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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珠海讲堂

中国书法有三千多年
的悠久历史，如何更好感
知蕴含其中的魅力，讲好
中国故事？周斌教授8日
作客珠海“文化大讲堂”，
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借助中
国书法实现跨文化交流的
心得，并给书法爱好者继
续深入学习提出了自己的
宝贵意见。他在讲座中表
示，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
世界的语言永远是世界
的，但中国的语言也可以
是世界的，把文化的交流
传播做到精准任重道远。

“书法作为一种文化，如果还是定义为书法是
书写的文化，那是不够的。”周斌在讲座一开始就
和现场观众分享自己做的一份调查。他在中国找
了 20 家大学，给 400 位学生看楷书和草书的作品，
结果 80%的学生认为更喜欢楷书。同样的实验他
在 美 国 找 了 20 家 大 学 ，也 是 400 位 外 国 学 生 。 这
400 位外国学生当中几乎没有人对中国文化有所
了解，结果 80%的学生喜欢草书。周斌因此总结，
中国学生更关注的是书法记录的汉字，要使书法
走向国际，仅仅凭着书法是书写汉字的艺术是不
够的。中国书法不仅是书写汉字的艺术，也是人
类用美丽的线条表达美好情感的艺术。而后者，
更具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意义。周斌因此确定了

以书法为载体传播中国文化的路径。
他曾让国外的学生们通过象形文字了解十二生

肖的故事。“做跨文化的交流，一定要学会讲故事。
这个故事是它的内涵。这就是用一种相近的人类共
同符号来拉近世界人民跟中国文化的距离。”为了让
外国学生能借助书法这一载体完成文化传播。周斌
还曾让学生们把字写在衣服上，而不是写在宣纸
上。“我是有意图的，因为第一，写在纸上难度比较
高，第二，上课完了以后这张纸就不翼而飞了。这个
T 恤一写完，拿回来就帮我做广告了，这就是文化传
播的载体。”周斌选了 6 种最好看的颜色，然后让学生
进行挑选。学生选到了自己喜欢的颜色，完成了书
法作品，还能穿回家，这让他们非常兴奋。“说明他们

对自己的作品非常满意。”周斌认为这就是非常成功
的文化传播案例。“不管是历史，还是当代，世界的语
言永远是世界的，但中国的语言也可以是世界的。”

2011 年，周斌到美国理海大学教授书法。农历
大年三十，原本当天书法课的教学计划是写横线竖
线。周斌希望把这种横线竖线变成有文化的符号。
他就让学生写福字，他告诉学生们这个福字如果写
得好，就会被保佑，如果把它贴在宿舍的门上，这一
年都会学业进步。学生们从这些书法中感知背后的
中国文化，越来越多的学生报名参加这门课。周斌
认为，博大的中国文化是让学生在学习书法中不断
产生满足感的原因，因此书法的教学应该和中国传
统文化的传播紧密联系。

以书法为载体传播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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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简介：周斌，
文学博士，上海交通大
学文创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中国书法文化
国 际 传 播 研 究 所 所
长。周斌教授在联合
国、华盛顿、纽约与加
州等地多次举办“抱朴
含真”书法艺术国际巡
展，在美国主流社会产
生重要影响。其作品

《笔尖上的文化-书法
学习、创作与欣赏》入
选国家精品网络课程，
主编的教材《十二生肖
我来写》已经成为国家
汉办推荐教材，在世界
各国使用。

现场观众也向周斌请教了不少问题。他建议书
法爱好者要练好内功。“内功是指什么？我觉得如果
思想比较贫乏的话，那你讲出的语言也不会很高。你
需要把一些死的知识变成一种活水，练内功就是要把
知识转化为文化。”周斌认为书法艺术有原则，这个原
则是不能突破的。“各种美都是存在于自然万物间，它
都是客观的，而且都是一种美，但是书法有一个基本
的要素就是法，你连基本的法都不懂的话，东施效颦，
这是有本质区别的。法可以说分为古人的技法、文化
之法，可能古人的技法大家都看的懂，但是文化之法

是什么？讲得比较具体一点就叫书卷气。写字要有
一种书卷气。这个是我认为区分书法艺术高下的根
本方法。”

针对当今一些年轻人对书法缺乏了解和重视的
现状。周斌认为，现在很多家长、老师认为书法只是
茶余饭后的摆设。其实如果用科学的方法去指导，书
法能够开发青少年的智力，提高孩子对学科的兴趣，
对书法的认知不能仅仅停留在一种审美教育，而应该
提升为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教育，心理教育要比读书更
为重要。

书法的美丑要看“书卷气”

讲座现场，周斌也和大家一同分享了他在联合
国传播书法艺术的故事。他认为不同个性气质的人
对书法理解都会不一样，针对外国人的书法教学一
定要因材施教。“不同的人由于性格、气质的差异，而
形成了书写风格的多元化，而这种多元化的存在就
使我们的艺术能够有更加丰富的形式，如果大家都
是一样，这个世界的审美就太单一了。”周斌介绍，联
合国的教室不是专门的书法教室。每次上课周斌会
提早半个小时把这些作品挂起来，营造一种文化语
境。“其实对我个人来说我增加了一个小时的劳动
量，但是对我的课程来说，学生们会觉得是一种很好

的文化体验，浸润式的文化体验。”
周斌提到，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用一个月的时

间苦练“天地和同”的书法作品。这个作品周斌给了
潘基文不少建议。“为什么写‘天地和同’呢？因为联
合国的工作主要是维护世界和平，如果写‘和平’两个
字就有一点像外国人，要让它变成一个东方的语境的
话，我就选择了古代经典语录当中的一句。它不仅标
示着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一种和平，天地和同
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人与自然共处，这是最高的和平
的境界。”

周斌认为中国书法不仅是民族的，而且是世界

的。在中国，它不仅是作为一种文人墨客的情感交
流、思想交流的雅文化，它也是一种俗文化。中国人
拿着毛笔写字的时候，会感觉到一种民族的自尊和
自信，当不拿毛笔的时候，这种自尊和自信很难有载
体来呈现。书法可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团队
与团队之间的交流，所以它是一个全民性的文化。
中国书法有它的独特性，很少有其他文化过多地去
影响这种传统文化。周斌觉得正因为书法保留了更
多的纯粹性的华夏文化，所以它能够很好地在世界
范围内讲好中国人独特的故事，它的独特性越来越
被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重视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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