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让
书香墨迹浸染人们的生活,为满足我市
广大书法爱好者的学习需求，2020 年
底，在市文联支持下，市书法家协会筹
备开办首期小楷公益班，面向全市招收
学员。原计划招生20人，但报名者近50
人。公益书法课也得到了阳明社区的
大力支持，不仅提供了场地，还把这个
班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一项重要内
容从各方面给予了保障。

小楷公益班开办时间为两年，每
个月两次面授。按市书法家协会要
求，以“经典精临，一家一帖”为主导思
想， 从经典入手，第一年围绕文征明
小楷《落花诗册》进行教学。第二年以
王羲之《黄庭经》为范本进行教学，由
近及远，旨追高古。每次面授分为三
个部分，即：点评学员作业、分析讲解
示范教学新内容、老师巡堂指导并纠
正学员书写问题。期间还穿插书法
史、书法名家知识讲座、组织学员采风
等活动。在国家、省、市各级书协举办
重要书法展赛时，适时为有兴趣参赛
的学员举办有针对性的专题讲座、作
品点评等辅导。

小楷书法班的同学们都非常珍惜
这次学习机会。四海同道人，千秋经典
文！今日醉眠去，明朝抱琴来！每次课
堂上同学们兴趣盎然，如饥似渴，大家
就笔画、结构进行探讨。遇到好用的
笔、适合写小楷的作品纸、比较好的书，
都及时和其他同学分享，组团采购。在
班级微信群、打卡作业下面，大家相互
鼓励、分析问题、热烈讨论，当观点分歧
较大时，就请老师出面答疑。

小楷班绝大部分都是从未拿过毛
笔的“零基础”学员，开课尚不足一年，
但同学们取得的成绩却令人惊叹。目
前，已有十多位同学先后在市、区级展
览中入展、获奖。小荷心所向兮，虽九
死而不悔！期待着小楷书法班的学员
们在今后的日子里都能做到“只字不苟
且、行行活水来”！

从记事时起，就一直羡慕能写一手
好字的人。每读中国历史，总是非常留
意历代书家的生活经历和欣赏流传于
世的经典法帖，书法的独特之美深深烙
印在脑海里。“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
精良，亦是人生一乐。”古代文人激情笔
墨的真挚情怀，更增加了心中对书法艺
术的喜爱，但却从没拿起笔尝试学写
过。2020年底有幸参加了滁州市书法
家协会首期小楷公益班的学习。现虽
不足一年，但受益匪浅，对书法的学习
有了更多的认知和体悟：

一、“明”师指导，可以少走弯
路。公益班的老师是市书法家协会
精心挑选和安排的，小楷班的授课老
师是孙运汇老师，他也是我的书法启
蒙老师，授课严谨而又不失幽默。不
仅仅简单的教授技法，也会穿插讲一
些书法历史、书法鉴赏课程等，引导
学生不断提高对书法的认知。课余
认真查阅、点评学生网上打卡作业，
及时纠正学生不良书写习惯。本市
及南京、合肥等周边地区有书法展，
他总是牺牲个人休息时间带领有兴
趣的学生观展，开阔视野，提高书法
欣赏能力。针对书法水平参差不齐
的学员，极其耐心地辅导每一位学
员，赢得了所有学员的尊重和好评。
孙老师的小楷笔意精到，格调高雅，
更是激发了学员们的学习热情。

二、找对方法，端正学习态度。
技法练习非是一朝一夕之功，需要沉
心静气一丝不苟地练习，并能持之以
恒。任何技法训练都有章可循，方法
不对，埋头临帖缺乏细致入微地观察，
只会不断重复错误，难以提升。公益
班现在学习的是经典名帖文征明的

《落花诗》，课堂上老师对每个字的笔
画特点、间架结构的详细分析、解读，
都是不容错过的重要部分。

三、兴趣引领，增强学习动力。
姐姐三岁的孙子很喜欢车子，走在大
街上他常驻足仔细观察别人是怎么
倒车的，在家开着自己的玩具车利用
家中玄关练习倒库，点拨几次后就能
完全倒进库了。三岁娃的学车经过
让我觉得可爱、可敬，也让我想起孙
老师常说的一句话“零基础并不可
怕”，发自内心的喜爱，自然会有源源
不断的学习动力，书法也是如此。

四、不做字匠，提升文化内涵。
中国书法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探寻
书法发展的历史轨迹，让我从书法的
角度重新品读历史，从书法领略每个
历史时代的精神风貌，丰富了自己的
文化知识，更增加了对民族传统文化
的敬畏之心，也增强了文化自信。

感谢市文联、市书协为书法爱好
者们搭建这样一个难得的学习平台，
我和其他学员一样，很珍惜这次公益

班的学习机会。“莫道
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期
盼在老师的指引下，在浓厚
的学习氛围中，在学无止境的书
法之路上能坚持不懈、日有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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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参加市书协首期小楷公益班学习心得

□张庭红/文

▲小楷公益班开班仪式

▲陆放翁《钗头凤》
李本前/书

◀吴筠《竹赋》节录
鲍军红/书

▶王安石《梅花》
欧琳琳/书

▲摘黄山谷题跋
杜存茹/书

▼蒋捷《一剪梅》
刘广荣/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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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五柳先生传》 高晓红/书

▲柳永《卜算子慢·江枫渐老》 朱敏/书

▲欧阳修《醉翁亭记》节抄 孙运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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