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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在西方   

 

白谦慎  
 

     我在北大呆了八年，78-82年本科毕业后留校当了几年老师，后来上了研究生，但
没有念完就出国了。我老婆也是在北大找的，可想而知我对北大的感情。我今天想介绍
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美国博物馆的艺术史；二是中国书法在西方的情况。  
  在美国艺术史系和艺术学院是分开的，艺术学院包括舞蹈、音乐、美术、戏剧等。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艺术系大约有40几位专职教授，耶鲁大学有27位，波士顿大学有16
位，哈佛大学有14位，从美国单独设立艺术史系，以及这些学校艺术史系的专职教授的
人数，我们就可以看出艺术史在美国的被重视程度。  
  美国大学的体制和中国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学生是先进大学再选择专业，一般到了
大学三年级才开始定专业。假如说你要选经济专业，那么经济系就会告诉你需要选哪些
课程，修够多少学分，才能拿到他们的学位。所以在大学一、二年级时学生就会有倾向
性的选择一些课程。美国的学生也要上公共课，公共课包括数学、科学、社会科学、人
文科学和计算机。上人文学科的公共课时就会有很多学生选修艺术史。这样修艺术史的
学生是来自不同的院系的。在美国因为有图象（image）教学的缘故，艺术史是很受欢
迎的，这样就推进了艺术史这门课的普及，同时他们的历史课和中文课也开始越来越多
的运用图象。我想在这点上是值得中国借鉴的，因为图象教学比较有趣，学生不会觉得
课堂枯燥乏味。总的来说，艺术史在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学科，这和中国的情况不一样。  
  美国富裕得早而且富裕的时间很长，所以他们的博物馆特别多，艺术品也多。美国
早期的博物馆比较贵族化，从80年代起博物馆开始世俗化，并且在教育方面发挥的作用
越来越大。在美国，要学生写艺术史的作业一般是把他们送到博物馆，让他们用语言描
述某一件艺术品。我儿子在美国上中学，选了佛教史的课，学校就把他们送到哈佛大学
博物馆，叫他们对着佛像描述。  
  美国的博物馆分为公立和私立两种，也有的博物馆兼有二者的性质。  
  公立博物馆有华盛顿公立博物馆，非洲艺术博物馆、佛利尔国立亚洲博物馆等。佛
利尔国立亚洲博物馆主要收藏和展出中国、印度以及中亚和西亚的艺术品，和我的工作
关系也很密切。在美国博物馆，很多藏品的详细资料都输入电脑，参观者如果需要了解
更具体的信息就可以在电脑上把它调出来。上海博物馆也有这样的技术，是中国做得比
较好的一个博物馆。  
  美国博物馆还兼有研究的任务，这个研究任务主要是艺术品的鉴定。艺术品因为身
价高昂所以作伪业严重，因此必须有人做艺术品的鉴定工作，做这个工作的一般是具有
技术背景的人，比如学化学什么的。中国书画作伪业多得令人难以置信。佛利尔博物馆
有很多修复人员，修复东方绘画的主要是日本人，他们的技术比较好，也有中国人。  



  私立博物馆有耶鲁大学的英国艺术博物馆等。私立博物馆在美国是很常见的，一般
是某个大富翁去世之后，在他的遗嘱中把他所有的建筑和艺术品捐赠出来，这样就可以
建成一个私立博物馆。耶鲁大学英国艺术博物馆是由一家石油公司建立的，主要收藏绘
画和雕塑。  
  美国博物馆里一般都有讲解员，这些讲解员大部分是义工，他们很多人是阔太太之
类的身份。闲暇时他们就到博物馆给参观者做义务讲解。博物馆的展览分两种，一种是
永久性的馆藏藏品展览，另一是不断更新的专题展览。作为永久性馆藏的藏品，博物馆
一般都努力补齐能反映艺术史的展品，对于每一件展品都说明得很详细。这些说明的文
字都是博物馆专门雇人写的，专业要求很高。写展品文字说明的人通常都要读完整个艺
术史才能写出最简洁的语言。  
  美国学艺术史的学生一般都要会摄影、会做幻灯片，要做一些技术上的训练。大学
里一般有图象图书馆，图片都贴在墙上，考试前学生就到图书馆看图片。考试的形式一
般是给你一幅图片让你说出名称、作者、年代以及它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或者和
另一幅图片做一个对比。  
  还有一种特殊的“博物馆”就是拍卖行，拍卖会上的作品一旦流入私人手里以后就
很难再看到，所以就有很多人到拍卖行看作品。到拍卖行看作品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
另外到私人收藏家家里看作品也很普遍，一般收藏家都很欢迎大家去看。  
  以上是美国艺术史研究的概况，下面我再讲中国书法在西方的情况，这主要是指中
国书法在西方的收藏和研究情况，因为在西方搞书法创作的人是很少的。  
  在西方起步最晚的艺术品就是中国书法，19世纪末，在西方陶瓷和雕塑的收藏和研
究已经很广了。而系统地收藏书法作品是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美国最大的书法收藏家
是古尔洛夫，他最重要的两件藏品是黄庭坚的《廉颇问蔺相如》和米芾的一件早期作
品。古尔洛夫逝世以后，他的藏品都由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了。60年代初，美国的书
法收藏得到了发展，主要代表人物是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系东方艺术史教授方闻。后来
方教授进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并当了东方部主任。在美国研究中国书法的博士论文
基本上出自普林斯顿大学，有五到六篇，这在全美各大学中是最多的。方教授极大推动
了西方对中国书法的了解。方教授还窜动他的大学同学，一位银行家收藏书法，结果这
个银行家收藏了数百件作品，收藏范围从古代到近代，还收藏了一些敦煌的卷子。他是
美国最大的收藏家，大大推动了美国的书法研究和教学。  
  在美国向大众介绍中国书法的途径主要是办展览：1970年，华裔女士曾佑和办过一
次中国书法展览，规模较小；1976年傅深办了一个研究型的展览，并举办了第一次西方
中国书法讨论会。后来傅深成了佛利尔博物馆中国部主任，这样佛利尔博物馆就成了中
国书法推广的重镇；1999年普林斯顿大学办了一次艾略特收藏的中国书法展，我也参与
其中，负责展出目录的编写，这次展出的作品共有100多部。这次展览在普林斯顿大学
结束后又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展出，最后在西雅图展出。在西雅图展出时举行了中国书
法讨论会，有六名学者发言，其中只有一个华裔学者就是我。  
  在美国出版的关于中国书法的书籍很多，但大家用的最多的是江西九江人蒋仪编的
一本书。蒋仪本来是在英国教中文的，也编写绘画书，后来他突发其想地要编一本书法
史的书。他从社会学的角度讲书法把书法讲得很抽象，正好和当时风行的抽象艺术合上
拍。他的书刚出版时竟然滞销，后来一些美国士兵在国外买了他的书带回家送给亲朋好
友作为圣诞礼物，结果他的书一下就脱销了。蒋仪的这本书从学术角度讲并不高，他是
一个介于通俗和高雅之间的作家，作品风格有点像国内的余秋雨，写的大都是游记散
文，但也正因为此，他的作品比较受欢迎。很多人想使自己的书取代蒋仪的这本书，但
恐怕不是太容易。在美国学术书是不赚钱的，而教科书很赚钱，所以很多人都想取代蒋
仪这本教科书性质的书。  
  中国这两年来在国际上的地位提高了，再加上改革开放的影响，使得国外学中文的
人越来越多，了解中国书法的人也越来越多。今后中国书法的趋势并不可知，但有一点
可以肯定就是了解的书法的人会逐步增长。国外书法研究的方法与国内不同，国内主要
偏重于从美学的角度研究，国外则偏重于社会学的角度。80年代以前在美国对于中国书
法偏重于形式上的分析，蛮像美学研究的，但80年代以后，这种方法就逐渐取消了，社
会学的方法取而代之。  
  我在1999年发表了一篇论文，文章意思就是指出中国书法很多是应酬的产物。大家
对书法的看法一贯是美学老师在课堂上灌输的那种什么书法是一种诗情画意，但实际



上，中国古代的书法尤其是明清以后的书法很大程度上是应酬的产物，是某一场合的产
物。这些场合往往制约着创作。  
  我在台湾发表了一篇论文叫《杂书卷册与晚明文化生活》，所谓“杂书卷册”就是
一本书或一个刊物上用好多种字体写成，一会儿是小篆，一会儿又是小楷，非常混杂。
为什么晚明会出现杂书卷册的现象呢？我认为这跟当时文化品的消费方式和阅读方式有
关。晚明时期印刷品大量出现，人们的阅读习惯从精读变成泛读，“浏览”的现象开始
出现。印刷文化实际上是当时的知识爆炸，就像今天的电脑文化所造成的知识爆炸一
样。国外有学者因此把晚明视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开端。  
我自己书法研究的对话对象既是中国的学术界也包括西方的学术界，我希望自己游离于
这两者之间。  
    
  白谦慎：美国耶鲁大学博士、波士顿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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