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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书脉流淌不息

 ——北京大运河书法文化的活态传承

 高校书法专业古代书论课程教学研究

 从黄庭坚学书观念看其对当代书法学习的借鉴意义

 王福庵篆刻风格与形式美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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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次 遗文不老，碑刻长新
——北京大运河书法遗迹研究

编者按：

北京大运河孕育着丰厚的历史文化，见证着
北京的沧桑巨变。随着 2019 年《大运河文化保
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的出台，对于北京大运河
的保护与研究便拉开了帷幕。运河文化中所涉类
别丰富，书法遗迹作为其中独特而又厚重的一部
分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目前已有《北京大
运河书法遗迹碑刻卷》《北京大运河书法遗迹楹
联卷》等出版物相继问世，“江流石不转——北
京大运河文化带”拓片展，“石影墨香忆华年——
大运河书法及石刻艺术展”等展览也陆续开展。
为了进一步梳理北京大运河的书法遗迹，践行让
“文物活起来”的理念，让贯穿在流域中的书法
遗迹真正走进大众的视野，《书法教育》现策划“遗
文不老，碑刻长新——北京大运河书法遗迹研究”
专题，以期能进一步深入了解大运河书法遗迹的
发展状况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深厚历史文化。

本专题收录了周侃、王坤、孙敏、刘爽、
刘嘉姚、荀文娟几位研究者的文章。首都师范大
学教授周侃撰写的《千年书脉流淌不息——北京
大运河书法文化的活态传承》一文对北京大运河
书法文化的整体发展进行了梳理，周侃将“活态
传承”的概念引入北京大运河的书法文化中，介
绍了当下大运河书法的研究情况和研究进展。楷
书碑刻是留存在北京大运河书法碑刻中最多的书

体，王坤在《刀锋流转见楷章——北京大运河流
域楷书碑刻风格浅析》一文中以楷书为切入点对
这些碑刻进行了分类研究，对这些清代碑刻的缩
影所呈现出的书法风貌进行了分析。孙敏撰《崇
儒重教，文墨相辉——北京大运河流域康熙匾额
书法探析》一文，探求了康熙书法中的治国理念
与儒家审美思想，试为学书者窥探康熙书法特色
提供一个新颖的角度。刘爽以北京运河中蕴含的
历史、使节文化为落脚点，撰写《北京通州张家
湾墓志石刻中的历史记忆》一文，深挖张家湾墓
志石刻中的史料价值，颇富研究意义。《大运河
碑记之〈御制通州石道碑〉》一文，刘嘉姚、荀
文娟两位作者分别从书法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入手，对《御制通州石道碑》进行了全面的剖析。
五篇文章以综述、技法、个案研究在专题中分
布排开，对北京大运河中的书法遗迹做了全方
位的研究。

北京大运河周边的书法遗迹从隋唐一直延续
到明清。碑刻的书丹者为社会各个阶层，代表着不
同阶层的书法水平。这些书法碑刻遗迹共同承载着
大运河的文化轨迹，记录了丰富的历史故事，体现
出书法在不同朝代与群体中的继承与发展。因现
存实物较多，保存较完整，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
的史料资源，也进一步拓展了书法学习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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