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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书法是一件痛并
快 乐 着 的 事 情 。 需 下 慢
功 夫 而 为 之 。 非 长 期 坚
持 不 能 见 效 。 急 功 近 利
之 人 难 以 领 略 书 法 艺 术
之精髓。

余习书有年，因天生愚
鲁悟性不高，至今没有取得
多大成绩。然由于长期坚
持习书不辍，亦有所小获。
习书过程是很重要的体验，
其中甘苦，只有自知。偶有
所得，便视为享受。现就我
多年来的习书见解和感悟，
谈一下肤浅的认识。

翰墨因缘
凡事都讲缘分。我与

书法有很深的渊源。记得
小时候，每逢过春节，父亲
都带我去本村一位老先生
家看写春联。上初中时，班
主任非常重视作业的整洁
度，要求学生每天课前要练
写硬笔书法。高中时，语文
老师写得一手好字，老师的
板书就成了我的习字帖，
一节课下来，课业内容听
懂与否无关紧要，但是一
张 白 纸 早 已 写 得 满 满 当
当。入伍后，连队的黑板
报、墙报便成了我展示才
能的天地。以致后来，结
识书画界的朋友，师从导
师学习书法，均是缘分使
然。单就书法而论，擅长哪
一体，喜欢哪一派，精通哪
一家，均是随缘。

弃俗趋雅
书法乃高雅艺术。学

习书法，离不开临摹，因为
临 摹 是 习 书 人 的 终 身 要
务。所谓临摹，就是向法帖
学习。参照传统书法经典，
通过一笔一划的练习，来规

范自己的书写行为，排除固
有的习气，掌握书法技巧，
认识书法的用笔、间架、章
法、神采等内在规律。从而
提 高 欣 赏 能 力 和 创 作 水
平。临摹是学书者提高创
作能力的最佳途径。临摹
越深入，感悟就越透彻，创
作越自如，境界就越高妙。
学习书法的过程，就是一个
不断地弃俗趋雅的过程。

勤修渐悟
宋·张君房《云笈七签》

卷五：“学道当如穿井，井愈
深土愈难出，若不坚心正
行，岂得见泉源耶？”学书亦
是如此。方法固然重要，但
也务须持之以恒，以其坚韧
不拔之志勤学苦练，通过大
量的临帖书写实践，终会有
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当达到量变质变的临界点，
便会心无挂碍，进入随心所
欲而不逾矩的自由创作状
态。“卖油翁”“纪昌学射”

“庖丁解牛”的故事给人以
启示，由技入道需有一个长
期修习的过程，绝非一朝一
夕之功能达化境。

以学养书
书法创作表面看来，不

过写字而已，但是要把字写

好，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准，

甚而进入出神入化的妙境，

却 不 能 不 借 助 于 学 问 修

养。宋朝大学问家、大书法

家苏东坡说：“退笔如山未

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笔

墨的神采飞扬，往往是作者

渊博学识的体现。历史、哲

学、文学、美术、音乐、舞蹈

甚至天文地理都与书法有

着千丝万缕，直接而又微妙

的关系。书法是一门综合

学问的反映。

道德为师
古人常把“书品”和“人

品”联系在一起。“书如其
人”有一定道理，这是我们
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古
贤大德无不把修身进德看
作是做人的头等大事。唐·柳
公权曰：“心正则笔正。”明代项

穆《书法雅言》：“人正则书

正。”清代著名学者、大书法

家傅山认为：“作字先做人，

人奇字自古。”北宋政治家、

史学家司马光说：“才者，德

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均是强调德行对于立身做

人的重要性。书法是建立

在汉字基础上，最能代表我

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艺术形

式，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

精粹，因此在我国有着广泛

的群众基础。当今有识之

士更是把学习书法作为传

承中华文化的有效途径，提

出要“写好中国字，做好中

国人”。使书法重新进入学
校、进入课堂，让每个中国
人从小接受书法教育，以达
到 正 书 、正 心 、正 人 的 目
的。所以说，学习书法的过
程，也是一个修心性，学做
人的过程。

赵文亮，山西高平
人，山西省书法家协会
会员、长治市书法家协
会会员。喜诗词、好音
乐、爱书法。书法作品
入展山西省第二届中青
展、第五届和第六届全
军书法篆刻展、全国第
三届隶书大展。作品曾
获山西省第六届临创展
优秀奖和“九成宫杯”全
国书法大赛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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