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斌教授以中华文化在国际的
传播为己任，2012 年设立周斌书
院。向国际社会各界人士介绍中国
传统文化，这既是对我国文化“走出
去”的积极响应，也是提高我国软实
力和融入世界多元文化的积极举
措。周斌书院搭建起书法文化教学、
研究与产业平台，充分发挥周斌教授
书法文化和心理研究成果优势，融入
周斌教授长期进行的书法文化和书
法艺术教学经验，成为书法爱好者和
书家的交流平台。通过书法文化传
播，为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人们相
互欣赏和理解搭起了一座心桥。周
斌教授借助以自己姓名命名的“周斌
书院”，积极开展书法文化传播活动，
成为国家书法文化交流的践行者、民
间外交的翰墨使者。

周斌书院作为学习中国书法、
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围
绕其跨文化科研和学术交流的特
点，周斌教授在书法艺术教学、展
示、研究、交流和人才培养等诸多方
面做出了一系列的工作和努力。

2015年4月18日，在潘基文先
生的积极倡导与支持下，隶属于周
斌书院的“书法小联合国”在纽约联
合国总部国际学校正式挂牌成立。
潘基文先生亲自为“书法小联合国”
题字，并由夫人柳淳泽女士代表潘
基文秘书长出席揭牌仪式。“书法小
联合国”是周斌教授在长期海外书
法教学实践中，以书法推动各国人
民友谊、促进世界和平构想为理念
形成的联合国书法国际机构。它的
成立得到了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国际友人的高度
赞扬。“书法小联合国”目前已有来
自世界40多个国家的100多位学
员，其中有常驻联合国的大使、代
表，也有他们的夫人和子女。在联
合国国际学校的书法课程分为常规
课程和专家讲座，常规课程由书法
家专人负责，每周上课，阶段性的专
家讲座由周斌亲自负责。“书法小联
合国”在联合国书法教学、书法国际
教材编写与书法交流等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

依托周斌书院的展览展示功
能，为促进书法文化的广泛传播，
2015年4月29日下午，“抱朴含真
——周斌教授书法艺术国际巡展”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拉开帷幕。与会
嘉宾不但欣赏到了周斌教授精美的
书法作品，而且近距离领略了周斌
教授妙趣横生的教学乐趣。2015年
6月在山东展览时，潘基文先生得知
自己的书法老师举办展览，特地发
来贺信，称书法是世界上古老又伟
大的传统艺术，它通过优雅的线条
和生动的结构向全世界传递东方圣
贤的哲学与智慧。书法为中西方文
化相互理解和欣赏架起了桥梁。他
评价周斌教授的书法作品：展现了
周斌教授书法艺术独特的东方韵
味，以及多元艺术形式所呈现的抱
朴含真的理想境界。

潘基文先生的评价实际涉及了
周斌教授的教学特点。在几十年的
书法教学中，周斌教授认识到书法
艺术的功能之一就是能使人平心静
气，可以修炼自己的人格。练习书
法的过程，就是人格的培养过程。
书法对一个人心性的修炼，对一个
人文化的养成都有很大的意义。书
法就是一种载体，承载着传统文化
的信息，在习练的过程中可以学到
很多文化知识。周斌指导潘基文先
生学书法时，让他先学习中国古代
的一个哲理性的话语。比如说写

“上善若水”，在写之前告诉他“上善
若水”是什么意思，于是他在写的过
程当中会用自己哲学的思维和自己

的心去体悟并完成这件作品。
周斌教授的教学经验来自于他

几十年的专业修为和书法教学积
累。他自幼习书，长期得到海上书
法名家周慧珺的指导，于行草、小楷
具有很高的造诣。在书法创作中，
他注意从书法的空间性与时间性的
两个立场来把握作品的视觉效果，
注重强烈的对比反差效果和丰富的
对比关系。在书法的时间性上，他
努力在作品的内在节奏方面下功
夫。在书法的空间性上，独具匠心
的布白使得书法作品点画结构乃至
字距之间疏密对比关系的运用，追
求曲势灵动，不直势一贯，通篇之中
错落变幻，不求齐整划一效果。时
间与空间的互相交融，作品蕴涵流
畅、开阔、空灵的意境。卓越的书法
艺术成就，使他成为国内外中青年
书法家中的佼佼者，为他跨文化的
书法交流与传播事业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

在周斌教授的引领下，作为华
东师范大学的特色学科，书法专业
不断发展与壮大，逐步形成了“两翼
齐飞”的发展模式，即在中国书法教
育与心理研究领域和跨文化国际传
播两个方向共同拓展的态势。华东
师大书法专业无论在艺术学院时
期，致力于中国书法教育与心理研
究，还是在传播学院开拓跨文化国
际传播，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
开设中国书法史、理论史，各种书体
临摹与创作等专业课的基础上，又
开设了中国书法与跨文化传播、书
法心理与文化差异、书法创作与数
字媒体等与文化传播相关的课程，
涉及书法、传播学、心理学等多个领
域。这些课程的开设，有利于培养
学生扎实的学术基础和广阔的国际
视野，有利于创新型、复合型人才的
培养。

一个专业的发展与成熟，学生
是根基，灵魂则是导师。作为上海
地区唯一的书法博士研究生导师，
周斌教授始终坚持在书法教育第
一线，深入浅出地给学生传道、授
业和解惑。在周斌老师的辛勤培
育下，华东师大已经累计为社会培
养书法硕士研究生60余人，博士研
究生4人，博士后1人。这些书法
专业人才综合素质好，艺术水平
高，工作能力强，作品和论文多次
在国家级、省级比赛中入展或获
奖，有的在校期间就已经是国家
级、省级书协或教育机构的会员。
每年毕业时，书法专业毕业生的就
业率达到 100%，就业单位涵盖高
等院校、博物馆、美术馆、中小学、
各级书法家协会等。

“两翼齐飞”的发展模式，一是
在书法教育与心理研究方面，周斌
教授长期研究书法教育与心理的关
系，探索书法练习对儿童成长的影
响。有多篇文章发表在《中国书法》

《心理学报》等国家核心期刊，其中
2013年发表在《心理科学》（CSCI）
杂志的《书法练习对儿童情绪及其
调节策略发展的促进作用》一文，在
书法心理研究方面产生较大影响。
二是在跨文化国际传播方面，旨在
传播中华书法文化的周斌书院和

“书法小联合国”相继成立。在周斌
书院传播中国书法文化的引领下，
紧跟国际文化交流发展的趋势，顺
应国际文化市场需求，既能充分展
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内涵、体现当
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海外受众
通过文化艺术思维与亲手书写体验
的接受方式、审美特点和接受习惯，
能够做到“中国内涵、国际表达”的
要求，使中华文化越来越多地为海
外受众所接受、喜爱。（蒙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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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承 中 华 文 明 弘 扬 时 代 精 神
每秉笔必在圆正气力，纵横重轻。凝思静虑，

当审字势。四面停匀，八边具备；长短合度，粗细折
中；心眼准程，疏密欹正。最不可忙，忙则失势；次
不可缓，缓则骨痴；又不可瘦，瘦当形枯；复不可肥，
肥则质浊。细详缓临，自然备体，此字学要妙处。

——［南朝·梁］庾肩吾《书品》

欧阳询在这里强调了“停匀”“合度”等要求，他主张疏密、欹正、
缓急、肥瘦等都能适度，不可偏执一端，这体现了儒家以中和为美的
审美理想，务求中庸而合乎法度，过犹不及，各种因素宜适当地调和
与折中。由此成就了欧字法度严谨、一丝不苟的风格。欧阳询的书
法理论与书法创作都体现了尚法的祈尚，开了唐人楷书的风气。

P07 校园在线

“学习与思考——中国书协中青年优秀骨
干书家专题研讨班”在京举行

P04 锲斋对话

锲斋对话·周斌

居延汉简和张掖的
关系与汉代西部书
法之演变

P02 书坛时讯

P06 学术前沿

读《卢坤峰近作选》

P08 书写经典

书写新时代——名家
书写习近平经典用语

P05 丹青意象

罗公染：感知艺术

P03 书史钩沉

默言躬行之“士人
画”大家——曾默
躬山水画之传统
基因试析

评 说
在书法的临摹和创作中，周

斌努力在空间的旋律节奏方面下
功夫，在空间上注重对比和反差，
以产生时间性的节奏感。这样，
书法线条长短、曲直变化的承接，
粗细、轻重的提按，都被整合到一
种整体性的感觉之中。一根线条
之中，一个汉字之内，一行乃至一
篇，都成为一个生命的整体。再
加上墨色的氤氲流荡、宿墨涨墨
的交互使用，更增添了作品的审
美意蕴。看周斌的连绵行草书，
你有时会觉得，一幅字就像是一
支曲，一根线又像是一段舞。张
怀瓘说“气势生乎流便，精魄出于
锋芒”，此之谓也。

周斌的书法创作，在时间的
展开过程中，完成了空间的创造；
在空间的构建过程中，完成了时
间的延展。他笔下流泻的线条，
既是时间的，也是空间的。宗白
华曾说，书法的空间，是显示一种
类似于音乐和舞蹈所引起的节奏
化的空间，这个音乐化、节奏化的
时空合一体，正是中国书法家追

求的灵魂。由此，周斌也非常重
视留白在创作中的意义。他认
为，书法的格局和气象的大小，并
不在于篇幅的形式和尺寸，而在
于黑白分割和强烈对比中所创造
出来的和谐。

——崔树强

周斌的书法传达出的是一
种精致、优雅的美。他的作品像
一尊尊精美的瓷器，像杭州西湖
边盛开的荷花，像绾着高髻的美
人，高贵、儒雅、灵动、温润，有君
子之风，有大家风范。

——朱洪举

周斌：致力于书法文化传播的翰墨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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