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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春，书法教授，2012-2013年首都师范大学访问学者，师从著名书法教育家欧

阳中石。现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红色经典艺术教育（遵义师范学院）示范基地主任，

学术带头人，教学督导，贵州省教师系列书法正高职称评审专家。曾任中国硬笔书法

协会常务理事；贵州省硬笔书法协会副主席；遵义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从事大学书法教学近30年，发表作品和论文30余篇，已出版专著三部。1989年书

法作品入选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展览；1995年应邀赴北京军区某部讲学并举办个人书法

作品展；2005年书法科研论文获贵州省教育厅一等奖；2006年书法科研论文获国家教

育部三等奖；2008年获贵州省第七届高等教育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2008年被中国硬

笔书法协会授予“全国优秀中青年硬笔书法家”荣誉称号；2009年获贵州省语言文字

工作委员会颁发的“优秀指导教师”奖；2010年获教育部和中国书法家协会颁发的

“优秀指导教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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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建春兄新作《硬笔书长征诗歌选》问世，嘱我作序，认真拜读之后，既

为之振奋欣喜，又觉感慨良多。兄平日里待人谦和，做事认真，业务能力强，大受同

事、学生的敬重；“追梦人”是他的代名词，勤奋刻苦，临池不辍，是他的真实写

照。物理学专业出身，若不是因缘际会，与书法结下了缘，并醉心于此二十余载，想

必他的人生又是另一番光景。这位德艺双馨的追梦者，是我们共同学习的楷模，令人

钦佩。

字以言志，笔以抒怀。建春兄对传统文化尤其是书法艺术常怀敬畏与悲悯之心，

而作为在红色革命圣地遵义成长起来的“60后”，深受红色文化的滋养和熏陶，又使

他能自觉地将红色文化融入书法之中，从而达到艺术与思想的完美契合。建春兄诸体

兼擅，即将付梓的《硬笔书长征诗歌选》，即兼有篆、隶、草、行、楷五种书体，书

写内容则选自李安葆所编《长征诗歌选》，涵盖了革命领袖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

诗歌，是典型的红色文化硬笔书法作品集。本书凝聚了建春兄多年的汗水与心血，极

具艺术美感与红色内质，是硬笔书法创作的成功范例。

王国维曾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我想，书法亦然。硬笔书法，承袭自殷商甲

骨、秦汉简牍，脱胎于魏晋、唐宋、明清毛笔书法，符合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模式，

使用价值与艺术价值兼长并美，20世纪80年代蔚为大观，成为艺苑中的一朵奇葩。红

色文化传承方式多种多样，建春兄发挥专长，独辟蹊径，采用以笔书红色，以笔载精

神的方式，弘扬长征精神与革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激励青年学子学习、发扬书法

艺术与红色文化，使二者交融发展，互荣共进，其意义与价值自然是不言而喻的。而

可以断言的是，以建春兄孜孜以求的艺术追求，和与日俱进的人生境界，在不久的将

来，技进于道，定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嘉惠后学，光大书苑。

是为序。    

　　　　　　　　　　　　　　　　　　　　　　

　　　　　　　　　　　　　　　　　　　　　　 丁酉立冬洪涛识于新蒲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005

长
征
诗
歌
选

/

释
文

前言

红色经典内容一直是我们这个社会歌颂的主题。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一代一

代人就是伴随着这个主题成长起来的，对各种形式的红色经典教育内容都有很深的感

情。作为红色之校的遵义师范学院，具有“教育部重点人文社科基地——中国共产党

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红色经典艺术教育示范基地和

红色文化研究中心这三大红色研究平台，为教师挖掘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和研究红色

经典文化和艺术提供了有力支撑。

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历史与革命精神研究的意义重大，高等学校是革命传统教育宣

传的主要阵地。为了进一步加强大学生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引导大学生学红色

经典，爱红色经典，懂红色经典，不断提高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这些都是非常重要

的内容。广大教师也应该积极参与红色革命精神、红色经典文化和红色经典艺术的研

究。

2010年我从美术学院调到学校“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红色经典艺术教育示范基

地”工作后，除了组织教师参加红色经典艺术教育相关课题研究以外，自己也在认真

思考如何进行红色经典艺术的研究。开始尝试在《草书》课堂教学中融入毛泽东草书

艺术等内容，课余又积极创作革命领袖诗词的书法作品,参加展览和发表。去年创作了

《草书红色经典诗词选》其中有182幅草书作品,由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今年创作这

本《硬笔书长征诗歌选》也是学校“教育部重点人文社科基地——中国共产党革命精

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2016年的课题，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红色经典艺术教育（遵

义师范学院）示范基地2016年规划课题。我采用楷、行、隶、草、篆五种书体来进行

硬笔书法创作，也是一种新的艺术探索。

书中创作的160幅硬笔书法作品，既有革命领袖毛泽东的诗词，又有老一辈革命家

的诗歌。这些长征诗歌，内涵丰富，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

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辛，也懂得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

活来之不易,更感到我们必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作这些长征诗歌对我也是一

个难得的再学习的过程。我也希望这本《硬笔书长征诗歌选》出版后，不但对同学们

学习硬笔书法有一定的帮助，还能把学生引入学习长征诗歌，重温优良传统和中国共

产党革命精神中。

书法是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高校大学生除了学好专业知识外，更应该学习我国

优秀的传统文化，学习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今后才能大有作为。

                               

　　　　　　　　　　　　　　　　　　　　　　　　　　　　 李建春

　　　　　　　　　　　　　　　　　　　　　　　　　　  2018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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