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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用新时代的审美碰撞古典，让历史悠久的书法年轻了一把，也让古典艺术真正走入生活。她就是我市“80后”书法老师李
方。在李方家里，你随处可以看到用于书写的笔墨纸砚，墙角处发黄的宣纸，书桌上还未干涸的墨迹，以及墙上悬挂着的习作，除
了生活区域外，无一不是她书写的舞台。

7月27日，在李方书法工作室，记者见到了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许昌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许昌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主任
李方老师。李老师正在临帖，看到记者前来，她放下了手中的毛笔与记者攀谈起来。

让青少年的书写
进入由静到定的状态

“纵横上下五千年，中国文字承
载 着 奔 涌 不 息 的 国 风 气 韵 ，从 甲 骨
文、金文、小篆到隶书、楷书、草书、行
书，书法在古代不仅作为日常交流的
工具，而且一笔一画中包含了中国人
的人生态度。”李方说。

写一手好字有多重要，它几乎是
每一个中国人从小到大学习和工作
中交流的外在反映。

“为什么学校会开设书法课？为
什么考试试卷会有字面分？因为字
体的表现力不容忽视，它能反映一个
人的审美、品味和态度。”李方说，写
字是小学生的基本功，作业书写工整
的孩子更易赢得老师的青睐，也能增
强孩子的自信心。

俗话说，胸中有数，下笔可观。书
法是一门学问，一种艺术。这种美来

自自然、来自生活，它是与其他事物紧
密相连、相辅相成的。笔画特征、技
法、理论、表意极为广泛。在任何时
候，全神贯注地写好每一句话，都需要
大脑的指挥和眼睛的配合、双手的不
同运动，以及与身体的协调配合。

青少年由于心性还不沉稳，在生
活和学习方面整体表现出浮躁的一
面 。 在 这 种 兴 奋 的 状 态 下 ，让 其 读
书、学习知识其实很难。学习书法可
以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培养孩子的
文 化 艺 术 素 质 ，形 成 书 法 特 长 、爱
好。更重要的是，学习书法能让青少
年沉静下来，在书写的过程中，潜移
默化地进入由静到定的状态。这种
状态不但能提升其书法艺术修养，而
且能培养其严谨稳重的学习态度，提
高其刻苦学习的能力。

让书法承载精神
传达个人才情气质

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电子
产品的出现弱化了书法的实际功能，
也让我们与书法渐行渐远。在很多
人看来，书法练习是老年人做的事，
因为老了才有多余的时间纠正自己
的字体。青少年只要学习好，字体对
学习、工作的影响并不大，其实并不
是这样的。

“你问我，到底是‘学霸’本身字
写得好，还是字写得好更能成为‘学
霸’。其实，在我看来，字写得好的孩
子大多成绩也不会差。”李方说，让孩
子每天练习一个小时书法，不仅不影
响学习，反而相辅相成，考试更有把
握。

俗话说，见字如见人。现如今，
很多参加工作后的年轻人前来咨询
书法练习方面的问题，这是因为一部
分年轻人感觉自己的字拿不出手，特
别是在签字的时候，你的字写得不好

往往会影响工作氛围，甚至会影响到
工作的进度。

“一个人的字写得好，往往能反
映出这个人的精神面貌。”李方说着
拿出一本字帖让记者看，如这个书体
虽然清瘦，但是藏着一种风骨，让人
能 感 受 到 洒 脱 自 如 、超 然 物 外 的 气
质，而这个书体豪放有力，让人感受
到胸怀万里、豪气干云的精神。

“如今，越来越多的机关单位重
视书法写作。就拿我市来说，前段时
间政府部门举办了公务员之间的硬
笔书法比赛。现在，宣传部也在组织
硬笔书法比赛。”李方说，书法作为一
种 艺 术 ，不 仅 传 达 着 个 人 的 才 情 气
质，而且承载着时代的精神气象。王
羲之的行书之所以形质坚毅、神采俊
朗，骨气与逸气并生，法度与风度共
存，是因为王羲之个人的学养气质与
书法造诣所致。

让书法融入生活
让艺术流通于大众

书写是汉字的艺术实践过程，是
人的审美意识对象化到汉字之中、使
汉字结构不断完善的过程。协调性、
整 体 性 、稳 定 性 ，是 汉 字 的 美 学 原
则。协调性是核心，只有协调才能实
现整体性与稳定性。

书法好像就是写字，但绝对不仅
仅是写字。汉朝辞赋家扬雄说，“言心
声也，书心画也”。书法是心迹，也是
时代精神气象的载体。如果说书法是
汉字的舞姿，那么，这舞姿摇曳的是书
法家的心性，也是时代的精神气象。

作为书法老师，李方常以各种尝
试将书法与生活结合起来，努力将书
法“年轻化”。例如，她将自己执笔写

下的春联贴在家门口，让这份祝福变
得更有意义；她选用一些底纹更加多
彩的纸张书写，让纸与书法变得年轻
而鲜活。在李方看来，多一个人停下
脚步看字，世界就多了一次审美的沟
通。

在习惯敲打键盘的快节奏生活
中，现代人写书法已经变成了一种消
遣。就如李方所倡导的书写自由一
样，不必在意过多的条条框框，不一
定要写得好才能动笔，在心情舒畅的
时候铺纸提笔，学会享受当下书写的
放松状态，用毛笔字取悦自己，让书
法融入生活，让艺术流通于大众，这
才是一种别样的延续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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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方老师本人。

② ③ ④ ⑤ ⑥ 李方老师的
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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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民族文化精神，演绎书法神奇魅力

李方：让书写进入由静到定的状态
□ 记者李炎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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