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书法鉴赏的体会和感受 书法鉴赏者
课的心得体会(汇总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书法鉴赏的体会和感受篇一

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深受人们喜爱的艺术门类。
对于喜欢书法的人来说，学习书法鉴赏是必须的，因为只有
掌握一定的书法鉴赏技巧，才能更好地欣赏和理解优秀的书
法作品。前不久，我参加了一次书法鉴赏者课程，这次学习
让我受益匪浅，收获颇丰。

第二段：了解书法鉴赏者课

书法鉴赏者课是一种学习书法鉴赏的课程，它旨在让学员掌
握正确的书法鉴赏思路和方法，提高对书法作品的分析能力
和欣赏水平。这种课程通常由专业的书法家或鉴赏家授课，
以讲解案例、实践演练、答疑解惑等方式进行。

第三段：课程体会

在这次书法鉴赏者课程中，我收获颇丰。首先，通过老师的
讲解和带领，我深入了解到了中国书法的历史和发展，对不
同书体和不同书家的作品也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其次，在
实践演练中，我逐渐掌握了书法鉴赏的方法和技巧，从而能
够更好地欣赏和评价书法作品。最后，通过交流与老师和同
学的互动，我还得到了一些宝贵的学习建议和书法鉴赏的心
得。



第四段：体会与收获

通过这次书法鉴赏者课程，我不仅学到了更多的书法知识和
鉴赏技巧，也得到了很多心理层面的收获。首先，在不断欣
赏优秀作品的过程中，我心中的审美观、艺术追求等方面也
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其次，通过与老师和同学的交流互动，
我也得到了一些宝贵的学习建议，这些建议不仅可以帮助我
更好地学习书法鉴赏，还可以启示我在其他方面的学习和生
活中。

第五段：总结

总的来说，这次书法鉴赏者课程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收获，不
仅让我更加了解了中国书法、掌握了书法鉴赏的方法和技巧，
也让我在审美观、艺术修养和学习方法方面得到了一些提高。
我也将继续学习书法鉴赏，欣赏更多更好的书法作品，深入
掌握书法艺术的奥秘。

书法鉴赏的体会和感受篇二

作为一名书法爱好者，最近我参加了一次书法鉴赏者课程，
对于这次的学习和体验，我有一些深刻的感受和思考。

一、课程的收获

这门课程让我深入的了解了书法艺术的精髓，同时也让我更
加细致地品味书法作品中的点滴之处。通过观赏各种不同书
法作品，我学习到了书法的不同形式和特点，同时也明白了
书法的笔画技法和结构构造。最重要的是，我学会了如何分
析和欣赏不同书法家的作品特点和艺术价值，这对于我提高
自己的书法水平和书法鉴赏能力都是非常有益的。

二、对书法发展历程的认识



通过课程的学习，我也更加全面的了解了书法的历史和发展，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书法的渊源有了更深的认识。同时，也
明白了书法艺术与时代背景的联系，对我了解许多书法作品
的背景和意义都有很大的帮助。比如我在观赏一幅行草书法
作品时，老师带我们了解了书法家张旭的生平背景和行草书
法的特点，这让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个作品的艺术价值和
意义。

三、对于自己书法修养的提升

通过观赏大量的书法作品，我也自我审视了自己的书法水平
和风格。这些作品对于我的修养提升和确立自己书法风格都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通过老师的指导和同学们的讨论，我也
认识到了自己书法中的不足和需要加强的地方。同时，我也
更加坚定了要继续努力学习并不断提高自己书法水平的决心。

四、对书法的艺术价值的认识

通过观赏和欣赏大量不同书法作品，我更加深入的认识到了
书法的艺术价值，了解到书法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书法不仅是一种技艺，更
是一种文化传承和精神与思想的表达，它蕴含了丰富的人文
内涵。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多元化，书法作为传
统文化的代表，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达形式，更成了人们对
于传统文化的重要认同和追求。

五、自我体会

学习书法是一种修养，书法鉴赏更是一种提高自我品鉴和审
美能力的途径。这次的学习让我对书法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和认知，也让我体味到一幅书法作品背后蕴含的文化、历史
和思想内涵。书法艺术是一种文化的表达和精神的追求，作
为一名书法爱好者，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探索、创新，共
同把这门传统艺术创造成为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瑰宝。



书法鉴赏的体会和感受篇三

书法是我国著名的出品，书法字体有很多种，学习好书法鉴
赏，更加提升自己内部素养。下面是本站带来的书法鉴赏的
心得体会，仅供参考。

一个学期的鉴赏学习让我对原本陌生的书法鉴赏有了一定的
了解。醉过方知酒浓，当置身于那一幅幅优秀的书法作品中，
才知道书法爱好者如痴如醉地“求工于一笔之内，寄情于点
画之间”那种情结为何!

书法是一门艺术，现在真正欣赏书法的还只在书法界搞书法
创作的专业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非从事书法创作的能欣赏
的人还不多，大多数人还只是一般看看而已。有道是“外行
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要瞧出门道，就必须懂得入此门道
的方法，掌握这方面的知识，而很多非专业的人缺乏这方面
的知识，对书法的欣赏只停留在“好”与“差”的感觉的层
次上，是非常笼统和模糊的。要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必
须多看多写多练。曹老师建议，作为初学者的我们学写字先
从楷书或隶书入手。掌握各种笔法后再学其它书体就有了基
础。临帖是练好字的必需手段。不临帖，全凭自己想法随意
写，是上不了路子的。学写毛笔字一定要有恒心与毅力，要
持之以恒，戒骄戒躁，不能一曝十寒。常说：“只要工夫深，
铁杵磨成针”。

毛笔字比一般的硬笔书画在线条的要求上更为细致，它的笔
画并不是从如至终完全一样的，从提笔，运笔到最后收笔，
线条的丰满程度都有所不同，只有良好的视知觉能力才能对
整个字的边、线和角有一个正确的把握。而且，对着墨的多
少全控制在手腕与手指之间，对手部小肌肉的精细控制能力
要求很高，力度的把握也十分重要。

练习书法能使人静,而静又是书法的前提!静以修身，对书法



的追求是一种境界，曹老师说他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便喜欢写
写画画，还给我们展示了他十几年前的作品文章.和他的一些
书法练习手稿。这也使我联想到了很多，这个时代的人们，
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我自己，都是很浮躁的，做事情缺乏持久
力，也总是静不下心来!而老祖先留给我们这么多宝贵的艺术
财富却不知道好好的运用!认真练习书法，不但可以提升我们
自身的修养，还可以让渊源的文化传承发扬下去。

对书法的追求是一身的。点点滴滴的珍藏，汇聚成一本本的
快乐来源!

大一第二学期上了光德兄的中国文化概论后，感觉受益匪浅，
本学期再一次选了光德兄的课—《书法艺术鉴赏》。

我原本就对书法艺术颇有兴趣，不过那是很小的时候，那时
候没有qq，也没有计算机游戏，闲暇时，就把学校发的书法书
拿出来观看，临摹，感觉非常有意思。不过渐渐长大，我就
已经没有时间花在书法上了，甚至到初中，书法可都取消了，
而我也要应付大量的课程，所以书法艺术与我渐行渐远，不
过，以后看到字写得好的人，我会忍不住向他们讨教，看到
一个字漂亮的写法，我也会记下来，慢慢练习。

正如光德兄所说，《书法艺术鉴赏》这门课的名字并不合适，
因为我们对书法艺术了解并不多，根本就没有鉴赏的水平，
只能说是一堂‘扫盲课’，不过通过这堂‘扫盲课’，我还
是收获不少。

第一个收获，是再一次与一个良师益友共度一个学期，在大
学，每一堂课都能够座无虚席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光德
兄李教授偏偏做到了。这与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是分不开的，
吸引我们听他的课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当然是
他渊博的学识，师者，传道受业解惑嘛，光德兄治学严谨，
精益求精，学术积淀丰厚，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书法家，一
个书法家来上书法艺术课是再合适不过了。他每一堂课的板



书，都可以看作是几幅书法作品，每堂课我们都能欣赏他的
书法作品，实在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另一方面当然就是学术
意外的东西了，光德兄李教授年逾花甲，却还愿放下身段，
与我们称兄道弟，推心置腹，这让我们十分感动。而且光德
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学方法别具一格，语言风趣幽默，
常常能让我们忍俊不禁。课堂气氛十分活泼。在光德兄钢杆
弟子qq群上，经常可以看到李教授写的一些东西，让我们感
慨颇深。光德兄在课堂上也教给了我们，一些为人处世的道
理，这在大学里面是不多见的，李教授做人力求完美的精神
很值得我们学习。

第二个收获，当然是学术上的。在上《书法艺术鉴赏》课之
前，我对书法艺术的认识相当肤浅，仅仅知道什么样的字是
好看的，另外也就知道一些常见的几种字体而已。通过这一
学期的学习，总算对书法有了更深的了解，不至于贻笑大方
了。每堂课，光德兄会在黑板上挂上几幅书法作品供我们欣
赏，然后讲解，介绍。;这种做法使我们离书法艺术更近，而
不是像其它班那样仅仅是展示几张图片而已，这样不显得那
么空洞，枯燥。总之，通过这堂课，对我来说，光德兄‘扫
盲’的目的肯定是得到了的，今后与人谈论书法艺术方面的
东西时，应该能谈上几句了。

《书法艺术鉴赏》是一门人文素质选修课，当然不会有多高
的要求，对很多人来说，不过是偶尔光顾一些，凑凑学分罢
了，但我不这样对待，这些课旨在提高我们的人文素质水平，
而且当代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水平确实有待提高，很多人连汉
字都不能写的工整好看，对一个中国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光
荣的事情。听这类人文素质课，在学习知识，拓宽视野的同
时，也陶冶了情操，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做人的境界。

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能够遇到几位良师益友，确实是非常
幸运的事情，祝愿光德兄身体健康，早日完成他人生第三阶
段的目标，但愿自己以后能多遇上几个这样的良师益友。



前些日子逛书店时，买了本《楷书技法与指导》的书，粗粗
的浏览了一遍，对里面谈到的关于书法欣赏的内容有了兴趣。

书法家沈尹默说过“世人公认中国书法是最高艺术，就是因
为它能显出惊人奇迹，无色而具画图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
的和谐，引人欣赏，心畅神怡”(《书法论从》)。确实，一
件优秀的书法作品，往往能令人百看不厌，心旷神怡，爱不
释手。像唐太宗李世民对兰亭的喜爱一样，甚至都到了自私
的陪葬的地步。

书法欣赏它本身有一定的规律：

首先书法是属于视觉艺术，它主要是通过作品对视觉的冲击
而产生的。因此在欣赏上要注意反复不断的观赏玩味。

第二，书法欣赏的能动性。书法欣赏是积极的、能动的，怎
么理解呢?书法的欣赏也要像美术、音乐作品的欣赏一样，离
不联想和想象。如果欣赏者仅仅像认字一样看待书法作品的
话，我想他只要把作品年成是一些刻板抽象的符号，而没有
任何美感而言。因此在欣赏书法作品时，要充分发挥自身的
联想和想象，充分的体验作者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用笔铺
毫，体会每一个急慢快缓的动作，这样才能充分体验书法的
节奏、美感。

第三，书法欣赏的主观色彩。书法作品的欣赏是一种艺术的
再创造，因此欣赏者不同的文化程度，性情气质，审美经验
等都会对作品产生不同的看法，正所谓的“仁者乐山，智者
乐水”。

同时书法的审美标准也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

一、点画的线条美

书法家运用提按、顿挫、轻重、粗细、强弱、徐疾等用笔的



技巧，结全用黑的枯、湿、浓、淡等丰富的变化，使书法线
条产生了极强折力感和情感之美。因此在审美的过程中，要
注意书法线条的变化，体验作者的情感和动作变化。

二、结构的造型美

对于书法作品的欣赏，首先人们往往会从作品上的文字内容
入手，以字为单位进行一逐个的往下看，因此有了丰富的线
条表现力后，也要注意整个字的结构变化。如《兰亭序》中
的二十个“之”字一样，尽管字的点画简单，但个个姿态各
不相同，极尽变化，就充分表现了字体结构的造型美同时也
体现了作者对字极强的处理能力。

三、章法的整体美

这一点主要是体现在作品的整体效果上，除了点画、单字的
欣赏上，整体的效果也是十分重要的。章法也称为“布白”，
其实质是指作者对作品中空间虚实的艺术处理。“实处之妙，
皆由虚处而生”，“虚”与“实”，“白”与“黑”，相依
相生，体现出虚实结合的美原理。因此要注意作品中章法的
欣赏。

四、全幅作品的风格美

风格，用马克思的话来讲：“风格就是人”，说具体一
点，“风格在这里一般指的是个别艺术家在表现方式和笔调
曲折等方面完全现出他的人格的一些特点”(黑格尔《美
学》)。因此在书法作品的欣赏上，要注意对作者的风格化的
认识与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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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鉴赏的体会和感受篇四

参加书法鉴赏者课程，首先感受到的是丰富的内容。老师从
书法的基本功、字体的历史演变、名家作品欣赏等多个方面
进行了详细讲解。通过每一堂课的学习，不仅对书法有了更
深入的理解，也了解到了更多的文化内涵。让人受益匪浅。

二、课堂氛围

书法鉴赏者课程上班级人数较少，课堂氛围也比较轻松。老
师会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进行不同程度的讲解，也会引导大
家进行讨论交流。大家对于名家作品的评价不尽相同，但是
都能够在互相借鉴中加深自己的文化底蕴。加上老师亲和温
暖的态度，上课气氛融洽愉悦，使得学习体验更为舒适。

三、实践参与

书法鉴赏者课程并不只是默默听讲。课程中也有一些实践参
与环节，例如自己动手临摹名家作品，通过体验书法的细节
和过程，对于名家字体的优美程度和秀丽风格有了更深刻的
了解。除此之外，还有观察并鉴赏他人书法作品的机会，可
以从他人的作品中汲取灵感，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
这样的实践参与更加锻炼了大家的专注力，也更加有效地提
高了对于书法的理解。

四、创造思维

书法鉴赏者课程的学习不仅仅是对于书法本身的学习，还包
含对于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的思考。通过对于名家作品的
鉴赏，可以感受到书法艺术的创意和魅力，思考艺术家创作
的灵感从何而来，从而进一步开拓自己的创造思维。这样的
启示和思考，将来在自己的创作和生活中都能够得到运用。

五、收获与感受



参加书法鉴赏者课程，让我对于书法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和
感受。书法艺术不仅仅是字的写法，更是一种文化传承。通
过对名家作品的鉴赏和比较，发现每一位书法家的作品都有
自己的韵味，也更深刻地了解了书法的历史传承和演变。同
时，还加深了我对于艺术的喜爱和追求。这种收获和感受，
将成为我今后学习和生活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总之，参加书法鉴赏者课程让我受益良多，不仅扩大了自己
的文化视野，更深刻地了解了书法艺术，加深了对于艺术的
喜爱和追求。这样的学习体验将成为我今后学习和创作的源
泉，也将成为我生活的丰厚滋养。

书法鉴赏的体会和感受篇五

稽山水清幽、风景秀丽。东晋时期，不少名士住在这里，谈
玄论道，放浪形骸。在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上巳日，这是我
国古老的流传民间的一种习俗。人们于农历三月上旬的巳日
到水边举行仪式，用香薰草沾水洒在身上，或沐浴洗涤污垢，
感受春意，祈求消除病灾与不祥。“初渡浙江有终焉之志”
的王羲之，与司徒谢安、辞赋家孙绰、矜豪傲物的谢万、高
僧支道林及王羲之的子、侄献子、凝之、涣之、玄之等四十
一人在会稽山阴的兰亭，举行一场盛大的风雅集会，流觞曲
水，饮酒赋诗，其间作诗三十七首，结纂为《兰亭集》。五
十一岁的王羲之于酒酣之时，用蚕茧纸、鼠须笔趁兴疾书，
为此作序，这就是“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也称
《兰亭序》、《兰亭》。这篇传送千古的名迹，全文共二十
八行，三百四十二字，通篇飘逸至极，字势纵横，变化无穷，
如有神助。充分体现出行书起伏多变、节奏感强、形态多姿，
点画相应。在章法、结构、用笔上都达到了行书艺术的高峰。

《兰亭集序》是王羲之书法艺术的代表作，是我国书法艺术
史上的一座高峰，他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书法家。在我学习
欣赏之后有如下感想与看法：



天然的布白。《兰亭集序》布局的形式，是采取纵有行、横
无列，行款紧凑，首尾呼应的方式。《兰亭集序》一共二十
八行，行的疏密大致相等，偶有宽密。如神龙般的通篇行距，
前四行较疏，中幅均匀，末五行紧密。字与字之间，打字奥
参差，不求划一，长短配合，错落有致。保留了起草时随手
书写的自然姿态，颇得天然潇洒之美。

多变的结构。《兰亭集序》的结构可说极尽变化之能事，它
不求平正，强调钦侧，不求对称，强调辑让，不求均匀，强
调对比。结体或修长或浑圆，突破隶书扁平方正的行貌。特
别是文字中有重复者，则转构别体，无一雷同，其中最为突
出的是二十个“之”，写法个个不同或平稳舒放，或藏锋收
敛，或端庄如楷，或流利似草，变化不一，尽态极妍。

最卓越的艺术品，往往在极小的空间里蕴含着极丰裕的艺术
美。《兰亭集序》就是一座袖珍式的屹立于式幅之中的辉煌
的书艺殿堂。唐太宗赞叹它“点曳之功，裁成之妙”。黄庭
坚称赞说“《兰亭集序》，王右军平生得意书也，反复观之，
略无一字一笔，不可人意。”其全文三百二十四字，每一字
都被王羲之创造出一个生命的形象，都别出心裁，自成妙构。

欣赏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不仅是视觉上的享受，更是心灵
的震撼，此美乃大美。

“饰文字以观美”，这是鲁迅先生对中国书法艺术的诠释。
古人也有“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和“书则一字已见其
心。”一说。文字的发展是从图形到汉字的，因此书法的历
史也很悠远，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代。那时的甲
骨文和金文(青铜器铭文)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最古的汉字，也
是中国最古的书法“作品”。金文书法带有美化装饰的倾向，
体现了整肃端庄的标准美。后来的秦朝的小篆、汉朝的隶书、
唐朝的楷书，还有那些装饰性的瓦当文、美术化的花样字，
都接续了殷商金文书法的这一传统。所以书法的发展经历了
很多不同的时代。



中国书法艺术开始于汉字产生阶段，中华民族是最早使用线
条表达文字意思的民族。而文字一开始的形态图画文字而不
是图画，汉字也是这样。汉字的形成是基于绘画，经过线条
的改变、刻画符号的发展一步步进化而来，出现在陶瓷上的
线条符号具有了美得艺术价值，这就是书法的雏形。

中国书法史上一次大的改革出现在三国时期，楷书的点画线
条运动更加丰富多彩，在空间造型上也趋于稳定。楷书出现
后，中国书法在字体上的改变也基本结束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书法发展的一个快速时期，因为当时极大
地强调人格的自由和独立，推崇的才情、品貌、风度、言谈、
智慧、个性，提出了“文以气为主”，“以形写神”为命题
的艺术创作。并且在当时出现了书法的第一个高峰，使书法
由古拙向妍美转变了。行、草书也出现在当时，这两种文体
以连贯的线条运动为主，并使书法用笔的速度、节奏、笔墨
等几方面得到了统一。

唐朝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难以磨灭的贡献，如初唐四家：欧
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使楷书向定型化、规范化的
方向发展等等。唐朝把楷书推向了后人难以再现的高峰，同
时也把草书推向了绝顶。中国书法在唐朝走向了成熟并奏响
了历史最强音。

宋代的书法领袖以卓越的艺术实践，奠定了中国书法新的审
美理想—“文气”、“书卷气”。他们在汉字字体、书体创
新新的技法，在理论上阐述新的观点，。宋代书法成熟的标
志是“苏黄迷蔡”的出现，他们以轻快活泼，恣肆放达的手
法，以“意”为书的意境使人耳目一新，掀起了中国书法艺
术发展的又一个高潮。

元代时中国书法史上力主复古，又别具艺术境界的特定时期。
元代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书与画的关系更为紧密。他们把
诗、书、画、印连为一轴，这对以后的明、清的画风带来了



很大的影响。

明代时书法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书法是沿着宋
元传统的基础上继续演变发展的。这一时期有两条发展脉络，
一条以“三宋”，“二沈”为代表，第二条是狂草书风为线
索，总之，都对清代的书法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清代的书法风格在当时的经济，思想，文化，政治的影响下
具有时代风貌。清代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书道中兴”的重要
发展时期，碑学的提倡，兴盛为书法的发展开创了新的天地。

现在我想说一说学习书法的心得，特别是在写书法时的体会。
我认为书法是一种可以陶冶情操，静心凝弦的好方法。它特
别能锻炼一个人的耐心，在心情烦躁时，在心事重重时，在
怒火中烧时写一幅贴会有很好的效果，它能使你安静下来，
细细思考，感觉就像与外界断了关系，他们影响不到你，你
是在自己的世界中，没有人打扰。书法是一件高雅的事，所
以我们在对待他时也要有佛家所说的一种境界，来世得菩提
时，心似琉璃!所以，在闲暇时我们不妨写上一写，在烦躁时
不妨写上一写，在快乐时也不妨写上一写。不求多精，但求
明义。

学习“书法艺术鉴赏”这门课程的时间不长，本来就只有半
学期的课，由于自己的骨折拉了两节课，是十分可惜的。但
在我所上过的几堂课中，我依然感受到这门课程的独特魅
力——中国书法艺术的悠久历史和精神内蕴。我就像翻开了
一本弥漫着浓郁油墨香气的书，欲罢不能的沉浸在书法艺术
的世界里。

和书法还是有点交情的，所以当初看到这门课程就毫不犹豫
的选择了它。外公的书法有一定的功底，朋友和同事们都爱
看他写毛笔字。作为最被疼爱的外孙女，从小，我就接受外
公的指导练习书法。刚开始，帮外公磨砚，看着他“写大
字”，渐渐的，外公给我看各种字帖，年幼的我就算写不来



字，也知道了“篆书，隶书，楷书，行草，草书”，就在这
种墨香宣纸环境的耳濡目染下，我对书法艺术有了亲近感。
随后学习执笔姿势，描红，临摹字帖变的顺理成章。就这样，
直至高中学业的繁忙和最疼爱我的外公的去世，我的书法荒
废了，甚至连宣纸毛笔砚台墨汁的文房四宝都找不到，更别
提能静下心来写我的大字了。

所以，当我看到“书法艺术鉴赏”这门课程时，一种久违的
亲切感促使我重头开始了解书法——这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
生的艺术。果不其然，当我上了几节课后，我发现了一个不
一样的书法世界。

曾经只懂得“篆书，隶书，楷书，行草，草书”，“柳体，
颜体”的我并不了解整个书法艺术发展的历史过程和书法艺
术的赏析。从前的我觉得书法就是写大字，但上了课之后，
我明白，书法不仅仅是写字，它是一种艺术，是一种文化，
它利用了最平淡无奇的生活实用工具——文字，负载了中国
几千年的历史文化，能透露出写字人的性格和气质，也是大
千世界的抽象和浓缩。

其实，我觉得，书法和绘画一样，是一门跨民族，跨时代，
跨文化，跨国界的艺术。绘画是以色彩为媒介，以画面为形
式;书法是以线条为媒介，以笔墨为形式。它们都是抽象的，
有细腻精微的外在形式和深沉丰厚的精神内蕴。当摩尔的雕
塑在美术馆展出人头攒动的景象出现，当人们争相去博物馆
看凡高的《向日葵》，我们想到什么了吗?每年有许多学子留
洋学画，但又多少高中生会在家练书法呢?既然绘画艺术能向
全世界覆盖，书法艺术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是有可能的，
那需要我们炎黄子孙共同努力，先从我们自己做起，重视先
辈留下的宝贵文化财富——书法艺术，向世界诠释其精髓，
将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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