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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桃李不言
陈  政

“桃李不言”仿佛谁都知道，下半句“下自成蹊”常常能脱口而出。但据我所知，

似乎没那么简单，特别是禅宗，另有桃言李不言、李言桃不言之说。桃李是同门，是兄弟，

假如我将聂文豪比作桃，而将我自己比作李，那么，这篇文章就是李言桃不言了。

书法的博大精深无须多说，从书体源流上讲，有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

行书、草书；从基本法度上讲，有笔法、字法、章法、墨法；从文化精神上讲，有线

条飞动、笔墨气象、气韵境界、美学高度；从社会功能上讲，有精神提升、心灵陶冶、

艺术交融、文化传承等等。

聂文豪的书法，似乎没有那么复杂。依我看来，他是散文中的曾巩一路，武林中

的林冲一派，说白了，就是他自己没有去天马行空、特立独行，他没有把生命对自然

的渴求转化为笔底风云，却把毕生精力放在了千万人的书法启蒙上，且从容不迫，且

旷日持久。

还用佛家的语言来说话。聂文豪是一个布施者，他义务培养孤儿学习书法，叫作

修建浮屠；他进行书法教学，带出上万学生，叫作广结善缘；他用 30 年时间编著 100

多部书法教学、练习类图书，是有形功德，惠及百万生灵。聂文豪不信佛，却俨然是

高僧大德了。他编的书，总发行量差不多达 200 万册，我初步算了一下，算 5 个人看

过一本，就有上千万人受惠。这上千万人中，一旦出了几个书法大家，那时人家会说，

我是站在聂文豪肩上，才有今天的。

教学，必须强调规矩，不能放纵个人的才情。在“可说”与“不可说”、“可教”与“不

可教”之间，选择的是前者，所以，于教师的褒义词又有“红烛”一说，燃烧的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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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亮的是别人。与教育上的成功相比，这些“红烛”们在创作方面留下的遗憾，是完

全应当谅解的。

聂文豪编的既是民间教学用书，必然就要从民间教育的本体出发。因为教学用，

可称之为教材；因其民间性，可称之为准教材。准教材其实就是选本，所谓“选”，

不外借其他人的作品，寓自己的见解，体现自己的眼光。

30 年过去，我们再来回眸聂文豪的“书法准教材选本”，就会惊奇地发现：他这

些年编著的书籍差不多囊括了中国传统碑帖的精华。与其他学科相比，书法是一个最

不容易被知识化的最率性的领域，而率性之“性”，也就是本体。聂文豪从本体出发

去恩泽大众，是正道，是大器之成，是大匠之门。

正是由于聂文豪如此敬重书法本体，我们才对聂文豪如此敬重。

笔墨文化，似乎在键盘、鼠标逼迫之下渐行渐远，但聂文豪的这本书谱，却让我

们嗅到了中国书法骨子里透出的文化气，看到了许多中国人依旧眷恋笔墨纸砚，看到

了文房四宝仍然是东方文化价值系统中的敏感部位。他们孜孜以求地寻觅着书法世界

的天然律令，他们仍然借助书法，不断地修炼着自己的生命形象。

书法，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必然还是中国的文化指纹。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是指桃树、李树都有芬芳的花朵，甜美的果实。虽然它们

不会说话，但仍能吸引人们到树下来赏花尝果，以至于在树下走出一条小路来。

好了，李说得差不多了，现在让桃来发言吧！我说的桃，就是这本《聂文豪书谱》。

由于这本书的出版，我想象聂文豪走在大街上，一定会有翩然出尘之感。 

（陈政   江西美术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

协会会员，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常务理事，江西省编辑学会副会长，江西省文艺学会美

术评论专业委员会主任，江西省文化名家，南昌大学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全国出

版百名有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2013 年 4 月 1 日夜草

         国家总督学顾问
陶西平      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协会世界联合会副主席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

    聂文豪先生在国家教育方针的指引下，坚持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全面

发展的办学理念，为青少年儿童书法教育的普及与提高，综合素质的形成

与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书法幼苗，赢得了良

好的社会荣誉。

    衷心祝愿聂先生再接再厉，为繁荣我国的传统文化与艺术，促进青少

年的健康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全国青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

    聂文豪先生是著名书法家和书法教育家，多年潜心研习中国书法艺术，

学古汲今，博取众家之长，形成了具有鲜明艺术个性的“聂氏书法”。他

始终如一的执着精神、谦逊严谨的治学态度令人敬佩。20 年前聂文豪先

生创办了“聂氏书法”，在书法艺苑中辛勤耕耘，培养了大批书法艺术人

才，编著了百部书法图书，为祖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普及作出了杰出的贡

献。聂先生还热心致力于公益事业，长期为孤儿义教奉献爱心，表现出一

个艺术家和教育家的高尚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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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王玉池      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书法家协会书法培训中心教授

    文豪先生数十年潜心学问，不求闻达，广涉经典，著作等身，执鞭教坛，弟子万人。其书深深

植根传统之中，古朴大气，隽美雄健，尤擅行草，酣畅淋漓，诚一学者型书家也。

著名文艺评论家
中国文联出版社副总编辑    编审朱辉军  

    源远流长的书法艺术，新时期以来得到了长足发展，书坛一片繁荣兴盛景象。有一些书法家坚

守艺术，不为世俗所动，不为利欲所惑，默默耕耘，踏实探索，使作为国粹之一的书法艺术之精魂，

得以延续并有所革新。

    在南昌，就有这么一位布衣书法家——聂文豪先生。

    我是在一次少年书画活动时无意中结识聂先生的。当时他应友人之约，当场写下一幅“天道酬

勤”的行书，笔力遒劲，洒脱自然，我大觉惊异：此处竟然还隐有这么一位书法大家！使我对这位

其貌不扬、衣着简朴的老先生刮目相看，肃然起敬。

教育部艺术教育司副司长
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杨瑞敏

    普及书艺成绩显著   传承文化贵在育人    

    后来有机会来到南昌，我最迫切的愿望，是看看聂先生更多的书法作品，于是聂先生带我们来

到他的工作室。室虽不大，却有一股清新雅致之气扑面而来。四周是聂先生的各体书法原作，我

一一品味。其中一幅写到：“宋词元曲楚歌赋，唐诗晋字汉文章”。呀！这是我读到的对中国艺术

最简练、也最精到的概括，没有对传统文化的深厚功底，是不可能写得出来的。

   聂先生邀请我也写一幅。我这“野狐禅”在大家面前安敢涂鸦？于是坚辞不就。无奈众人都附

和聂先生，我只好勉力“操刀”。略加思索，我先写了聂先生的前面两句，再“续貂”后两句为：

“江山无限赣水碧，而今但看聂南昌。”字虽不怎么样，但那意思却是发自内心的，而聂先生无疑

也是当之无愧的！

    接着我们去参观聂先生的一个教学点，其实就是他两套住房中的一套。聂先生的办公室，除了

书法作品外，还有不少书籍，大部分都是聂先生编著的，几乎囊括了古代所有书法大家。而那些桌

椅用具呢，都该是上个世纪的了！聂先生就是在这样简陋的环境中，坚持了 20 余年，培养出了一

代又一代书法少年，有的如今已真正成为书法家，并在海外广有影响。

   说这么多具体的事儿，主要是想通过我所有限了解的聂先生的二三事，来说明三个意思：一是

聂先生作为书法家，始终坚持走正路，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去求新，所以他的 110 部书法书籍和

教材，大多经得住历史的检验，至今仍给人以启发和美的享受。他创立的“聂氏书法”更在书坛上

独树一帜。二是聂先生作为教育家，并未拘囿于象牙塔之中，而是与时代、社会、人生保持着密切

的联系，并且二十余年如一日，没用国家一分钱，仅凭一己之力，后来又几乎举全家之力，培养成

千上万名少年成为有用之材，有的学生作品还在对外交流活动中被外国政要收藏，应当说为国家作

出了较大的贡献。三是聂先生作为一位布衣，朴实厚道，从容大度，不受虚名之困，不受利禄之扰，

不仅毫无保留地诚心教导青少年，而且还救助、资助了不少孤儿，是一位真正“大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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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奇绝书画家协会主席
61 项吉尼斯纪录创造者孟书清  

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董事长周  文    

    聂先生的名字叫“文豪”，可以担得起文豪，但更确切地应该叫“书豪”。他编著了 100 多部

书法图书，实属空前，是我们“书界”的大师。他的人品和学识可以归纳为八个字：德高望重，博

大精深。

    作为出版集团董事长，我想谈谈我的一点朴素的感受。我们做出版的，直截了当地说办了一个

出版社，一个出版社能够运作，能够支撑，能够生存，能够发展，能够在业界有一定的影响，靠什

么？要靠很多东西，但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要靠人。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好的编辑，要那

种学有专攻、业有专精、苦心孤诣、孜孜以求的好编辑。再就是要有好的作者，也是要有一批学有

专攻、业有专精、苦心孤诣、孜孜以求的好作者。今天，我们座谈会所围绕的聂文豪先生这个人，

就是兼具这两种人的特质。聂先生30年为我们贡献了100部书法书籍，值得高度关注，认真研究。

江西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曾绍阳

    聂文豪百部书法图书出版座谈会在南昌举行，是江西出版界的一件喜事，我代表省新闻出版局

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座谈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光临座谈会的嘉宾表示衷心的感谢。我谈两

点感受：第一，我觉得聂文豪先生和江西美术出版社近 30 年的合作，出版了一百部书法图书，可

以说是“中外罕见，前无古人”，聂先生和江西美术出版社的合作是出版界的楷模。第二，希望省

里的书法大家，特别是年轻的书法家，应该学习聂先生的品德、精神，后来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

蓝，为江西出版、特别是美术出版，留下一段佳话，创造出新的业绩。 

江西省编辑学会会长
江西省文艺学会会长周榕芳  

    我和聂先生是同时代的人，聂先生的第一本书在江西美术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美术编辑部）

出版，叫《历代名家草字选》。这本书的出版在全社引起了广泛关注，这是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第一本有分量的书法方面的书，1983 年出版，首印三万册，以后又多次重印，有十多万册。现在，

20 多年过去了，聂先生和江西美术出版社合作，出版了 100 余部书法图书。这说明聂先生创作生

命力非常旺盛，这可是出版社的幸运。出版社能拥有这样一个德艺双馨的作者，确确实实是件幸事。

聂先生继续耕耘，继续勤奋，肯定会有更加丰硕的成果奉献给广大读者，并为祖国优秀文化传统的

发扬作出更大的贡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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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美术出版社社长    总编辑陈  政    

    用佛家的话来说，聂老师义务培养孤儿学习书法叫做修建浮屠；进行书法教育，带出上万学生，

叫做广结善缘；30 年编著 100 部图书，叫做无形功德，惠及百万生灵，可以说是得道高僧。他的

图书发行量达到 140 多万册，我们初步算了一下，算 10 个人看一本，就有 1000 多万人受惠。如果

有 10 个聂老师，就有 1 亿多人受惠。如果有 100 个聂老师，我们 10 多亿人都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书

法修养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江西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
余  悦     《江西社会科学》杂志社社长
                  江西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

    衷心感谢聂文豪先生编著了百部书法图书，使非常多的人受益；创办“聂氏书法”，20 年来

培养了大量人才。聂先生 20 年精心育人，30 年出版书法图书，更长的时间钻研书法艺术，这种坚

韧的精神，坚毅的精神，不光对我们图书出版事业，对其他方面同样会产生一种精神力量和感染力。

 《人民日报》时事新闻部主任    记者陈文波    

   近日，著名书法家、书法教育家、聂氏书法创始人聂文豪在南昌举办编著百部书法图书及创办

聂氏书法 20周年庆典。上世纪 80年代，聂文豪与江西美术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历代名家草字选》，

发行量达 10 多万册；20 世纪 90 年代编著《中国古代名碑名帖》系列，被全国许多的教育机构选

为教材。到目前为止，聂氏书法已培养了上万名少儿书法人才，其学员作品被优选获赠日本明仁天

皇；其义教点南昌振山寺孤儿 21 人次自 2006 年至 2008 年参加奥组委、教育部、央视主办的“北

京 2008 全国青少年儿童书画展评活动”北京现场总决赛均获特等奖，连续三届创团体全国第一。

《江西日报》首席记者匡建二    

   著作等身是对学有所长、硕果累累的专家学者的一种赞誉。但对只有高中学历、自学成才的聂

文豪来说，却是当之无愧的。1980年，聂文豪花了三年时间，潜心编著了《历代名家草字选》书稿，

交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由于此书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出版后深受读者的喜爱，市场

反应强烈，重印达 20 余次。近 30 年来，聂文豪致力于教科类书籍的编著工作，先后出版了 100 余

部图书，不仅畅销全国，还远销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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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文联主席李  敏    

   前两天看到《江西日报》宣传聂先生的 100 本书，正好陈政社长又邀请我来参加这个座谈会，

我觉得这是一件大事，很有必要参加。今天，有关单位组织召开这么一个大规模的、高层次的座谈

会，又把北京的客人请来，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聂文豪先生 100 多部书法图书的出版，凝聚

了他的心血，应该说他对我国的书法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值得我们祝贺、赞赏。刚才还听陈政

先生介绍，聂老师的品格非常高尚，这更值得我们学习。我回去以后，要把聂先生的情况向南昌市

的书家作介绍，他的做法，他的品格，我呼吁大家要向聂先生学习，多研究，多出书。

江西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    研究员叶  青    

    平常久闻聂先生大名，但真不知道他的图书在社会上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今天，一进这个门，

第一感觉就是震撼。这一圈作品看过去，每一本都浸透了聂先生的心血，所以，首先要向聂先生表

示祝贺。我觉得聂先生的成功有两点，第一是他的勤奋，第二是他的眼光，这确实是令人敬佩的。

同时，他培养的是年轻人，是孩子。美育是要从孩子抓起的，聂先生抓住了这个根。他今天撒下的

这些种子，一定会开出非常绚烂的花朵，一定会为我们江西书法事业的繁荣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江西省新闻出版局发行处处长朱胜龙    

   聂先生是德艺双馨的艺术家。聂先生写了 100 多本书，不是一般的 100 多本书，是有影响的

100 多本书，有效益的 100 多本书，有品位的 100 多本书，是熏陶下一代性情的 100 多本书，值得

庆贺。聂先生这 100 多本书，是实实在在，产生双效益的。如果我们出的都是这样高质量的书，我

们的图书就有更多的人去购买，图书市场就会繁荣。第二，聂先生和美术出版社的合作是一个范例，

和三代编辑的合作，一直没有动摇。作者和出版社的合作非常重要，作者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读

者是上帝。       

江西美术出版社编审李伍强    

    上世纪 80 年代初，聂文豪老师就开始与我社结缘，至今已走过近 30 年的合作历程，期间与我

社老中青三代编辑联手，共同策划，精心运作，共编著出版书法图书 100 多种。这些书法图书定位

准确，贴近读者，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明显的经济效益。其中有的系列品种理念创新，在全国

书法图书市场引领潮流；有的广受书法爱好者青睐，并被许多书法教育机构定为教材，出版 10 多

年后仍在重印再版。这些书法图书的出版，为我社图书板块建设和书法普及图书位居全国第一作出

了重大贡献。对我来说，每一次和聂老师面谈，都是一次学习和提高的机会，在我的眼里，聂老师

首先是一个和蔼可亲、诚实谦逊的师长，他平易近人，心胸开阔，待人诚恳。同时，我认为他是一

位富有创意、善于合作、勤于编著、乐于奉献的高素质的优秀作者。聂老师还是一个为人低调、不

求闻达、桃李满园的书法教育家。他于上世纪 90年代初创办“聂氏书法”，至今已 20年了。今天，

“聂氏书法”不但名闻国内，而且蜚声海外。难能可贵的是，聂老师善于把他的书法教育成果转化

为出版物，在他编著、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的100多种书法图书里，融注了他的教学智慧和教学理念，

千千万万书法爱好者，通过阅读这些图书，在纸上“书法学校”接受了聂氏书法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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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文联主席李  敏    

   前两天看到《江西日报》宣传聂先生的 100 本书，正好陈政社长又邀请我来参加这个座谈会，

我觉得这是一件大事，很有必要参加。今天，有关单位组织召开这么一个大规模的、高层次的座谈

会，又把北京的客人请来，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聂文豪先生 100 多部书法图书的出版，凝聚

了他的心血，应该说他对我国的书法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值得我们祝贺、赞赏。刚才还听陈政

先生介绍，聂老师的品格非常高尚，这更值得我们学习。我回去以后，要把聂先生的情况向南昌市

的书家作介绍，他的做法，他的品格，我呼吁大家要向聂先生学习，多研究，多出书。

江西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    研究员叶  青    

    平常久闻聂先生大名，但真不知道他的图书在社会上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今天，一进这个门，

第一感觉就是震撼。这一圈作品看过去，每一本都浸透了聂先生的心血，所以，首先要向聂先生表

示祝贺。我觉得聂先生的成功有两点，第一是他的勤奋，第二是他的眼光，这确实是令人敬佩的。

同时，他培养的是年轻人，是孩子。美育是要从孩子抓起的，聂先生抓住了这个根。他今天撒下的

这些种子，一定会开出非常绚烂的花朵，一定会为我们江西书法事业的繁荣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江西省新闻出版局发行处处长朱胜龙    

   聂先生是德艺双馨的艺术家。聂先生写了 100 多本书，不是一般的 100 多本书，是有影响的

100 多本书，有效益的 100 多本书，有品位的 100 多本书，是熏陶下一代性情的 100 多本书，值得

庆贺。聂先生这 100 多本书，是实实在在，产生双效益的。如果我们出的都是这样高质量的书，我

们的图书就有更多的人去购买，图书市场就会繁荣。第二，聂先生和美术出版社的合作是一个范例，

和三代编辑的合作，一直没有动摇。作者和出版社的合作非常重要，作者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读

者是上帝。       

江西美术出版社编审李伍强    

    上世纪 80 年代初，聂文豪老师就开始与我社结缘，至今已走过近 30 年的合作历程，期间与我

社老中青三代编辑联手，共同策划，精心运作，共编著出版书法图书 100 多种。这些书法图书定位

准确，贴近读者，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明显的经济效益。其中有的系列品种理念创新，在全国

书法图书市场引领潮流；有的广受书法爱好者青睐，并被许多书法教育机构定为教材，出版 10 多

年后仍在重印再版。这些书法图书的出版，为我社图书板块建设和书法普及图书位居全国第一作出

了重大贡献。对我来说，每一次和聂老师面谈，都是一次学习和提高的机会，在我的眼里，聂老师

首先是一个和蔼可亲、诚实谦逊的师长，他平易近人，心胸开阔，待人诚恳。同时，我认为他是一

位富有创意、善于合作、勤于编著、乐于奉献的高素质的优秀作者。聂老师还是一个为人低调、不

求闻达、桃李满园的书法教育家。他于上世纪 90年代初创办“聂氏书法”，至今已 20年了。今天，

“聂氏书法”不但名闻国内，而且蜚声海外。难能可贵的是，聂老师善于把他的书法教育成果转化

为出版物，在他编著、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的100多种书法图书里，融注了他的教学智慧和教学理念，

千千万万书法爱好者，通过阅读这些图书，在纸上“书法学校”接受了聂氏书法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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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篆刻家     甲骨文书法家 帅  鼎    

    含英咀华百部图书振铃铎前无古人     播火传薪万名学子谱春秋后有来者

南昌振山寺释耀进

   我们振山寺义教点是以寺院的形式收养教育孤儿。聂老师怀着赤子之心，从 2005 年起进入寺院

和我们走在一起，他以无量的爱心践行着他“厚德载物、以善为本”的生命信仰。在聂老师的教导

下，孩子们在书法技能上取得了可喜进步，多次参加国家级比赛，赴日本、韩国参加国际文化交流

活动。聂老师为孩子们所做的一切不仅是世间善行，更是佛法的布施波罗密。在这里我代表孩子们

向聂老师说一声：谢谢！谢谢您的教导！谢谢您为孩子们所付出的一切！

学员家长
洪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注册会计师余  琴  

    我是学员罗梓铭的妈妈。想说的很多，但最想说的是两个字：感谢！感谢多年来聂老师用辛勤

的汗水和独特的教学方法教书育人，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因此选择聂氏书法是我们家长的明智之

举，而孩子们遇到如此有爱心、有耐心、有责任心的聂老师，则是孩子们的福气！

    学习书法，不仅有益于孩子的身心健康，还能促进孩子养成静心、专注、有毅力的良好品质，

是一项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全面提高学习成绩的好方法。

    愿孩子们带着恩师的嘱托和希望，怀揣着各自的梦想，铭记这段令人难忘、永远值得珍惜的人

生历程。

聂氏书法教师
江西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万小琴  

    我是聂氏书法的教师万小琴。今天，我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代表聂氏书法全体老师，借此机会，

向恩师聂文豪先生表达我们的感恩之情。自 1997 年起我就拜在聂老师门下，是聂老师把我培养成

了一名书法教师。2009年 2月，我的作品有幸入选在香港中央图书馆举办的“中华颂·中国名人·名

校·名师书画展”，并赴港交流。今天，我们聂氏书法已拥有一批像我这样从教十年以上和一批从

教五年以上的教师。我们伴随聂氏书法成长，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更让我们自豪的是，我们

平均年龄仅20岁左右，应该是全国最年轻的书法教师队伍。我们运用由聂老师独创的聂氏教学法，

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的学生，成千上万的家长和同学是共同的见证。我们要永远向聂老师学习，学习

他敬业修德，有教无类；学习他大慈大悲，积德行善；学习他不断进取，勇于创新。能成为聂氏书

法的一员，是我们全体老师的幸福。我们一定会好好把握、珍惜，发扬聂氏书法精神，不辜负聂老

师和社会大众对我们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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