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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山山··

□特约记者 姚志康

自打天山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搬迁至天
山四村 122 号大院后， 记者就知道新中心
里有一个名为“悦归斋”的书画工作室。 不
料 10 年后记者受邀采访长宁区青年书画
家协会时，方知这个协会的前身就是“悦归
斋”，会长即工作室创始人李晓荣。 采访李
晓荣是在东一搭西一搭的闲聊中开始———

天山土生土长的书法家

李晓荣，1973 年生人， 出生在联建新
村纺大教工住宅楼里。 其父当年是中国纺
织大学的物理教师， 其母是古北二中的语
文教师，李晓荣算得上书香门第出身。但真
正让李晓荣爱上书法艺术， 还得感谢家门
口的紫云路第一小学（该小学已拆除）。 小
学二年级时， 他被挑选至书法兴趣班学习
写毛笔字。也许是天赋所致，或许是开蒙老
师指导得法， 少年李晓荣学习半年后的楷
书竟然在区少年宫的比赛中获奖。 李晓荣
至今没忘记小学书法课老师吴畅言的开蒙
师恩。 父亲去少年宫看了挂在展板上的儿
子获奖作品后，当即作出一个决定，带儿子
投拜名师。 父亲老李辗转找到了大师谢稚
柳的高足沪上书法名家徐伯清。 徐伯清看
了李晓荣当场写下的几个正楷字后， 收下
了这个九龄童门徒。

李晓荣六年中学时期是在华师大二附
中度过。师大二附中全国重点中学，进入该
校就等于一只脚踏进了大学校门。 出乎李
晓荣亲友们预料的是李晓荣落榜了。 落榜
的原因很简单，痴迷书法，不爱数理化，数
理化就给他“颜色看”。 应了一句名言：上
帝给你关上一扇门，却为你打开一扇窗。榜
上无名，脚下有路。痴迷书法艺术的少年李
晓荣 19岁就开始自食其力了，可以说是上
海较早的自由职业者之一。 师傅徐伯清教
学任务繁重， 就把初入门的娃娃们交给徒
弟带教。 就这样，李晓荣一边跟师学艺，一
边授课维持生计。 母亲虽然没有埋怨儿子，

但总觉得儿子学历不足。 在师傅指点下，
1994 年，李晓荣报考了有书法专业的虹口
区业余大学。 1997 年，他拥有了一张让母
亲得以稍稍宽慰的大专文凭。 那一年他被
批准为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会员， 是该协会
当时三位 70后会员之一，时年 24岁。后担
任上海书法家协会理事。

书法艺术博大精深， 但也还是有规律
可寻。 少年李晓荣也是由“颜”（颜真卿楷
书）入门。 拜在徐伯清门下后，一度潜心研
习小楷，李晓荣得“沪上第一小楷”———徐
伯清之真传。 而后攻行、草书，书风取意于
黄山谷、倪元璐之间，纵横捭阖，又不失自
己独特的风韵。

和故土有隔不断的情缘

说起“悦归斋”落户天山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李晓荣有点激动，他说：“我走了一
个圆圈，出生在天山，学习书法始于天山，
成长期在天山度过，搬离天山后，因为教授
书法，1999 年又来到天山社区学校教授老
年人学习写毛笔字， 因为在天山街道教授
书法， 和一位爱好书法的街道领导成了朋
友，由这位朋友牵线，又让我和新落成的天
山文化中心结缘， 成为第一个被引入文化
中心的工作室，可以说是回到原点天山。 ”

记者虽说初识李晓荣， 还是能感受他
的真诚和质朴。 他说，天山为我创造了这么
好的创作环境和教学条件， 我不好好为天
山出力，对不住自己的良心。 记者问他，你
从 1999年至今，在社区教授了多少人次学
习书画？ 他说从来没统计过。 于是，记者帮
他算了一笔账。 他每年分春季秋季两个学
期授课，50 人左右的学员， 每学期 16 节
课， 春秋两学期 32 节课，50 人×32 次
=1600人次； 其中 10人左右是骨干学员，
寒暑假继续学习，3 个月的寒暑假 12 周，
10 人×12 次 =120 人次，两项相加，一年
1720 人次； 从 1999 年至 2018 年共计 19
年，19 年×1720 人次 =32680 人次。 李晓
荣看了记者的算账， 挠了挠头皮：“不算不

晓得，一算吓一跳，没想到这些年来有嘎许
多人次的办班教学啊！ ”

屈指算来， 李晓荣投身书法教学已有
26个年头了。

“悦归斋”到书画协会的演变

说起青年书画协会的成立， 李晓荣介
绍了一段背景。“悦归斋”落户天山社区文
化活动中心后， 他的书画朋友圈以此为核
心，不断来天山造访、叙谈、切磋、交流，影
响面愈来愈大。前两年，各区相继成立区级
书协，开始，区文联打算将长宁区书法家协
会设在天山，后来由于书协会长人选变更，
注册地也相继变更，区书协没在天山落户。
街道领导闻讯后，有点不甘心。 找李晓荣商
议， 能否在天山成立一个书法与绘画合一
的社团组织。李晓荣有点意外之喜，一口允
诺。 为了区别于区书法家协会的名称，他们
这个协会冠以“青年”名头，而且是书画
“同门”，会长由李晓荣担任。 在天山街道
鼎力支持下，2017 年“五四”青年节那一
天，“初心·前行” 上海长宁区青年书画家
协会成立仪式暨第一届作品展在虹桥艺术
中心隆重开幕。 那一天的展览作品还出了
集子， 那天来了许多领导、 名家和嘉宾捧
场。说到这里，李晓荣像是自言自语道：“没
有街道的支持，我撑不起这个‘台面’”。

如果说，李晓荣 19 年来辛勤耕耘社区
书画普及教育的话，那么，青年书画协会的
成立， 标志着社区书画美术由普及向提高
迈进。 或者说，从此，李晓荣开始了“两手
抓”， 一手继续抓社区市民的普及教学，另
一手抓专业创作队伍的培育壮大。常言道，
一顺百顺。 以李晓荣为首的青年书画家协
会成立当年来了个“碰头彩”。 李晓荣这么
多年来未能叩开中国书法家协会大门，前
年竟然连中两元， 两幅作品入选两个全国
性书法大展。一幅临帖作品黄庭坚的《诸上
座帖》；另一幅楹联展作品，他书写了清人
王兰芝题镇江鉴庭天下第一泉的 “龙门
对”， 由此被批准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进入“国家队”行列。 现在连同李晓荣，长
宁区青年书画家协会已有 5 名会员的作品
入选国家级大展。 为提高创作水平，会员们
自筹资金，邀请名家来协会开课。 2017 年
邀请福建书法名家、 中国书协会员林景辉
来沪为长宁青年书画家们授课， 已连续开
班 7期。

俗话说：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长
宁区青年书画家协会活跃的创作活动，引
起市美术家协会等专业机构的注目。 去年
12月 4日， 上海市美协创作沙龙把成立 8
周年的雅集活动放到天山社区举行， 不仅
是因为李晓荣本身就是沙龙一员， 关键是
看中了天山社区的文化艺术氛围。 活动当
天恰逢“沙龙八年———上海美协创作沙龙
作品选”画册面世。 画册选取了 70多位沙
龙成员作品， 同时纪录了八年来上海美协
创作沙龙在展览交流、名师讲座、作品点评
各方面的活动记录。 沙龙负责人武国强先
生向天山文化中心主任周荣赠送了留有作
者签名的＂沙龙八年＂画册。 并请李晓荣
将画册转赠给天山书画社成员。 仪式过后，
美协沙龙的画家和长宁青年书画家当场挥
毫泼墨，留下一段佳话。

书画普及补上“白领一族”

李晓荣当年从教娃娃入手书法普及教
育，转而进入社区教老年朋友写字画画，在
过往的十几年中基本处于 “一老一少”的
教学状态。 随着“悦归斋”驻扎天山社区文
化活动中心，当中的“青年”空缺得以补
齐。 这些年，李晓荣为白领一族开设晚间小
班。每班七、八个人，每周三、四的晚 6点到
9点。 天山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里有健身房，
许多白领是 “先动后静”， 先做一小时瑜
伽，冲把澡后，进入“悦归斋”凝神静气地
临帖书写，或泼墨作画。 这群“玩一把”的
白领还玩出名堂了， 好几位白领的作品入
选上海市或长宁区的书法展， 其中两位年
轻人还被吸纳为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会员。

为了让更多爱好书画的市民有提高技
艺的场所，李晓荣把每周三定为“协会开放
日”， 这一天中心三楼的四间展厅打开，市
民可以支起画架写生， 也可以在工作室画
案上切磋交流，也可以三五同道品茗叙谈。
一位书画爱好者居民对记者说：“李老师喋
间工作室我是常客， 来到这里即便不写字
不画画，翻翻那些名家碑帖、画册，心里也
交关适意！ ”

咂摸着这位居民的话，记者起身告辞。
刚出工作室门， 顶头碰到街道办事处主任
梁宏进门。 他告诉记者，刚从对面老四村检
查非成套房改造工地结束，过来换换脑子。
他的话跟那位居民异曲同工。 闲聊中，梁主
任无意中的一句话： 要让书画艺术在天山
这方土地上扎下根来。 让记者有了报道题
目“天山沃土滋养书画艺术。 ”

天山沃土滋养书画艺术
长宁区青年书画家协会访问记

白白领领光光顾顾书书画画室室会会长长李李晓晓荣荣会长李晓荣 白领光顾书画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