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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土生土长的北方人来

说，江南的冬天是让人又爱又恨的。

就算最冷的时候，一眼看去路边也不

乏色彩，太阳出来便能温暖如春。只

是冬雨绵长，湿冷入骨，寒意从头到脚

无处安放。不禁遥想，1700多年前，王

羲之从琅琊迁至江南时，是否会经历

这样的无所适从？

除了地理、气候、风俗和衣食住行

的差异，对王羲之这样的南渡氏族子

弟而言，文化的冲突是更需要时间去

化解的。这背后隐喻的是，氏族子弟

在享受家族带来的各种荫庇好处时，

也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接纳一些只

有自己才明白的无奈。

王羲之的仕途就是很好的体现，

23岁起家秘书郎到53岁在父母墓前

宣誓辞官，30年的仕途之路，王羲之走

得太辛苦了。虽身处纲常崩坏、硝烟

四起的乱世，但王羲之是有政治抱负

的。他曾开仓赈济，政声甚好，他也想

为民做些实事，无奈蚍蜉撼大树。

“自顷年割剥遗黎，刑徒竟路，殆

同秦政，惟未加参夷之刑耳。恐胜、广

之忧，无复日矣。”这是王羲之写给殷

浩的劝诫信《致殷浩书》，更是一封振

聋发聩的为民请愿之书。他认为殷浩

的行动不仅是军事问题，在治国方略

上也沉疴深深。

有学者说：假如羲之穿越历史回

到今日，见国人只知他是大书法家，或

许会说“我心之皎白处，在于家国；书

者，小数也”，又或许他只会默然不

语。对于仕途上的起起伏伏，王羲之

内心一定是有许多苦闷，而书法正是

他宣泄的渠道。他将内心的炽热铸成

书体的筋力，精神的灵光照亮了“焕若

神明”的章草。

后人对王羲之最大的遗憾是，世

上早已没有王羲之的真迹。吊诡的

是，造成遗憾的原因不是轻视，而是太

重视。《兰亭集序》作为书法史上的瑰

宝，曾在王家世代流传，一直到王家的

七世孙智永手上。智永在绍兴云门寺

出家为僧，圆寂后将祖传真本传给了

弟子辩才和尚。之后就有了“唐太宗

‘智’得《兰亭》”的故事。唐太宗死后，

《兰亭集序》真迹陪葬昭陵。

晚年的王羲之遍历剡中山水，寄

情自然。如今嵊州还有许多与他相关

的遗迹和传说。临沂、绍兴的中小学

校普遍开设书法课，他最宝贵的精神

财富在一代代传承。一个人的德行，

历经1700余年依然被人称颂；一个人

的书法，历经1700余年仍然被奉为楷

模。可以说，王羲之的一生是灿烂的。

“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

作。”这是王羲之的生死观，在生命弥

留之际，他应该是释然的，这一生如四

季轮回，他如一片叶子从树枝掉落，潇

洒地回到土地上，就像婴儿回到母亲

的怀抱。

江南水乡的春与北方平原的春大相径庭。干燥、沙尘、乍暖还寒是北方春天的主调。相较而言，南方的春天就要

肆意洒脱很多，从杭州到绍兴再转入嵊州，越往山里走，风光越发旖旎。

穿越层层山峦，远近黛色有深有浅，山涧泉水冲破冬日束缚，带着满身苍翠，一跃而下。勤奋些的鸟儿开始呼朋

唤友，静谧的群山从睡梦中苏醒，清风徐来，铮铮然似嵇康操琴于幽深处。

不知道，当年王羲之选择来剡中（今嵊州）养老，将灵魂安置于此，是不是被同样的美景打动。“越中山水之奇丽

者，剡为之最；剡中山水之奇丽者，金庭洞天为之最。”唐代文学家裴通想必是非常理解王羲之的选择。

王羲之出生于琅琊（今临沂），少时随家族南迁至建邺，人生的高光时刻起于会稽，59岁那年在嵊州落幕。穿越

1700多年的历史烟云，我们踏上追寻王羲之足迹的旅程，从临沂到绍兴再到嵊州，试图从浩渺的文献资料和繁星散落

的现时痕迹中，去感受这位古今中外声名远播的“书圣”，他的欢喜与无奈，他的坚守和遥望，他的一生四季、万千风光。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

也……”走进兰亭镇的那一刻，记者仿佛搭上“时光机”，崇山峻岭、茂

林修竹、清流急湍登时出现在眼前，1000多年的时光冲刷，总有一些

瑰宝岿然未动。

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三都是绍兴兰亭镇的大日子——兰亭书法

节，今年是第39届。作为绍兴书法文化深厚底蕴的一个缩影，它即

将迈入“不惑之年”。

说兰亭是写在《兰亭集序》里的小镇，毫不为过。在这里，随时随处

都能看到“兰亭序”元素。兰亭景区内，高高的牌楼上书“群贤毕至”4个

大字恰如其分，门口的石碑上刻着《兰亭集序》全文，进门一片茂林修竹

将“东晋风”氛围拉满。

与王羲之的对话即将展开，我内心澎湃不已，景区讲解员细致

的讲解如一叶扁舟，带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溯流而上，拨开层层迷

雾，终于抵达永和九年，三月上巳日，那个值得被称为“一日千载”的

天朗气清日。

绍兴郊外的兰亭，清澈的兰溪河畔，列坐着41位峨冠博带的文

人，一场由时任会稽内史王羲之倡议的曲水流觞雅集活动就此开

始。所谓“曲水流觞”，即文人们把一种叫作羽觞的轻便酒杯放在水

上，任其顺流而下，流到谁的面前谁就要饮酒赋诗。

绍兴的酒文化与书法文化一样，源远流长，二者相得益彰。谈笑

间，曲水上有酒杯慢慢游过来，酒杯中的上好的酒在溪水中闪着光，

散着香。在座的文人各怀心思，已经打好腹稿胸有成竹的，眼巴巴地

盼着精致的酒杯停在面前，新酿佳句一吐为快；还没找到感觉的，既

想让酒杯继续前行，又想将美酒一饮而尽，召唤出诗意；坐中还有刘

伶这样的，喜欢将备好的诗句藏在心中，先饮下几杯再说，诗可以不

歌，酒一定要喝。

优哉游哉的酒杯终于停在了王羲之面前，他面带微笑，侍者从流

水中端起酒杯呈到内史大人面前。王羲之款款接过，笑道：“诗如潜

龙，无酒不行。我还是先饮了这一杯，庶几可得司马相如的指点或曹

子建的启发。”众人鼓掌，氛围热烈，王羲之颔首微笑，拂了拂飘飘长

髯，宛如世外之人。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魏晋风度，“飘逸”或可当此任。王羲之与在

座的文人雅士，一举一动都流露出飘逸气质。用当今社会流行的一

个词语来形容这种飘逸，就是“松弛感”。物质生活富足、精神生活自

由之后，文人们向内追求心灵自在，释放真性情。

待流觞循回数次，好酒流进心田，兴奋的状态从内到外染红脸

颊，诗情刹那间迸发。当酒杯第二次停到王羲之面前，他不再矜持，

开口吟诵：

代谢鳞次，忽焉以周。

欣此暮春，和气载柔。

咏彼舞雩，异世同流。

迤携齐契，散怀一丘。

年近花甲的王羲之动员人们敞开心扉，不负良辰美景。政局动

荡，人生苦短，颠沛流离是人世常态，像这样惠风和畅的春日，更是极

其难得。诗味浓郁，修辞清雅，众人齐声称赞，“热场”效果明显。

隐居山阴的谢安、才子孙绰、和尚支道林……都在这场雅集中留

下诗文，气氛越发热烈起来，不知不觉间37首新诗跃入纸上，这场雅

集逐渐演变为一场洋溢着文人情趣的“文化饕餮”。

有人提议：人有冠冕之美，雁有领衔之歌，此集乃众人和声，若有

君子为之序，方称全美。王羲之当仁不让成为众人共推的贤德之人：

“此事非右军不可”。王羲之面带微醺，自觉责无旁贷：“诸位且去游

玩，待我稍作斟酌，须臾便好。”

“千年之后，我等尸骨朽尽，此文将依然灿烂，甚或超过今

日。”谢安看完《兰亭集序》有此感慨。那一日，被后

人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如一颗

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了中国书法艺术史

上，历经千年淬炼，光彩越发夺目。

王羲之出生的鲁南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从东夷

首领蚩尤会战炎黄到周公封于鲁地，从孔子“沐于沂”到荀

子治兰陵，从诸葛亮南迁襄阳到琅琊王氏永嘉南渡。这片

土地上，历史车轮滚滚而过，留下无数灿烂的印记。

王羲之是幸运的，他出身显贵的世族大家，琅琊王氏

在两晋时期政治上举足轻重、经济上富裕优渥、文化上底

蕴深厚。相较于普通人，王羲之生来就拥有很多资源，比

如教育。

如今，在临沂市兰山区洗砚池街21号有一座王羲之

故居。名为“故居”，实为一座新建仿古典式园林，内里陈

列书法、绘画作品，又名为“羲之公园”。洗砚池畔，总有

一些孩童手持几乎与身高等长的海绵头毛笔，蘸池水就

地写写画画。看到这个场景，我不禁思考：王羲之小时候

是怎么学书法的？

王羲之的第一位老师，是他的父亲王旷。生在名门望

族的王羲之从小就熟悉读书、写字、行文诸事。书法对于

魏晋氏族而言，如同冠冕。对王氏家族来说，书法文墨作

为家学渊源流淌在家族基因中。耳濡目染之下，这位未来

的书法家对书法艺术的感悟，一定是超于常人的。

羊欣《笔阵图》载有王羲之窃读《笔说》的故事：“晋王

羲之，字逸少，旷子也。七岁善书。十二，见前代《笔说》

于其父枕中，窃而读之。父曰：‘尔何来窃吾所秘？’羲之

笑而不答。母曰：‘尔看用笔法？’父见其小，恐不能秘之，

语羲之曰：‘待尔成人，吾授也。’羲之拜请：‘今而用之，使

待成人，恐蔽儿之幼令也。’父喜，遂与之。不盈期月，书

便大进。”

一个小故事就将王羲之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展现得淋

漓尽致：面对“窃书”这件事，父亲王旷没有急于指责，而

是给孩子申辩的机会，7岁的王羲之说出：“等我长大了

再教，恐怕会让我走很多弯路呢。”可谓是有理有据，预判

了父亲的预判。

正式教授王羲之书法的老师，是他的姨母卫夫人。

羲之姨母卫铄，字茂漪，曾学蔡邕、钟繇书，但有变化和创

新，楷书端庄优雅，尤善隶书。卫夫人有《名姬帖》《卫氏

和南帖》传世，其书法称名于当代，声誉甚高。

请卫夫人教授王羲之书法，通俗理解就像请一位博

士生导师为幼儿做启蒙教育。可以说，王羲之书法艺术

的基调就是在卫夫人的教导下奠定的。他后期在书法

艺术上的创新和拔类超群，离不开站在巨人肩膀上的高

远视野。“此子必蔽吾名。”行家的眼光总是深刻的，数年

学习后，卫夫人见王羲之行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喜

极而泣。

王羲之的第三位老师，是他的叔叔王廙。王廙在艺

术才能和文学修养的全面性上，可称东晋第一人。他工

书、画，晓音律，善射御、博弈、杂艺等，几乎无所不通无所

不晓，堪称大师级人物。继东汉蔡邕之后，王廙也将书、

画、文等多种艺术元素进行融合。他认为，文学是艺术的

根本，书画则可达至玄妙。更可贵的是，他形成了一套艺

术创作理论：创作要“行己道”，即注重继承但不因袭前

人，要走自己的路子。

如果说，卫夫人是王羲之书法艺术上走过的桥，那王

廙就是桥上的画廊。王廙对王羲之的教学方法很有趣：

在很长时间内，他不让侄子动笔，只是让他看陆机的《平

复帖》，一直看，达到心中有一种狂放之气直冲喉咙，马上

就无法遏制非要挥毫泼墨的状态。王羲之终于提笔横

扫，在宣纸上留下龙蛇形迹，似与不似，都不去计较了。

王廙看后，眼底流露出满意：“此子可教也！”

王羲之成名很早，20岁之后，便有

人求其书法以为楷模，从大文豪庾亮

到当朝皇帝，无不赞许，以至于上下模

仿，争习逸少书。王羲之59年的一生

看似不长，但他在书法艺术上，一口气

走完从继承到创新到完善再到全社会

认可的大师之路。

民间流传的关于王羲之习书的故

事有许多，民间故事的意义不在于严

谨记录历史，而是民心所向，主打的就

是群众影响力。“老妪烹鹅”“道士以鹅

换道德经”等故事都是王羲之爱鹅的

有力佐证。

在兰亭风景区，第一景便是“鹅

池”，池塘里6只大白鹅悠闲度日。王

羲之为什么喜爱鹅？可谓众说纷纭。

有人说卫夫人握笔的手像鹅头，有人

说王羲之从鹅的姿态中领悟出线条的

弹性。仔细观察，不难发现鹅的步伐

慢条斯理自带节奏，优雅高贵的精神

确能启发一位书法艺术家。

《兰亭集序》共324字，在用笔上每

个字都不断地出现新的变化。全篇有

7个“不”字、21个“之”字，个个富于个

性，无一雷同。然而，“之”字的写法就

神似一只只神态气度各异的大白鹅。

作为王羲之最小的儿子，王献之

犹如另一颗明星，他在书法艺术上的

超高造诣足以令王羲之欣慰。“太字

碑”“十八缸水”等故事都反映了王羲

之对孩子的教育情况。王羲之改革书

写费烦的隶书和章草，创造了今楷、今

行、今草，实为历史创举。而王献之的

改革步伐也很大，以致“父子之间又为

今古”。

鲜有人知，在兰亭风景区的对面，

有一所建立了近20年的书法学院。兰

亭书法艺术学院是绍兴文理学院的二

级学院，与其说这是一所大学，不如说

是一座有着浓厚魏晋风格的书法艺术

品博物馆。

占地150亩的校园满目苍翠，水榭

亭台如水墨画一般。2005 年，经学校

申请，教育部在高校本科目录增设书

法学专业，学校成为全国首个书法学

本科专业布点高校。“学院在教学、研

究和传播等方面始终坚持‘守正固本’

的理念，传承发扬‘二王’书风。”学院

党委书记孙仕龙介绍，这也是学院选

址兰亭的“初心”。

在海外，王羲之的书法艺术亦久

负盛名。在今年兰亭书法节上，几名

留学生身着汉服挥毫泼墨，引人注目，

他们是来自绍兴文理学院海外“兰亭

书法学堂”的学生。作为教育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书法）传承基地，绍兴

文理学院一直致力于以书法为载体开

展国际文化传播。如今，海外“兰亭书

法学堂”已走进瑞士、俄罗斯、加拿大

等9个国家，覆盖海外学生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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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亮

有关王羲之的书法地位，《晋

书》中唐太宗李世民以“尽善尽

美”一词为其“书圣”地位作了注

解，稍后的欧阳询、韦续分别以

“冠绝古今”（欧阳询《用笔论》）

“永以为训”（韦续《墨薮》）称誉右

军书法，明代项穆在《书法雅言》

更是做出了“宰我称仲尼贤于尧、

舜，余则谓逸少兼乎钟、张，大统

斯垂，万世不易”的惊人结论，直

将王羲之同孔子并称，认为他们

都是万世不易的圣人。

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王羲

之与孔子的影响还是难以并论

的，但是在教育传承的历史贡献

上，两人却又有着共同的特征。

王羲之的书法成就不仅在于创立

了楷、行、草新体的审美典范，还

在于他为中国书法培养出王献之

这样与父亲齐名的书坛宗师。由

此看来，王羲之不仅是大书法家，

更是一位成功的书法教育家。那

么，王羲之的书法教育思想主要

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其一，重视教育对象的选

择。王羲之在《题卫夫人〈笔阵

图〉后》结尾处言及自己书艺大成

之时，“时年五十有三，或恐风烛

奄及，聊遗教于子孙耳”，是以留

下此篇作为子孙学习的依据，但

他接着又说“可藏之石室，勿传非

其人也”，足见王羲之对书法传承

对象选择极为重视。他在《书论》一篇

中又说“夫书者，玄妙之伎也，若非通人

志士，学无及之”，“通人”者，博学通达

之人也，“志士”者，有志于书锲而不舍

者也。古人技艺传授，多出自家传，东

晋门阀士族更是以书艺相互攀比。王

羲之书法在其中年后风靡一时，同为南

渡世家大族的庾氏家族代表庾翼早年

书名胜过王羲之，看到家族中子弟学习

王羲之书法，愤愤不平道“小儿辈乃贱

家鸡，爱野鹜”（王僧虔《论书》），足见时

人对书艺传授门户之别看得甚重。然而

王羲之传承书艺首要看重的是对象的禀

赋与志气，因为禀赋不佳难以传承上乘

笔法，志气不足难以坚持不懈精勤书

艺。这种对教育对象的重视与选择标准

是很高明的，唐代颜真卿在《述张长史笔

法十二意》中再次表达了这一观点，文中

谈到颜真卿向张旭请教书道，张旭屡不

回应，直到颜真卿临别之际再次郑重请

教，张旭才将颜引到竹林小屋秘告“笔法

玄微，难妄传授。非志士高人，讵可与言

要妙也”。可以说，正是一代代书坛巨

擘，慎于择徒，因材施教，中国书法的笔

法体系才能千载不绝、持续发扬。

其二，重视守“正”求变的书法表

现。明代董其昌言“右军如龙”，龙者，

不可端倪之神物，正是对王羲之书法变

化万端的最佳形容。董还说过“古人作

书必不作正局”，临习过《兰亭集序》《圣

教序》的书法学习者都能感受到王羲之

书法在字体结构和用笔变化上的“万字

不同”之境。右军自己就曾说过“若平

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

平，此不是书”，足见他本人对书法表现

程式化、机械化的厌恶。但如果认真体

察王羲之书作，翻阅相传为他所写的

《书论》，又能看到他本身对“规矩”“平

正”表现的重视。在《书论》中王羲之提

出“夫书字贵平正安稳”，又言“凡书贵

乎沉静”，可以看出王羲之对书法表现

的根本要求是安稳沉静，这与他自己提

出的“此不是书”的机械表现之

间的区别是什么呢？其实，王

羲之的书法表现观念或者说他

的书法教育审美指向是在技术

上的变化与形式上的朴实。王

羲之在《兰亭诗》中用“造新不

暂停，一往不再起。于今为神

奇，信宿同尘滓”表达了对天地

万物推陈致新、无止无休的感

叹；又用“大矣造化功，万殊莫

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

新”表达了自己师法造化，不停

创造的艺术理想。王羲之所追

求的新，并不是无本无源的创

新，而是规矩基础上的变化，法

度高度上的超越，正如李世民

在《王羲之传论》中说的“烟霏

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

蟠，势如斜而反直”，这种“似欹

反正”的表现正是王羲之书法

守正求变的追求结果。“不激不

厉，而风规自远”（孙过庭《书

谱》）其实是极难达到的境界，

也正是王羲之书法成为后世最

上乘的学习范本的内在原因。

其三，开阔眼界、转益多师

的学习路径。王羲之在《书论》

中自述道“予少学卫夫人书，将

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

斯、曹喜书；又之许下，见钟繇、

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

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

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

徒费年月耳”。卫夫人名卫烁，

是西晋著名书法家卫恒之妹，卫恒与其

父其祖在书法上合称“巨山三世”，在西

晋朝堂上享有盛名。王羲之的主要师法

对象还有他的叔父王廙，一方面为家族

法度衣钵，一方面为西晋名家嫡传，这

样的师资可称得上高不可攀了，然而王

羲之却说这段所学是“徒费年月”，其原

因则是他在北游之后，眼界大开，更知

道书法源流转承之变，才有探骊得珠之

叹。不满足于本学，积极开阔视野，勇

于探寻突破，这正是王羲之登顶“书圣”

的重要原因。孙过庭在比较书法“汉魏

四贤”（张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之

后，总结道“元常专工于隶书，伯英尤精

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拟草则

馀真，比真则长草，虽专工小劣，而博涉

多优，总其终始，匪无乖互”。王羲之同

钟繇相比，隶书不及之；同张芝相比，草

书不及之，但是综合各种书体表现，则

钟、张、小王都无法同右军相较了。正是

这种“博涉多优”之造诣，让王羲之的书

法穿越1000余年，始终成为后世书家师

法之圭臬。纵观中国书法史，仅守一家

法度，不敢越雷池的现象历代皆存在，王

氏家族至隋代羲之七世孙智永和尚后，

书名大亨者几无所闻，又如南宋名家多

学北宋四家、吴门书派多学文征明祝允

明等皆未能再造辉煌，究其根源，眼界狭

隘、不敢超越本学是其重要阻碍。由反

例更能看出王羲之书法教育思想的可贵

处。应该说，不独在书法上，王羲之所倡

导的开眼界、博体势、善多师的学习路径

对所有学习者都是适用的。

综合来看，王羲之在书法艺术上不

仅有惊世骇俗的成就，更是在自身实践

的基础上总结出深刻的书法学习与教

育思想，这些思想不仅是王氏家族在东

晋南朝名家辈出的理论指导，更是我们

后人学习书法、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应该

借鉴与吸收的宝贵经验。

（作者系绍兴文理学院兰亭书法艺
术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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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丹丹 俞 沁

“同学们，你们知道兰亭为什么有名

吗？”“因为王羲之”“因为《兰亭集序》”“因

为书法”……在绍兴市柯桥区兰亭中心小

学（以下简称兰小）四年级书法课的课堂

上，书法教师王文彬的问题一抛出来，就

引发了学生们热烈的回应。

兰渚山下娄宫江畔，兰小毗邻兰亭风

景区而建。这里常年受墨香熏陶，别有一

番雅致韵味。这所已有百年历史的学校，

依托书法圣地兰亭的地域优势，不断探索

书法艺术与德智体美劳“五育”融合的特

色育人道路。“学校以‘传承兰亭文化，促

进生命成长’为办学理念，致力于培育‘仁

爱、博学、健美、多艺、灵秀’的兰小学子。”

校长钱金炎说。

每周的书法课都是四年级学生罗怡

岚最期待的，作为书法课的课代表，面对

教师的提问，她总是第一个举手。同时，

罗怡岚还是学校少儿流觞书画社的成

员。每天早上一到校就来到书法室练习

书法已经成为她的习惯。“我知道很多关

于王羲之的故事。”作为土生土长的兰亭

人，罗怡岚从小就浸润在书法文化中，可

以说是“墨汁里泡大的孩子”。

王献之自小跟父亲王羲之学写字。

有一次，他要父亲传授习字的秘诀，王羲

之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指着院里的十八口

水缸说：“秘诀就在这些水缸中，你把这些

水缸中的水写完就知道了。”……

课程开始前，王文彬给学生们讲述了

王羲之教导其子王献之学书法的故事。

即便是天资过人，书法教育资源远超常人

的王献之，在学习书法的道路上也不是一

帆风顺的。他通过刻苦练习和不断钻研

方才取得，与父亲王羲之并称书法艺术史

上“二王”的成就。

王文彬进而提问：“同学们，王献之在

书法写得不好的时候，是怎么做的？”“不

灰心”“一直练”“坚持不懈”……学生们给

出了自己的答案，也将这堂课的氛围烘托

到顶点。一堂主题为“撇捺组合”的书法

课正式开始，王文彬没有急于让学生们动

手写，而是先让他们认真观察。

“大家请看一下，撇和捺有什么区别？”

在学生们安静观察了几分钟后，王文彬开

口问道。“长短”“曲直”“粗细”不同，在他的

引导下，学生们从3个方面找到了撇和捺的

区别。接着，王文彬又拿出“人”“太”“及”3

个字让学生们观察：撇捺连接在一起的方

式有哪些，撇捺组合对于一个字的结构有

什么影响。

“‘人’字在写的时候要平衡，不能东倒

西歪。‘太’字整体上是一个三角形……”王

文彬一边说一边示范。作为中国教育学

会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浙江省书法家协

会会员，王文彬的书法作品获奖无数，但

从2007年进入兰小成为一名专职书法教

师后，教小学生写书法就成为他最重要的

事业。

经过观察和教师示范，面对笔墨纸砚

端坐的学生们早已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下面是练习时间，每

个字写3遍。”王文彬的话仿佛冲锋号，学

生们纷纷提笔蘸墨。

在学生们练习时，王文彬也没闲着，

他观察每个学生，握笔姿势、下笔角度、收

笔力度等每一处细节他都及时提醒，不停

示范。练习完成后，就是学生们最期待的

环节了——集体诊断。

王文彬选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学生

练习作品，进行投影展示，让学生们去点

评。“这个字写得好在哪里？哪里还需要

改进？”学生们纷纷举手发言：“这个‘太’

字整体是斜的”“我喜欢第一个‘及’字，很

正很平稳”……点评是发现问题，也是警

醒自己的过程。

一番打磨后，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王文彬给每个学生发了一张作业纸，“把

你们最满意的字写在上面吧”。这时，学

生们没有了刚才练习时候的冲动，一个个

小手握笔，眼睛盯着作业纸，迟迟不肯落

笔。“王老师经常跟我们说，做好人是放在

写好字前面的。”面对“人”字，学生潘锦城

的脑海中又浮现出这句话。

在兰小，书法课是一至六年级的必修

课程，每天中午安排20分钟作为全校学生

统一练习硬笔字的时间。学校还自主开发

了“走进兰亭”“走进绍兴历代书法名家”

“书法启蒙”等书法主题拓展课程，供学生

选修。校本课程“书法——走进兰亭系列”

被评为浙江省第二批义务教育精品课程。

记者发现，一堂课下来，学生们各个

直背端坐，没有人交头接耳。这与兰小的

校园书法文化建设分不开，行走在校园

里，“兰亭元素”随处可见。主体建筑由

“一馆（群贤馆）二园（惠和园、知行园）三

楼（毓华楼、惠风楼、和畅楼）”构成。在

毓华楼和惠风楼连廊建有曲水流觞景观

墙，知行园内有鹅池、太字碑、十八缸等

微景观，还有一面用楷体、隶书、行书等

各家字体写就的百书墙……

采访结束已近黄昏，“惠·和”文化石

旁的樱花树开得极盛，夕阳照亮了落英缤

纷，恰如王羲之书法艺术般光辉灿烂，让

人挪不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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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千载，春风得意 拥抱炽热，乘势夏长

硕果高挂，功在千秋

出世入世，日落冬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