨国家大事的

两会上去了

。

先是去年两会期间

，

40

位政

协委员提交了题为

《

关于在义务教育阶段

加强汉字书写能力的提案

》；

接着

，

今年两

会期间

，

著名雕塑家吴为山进一步呼吁

，

要恢复书法课程为中小学必修课

。

除了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呼吁

，

重视

书法教育的人们都用各种形式来实现着

他们的教育理想

。

书法的传统在民间若

隐若现

，

并没有完全中断

。

花鸟画家郭

睿每年暑假的时候都会指导自己的孩子

学习书法

，

他告诉记者

，

练字对男孩来

说

，

除了写好字之外

，

还有更重要的收

获

，

那就是让孩子收心

，

能够安静下来

，

在字的顿挫之间磨炼性情

。

当然

，

很多家长并不能自己指导孩

子学习书法

，

社会和学校里大大小小的

书法兴趣班成为他们的选择

。

在众多兴

趣班

、

辅导班中

，

书法对孩子来说是好

玩的

、

没有负担的游戏

。

山东省济南市

博文小学孙敏老师告诉记者

，

学校举行

的各种书法活动不仅让孩子们的书法水

平得到了提升

，

更重要的是孩子们在心

灵深处有了服务社会的意识

、

对书法的

兴趣以及面对生活的自信心

。

从危机到理想

书法在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乃至世

俗生活中都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

但近年

来

，

书法教育的状况堪忧

。

中国教育学会

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有一个调查报告显

示

：

首先

，

现在中小学学生书写不规范

、

不

工整

、

不美观

，

字迹潦草

；

其次

，“

双姿

”

不

规范的比例很大

，

坐姿和握笔姿势不正

确

；

再次

，

学生普遍缺乏写好字的心态和

习惯

，

多数不在意字写得不好

；

最后

，“

提

笔忘字

”

现象日益严重

。

这似乎和写字课不受重视有关

。

中国

教育学会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

事长张凤民回忆说

，

1988

年中国教育学会

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成立

，

当时没有多少

人关注写字和书法教育

。

我们这个组织成

立以后

，

在全国开展活动

，

引起了很大的

反响

，

受到了大家的关注

，

迅速地形成了

一支队伍

。

他们搞实验区

、

实验校

，

编写发

行教材

，

组织交流

、

研讨

、

比赛

，

培训干部

、

教师等

，

搞得红红火火

。

但从

20

世纪末到

现在

，

写字课从课程体系当中消失了

。

这

样一来

，

大家对写字的重视程度开始减

弱

，

再加上应试教育的压力和新技术的冲

击

，

有很多学校就不再开写字课了

。

所以

好长一段时间

，

写字教育处于低潮

。

《

教育部关于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

意见

》

阐述了这种危机

：

随着信息技术

的迅猛发展以及电脑

、

手机的普及

，

人们的

交流方式以及学习方式都发生了极大的变

化

，

中小学生的汉字书写能力有所削弱

，

为

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

提高国民素质

，

有必要在中小学加强书法教育

。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

、

全国中小学

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郭振有在

“

学习

中央领导指示和教育部书法教育工作部署精

神研讨班

”

上详细阐述了书法教育的价值

，

他认为

，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根

，

是先民伟大

的创造和发明

，

是智慧的结晶

，

其中有着丰

富的教育元素

，

它不光是美的教育

，

还具有

育德

、

启智

、

健体

、

审美的综合效应

。

启迪

人观察

、

发现

、

欣赏

、

鉴别

、

动手

，

兼顾应

变

、

创新等能力

，

锻炼人的意志品质

。

现在

的社会很浮躁

，

在这个浮躁的社会环境中安

静下来

，

调整心理促其平衡有两个办法

，

第

一个是练习平衡木

，

站在平衡木上

，

想不掉

下来

，

必须静下来

；

第二个是练习书法

，

练

习书法可以达到相对静止的心理状态

，

心静

气和

，

端正姿势

，

全身心投入

，

一丝不苟

，

严谨认真

。

所以

，

特别浮躁的人

，

拿起毛笔

写几十个字

，

可以马上静下来

。

美国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教授白谦慎戏

称书法救过自己的命

，

在自己求学和学术转

型的关键时期

，

书法成为他的

“

救命稻草

”，

一是书法给予他的文化素养帮他考上了北京

大学

，

二是书法和艺术史的研究成为他的学

术选择

。

从私人情感上

，

他对书法进入中小

学课堂很支持

，

而且中西方的文化背景让他

认识到书法对中国人文化性格塑造和中国文

化传承的价值

。

从困境到希望

郭振有认为

，

书法教育进课堂

，

当前急

需的是通过科学培训

，

培养提高专兼职书法

教师的书法素养和教学能力

。

语文教师兼教

书法是一条可行的路子

。

因为每一所学校配

备专职的书法老师

，

少数的可以

，

大多数都

很难

。

最快的办法是让语文老师能写好字

，

教学生写好字

。

浙江省书法教研会副会长陈启元同样也

认同书法教师是开展书法教育的最大瓶颈

。

他说

，

宁波有

800

所小学

，

每一个学校配一

名书法教师

，

就至少需要

800

名

。

而目前只

有

120

名专职教师

。

光宁波就缺这么多

，

那

么在别的地区

，

乃至全国缺得就更多了

。

在

短时间内

，

让国家拿出这么多的书法教师

，

真是强人所难

。

他认为

，

各级书法协会大有

作为

。

过去书法教师培训工作

，

目的不够明

确

，

方向不清晰

，

所以效率不高

。

他认为

，

让学生写出的字

“

规范

、

端正

、

精简

”，

这

就是书法教师的任务

。

如果老师做到这一

点

，

他就是一个基本合格的书法教师了

。

顺

着这个目标去培训

，

应该不难

。

江苏省无锡市山明中学张志坚所在的学

校一直重视书法教育

，

书法是他们学校的特

色

。

为此

，

他们首先培训教师

，

据了解

，

他

们学校近百位老师中

，

能够参与书法教学

、

字过硬的有

36

位

，

其中

，

还有两个中国优秀

中青年硬笔书法老师和一个中国书法家协会

会员

。

而且学校也将书法教育排入课表

，

有

的班级排两节课

，

有的班级排一节课

。

尽管书法教育开展得有声有色

，

但作为

书法教师

，

张老师有自己的困惑

。

那就是他

不能以书法教师的身份参评职称

。

他告诉记

者

， “

现在老师都要参与评职称

，

就像我一

直培训老师

，

我们周边学校的老师都是我培

训的

，

但是我不能评职称

”。

一方面是专业的书法教师缺乏

，

一方面

是书法教师不得不以语文等学科来参与评定

职称

，

这对推动书法教育来说又是一个限制

。

此外

，

教材的混乱也是一大问题

。

大家

一致表示

，

一定要有教材

，

而且这个教材不

能乱

，

因为英语教材已经乱套了

。

郭振有认

为

，

教材要由教育部来审定

，

成为国家的教

材

。

白谦慎则建议在教材的编写方面

，

要利

用和寻求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帮助

，

协会里面

有很多高水平的书法家

，

他们对书法的理解

和品位对教材的编写很重要

。

尽管书法教育进课堂困难重重

，

但在乐

观的人们看来

，

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

。

毕竟还有很多书法特色学校积累了很多教学

经验

。

1988

年成立的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

专业委员会在过去的

20

多年里

，

积累了丰富

的书法教育的经验

，

他们正准备借着

“

书法进

课堂

”

的东风

，

扩大实验区和实验校

。

张凤民

说

，

我们这

20

多年开展书法教育

，

每个阶段都

有那么一些实验区

、

一些实验校

、

一些老师

、

一些校长

，

在实践当中创新

，

创造了很多好的

方法

、

好的经验

。

他希望在今年

11

月中旬在成

都都江堰的年会上

，

通过交流共享经验

，

大家

来推动书法教育的发展

。

练字关键在于方法要正确

■

秦永龙 口述 张树伟 整理

我大学毕业留校后直接走上讲台

，

教

大学语文

。

当时课本都没有

，

只能临时选一

些文章

，

今天讲

《

荷塘月色

》，

明天讲

《

陈平

世家

》。

刚刚熟练了

，

1979

年

，

学校安排我教

古代汉语

，

内容又是全新的

。

1982

年

，

我好

不容易得到一个到中山大学进修学习古

文字的机会

，

回到学校后我上古汉语课

，

还教甲骨文

、

金文等

，

又是全新的

，

这

些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

但是在这种高压

下

，

自己拼命学习

，

虽然不够系统

，

终

归教古文字时甲骨文怎么写

，

金文怎么

写

，

小篆怎么写

，

一点一滴都积累起来

了

。

当零散的知识积淀到一定程度

，

就

形成独立的思考

，

因而在文字学领域就

有自己的心得了

。

至于书法

，

我练字的绝对时间很少

，

但是我想

，

关键还是在于练字的方法要

正确

。

我是

1974

年跟随启功先生学习的

，

1982

年开始教书法课

，

后来随先生一起编

书法教材

。

由于房间小

，

时间紧

，

每天

只能利用上厕所的十几分钟练字

。

尽管时

间短

，

可一年下来就不得了

，

一天练一个

字

，

一年就有三百多个字

，

有了三百多个

字的基础就可以举一反三

，

这些方法得益

于启功先生

。

有人问我

：“

秦先生

，

您跟启功先生学

习书法

，

启功先生教了您什么诀窍

？ ”

其实

，

启先生哪有什么诀窍啊

，

启先生

常说

，

学习书法就是认真临习古帖

，

在正确

的轨道上不断重复

，

方法对头

，

重复一遍就

会巩固一遍

，

基本原理就是这么简单

。

练习书法是个很简单的事情

，

又是很

不简单的事情

。

为什么有的人写字总是不

好看

，

那是因为笔画的长短

、

粗细

、

搭接位

置等不对

，

比方说写

“

十

”

字

，

横画太平了

不好

，

太斜了也不好

，

必须要向右上方稍

微倾斜一点

，

竖画与横画搭接的位置太靠

左不好

，

太靠右不好

，

正中也不好

，

必须稍

微靠右一下

。

而且竖画不能过长

，

整个字

形必须稍微扁一点才好

，

就这么简单

。

“

人

”

字的撇和捺的倾斜度要多么大

，

搭

接的位置大约在什么地方

，

搭接后的夹

角角度是多少

，

也必须有个正确的许可

范围

，

在这个范围内

，

你怎么写都好看

，

超出许可的范围

，

怎么写都不好看

，

基

本的原理就是这样

。

所以

，

要写好字

，

必须选择优秀的范

本和范本中较好的字例

，

仔细观察

，

探求

其中的奥秘

，

有时候分析不好

，

就会因为

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

。

比如

，

你在王羲之

的范本中找到

“

成

”

字

，

如果要末笔的

“

丶

”

要取什么形态

，

放在什么地方合适

，

与前

面所有笔画的位置关系

、

呼应关系是怎样

的

。

这就必须要看

“

成

”

字所有笔画是怎么

写的

，“

成

”

字又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的

，

在这个环境中可能写成一种形态

，

在另一

种环境又可能写成另一种形态

，

学习书法

就要锻炼这种能力

。

（

秦永龙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

中国

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

、

北京书法家协会艺

术顾问

。

书法师承启功先生

，

所书写的

“

方正启体

”

行楷字模已得到社会的广泛

认可和应用

,

以启功先生书斋为名设立

“

坚净奖学金

”）

采山之铜

■

华人德

我的读书年代

，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

，

有毛

笔字课

，

在课堂上写

，

是老师用大的米字格写

了字样

，

挂在黑板上

，

我们照着临写

。

也有家

庭作业

，

小楷是用毛笔字抄课文

。

记得在五年

级

，

有次我写好小楷出去玩了

，

回来父亲问

我

，

本子上的字是我请谁代写的

。

我说没有

啊

，

他不信

，

说有些字像

70

岁的老人写的

。

我

急辩是自己写的

，

父亲也就信了

。

从此我就认

为自己字写得不错

，

对毛笔字有了兴趣

。

14

岁那年的清明节

，

我在书店买了本颜

真卿的大字

《

麻姑山仙坛记

》，

天天临写

。

正式学书法是从这时开始的

。

以后不论生

病

、

学校考试或其他情况

，

包括在

“

文革

”

中和在农村插队务农

，

都没有影响我坚持每

天临习

。

大学毕业以前所临的碑帖有

：

颜真卿

《

麻姑山仙坛记

》，

柳公权

《

玄秘塔碑

》，

赵

孟頫

《

重修玄妙观三门记

》 （

墨迹本

），

隋

《

龙藏寺碑

》，

北魏

《

元诠墓志

》、 《

元倪墓

志

》 、 《

石夫人墓志

》 ，

东汉

《

石门颂

》 、

《

张迁碑

》、 《

曹全碑

》，

前秦

《

广武将军碑

》

等

。

其中除

《

龙藏寺碑

》

和

《

广武将军碑

》

临习时间稍短外

，

其他都在两年以上

。

有些

是交叉着临的

。

临颜

、

柳

、

赵三家之后

，

字

写得漂亮了

，

但总觉得三家的影子摆脱不

了

，

于是开始往唐以前临写

。

唐以前的碑刻大多没有书写人的名字

，

点画结构少程式化

，

比较随意

。

而再往前到

魏晋以前

，

则进入另一种字体

———

汉隶时

代

，

已在钟

、

王之上了

。

“

文革

”

中期

，

中学生都迁到农村

、

农

场

、

林场

、

牧场去

“

接受再教育

”，

我在苏

北靠近海边的一个农村插队四年

，

白天劳

动

，

晚上和雨雪天就临习碑帖

。

没事也看

看

《

说文解字

》

和一些历史书

， 《

说文解

字

》

是下农村前一位朋友送我的

。

后来

，

我进县城里的工艺厂工作了五年

，

厂里一

个车间是专门生产仿古画的

，

我的工作是

题款

，

靠写字吃饭了

。

我有幸和王能父先

生在一起五年

，

朝夕相处

，

他是我老师

，

是苏州下放到苏北的书法篆刻家

，

比我大

32

岁

，

通文字学

，

擅作诗

，

人很和善

，

对

我指导

、

帮助很多

。

他曾劝我学文征明的

字

，

因为以书写为职业

，

字须雅俗共赏

，

不要一味追求高古

。

我当时没有照他的话

做

，

还是继续写

《

石门颂

》

和北魏墓志

。

他没有勉强我非要照他讲的去做

，

只是说

《

石门颂

》

结构松

，

不容易写好

；

魏碑刀刻

痕迹太显露

、

太生硬

，

写时切忌做作

。

我

想

，

魏碑结构紧

，

写汉隶何不参用其法呢

？

于是在隶书的结构上开始特别留意

。

当时我用的毛笔是长锋羊毫

，

已写了

几年

。

所谓长锋也就是比一般的羊毫稍长

一些

，

那时店里没有那种细而特长的羊毫

卖的

。

邓石如用长锋羊毫

，

写字

“

双钩悬

腕

、

管随指转

”，

有些走碑学路子的书家也

喜用长锋羊毫

。

但康有为不主张用捻管的

方法

。

近现代沈尹默

、

潘伯鹰有文章谈到

长锋羊毫

，

都不主张用

，

也不主张写字时

捻笔管

。

王能父先生写较大的字也用长锋

羊毫

，

调锋时捻转笔管

。

我也问过他

：

萧

退暗先生写字是否捻管

，

他说好象也捻管

。

清代碑学派书家邓石如写字

“

双钩悬腕

、

管随指转

”，

而康有为不主张运指

，

认为包

世臣字伤于

“

婉丽

”，

根子就在于运指

。

前

人论书

，

各说各的

，

往往会让人不知所以

。

我写了几年长锋羊毫

，

写的字秃头秃脑

，

转笔调锋时要将笔管捻动

，

所以运笔也稍

慢

。

长锋羊毫写出的字

“

拙厚

”，

这

“

拙

”

与

“

厚

”，

也正是碑学派书法所推崇的一个

标准

。

故我写较大字时

（

二寸以上

）

一直

用长锋羊毫

，

并开始结合实践

，

对一些用

具和技法进行思考

。

我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

，

看到顾炎武

一篇论学的信札

，

云

： “

古人采铜于山

，

今

人则买旧钱

，

名之曰废铜

，

以充铸而已

。

所

铸之钱既已粗恶

，

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

，

舂

剉碎散

，

不存于后

，

岂不两失之乎

?

”

这篇

信札原是有人问他

“

近来

《

日知录

》

又写成

了几卷

”

而写的回信

。

顾炎武对当时一些文

人纂辑前人的学识

、

文章

，

以为自己的学术

成果

，

用鼓铸旧钱的比喻

，

来加以评斥

，

同

时回答来信者说

：

你是把我的著作当废铜来

看了

，

我一年来

“

早夜诵读

，

反复寻究

，

仅

得十余条

，

然庶几采山之铜也

”。

说句笑话

，

也要怪顾炎武书名取得不

好

，

叫

《

日知录

》，

一年三百六十日

，

每日

一条

，

不就成几卷了吗

？

顾炎武这些话对我

学书的取法

，

启发甚大

，

使我下决心不再碰

古代名家的字

，

而广泛搜集秦汉至南北朝时

期的各种碑刻

、

铜器

、

砖瓦

、

简牍

、

写经等

非名家书迹

，

庶几采山之铜

。

（

华人德 江苏无锡人

,

苏州大学图书馆

参考特藏部主任

、

研究馆员

、

博士生导师

。

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

中国书法家协会隶

书委员会副主任

、

苏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

。）

全球华人龙舟大赛在厦门落下帷幕

近日

，

2011

“

文化中国

·

全球华人中华

才艺

（

龙舟

）

大赛

”

在厦门落下帷幕

，

来自

全球

11

个国家和地区的

15

支华人龙舟队在

集美龙舟池上进行了水上竞技

。

此次大赛

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

国家体育总局

、

中

国海外交流协会

、

厦门市政府联合主办

，

华侨大学

、

中国龙舟协会

、

集美区政府

、

集

美校友会承办

。

参赛选手约

500

人

，

比赛项

目为直道

500

米

、

200

米竞速赛

。

值得一提的是

，

国务院侨办

、

中国

海外交流协会于

2010

年

7

月在华侨大学厦

门校区设立了

“

中华才艺

（

龙舟

）

培训

基地

”，

该基地成为中国首家面向全球华

人华侨开展龙舟竞渡选手培训

、

研究推

广中华龙舟文化

、

承办全球华人华侨龙

舟竞赛的基地

。

基地同时承担华侨大学

的龙舟训练和教学

。

（

记者 熊杰 通讯员 朱考华

）

大型中华砚文化展览在京举行

日前

，

大型中华砚文化展览在北京

王四营兴伟石文化艺术中心举行

，

这是

目前品种最全

、

规模最大

、

质量最整齐

的一次砚台文化展

。

展览共分砚台春秋

、

众砚争辉

、

名砚精品三个板块

，

全面展

示了中华砚文化五六千年的发展史

，

对

端

、

歙

、

洮

、

澄泥等十大名砚以及分布

在全国大江南北的各种地方名砚

、

名人

用砚予以详尽的展示和介绍

。

中华砚文化发展联合会会长刘红军

表示

，

中华砚文化发展联合会收藏了

110

多

个砚台品种

，

由于场地限制

，

只能展出

60

个

品种

；

现代名人砚展柜少

，

只能轮展

。 “

中

华砚文化发展联合会计划在北京建造一

座综合性

、

高品位的砚文化博物馆

，

打造

一个弘扬中华砚文化的基地

。

同时

，

把我

们收藏的砚台贡献给社会

，

留给子孙后

代

。

在博物馆建成之前

，

我们这个展览将

持续举办下去

”。 （

钟伟

）

第

13

届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开幕

10

月

22

日

，

记者从文化部获悉

，

由文化

部和河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

13

届中

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在河北石家庄开

幕

，

17

个国家和地区的

27

个团体的

30

个节

目将亮相东方杂技赛场

，

共逐金狮奖

。

本

届杂技艺术节主题是

“

友谊

、

交流

、

繁荣

、

发展

”。

艺术节将于

10

月

30

日闭幕

，

期间

，

除

了国际杂技比赛演出外

，

还将举办国际马

戏论坛和沧州

、

唐山

、

北京专场演出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

主办方将举办惠及

少数民族学生

、

农民工

、

残疾人等群体

的公益专场演出

，

并走进社区

、

广场

、

学校举行公益联欢演出

，

深受孩子们喜

爱的马戏大篷演出也将与市民见面

。

另悉

，

本届杂技节引入

“

新杂技

”

概念

，

特意邀请了

《

纸人

》、 《

手影

》

等

新载体

、

新形式的杂技节目组参加

，

着

重体现杂技节鼓励创新的赛场特色

。

（

纪秀君

）

河北大学名家名篇朗诵会打动师生

日前

，

在河北大学新校区校园里的绿

草坪上

，

一场别开生面的

“

金秋的回响

”

朗

诵音乐会打动了在场近

2000

名师生

。

老一辈演播艺术家曹灿

、

虹云

、

李

野墨

，

北京朗诵研究会副会长王静

，

中

央电视台主持人肖玉

，

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播音员黎春

、

杨波

、

任杰

，

著名配音

演员廖菁

、

詹泽

、

陈红和

“

金话筒奖

”

获得者

、

河北电台播音指导纪青云等

10

余

位国内著名演播艺术家

，

为现场近

2000

名

师生献上了一场动人心弦

、

催人奋进的

经典名篇朗诵会

。

整场朗诵会以

“

热爱

祖国

、

歌颂青春

”

为主题

，

采取现场演

奏音乐和朗诵经典散文诗歌相结合的形

式

，

展现出一种纯粹的文化精神

。

该校新闻传播学院党委书记王景明

认为

，

高校应该多组织一些这样的高雅

活动

。

只有这样

，

才能更好地挖掘大学

的文化精神

，

提高大学生的文化品位

，

促进大学的精神文明建设

，

营造良好的

育人氛围

。 （

周红松

）

专家聚

“

慈城

”

畅谈慈孝与育人

日前

，

在宁波市江北区举行了以

“

当

代素质教育与传统慈孝文化

———

育人模

式的传承与创新

”

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华慈

孝节研讨峰会

，

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杨叔

子

，

央视

《

百家讲坛

》

著名主讲人

、

复旦大

学教授钱文忠等十几位国内著名高校教

育专家相聚慈城孔庙明伦堂

，

畅所欲言发

表对

“

慈孝

”

的理解和感悟

。

杨叔子如此定义慈孝与社会和谐的

关系

：

慈孝是和谐的必要条件

。

和谐是慈

孝的充分条件

。

他认为没有传统就没有当

代

，

没有慈孝就没有素质

，

不传承文化就

没有教育

。

钱文忠教授在峰会上建议大幅

度降低中学阶段的数理化难度

，

提高学生

兴趣

，

多学习一些文化

、

道德理念的知识

。

此次研讨峰会是

“

第三届中华慈孝节

”

活

动的一部分

，

据悉

，

该区已成功举办过两

届

“

中华慈孝节

”，

在宁波江北区正逐渐将

慈孝文化传播

、

推广并形成文化品牌

，“

慈

孝

”

已经像这所城市中随处可闻的桂花香

气环绕身边

，

沁人心脾

。 （

龚平

）

■

文化消息

隶书对联 华人德 书

关注中小学书法教育

·

聚焦

近日下发的

《

教育部关于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

》

指出

，

书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

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

，

是基础教育的重要内容

，

要求中

小学校通过有关课程和活动开展书法教育

。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后

，

全国正在掀起重视文化发展的高潮

，

书法作为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

在这一背景下获得了更加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

为此

，

文化专刊近期在焦点

、

博艺

、

文史版策划

“

关注中小学书法教育

”

系列文章

，

与广大书法家

、

文化学者和中小学书法教师一起探求更好地推动

书法教育发展的方法

，

研究书法教育中的深度问题

，

为书法教师指点教学迷津

。

欢迎广大读者关注并参与

。 ———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