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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艺术简历
杨春，字秀发，1971 年生于河北邱县。2009 年 7 月毕业于

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篆刻专业，获硕士学位（导师王冬龄教授），

硕士毕业论文《怀素及其书学》获“中国美术学院优秀博士、

硕士学位论文奖”。现为河北师范大学书法学专业讲师、中国

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书法、

篆刻与国画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大展，并分别于上海、石家庄两

次举办个展，专业报刊和媒体多次刊登其专题介绍、研究论文

和书画篆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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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
临
摹
教
学
过
程
中
，
经
常
会
碰
到
学
生
面
对
经
典
碑
帖
中
残
破
漫
漶
的
字
和
笔
画
而
不
知
所
从
、
无
从
下
笔
的
尴
尬
局
面
，
这
时
，
我
就
不
得
不
一
遍
遍
重
复
地
示
范
给
不
断
求
助
的
每
个
同
学
，

力
图
还
原
每
个
字
的
原
貌
。
即
便
是
字
帖
中
相
对
清
晰
的
字
，
也
会
因
长
期
的
风
蚀
和
过
多
的
捶
拓
而
致
笔
画
变
细
、
变
糊
或
趋
于
僵
直
，
以
致
误
导
初
学
者
。
所
以
米
芾
说
『
石
刻
不
可
学
。
但
自
书
使

人
刻
之
，
已
非
己
书
，
必
须
真
迹
观
之
，
乃
得
趣
』
，
他
这
句
话
是
颇
有
道
理
的
。
尤
其
是
南
北
朝
时
期
的
很
多
碑
刻
，
刻
工
技
术
粗
劣
，
或
态
度
不
认
真
，
致
使
刀
锋
篡
改
或
掩
盖
了
笔
锋
，
圆
笔
多
成

了
方
笔
，
曲
笔
多
成
了
直
笔
，
刻
后
字
迹
与
书
家
原
迹
相
差
甚
远
。
初
学
者
如
果
不
能
识
别
，
错
把
刀
锋
作
笔
锋
来
刻
意
描
画
，
就
会
谬
以
千
里
、
误
入
歧
途
。
这
也
是
启
功
『
透
过
刀
锋
看
笔
锋
』
之
论

的
良
苦
用
心
所
在
。

至
于
唐
代
的
欧
阳
询
、
虞
世
南
、
褚
遂
良
、
颜
真
卿
、
柳
公
权
等
人
，
在
当
时
多
是
朝
中
重
臣
，
也
是
声
名
显
赫
的
书
法
大
家
，
能
请
得
动
他
们
书
碑
立
传
的
人
，
也
多
是
豪
门
权
贵
。
因
此
，
他
们

的
书
碑
所
选
用
的
石
料
较
为
精
良
，
请
的
刻
工
也
多
是
当
时
一
流
高
手
，
如
褚
遂
良
《
雁
塔
圣
教
序
》
的
刻
工
万
文
韶
就
是
当
时
的
顶
尖
刻
手
，
所
以
能
比
较
细
致
地
传
达
出
褚
遂
良
原
迹
的
笔
意
。
但
即

便
如
此
，
书
家
原
迹
精
微
、
超
妙
的
笔
意
、
墨
韵
和
神
采
，
也
不
能
全
部
表
达
出
来
。
对
于
像
怀
仁
和
尚
《
集
王
羲
之
圣
教
序
》
这
样
的
行
书
刻
帖
则
尤
其
如
此
，
原
迹
行
笔
过
程
中
的
一
波
三
折
与
细
微

的
提
按
变
化
会
在
刻
后
减
弱
，
细
如
毫
发
的
牵
丝
连
带
很
难
全
部
刻
出
来
，
即
便
刻
工
刻
得
出
来
，
拓
工
拓
墨
时
也
容
易
拓
糊
。
到
了
颜
真
卿
、
柳
公
权
时
代
，
刻
工
技
术
较
之
欧
、
虞
、
褚
时
似
已
有
所

下
降
，
米
芾
就
曾
批
评
颜
真
卿
的
书
碑
『
每
使
家
僮
刻
字
，
故
会
主
人
意
，
修
改
波
撇
，
致
大
失
真
』
，
其
《
大
字
麻
姑
仙
坛
记
》
中
的
捺
脚
尤
为
明
显
，
而
柳
公
权
的
《
玄
秘
塔
碑
》
很
多
笔
画
的
起
笔

也
被
刻
得
过
于
方
整
。
更
何
况
他
们
的
诸
多
碑
刻
又
经
历
了
一
千
多
年
的
风
雨
剥
蚀
，
都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残
破
缺
损
。
所
以
，
对
于
初
学
者
来
说
，
学
习
碑
刻
书
法
和
刻
帖
就
有
很
大
的
困
难
和
风
险
，
学

的
不
好
，
或
过
于
枯
瘠
僵
硬
，
或
过
于
软
肥
无
骨
，
而
这
些
作
品
又
是
书
法
史
上
的
巅
峰
之
作
，
是
绕
不
过
去
的
经
典
。

有
鉴
于
此
，
我
在
想
，
何
不
把
大
家
常
用
而
又
残
损
较
多
的
部
分
古
代
经
典
碑
帖
各
通
临
一
遍
并
付
梓
刊
行
，
让
大
家
看
到
笔
法
清
晰
、
墨
韵
十
足
而
又
兼
备
形
神
的
碑
帖
样
式
，
以
供
更
多
的
书
法

爱
好
者
参
考
和
学
习
之
用
呢
？
于
是
，
笔
者
不
揣
浅
陋
，
在
几
位
学
生
的
协
助
下
，
从
二○

一
三
年
的
暑
假
开
始
着
手
这
项
工
作
，
并
得
到
河
北
美
术
出
版
社
的
大
力
支
持
，
以
把
所
临
古
代
碑
帖
陆
续
出

版
发
行
。 

如
果
能
给
学
书
者
带
来
些
许
便
利
，
就
是
给
笔
者
的
莫
大
鼓
舞
了
。

                                  

                                                                                                                                                                                                                

杨
春
于
杭
州
依
翠
山
房

                                                                                                                                                                                                             

二○

一
四
年
四
月
一○

日



1

大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制    

三
藏
圣
教



2

序    

盖
闻
二
仪
有
象    

显
覆
载
以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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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    

四
时
无
形    

潜
寒
暑
以
化
物    

是



4

以
窥
天
鉴
地    

庸
愚
皆
识
其
端    

明



5

阴
洞
阳    

贤
哲
罕
穷
其
数    

然
而
天



6

地
苞
乎
阴
阳
而
易
识
者    

以
其
有



7

象
也    

阴
阳
处
乎
天
地
而
难
穷
者



8

以
其
无
形
也    

故
知
象
显
可
征    

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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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愚
不
惑    

形
潜
莫
睹    

在
智
犹
迷    

况



10

乎
佛
道
崇
虚    

乘
幽
控
寂    

弘
济
万



11

品    

典
御
十
方    

举
威
灵
而
无
上    

抑



12

神
力
而
无
下    

大
之
则
弥
于
宇
宙



13

细
之
则
摄
于
毫
厘    

无
灭
无
生    

历



14

千
劫
而
不
古    

若
隐
若
显    

运
百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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