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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的书法教育观
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于有东  

书法是语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部于 2011 年、2013 年、

2014 年先后发布了《教育部关于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教育

部关于印发 < 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 > 的通知》和《完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明确要求在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中，按

课程标准开展书法教育。目前，如何开展中小学书法教育尚有较大争

议，下面以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改良主义思想体系的理论家郑观应

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探讨他对蒙学中字学教育的见解、书法学习的

建议、书法继承与创新的观点等，以期对书法教育工作者有所启发。

郑观应（1842 － 1921），原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一作匋

斋），又号居易、杞忧生，别署待鹤山人、罗浮偫鹤山人、慕雍山人、

铁成慕雍山人等。祖籍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他

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改良主义思想体系的理论家之一，是揭开民

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也是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书法家、

慈善家和热忱的爱国者。他曾充当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买办，

后又在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和商办

粤汉铁路公司等担任高级职务，投资兴办过贸易、金融、航运、工

矿等企业，是一个从买办转化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代表著作有

《易言》《盛世危言》，后者曾对中国思想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作为晚清社会的商界精英，郑观应一生都在为实现强国富民而努

力，提倡学习经世致用之学，批评“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的人

才培育制度，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实学”举措。而对于书法，虽

然幼时所习碑帖之学中已包含一些习字教育，但相对于实学来说，它

又显得不是那么重要。所以在他留下的文字材料当中涉及书法教育这

一领域的论述较少，但却颇具代表性，主要体现在蒙学教育中对字学

的建议和对儿女习字的若干建议这两方面。

一、在蒙学教育中关于字学的主张

（一）字学教材的选择

郑观应在上海学习商务期间学习过两年多的英语并在以后与洋

人经营商业时日益熟悉英语语言文字的运用。由此对中西文字都有

一定的了解和运用，常思考两种文字的异同之处，并且提倡国人要

学习一点西文字。他于《盛世危言》的《华人宜通西文说》一文中

在比较中西文字的难易时说道 ：“然以中、西之字较其难易，则华

字难而西字易。”[1] 认为“我中国苟非绝顶聪颖子弟，未见有读书数

年，而即能作书信论说者也”[2]。所以他认为国人在蒙学教育中就

应该选择简单易懂的字学教材，以便于尽可能让更多的人能识字而

开民智，进而强国。

在蒙学中，郑观应对字学教材的选择上非常讲究，他在《复蔡

毅若观察书》中对《切音新字》这本字学教材非常佩服，认为“书较

东莞王煜初、苏州沈曲庄所著笔画尤简，更易谙习，将极难、极复之

学业，变为极易、极浅。苦心绝学，裨益世人，佩服之至”[3] 。他认

为字学教育上应“择其切音易、笔画简者，通饬各省、州、县官绅设

立学堂，凡年六岁者，无论贫富子女，皆须入学。一月未成，学至两

月 ；两月未成，学至三月 ；学成之后，再学汉文。如无力再学汉文

者，即撰《简字汉文蒙学五千字课图》以备购阅，便知常用之汉文

字义矣。更设新字日报小张，卖价极廉，俾广流传”[4] 。因为“切音

易、笔画简者”比较适合初入学的孩子，也易于接受和消化，他把这

样一种方法作为学习汉文的捷径，并且认为在蒙学教育中实行这种方

法，“不需数年，国内无人不识字，而民智大开，风俗日美”[5]。

（二）习字的方法与教学

对于教小孩习字的方法，郑观应赞同当时宋学儒生的做法。他

在《答关均笙先生论学校书》中说道 ：“至于习字法，宋儒教小儿先

令影写赵子昂千字文，稍长习智永千字文。每板影写一千五百字，添

写四千字，如此一、二月乃止。必如此方能后日写多，运笔如飞，不

致走样也。”[6] 从学习书法的选帖来看，他结合蒙学教育，继承魏晋

以来的传统，选择《千字文》作为范本，这在魏晋以来就一直作为小

儿习字的通用教材。选择二王一路的书法风格，且追宗溯源，先从赵

孟頫入手，然后再习智永《千字文》。从书写实践的方法上，主张先

“影写”后“添写”。“影写”其实就是所谓的“描影”，即用相对透明

的白纸蒙在字帖上，然后照着在白纸映现出来的字影进行练习，实际

上就是类似于“摹写”；在他的《待鹤斋学校论》一文中也这样认为 ：

“幼学当宜日认十二字，解明字义，令其摹写。”[7] 而“添写”则是先

通过双钩出字形的大致轮廓，然后再用毛笔按所双钩的轮廓去添写。

这两种方法不仅可以使小儿所写的字不致于走样得厉害，也可以培养

细致的观察能力和持之以恒的注意力。从习字训练的强度来看，他主

张“每板影写一千五百字，添写四千字”[8]，认为如此坚持一两个月

便可以渐渐地停止这样的训练方法，认为这样的坚持使小儿日后也能

多写，并且在多写还运笔如飞的基础上能达到“不致走样”，即在用

笔、字形的结体及整幅字的风格和气息上都不会太远于所习的范本。

二、对于儿女习字的建议

郑观应对儿女习字的建议主要表现在他的家信里面。他在一封

《训子侄》中劝诫其子侄 ：“读书须如曾文正公云 ：学者于看、读、

写、作四者，缺一不可……至写字不多则不熟，不熟则不速。无论何

事均不能敏以图功。”[9] 这里与他在蒙学教育中所提倡的习字方法基

本是一样的，同样也主张习字一定需要多写，要有长期的训练，要达

到一定的练习数量，只有这样才能“熟”。而这个“熟”则又有一定

的深义，这个“熟”不仅是指对于汉字基本的字形结构和书写方法的

熟悉，还应该指对习字者所遴选作为范本字帖风格气息的掌握和熟练

地运用，如此便可熟能生巧。在熟能生巧之后，写字的速度才能加

快，只有写字的速度加快了才能增加做事的效率。郑观应这是站在崇

尚实学基础上的主张，因为作为商业精英的他来说，效率才是最重要

的，所以他以工具论为出发点来要求儿女对于写字方法的训练，这种

训练的主张并不是为了能训练出一个艺术家而是训练出一个做事有效

率的人才。但他同时也嘱咐儿女“无论何事均不能敏以图功”[10]，即

做事虽然要讲求效率，但不能以功利为目的去学习东西。这样培养出

来的儿女就应该是既能讲求效率，又能有教养而不以图功为目的。

三、对书法在社会生活中的定位

考察郑观应的各种著作、信札等文字，他对书法或说书写在晚清

这个社会背景下的价值地位评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他并没有把用毛笔书写汉字作为一种艺术来看待。在郑观应

的著作及书信中，极少用“书法”这一词，大多用“写字”或“习字”

等词语，但在《盛世危言》的《华人宜通西文说》中第一次非常直接地

用了“书法”一词，他在比较中西文字的难易时说道“华字一字一音，

而书法又各自不同”[11]。这里的“书法”从语义上看应该是指书写的方

法而言，由此可知他即使在中西文字比较时也没有把用毛笔书写汉字作

为一种艺术来看，反而认为汉字的书写较书写西文有些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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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书写是一种工具。他在蒙学教育中对于字学教材的选择、

范本选择、习字方法的主张以及对儿女习字的建议等各方面，最终目

的都是为识字作文、为日后能多写、为能熟能速，把它看作一种基本

的技能，从而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和效率。这是站在儒家工具论的基

础上，也是站在经世致用之学上对习字在社会生活中的定位。他在

《盛世危言·学校（下）》一文中说 ：“或谓中国小学堂宜仿德国小学

堂章程 ：教分七班，每年历一班。学分十课 ：一曰经学……十曰中国

字。”[12] 这里的中国字应该包含文字的发生与演变及汉字形体结构的

书写方法，可见他以为学习中国字只是作为国人识字修学之门径。在

这一点上也是承先人之例，《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

艺 ：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

数。”[13]（这里的“书”与郑观应所谓的“中国字”的含义是很接近

的，都不是指书法艺术）。

第三，书写有时是一种审美享受，书写的精美可以使人爱不释

手。他在《阴隲文图证序》中说道 ：“去冬，友人黄葵生示以费晓楼

先生绘本，张解元补书，字画双美，尤属精核，令人爱不释手。”[14]

这种“爱不释手”的产生，不仅仅是因为对这本书的喜爱，更是因为

由费晓楼所绘和张解元补书所成且字画双美。

而当时以招善书者抄写图书来作为宣传的做法情形描述，也同样

出现在其《感应篇引经笺注》上。他在《感应篇引经笺注序》中说道 ：

“《感应篇》一书注解者数十百家，独推惠定宇先生笺注证据确凿……

吾粤罗椒生尚书复引经衍义，招词馆之善书者分而录之……使受而读

者观其文，爱其书觉字里金生，行间玉润，临摹讽论之下，显以动其

珍重慕效之心，隐以发其涤秽荡邪之志，其诱掖苦心蔑以加矣。”[15]

第四，他也把“书”这一事建议列入女教中。他在《盛世危言》

的《女教》一文里说道“诚能广筹经费，增设女塾，参仿西法，译以

华文，仍将中国诸经、列传、训诫女子之书别类分门，因材施教，而

女红、纺织、书、数各事继之”[16]，“庶他日为贤女，为贤妇，为贤

母，三从四德，童而习之，久而化之 ；纺绣精妙，书算通明 ；复能相

子佐夫，不致虚糜坐食”，如此则能使民尽其所用。

总之，就郑观应一生成就来看，文学和书法在其生活中都不占主

要的位置，是他表达思想感情的一种方式而已，是从儒家对待文艺的

态度出发把它作为一种载道的工具而已。他无心做个诗人，虽然人们

也开始为他戴上“近代文学家”[17] 的桂冠 ；他更无心把自己训练成一

个书法家，虽然他也曾苦心学习过馆阁体和古人名碑法帖。但是，通

过对其文集和信札的探讨分析，他对书法教育的见解是值得当下书法

教育工作者研究和思考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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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代诗词中的体育活动语言描写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  叶向东

摘要：宋代诗词佳作中描写活动场景相关的文献颇多 , 例如《太

平御览·艺经》《宋史·礼志》, 以及宋代文人笔记等文学资料。在这

些文学典籍中以体育场景描写做为创作题材的诗词作品比比皆是，文

人墨客对这类场景的细节描写不仅使今人领略其文学风采，而且为我

们展开了宋代社会盛景的画卷。本文基于宋代诗词文献，从宋代诗文

中对活动语言描写的角度分类进行论述。

关键词：语言描写 场景 文学研究 宋代诗词

一、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活动语言描写概述

在古代文人的文学作品创作中，诗词篇章框架的结构构建相对

有例可循，但对细节的语言描写却容易被忽略，细节语言是作品的灵

魂，流传千古的佳作都离不开出彩的细节语言描写。著名的文艺理论

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对文学作品的细节描写这样评价 ：“无论一个细

节——场景、性格、情节多么奥妙美丽，假如它不是为了最完善的表

现作品的主题，它对作品的艺术性就是有害的。”由此可见，细节描

写不仅突出一部文学作品的主题，还是作品的灵魂。文人对细节进行

细腻的描写，在文学作品当中所塑造的主题就会更加地饱满，该作品

就更能够突出文章反映的主题，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细节描写对整个文

章的重要作用。在我国古代的文学佳作和文献中，关于体育活动作品

的记载异彩纷呈。历代笔记如《东京梦华录》等，反映古人开展各类

活动的场景。在诗词鼎盛的唐宋朝代就有大量反映这类题材的文学

作品，杜甫《清明》:“十年跳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以及王

维《寒食城东即事》:“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等。在

宋代各种笔记、宋词、散文中有以不同文学手法描写各种民俗活动的

场景。明清小说中也有大量的反映民间活动的内容，如《红楼梦》中

对放风筝、象棋、围棋等活动都有描写。《水浒传》中也有记载双陆、

毽球、击球等活动场景，如第二十五回表现女子对秋千的喜好“月娘

春昼打秋千”，也有对武术与拳击场景的描写，这些都是珍贵的文献

资料。从这些文学作品的描写中，我们了解到古人活动的丰富多彩以

及各类活动的发展盛况。由此可见，在历代文人的诗词、戏曲、小说

等文学作品中都有这类题材的踪迹，以下从细节描写的视角下对我国

古代体育文学作品进行分类解读。

二、从宋代诗文中体育场景的文学风采

在我国的古典文学中，唐宋诗词一直是被公认的文学代表，象征

着我国古代文学的高峰。获此殊荣的原因除了诗词在文学创作上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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