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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者。国家督学。原安徽省教育厅总督学。长期从事教育行政管理工作。

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 著有《教育路上行与思———明阳教

育散文选》；出席第三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及中美省州教育厅长对话；与他人

合作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问题研究》获第四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

等奖。

书法爱好者。 教育书画协会理事，中国教师书画院名誉院长、中国书法专业委

员会常务理事、安徽省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会长。 著有《书法 自然 人生》《楹联手

抄》《书画百家诗》《李明阳书法教育讲座》等专著。《书画百家诗》被《人民日报》推荐

上其“新书架”；《楹联手抄》由韩国又松大学孔子学院译为韩文版在韩国出版发行。

书法作品和《书法艺术十日谈》等书法评论见于《美术之友》《美术向导》《书与画》

《书画世界》等专业刊物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书法报》等报刊，安徽电视台、合

肥电视台亦予以专题报道。

散文、诗歌和楹联爱好者。 安徽省散文协会名誉副会长。 著有《我的母亲我的

家———明阳散文选》《春风秋雨———明阳诗歌散文选》，多篇散文发表于《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诗歌《老师 您让我懂得奉献》《黄山云》收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音乐

出版社的小学教材。



献给我的妻子， 她一直以信任和欣赏的目光

关注着我的书法创作。



丹青吐翠，翰墨飘香。 今天，“明阳书法展”在这里隆重开幕了。 今天的书法展，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高朋满座，盛况空前。 首先，我十分荣幸地代表活动的主办

方———安徽省书法家协会，向莅临开幕式的各位领导、嘉宾以及各界朋友表示热烈

的欢迎和真挚的感谢，向李明阳先生表示衷心的祝贺！

李明阳先生在书法方面现担任中国教育学会书法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省委

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书法协会会长、安徽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安徽大学书法硕士生导

师。 他自幼喜爱书法，虽然长期从事政务工作，但闲暇之余，始终笔耕不辍，数十年

如一日，潜心书艺，书法作品频现于《书法》《书与画》《书法之友》《美术之友》《安徽

日报》等刊物。 阳明先生不仅在自己工作岗位上留下坚实的政绩，在翰墨春秋的人

生旅途中，也采撷到了丰硕的书法艺术奇葩。 明阳先生的书法以行草为主，多年来

取法乎上，厚积薄发，上下求索，融会贯通，终于锤炼、生发出属于自己的艺术风貌

和线条语言。 观其作品，纯真儒雅，不激不厉，笔精墨妙，方寸之间能见波澜，隐闪着

熠熠的精神光采，散透出迷人的艺术魅力。 在书法创作上探索创新的同时，明阳先

生还特别注重加强书法理论的探讨和研究，主张书法之最高境界应“以自然为规、

以人情为矩”， 出版有《楹联手抄》《书法 自然 人生》《书画百家诗》《书法自然人

生———书法教育系列讲座视频》 等书法专著。 多年来大力推进全省中小学书法教

育，加强“中小学书法”教材建设，组织省级中小学书法教育教师培训，在中小学高

校开展书法教育专题讲座，为书法艺术的传播和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明阳先生这次展览展出的近 180 件优秀作品， 多为他近 20 年来的创作精

序 一

纯真儒雅 自成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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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其中不乏近年的新作。 这些作品既蕴含了沧桑的人生阅历，又寄托了高雅的艺

术追求，既有散淡飘逸的雅致，又有雄健苍茫的气魄。 衷心希望通过李明阳先生这

次展览，能为当今书坛的创作开启新风，增添新的实力与活力。 同时展出的还有著

名专家学者对李明阳书法造诣的评论性文章。 衷心祝愿李明阳先生在今后的艺术

道路上不断进取，不断超越，为社会为人民奉献出更多更好的精品佳作。

预祝展览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吴雪 2014 年 5 月 11 日在“明阳书法展”开幕式上的致辞。

吴雪，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协创作委员会委员。 现任安徽省文联主席。

安徽省书协副主席、安徽省直机关书画协会副主席、安徽省青年书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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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自然为规 人生为矩

———书《书法艺术十日谈》后

明阳论书云：“自然为规，人情为矩”。 此论深得书道精义。 情为书之根，书之生

命。 情兴于中，奋而握管，点画随情而出，满幅生气。 无情而操笔，必然生硬枯槁。 自

然乃书之化境、至境，因情作书，始可达书之至境。 无情，则难免矫揉造作，难言自然

矣。 明阳以“人情”和“自然”为书之本，示初学者以正途，其功至伟。

“十日谈”一文，熔传统书论、书学基础知识与个人习作体验于一炉，纵论书艺。

所论颇广，所思甚深。 既明晓切实，可供学书者阅读；又有学术内涵，对书之基本理

论与当代书艺之发展，多有探索，给人启发甚多。 其论书之“新”、“变”时云：“变而有

道，莫求诡异”。 此言坚守书道根本，直击时弊。 当前，书艺如何求新求变，已成为书

界普遍关心之问题；不少探求者已有种种尝试，令人鼓舞。 但也有一种倾向，似不利

于书艺之发展。 有些书者完全破坏汉字之形体结构，直追求点画错杂。 又有向象形

中求出路者。 此等皆变而失道，难免“诡异“之弊。 一幅书作即一意境。 单个汉字，乃

构成书境之细胞。破坏汉字结体，焉有书境而言。欣赏者只能面对孤立之一点一线，

无法获得书法欣赏之乐。 书法只能是汉字之书写，否则，乃是另一种笔墨线条游戏。

明阳强调“变而有道”，实在有助于一切求新求变之书家避免误入偏途。 此论当为一

切爱好书法者所重视。

门外谈书，聊供参考。

严云绶于 2016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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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云受，又名严云绶。 安徽省出版总社副社长、教授。 与人合著《文学象征论》，

为中国学术界第一部系统研究象征的专著。《金圣叹事迹系年》填补了一项学术空

白。 主编《中华艺术文化辞典》，参与理论范畴的撰稿。 在《红楼梦》研究方面亦较有

影响。 曾任中国红学会理事。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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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为心画，诗为心语；诗书合一，熔于一炉。 李明阳先生的《书斋夜话》好似“第

九乐章”，可谓之诗书和鸣。

李明阳为国家督学、原安徽省教育厅总督学，乃饱学之士，为他的书稿写文章，

我几乎捉不动“鼠标”，这不仅是一种敬畏或慎重，而是诚恐因我的语言贫瘠、冒失

和浅陋，亵渎了《书斋夜话》的宁静、恬淡和舒适。

我是在明阳先生发给我的邮件上拜读《书斋夜话》的，这增加了阅读上的难度，

看了前边忘后边，无奈按网索骥，作了“读书笔记”，实则是抄写目录，才勉强作文。

我写《书斋夜话》读后感，已完全抛弃了媒体幻觉和物欲神话的剥夺，一心品味他的

书道理论、书法知识乃至古诗今韵；细嚼其古为今用的博大精深之精神内核。 据说，

G20 之后，经济增速的适度放缓时期，正是文化复兴时期，文化复兴最有力量的是

中国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的精髓要素，如忠孝诚信、礼义廉耻等在《书斋夜话》中

都有涉猎。 我阅读时，尤以他的《书法艺术十日谈》作为精读；再以他自己创作和书

写的 40 首诗为细研；又以吴雪、严云绶先生等专家学者对《书斋夜话》的评论作为

范本，这使我思想洞开。《书斋夜话》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习书学诗之教科书，这种诗

书和鸣协奏曲，借古开今，既有高贵古雅之气，又有当代人的精神思考和人生感悟。

以此为标尺，我只在当今少数书画界大师级人物书籍中，以及古人，如韩柳欧赵、苏

序 三

诗 书 和 鸣

———读李明阳先生《书斋夜话》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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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米黄等的碑帖中可见。

诗言情致，以诗养心。 用海德格尔的名句“诗意地活着”，基本可以形容明阳先

生对生活、对人生、对诗词的生存状态。 在他的诗中，看不到无病呻吟的酸楚，而是

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和歌颂，对职业的敬畏与执着，对亲情的悲悯与爱怜，对朋友

的高情与厚谊。每首诗作，都是他的真情实感。我不敢用口吐莲气来赞美他的诗作，

但从诗作中确能窥视到他是真人真性情，且才情满身，对生活充满情趣，无一点造

作之风。 是的，当渴望皑皑白雪时，你就要承受冬天的寒冷；当你喜欢绿树浓荫时，

你就要承受夏天的酷暑。 这都是诗人对人生的思索和生活的感悟。

在《我书我诗》章节中，《慈母吟》《与妻书》《示儿》《中秋》《新年吟》《师生聚会》

《合肥一中校庆》《贺元访兄六十大寿》等，都把情景刻画得惟妙惟肖令人过目不忘，

令人叹喟。 你看：《示儿》的殷殷之情，“为父也知读书难”，是那么的坦荡深沉；《与妻

书》的“人生苦短以何酬”，满含真诚与歉疚；《慈母吟》如泣如诉，“思母情长夜夜

啼”，令人肝肠寸断；《师生聚会》情意绵长，“更喜千流归大海”，是那么眷恋母校；而

《新年吟》，“十日光景九日忙”， 则活脱脱地道出了生计繁忙境况下家庭欢聚的珍

贵。 他的《六十自述》，颇具古风，“也写字，也饮酒，也习诗文三江口；思父母，厚亲

友，平时教育路上走”，是诗人的真实生活写照，不事张扬，略显幽默，在温暖中透着

激扬，激扬中又蕴含着孝悌脉络。《酒友谣》虽略带调侃，却有古风韵致，语言的把握

和节制都很好，没有点滴对生活的厌倦和失落的暗示，反过来，倒给人一种率性单

纯，“纵浪大化”般的神游意境。

明阳先生的诗，贴近生活，有着哲理的思考和昂扬的精神，他时刻处在人生的

积极状态中，诗中没有那种阴暗、晦涩、寒冷的场景；在社会伦理上，也没有愤青、愤

翁的思维，而是从生活中寻找诗的源泉。 他不会云山雾罩，追寻那遥不可及的虚无

之地，而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人，游于艺。 ”诗中尽显其纯真儒雅、熟通韵律、诗

言情致的拳脚功夫。

学为根基，以学养书。 我不敢妄言提高书家整体素质的时代已来临，抑或攻击

书法家在知识系谱上的贫乏认知，但学养丰厚，以学养书，学为根基，应是书法家的

精神因子。 判断书法作品的优差，不是为了向书法家示好，或者进行语言贿赂，而是

要看书法家的思想体系和他的“技术”能力，包括他对书法体系的感悟。 从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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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明阳先生已悟道精深，他在本书的自序《书法 自然 人生》文、《悟书之道》文，都

有极其深刻的见解，尤其是《书法艺术十日谈》，洋洋洒洒，十篇雄文，更是成为他传

播书法思想，承载审美载体的知识宝库，其引经据典之考证，加上自己的审美判断，

简直是一套学研书法的教科书。

我读明阳先生的书法作品，至少读到了以下内涵：一是不落俗套，没有坏习气

和流行书风，更有他自己的经典之语，“自然为规，人情为矩”作为他书法体系的支

撑点和落脚点。 二是技巧把握恰到好处，有种淡定气若的气度，行草敦实圆润，凝重

中见灵动；骨力内涵丰富，用笔几无虚掷之处；起笔跌宕雄强，转折收尾，笔笔不苟，

且具有浓郁的书卷气。这应是他深厚文化底蕴的外化表现。三是基于他的思想高度

和对书法的深情感悟，他学唐代颜柳乃至魏晋古人碑帖从描红开始，到对临、背临、

意临，学古人书论包括欧阳询《八诀》，孙过庭《书谱》等，无不濡染着他对书法艺术

的执着追求，而且贵于心悟。 这一切使他的书法作品在法度上精准严实，在意念、意

象、意趣上天真烂漫，率性自然，字若写意，令人回味无穷。 四是为他的《我书我诗》

点赞。 我书我诗是个好命题，盖因为时下很多书家只抄古诗不作诗，抑或没能力作

诗。 当然，书法家传抄经典十分好，且是必须的，但若以文化为基，“纵浪大化”，通过

我写我诗来展现书家的内心世界，歌咏自己对大千世界的认知，岂不快哉。 这一点，

明阳先生做到了，可以说是独具匠心，匠心独运。

读《书斋夜话》，收获甚丰，我不仅自己学到了知识，也感受到我们民族文化的

自信自尊正在形成。 随着中国作为大国的重新崛起，盛世文化正在到来，作为诗人、

书法家、教育家的李明阳，已有思考，他正在写自己的诗风，讲人间的情致，书中国

的书法。 这虽看似一己之力，却彰显着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回归，是振兴民族文化复

兴的动力源，因为他正在传承着老祖宗留下来的 DNA。

谨以拙文，作为《书斋夜话》读后感。

路巨平

2016 年 9 月 7 日

路巨平：原新华社安徽新闻信息中心主任，书画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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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书法 自然 人生

书法要有规矩，首先得师承。 古代经典大师的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精髓中最为耀眼的闪光点，是人工和天然的圆满合一，有着深刻的人文精神和哲学

意蕴，美学内涵丰富而纯粹、多变而又和谐。 故而书法要习帖，要习名帖。 习帖是件

苦差事，很枯燥，但不可逾越，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说的就是这个道

理。 唯有用苦功夫方能打下厚基础。 当然，习帖既要走得进，也要走得出，走得进方

有规矩，走得出方能造化。 这就叫“寻门而入，破门而出”（画家许麟庐语）。

书法应当浸润文化，因为文化孕育出的书法才有文化品位。 我以为，就字学字

究竟是一种技术而非一种艺术，难以上升到书法的层面。 艺术是相通的，学书法者

最好能学习欣赏文学、戏剧、舞蹈等，借以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使我们的书法作

品植根于较深厚的文化土壤，而这些文化元素融入书法笔意之中，书法便有了书

卷气。

书法当师法自然。 优秀的书法家莫不融入自然之中， 汲取天地之精华以养书

法。 师法自然之无穷变幻，书法便有了源头活水，便可推陈出新、生生不息。

书法当渗透人生感悟。 这是因为人生悲欢离合，看似与书法无关，其实不然，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书法当抒发个人性情，有特色。艺术崇尚个性、崇尚创造。启功先生诗云：“立身

苦被浮名累，处世无如本色难”。 讲的也是呈现本色而不从众；苏轼《石苍舒醉墨堂》

诗中的；“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意在提倡书法艺术摆脱传统束缚，意

之所至，自由创造。 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强调艺术的特色和个性。 郑板桥诗云：“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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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 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 ”道出经数年

艺术探索而自成特色的艺术创造历程。 追求艺术个性难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

有人说差，也有人说好。 我自写我意，不喜也不恼。 ”

书法要植根于高尚的道德。孔子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的意

思是说：志向在于道，根据在于德，凭借在于仁，活动在于六艺（礼、乐、射、御、书、

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人。 可见，孔子不是就艺论艺，而是把艺与志向、品德等

融为一体的。“学术经纶，皆由心起，其心不正，所动悉斜”（明项穆《书法雅言》）。 书

法是人情、人品、人性、人生的体现，可见为人之于书法的重要性。“源洁则流清，形

端则影直”；“心静笔墨老，人闲字句工”，书法家务必要重修身养性、重自我完善、重

自我超越。 以自然为规，以人情为矩，显现出朴拙诚真是我书法追求的审美取向。

书法与“中庸之道”也是密不可分。 在书法艺术中，任何一对相反且相成技巧或

风格都可视为一对矛盾，诸如方圆、缓急、干湿、疏密、文质、刚柔等。 而且在具体环

境中，矛盾两端之间莫不有一定的最佳平衡点，这就是“中”。 中庸之道在书法里体

现为正奇相生、虚实相宜、参差互济、顾盼生姿、进退有序、揖让如仪。 懂得中庸之

道，从哲学层面认识书法，便使我们在书法实践和欣赏中能够居高临下。

作为一名公务人员， 习书只能在工作之余且多为晚间乃至夜间进行。 夜深人

静，窗外或明月高悬、或春雨潇潇，“小雨半畦春种药，寒灯一盏夜修书”；室内飘着

淡淡的茶香、纸香、墨香，可谓“春气遂为诗人所觉，夜坐能使画理自深”。 这种环境

创作的作品也就少了些喧嚣和浮躁而多了些书卷的气息。

此文 2013 年 9 月 6 日刊于《光明日报·美术评论》；2014 年 5 月 11 日刊于《人

民日报·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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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云：“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 （《论语·第二章·为政

篇》）。 说的是一味读书而不思考，就会因为不能深刻理解书本的意义

而不能合理有效利用书本的知识，甚至会陷入迷茫。 而一味空想而不

去进行实实在在地学习和钻研，则终究是沙上建塔，一无所得。 就书法

艺术而言，则是既要有书法实践，又要有书法的学习和思考，二者循坏

往复，逐渐深入，倘各方面条件具备，便进而升华为“若有所悟”，即进

入悟的境界了。 按今天的话说，大致能创新了。 我在写字同时，确也苦

苦思索着“书法是什么”。 随着书法实践的深入、人生阅历的丰富和古

典书论的启发，“书法是什么”渐渐明晰：书法之最高境界，当以自然为

轨，以人情为矩。 所谓以自然为轨，盖因书法源于自然，大千世界中的

奇峰异石、枯藤老树、长河落日、晓风残月，乃至潮涨潮落、云卷云舒，

无不给人以深刻启迪，师法自然，其作品便可推陈出新，生生不息，洋

溢着生命的气息。 所谓以人情为矩，盖因书法是人情、人品、人生的体

现，表现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书家重修身养性、重自我完善、重

自我超越，其作品自会不同凡响。

我把自己一直以来的思考不断丰富，这里以《书法艺术十日谈》形

式献给大家，以求指正。正所谓：请君闲览十日谈，且恕无忌书道言。自

然为规情为矩，饥来吃食倦来眠。

书道之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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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

斋夜话

我的书法之旅

———书法教育十日谈之一

书法学习断断续续已数年矣。 简言之：少年初识书法之规矩，中年后渐悟书法

之真谛，老来为“书写经典传承文明”的书法教育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小时写字是自己研墨。 在砚台上滴些水，用墨在上面研磨。 研墨讲究的是捏的

紧、转的稳，一圈、两圈……水渐渐变黑、变稠，当墨韵显现时，大致可以写字了。 毛

笔前端插在铜套子里，这样既防止笔毛被损伤，也防止笔上的水或墨污染书包。

先学描红。 描红簿画的是空心字，用虚线指示中锋运行轨迹，一笔怎样起、怎样

行、怎样收，有规定路数。 描红讲究的是一笔到位，正好把空格写满，不能塗描，老师

的口诀“走路不要跑，写字不要描”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但这要练到一定功夫才行。

描红之后是习帖。 帖上的字在米字格上，哪笔哪画在哪个位置看得清楚。 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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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的大字本上也有米字格，字帖上字那一笔写在哪，大字本上那一笔也应在哪，

练的是一个字的结体。 那时的教室简陋，冬天冷，墨汁写着写着就冻住了，一边写，

一边用嘴向砚台哈热气。 最怕的是洗砚台，小沟里的水结了冰，打碎，把砚台放里面

洗，而有的地方需用手才能洗净，风一吹，刀割样的痛。

字写好后交给老师批改，老师会在写得好的字上用红笔画圈，特别好的画两个

圈，本子发下来时，大家赶紧数自己有多少个圈。

我写字的帖是父亲给准备的，给什么学什么。 今天回忆起来，大致学过颜真卿、

柳公权、欧阳询的帖。可见写者无意教者有心。小学高年级时，母亲把写春联任务交

给我了。 这是父母极大的信任， 因为小镇上人都认为春联写的好坏关乎来年的家

运。 于是我跟着父亲学习如何裁纸、如何叠格子，如何起笔，如何落笔。 字是怕上墙

的，因为上墙的字要经得起看和评。 写春联对我促进很大，我先是写家里的，渐渐帮

邻居家写了。

小学毕业时遇到“文化大革命”，一会儿是回家闹“革命”，一会儿是复课闹“革

命”。 以后便是读初中、高中，继而下放农村。 这期间，因字写得相对好些，常抄抄报

纸社论，出出板报、墙报。 我大学读的是师范，毕业后先到中等师范学校教书，转而

到机关工作，都是看重写字的地方，字也不断长进。 大约是 1996 年前后，我开始做

基础教育工作，多出入于学校，许是耳濡目染吧，学习书法意识渐趋明晰，渐渐便有

作品在相关书法刊物发表，渐渐参与教育乃至社会上的书法活动。 我还以“书法 自

然 人生”为题开设讲座，与省内外、中国台湾地区乃至韩国、澳大利亚的大中小学教

师、学生进行交流，教学相长，受益匪浅。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2014 年，安徽省书法

家协会主办“明阳书法展”，展出包括楹联、诗词在内的书法作品 180 幅。 参观者多

书 道 之 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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