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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岁的李俊江农民出身，

从小喜欢练书法，43年来从未

间断，如今已是中国书画摄影

家协会理事、中国长城书画协

会会员，多次在全国及省、市

比赛中获奖，是一位地地道道

的农民书法家。

1975年，李俊江刚上小学

一年级时，从同学那里借了支

快秃头的毛笔，试着写了几个

字，正好被老师看到，老师夸

奖他写得非常好。从那以后，

他就迷上了写字。

那时候每到过年，乡亲们

都会拿着红纸请写字好的人

写春联，李召庄村的李会升老

人就是全村人公认的“书法

家”。寒假时，十多岁的李俊

江每天跑到李会升老人家，看

老人写字，帮老人叠纸、裁纸，

偷偷地跟着学。“我知道你是

来学写字的，我看你有写字的

天赋，临帖吧，别让我的字耽

误了你。”李会升老人找了本

字帖送给了他。

从此，李俊江疯狂临帖，

为了省钱，他把墨汁掺上一半

的水，几个兄弟的作业本，家

里的饭桌、凳子，甚至火柴盒，

只要能写字的地方，都被他写

满了字。

李俊江的字在村子里小

有了名气，便开始给村子里的

人写春联，从腊月二十写到年

三十，自己一边裁纸一边写，

从一大早写到晚上十一点，乐

此不疲。乡亲们的认可，更让

李俊江坚定了沿着书法这条

路走下去的决心。

一次，他从邻居家得到五

张旧报纸，这是他第一次拥有

大幅纸张，那次在大纸上书写

的尽兴感觉让他终生难忘。五

张报纸写了正面写反面，直到

报纸完全变成墨黑色为止。自

此，他特别留意收集旧报纸。

有一回，他在废品站发现了一

大摞旧报纸，却没钱买，就把家

里一把坏菜刀卖给了废品站。

可钱还是不够。他央求老板，

承诺报纸写过字再送回来。废

品站老板看他态度诚恳，就把

报纸赊给了他。

凭着这种勤奋刻苦的劲

头，李俊江终于在书法上小有

成就。

从小喜欢练书法，农民“变成”书法家

﹃
我
想
让
孩
子
们
都
能
写
一
手
好
字
﹄

河
间
农
民
书
法
家
走
进
校
园
，义
务
教
学
生
练
习
书
法
两
年
多

汉字在漫长

的演变过程中，

形成了一种独特

的造型艺术，那

就是书法。随着

笔在纸上游走，

一幅凝聚了几千

年中华民族精气

神儿的书法作品

便会跃然纸上。

为了使这一国粹

得 到 继 承 和 传

承，河间市黎民

居乡李召庄村农

民 书 法 家 李 俊

江，走进召庄中

心小学，教学生

们学习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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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江热爱书法，对被公认为天下第二行书的

《祭侄文稿》更是爱不释手。基于对《祭侄文稿》的研

究和喜爱，这些年，李俊江背诵了不少古诗词。他说，

写字一定要体会诗词的意境，理解它内在的东西，才

能把精髓融入作品当中，才能一气呵成，这也是写出

一幅好作品的关键。

如今，李俊江在研习欧体和颜体两种笔体的基础

上，融入了自己的笔体，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笔画坚

挺、结构圆润。在教学过程中，李俊江会有意地将古

诗词带入到课程里，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每天，随着下课铃声响起，总有几个爱好书法的

学生敲开李俊江办公室的门，围在他周围，悉心请老

师指正自己写的字。李俊江每次都是边辅导，边示

范。

学生们对书法的喜爱和钻研，让李俊江非常高

兴。他说，他现在最开心的事就是看到学生们每天都

有进步，能把书法这一国粹传承发扬下去，是他最大

的心愿。

决心把书法国粹传承下去

“同学们，写‘横’的时候，入笔要先由重到轻，稍

顿、向右行笔，在中间部位再由轻到重，至末尾顿笔、

回锋、收笔……”李俊江上书法课时，一笔一画地教，

孩子们聚精会神地听。

经过探索，李俊江书法课上所教的内容由最初的

《弟子规》，改为以各年级的生字为主，做到了书法知

识与课本生字同步，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李俊江共教了10个班，每周每班一节书法课，远

远不能满足孩子们的需求，他与校长孔德清研究了好

几种解决的办法。先是去年冬天周六周日给学生们

义务加课。试了一段时间后发现：低年级的学生需要

父母接送，增加了父母的负担；高年级的自己来去，又

担心孩子们的安全。最后就放弃了。今年春天开始，

他每天下午放学后，利用半小时的时间，教老师们练

习书法。孔德清说：“老师的板书写得好，就是言传身

教，平时课堂上也能指导一下班里的学生。”

对于书法，大多数学生都是从零基础开始，教的

时候就要从坐姿用笔、基本笔画、偏旁部首、框架结构

入手，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

开课两年以来，学生们都有进步，特别是高年级

的学生进步更大。李俊江计划着，过了这个暑假，再

开学就教高年级的孩子学习软笔书法。“学生的进步

是我最大的欣慰。”李俊江笑着说。

三年级学生纪若涵以前写字不好，自从李俊江来

了以后，看到老师字写得好，人又和蔼，便对书法产生

了兴趣。她每天都要请李老师写 8 个字，带回家临

摹，第二天再请李老师指导。一段时间以后，她进步

特别快。

看到孩子进步，学生家长也特别高兴。纪若涵的

妈妈特意来到学校，向李俊江表示感谢，说孩子不仅

字写得好了，而且比以前爱学习了、有自信了。

在今年春天乡里组织的书法比赛中，召庄中心小

学第一次参加比赛就取得了教师组第一名，学生组一

个第一名、一个第二名的好成绩。

学生的进步是我最大的欣慰

后来，李俊江无意间从女

儿口中得知，现在的考试都有

卷面分。作为学生家长，他深

知这几分的差距对孩子意味

着什么。这对李俊江触动很

大，他想免费教孩子们写字。

李俊江说：“我就想让孩子们

都能写一手好字，不因为卷面

失分，同时还能传承书法。我

觉得我有这个能力，我也高兴

做这样的事。”

两年前，李俊江找到了河

间市黎民居乡召庄中心小学

校长孔德清，表达了想到学校

义务教孩子们练习书法的想

法。不久，他便走进了校园，

开始教二年级至六年级10个

班学生练习书法，这也成了该

学校的特色课程。

其实，李俊江的家庭条件

算不上好，主要收入都靠妻子

经营一家小箱包店。平时，李

俊江靠刷写墙体广告挣钱，也

常到附近工厂找点零活儿干。

孔德清说：“我们当地有

很多玻璃制品厂，随便在哪儿

打工一个月也能挣四五千元，

多的时候能挣一万多元。李

老师放弃挣钱的机会，到学校

里费心费力地教孩子们学习

书法，真是太难得了。”

练习书法很枯燥，为了提

高学生们的兴趣，李俊江刚来

学校就成了一道风景——他

在一根塑料管上绑一块海绵，

提着一桶水在学校操场上写

起了大字。看着这位老师如

剑客一般，在地上“挥毫泼

墨”，孩子们马上有了兴趣。

再到课间，学生们都主动簇拥

着李俊江去操场写字，高年级

的孩子更是抢着提着水桶跑

在最前面。

后来，李俊江又在学校里

举办书法比赛，进一步激发了

学生爱书法、学书法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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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江在辅导学生练书法李俊江在辅导学生练书法。。

李俊江在给学生们上书法课李俊江在给学生们上书法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