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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看到李应滔的作品，总会有不
小的惊讶，总是会忍不住瞄瞄他那个人：
这是那个越来越“老”的人写的吗？怎么
感觉他的笔下，在“原生态”上还是显得
挺“青春”的呢？！多次产生这样的感觉，
自然就会因为“他”去思考一些问题了。

一个书家及他的创作，如果能引发
观赏者的思考，那就自然具有评说的意
义和价值了！

“爨宝子体”的积淀成了他拓
展草书的优势

李应滔的书法基础和底蕴，在于碑，而

且在于一个很特别的系统，即在岭南当代

书坛传承有序的“爨宝子体”。

当年的秦咢生曾以“爨宝子体”在中国

书法界享有盛名、独领风骚，经其传道授业

或潜移默化，以致从者甚多，并有李伟、周

树坚等先后为继、发扬光大，竟而形成一个

岭南特色的创作“流派”，特别在广州地区

影响甚大，甚至成为许多学书者的主要“法

门”。应该说，这一“流派”，对推动广州地

区书法事业的发展贡献巨大，也具有很重

要的岭南书史价值。但因为其特点过于明

显，方笔铺毫、描头画角的元素容易被“放

大”，而且也相当容易走上规整、刻板的反

面，对于“性情”“神采”的表现有着一种约

束、抑制的副作用，所以，我们在这一“流

派”的书家中，几乎见不到在草书创作上有

所建树者。

李应滔在自己的书法认知和审美意识

上，显然是比较明晰这些“关节”的，所以，

我们发现，他的“爨宝子体”，与我们习见的

广州“爨宝子体”，已然有许多的不同：诸如

他在“方”的矩阵中增加或改造出了相当多

的“圆融”元素；诸如他将“铺毫”的“毫”更

为聚紧并强化提按；诸如他把用锋的弧度

和弹性表现得更加可以，同时把连带和飞

扬作为书写的主调，生成一种内在的“草

情”——如此种种，李应滔的“爨宝子体”，

实已具有了不少相当优异的行草基因，即

通达、灵动、开张、表现，这就为他能自如地

进入草书，生成了一条豁然的通道，而且有

意思的是，他在“爨宝子体”中浸淫多年积

淀的沉实、峻厚、方朴的“功力”，竟而又成

为了他拓展草书的巨大优势。

他准确地把握住了“开放”性
的书法艺术气格

每一个书家能走向怎样的深度和高

度，都必然与他的认知水平和审美判断的

高低紧密关联，于此，李应滔显然已具有超

出于一般书者的优势和“高级化”的表征，

所以，他“溢而为草”，识见、视野即自具格

局，气质、气度、气象，即颇为可观。

首先，李应滔相当准确地把握住了一

种“开放”性的书法艺术气格，在草书系统

中选择了从怀素到于右任的脉络——这正

很好地体现了他较高的书史认知水平。怀

素小草的自然、萧散、放逸气象，是小草系

统中可以“吞吐万象”的载体，无论书写的

丰富性，还是形态的可塑性，都是十分突出

的；而于右任草书正源于怀素，而且以碑融

帖、以帖冶碑，不仅大大拓宽了草书的书写

路径、走向，而且更高远地开拓了草书的审

美意象。在这样的脉络系统中游走，必然

更为畅快、畅达，更易塑造一种雄健、飞扬

的书写气度——我们在李应滔的创作中感

受到的“青春”风采，其源当在于此。

与此同时，李应滔从自身的渊源、气质

和审美需求出发，很果断地将自己的草书

发展方向落实在“碑体草书”之上，这无疑

是相当好的一个“决策”。一方面，可以很

好、很自然地将自己于“爨宝子体”研习中

获得的良好基质进行转化、提升，同时更可

以将“爨宝子体”中染上的一些拘谨、板滞

习气加以消解，最后彻底使自身总体的艺

术格局走向淳正；一方面，因为“碑体草书”

本身具备的广阔的发展空间以及当下有些

被忽视的不正常状态，正好可以为自己寻

找到一个强势立身的坐标；更重要的是，从

李应滔目前的创作状态看，其应该也是相

当适合在此“纵横捭阖”、开拓发展的，因

为，他现在的草书，已然具备一种“雄厚”的

碑质，已然能把握住畅达和萧散的和合，已

然在开阔的空间营造与笔致的因势利导相

为互动上形成了较好的心得，这些，都将助

力他在“碑体草书”上大有作为。

在此，我们或许又可会心一笑，在某种

意上说，“碑体草书”也正是一种活力无限

的草书，具有“青春化”的特质，李应滔之

“不老”，似乎正有“因果”！

当然，既然有了这样的路数，目前李应

滔面临的挑战无疑也是“艰巨”的，因为，很

明显，他对于于右任草书的研究还需要加

大投入的力度，这是一个渊深的天地，常人

之功并不能达之；同时，对于草书本身笔

法、笔势、笔意的精熟、纯正、丰富的训练，

也需要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倪冰（广州美术学院研究生）

笔者走访过许多书法培训机
构，在现在的课外书法培训机构中，
经常出现过度的书法教育教学法。
书法的过度教育，指的是将每一点
一画的书写细节讲解与示范非常详
细琐碎，将一碑一帖列了几百或上
千字例分析。在很多书法教材中，
单是基本笔画拆分就有四十多种，
将笔画结构分的如此的细致，对于
学习书法来说是否真的需要？

这种过度教学法，看似是认真积

极的授课，有充分的备课工作，有严格

的课程安排，有足够的理论知识输送，

然而，它不符合书法实践课的教学

法。过于详尽琐碎的技法教育，不能

启发学生的思维能力，不能真正提高

保持学习的兴趣和好奇心，更容易导

向学生失去学习求知的乐趣，没有发

现知识的成功感和好奇心。

道家的“无为而治”可以为我们启

示另一种教学法，“无为而治”不是什

么也不做，而是不过多地干预，要遵循

道，遵循客观规律，其次，要上无为，下

有为，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在以往的书法教学中，对学生教

学设置太多详细，不利发挥学生的自

主能动性进行学习，要以讲授书法共

性为主的原则开展教学，同时注重学

生的个性培养。

在书法学习上设置过多限制，势

必扼杀其创造性与对书法的热情；如

果放任其个性发挥，又使书法失去法

度。古人将书法的基本笔画以“永字

八法”构字，以“三十六法”最多，也以

“九十二法”一言以蔽之。然而这种方

法却被今天人们所忽略，认为是老套，

指导性不强，技法教学不详尽。填鸭

式硬塞知识的灌输教学法，容易致使

学生望而生畏，引起对书写或书法艺

术的厌恶和不自信，引起心智蒙受伤

害，即使书写有长进，也不能使学生通

过自己的摸索获得成功而取得快感。

在笔者的教学实践中，正确的教

学法是倾向于后者，而“无为而治”的

教学法，则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

能动性，探索书法之道，符合道家的哲

学思想。

当然“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

不妄作为，做事要不违背客观规律，书

法训练也一样如此。“画几何线”，对书

法入门训练究竟是利还是弊？笔者认

为，“画几何线”的训练，看似是书法

技法训练的分解步骤的一个动作，然

而实际上对理解书法艺术却是有害

的。中国书法艺术技法最重要之处是

“势”，由运笔产生“形”，“形”生“势”，

“画几何线”对运笔产生形有多少作用

尚不可知，但是通过临摹经典的碑帖，

不是更有足够的“形”，“势”训练吗？

“无为”是“道”的根本特性，在书

法学习训练上，为教学而教学，过度的

解读，是方向性的错误，与书法之道相

违背，“画几何线”的训练，不利于理解

书写点画的“形”“意”“势”的有机联

系，导向错误理解书法艺术。

最后还应提出关于硬笔字的书写

训练问题。在“三笔字”中，毛笔字的

评价体系在古代已非常完善，从用笔、

结构、章法都有很多论述，有繁有简，

但是却有一定的相对标准。然而“三

笔字”中的“粉笔字”“硬笔字”，还按毛

笔字的评价体系评价，笔者认为不妥，

因为评价体系，关系到书写实践的教

与学。

硬笔字，泛意可包涵“粉笔字”“硬

笔字”，目前有称硬笔书法的，无非是

想提高硬笔字的地位。不是不能用

“硬笔书法”这个概念。运用道家的观

念来看，“无为而无不为”，我们需要弄

明白硬笔字之“道”的基本规律，明确

“硬笔书法”的书写法则、评价体系，才

不至于套用毛笔字的评价体系，造成

教学的混乱。若硬笔字的点画过于强

调粗细的变化，甚至按毛笔字书法标

准，无异于椽木求鱼。看看名人的钢

笔字手稿，或有所启发。

从书法教育角度来看，书法不仅

是简单的写字，其深层所蕴含的是中

国古人把握世界的睿智，是中国文化

的一个重要标杆。由于书法与文字的

关系，书法亦不仅仅是艺术所能涵盖

的，所以，今天讨论和理解书法，必须

将之放在文化的高度，而不是“小能小

技”。在这个意义层面上，我们在书法

教育中要彰显的是中国古代人文和中

国现代文化的核心价值。

李应滔“碑体”创作的“青春化”特质

书法教育要“无为而治”
鹤山市篆刻艺术进校园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擦亮易大厂篆

刻艺术品牌。近日，由鹤山市教育局、

鹤山市文联和鹤山市书法家联合主办

的鹤山市篆刻艺术进校园启动仪式在

鹤山市沙坪街道第六小学隆重举行。

鹤山市书法家协会主席李国联介

绍,篆刻和书法同根同源、相辅相成，篆

刻是我国独有的艺术形式，已有几千年

的历史。当今人们对篆刻艺术的认识

不足，重视不够，因此开展篆刻文化进

校园活动，从中小学生开始抓好对篆刻

艺术学习传承。

据了解，民国时期的鹤山出现了一

位篆刻大师——易大厂（1874－1941），他

是鹤山市沙坪街道玉桥村人，其篆刻成就

与吴昌硕、黄牧甫、齐白石相媲美，当时又

被称为篆刻“四象”之一。因此，结合鹤山

本土的文化底蕴，开展篆刻进校园活动，

可以更好地传承文化和艺术。

去年以来，按照国家部署，在中小

学生中进行“减负”，中小学生有了更多

的时间学习艺术，提高自己的综合素

质。因此，开展篆刻艺术进校园，无疑

更能满足全市中小学生的需要，达到

“五育”并举、全面发展的目的。

据悉，鹤山的篆刻艺术进校园活

动，计划先在全市的中小学校中，选取

四所小学作为试点，每周上一节篆刻

课，参加学习的学生从各校择优选录

20 人左右组成篆刻学习班，聘请专业

人士授课，待试点一段时间后再视情况

逐步推广。 （李国联）

■郑荣明（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执行主席）

■李应滔 古禅诗一首■李应滔 唐王湾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