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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可称为“点评式的著作”，因为它大都是提纲挈领，用简明扼要的语言“点睛”学习要点，谈论
或介绍与书法绘画有关的种种话题。
这些点评式的言论中，包含了作者对书画界种种现象的关注和思考，其中有书法的学习、传统的继承
、现状的评述、关于书法的知识与趣闻，对当代名家书风和思想的弘扬和对当下不良现象的批评等，
内容丰富，批评直率，观点鲜明。
书中还收录了大量珍贵的碑帖图片及作者书画作品，具有参考与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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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优良，号墨石斋主人，1972年生，汉族，河南洛阳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
现任人民日报社新闻信息中心文艺部副主任，现为中国书法家家协会会员、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员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常务理事、安阳师范学院兼职教授，国家人事部书画人才研修中心创作研究员、
殷墟书画院顾问。
     
    先后应邀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安阳、洛阳等地举办个人书法展，其作品被各地博物馆、美术馆及
国际友人收藏。
出版专著有《李优良书法作品选》、《中国当代名家系列作品集·李优良(卷)》、《学书心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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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学书心得　　六、书法不是杂技　　记得几年前我到湖南常德出差，闲暇之余与当地
书法界的朋友切磋书艺，后来一当地书协的领导，邀我去参观什么蛇书展，也可能我是京城来的缘故
，力邀我前往，盛情难却，前往一睹，只见一表演者双手抓着一条绿色的大蛇不停地表演，而后用蛇
头蘸墨在纸上乱写一番，先不说写的如何，单就这种行为足以让人毛骨悚然，这种形式更准确一点叫
表演，或者叫杂耍，再看写出来的这字，简直不堪入目，更别说称之为书法了。
书法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而这种表演简直是对书法的一种亵渎和侮辱。
时下我又看到一家媒体报道一“书家”的勺书作品并附上其创作时的照片，报社编辑与记者的无知被
糊弄的让人可笑，可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我们不能以传媒的眼球效应和公众的猎奇心理而失去文化
的严肃性和艺术的创作的基本要求。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的悲哀。
　　七、书法的标准　　书法也，书写的方法，其书写的前提是汉字，其书写的过程是一种创作的方
法和笔墨的表现形式。
区别于书法与其他艺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既定的形式来表现汉字的书写艺术。
用汉字的线条结构达到一种黑与白、点与线的造型艺术形式。
不失去汉字的可识性，不破坏其结字的规律。
具有毛笔书法线条的质感、力感、韵感等均为书法之范畴。
如果脱离了汉字的造型和音、义及文化属性，也就不能称之为书法了，因为他只有法而没有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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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书心得》是作者多年来在书画学习创作中的心得感悟，关注和思考了书画界的种种现象。
内容丰富，批评直率，观点鲜明。
还收录了大量珍贵的碑帖图片及作者书画作品。
 著名学者、书法教育家欧阳中石为该书题写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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