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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书画篆刻艺术研究中心成立
“百载翰墨续华章”展览集聚众多名家作品

3 月 11 日上午，复旦大学书

画篆刻艺术研究中心成立揭牌

仪式暨“百载翰墨续华章”展览

在江湾校区李兆基图书馆举行。

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常务副

部长龚心瀚、杨玉良院士共同为

书画篆刻艺术研究中心揭牌。

来自全国各地的嘉宾以及复旦

师生近百人参加开幕式。复旦

老校友龚心瀚、现任中国书法家

协会主席孙晓云题词祝贺书画

篆刻艺术研究中心成立。中国

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张海致贺

词并赠送书法作品。

副校长陈志敏，中国科学院

院士、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

究院院长杨玉良分别代表学校、

研究院致辞。上海市书法家协

会主席丁申阳、中国国家画院研

究员郭石夫、上海韩天衡美术馆

馆长张炜羽分别代表书法、绘

画、篆刻界致辞。

书画篆刻艺术研究中心将

与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文物保

护创新研究院，以及校出土文献

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哲学学院艺

术史系等单位密切合作，依托学

校多学科力量，以书画篆刻为研

究、教学和创作重心，大力发展

美育教育，提升复旦校园艺术文

化氛围，培养复旦特色的复合型

艺术人才，并在相关艺术研究及

书画修复保护领域积极探索。

在学科构成与课程建设方

面，书画篆刻艺术研究中心拟

联合相关学科，共同招收古文

字书法方向研究生，并为全校

本科生开设传统艺术课程，举

办艺术名家进校园活动，开办

各类书画篆刻普及讲座，加强

大众印社的专业辅导；在艺术

材料学研究方面，将发挥复旦

综合大学优势，研发高端宣纸、

传统笔墨、矿物颜料，在中国书

画的科学保护研究上，迈开坚

实的第一步。

开幕式上举行了复旦大学

特聘书院导师受聘暨书画捐赠

仪式。书画篆刻艺术中心的一

些书画篆刻家同时也是书院特

聘导师，为书院各项文化活动做

了大量工作。书画家宣家鑫、李

大成、汤洪泉、王奇寅、缪金元、

朱晓东受邀加入特聘书院导师

队伍。新聘导师和书院导师高

智群、蒋金明各为书院捐赠作

品。

刘半山先生捐赠《嘉风印

传》原钤印谱，校图书馆陈引驰

馆长接受捐赠并致辞感谢。

全国众多一流书画篆刻名

家共同打造出一场别开生面的

艺术盛宴。在展览现场，一幅

幅书画篆刻作品烨烨生辉，令

人目不暇接。沉浸展览场景，

不仅可以阅读到富有中华传统

内涵的诗词对联，也能欣赏到

众多艺术名家的精美画作，以

及功力深厚的篆刻作品。

此次展览筹备耗时一年，

汇聚当代著名艺术家的精品力

作 80 余件，涵盖书法、绘画、篆

刻三大领域，可谓复旦最高规

格的艺术展览之一。

展览以李大成的国画作品

《孔雀海棠》和天津书法家张建

会的对联开篇。展览还特地从

复旦档案馆及校友等借展一批

复旦老一辈学者的翰墨丹青，

如马相伯、于右任、陈望道手

迹，朱东润书陈毅诗，王蘧常章

草作品和周谷城书“板凳宁坐

十年冷，文章不著半句空”对

联，展现百年复旦的书法与治

学精神。

本次展览中的 60 多件作品

将捐献给复旦。展览于 3 月 11

日-18日举行。

本报记者 章佩林
实习记者 刘栩含

“人之所以为人，是有艺术

素养的。”“人文与艺术是人的一

种本能，开发得好，就爆发出来

了。”

“科学比较理性，艺术比较

感性，实际上科学为艺术提供了

物质保障，艺术又赋能了科技。”

……

3 月 11 日下午，“三位一体

新探索：科学、人文与艺术”对谈

讲座举行。在主持人刘凝主持

下，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

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院长杨玉

良，复旦大学文科一级教授、博

士生导师陈思和及深圳大学喻

继高中国工笔画研究院执行院

长、研究员李大成以“科学、人文

与艺术”为话题，进行了一场三

人对谈。

有人说“科学是这个世界的

骨相，人文是这个世界的肉相，

艺术是皮相”，有人说它们代表

了“真、善、美”。它们的定义是

什么？本质是什么？三位学者

围绕这些议题分享了思考与见

解。

科学家能为人文、艺
术做些什么？

“科学很强大，很吸引人，但

你静下心来思考的话，你会发现

缺少一些东西。”缺少什么东

西？杨玉良以一个反问，讲起科

学与人文艺术的交织。“一开始，

你不会感觉到缺了什么，随着年

龄增长，你发现缺的东西实际上

就是人文和艺术。”人文、艺术和

科学紧密相连，科学离不开人文

和艺术。

“对科学家而言，人文和艺

术可能更加重要。”科学家没有

人文和艺术修养，容易进行有悖

于伦理道德的实验，做出对人类

有害的东西。

“当你接触到真正的人文，

内心深处关于人文的东西会被

飞跃式唤醒。”在古籍保护、古

籍修复上，“科学家可以发挥优

势特长，大有所为”，并且，在工

作中还能得到“额外的颐养”，

使自己的生命体验得到滋润与

升华。他做的第一项关于中华

古籍保护的研究是有关纸张，

包括纸的制造工艺以及影响纸

张寿命的因素等。千年以来，

纸是人类最重要的信息寄存、

传播介质。信息化时代，纸张

的重要性依旧不能忽视，比如

说档案用纸就发挥着不容小觑

的现实和历史作用。然而许多

传统纸张的寿命都不长，科学

家在延长纸张寿命能为人文艺

术提供助力。

杨玉良以生宣和熟宣为例，

细致地介绍了这两种纸张的区

别，以此证明科学技术在人文、

艺术作品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

运用及其发展所能够带来的积

极影响。

科学由外到内，人文
和艺术由内到外

陈思和谈到，“教育无非两

种，一种是人文艺术教育，另一

种就是现代科学教育。”科学教

育是一种由外到内的教育，更多

是授入的过程，强调对于理论、

知识和技能的总结与传递；而人

文与艺术教育的意义是通过外

在的引导去唤起一个人内心与

生俱来的“人文素养和人文性”。

“人跟老虎、熊猫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里？陈思和强调“人

是有人文素养的，通俗地讲就是

‘人性’。”

“人文、艺术的智慧就存在

于我们最质朴的生命里，等待着

教育的唤醒与催化。”为什么人

文艺术与生俱来？他畅谈，当人

类处于幼年时，开心时会手舞足

蹈，升华了就是舞蹈；发出欢快

的叫声，演化出来就是歌唱；拿

着彩色笔四处涂鸦，继续走下去

就是绘画……这些都是艺术最

初的体现，也是艺术教育最早的

印记。“艺术教育是最贴近生

命的教育，人文教育也是贴近生

命的教育”，随着心智的成熟、知

识面的扩展，人们会进一步接受

史学、哲学乃至美学的熏陶，也

就是一个人“离人性与生命的距

离越来越近的过程”。

跨界不能仅停留在表
面，而是要深入实践

李大成认为“科学比较理

性，艺术比较感性，科学为艺术

提 供 物 质 保 障 ，艺 术 赋 能 科

技。”

“很多画家遇到瓶颈期，一

直无法突破，归根到底是个人修

养、学识不够，人文关怀不足。”

“目前，国内美术教学、创作不

缺，但高端的艺术研究仍然乏

力。”李大成体会到高校的优势

——丰富的资源、自由的交流、

创新的可能，他期待在高校里看

到成熟的艺术研究院，让艺术创

作者们做一些深度跨界的高端

研究。“高校在培养艺术家的过

程中，能给予他们人文和科学层

面的帮助。艺术界的很多创新

和发展，也是从高校里最先出来

的。”

现场互动：从竹纤维
聊到新技术，深度对谈解
锁新思考

“为什么纸张里的竹纤维生

命周期比较短暂？”针对杨玉良

谈到的关于“纸的研究”，现场一

位书法绘画爱好者提问。

“这是非常专业的问题”，杨

玉良细致解释，竹纤维是自然生

长的竹子中提取出的纤维素纤

维，纤维素是长短不一的分子，

越长聚合度就相对越高。现代

造纸厂在使用竹纤维造纸时，常

常会过度处理竹纤维，使得竹纤

维长度变短，使用周期也就相对

减缩。“如果能把造纸工艺研究

透的话，就能知道用什么方式把

控竹纤维的处理，延长纸张‘寿

命’。”

“ChatGPT 的发展与应用让

很多人感到可怕，如何缓解被技

术冲击的恐慌感？”一位学生提

问。杨玉良回答：“我希望在 50

年后、100 年后甚至 500 年后还

有人讨论这个问题，这证明社会

不断在思考。技术的应用背后

是‘人’的问题，不是技术本身的

问题。”陈思和表示，关键在于人

如何处理技术。

一位来自古籍保护研究院

的学生从自身专业的疑惑，请三

位专家谈谈对“研究古籍内容也

是一种对古籍的保护”观点的看

法。陈思和表示，物理性的古籍

修复保护是为了知识传承。“重

要的是要让古籍活起来，让它成

为一种人文修养、人文知识，要

有人来研究它，并传承下去。”他

强调图书馆的重要性，“图书馆

不能仅仅是保存书籍的场所，大

家要来阅读、学习，这才是图书

馆的意义。”

两小时的对谈，数十次的掌

声、清脆的笑声，此起彼伏的提

问声……散场后，不少听众依然

沉浸在“精神洗礼”的氛围中。

本报记者 章佩林
实习记者 张菲垭 王靖扬
本报记者 戚心茹摄

三人对谈三人对谈““科学科学·· 人文人文·· 艺术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