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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伯充帖》，行草
书，纵 27.8 厘米，横 39.8
厘米，纸本，又称《致伯充
尺牍》、《伯老台坐帖》、

《眼目帖》，现藏于台北故
宫博物院（见右图）。

此为信札一则，约书
于北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十一
月二十五日，纸上名家藏印累
累。因是信札，米芾写来十分随
意，但扎实的功力使这件小札也
体现了用笔迅疾、力沉奇倔，欹侧
取势而无霸气，转折间多机巧锋
芒，笔势放得开，收得拢，可谓随
心所欲而不逾矩。信札内容为，

“十一月廿五日。芾顿首启。辱
教。天下第一者。恐失了眼目。
但怵以相知。难却尔。区区思仰
不尽言。同官行。奉数字。草
草。芾顿首伯充台坐。”

剪纸作品《放飞梦想》
右图是小昆山学校的学生何欣的一幅剪纸

作品，名为《放飞梦想》，去年入选本区“大美云
间”文学艺术作品集。画面中，一个小女孩乘坐

“梦想”号热气球在白云间穿梭，两根辫子随风
舞动，快乐的小鸟如影随形，充满了对世界的好
奇和对生活的希望。

走进小昆山学校的校园，你一定能见到挂在
墙上和贴在画廊里的优秀剪纸作品，不仅在橱
窗、走廊、中队角、学习园地等处布置学生剪纸作
品，还在学校的校刊杂志等印刷品中都随处可见
学生的剪纸作品插图。该学校有一支剪纸教学
经验丰富、艺术水准较高的师资队伍，长期开展
剪纸活动和专题研究，成功编写校本教材《学剪
纸》，并在1～8年级全部开设了剪纸课，学生参
与率达到80%。一批学生逐渐形成了特长。 本版由记者居嘉撰文、岳诚供图

做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
——访市书协会员孔祥侃

手握毛笔，临窗
而站，抓紧两节课之
间的休息时间，孔祥

侃又开始了一天的“日课”，自从大学
重拾毛笔之后，除了生孩子外，她没
有落过一天的练习，“正所谓‘拳不离
手，曲不离口’嘛！”孔祥侃说，一天不
练字，自己知道；一周不练字，别人知
道，所以，她一天都不敢懈怠。书桌
旁一摞一尺高的宣纸是她两周练习
的成果，足见她的自我要求程度。

正是因为这种自我要求，作为“80
后”的孔祥侃2009年就成为本区为数
不多的市书协女会员，作品也多次在
市、区两级书法展览中入展、获奖。10
年前她从上海理工大学艺术系毕业
后，即成为民乐学校的专职书法教师，

“这对一名书法艺术爱好者来说，人生
的转折皆因墨缘，也为梦圆。”孔祥侃
很庆幸能把爱好当职业。

教授中小学生书法的时候，她常
常会回忆起自己的学艺之路。还记
得是 1991年的春天，年仅 7岁的她便
有幸在少年宫遇到了何磊老师，一直
到后来进入上海市戏剧学院做书法
专业的专职研究生，其间近 20 年的
学习，她算是跟随何磊老师学习时间
最长的学生。开始以颜体入门，后来
根据何老师的建议，换帖于欧楷临摹
经久，行书以黄山谷体见长，一册《范
滂传》临摹数年，年龄大些逐渐临摹

《松风阁》《圣教序》《怀素小草千字
文》等帖。

孔祥侃不讳言，起初学习书法是
父母的意思，小小的年纪也体会不到
任何乐趣，但既然有缘分接触书法，
她还是刻苦练习，无论严寒酷暑、课
业繁重，从不懈怠，每天临池未置间
歇，邻居见了也觉得小小年纪太过辛
苦。然而随着习书技艺的日渐长进，
4 年后她所书参展作品屡屡入选获
奖，小孩子的虚荣心更促使她对书法

有了进一步认识，也真正成为她自己
的乐趣。

“唐人尚法，宋人尚意”，这对每
个习字的人都耳熟能详，她说自己是
学习书法数十年后才深深了解体
会。从一开始临习的欧阳询《九成
宫》到后来的黄庭坚《松风阁》，当中
经历的过程正是从结构严谨整齐到
个性肆意舒展，而她因为受唐人影响
较深，所以在临习宋人法帖时总是沾
沾自喜于字形的相像却忽略了点画，
一位前辈对她的指点一语点醒梦中
人，让她意识到自己最大的问题在于
点画缺乏流动性，所以她写的行书作
品总是缺乏行书作品最关键的“行
气”。于是下定决心，要好好改正自
己的这种“陋习”，也希望能够对尚意
与尚法有更深层次的了解与研究。

在孔祥侃看来，以“韵”胜人的黄
庭坚是宋代“尚意”书风当之无愧的
第一人，欣赏黄庭坚的书法作品是一
个有趣的过程，乍看时生硬凌乱，再
看时则觉得横竖撇捺四面放射如虬
枝横斜却互不纠缠，从头至尾连成一
气，苍劲磅礴，有时笔势转沉，连续数
字都凝而不散，让人看得胸中郁结，
暗暗屏气，直到某字突然大开大合、
肆意舒展，才觉豁然开朗，不由得长
舒一口气。对于“韵”，黄庭坚的要求
是将艺术功力与精神修养高度结合，

“若使胸中有书千卷，不随世碌碌，则
书不病韵”。

书法是线条的艺术，书法家便利
用线条这种表现功能和运用笔墨技
巧去表现各种复杂的意境和情趣，引
起欣赏者产生相应的情感。孔祥侃
说，要提高书法艺术欣赏水平，不仅
要具备这些基本的欣赏常识还要勤
于临池实践，并加强文化及其他艺术
方面的素养，不断积累审美的经验，
正如马克思说的：“如果愿意欣赏艺
术，你必须是个有艺术修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