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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每一个要想成为综合素养高，能够很好适应社会的人，一生都在不断地修炼，必定注重后天的勤奋努力和外力的帮助。学习

书法是提高修养的很好帮手，它能弥补人们许多自身的不足之处：增长学识、提高审美、磨炼心智、加强修身、培养技能。

关键词：学书；补拙；尽吾志

DOI：10.12373/xdhjy.2022.03.4503

古代孟子提出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人之为善，是他的本

性的表现。荀子所论及的本性，其本质恰是无所谓善恶的“本始

材朴”的自然之性，它既有转化为恶的可能，也有发展为善的机

会。荀子的性恶论思想在先秦百家关于人性的论断中独树一帜，

对后世的意义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每个人在修为的过程中也

是不一样的，本性之善固然是基础，但是许多拙处需要修养与弥

补，每个要想成为综合素养高，能够很好适应社会的人，那必然

要注重后天的勤奋努力和外界的帮助。荀子在《劝学》篇中说“君

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善于通过学习书法成长的人可以用

荀子的这句话来诠释自己的体会。学书数载，虽无大用，却也是

我个人的粗鄙之见，有幸与各方家分享。

一、书法教育现状分析

（一）书法教育的师资力量薄弱

目前还有许多基础教育的《写字》教学大部分是由语文老师

负责的，他们最在意的是写字的正确性和工整性，仅仅满足作业

和考试的辨识度，而对书法的审美要求则要看老师的喜好，有书

法基础的老师会给学生一些表率和建议，也不硬性要求。美术教

材中的书法课，是由艺术老师来教授的。大部分的汉语、艺术教

师都是从高师学校毕业的，而大部分的高师学校也不是每个专业

都开设正式的书法课程。等他们当了老师，以他们的书法造诣来

教导学生，可想而知教学效果会如何，这是一个严重的普遍问题，

这个问题在高等教育中也是存在的。

（二）书法教学力不从心

现实中教育发展和资源存在不平衡情况，许多大学里的书法

班和中小学的写字班，大多都是为了应对中央的教育政策，并没

有将日常的教学计划列入其中，所以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存在着

难度和监督不力的问题。由于制度的漏洞和实际的差距，教师在

教学中也是力不从心，时间少，设备少，学生学习兴趣不高，家

长不支持，领导不重视，这些因素严重影响书法教学的开展和收效。

（三）学生和家长对书法教育认识不够 

许多孩子和父母，都觉得读书学习能认会写就行了，学生只

需要在学业上取得好成绩就可以了，家庭教育缺乏对书法教育的

高度认知。家长不清楚的是，很多孩子的成绩都是因为书写的潦

草和不规范而导致的，忽视了孩子的全面发展和长远发展，而当

前国家在人才发展和用人制度上不断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书法教育的现状来看，国家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上制定了

一系列发展计划，要进一步的贯彻和落实，还需教育的主体与客

体以及社会各个层面达成共识，认识到学习传统文化对于个人成

长，对于国家人才培养的要义所在。结合前人的成果和个人看法，

简单地谈谈学习书法有什么用？

二、学书补拙

（一）学习书法增长学识

许多人对学习书法认识不够，以为就只是写写字，把字写得好

看就够了。本人幼年时也是这样看待书法，所以比上不足，比下有

余，沾沾自喜。没有学养深厚的老师指导，学习随性。身处南疆，

文化氛围和条件都很薄弱，认知不足，故而浪费了不少好年华。廿

岁时逢改革开放走向欣欣向荣，中国书法家协会举办的活动繁荣起

来，报刊书籍面向全国推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幸和书法真正

亲近起来，报刊书籍上的书法闯进我的视野，震撼我的心灵，我被

它的美折服，沉浸在历朝历代书家的字帖中，慢慢学起来，一个笔

画，一个字的结构，开始学得很慢，但却改变了我先前的想法，书

法里面值得学习的东西很多：古人写的是什么内容，他是用什么方

法写的，在写出来之前是怎么想的，当时社会情况和他周围朋友、

老师对他的书法创作有什么影响；今天写书法要写什么，怎样汲取

古人的精华，怎样化古为今用，怎样传承。书法学习就像一盘永远

下不完的棋，走进去却永远不想出来，一路有风景，美不胜收，学

习在路上。数年下来古人的诗词文章、警句、格言积累了不少，古

人的方法、审美理念开阔了我的视野，终身受益，于我在学校教学

授业也是大大助益，可以拥有别人不曾有的资源。好学习的人一定

要学书法，书法博大精深，对多学科的借鉴和联系密不可分，可以

包容一切知识的美，什么样的知识精华也都可以放到书法中去彰显

它的美，它是高度融合的美，学之不完，取之不尽。

（二）学习书法提高审美能力

大家都知道，学书者要从前人或名家的书法和书法中吸取养

分，从而丰富自己的书法知识，提升自己的书法技能，培养自己

的审美趣味。我学习书法是从颜真卿开始的，后又不断临习赵孟

頫、王羲之、米芾等历史上各大名家代表作品，通过反复观察、

深入钻研，审美深受影响。另外，学习书法不仅仅是学习书写技巧，

还需要借鉴其他学问，文学、哲学、美学、歌舞、绘画、数学等

都是学好书法艺术的营养土壤，这些学问潜移默化决定了在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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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时呈现的审美高度，决定了一件书法作品的精气神。

（三）学习书法磨炼心智

学习书法是个细致活，所谓“心灵手巧”用在书法上的效应

也是相通用的，眼、手、脑共同协作方能写好书法。书法彰显灵气，

启迪心灵，是前人的智慧结晶。孙过庭《书谱》：“察之者善精，

拟之者贵似。”①但凡不用心者，徒劳无益，随便写写，当然是

浪费生命。书法有法，学习书法必须要认真研究先贤的理论方法

和实践积累，尽量和古意切合，才能大概把握书写的要领，勤加

练习化为己用，如此过程需要细心、专心用功，花费很多的精力

投入，需要坚韧的毅力。如遇心性浮躁之人想要成事，却又不肯

吃这些苦，书法确实不会照拂这样的人，就算偶尔投机成功，终

会败露痕迹。天道酬勤，勤奋学习，点点滴滴汇入书海。在增强

学识的基础上，观察力、想象力、思维力，专注力、欣赏和鉴别

能力等许多方面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书法能力的成长会辐

射到学业、事业或生活中上，像蝴蝶效应一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你。

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和勤勉的思维力不断去锻炼，学习效率也会得

到极大提高。人在练字，字在练人。我的高等学历完成就是和书

法结下不解之缘，在书法学习的助力下，让我坚定了学习的信心，

克服了许多困难，最终顺利完成学业。从我书法教学培养学生的

经验积累来看，许多优秀学生的学业提高都与书法学习密切关联。

现代人的条件好，但是心性却是欠缺太多，自立自强力很弱，学

习书法磨炼心智，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法门选择。

（四）学习书法加强修身

学习书法是一种健康有益的身心劳动过程，在学习中不断丰

富自身的精神世界。学习书法确实能修身养性，助人向上，古人

言之为小道，其为大道之基础。读书人若不能有机会摄入过书法

则为一生憾事。从书法中学习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用正确的理想、信念、规则去修炼。要见贤思齐，向古代先贤和

现当代名家学习，学习做人做事的良好风范，培养自己的道德情操，

做一个有文化涵养的人，于国于民有利，在家恭谨“孔鲤趋庭”。

“书以人传”，书法家作品的风格高下，最终是书家个人性情、

品格的自然流露。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的颜真卿《祭侄文稿》，

是颜真卿为了为国就义被叛军杀害的侄子颜季明挥泪写下的千古

祭文。柳公权“心正则笔正”则是学书心法对人格修身起到的教

育作用。宋代黄庭坚说“学书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

书乃可贵。”②道出了书法传圣贤的历史圭臬。汉代杨雄说“书

者，心画也。”③则说明书法是心之修炼的外在表现。苏轼说：“人

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

之心，不可乱也。”古人的书法得以传承，究其缘由是以品性为

先，德高为贵，为后学树立了良好的典范。社会上的人形形色色，

要增强辨识能力，树立正气，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五）学习书法培养技能

古代读书人把书法列为六艺之一，它融入了人们对自然、社

会、生命的思考，表现出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人格精神与性

情志趣的一种艺术实践，历经三千多年的发展历程，已成为中国

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伴随着汉字的产生演变和发展。把文字的书写

记录功能逐渐发展为具有审美功能的书法艺术，从汉末魏晋到现

在形成了篆隶草行楷五种书体，各时代书家人才辈出，代表作品

目不暇接，形式多样，技法丰富，著述有录。书法在中国人的生

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印刷术发明以前，进行沟通记录的功能

都由书法承担，如书信、公文、著作等。空间从室内家居、殿堂、

商铺、寺庙、名山大川，重大活动如国家庆典、祭祀，贫民的喜庆、

宗教等活动都承担重要功能。在中国传统社会是知识分子必备的

一种技能，书法的好坏几乎决定了他们能否被录用为管理国家的

官员。总观书法历史悠久，对国家和民族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作用，

深受人们喜爱，即便今日已退化一些功能，但是它作为优秀的文

化传统，与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一体，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对国家

文化的传承依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所以今天在国家的大力倡行

下，人们重视书法会越来越自觉。

读书人一生哪有不写字的，总会接触到有书法的需要。在年

幼时就培养书法技能，陶冶情操，提高审美能力，提高文化修养，

滋养身心。俗话说：“薄技在身，胜握千金”，在今天的社会环

境下也可成为生存的一种手段。

学习书法是一件幸福的事，身心的拙处能得到及时调整和补

养，成长也会比别人快许多。技法之难，也要知难而上。王安石《游

褒禅山记》中“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险远，而人

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

可以无悔矣。”④这些话说得好，不尽力怎么会看到世间的奇观

异景，怎么又能到达追求的人生境界呢！除了书法的角度，还可

泛化到人生的各个方面都要“尽吾志”，补拙方可通达。

学习书法益处多多，传承传统文化需要国家各层面的重视和

投入，更需要个人的觉悟与行动。以上片言仅为个人学书偶得，

实不深邃，贻笑方家，敬请指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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