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历史上冒姓的文化名人实在是少之又少。算起来明末
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无疑是最为著名的了，冒辟疆是江苏如皋
人，如皋有个水绘园，即是当年冒辟疆与董小宛的栖隐之地，如今
已成了南通首屈一指的园林名胜了。除了冒辟疆，民国的诗人学
者冒鹤亭先生，自然也是文坛上的一位著名人物，经史子集，无所
不通，特别是在词学上的成就，于近代词史上颇有举足轻重之地
位。再往下，鹤亭先生的三公子、俄文专家也是才子型的诗人冒
效鲁或也可算上一个，冒效鲁与钱锺书是莫逆之交，钱锺书在小
说《围城》中，那位诗人董斜川即是以冒孝鲁为原型，而钱锺书的

《槐聚诗存》中，也是与冒效鲁的唱酬之作为最多。不过，在《安持
人物琐忆》一书中，冒效鲁却成了陈巨来笔下的“十大狂人”之首，
负面措辞颇多。我想这或许也自有其道理，才高者难免气傲和

“轻狂”，尤其是他面对一些并不太喜欢的人。其实钱锺书也绝对
算是文坛一大“狂人”，他俩之所以能成“莫逆”，至少在这一点是
气味相投的。

当然，本文主要是说冒鹤亭。冒氏为江苏如皋的大族，书香
传世，源远流长。而且如皋冒氏的源流来自于蒙古，祖上是元太
祖成吉思汗的嫡裔，元亡后其子孙流落江淮，一支就在苏北的如
皋落户，遂姓为冒氏。鹤亭先生也是江苏如皋人，所以明末的冒
辟疆与民国的冒鹤亭，本为一族，都为蒙古人的后裔。如冒辟疆
留下的画像尚不算数的话，我们只须从冒鹤亭的照片来看，其面
相饱满，颌下有须，比之当今歌手腾格尔，颇也有五六分的神似，
可见冒氏为蒙古人之后裔，应绝非虚言。

虽原籍如皋，但冒鹤亭却是生在广州，和许多“京生”、“沪
生”一样，父亲为他也取名广生，鹤亭乃其字。 说来还是非常巧
合，冒鹤亭生于一八七三年阴历三月十五日，他居然与冒辟疆是
同月同日生，只不过相隔二百六十二年罢了，故时人惊奇地称他
为“冒襄复生”。而且，幼年的冒鹤亭“早慧有声”，与当年的冒辟
疆一样，都有“神童”之誉。尽管鹤亭六岁失怙，其后读书皆随其
外祖父周星诒及外祖伯周星誉传授。这外祖的周家兄弟都是山
阴读书界的名人，周星诒精于校雠目录与史学，是有名的藏书家；
而周星誉能词善文，时任两广盐运使。冒鹤亭幼年在外祖身边读
书获益无穷，七八岁就能写诗属对，深得外祖伯的赏识。那段时
期，两位外祖的著述稿本，都成了他翻阅诵读的资料，尤其是外祖
父的《南齐书校勘记》《三国志校勘记》以及《书钞堂藏书日记》等，
实乃冒鹤亭少时博览群书、研讨经史的最早启蒙，影响则贯穿了
一生。待十七岁时，他回家乡如皋参加科考，其时考秀才要经过
县、府、院三试，冒鹤亭以三场头名的“小三元”佳绩，中了秀才。
至二十一岁，他又考中了举人。本来他还是有机会再中进士的，
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他应经济特科试，被主考列为一等，
可是复试在策论中他引用了法国哲人卢梭的《民权论》，恰被对此
有所偏见的首席读卷大臣张之洞审阅，阅后批道：“论称引卢梭，
奈何？”其实张之洞欲擢拔自己的门生，冒鹤亭遂被摒弃，以致错
失了一次良机。

虽科考止步于举人，但冒鹤亭在经学、史学、诸子以及诗词文
章等领域的学术成就还是颇有影响，名气也不小。入民国后，冒
鹤亭在袁克定的邀请下，曾先后做了温州、镇江、淮安等地海关监
督、外交交涉员。虽身为关长，但他却无意于仕进。他年轻时曾
有“白头不作功名想”的诗句，尽管诗是写给桐城的前辈文人萧敬
孚先生的，不过也应该带有自己的同感。故冒鹤亭每到一处，总
是注重发掘一些地方上的文献名胜，或搜集整理前贤诗文刻版印
书，或募资修葺古迹。所以陈三立曾有诗赠冒鹤亭云：“抱关碌碌
竟何求，不狎鱼龙狎海鸥。乞食情怀天所鉴，扬芬事业梦相谋”，
说的即是此意。鹤亭先生在温州的任上，做了很多“不务正业”的
文化工作，如从《元诗选》《明诗综》及方志等书搜集丛残，编成《柔
克斋诗辑》《永嘉诗人祠堂丛刻》等；此外还刊刻《永嘉高僧碑传
集》等，难怪著名书画家也是温州人的马公愚曾对人说：“在温州
当官的前后不知多少，早为人们忘记，记得的只有冒监督。”

这里的一通手札，系冒鹤亭致广东番禺叶恭绰的信。叶恭绰
字裕甫，号遐庵，在民国时曾任交通总长等大官，但他出身世代书

香门第，对诗词书画、金石鉴藏等无所不精。冒鹤亭与叶恭绰两
家有三世之交，冒鹤亭的青少年时期都在广州，他的词学老师就
是拜的叶恭绰的祖父、著名词学家叶衍兰先生。叶衍兰先生与冒
鹤亭的祖父也是故交，其时叶先生任越华书院的山长，在几位弟
子中独对青年冒鹤亭格外器重，后来冒鹤亭宦游离粤，他曾在冒
鹤亭的词集序中说自鹤亭去后，“岭以南，无有如鹤亭之可与言词
者”。在越华书院时，冒鹤亭二十来岁，风华正茂。而此时的叶恭
绰年仅十二岁，也在书院玩耍。春秋佳日，后堂丝竹，那时的两人
就已经结下了交情。尽管按世交算起来他俩也属同辈，但因冒鹤
亭年长八岁，故叶恭绰在书札函件上总是放低自己一辈，尊称冒
先生为“鹤丈”，当然，“鹤丈”自己不可能倚老卖老，与叶恭绰仍是
言必称“仁兄”。

遐庵仁兄阁下：
弟以一年来手战极怕写字，大抵性愈急则愈战，字愈小则亦

愈战，此后恐将成废人矣。李采言遗著，弟准助刻赀五十元。惟
另募则殊不易，不若将弟名义附入尊募三人之一，似两省事。疏
香集早收到，谢谢。委选花影吹笙两词当如命。惟手边无书盼各
寄一本，当于十日内报命，并将旧撰词话之语加入。词话一书已
由唐圭璋觅得送来。惟当日本非完书，拟补足成之。将来当将应
补之词之人向尊处商借，大约亦不过十数家耳。乔石林象已由榆
生处转奉否？匆复并颂
日祺！

弟 广生 顿首 一月廿九

此信应是冒鹤亭晚年所书，因鹤老自述写字已有手颤的毛病，
而且如“性愈急”“字愈小”的话，则症状愈烈。不过，就此函的墨迹
来看，虽字亦偏小或稍有颤笔，但书法的矩度还基本存在，风致不
减，更无所说的那种颤抖而不成字的弊病。就我们常见的几幅鹤老
书法来看，其擅长的还是小字为主，尽管他不像叶恭绰那样而书名，
但他一些诗稿尺牍皆端庄清润，疏朗蕴藉，落笔干净，少有俗尘。我
书架上有一册九十年代初上海古籍出版的《冒鹤亭词曲论文集》，其
中就有一页鹤亭先生的词稿手迹，虽也是先生晚年八十六岁所书，
而书风恰与此手札相仿佛，秀劲澹逸，精神不老。

鹤老一生喜整理汇刻散佚诗文，为保留和传播先贤的文化遗
产尽力，此习至老不变。这通书札与叶恭绰所谈的也是，先是主
动愿意助资五十元，加入叶恭绰的“三人募资小组”，以帮助整理

刻印“李采言遗著”出版。李采言，直隶冀
州人，又名李青峰，采岩。一九二七年李
大钊就义时，他曾经冒着极大的风险，在
李大钊家人痛苦、艰难无助的关键时刻挺
身而出，携带李大钊的两个才十多岁的女
儿，到下斜街长椿寺认领李大钊遗体，为
先烈重新装殓入棺。后又是他将李大钊
的书籍杂物领回保存，还将烈士的遗孀遗
孤接回自己家暂住，再安排车辆将她们送
往东车站出京，回乐亭县老家避难。当时
人们皆以为李采言是李大钊家乡的一位

“远方亲戚”，其实不然，李采言曾就读于
天津北洋法政学校，他和李大钊是该校预
科英文甲班的同窗，关系非常密切。

信中还提到的“花影吹笙两词”，此应
是叶恭绰祖父叶衍兰先生的词集，他请鹤
老为之编选，作为弟子的鹤老自然责无旁
贷，所以他不顾年迈之躯，表示“当于十日
内报命”。另外信中提到的乔石林，经查
其名乔莱，江苏宝应人，字子静、石林，康
熙进士，授内阁中书。还有唐圭璋、龙榆
生，皆是他们的晚辈词人，当时可能为前
辈做一些“跑跑腿”的辅助事宜，如今也是

一代词学大家了。
鹤老此函一通两页，选用的是淡朱色“考试院考选委员会用

笺”，原件今藏于上海图书馆。通过图片，我们可清晰地看到右上
角有叶恭绰收信后的批注：“鹤亭来书奉阅，乞告李世兄，范九先
生。绰上。”我想这里的“李世兄”，也许就是李采言之后人。而

“范九先生”，应该是南通的古籍名家也是与叶恭绰素有交往的费
范九先生，因为费先生精于古籍整理出版，曾主持影印过宋刻《碛
砂版大藏经》，叶恭绰将此信告之，也许“李采言遗著”的刻印之事
即交于他承办。

叶恭绰自少年与冒鹤亭相识交往始，他们保持了长达一生的
友谊。翻看那本三十余万字的《冒鹤亭先生年谱》，叶恭绰是出现
名字最多者之一，或书信往还、诗词唱和，或陪同鹤老游南京，或
在北京，上海等地，随处皆可见叶恭绰的“身影”。冒鹤亭在上世
纪三四十年代起，即住上海延安中路的模范村，其时与一批活跃
于海上的书画名家如王福厂、贺天健、吴湖帆、周炼霞、张善孖张
大千昆仲、谢稚柳夫妇、钱瘦铁、唐云等，都有交往。其中吴湖帆、
周炼霞还常以自己的诗词请鹤老指点。一次叶恭绰陪鹤老赴嵩
山路的吴湖帆寓中，赏鉴所藏的历代书画精品，后应吴湖帆之请，
由叶恭绰代鹤老在其所藏的元王蒙《青卞隐居图》下端的裱旁题
上了“丙子五月，冒广生、叶恭绰同观”十二个字。此卷也属传世
经典，裱绢上已有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张学良等名家题字，如
今此幅名画连同这些名家题辞，都成了上海博物馆的珍藏了。

冒鹤亭先生的晚年基本都住在上海模范村寓处，直至终老。
期间曾于一九五七年到北京的幼子、剧作家冒舒諲的家中小住了
大半年，分别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的邀请，礼遇晤谈，享受了
至高的荣誉。其实他一九四九年自南京返回上海定居后，时任上
海市市长的陈毅就已经亲自到模范村二十二号拜访了鹤老，临别
后，考虑到鹤老暂无收入，先送上一笔钱。一个月后，即派人送上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特约顾问的聘书，月薪三百二十元。还专
门关照：“毋庸办事，陈仲弘表示其优礼耆儒意耳。”

鹤老甚为感激，专门题写了扇面，并请吴湖帆作画，托江庸转
呈陈毅市长，以表谢意。那个时候，一批老知识分子是真心觉得
新社会好，干部廉政无私，尊重文化人士。尤其是像鹤老这样的
大学者，从中央到地方上的大领导，皆待若上宾，让他们安心著述
写诗，无丝毫后顾之忧。在那一段时期，鹤老的心情确实十分舒
畅，虽然他没有活过六十年代，在一九五九年以八十七岁的高龄
寿终而寝，但这对鹤亭先生而言，应该是一件幸运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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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头 不 作 功 名 想白 头 不 作 功 名 想
—— 冒 鹤 亭 致 叶 恭 绰

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
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
会科学界委员时，用“培根铸
魂”四个字概括了文化文艺
工作者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者的职责使命，在业界引起
强烈反响。

如何“培根铸魂”？总书
记提出“四个坚持”：坚持与
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作为
书法家如何自觉履行“四个
坚持”？这也是我们需要思
考的。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这
是基本原则。书法与时代总
是密切联系的，纵观数千年的
书法发展史上，可以说每一个
时期，每一部经典都以其独有
的形式折射着时代的主体精
神与时代烙印，晋人尚韵，唐
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
以及植根于时代的经典传送，
颜真卿的《祭侄文稿》，陆机的

《平复帖》，王羲之的《兰亭
序》，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
怀素的《自叙帖》，孙过庭的《书谱》，米芾的《蜀素帖》等。
记录时代、书写时代是历代书法艺术特征之共性，书法艺
术对社会品格的塑造至关重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是发展方向。书法是中华民
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标识，书法审美要以人民为中心。
近年，上海书协举办的“相约七夕 甜爱一生”书写结婚纪
念证书活动以及春联大会、书法家写春联送春联活动，系
列展览与公益讲坛等颇受群众欢迎，一个重要因素就是
贴近生活接地气。记得2012年6 月，陈振濂先生在浙江
美术馆举办题为“社会责任”个展时，提出了“书法的当代
目标”问题，他希望有着探索精神的人，把书法当作一个

“时代的考问”，不断追寻其这个时代的终极意义，实际就
是希望书法家关注时事与民生，紧扣服务人民。

“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这是历史使命。书法创作也
是一个艰苦的精神劳动，书法之精品应为精神高度，文化
内涵，艺术价值，既能温润心灵，又能启迪心智。多年来，
在“专家”说了算的惯性思维中，不能忽视群众也是最好
的审美鉴赏家与评判者。不过，笔者心虑最多的还是那
些走出“国门”的展览，不知是否有人想过，在你走出“国
门”时，你已不是个人行为了，可能代表着一个地区、一个
国家，你的言行直接影响着中国书法的声誉。因此，不仅
要将精品奉献人民，还要将精品奉献给世界，不要“忽
悠”，你也“忽悠”不了。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这是社会责任。《大学》开篇：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左传》有
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明德”、“立
德”从古至今都是一个重要命题，也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
根本。常言：修艺与修身是一个书法家一生之课题。其
实，修艺就是明德，修身就是立德，立光明之德。在“明
德”与“立德”中，承担其以人化文、以文育人、以文培元。

“一字一世界，一笔一精神”，“培根铸魂”这是时代的
定位，更是时代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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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宾虹（1865 —1955），祖籍安徽省徽州
歙县，生于浙江金华，成长于老家歙县潭渡
村，初名懋质，后改名质，字朴存，号宾虹，别
署予向。黄宾虹的一生主要在四个地方度
过。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在老家度过的，占据
了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是。1907年，42岁的
黄宾虹离开徽州，奔赴上海。直到1937年在
他 74 岁时才由上海迁居北京，寓沪三十余
年。1948年离开北京移居杭州，直到其仙逝。

1908年，黄宾虹以著名金石学家的身份
赴上海参与编辑《国学丛书》《国粹学报》《神
州国光集》，他的篆刻是最早得到世人认可
的，王国维也对其推崇有加。对金石学的兴
趣，使其对中国绘画史的观察建立在一个新
的立足点上，也使他对中国画的变革信心有
了牢固的基础。到 20世纪 20年代初期，黄
宾虹收集到的古玺印已达二千余钮。他先
后发表的金石学的文章和主张有《叙印谱》

《篆刻新论》《增辑古印一隅缘起》《古印谱
谈》《古玺用语陶器之文字》《陶玺合证》《古
印概论》《周秦印谈》《龙凤印谈》《古印文字
证》等等。由于黄宾虹在古印的收藏和印学
研究上太有名气而被贼惦记，以至于 1922
年在上海发生了邻居失火而黄宅失印的怪
事。我详述黄宾虹的印学成绩，以确认其海
派篆刻家的地位和身份。黄宾虹二十世纪
中国画大师。但黄宾虹却说，绘画是寂寞之
道。黄宾虹曾经把自己的画拿出来送给来
访的人，却被来访的人拒绝了，说你的画黑
乎乎的，我看不懂，黄宾虹很尴尬，只好将画
又收回来。尽管在当时黄宾虹的艺术不被

时人所看好，但是黄宾虹对自己的艺术是极
为自信的，曾对他的学生说，五十年以后你
把我的画拿出来裱一下，那个时候人们才有
可能看得懂我的画。

梅墨生先生说：“黄宾虹先生是书法中的
‘拳法’大师，其‘拳技’举手投足一任‘无法而
法’的自然化，不雕饰中自存大美深致，在现
代书坛独领风骚，即使衡诸古人也可出一头
地。”黄宾虹的早期书法，大致未能摆脱清末
民初的碑学观念，对于薄板金石的用功成为
早年学书的初阶；后来，他从颜真卿的《争座
位帖》中深刻领会了行草书意，以此为中点，
再向上下两方探究帖学的真谛。但是“自然
美”的召唤终于使他在三代古文字的意趣上
找到了自我的艺术感受：自然、古朴、冲淡、柔
中含刚。黄宾虹的书法晚年日渐醇雅古朴、
平和简净，不能不说这是他心仪三代古文字
的结果。黄宾虹把颜平原行书的朴茂雄浑、
倪云林行楷书的清动和雅，在三代古文气息
的粘合下，形成自己的新面貌，其点画成为古
来也不多见的如“屋漏痕”、如“绵裹铁”的高
古之美。

黄宾虹的书法常常是“淡化”点画，但其
结果不仅没有减弱审美视觉的感受效果，却
增添了一种“强化”处理所难以取得的审美补
偿。李北海、黄山谷、杨维桢、王铎、傅山、金
农、吴昌硕等前代书家都是“强化”处理点画
（线条）的，所书重“实”处。墨气浓郁，是阳刚
同性的表现主义；杨凝式、米南宫、董其昌、八
大山人、李叔同等少数书家是“淡化”处理点
画（线条）的，所书重“虚”处，白气冲和，是阴

柔属性的自然主义。黄宾虹兼有两式，却倾
向后者，所书大章法朴茂密丽（一如其画），而
局部处理虚淡清和。

作为一个造型艺术的大家，他不可能不
谙熟于“造型”之理，但在书法中，他绝不追求
结字、用笔的“新理异态”，不像一些时书那样

“矜毫使气”“狂禅呵骂”，而是自然而然地
“书”我的意趣、我的气质、我的神韵——实际
上是外示“我”的自然美的观念。是如“灵运
诗风”，优美、清刚、阴柔、洒脱、自然而质朴，
是高华古艳而不是浓艳绩丽。给予观者的审
美余地，是空灵，是模糊，是丰富。因此想到：
艺术内涵的浅深。绝不在于手段表现上的繁
简多寡，有时万语千言而不着头脑，有时只吐
一语而直搔痒处。黄宾虹书法的美学价值与
现实意义或也在此。

黄宾虹绘画用“加法”，正如吴昌硕画作
的“繁笔”，黄宾虹书法用“减法”，正像八大
山人的花鸟画。本来“加减乘除”没得关系，
只要“数字”对就为书作画，亦同此理。赏者
只问审美创造的总效应是大是小、是深是
浅、是泛常是独到，方法没有优劣之分，关键
在于作手的小巧与大美的能力与表达水
准。高明的拳家，不看你是不是套路多，而
是验证你的功技神，也许一指可以定乾坤，
黄宾虹书法的线条韵味颇有些类似。这的
确是需要锤炼再锤炼的，一蹴而就不可能臻
至这种化境。没有经过“烂漫”的阶段，有的
书家便期于“平淡”起来，固然能“平淡”也不
失为一种风致，但那是不知五味的人只说白
开水好喝一样的饮者。“大味”要从苦辣甘咸
中返为“平淡”——其感染力才会隽永绵
长。黄宾虹书法主要是大篆和行书体，其文
化内涵是道家哲学思想的自然意识和生命
意识的艺术显现。艺术创造的反“有为”，不
仅没有使他的书法泯灭个性和自我表现，相
反却益增艺术品格的文化信息与审美魅力，
似乎这也可旁证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正是
如此。王伯敏曾言，黄宾虹的绘画是早学晚
熟，黄宾虹的书法是早熟晚精。

●王德彦

海派书家摭谭（二十六）——

黄宾虹书法早熟晚精

任政先生于1998年驾鹤西行，距今已二
十一年。他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闻名上海
书坛的海上三老之一。一般书法爱好者大都
仅知晓或领略过他楷书的隽永、挺秀，行书的
飞畅、生动，隶书的清韵、典雅……较少对其
在篆刻上的造诣有所涉及或探研。笔者于六
一年底、六二年初，曾作为学员，参加由市书
法篆刻研究会（市书协前身）在市青年宫倡办
的书法班第一、二期先后学习，故有缘在任老
担任主讲的篆隶班课堂上，前后有三四个月
亲聆目睹任老先生的授课。近日重阅当年的
听课笔记，昔日情景幡然再现。再联想到不
久前采访篆刻大师陈巨来先生弟子篆刻名家
王志毅先生时，竟意外地赏识到任老专就篆
刻之题，赠予志毅道友的一份书札。手札内
容本身不长，共有 58个字，然而言简意赅。
现照录如下：“超慎艺友（笔者注，此乃志毅先
生号）为当代金石大师陈巨来先生得意高徒，
天资卓越，功力至深，所作汉白元朱，秀逸、浑
厚，神韵酷似乃师，出兰胜兰，允称海内独步，
乐为之介。甲子中秋兰斋任政识于上海。”其
实，志毅先生家学渊源，年少时即习书试刀，
并在其曾跟随大画家冯超然先生学画的祖母
引领下，有幸叩拜巨来先生为师。志毅先生
喜获任老此手札时当年刚逾二十八岁，任老
年已六十有余。当这次笔者见到此手札时，
惊服之感油然而生。在手札的字里行间流露
出任老对篆刻的独到精彩见解。这不仅是对
陈老弟子的肯定与褒奖，更展现了任老对书
法篆刻艺术一贯持有艺术既要传承更要有所
创新，有所发展的信念。“出兰胜兰”，四字确
系一语中的，道出了艺术必须发展的真谛。

据志毅先生回忆，任老还是碑帖和印章
的收藏家。单就印章来说，任老和巨来先生的友情谊长
情浓，二人常有书画印酬唱往来，颇多交流。任老持有当
时许多名家为之所刻之名章、闲印，诸如邓散木、童大年、
叶潞渊、钱君匋、王福庵、来楚生、单孝天等，而最多的则是
巨来先生在双目健好时所刻之章。任老曾对志毅戏言，
有一时期，他践约为王星记扇庄写了几十幅扇面所得润

笔费，大部分被你老师收去（当时陈老是以刻
章谋生的）。任老的开朗、诙谐性格由此也可
见一斑。从中映现了二老的交往之深。

为撰写此文笔者又特地翻找到任老在
1983年赠予本人的一本杂志，上面专门刊登
的任老亲自撰写的《笔墨生涯忆旧踪》一文中
曾说过，“我学篆书以大篆笔法作小篆，深究
散氏盘、毛公鼎、秦公敦、石鼓文、泰山刻石、
权量诏版等结构章法，以探其源……”接着又
详细说明自己学隶书以厚其基；学楷书以博
其体，学行书以畅其流；学草书以盛其气之
因。可见任老在长期五体书法的学习、继承
中钻研之深、实践之艰、根基之固。正因为篆
书是印章刻制中应用最多之字体，故任老能
精准理介和掌握各种篆体字的要义不足为
奇，对用章中的篆字给予中肯评述确是凭借
其具有足够的底气。

陈巨来先生在“文革”中，曾蒙不白之
冤，饱尝牢狱之苦，粉碎“四人帮”后终获新
生。然身体日益见差，尤其其右目严重模
糊，几乎失明，可斯时，志毅先生则处中青
年时光，精力充沛，刻艺又达成熟之际，所
以巨来先生的许多应友朋委托刻印事宜，
大都交由志毅代刀时间达四年之久。彼时
画坛大师程十发先生也曾邀志毅先生刻过
几次印章。从采访中得知就在志毅先生又
一次为任老刻就一对名章时受到了任老高
度赞扬。这对对章一枚朱印为任老的书斋
号“兰斋”，一枚白章为任老的名章“任政之
印”。任老取过后，只觉朱印用刀犀利妍
美，线条流畅、银丝铁划，一丝不苟；白章则
是高古、典雅，拙朴大气，功力不凡，当时任
老连说“刻的好，刻的好”，喜不自禁。可知

任老的手札评述，不是空穴来风，实是出自真情实意
的一家直率之说。如果能同时对着任老所书之篆
字，更能窥知任老作为一代书法大家胸怀革故尝新
的情思始终贯穿在他的艺术人生中。今天我们作为
书法篆刻爱好者深信任老的谆谆之言和垂范身行的
理念必会由我们一代代传承弘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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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十二届书法
篆刻展览征稿启事

（上接1-4版中缝）
3.本届国展所有入展

作者须撰写创作感言（200
字以内），具体细节由中国
书协另行通知。

五、展览
十二届国展定于2019

年11月相继在陕西省宝鸡
市、湖南省长沙市和山东省
济南市举行。同期还将举
办国展论坛等相关活动。
三地展览结束后，择时选择
部分作品在京展出。

六、出版
十二届国展开幕式之

前出版《全国第十二届书法
篆刻展览作品集》。

七、作者待遇
1.向入展作者颁发证

书。
2.向入展作者赠送本

届国展作品集1套。
3.入展作品收藏费每

件1000 元（税后）。
4.非会员作品入展，其

作者具备加入中国书法家
协会的条件。

5.本届国展入展作品
收藏费、入展证书、展览作
品集将在开幕式后90个工
作日内由相关承办单位向
作者支付和邮寄，作品退稿
将于展览结束后90个工作
日以内完成。

八、征稿日期
本启事自公布之日起

征稿，2019 年 7月 20 日截
稿。截稿日期以当地邮戳
或快递公司受理日期为准，
拒收逾期投稿作品。

九、收稿和汇款地址
1.收稿地址：
（1）行书、草书：
邮寄地址：陕西省宝

鸡市行政中心2号楼9层十
二届国展陕西宝鸡展区办
公室

邮编：721004
收件人：刘军力 齐晓

荣
联系电话：
0917- 3263356、

3263357，15353035221
（2）楷书、隶书：
邮寄地址：湖南省长

沙市开福区蔡锷北路 153
号湖南省书法院三楼十二
届国展湖南长沙展区办公
室

邮编：410005
收件人：伍海勇 刘 洋
联 系 电 话 ：0731-

86450618， 13617499684，
13617499642

（3）篆书、篆刻、刻字：
邮寄地址：山东省济

南市市中区马鞍山路58号
院 9号楼西户十二届国展
山东济南展区办公室

邮编：250002
收件人：郝晓明、刘秀

华
联 系 电 话 ：0531-

82068527，18553122509
2、退稿费请一律通过

邮局汇款，请勿在作品内夹
带现金。汇款时请在附言
上注明“国展退稿费”，并注
明本人联系电话。邮局汇
款地址：

（1）行书、草书：
汇款地址：陕西省宝

鸡市行政中心2号楼9层十
二届国展陕西宝鸡展区办
公室

邮编：721004
收款人：刘兆臻
联 系 电 话 ：0917-

3263358，15353035221
（2）楷书、隶书：
汇款地址：湖南省长

沙市开福区蔡锷北路 153
号湖南省书法院三楼十二
届国展湖南长沙展区办公
室

邮编：410005
收款人：彭小娟
联 系 电 话 ：0731-

86450618，13617499684
（3）篆书、篆刻、刻字：
汇款地址：山东省济

南市市中区马鞍山路58号
院 9号楼西户十二届国展
山东济南展区办公室

邮编：250002
收款人：李云
联 系 电 话 ：0531-

82908770、68978556
十、其他事项（略）

中国书法家协会
2019年3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