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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书品人品味
——— 我所认识的李建礼及其书法艺术

□ 王树华

大家常说“以文会友”，历史上也不乏这样的故事和美谈。
但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是从我认识李建礼教授开始的。

严格地讲，鄙不算文人，只是做过多年的刀笔吏，略通
文墨而已。唯钟情于几千年来的汉字书法艺术，亦仅是在欣
赏方面。因工作关系，我走遍祖国各地，也多次到海外访
问，特别是日韩和华人聚居较多的东南亚及欧美各国，每到
一地都在闲暇之余去欣赏不同形式的书法作品，与书家们交
流一番，可谓拜读了不少的碑帖，赏析了很多流派的墨宝，
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书法家。这个过程中，我经常看到李建礼
教授的书法作品和著述，每次都印象深刻，过后仍记忆犹
新，真乃回味无穷也。多次听到书家们对其书品、人品的评
论，让人由顿生敬意到定格高尚，仰慕之情日深……

(一)

书家都说：书法是线条的艺术。我看，任何一条延续的
线无非一种运动的路线。不过，她只有遇到读懂的人才会苏
醒，才会生机盎然。就像一个人，只有遇到读懂自己的人，
幸福才会滋生蔓延。品李建礼教授的书法作品亦如此，须有
慧根，方能领略其中美妙。赏其作品，特点有三：

其一，集古成今。李建礼教授学书始于家学，由唐入
手，上溯魏晋之风，下追历代名家，长年徜徉于遍观模仿古
人名迹之中，以至于他的许多临摹不辨真伪。但令人欣喜的
是，李教授仿古追临，虽达到乱真程度，但却提倡高古脱
俗，并没有拜倒在前人脚下，而是博采名家之长，顺应时
势，脱古成今，自成一格。李教授书作，既含秦汉之势、晋
代之韵、南北朝之神、唐代之法、宋代之意，又赋时代风貌
与特征，显示个性张扬、风骚独具的书品书格。

其二，挺秀隽美。这是人们过去评价帝王君主、现在评
价明星名人的赞语，意为身姿、气质、神韵、容貌俱佳。评
价李建礼教授书法，此四字恰当妥帖。挺为姿，形容一个人
挺拔豪放，伟岸壮美，“犹如青松之拔灌木”(钟嵘《诗
品》)，象征骨气和力量。表现在书法上，则是笔势峻峭，
蓄势待发，给人用笔大势磅礴、结体稳重严谨之感觉。秀为
神，所谓人的精气神，李教授的书法体现得淋漓尽致，细品
之秀，其用笔尖锋自如，落笔麻利明快，线条灵动的跳跃
感，气息贯通的紧密性，字字传神的内在美，着实楚楚动
人，让观赏者神清气爽。隽为韵，李教授书法像雨后修竹幽
兰，若瑶台青琐，窅映春林，美人婵娟，风韵绰约，甚有意
韵媚趣。美为貌，即婉美华丽，有如羞花闭月、沉鱼落雁之
容貌，美不胜收，让世人倾倒。

其三，书论相通。书圣王羲之当年就倡导“书须存
思”。书法者，亦应是思考者。然时下，就一般书家而言，
大多“手上功”深、“心中功”浅，许多书史学者、书法评
论家又“心功”深、“手功”浅。这方面李建礼教授却有着
高度的理论自觉与思考探索，成为两者兼擅的学者型书法
家。他立足于书法教学研究一线，博览群书，天涯行旅、探
幽揽胜，考证书史、精研书体，探问书家，高度概括前人的
思想，形成自己的观点，并赋予新理念的现实生命力，实是
佳构迭出、著述丰厚。先后创作了《龙门二十品赏评》等百
余篇专业文章发表在《中国书画报》、《书法导报》、《书
法报》等国家级报刊上；承担了《中国古代书法教育的传承
研究》等多项专业课题研究；出版了《墨海沉潜》、《书体
流韵》、《书艺留香》、《刀韵笔趣》等多部学术专著；主
编、参编高校书法教材数部，得到奖项无数，成为学界、书
界以至社会各界影响广泛的实力派和公众人物。这可能就是
李教授书品与众不同的真谛所在。

(二)

与李建礼教授相识，缘于今年4月举办的29届潍坊国际
风筝会和9月举办的18届鲁台经贸洽谈会。这两大盛会都是
文化搭台、经贸唱戏，规格层次很高，办会规模很大，国际
影响很广。在开幕式大型演出中，研究文化载体时，大家首
推书法；在海选书法家过程中，大家首选了李建礼。

中华文化，自古就讲：“文如其人，字如其人”。大书
法家的作品总是其人格品德、情志精神及生命理想的升华。
南朝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夸赞王右军“风骨洁举”、
“高爽有风气”，其书也仿佛似之，人字合一，交相辉映。
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主张“天真烂漫是吾师”，其作
品有自然闲适之趣。杜甫一生颠沛流离，则是“书贵瘦硬方
通神”。颜真卿倡言书法的教化功能，字则偏肥，雄毅浑
厚，亦称高格。古人虽去，但从他们留下的作品上，仍可追
摹其品格神貌。当今书家在临池用功之后，其作品也可窥见
其情趣、性格与品藻，即所谓“狷介者字僻，梵独者字寒，
豪达者字旷，闲适者字逸，雄放者字野，高迈者字奇，端方
者字朴，深心者字怪……”如前所述，书品与人品竟是这样
的和谐统一、密不可分。这正是书如其人的绝佳注脚。

李建礼教授作为现代书家的优秀代表，大家对他人品的
评价，可概括为八个字：

一是志宏。李建礼受家庭熏陶，自幼立志写好字。后来
随着年龄增长、自身进步和思想日益成熟，逐步使志趣爱好
与人生目标结合起来，把传承书法艺术、弘扬中华文化作为
远大理想和抱负，几十年如一日，心无旁鹜，孜孜追求，终
成正果。做学问是枯燥的，也是艰辛的，有不被理解，也有
挫折和痛苦。难能可贵的是，李教授历经磨难，矢志不移，
坚韧不拔，熬过来了。他成了教授、书法家、评论家，他的
人生价值得到了体现。这些成就，是学出来的，是跑出来
的，是读出来的，是悟出来的，是苦出来的。“抱一斋”的
书斋号，可能是最好的诠释。

二是淡定。当今世界越来越丰富多彩，越来越光怪陆
离。究其根源，是我们已经进入市场经济时代，追名逐利已
成为整个社会的风尚，各种“家”和“星”几近泛滥，浮躁
之风也日涨。在这种大环境下，能够定下心来的人已为数不
多，有点“资本”的书家更属不易。李教授不以物喜、不以
己悲，专心致志学问，全心全意耕耘。面对名利、金钱，他
能够抵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泰然处之，不为所动，默默
地向着书法艺术的更高境界前进。他的字已很有市场，求字

索宝者络绎不绝。有人拿他的字卖了大钱，许多朋友也劝李
教授搞拍卖会。他听后十分淡然，并说：我是教师，有责任
和义务为大家提供书法知识、传播书法文化。国家给我的，
足已；我贡献社会的，远矣。众皆肃然起敬！

三是无私。建礼教授的无私，不仅仅是表现在淡泊名
利、不图回报上，更重要的是始终怀着感恩之心、大爱之
情，从事书法教育、书艺研究和文化传播。他早已桃李满天
下，仍在传道授业，他的学生有大学生、也有小学生，有七
八十的老人、也有六七岁天真可爱的小朋友，有身居要职的
领导干部、也有平民百姓……他的工作室甚是热闹！他将自
己多年对书法的探究和理解、方法和技巧、真谛和成果，毫
无保留地传授给大家，给人启迪，给人知识，给人教益。尤
为可贵的是，他坚持真理，敢于鉴赏评析历代名家的得与
失，冒不韪之嫌，打破迷信，还原历史，抑扬有据，给人以
正确导向，做到了传书法、也传文化、更传真理。

四是不倦。书无止境，艺无止境，探求真理无止境。即
使学问再高，造诣再深，名气再大，仍有进步的空间。李教授书
法真草隶篆行皆工，书家、评论家均赞精到洒脱，却仍然临池
不辍，在继承创新上下工夫，不时有书作集结出版。李教授已
经著述颇丰，学人皆读、业内皆服、众人皆羡，然仍于书法艺术
研究不止，近闻《书法技法探索》等专著又将付梓。几千年汉字
演变流源、众书家书体传承理悉已纂，仍嗜书如命、研史如
痴、探求真理不倦。此种精神和品德，岂不贵哉、美哉！

(三)

古人云：“文中有岁月，字里蕴乾坤”；常言道：“言
之无文，行而不远”。品李建礼教授书品能够品出韵味，品
李建礼教授人品可以品出境界。这实际上是其文化底蕴、道
德胸怀使然。

试想，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如果少了那句“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会是怎样呢？文章虽美，但
却没了灵魂和打动人心的力量。正是因为范仲淹有这样的文
学功底和气度胸怀，才会留下这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

同理，欣赏李建礼教授的书法，可以看到活的因子、灵
动的音符、时代的韵律和文化内涵，是美妙、是甘洌、是坚
毅……是难得的享受。读李教授的著述，能够从简单的文字中
读出大道理，能够让学术问题大众化，能够使人醍醐灌顶，走
进去和走出来十分随意。与李教授交流，如同跟大师对话，感
到平和温暖，感到激动振奋，感到博大震憾。如此品来，可
谓品出学养至深、品行崇高、造诣超群之“三味”。

9月20日，由山东艺术学院书画名家
携山东嘉隆石油专用管制造有限公司开
展的“走进郓城义卖书画笔会”在黄河
滩区“第一书记”包村驻地隆重举行。
山东艺术学院院长张志民与书画家们看
望慰问了山东艺术学院派驻良东村、金
店村、姬庄村的三位“第一书记”。在
下午举行的书画笔会上，艺术家创作的
几十幅书画作品均被支持这次活动的山
东嘉隆石油专用管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
齐元臣先生收藏，其所出的100万元书画
款全部捐助给良东村、金店村、姬庄三
个村，用于当地乡村改善建设。

（魏忠友 刘考勇）

山东艺术学院

百万画款赠郓城

张
钧

一
九
八
八
毕
业
于
济
南
书
法
艺
术
学
校

一
九
九
一
年
获
山
东
省
第
三
届
青
年
书
法
大
赛
三
等
奖


同
年
拜
魏
启
后
先
生
为
师

在
魏
老
的
指
导
下
从
︽
褚
遂
良
大
字
阴
符
经
︾
里
学
习
写
字
的
手
法

学
钟
繇
︽
戎

路
表
︾
同
时
学
︽
铁
山
刻
石
︾

学
︽
松
江
本
急
就
章
︾
同
时
学
宋
克
︽
书
谱
︾

学
︽
二
王
遗
墨
︾
看
汉
简
体

会
毛
笔
在
纸
上
运
行
的
美
的
规
律


二
○
○
五
年
创
办
魏
启
后
书
画
数
字
展
览
馆

并
出
版
︽
魏
启
后
谈
艺
录
︾


李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山东书
法家协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第四届
泰山文艺奖评委，中国楹联学会会员，山
东楹联学会理事，邹城市文联主席、党组
书记。主要学术专著有《秦汉刻石选
译》、《杞芳堂读碑记》、《山东省区域
文化通览·济宁卷·汉碑》等。其中《秦汉
刻石选译》获第三届泰山文艺奖、2011年
度山东省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2012
年5月应邀赴香港书谱学院书法院讲学。
书法作品入展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各类
展览二十余次，其中全国第三届楹联书法
大展获奖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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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时间：2012年9月22日-24日
展览地点：滨州嘉合艺术馆

青年书法家刘从明，多年来钟情于行
草书创作，此次展出的50多幅精品力作，
包含对联、手札、条幅、扇面等，充分展
示了作者在书法艺术上独特的灵性才情以
及多年来不懈努力、日渐成熟的艺术风
貌。 （书讯）

“古逸清雄”——— 刘从明书法展

李建礼，山东安丘人，潍坊学院书法教授。
祖父为清末秀才，自幼跟祖父习书，学前即为乡
邻书写对联，至今笔耕不辍，潜心研习篆、隶、
行、草、楷，尤用力于二王、颜、柳、米、黄和两汉
书法，自成风格。书法著述主要有：《墨海沉潜》、

《书体流韵》、《书艺留香》、《刀韵笔趣》、《李建礼
艺术集》、《李建礼书法作品集》等著作，主编、参
编教材数部，在全国有影响的报刊杂志上发表
专业学术论文百余篇。作品多次获奖，应邀参加
国内展览屡获奖项，被许多国家权威机构收藏。

张志民在创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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