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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标准草书（简称
“标草”）学社高级社员、徐州
市书协名誉主席李鸿民的书法
著作、读书笔记，以及别人对其
书法的评论，可以发现，他的书
法追求丰富多彩，难能可贵，耐
人寻味。清代书画家张式在
《画 坛》中 写 道 ：“ 书 画 以 养
心”。书法艺术集诗词文赋、笔
情墨趣于一体，是生活审美化
的产物，它可以承载科学真理，
具有认知功能；承载法则规范，
具有教化功能；促进文化认同，
具有凝聚功能；陶冶气节情操，
具有调适功能。李鸿民长期担
任党政要职，深刻认识书法的
意识形态本质，高度重视发挥
其养心济世功能。1994 年，他
在《话说文化节》中写道：“人
们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
会主义精神从哪里来？弘扬祖
国的民族文化，将会起到潜移
默化的作用。”2019年，他作为
被中组部表彰的全国离退休干
部先进个人，在接受采访时动
情地说：“传承和传播优秀传统
文化，是我们离退休老同志义
不容辞的责任。”他倡导建立的
书画室每逢周五活动日，人满
为患，其中不少是求字者，他是

“求者不拒”。他在读书笔记中
写道：这“也是个弘扬民族文
化，传播正能量的良好机会，苦
中有乐，何乐不为？”记者陈作
顺在其《秦彭人物集》中写道：
李鸿民一直“将导人向学、导人
向善、导人向上，作为社会责
任。他为人写不完的字，撰不
完的文，作不完的序。”为了养
心济世，李鸿民的书法创作自
觉坚持：修养性。书写的内容
皆是我国民族文化、革命文化
和建设文化的精华，皆具有认
知、教化、凝聚和调适功能。淮
阴一医生，苦于读小学的儿子
不认真学习，求字勉励。他题
一小方：“学无止境，不耻下
问”，李医生装成镜框，悬于儿
子的床头。后来其子学有上
进，考入重点中学，毕业于南
航。其子结婚时，他已回到徐
州，这位医生特邀他赴淮参加
婚礼，成一时佳话。淮阴市一
位作家初任文联领导，他赠送
的书法作品是“任重道远，惕励
以进”；这位作家苦于写作、为
内耗所扰时，他赠送的书法作
品是李白的《将进酒》。2006
年，徐州市政协在一个企业举
行笔会，该企业董事长请他为
自家大厅写一副字，并早已想
好了内容，但李鸿民觉得当今
企业家最需要强调的是讲究公
德，依法经营，并没有按照董事
长的意愿写，而是写了“诚信”
二字，并附有俊秀小字：“诚信
者乃创业之源、立业之基、固业
之本、处世之道也”。围观者纷
纷点头，表示赞许。广泛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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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民，字乐农，丰县走出
的作家、书法家。1949 年任华
山县梁寨区文书，1953 年调至
徐州专员公署，曾任沛县县委
书记，1984 年起任淮阴市委常
委、组织部长、淮阴市委副书记
兼市委秘书长。1991 年调回徐
州，任市政协副主席。著有《徐
淮唱和》、《流逝的记忆》等。

追求更广泛地传播作品，感化世人。
有人根据他志在养心、平易近人、有求
必应、主动赠送、一律免费、比较长寿
等因素综合推算，认为他是当代书法
名家中作品较多的。仅是淮阴离任期
间，就为当地求字者写了四、五百幅。
2009年春天回故乡，一位来自青岛的
青年恳求墨宝。虽然素不相识，但他
欣然答应。回徐州的第二天，他如约
写好，立即寄出。这位青年连声道谢，
激动不已。

名师指教掌握文字书写规律，是
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由浅层本质到深
层本质逐步深化的过程。借鉴前人的

经验，请名师指点，可以少走弯路，缩
短认识过程。名师越是高明，其经验
越是宝贵。书圣王羲之也曾遍访名
家，何况常人？李鸿民通过主动结识，
虚心求教，与一批书法名师建立了深
厚友谊，开通了交流渠道。例如：
1984年与山西省政府誉为“人民艺术
家”的朱焰结识，此后书信相通，多次
登门；1984年与书法理论家冯亦吾结
识，之后 17 载鱼雁传书，往来不断；
1986 年与曾任中国书协常务理事、
《中国书法》杂志主编的谢冰岩结识，
此后 20 年书信不断，多次登门；在淮
阴工作期间与全国书法大赛金奖获得
者、淮阴市书协主席戚庆隆经常联系；
将淮阴书画院“标草”名家刘田依视为
进入“标草”殿堂的引荐人，连续五
载，请教不断；调回徐州后，还曾与张
权一起专程赴宁，拜访中国“标草”学
社社长胡公石，胡先生亲自提名推荐
他为“标草”学社高级社员，他则视其
为“一日之师”。他向名家讨教，总能
找到可学之处。他在《一座不朽的丰
碑——记谢冰岩先生》中写道：“谢老
的书法苍劲有力，气势灵动。”他在
《为<丰县日报>题写报头的书法家戚
庆隆》中写道：“戚庆隆的作品，每一
个点画，即使细如纤毫，小似黍米，亦
有精彩的表现，不见浮滑之痕迹，其治
书态度之严谨，令人击节称道。”他在
《我与冯亦吾先生》中写道：欣赏冯亦
吾的书法艺术，“被那刚柔相济、端正
俊逸、潇洒自若、守法而不拘成规的独
特风格所吸引。”他在《我与标准草
书》中写道：“胡公石的真知灼见，为
我指点迷津”。他在《闲吟集·序》中
写道：“得到名师的指教，似乎都有如
沐春风的感觉。”他的书法交流不限派
别，兼蓄并收。例如：2006年，他应一
家企业邀请，远赴海南，与中国书协副
主席吴东民，海南省书协名誉主席王
法章，书协副主席杨毅，青年书协副主
席李运全，书协顾问韩秀仪女士等同
台挥毫，切磋技艺；2007年，他应北京
名人书画院邀请，远赴韩国釜山市，同
北京、江西、河南、山东、釜山等地的
书法家一同举办书展，交流书艺；
2011 年，他应乌海市邀请，远赴内蒙
古自治区，与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书法家一起参加“当代国际书法艺
术高端论坛”和“书画笔会”；这均是
与不同流派和风格的书法家交流，大
大开阔了眼界，深化了对书艺的认知。

神融笔畅明代书法理论家项穆在
《书法雅言》中写道：“资学兼长，神融
笔畅”，意思是说天资和学力皆好，才
能神思协调，笔墨流畅。高明的书法
家不仅品德高尚、学养深厚，而且在笔
墨实践上狠下苦功，熟练掌握书法的
法度。不然，即使人品和学养皆好也
不可能成为书法家。李鸿民的书艺不
是天生異稟，生而有之，而是苦练生
巧、巧而入神。他在《我与“标准草
书”》中写道：练习书法“要有‘滴水穿
石，功在不舍’的学习精神”，要“日积
月累，持之以恒”。他祖居丰县东南小
李寨，在宗族上与清代状元李蟠、兵部
尚书李卫、民国督军李厚基属于同一
家族，向有“忠厚传家，诗书继世”的
传统。读私塾时，他就跟四叔李如棠、
晚清秀才李庭干学习书法，练就“童子
功”。成为国家公务员之后，起草文

件、书写信函，仍然多用毛笔。担任
中共淮阴市委组织部长、副书记期
间，虽然公务繁忙，压力较大，依然把
练习书法作为日常功课，每晚两个小
时，经年不辍。离休之后，顿感轻松，
读书写字，其乐无穷。2020年非典肺
炎病毒爆发，许多人心情紧张，寝食
不安，而他虽年近九旬，却泰然自若，
每天凝神静气，如对至尊，写 10 张报
纸，80个大字，借以达其性情，畅其心
境，竟然感到达到自由忘我的境界，
又有新的进步。他写字，不择纸笔，
不待时令，而能信手成体。淮阴市原
文联主席、诗人赵恺在《人生在丛林

中穿行》中写道：“鸿民同志酷爱书法
且颇具功力”。山东济宁市金乡县中
学教师吴淑荣在《一点浩然气 千里
快哉风》网文中写道：李鸿民作书，

“笔法娴熟，灵动多姿；结体秀美，意
韵流畅；线条韧性十足，牵人心魄；章
法严谨，用墨淡然。观其字，如太极
长者，徐则左顾右盼、进退自如；疾则
游龙戏水，翻卷腾空，似闻笔毫舔纸，
霎霎风响。”他先后被推选为淮阴市
和徐州市书协名誉主席。其书法作品
多次获国家级奖，送日本、韩国、中国
台湾等地展出，编入数十部书画集，
被中南海所收藏。曾书写广西某大学
教授为联合国人口日撰写的超长卷

“世界和平赋”。
骨丰肉润南朝齐国书法家王僧虔

在《笔意赞》中写道：字要“骨丰肉润，
入妙通灵。”意思是说，字体骨要丰
满，肉要滋润，这样才能达于妙境，通
于神灵。这是对力度概念的科学规
定，形象描述。字同人一样，只有血
浓骨健，筋藏肉洁，形态才会飞动、活
跃、遒劲、奔逸。李鸿民作书，坚持从
两个方面强化力度：一是巧妙用笔。
在诸多笔法论述中，往往强调以中锋
为主。李鸿民认为，用笔不要一味追
求中锋，只要好写好看，中锋、侧缝、
回锋都可以使用。二是凝心聚力。即
精神振奋，心情舒畅，心思专一，手腕
用力。他在《徐州市离休干部书画展
题言》中写道：“书法像一个健全的人
——遵法、健康、漂亮。……写字画画
必须心静，不可有浮躁情绪。”他在
《我与“标准草书”》中写道：“在创作
的过程中，我时刻这样告诫自己：落
笔要重，行笔要匀，收笔要稳，结字要
准。力求在‘谨守法度，追求力度，展
现神韵’上多下功夫。”2020 年 6 月，
他对笔者说：“在用墨上，我不主张走
极端，而主张有轻有重，浓淡相宜。”
他的书法作品的力度，得到书法家的
认可。北京故宫博物院顾问、书画家
徐伯璞，自幼喜欢字画。在他晚年，
客厅里悬挂着李鸿民在他 90 寿辰写
给他的贺词：“以诚待人者真，以德动
人者善，以艺感人者美。”2011 年 3
月，中国作协会员、一级编剧、书画家
澄兰女士拜访徐伯璞时，特别欣赏这
个贺词。她在《政声人去后 民意闲
言中》中评价道：“其墨色丰腴，浓淡
相宜；线条优美潇洒，笔划跳动飞扬；
体态舒展飘逸，行笔而疾；疏密匀称，
错落有致。”冯亦吾在给李鸿民的两
封信中，赞扬他书写的“苏洵论项羽”

“笔力熟练”，赞扬他书写的《沛县文
史资料》封面“潇洒流畅”。冯亦吾
1987 年底编辑出版的《长城诗书画
册》，只选少数名家的作品，李鸿民的
书法作品得以入选。

神韵夺人善写字者，必求神韵（也
称气韵）。晚清文艺理论家刘熙载在
《气概·书概》中写道：“学书通于学
仙，练神最上”。书法的神韵表现为四
个方面：一是自然而然，不加雕饰；二
是栩栩如生，生气勃勃；三是寓于情
怀，感人肺腑；四是余味无穷，引发想
象。书法的动态美、静态美、阳刚美、

阴柔美，或用笔美、结构美、章法美、意
境美，都离不开神韵。李鸿民一贯追求
法度、力度与神韵的统一。据《于右任
传记》记载，别人询问写字的要领，于
先生答道：“顺乎自然”。于先生说：

“我写字没有任何禁忌，纸笔，展纸，坐
法，一切顺乎自然。”“一个人的字只要
自然与熟练，不去故求美观，也就会自
然美观的。”李鸿民把这些话用红线标
出，表示赞成。他在读书笔记里还写
道：于右任写字“出神入化，只有自我，
完成了‘书法自然’的最高境界！”“绚
烂之极，仍归自然。”“愈来愈体会到，
写字，尤其是写草书，能到忘帖、忘师、
忘祖，只有章法（包括布局）、笔法、墨
法上自由驰骋，挥洒自如，以致忘我的
境界，才能成功。于先生在这条道路上
走得很好，堪为人师。”自己“在苦苦追
求这条自然、自由之路”。他在《我与
标准草书”》中写道：“草书的灵魂，在
于一个‘活’字，不‘活’则无神。”他在
《徐州市离休干部书画展题言》中写
道：神韵“主要靠作者的悟性与发挥。”
他在《为<丰县日报>题写报头的书法
家戚庆隆》中写道：戚庆隆的书法“结
体随体赋形，笔划粗细、长短搭配巧妙
多变，形体端庄而活泼。章法多参差错
落，点画之间顾盼生情，一扫楷书的僵
直呆板之气。”他在《红军艺术家朱焰》
和《拜访朱焰》中写道：朱焰的书法实
现 了“ 法 度、力 度 和 神 韵 的 巧 妙 结
合”。“每欣赏一次他的作品，总有一种
回味无穷的感觉。”他的书法，神韵夺
人。程大利在《流逝的记忆·序》中写
道：他“字写得从容大气，不见丝毫做
作，大朴不雕直如清水芙蓉，表现出的
是浓郁的书卷气息和沉静心态。”文史
学者、文艺评论家田秉锷在《“标准草
书”李鸿民》中写道：他的“标草”在笔
意神髓上呼应了于右任的潇洒自如，已
经进入“自在逍遥之境”。

守正求奇所谓“守正”，就是继承
传统，遵守法度；所谓“求奇”，就是追
求创新，保持个性。前人提出的法度，
是真理性认识，书写规律的反映，遵守
它作书就美，违背它作书就丑。前人
提出的法度虽然具有真理性，但是并
没有穷尽真理，并没有封杀后世作者
自由抒怀的空间。时代在变化，条件
在变化，心态也在变化，后人还需要进
一步总结书写规律，更自由地抒发个
人情怀。书法的最高境界不是把字写
得同古人一模一样，毫无二致，而是达
到“法”与“化”的高度统一，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李鸿民一直坚持辩证思
考，渴望守正求奇。他坚决反对抛弃
法度，追求“丑狂怪”。他在读书笔记
中写道：“君不见，有些书法同仁，写了
一辈子字，基础很好，也有了名气，最
后误入迷途，走上写丑书、狂书、怪书
的歧途，悲哉！”同时，他又主张张扬个
性、开拓创新。1990 年，他在《我与冯
亦吾先生》中深情地写道：我被冯亦吾
书法“守法而不拘成规的独特风格所
吸引”。他在读书笔记上写道：“写好
标准草书，要学会在不变中求变，把功
夫放在思考上。不变是‘法度’，即字
体，能变的是力度，笔法，墨法和神
韵。所以，看似简单实则不然，要有自
己的创新，自己风格。”“学书之诀，择
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不作
书奴。于右任、毛泽东都是我们的好
榜样。临兰亭千遍，连错字（甚至作者
钩 去 的）也临，那是书“奴”，不得其
要！”例如“氣”字，按照“标草”的写法，
其下部明显左偏，而他却不让它左偏；
这既不违反“标草”的法度，又实现了
美化。台湾著名美学教授、专栏作家
孙旗在《读李著<诗词三十二首>》中
写道：“鸿民先生的书法，虽然初学‘于
书’，由于情性类似，今则塑就其个人
风格，亦即由‘似’而‘不似’”。——肯
定其赋有个性。

“标草”流行在悠久
的草书历史中虽

然出现了许多精品，但是一直缺乏统一
的规范，科学的规则；相同的字往往写
法各异，难于辨识。为了“广草书于天
下，以求制作便利，尽文化之功能，节
省全体国民之时间”（于右任语），于右
任和他创立的标准草书社按照“易识，
易写，准确，美丽”的原则，对古代草书
法帖上每一字的结构比较分析，确定了
87个代表符号，384个部首，编撰了《标
准草书范本千字文》和《标准草书字
汇》，使草书由难而易，由分歧而归于
统一。李鸿民深信，“标草”集历代草
书之大成，深化了对草书撰写规律的认
识，为草书爱好者提供了一个简便、省
时的学习捷径，对我国书法文化的发展
具有重大意义。他在读书笔记中写道：
于书胎息于二王、怀素，“简洁质朴，潇
洒脱俗，为后人学草书提供了最佳途
径。”他后半生一直把推行“标草”作为
自己的事业，终生不渝。他坚持三点：
一是广泛宣传“标草”的本质和优点。
不仅口头宣传，而且撰文宣传。他撰写
的《我与标准草书》先后被《书法导报》
《人民政协报》《书法杂志》（澳门）以及
台湾的刊物所转载。他撰写的《再论标
准草书——<张权书法集>序》也随着
《张权书法集》而广泛传播。二是大力
创作和传播“标草”作品，通过事实扩
大其影响。他后期的书法作品主要是

“标草”。三是建立基地，推进交流。
他倡导在徐州市政协委员活动中心和
老干部活动中心建立书画室，十多年
来，该室常常高朋满座，济济一堂。在
他的影响下，丰县梁寨镇创建了“春蚕
社”，老干部活动中心把该社作为联络
点，经常自带纸笔，到该社活动。由于
联系密切，相互促进，徐州市有十多位
草书爱好者跟随他走上了“标草”研习
之路。其中的徐州市政府退休干部张
权，曾发表《标准草书要领》《繁简对照
标准草书速查手册》《标准草书常用字
索引》和《张权书法集》。《标准草书要
领》畅销全国，多次再版。中国书协副
主席钟明善认为他对标准草书是“再进
一步发展”。中国书协副主席言恭达致
函张权，认为他的“大作学术水平甚
高，为广大学书者所借鉴。”西安交通
大学和上海复旦大学先后举办的国际
学术研究会，特邀张权宣读论文。李鸿
民认为，“标草”流行与各个书法流派
繁荣不是矛盾的，而是统一的。推行

“标草”，统一标准，更利于传统流派焕
发生机，发扬光大。他离休之后，曾通
过各界支持，在家乡建立了“状元碑
园”，在黄楼中学建立了“艺术碑廊”，
在程子书院建立了包括各个传统流派
书法精品的大型历史书法碑廊。他希
望各个书法流派在统一规范的基础上，
百花齐放，争芳斗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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