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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8 日，中国书协
官网公布了“全国第二届
大字书法艺术展”和“全国
第三届篆书作品展”入展
名单，同时，通报了对面试
不合格的 8位作者处理意
见“取消入展资格”。消息
一出，又引来一阵热议。
有人说：这不算什么“新
闻”了，因为前两届“国展”
就已实施现场“面试”。也
有人说：此次“通报”出现
新信号，就是“中国书协对
于抄袭、代笔等违规现象
的举报长期有效”。笔者
以为这是个信号，不是简
单的一个时间概念，也不
是什么心血来潮，要动真
格的了。

说到“动真格”自然会
联想到“面子”问题。因为

“动真格”是不考虑“面子”
的，想到“面子”就很难“动
真格”。关于“面子理论”
国人也有不少的论述与著
书。人类学家胡先缙先生
认为“面子”有两个层面，
其 一 是“ 面 ”，其 二 是

“脸”。“面”即“个人的声望
和地位得到公众的一致认
可”。“脸”是指“群体对于
符合社会和内在道德行为
标准的个体尊敬”。所以，
生活中流传着一句俗语

“人要面子，树要皮”。
对于“面子”的认识，

或左或右可都能产生不同
的结果，有的为了“面子”，
做事严谨，偶尔还有“脸
红”；有的为了“面子”担心别人“意见”，做事慎微；有的
为了“面子”希望不给别人带去“麻烦”。但有的为了

“面子”，总是感觉良好，自以为是；为了“面子”，可以装
腔作势，不择手段；为了“面子”入展，只顾自己“面子”，
不顾作品“面子”，成了观众的“笑话”……所以，“面子”
是一个人的道德底线，考量着人格与素质，有时比人的

“生命”重要得多。
其实，一个单位也是需要“面子”的，不管做什么事

情，期望顺利圆满，最好一片赞扬声。不过，在解读“面
子”问题上，时人是聪明，给“面子”赋予了一些新的含
意。有的单位为了纯真、纯洁的“面子”，眼睛里容不得
半点的“沙子”；有的集体为了荣誉，把“责任”与“较真”
作为一种“面子”。也许中国书协这一举动就是对“面
子”的一个新思维，应该为它点赞！但是，虽然动了“真
格”，笔者还是觉得不够，还心存“面子”，给足了8位作
者的“面子”，在通报批评时没有点出他们的大名。所
以，有人说：书协的“面子”是来自广大会员的口碑，要
触及灵魂、击中要害应该是严厉之批评。或许是因为

“初涉”，还是不要一棍子打死吧！以教育为先。
说到这里，还是想对“举报长期有效”再补上两句，

因为这六个字真的太有“纪检”之浩气了，是严肃的，是
认真的，如孟子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
害，则塞于天地之间。”“举报长期有效”不仅是对每个
投稿作者，也是对每个评委的严格要求，不能只看到处
理弄虚作假的作者，还要有约束评委的职责，也不希望
再看到“小道消息”和“自媒体”比“官方认证”还跑的
快。笔者此时冒出了一个建议，对评委是否也可以参
考办案法官那样“实施终身负责制”呢？这可能才是我
们看到的双向“长期有效”。总之，要使“国展”风清气
正，健康发展，要使中国书法事业繁荣发展，需要大家
齐心努力，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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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时所谓“学而优则仕”。其实也不仅是“仕”，也可以“商”，
或办其他实业之类，总之“学而优”是前提。不过我发觉一段时期
过后，如果经商或做官成功，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和人脉，又往往会
返回来做做学问，譬如研究版本图书，或鉴藏古籍书画等，那就又
成了“仕而优则学”，或是“商而优则藏”了。如杭州叶景葵（揆初）
先生，二十岁即中举人，二十九岁再中进士，科举仕途几乎是非常
的顺畅。他曾在山西巡抚赵尔巽的手下做官，后八国联军入侵，
感愤于山河破碎，内忧外患，遂弃官经商，走上“实业救国”之路。
叶揆初先生主持银行、经理厂矿，皆有所建树，自一九一五年起任
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后，长期主政三十余年以终其身。由于浙兴
银行是中国最早实行董事长制度的银行，故而叶揆初还是我国金
融史上第一位银行董事长。

虽然叶揆初先生进士及第，但他却自愿放弃入翰林之选，而
是入赵尔巽的幕下，掌理财政、商矿、教育三门文案。后来由他主
持的浙江兴业银行，业务发展蒸蒸日上，长年稳居私营银行之
首。此后叶先生才心有余暇，又回到他念念不忘的读书藏书领域
中来。

有人说叶揆初笃志藏书始于一九一七年，那时恰逢近代著名
藏书家吴昌绶欲出售自己所藏的四十余种明刊和旧抄善本，为筹
嫁女奁资而以千元转让，于是叶揆初悉数购下，从此引发他收藏
古籍善本的癖好。不过事实恐怕还没这么早，试想那时叶先生刚
任浙兴银行董事长没两年，应还未有旁骛其余之闲情。对此我更
相信顾廷龙所言叶先生“年逾五十，始致力于珍本之蒐集”的话。
如上海图书馆所藏的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稿本，这部被后世称
为“千古绝作”的“海内奇书”，当年就是因叶揆初先生的发现、鉴
定而收藏的。此事大约在一九二五年前后，叶先生从杭州抱经堂
书贾处觅得一堆不分卷第、破烂不堪的前人稿本，首行题《读史方
舆纪要》，并注有“苑溪顾氏原本”的字样。叶先生敏锐地意识到
此可能是坊间难得一见的世间孤本，抱回后“灯下排目整理，剔除
蠹鱼蛀虫不下数百”，接着又请修书高手精心挖补，费时两年，花
了原书款的三倍费用进行修复装池，终于订成一百三十余卷，使
沉埋近三百年濒于毁灭之珍本重见天日。后此书经钱穆和叶揆
初的“南北互校”，认定该稿本为明末清初顾祖禹的自校本，其价
值无可估量！

叶揆初自此之后，矢志于珍本佳椠的收藏考订之事，从时间
上来看，正合于顾廷龙所说的“年逾五十”。如今叶揆初先生最为
人所传诵的故事，大概不是他的兴业银行，而是他创办了合众图
书馆。晚年他目睹日寇的侵华肆虐，忧虑一些文物珍籍将因战乱
而散佚或损毁，遂与张元济、陈陶遗三人发起创办了上海合众图
书馆，并同时函请时任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文采访部主任的顾廷龙
先生南下，担任总编纂（后称总干事）。他在给顾廷龙的一封信里
感言：“弟因鉴于古籍沦亡，国内公立图书馆基本薄弱，政潮暗淡，
将来必致有图书而无馆，私人更无论矣。是以发愿建一合众图书
馆……”之所以取名为合众图书馆，取众擎易举之义，各出所藏为
创。叶先生是银行家，经费自然不是太大的问题。他自捐财产十
万，加募财产十万，共计二十万作为合众图书馆的常年费，动息不
动本，又将家藏之书捐入馆中，成为合众的首批馆藏。后来，合众
图书馆经过十数年之经营，吸引了如陈叔通、叶恭绰、胡适、于右
任、顾颉刚、钱钟书等大批文化名流的参与和支持，声名日著，成
为当时颇具特色的私人图书馆。如今富民路长乐路交界的那幢
建成于一九四一年的三层楼建筑，即当年合众图书馆离开复兴中
路租赁处之后而搬进的新馆之址，也是叶揆初先生的故居，近几
年又开设了顾廷龙先生纪念馆，可供读者瞻仰参观。

藏书家所藏的珍籍善本，往往各有各的侧重点。譬如宁波范
氏天一阁藏书，并不重视宋元版本，而是古今精粗兼收并蓄，特别
是世间流行的各种刊物，悉数藏之；而南浔嘉业堂的藏书，则对明
清两朝诗文集格外留意，几乎收罗殆尽。那么叶揆初所藏，也是
独辟蹊径，他以名家稿本、抄本及批校书为搜罗对象，经他手校的
古书稿本不下数百种，有“手稿收藏家”之誉。叶揆初先生斋号卷
庵，顾廷龙在叶先生逝后，曾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为先生编辑出版

了一册《卷庵书跋》，收录了先生所写的各种书籍题跋近二百篇。
顾廷龙在后记中写道：“（先生）每得异本，必手为整比，详加考订，
或记所闻，或述往事，或作评骘，或抒心得，而以鉴别各家之笔迹，
眼明心细，不爽毫黍。所撰跋语，精义蕴蓄，有如津逮宝筏，裨益
后学者甚巨。”

而且，叶先生所藏善本佳椠，从未有秘不示人之心，而是愿将
自己的梳理考订以及整理出版之成果分享予同好，利泽群众。在
此有一则当年叶先生所捐、如今藏于上海图书馆的钱玄同先生致
叶揆初之一通三叶信札，就是因收到叶先生所赠的一部《谐声谱》
而致谢意的覆函。内容如下——

揆初先生执事：
昨日奉到《谐声谱》一部，敬拜嘉贶。张氏父子承顾江段孔诸

儒之后，攻治古韵益加邃密，此《谐声谱》一书，昔时未睹全本，常
引为憾事。今得

执事蒐集遗稿，写定刊行，嘉惠来学，厥功甚伟。前见《大公
报》纪载，久已钦迟，今又承损惠，奚啻百朋之锡。专肃鸣谢！敬
乞

鉴察并颂
暑安不庄

弟 钱玄同 谨启
廿四，七，五

钱玄同是著名的文字音韵学家，其书法很有自己的特点，此
通书札以标准的写经体楷书，一丝不苟，写在“曲园制”的稿笺纸
上，笺纸虽印制简陋，但质朴疏朗，仅六十字格为一页。为何字数
如此之少？笺纸右上有淡淡的一行字却为我释了疑：“仿仓颉篇
六十字为一章”，很有意趣。我猜想，钱玄同写这样认真别致的书
信，就是有让对方收藏的意思。钱玄同擅隶书、魏碑以及唐人写
经体，尤其是他的写经小楷书，功夫独到，气韵灵动，精细时纤毫
毕现，丰腴处又妩媚妍美，真是漂亮。以此字体抄书或写经，极为
精致美观。钱玄同曾为章太炎先生抄录过《小学答问》等书，受到
章师之称赞。以前出版的那本胡适之《四十自述》，书名也是钱玄
同所题。当年鲁迅与郑振铎合编《北平笺谱》时，郑本也想请钱玄
同来题签，但遭鲁迅的反对，后则请了沈尹默题写。鲁迅评钱字

“俗媚入骨无足观”，那是因鲁迅其时已经厌烦钱玄同了，“恨屋及

乌”，所以对钱字也连带讨厌了。其实这多少带有鲁迅个人的偏
见，后来《北平笺谱》中鲁迅的一篇序文是请钱玄同的弟子魏建功
也用写经体抄录，但平心而论，魏建功的写经体，比起钱玄同而
言，似还有一定的距离。

这封信所谈到的《谐声谱》，乃清代著名学者张惠言、张成
孙父子所著的一部研究上古音韵的书。钱玄同在日本时师从
章太炎学《尔雅》《说文》等，对音韵学的研究颇深。他后来在
北大授课时编成的两册《音韵学讲义》，后排印成《文字学音
篇》，即是我国高等学校汉语音韵学最早的教材，简明扼要，影
响颇广。所以叶揆初先生才会将自己整理刊行的《谐声谱》寄
赠，大有“宝剑赠英雄”之意。在《卷庵书跋》中，叶先生就《谐
声谱》曾写有一段跋记，叙述了他请章式之先生以及戴绥之老
为该书校写之事。章式之名钰，晚清著名藏书家，晚号霜根老
人，所谓的“饥当肉、寒当裘、孤寂当友朋、幽忧当金石琴瑟”的

“四当斋”，即是他的藏书室名。戴绥之名姜福，虽声名不显，
但我们若知启功早年曾从戴先生学古典文学，就该了解戴老
的功力了。叶先生当年将《谐声谱》一书请戴老缮写，霜根老
人校勘，据言戴老约定每月写费四十元，以十个月写毕为约。
结果因事极繁难，十月后尚未竣事，而当十月之后叶先生请霜
根老人转呈写费时，却被戴老璧还而坚不肯收，可见过去读书
人重诺如山之品格。其实戴老的生活非常清贫，仅得一课徒
为生，然而却能安之若素，真难能可贵。

清代是我国古韵研究的鼎盛时期，先后涌现的古韵学者
有二三十家之多，其中最著名的是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
裁、王念孙、孔广森和江有诰等。所以钱玄同一信中赞言“张
氏父子承顾江段孔诸儒之后，攻治古韵益加邃密”句，此“顾江
段孔诸儒”，即上述七人中之四。不过对于上古韵部之研究，
至上述七家已成定局，王国维就曾对此七家的贡献“谓之前无
古人后无来者可也”，对于后者的张氏父子，钱玄同也仅言“益
加邃密”，至于有何创设或发展则很难了。信中还有一句客套
语“今又承损惠，奚啻百朋之锡”，意思是这么好的礼物惠我，
岂止是金钱可以比拟？“百朋之锡”，出于诗经的“锡我百朋”，
即赐以极多的货币之意。而“奚啻百朋之锡”，又是钱玄同直
接用苏东坡《答丁连州启》一文中“远移一纸之书，何啻百朋之
锡”的句子，这也许是过去人尺牍往还的常用套语，但对今人
而言，这样的诗句典故似乎已经很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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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书家摭谭（二十六）——王福庵
王福庵是浙江杭州人，50岁之前主要活动

在杭州和北京。1930年才定居上海，于四明村
置屋一所，日夕钻研是间，所诣益进。寓沪近30
年，以艺自给。1956年被聘为上海中国画院首
批画师。王福庵亲自将其《福厂印稿》数十册送
给上海图书馆，将其毕生所刻精品闲章一百余方
献于上海博物馆。王福庵这种嘉慧后学的精神
可敬可佩，为上海书坛留下了文脉和怀念。王福
庵还是位具有爱国情怀的艺术家，抗战时期他避
兵沪上。当时汪伪政府欲以厚禄聘他任官于伪
政府铸印局，被王福庵断然拒绝，他宁可在沪上
以鬻书刻印为生。

王福庵（1880～1960），原名禔、寿祺，字维
季，号福庵、福厂，以号行世，别号印奴、印佣，别
署屈瓠、罗刹江民，七十岁后称持默老人，斋名麋
研斋。现代书法篆刻家，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

王福庵早岁以其精擅之算术及测绘技术服
务于铁路。1922年曾漫游湘楚鄂渚，后应邀赴
北京任印铸局技正，共事者有唐醉石、冯康侯诸
公，皆并世俊彦，时全国官印，悉由印铸局篆铸。
又兼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监定委员。京城乃
千年古都，当时虽帝制废除，共和方兴，然仍不失
为政治文化中心，清室遗老、贝子贝勒、文士骚
客、学者藏家热衷于传统文化中的诗书画印。王
福庵书法篆刻早已闻名于江浙一带，中年后又旅
居长江中游，艺名大噪于湘楚川汉间。故进京不
久，便声震京城艺坛，文人名流为之倾倒，索书求
印，络绎不绝。

王福庵一生创作甚勤，每天早上5点起床
便写字刻章，上午弟子登门请益时，书件已挂
满了房间。他留下的作品数量可观。在纪念
王福庵诞辰 120周年时，上海朵云轩举办“王
福庵书法篆刻作品展”展出百余幅书法作品，
大部分是他去世后家属遵其遗嘱捐给西泠印

社的。
福庵先生幼承家学，于文字训诂、诗文，皆

富修养。十余岁即以工书法篆刻闻名于时。
书法工篆、隶。得吴昌硕鼓励，另辟蹊径，专工
小篆与金文。所书小篆工整规范，秀美遒劲。
所篆《说文部首》字帖、《说文作篆通假》，向为
行家肯定，成为学篆范本。吴昌硕在 81 岁时
曾为王福庵题“ 麋砚斋”匾额，跋语云：“食研
学古，耕研有年，《猎碣》、《琅玡》，麋寿万千。
福庵老兄索篆，幸正之，甲子先花朝一日，八十
一岁小弟吴昌硕。”《猎碣》即《石鼓文》，《琅玡》
即秦篆。此跋可见缶老对王福庵所书《石鼓
文》和小篆的推许之意。

王福庵的篆书风格多样，有师法《石鼓》、
两周金文的大篆，有追踪李斯、李阳冰的玉箸、
铁线篆，还有融合金文的小篆和参用汉金文的
缪篆等。王福庵对《石鼓》研习近大半生，临本
不计其数。小篆是王福庵书法中最具个性
的。他曾说：“余年十二三即好为篆分诸书，厥
后稍稍治《说文》之学，知许氏之书，分别部属，
各有意义。”通过研究《说文》部首和通假字，打
下了坚实的文字学功底，在篆隶和篆刻创作
中，务求用字精准，从不臆造。王福庵早年的
小篆风格受到邓石如、杨沂孙的影响。王福庵
所书《西泠印社记》，风格即在邓、杨之间，似乎
还可见吴昌硕的影响。中年以后则宗二李(李
斯、李阳冰)，多作玉箸篆和铁线篆。《说文部
首》，结构严谨，用笔精到，线条流畅之中还有
些细微的颤动，显露出行笔中的涩感。此是其
玉箸篆代表作，为学习小篆的极好范本。他的
铁线篆有晚年所书《千字文》，惜因年迈，行笔
有些震颤，因此时见“斜肩”。王福庵的小篆作
品中还有一路融合大篆特点，字体大小错落，
章法横不成列随形布置，结体也有很多大篆元

素，而整体还是小篆结构，可谓别开生面。而
他在题跋文字中，经常用两汉金文的书体书
写，融篆隶于一体，方整匀落，纵横峻健。他还
尝试将摹印的缪篆引入书法，字形平方正直，
运笔屈曲盘回，结体绵密，饶有隶意。当然也
有人对王福庵的篆书提出批评，如马叙伦曾
云：“上海有《活报》者，谓‘王福厂篆隶等描花
’，又谓‘福厂书平铺直叙，一无足觇。此论尚
非过于诋毁。福厂为余父执，余尝观其作篆书
楹帖，亦不空肘腕，是真描花也。”笔者认为这
样的诋毁倒是有些过了。

王福庵的隶书早期受何绍基、金农、黄易、陈
鸿寿等影响，中后期浸淫汉碑，对众多的汉隶名
碑都下过苦功，如《张迁》《史晨》《曹全》《衡方》《武
梁祠画像题字》等，融汇各家，形成浑厚古朴、端
庄秀雅的独特风格。由于他深谙“非究于篆无由
得隶”的道理，在隶书作品中常常融入篆法，间参
方折，行笔提按结合，决无平拖之病，极富金石
气。76岁时所书《千字文隶书册》为王福庵晚年
隶书精品。

王福庵亦精篆刻，好蓄青田旧石，所藏极富，
自称印佣。得未刻之石，暇则奏刀以自存。海内
外求印者门限为穿，生平刻印，数以万计。清末
以来，浙派篆刻渐现程式化倾向，王福庵师法西
泠诸贤能得其神韵，又远宗秦汉，广收博取，并得
力于其深厚的篆隶书法功底，成为振兴浙派篆刻
的重要人物。1913年，王福庵与叶铭、丁仁、吴隐
等创设“西泠印社”于西湖孤山，共相擘划。王福
庵精于篆隶，其书学渊源于父亲王同。王同字同
伯，工篆隶，精小学，《石鼓》《曹全》诸碑尤得神
髓，又喜掇拾字用成句，集为联语，盖其寝馈于古
者深也。王福庵作为父亲的助手，参与编撰、勾
模、响拓、抄录等工作，耳濡目染，在金石书刻
方面打下了基础。

●王德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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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面来风

气 韵 灵 动 写 经 书气 韵 灵 动 写 经 书
—— 钱 玄 同 致 叶 揆 初

第 20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开幕前夜，有幸走进上海大剧院，欣
赏了一台高水平的芭蕾舞演出——

“巴兰钦之夜”，是由美国纽约城市
芭蕾舞团演出，这是该团在中国的
首演。

从走进剧场起，我就在想，芭蕾
到底与书法有何关联？这诞生于意
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舞蹈，和
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书法存在何种
联系？

首先想起邀请函上的一句话：
“书法是纸上的舞蹈”，也有人说“书
法是指尖上的舞蹈”，这种说法就有
些接近芭蕾了，因为芭蕾就是“脚尖
上的舞蹈。”由此看来，芭蕾与书法，
情同手足，乃是兄弟一般，但仅仅这
样联系，还是有些牵强，甚至有些玩
笑。

然而芭蕾和书法，同作为艺术，
必然有其同构之处，这就需要从美
学的角度来讨论。

在芭蕾发展史上，主要有两种
美学观点一直在起作用。一种观点
认为，芭蕾是“纯粹的舞蹈”，16 世
纪的意大利舞蹈教师、《王后的喜剧
芭蕾》的编导博若耶认为芭蕾是“几
个人在一起跳舞的几何图案组
合”。这种观点完全着眼于芭蕾的
形式美，几乎完全不考虑芭蕾的内
容或情节，往往导致单纯追求技巧
的高超、华丽。18 世纪中叶以前，
这种观点在芭蕾创作中居统治地
位。说到这里，不能不令我想到书
法中的一种评判观点：书法是线条的艺术。这种
观点认为：纯粹的线条，带给人以美的享受，所以
不需要过分关注起内容和文字。细想起来，当今
书坛，持此观点者不少。这种注重线条、注重形式
的观点不也一度在书坛占有重要地位，这从前几
年的国展可以看出吧，不然怎么会出现“过度拼

接”“展厅效应”。虽然现在有所收
敛，但还是存在的。

关于芭蕾另一种观点强调芭蕾
是“戏剧性舞蹈”，就是强调舞蹈要
表达一定的情节，有具体的内容，形
式是为内容服务的。诺韦尔的“情
节芭蕾”理论最集中地代表这种观
点。这个观点也让我想到在书法界
的一些传统人士，他们注重书法的
基本功，注重点画，强调书法的文字
性、内容性、思想性，认为书法离开
了文字内容，就没有了思想，没有了
生命。他们反对唯线条论，反对一
味地追求形式的美。

诺韦尔认为在一部芭蕾作品
中，上述两种主要观点至今仍在起
作用，不少编导致力于创作戏剧性
的或有情节的芭蕾作品，也有的编
导热衷于无情节芭蕾，注重形式美，
两类作品中的优秀剧目都是观众所
欣赏的，并作为保留剧目经常上
演。20世纪以来，各种文艺思潮对
芭蕾创作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出现
了许多不同风格的作品。在中国，
甚至杂技团也加入了芭蕾的表演
中，前两年很火的“肩上的芭蕾”“头
顶上的芭蕾”，就是对芭蕾舞艺术的
一种拓展。

书法界似乎也如此，注重线条
的观点和注重文字内容的观点一直
在碰撞，谁也不服谁。之所以双方
都能存在，可能是因为都有其一定
的道理吧，不必去指责哪个不对，哪
个一定好，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共

存，甚至对立，对立统一才是推动书法艺术向前发
展的动力，这又从美学上升到哲学的层面了。

总之，芭蕾舞蹈和中国书法，都是一门艺术，
一个用脚跳舞，一个用手挥舞，只要你“舞”的美
观、好看，有人愿意看，就是有生命力的，就会长盛
不衰，万古流芳。

△中国书法国际传播

研究院于 2018 年 10 月 16
日在北京语言大学举行成

立仪式，聘请北京语言大

学原校长崔希亮教授任首

任院长。中央文史馆馆长

袁行霈先生为中国书法国

际传播研究院题词：“以文

会友，以友辅仁。”

北京语言大学是教育

部直属的以汉语国际教育

和中华文化传播为特色的

研究型大学。现有来自世

界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的留

学生近万人在校学习。目

前，北京语言大学已形成

书法文献与书法史方向博

士，书法文献、书法创作与

中国书法国际传播方向硕

士，书法学本科和留学生

书法教育“四位一体”完整

的中国书法高等教育的学

科体系。2010 年 7 月，北

京语言大学成立中国书法

篆刻研究所，致力于中国

书法篆刻的创作和研究，

在中国书法高等教育、艺

术研究和国际传播中发挥

重要作用。

为进一步强化北京语

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和中

华文化传播特色，发挥汉

字书法在国际文化传播中

的重要作用，促进中国书

法创作、研究、教学和国

际传播一体化发展，北京

语言大学联合教育部中

外人文交流中心和教育

部全国教育书画协会，整

合国际传播力量，以协同

创新模式构建中国书法

国际传播研究与交流平

台。中国书法国际传播

研究院将以“研究中国书

法，宏通文化视野，推动

国际传播”为宗旨，开展各

类书法创作和研究的国际

交流与传播活动。

△近日，中国书法家

协会精心筹备的“现状与

理想——当前书法创作学

术批评展暨乌海论坛”在

美丽的中国书法城——乌

海成功举办。这是一场检

视现状、剖析问题，补精神

之钙、扬理想之帆的大型

学术活动。周俊杰、李刚

田、黄惇、言恭达、丛文俊、

朱以撒、徐利明、刘洪彪、

鲍贤伦、孙晓云、陈振濂、

李一、刘恒、王强、陈洪武、

潘文海、朱培尔、甘中流、

张瑞田、陈海良、叶培贵等

专家学者、百名参展作者

以及来自全国各省市书协

和产行业书协的书法家代

表、乌海市书法爱好者共

1000 余人齐聚当代中国

书法艺术馆，寻源问道，共

同把脉当前书法创作。

本次展览改变了以往

“个人创作投稿→书协组

织评选并举办展览→专业

和大众批评”的单线组织

模式，创造了“创作←→学

术←→批评”交融并举的

新模式：举办作者展前培

训，专题研讨“文与书”“可

读与可赏”“个性化与公共

性”等重要理论问题；组建

专家团，参与创作过程相

关问题的讨论与研判；邀

请批评家，提前若干时间

研究全部展品以更好地提

炼批评主题。乌海论坛是

本次批评展的重要学术环

节，分六场展开：一、观念、

史鉴与现象；二、当前书法

创作的批评；三、书家辩论

会；四、创作的立场与评审

的角度；五、历史的视域与

当前书法；六、数据——当

前书法创作的现状。在两

天的研讨中，与会的专家

学者、参展作者和全体书

家站在书法事业发展的高

度上，带着问题意识和批

评精神，展开了热烈而诚

恳的讨论。

（来源：中国书法家协

会官方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