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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画沙绪语:李一书法集评》主要内容有：《四书》李抄本序／王伯敏、“文”“质”相辅——写在《
李一楮墨集》前后／沈鹏、读李一书法／王学仲、学艺相成后生可畏——有感于李一的书法／薛永年
、李一书法品读／杨悦浦、读《李一楮墨编》随记／陈绶祥、吹尽狂沙始到金——关于李一的书法作
品／程大利、骨鲠而有书卷气——谈李一书法特色／陈传席、沿隐至显志以定言——读李一君的书法
／林木、“书为心画”——读《李一楮墨编》／刘守安、李一书法创作之我见／周永健等。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画沙绪语（中青雄狮）>>

书籍目录

读李一书法随想／冯其庸
《四书》李抄本序／王伯敏
“文”“质”相辅——写在《李一楮墨集》前后／沈鹏
读李一书法／王学仲
学艺相成后生可畏——有感于李一的书法／薛永年
李一书法品读／杨悦浦
读《李一楮墨编》随记／陈绶祥
吹尽狂沙始到金——关于李一的书法作品／程大利
骨鲠而有书卷气——谈李一书法特色／陈传席
沿隐至显志以定言——读李一君的书法／林木
“书为心画”——读《李一楮墨编》／刘守安
李一书法创作之我见／周永健
万岁古藤——读李一书法有感／刘二刚
古意·己意·新意——读《李一章草书谱》／斯舜威
鹤情高不群——李一书法之意义／叶鹏飞
《李一楮墨编》读后／悔墨生
书法的学者与学者的书法／尚辉
五岳寻仙不辞远——我所认识的李一／齐开义
厚学载书境造诣得渊雅——李一及其书法艺术／范正红
解读李一书法／严学章
字里行间的艺术——学者型书法家李一／兰铁成
楮墨中的李一／张渝
文艺相辅尚古崇拙——李一印象／唐健钧
气息畅达风规自远——李一其书其人／东野长河
书道如人文道自彰——我与《李一楮墨编》／冀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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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陈绶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李一书法的长处是找到了写字的切人点，如体、法、意、韵
，等等。
他把书法与“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中国有“人书俱老”之说，但李一尚处于中年，能达到这个高度，非常不容易。
章草是汉隶向其他书体转化的关键阶段的书体，可以从“意在笔先，笔断意连”两个方面对它进行深
入研究。
章草有很强的实用性，书法应该更主动地去适应新的材料（纸张）。
　　薛永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刚才大家都肯定了李一
小楷的成功，其实他的小楷还有不少发展空间。
有一册评论李一书法的文集，书名叫《文质相辅》。
“文质相辅”有三层含义：一、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二、古与今的关系；三、质朴与流美的关系。
李一的书法既浑厚凝重，又儒雅流美，既质朴，又幽默。
他尝试着把许多对立的审美因素统一起来。
现在许多人对“风格”有误解，认为“风格”就是特点，而忽视了“美”。
每个人写字都有特点，但未必都　　“美”。
一些人甚至把缺点当成“风格”，从而忽视了“美”。
但李一身上没有这种习气。
李一的章草中吸收了一些今草甚至篆书的成分，我认为这一点得益于八大。
熊秉明曾说过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之核心，我想他可能是从“文字”的角度来理解书法的。
李一的抒情是抒发审美情感，作为一个理论家，一个大编辑，书法写得如此出色，其原因是他把书法
当成了生活。
写字也好，说话也好，若是彻底离开了实用功能，其艺术性就会被削弱。
李一写信、抄写文稿都用毛笔，这促进了他的书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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