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0月16日 星期五
视觉视觉··书画书画3

电 话 ：总 编 办 ：2182812 新 闻 部 ：2182867 专 刊 副 刊 部 ：2182835 晨 刊 部 ：2182122 记 者 部 ：2182809、2182806 摄 影 部 ：2182833 网 络 部 ：2182129 群 工 发 行 部 ：2182820
法 律 顾 问 ：马 小 广 告 中 心 ：2175666 15755009999 办 公 室 ：3025757 校 对 出 版 部 ：2182138 新 闻 研 究 室 ：2182830 广 告 许 可 证 ：皖 滁 工 商 广 字 002 号 马 鞍 山 钢 晨 印 务 公 司 印 刷

本报地址：滁州市会峰大厦（会峰西路）555号
邮 政 编 码 ： 239000

一、绘画帮助儿童表达情感
对儿童来说，画画比语言交流显得更加轻松、自然、安全，它能够反

映孩子的内心所想。画面就如同一面镜子，能够看到孩子的心理活动，
比如，如果孩子喜欢某个人、某件事，会在作品中特别强调出来或者夸
张地表现出来，它能更真实地反映孩子的心情和喜好。基于绘画的这
个属性，近些年来，在我国以及日本等一些国家，都开始将艺术疗愈手
段运用于心理疾病的治疗上。比如，心理治疗中能够通过绘画疗法、音
乐疗法等，让抑郁症患者发泄情绪、释放情绪、表达自我。

二、绘画促进儿童心智成长
亲近艺术，孩子们能够逐渐养成专注。我们常常能看到，不论孩子

在平日里有多么喜欢追逐嬉戏，一旦他们拿起画笔坐下来，便开始变得
安静，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在艺术的探索中，他们能够感受到
与自己的创作融为一体的幸福和快乐。这种快乐不是外界给予的，恰
恰是由他们小小的身体里面自然萌发出来的感觉——幸福感。千万不
要小看这些看似小小的甚至无法言喻的“幸福感”，当它们越积越多，终
有一天会成为他们内心世界里的“小太阳”，不断地发光发热，不仅能够
让他们在困惑的时候重新获得能量，还能够帮助他们获得由内而外的
自信和快乐，并将这种欢乐惠及周围的亲朋好友。

三、培养想象力和发散思维能力
为什么我们总是很难看懂孩子画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跟孩子的

想象力、认识能力有差别，儿童时期的孩子，想象力要远远超过成年
人。成人都喜欢规矩、真实的东西，而孩子的脑海中往往存在着一个奇
幻的世界：花儿会唱歌，太阳长胡子，小兔子拿着气球，电视机长着两只
手……这正是想象力的最好表现。少儿美术教育的重点不在于美术技
法的学习，而是更加注重孩子想象力的开发和培养，在美术欣赏和美术
创作中，引导孩子发挥想象，构建故事情节，大胆自由的表达内心情感
和观点，通过美术教育，能够有效提升儿童的想象力和发散思维能
力。

四、提升感知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通过艺术的教育，能开发儿童的艺术本能，能使儿童感知到世界的

多种形式，如色彩、声音、韵律等。艺术教育对于唤醒与塑造儿童的美
感具有重要作用。因为艺术教育是润物细无声的，被艺术浸染后拥有
的是一种感知世界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每个儿童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审
美的潜能，只是它取决于是否能够被唤醒，又是否在相应的精确之后，
能够被综合塑造为更高层次的美的意境、生命的境界。通过艺术教育，
在孩子心中播下美好的种子，可以形成螺旋上升的经验结构，形成足够
丰富的感受、感知以及沟通能力。

五、提高儿童审美能力
中国教育学会美术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中国民间美术专业委

员会理事长李绵潞认为：“儿童绘画，是儿童天性和个性的自然反应及
流露，是培养儿童审美能力的良好途径。”儿童美术教育是引导儿童在
对周围事物进行观察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生活经验，用画笔表达内心
的真实感受和思想情绪。儿童在对世界的观察中逐渐学会分辨美与
丑，善与恶，在对大自然的欣赏中理解色彩，用画笔描绘心中的故事，在
绘画中陶冶情操，提高审美。 （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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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年前，安徽书法界就曾流行一句话：
不知道宣玲康的人，就不是写字的。由此可见，
当时意气风发的他，已小有名气，享誉江淮了。

作为门外汉，我无缘结识宣玲康。但从上
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就屡屡在《中国书画报》《美
术报》《书画导报》等及省、市媒体上，拜读到他
的书法和篆刻作品，我为这位滁州籍青年才俊
备感骄傲和自豪，同时也萌生与他结识的冲动
与渴望。天遂人愿，以后在曾经先后在《西藏日
报》社、《滁州日报》社担任过副刊部主任的张劲
先生引荐下，得以结识宣先生，并有幸拜在门下
学习书法，亦师亦友，退休后还跟他到他教的老
年班学习，交往甚密到如今。

宣玲康先生，早年就入会省书协，现为滁州
佛教协会文化艺术顾问、滁州市慈善爱心助学
协会理事、滁州市文化研究会艺术顾问。他
1970年出生于安徽全椒一书香门第，爷爷和父
亲酷爱书法，善诗词歌赋，在当地颇有名气。先
生从小耳濡目染受熏陶，从执笔开始至今，几十
年如一日，敏而好学，钻之弥坚。他首先从唐楷
入手，后临碑帖数种，强学力行，假先辈之长，以
补其短；草书以“二王”为宗，以张旭、怀素为体
势；篆隶则取法秦汉，初学乃为清代篆书大家邓
石如。先生在平时与人交流和课堂上教授学生
时，深谈体会并强调：“学习书法，一旦结缘，便
要认定为一生的追求。实践行为上，要建立在
兴趣基础之上，反复临帖名家笔法效果，这是天
赋；‘学向勤中得’，锲而不舍苦练，这是勤奋；达
到一定火候，始学整幅创作，然后自已独立创作
完成。此外，学艺要不急不躁，有滴水穿石精
神，更需循序渐进的过程，最后才是水到渠成的
成功。”

正是这种“咬定青山不放松”意志，坚持“每
天挖山不止”，日复一日，如在古人面前恭恭敬

敬做功课的行为，激励他春秋冬夏四十载，天道
酬勤，终于无师自通地到达了柳岸花明的彼岸。

捧读宣先生书法作品，真是百看不厌，爱不
释手，观其草书大字，气势雄浑苍劲，笔力笔法扎
实稳健，气盛神凝，大有自然天成之趣；隶书则形
体充盈，意形飘逸，质朴中溢出雅俊美。他的作
品雅俗共赏，一直为同行所称道，为世人所普爱。

曾经我在琅琊山工作，一日，已故江苏著名
女书法家、康有为的弟子萧娴女士携众子弟春
登琅琊，在“藏经楼”品茗时评价宣玲康篆书:“作
品圆润古朴，意境深远，法度严谨，古趣天成。”
而范曾大师在琅琊寺偶看到宣玲康书法作品
后，夸赞说:“小伙子大有前途，楷书承‘二王’，淳
厚端庄，有魏晋风韵；行书则不拘各体，蔚然成
章，长此以往有望自成一家。”

春华秋实。宣先生的“梅兰竹菊”作品曾分
获全国书画大赛金获、世界华人庆奧运书画大
赛优秀奖。此外，还有两幅作品分获第二届中
国硬笔书法大赛特别奖和铜奖，以及有近30幅
书法、篆刻作品也频频在省、市、区比赛或展览
中斩金夺银，有的被编入《华夏艺术人才书画博
览》，有的入选韩国直指国际艺术大展等。先生
令人刮目的艺术成果，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相关单位及企业热心助力推出《宣玲康书法选
集》《宣玲康抄经集》，举办《禅林墨语一宣玲康
书法展》。

宣先生书法好，人品更好，他参禅悟道，有
一颗善良慈悲的菩萨心。一路走来，没有功利，
没有经营，不畏浮云遮望眼，却是真性情，就像
一潭碧水静映着湛蓝的天际。他平易近人，没

“大腕”架子。社区、乡镇、企业、学校搞文化活
动，他二话不说，带着子弟志愿服务；市区旦有
义捐义卖活动，他呼朋唤友，踊跃参加，把所得
资金分文不留地送到贫困学子手里；每年春节

“三下乡”，出自他手写的春联不少于2000张，农
民朋友乐哈哈，而他手都写得抬不起了。因此，
无论是两所老年大学学书法的老人，还是四所
学校的中小学生，还有驻滁部队的官兵，一提起
宣老师，无不肃然起敬，交口称赞。

宣先生一生无所求，醉心书法、金石，孜孜
不倦，不为名累。在日本民间享有盛名的、我省
著名书画家王君贤先生曾专对其篆刻评价说：

“玲康沉潜传统，又能自出新意，青出于蓝，精于
治印于金文。甲骨文更是得心应手，造诣尤
深。其作品精能闲雅，雍容而秀逸，工稳而巧
丽，可谓肌肤神清，珠圆玉润，将工致传统一路
印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据统计，30多年来，
宣先生创作的印章至少3000枚之多，深受全国
各地书画爱好者喜爱，还有240余枚被东南亚地
区友人所收藏。

平和天成 空灵淡雅
——宣玲康先生与他的书法篆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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