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妙涵和黄睿宇是书法班的同学。他们在各自父母的带领下，乘高

铁来到广州参加总决赛。王妙涵写的是《门有万里客行》，选取隶书作为

标题字体、行书作为正文字体。“我觉得两种字体混搭能让我的作品看起

来特别一点。”她说，自己读六年级，不能像低年级时那样每周上4次书

法课，但仍坚持每周上两次课、每天练习。她认为练习书法能让自己慢

下来、静下来，很享受与书法为伴的时刻。

黄睿宇则是上初二的小男孩，13岁的他已经学了9年书法。“刚开始

拿笔不稳，练了两个月才拿稳。”他说，最喜欢的字体是草书，因为会显得

自己像大侠一样“超帅”。当新快报记者问他，小升初的时候会不会因学

业压力太大而影响书法学习，他直率地说：“没觉得有多累，写完作业有

空就练练字、练练琴。”“他还是个学霸呢，初二数学考一百分！”王妙涵在

一旁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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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翰墨青春 传承岭南”广东青少年书画大赛 总赛区书法现场赛在华工开赛，千人同场竞技

最小选手仅5岁 篆刻人数上升

特写 书法班同学一起乘高铁来参赛

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张桂光：

经过书画大赛多年引导，书风正了
张桂光在总决赛现场

巡过一轮后，告诉新快报记

者：“经过书画大赛这么多

年的引导，书风正了。以前

有一些参赛选手写‘丑书’，

或者跟着老师的字去练。

现在，孩子们基本上是临经

典的碑帖，这样在书法启蒙

阶段就不会跑偏。”他说，书画大赛的赛制是选手先

交作品参加初评，通过后获得参加现场总决赛的资

格。这样的机制无法弄虚作假，只有扎扎实实练好

基本功，到了决赛现场，克服紧张情绪，才能发挥出

好的水平。“对于书法学习者来说，参加书画大赛很

有好处，除了能够对自己学习书法的成效进行检

验，还能鼓励更多人进入书法学习的大门”。

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专职副主席兼秘书长颜奕端：

书画大赛对学习者起到了引导作用
颜奕端表示，书法教育

是当代美学教育的重要一

环，是学校教育中的专业

学科。孩子们可以考虑将

其作为未来发展方向。如

果作为业余爱好，对于提

高个人美学素养也有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

“我今天看到很多选手下笔非常熟练，挥毫泼

墨很自信，看了真是让人觉得开心！”他说，通过一

届又一届的书画大赛可以发现，近年来书法学习者

们的平均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说明书画大赛对书法

学习者起到了引导作用，也说明书法老师们找到了

正确的指导方向。

广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陈春盛：

大量家长陪赛，说明传统文化兴旺
“刚进赛场时，看到了

我以前只能在高考和中考

时看到的场面——大批考

生家长在考场外陪考。”陈

春盛认为，大量家长陪着小

孩来参加书画比赛，是中国

传统文化兴旺的标志，令人

感到欣慰。

对于选手们的表现，陈春盛评价称：“能来到这

里参加现场比赛，说明他们经过了严格的筛选，达到

一定的水平；现场这么多人，他们要克服紧张情绪和

场地限制，还要控制时间，这些都非常考验功力。”

陈春盛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些选手选了篇

幅比较长的题目。刚开始他还担心这部分选手是

否能在45分钟内完成比赛，第一场快结束时，他发

现选手们的完成速度很快，而且质量很高。“这说明

他们的基本功非常扎实，要点赞！”

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倪宽：

小孩学习篆刻刻得不错，让人惊喜
倪宽认为，现场写得好

的选手不在少数，这说明前

面的评选比较严格，筛选出

了真正有水平的参赛者进

入总决赛。

最让倪宽觉得惊喜的

是，不少孩子选择了以篆刻

来参赛。“我们一般认为，要

年纪大一点、手比较有劲才能创作出较好的篆刻作

品，但今天我发现学习篆刻的小孩子不少，而且刻

得不错，这让我非常惊喜！”他还表示，参加书画比

赛是非常幸福的事情，能锻炼自己，在不同场合挥

洒自如；还能影响更多人，让大家关注、参与书画大

赛，让书法得到更好的传承。

广东省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李菲鸿：

小选手书写时架势十足，表现自信
李菲鸿说，本场比赛，

主持人一宣布开赛，孩子们

一下子就进入书写状态了，

这就是书法的魅力。现场

很多小孩子篆刻和书法的

天赋很高，从年龄上看，他

们接触（篆刻、书法）的时间

不算长，但是很多六七岁的

小孩在书写时架势很足，很自信，气象很好。这些

都让他感触良多。

近年来，社会与家长共同努力，为孩子们创造

了学习书法的良好平台，让孩子们有好的氛围和环

境去学习、成长，李菲鸿为此感到欣慰，他同时为孩

子们点赞，称赞他们的总体水平越来越好。

广东省书法家协会理事李志东：

几个少年选手达到专业艺考生水平
李志东受广东省书协

委派，连续6届担任现场决

赛终评评委。他认为，书画

大赛的影响越来越大，水平

一届比一届高。从此次比

赛巡场情况看，跟时风、写

丑书，或面貌趋同的现象已

绝迹，从传统经典入手临

摹、学习、创作的选手占了主流，对全社会学习书法

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他还看到个别选手专业

度很高，其中有几个十三四岁的参赛者，作品水平

甚至达到了书法专业艺考生的水平。

广东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靳继君：

学书法一定要踏踏实实向古人学习
靳继君说，他也参加了

上一届比赛的评审，感觉本

届比赛作品的整体质量比

上一届好，选手们书写的时

候气定神闲、镇定自若，而

且与上一届不同，是普遍现

象，这一点非常值得称赞。

但是，他也指出不足之处，

即选手们有一些坏习惯，比如选手们有一半的执笔

姿势是错的。另外，“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他认为

学习书法一定要踏踏实实向古人学习。老师在培训

过程中作出示范，大家如果都学习老师的写法，写出

来的就是同一个面孔。

广东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关山月

中国画学院院长陈凯：

7岁小孩写4尺大作品，值得点赞
陈凯说，经过多年的努

力，今年看到选手们的水平

有显著提高。比如，现场有

几个儿童组的小孩选择写

大作品。他以前认为，7岁

的孩子能握好毛笔就很不

错了，而在昨天的赛场上，

他看到一个7岁左右的小孩写了一幅4尺大的颜体

作品，很难得，很有功力。此外，有一名选手是写篆

书的，不仅写得很流畅，还不需要看稿，直接默写下

来，说明他临摹的时间比较长，值得点赞。

陈凯也提及，今年选择篆刻的选手多了，有不

少还是儿童。他认为，篆刻对大学生来说尚且有难

度，何况儿童，能进行篆刻，证明了选手的功力。

评委点评

■一名选手在展示她的作品。

■这名小选手气定神闲，一点也不慌。

■评委团获颁发荣誉证书。

■评委巡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