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書法學院院長岑寂秋老
師捐贈「書之妙道」墨寶作
抽獎，當晚主講嘉賓劉衞林
教授獲獎。

劉衞林教授主講「蘇軾的文學世界」講座

香港書法學院 秋霖研墨社 合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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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苑樺女士淺談「蘇軾的筆墨天地」講座

周立平女士介紹及分享自己書寫蘇軾作品心得

譚祥基先生展示多張臨寫和自運的蘇軾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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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忘書法

        香港教育界頗為熟悉的 Howard Gardner，他的研究，從研究幼兒的美術學習開始。他在 

1988年訪問中國，但卻帶來了一個大疑團：學中國畫，開始總是“梅、蘭、菊、竹”的臨摹，反

復操練。他覺得這是典型的“無意義重複”（rote-learning）；但是中國分明又出了許多有出色的

美術家。

        曾經與台灣的曾志朗教授談起，他是知名的語言腦科學

家。他認為這是一個重複練習⋯⋯ 舉一反三⋯⋯ 隨意發揮是

學習的三部曲。筆者 2018 年“從零開始”學書法，想自己體

驗一下學書的過程。幾年下來，有了新的體會。可以呼應上

面曾志朗教授的分析。 一、莫名其妙：不懂得欣賞。 二、反

複練習：逼著自己按照字帖，一筆一筆去模仿。 三、力不從

心：眼睛明明看到，就是手不聽話。 四、工多藝熟：不斷練

習，手逐漸聽話。 五、得心應手：心想到的，都能寫到。

六、不假思索：基本技法，已經不在話下。 七、舉一反三：

字帖上沒有的字，也能夠寫出風格。 八、

熟能生巧：消化人家的精華，開始寫出自

己的風格。 九、心領神會：對書法逐漸

有自己的心得。 十、隨心所欲：可以隨

意發揮，自由創作。（說是如此，但筆

者還在第三個階段徘徊，勤練是關鍵。）

        近年注意學習科學（Science  of  

Learning），上述學習書法的過程，

正好符合了學習科學的原理。

        學習科學的最根本原理：人的學習，

是人腦在不斷構建知識。知識，不是從外

界輸入腦袋的，而是人腦與外界的不斷接觸，逐漸形成了我們的知識。因此，人的活動和經歷，

決定了人的知識。聽過一位音樂教授說，練習曲，是要建立“肌肉記憶”（Muscular Memory）。

以拉小提琴為例，就是眼（讀譜）、耳（聽音）、指（按弦）、臂（運弓）的協調，也是要達到

不假思索的地步，才能真正奏曲子。

懷素自敘帖學習最後階段⋯隨心所欲：可以隨
意發揮，自由創作

書法學習的描、摹、臨，都是
模仿，是有意義學習的初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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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書法的過程，從頭到尾要求專注，分神不得

        學習科學的另一個原理：學習不是人類孤立的行為。學習，基本上是一種群體活動。人腦

與人腦之間，有一種互相感應的“鏡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鳥類的群飛、動物的集體

遷徙，都是由於簡單的互相感應。人類的模仿就複雜得多。但那是人類學習最基礎的步驟 ⋯ 不

論是語言、音樂、舞蹈、寫作 ⋯ 哪一樣不是從模仿開始？

        書法學習的描、摹、臨，都是模仿。這絕對不是“無意義的重複”，而是有意義學習的初

階。對於書法，就更明顯了，沒有模仿，就不會明白筆法之奧妙與複雜，也就談不上創意。但

若停留在模仿，就止步於初階。

        學習科學又發現，學習是一個綜合性的活動。筆者開始

學習書法，覺得一橫、一豎、一撇、一捺，何不拆開反複練

熟，然後拼成一個個的字？後來逐漸明白，每一筆，都是在

特定的情景下出現的，必須在總體的一個“字”裡面存在，

甚至在一行、一篇裡面存在。每一筆的學習，都是學習每一

個“字”的一部分。因此是一個一個字寫，一篇一篇地寫。

在寫一個字上的過程，也是領會整個字的過程，領會整個帖

的過程。在學習科學，有時候說，這是不在意的學習，或曰

潛在學習（Implicit Learning）。

        順便一提，大家可以感覺

到，學習書法的過程，從頭到尾要求專注，分神不得。心理學家

高尚仁，就有一本出名的專著《書法心理學》。台灣証嚴法師創立

的慈濟醫科大學，就要求每一名學生，都要修“三道”：花道 – 與

自然對話；茶道 – 與寧靜對話；書道 – 與自己對話。說明書法的

學習，也是一種修行。

(以上文字來自2021年6月21日《信報》同名文章，得筆者同意

摘刊。)

永字八法⋯中國字的毛筆書
法，一筆一橫都很講究

蘭亭序中「之」字不同
的寫法，是配合每行和
整篇作品風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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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評
崔同學的楷書可說是中規中距。
假如他的「交」字的橫劃可以寫
得稍為平一些，「投」字的豎鈎
寫得用力一點，「分」字的刀寫
得稍大一點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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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評：

陳同學這篇楷書結體自然，如線條

稍粗更好。第一個視字應稍向下和

向右移，接著的今字亦稍向下移，

這樣排列會更整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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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評：

張同學的隸書，有筆力，

寫來中規中矩。有個別字

要注意：1. 頭，最後兩點

不要過幼，宜有力才能承

托整個字。 2. 廊，橫畫宜

長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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