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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个个小小时时考考试试，，只只写写一一幅幅字字
书法艺考要临碑帖抄古诗，还要认出诗里的繁字体

27日，1600多名考生走进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书法学专业考场，要用一幅书法
敲开他们的大学之门。没有理论考试，没有音乐伴奏，他们需要的只是一张纸、一支
笔、一瓶墨，但这场考试并非那么简单，一笔一纸间也都大有乾坤。

本报记者 尹明亮

不只是写一幅字
还考查传统文化积淀

在上午的考场里，考试时间过半，
多数考生依然在不紧不慢地进行着自
己的书法创作。试题是当天早上由专家
组临时从题库里抽取后打印的。考生们
的答卷则是一张四尺的整张宣纸。

每一个笔画都慢慢下笔，每一个字
都小心书写，在考场上写毛笔字的考生
并没有印象中的任性挥洒。篆、隶、楷、
行、草，考生们要在宣纸上用自己擅长的
任意两种字体各书写一首七言古诗。再
加上需要临摹的字帖，考生要在三个小
时的时间里在这张63厘米宽、136厘米长
的宣纸上写下123个毛笔字。

“别看考试形式只是写一幅字，但
考查的内容不仅仅是学生们字写得怎
么样，还有学生们对书法的整体理解，
和在传统文化方面的积淀。”山东工艺
美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孙磊介绍。

在考试的试题要求上，也有这方面
的体现，在上午的考试中，考生们需要
抄写的古诗是宋代诗人董颖的《江上》。
这首古诗的内容和落款全是简体字，但
要求考生在抄写时识别出有繁体的字
并用繁体书写。

“这就是要考查考生们的传统文化
功底和他们对汉字的基本掌握程度。”
孙磊介绍，诗歌中的繁体字，出题时也
都是有所考虑的，繁体字的笔画、字体、
结构都要有所考查，“书法也不光是写

字，书法是一种文化、一门艺术，除了写
字也要有对文化的理解。”孙磊说，相较
于考生有一定自由发挥空间的古诗，临
摹碑帖更要考查考生们的基本技巧和
临摹功底。

25个招生名额
共有1600人抢

一天的考试，分上午下午两场，27
日一天要有1600多名考生参加山东工
艺美术学院的书法学专业考试，总共25
个招生名额，对考生们来说，竞争十分
激烈。孙磊介绍，学校书法专业办了20
多年，今年是第一次走出省外招生，选
择的省份也是河南、安徽、江苏、山西四
个书法氛围相对浓厚的省份，“报名人
数比去年增加了近一半。”

记者了解到，其实今年书法专业
报名火爆的不仅仅是山工艺。在曲阜
师范大学，总共有2555人报名书法学
专业，是曲师今年艺考校考中竞争最
激烈的专业。“这也是传统文化复兴
的一种表现，随着越来越多人对传统
文化的重视，关注书法的学生也越来
越多。”孙磊介绍。

“书法专业并不像别的一些艺考专
业可以速成，学习书法需要时间的积
淀。”孙磊说，但总体来说，高校目前的
书法专业招生并不算多。“其实目前社
会上对书法教育人才的需求非常大，即
便在中小学，书法教师的缺口也不小。”
孙磊介绍，从今年开始，山东工艺美术
学院也将申报书法教育专业，争取在未
来培养更多书法教育人才。

本报记者 赵波

十岁男孩最大愿望
是见到亲生父母

“一对美国夫妇想为养子寻找在
中国的亲生父母。”日前，山东师范大
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的副教授王虎向
本报反映，他们学校来自美国的兼职
教授Barbara夫妇，在2010年从青岛
福利院收养了一名患有先天性心脏
病和马蹄足的男孩，起名叫Xander。
如今男孩已经10岁，他最大的愿望就
是想见到自己的亲生父母，想告诉父
母他现在很好。

王虎介绍说，Xander现在不仅进
行了先天性心脏病手术，马蹄足也得
到了很好的治疗，现在孩子在美国不
仅喜欢足球，还在学习中文，是个非
常棒的小男孩。

按照王虎教授提供的微信号，记
者联系上了远在美国的Xander的养
母Barbara。她说，她和丈夫Paul早些
年曾作为访问学者来中国进行学术
交流，当时已经年近38岁的他们还没
有孩子。“我和我丈夫非常想为人父
母，我们就决定从中国收养一个孩
子。”Barbara说。

在青岛时，她和丈夫看到了报纸
上登载了一个有关儿童的认领启事。
而这份启事就是关于Xander的，当时
Xander的中文名为“褚玉政”，不过孩
子在入住福利院之前的姓名不详。孩
子大约生于2008年11月7日，是2008
年11月11日在青岛原四方区人民法
院门前捡到的。当时Xander的随身物
品有衣服和一封父母写的信，显示孩
子有先天性心脏病和马蹄足症。

看到Xander的信息后，Barbara
就和丈夫商量收养Xander，最终，他
们于2010年4月26日在山东省民政厅
办理了Xander的收养手续。Barbara
说，前往美国前，小Xander就在青岛
做了心脏手术，现在Xander已经跟他
们生活了8年多，她的生活已经不能
没有他。

父母曾留下诀别信
或许是外地务工者

Barbara提供了当时Xander父母留下
的“诀别信”。信上说：“孩子一出生就双
脚内翻，医生说这病能治，需要几万块
钱，但是我们的年收入不到1万元，无力
承担治疗费，万般无奈，怀着揪心的痛苦
和无奈，将孩子放在这里，希望好心人看
到他后，如果有能力抚养和治疗，给他一
个温暖的家，这是孩子的福气，我们全家
老少对您感激不尽……”

除了这封“诀别信”，剩下的线索并
不多，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2008年11月
11日凌晨，目击者李先生和王女士曾见
到一对年轻夫妇在青岛原四方区人民法
院附近徘徊，司机侯先生第一个发现小
男孩后报了警，随后，青岛的新闻媒体和
公众都曾努力帮他寻找亲生父母，但是
杳无音信。

目前，根据年龄推算，如果小Xander
的父母健在，现在的年龄应该在30-40岁
之间，从透露的收入信息年入不足万元
来看，其亲生父母应该并非工薪阶层，或
许是来青务工的外地人。

Barbara夫妇一直在打听Xander亲生
父母的下落，但是一无所获。Barbara说，

“现在我们唯一想做的，就是让他们知
道，Xander过得很好，很想念他们。”Bar-
bara保证，他们不会给孩子的生身父母添
任何麻烦，他们只是想满足一下孩子的
愿望。

Barbara夫妇与中国渊源颇深，在
2013年和2014年曾两次来华，其中在
2014年他们专门带Xander来到青岛
故乡，待了一个星期，并参观了收养
Xander的福利院，但是并没有获得任
何关于其亲生父母的消息。Barbara透
露，他们将在2019年夏季再次造访青
岛，希望能搜集更多关于Xander亲生
父母的信息，如果能在这之前找到他
们，他们或许会更早来青岛。

如果Xander的父母能看到这篇报
道，或者您有相关线索，欢迎联系本报。
联 系 电 话 为 0 5 3 2 - 8 0 8 8 9 7 1 0 ，
18669780321。

跨跨越越大大洋洋的的期期待待
八年前被美国夫妇收养
十岁男孩想找到亲生父母

“我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一直以来，这个问题都在
困扰着美国男孩Xander（桑顿）。10岁的Xander其实是华
人，8年前被美国的养父母从青岛的一家福利院收养。孩
子慢慢长大后，产生了想要寻找自己亲生父母的想法，充
满爱心的养父母想要帮助孩子实现愿望，决定寻找他在
中国的生身父母。

10岁的Xander现在非常喜欢足球，另外，他还在学习中文。（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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