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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出了风格和水平
19日、20日恰逢周末，来自全省的

青少年书法选手在南京会聚一堂。
19日上午8点到10点，江苏青少

年书法大赛决赛阶段第一场硬笔专场
进入比赛阶段。相比软笔，硬笔书法
需要的“装备”不多，选手们按照年龄
和组别，从前到后一排排整齐列座。

孩子们准备的文字有的长达百
字，有的仅数十字，字体有楷书、行书、
隶书以及篆书、行草、草书等，提撇勾
画，运笔布局，心无旁骛。

来自南京的双胞胎选手郑墨子
钧、郑墨子铄，参加了硬笔和软笔两场
比赛，家长侯女士告诉现代快报记者，
俩孩子9岁，上三年级，硬笔软笔都在
学。两个孩子硬笔选的分别是“强国
志”“赤子志”，文本都很长。而在软笔
比赛时，他们选的是对联，比较简短。

硬笔软笔比赛都参加的选手有很
多。来自盐城的潘静雅属于中学组，在
19日的硬笔比赛中，她的作品引起了巡
场的言恭达教授等专家评委的注意，其
行草作品流畅飘逸，几位教授专家啧啧
称赞，她的作品最终获得了特等奖。

在20日的软笔场，“俊眼识才”的
故事继续上演，在小低组（1到2年级）
坐在第一排的胡梓沐下笔不凡，吸引
了言恭达、刘灿铭、夏成满等评委的注
意，孩子写的是草书，字体颇成章法。
问起师承，孩子说是爷爷教的。专家

们赶忙把场外的爷爷请过来，一聊发
现这位爷爷也不简单，不但自己摸索
练习书法，对孙子也是因材施教。最
终，胡梓沐的软笔作品获得特等奖。

投入，就是最好的老师
“这次开了眼界”“下次我还要

来”……现场多位小选手和家长对比
赛很满意。

张妙菡是小中组的硬笔选手，来
自南京江宁。妈妈说，孩子从硬笔练
起，今年已开始练习软笔了，妙菡的哥
哥今年中考，平时也会练习书法。这
次比赛妙菡得了银奖，妈妈说“下次还
要来！”

来自太仓的朱婧萱参加了小高组
的软笔比赛，孩子母亲说她平时很喜
欢书法。放暑假后，她还潜心写了一
幅《爱莲说》卷轴，准备作为礼物送给
老师。这一次，朱婧萱也拿到了银奖。

来自南京的陈泓元小朋友马上就上
四年级了，他的作品也引起了评委们的
注意。大家发现他在写大字时用的是右
手，落款小字时用的却是左手。原来他
写硬笔时用左手，写软笔时用右手，听得
大人们啧啧称奇。孩子的奶奶说，小泓
元还自己摸索着写汉篆，平时很喜欢古
体字，也很喜欢国画。

在硬笔书法比赛中，无锡的圆通书
画苑成绩耀眼：一共19个孩子参赛，小
低组拿了两个特等奖，小中组拿了4个
特等奖，此外还有多个金奖。这些孩子

竟然都是书法老师周浩一个人带的！周
浩告诉现代快报记者，她是中国硬笔书
法协会会员，之前在机构教过一年，后来
因为自己的孩子要上学，就在家附近开
了自己的工作室，她的学员基本都是家
长口口相传介绍来的。

反复比对，专家评委全心投入
这次江苏青少年书法大赛专家评

委团星光熠熠，软笔组由第五、第六届
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教育书
画协会名誉会长兼全国高等书法教育
分会会长言恭达教授领衔，江苏省书
协副主席李啸、刘灿铭、黄正明、谢少
承，以及省教育书协副会长夏成满担
纲评委；硬笔组则由原中国硬笔书法
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硬笔书法家协
会终身名誉主席汪寅生，江苏省硬笔
书法家协会主席吴勇、秘书长朱凯、副
主席孙大权等领衔。

评委们仔细看、反复比，确保不埋
没一件好作品，不辜负一个好苗子。
在硬笔作品评选阶段，评委们先做加
法，对不太拿得准的作品先放到上一
等级，然后再做减法，逐一筛选。有时
候还要把两三份作品放在一起比对，
确保每一件作品精准“落位”。

而到了软笔作品评选，就成了“拼
步数”大赛，因为每一轮筛选，评委们
都是一排排座位走下来，一件件作品
反复看，特等奖敲定后，还要选金奖、
银奖，每一次都是要走一大圈。

7月 19日和 20日，承载着无数热爱
书法的青少年的期望，展示能力、互相学
习进而开阔其眼界的江苏青少年书法大
赛，在南京城东的白金汉爵大酒店成功
举行。千余名青少年以“书”会友，全身心
投入其中——文气笔法抒发胸中丘壑，心
性精进应有翰墨飘香。此次比赛由江苏
省硬笔书法家协会指导，江苏凤凰出版传
媒集团、江苏省教育书法协会主办，江苏
凤凰新华书店集团、现代快报承办，千余
名中小学生参加，比赛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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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恭达：参赛选手的水平逐年提高

参赛选手的水平正在逐年提高，
“他们握笔比较稳，书写的时候基本都
不怯场，我站在他们面前看，他们也照
常写，发挥得特别稳，这很好。”

第一是要学会挑选毛笔，很多参赛
选手偏爱用非常细小的毛笔，但所写的
字与笔并不搭配。第二是选手的书写姿
势、握笔方法需要规范，“有的拿笔太靠
下了，握笔的方法也不对，这个需要老师
和家长去督促。一旦养成了不正确的写
字习惯，会影响孩子以后的学习和发
挥。”第三是关于书写内容，言恭达希望
书法老师们能够给选手进行同步训练，
让他们不要仅仅依葫芦画瓢，而是培养
起对字的理解，形成自己的风格和感悟。

●吴勇：江苏青少年书法大赛具有标
杆性和示范性

相较往年，今年的硬笔书法大赛
规模更大。而且越来越多优秀的选手
脱颖而出，特别是有相当数量的选手
年龄虽小，但都能写得一手好字。

去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中小学规范汉字书写教育的通
知》出台，社会各界对硬笔书法教育也
越来越重视，所以学习硬笔书法已经
成为刚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江苏青
少年书法大赛具有标杆性和示范性。

从竞赛角度来看，硬笔书法更加注
重技法层面的纯熟和提升，虽然也基于
实用的需要，但同时也要与审美、书法艺
术相结合，才能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汪寅生：书法对孩子们的心理素质
培养有促进作用

感觉来参赛的孩子们写字很稳，书
写很到位，这表明他们的心理素质很好，
这是个很突出的特点。很多孩子现场写
了两三百字的楷书，写到最后也没有潦
草、没有错别字，从这里能看出孩子们心
静、手稳，表明“书法对孩子们的心理素
质培养有促进作用”。

●李啸：学习书法不光是掌握技能，更
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孩子们对古代经典法帖的取舍在不

断深入，比如第一天虽然是硬笔书法，除
了写颜真卿、柳公权，也看到有孩子在写
晋人小楷、文徵明小楷，甚至赵孟頫、魏
碑。选手们认真、专注于书法的态度令
李啸尤为感动。“小朋友学习书法不仅是
掌握一种技能、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
传承，更多的是学会专注于一件事。”“只
有写的人多了，中国书法才能一代代地
传承下去，未来才会涌现越来越多的名
家、大家，所以我衷心希望江苏青少年书
法大赛能够长期办下去。”

●刘灿铭：书法对孩子的素质品性提
升有很大促进作用

参赛孩子们的书法认知和基本功
都比较扎实，一些孩子对线条、结构的
把握和稳定性方面，有些成年人也未
必达得到。书法是传统文化传承的重
要方面，其蕴含的爱国主义情感、文化
涵养等，对于孩子的素质品性提升有
很大促进作用。有些孩子在笔法、结
构、章法乃至墨法上都有掌握，通过锻
炼提高，还会对其审美修养带来提升，
更能发现生活中美好的事物。

评委心声：欣赏、欣慰，心潮澎湃

在这里看到中国书法的“后浪”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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