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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对于过去的文化人来说，基本上就是看家的本领，吃
饭的家什。其实也不一定是纯粹的文化人，哪怕只是与“文”
沾一点点边的也算，诸如打官司的、算帐的、唱戏的，几乎都是
能动动笔的，因为那也是过去文人的“面子工程”。如唱京昆
的几大名角，也无一不是能书擅画的，绘个扇面题个册页什么
的，皆拿手好戏，且格调不俗。

出身于梨园世家的梅兰芳先生，就是一位书画俱能的京
剧大师。他的祖父梅巧龄，不但是一位京剧名伶，也喜收藏汉
碑拓本，工八分书。父亲梅竹芬，唱青衣花旦，能绘兰草，据云
有板桥遗风。生在这样一个艺术之家，尽管用过去的话说只
是一名伶人，但梅兰芳却非常注重一位艺术家的综合素养。
他认为不论演员或剧作家，都必须努力开拓自己的眼界。除
了多看多学多读，还可以在戏曲范围之外，去接触各种艺术品
和大自然的美景，来多方面培养自己的艺术水平。可能是受
家庭的影响，他天生就爱好传统的书画艺术，喜欢和一些文人
书画家交往。不论是在京城还是上海，他先后相过从的书画
名流不计其数，如吴昌硕、齐白石、姚茫父、陈半丁、汤定之、陈
师曾、叶恭绰、吴湖帆、张大千等，梅兰芳或虚心请教，或相互
切磋，交情皆非同泛泛。梅兰芳自己得闲亦时常操觚染翰，乐
此不疲。据说他画梅兰，得陈半丁指授；工笔人物画，则从姚
茫父得益，虽然其绘画以扇面册页以及二三尺幅的小品为多，
但花卉、人物倒也画得清雅有致，颇得传统之矩度。

许多人应还知道的一则故事，就是梅兰芳专门拜过齐白石
为师。那是一九二〇年秋，五十八岁的齐白石正“北漂”不久，因
好友齐如山之介，他来到了梅兰芳前门外的北芦草园。时梅兰
芳虽仅二十多岁，但他唱的戏却已名动京城，但凡有他的演出，
戏迷们竞相出动，所谓“万人空巷看梅郎”，一时传为佳话。齐白
石对那次与梅兰芳的初次相识，印象既深且佳。他曾在回忆录
中述说此事，说“兰芳性情温和，礼貌周到，可以说是恂恂儒雅”，
并说“当天兰芳叫我画草虫给他看，亲自给我磨墨理纸，画完了，
他唱了一段《贵妃醉酒》，非常动听。同时在座的，还有两人：一
是教他画梅花的汪霭士，跟我也是熟人；一是福建人李释堪（宣
倜），是教他作诗词的，释堪从此也成了我的朋友”。

梅兰芳的书斋名叫“缀玉轩”，后来齐白石有诗记之：“飞
尘十丈暗燕京，缀玉轩中气独清。难得善才看作画，殷勤磨就
墨三升。”据有些文章称梅兰芳当日是拜了齐白石为师的，齐
白石受宠若惊，连说：“使不得也！你这么有名，能叫我一声师
傅就是抬举老夫了，怎敢受你叩拜之礼？”但梅兰芳坚持举行
拜师仪式，行了跪拜大礼。不过，这则“跪拜”轶事我在齐白石
的年谱和回忆录中均未见文字实证，也许有演绎的成分。不
过，以梅兰芳的谦谦之风，对齐先生执弟子礼甚恭一定是毫无
疑问的。此“拜师”事后多时，一次齐白石应邀出席京剧演员
姚玉芙的婚宴，来宾皆西装马褂的名流贵客，而一身布衣的齐
白石似乎显得有点寒碜，既无人相识也无人搭理，正当其万分
尴尬之时，忽闻梅郎驾到，大家蜂拥而上，握手问候。而梅兰
芳此时恰好瞥见了一旁孑然的齐先生，遂拨开人群，迅速趋前
向齐先生问候致意，其恭敬之状让众人大为不解，但让齐白石
大为感动。回家后感慨万分，专门画了一幅《雪中送炭图》赠
给梅兰芳，画上题诗道：“记得前朝享太平，布衣尊贵动公卿。
如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

顺便说一句，湘绮老人王闓运先生曾批评门人齐白石作
文还行，写诗则是“薛藩体”。齐白石闻之虚心接受，痛下苦
功，虽仍未改其诗的通俗之状，但他诗中的质朴自然之风，往
往也是别有意趣，与他的书画印相辅而成“四绝”，在格调上确
是非常和谐一致的。

再观梅兰芳，虽不擅印，但诗书画“三绝”皆能。其书与绘
画相比，或许略逊一筹，然而也绝非俗格，自有一番清朗的书
卷气蕴涵其中。我们可从梅兰芳的一些题画书法看出，他的
字隽秀挺拔，规矩整饬，主要专攻于小楷与行书，诸如《乐毅
论》《兰亭序》《黄庭经》《洛神赋》等二王法帖，想必都有涉猎。
几年前上海档案馆曾出版披露了一批名人信札，由于这些书
信尘封已久，大多皆首次公开。其中就有梅兰芳致陈毅市长

（仲弘）的一封信，不仅书法漂亮，就内容而言，也显示了梅兰
芳忠厚负责的人品。信不长，照录如下——

仲弘市长勋鉴：
兹有好友许源来先生，对于鉴定古物、保管整理均有经

验。夏间文化部周扬同志曾介绍于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
嗣晤潘副市长，云从缓设法。用特专函奉恳，至希与文物委员
会主管人事负责人再度协商，提前赐予工作。缘兰芳不日北
行，沪寓琐事咸赖许君照料，故不能随兰芳赴京也。细事奉
渎，乞谅。此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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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年同志均此致敬

这是一封代人求职信。过去人求托办事，写信是最佳的
沟通方式。一则可以措辞委婉雅致，不失礼仪恭敬；二则如果
对方面有难色，也不会有面对面的窘迫或难堪；三则即便遭
拒，也可从容退却，不至于落荒而逃。

当然，梅兰芳发出此信，自然有八九分的把握，不可能有如
上所述的尴尬。时为一九五〇年，梅兰芳受周恩来总理之邀，
即将出任中国京剧院和中国戏曲研究院的两院院长，拟全家迁
回北京，定居护国寺街一号。在离沪之前，他必须将有关事务
妥善安排好。而这位“好友”许源来，即是许姬传的胞弟，出身书
香世家，自幼受家庭的影响，诗书之外，皆嗜收藏。兄弟俩与吴
湖帆、张珩等一些南北收藏大佬都有交往，虽谈不上也是大藏
家，但对文物鉴赏却很内行，所以梅兰芳很有分寸，只称其“对于
鉴定古物、保管整理均有经验”，并未有其他的夸大说辞。由于
许家哥俩兄弟怡怡，感情至深。自一九三一年许姬传与梅兰芳
合作，成了专职秘书之后，梅兰芳无论是出国访问还是演出，许
姬传均随同在侧，形影不离。他们情同手足，保持了一生的情
谊。而许源来作为许姬传的兄弟，自然也会参与其中，殷勤往
还。如今梅兰芳北上定居，许姬传必然同行，大哥与梅先生都
走了，留在上海“看家”的许源来必定有所不便。于是梅兰芳援
笔驰函，请陈毅市长帮忙安排市文保会一个闲差，每月可得二
三百元的收入，生活消费当可确保无虞了。

因为此事梅兰芳曾拜托过时任中国文联主席的周扬，可

能周将此事又转到具体的上海副市长潘汉年手里，潘虽同意，
但云“从缓设法”。然而梅兰芳北行在即，估计已经盼了一段
时期，实在等不及了，只得径自给陈毅市长写信了。

此事陈毅市长如何回复并安排，我一时未查到相关信函，
暂不得而知。尽管许源来的知名度十分有限，市长肯定听也
未听说过，但以梅兰芳的面子，以陈毅市长一贯重视和照拂文
化名人的作派，想必给安排一份差事自也不是什么难事。果
然，前些时我在一份档案中读到许源来一九七九年逝世时，即
属上海博物馆的编制，博物馆还为他“文革”期间所受的冤假
错案平了反。由于上海博物馆当时隶属于上海文物保管委员
会，本就是一家单位，可见梅兰芳当年向陈毅市长推荐的事，
必然是妥妥地落实了。

梅兰芳有一本畅销书《舞台生活四十年》，开创了艺坛大师
口述回忆录的先河，五十年代出版后风靡一时。我们都知道此
书是由梅兰芳口述、许姬传撰写的名著，但我们却不知此书还
有一位“幕后英雄”，就是许源来。这些文章最初在《文汇报》连
载时，也就是梅兰芳刚到北京不久，每天应付各种会议和演出
之后，利用晚上休息前的一段闲暇，梅、许两人晤对合作，一说一
记，第二天许姬传修改好稿子让梅兰芳过目，梅兰芳也会作些
删改，然后再寄给上海的许源来润色，定稿后由许源来转交文
汇报的编辑黄裳先生发稿。许姬传后来在一组《梅边琐语》的
文章中曾提及此事，说《舞台生活四十年》刚开始写作时，梅兰芳
专门叮嘱过许源来，说：“我和令兄在旅行演出中开始写这部书，
初稿是比较粗糙的，寄给你整理。几十年的事，我的回忆不一
定准确，我的老友冯六爷（幼伟）、吴二爷（震修）、许伯老（伯
明）……都在上海，请你找他们仔细核对，还要参考文字资料。
这一道工序是很复杂的，请您多多偏劳。”

梅兰芳做事向来细致严谨，一丝不苟。这些“梅边”人物
都深有体会。而且梅兰芳十分低调谦虚，许姬传将写好的文
章呈他看时，凡遇到别人赞美梅兰芳的句子，梅在看稿时都会
删掉。有一位英国戏剧专家潘乐德，在谈到他看四大名旦的
戏后，有一段赞美梅兰芳身段的话，许姬传写出后，被梅兰芳
朱笔一勾，全删了。为此许姬传很是不悦，但梅兰芳却诚恳地
对他说：你写的虽是事实，但我们的同行看了，会疑心是我们
在借外国人的话来抬高自己。这样对你我都不好，请体谅我
的心情，尽量避免自我宣传。

然而做事严谨归严谨，待人则绝对的真诚大度。一些与
之交往的好友，或像许家兄弟这样的“梅边”诸友，皆有如沐春
风之感。在北京担任京剧院院长期间，为梅兰芳开车的司机
虽有工资，但因家小多负担重，梅兰芳总会给予额外的关心，
不光是吃饭时为他添一双筷子，有时晚上演出完送回家，家厨
准备了宵夜，梅兰芳也必定留司机一同吃了再回。偶有一次，
梅兰芳听说司机的妻子长期有病，医药费也不堪负担，便悄悄
塞 50元给他，此后就每月塞两次 50元，并关照“对谁也不要
说”，这一塞竟塞了11年。文前曾提到的李宣倜，早年毕业于
日本士官学校，民国时任过国务院秘书，人称“李三爷”。梅兰
芳少年时登台唱戏崭露头角，李宣倜大为赏识，还帮梅兰芳修
改过唱词。梅兰芳15岁那年染上了白喉病，但为了生活仍每
日带病演出，就是李宣倜爱才心切，阻止了这样的冒险行为，
他每天拿出八吊钱给梅兰芳的祖母作生活费，让梅兰芳养好
病再登台。从此，他与梅兰芳结下了生死之交。然而抗战后，
由于李宣倜曾在汪伪政府任过职而沦为汉奸，此时梅兰芳已
名满天下，但“李三爷”却蜗居在上海的一间小屋里穷困潦倒，
往年阔时的朋友早已星散，唯有梅兰芳从不避嫌，每月派人送
上200元生活费，雷打不动。而且梅兰芳每次来上海，必照常
宴请“李三爷”，尊若上宾……

我总以为，大师之所以能成为大师，还不仅只是专业上的
天赋异禀，在为人行事上也同样具有超乎寻常之处。梅兰芳的
谦逊低调、乐善好施的为人，是有口皆碑的，其情商之高，也是无
人可及的。我看过好多人的回忆文章，几乎都说梅的好。我
想，梅兰芳唯一“丢分”的，恐怕就是在孟小冬身上了。这是人生
的遗憾，也许他有难言的无奈，但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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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 兰 芳 致 陈 毅

近年，“公示”已成为展览评
审不可或缺的环节。无论是省
市展，还是国展都视为一项重要
工作，目的是为了让展览评审更
公开、更透明、更服众。

不过，笔者觉得目前这样的
“公示”还是有点“犹抱琵琶半遮
面”的味道，只见“琵琶”不见“真
容”。公众看到的仅仅是入展名
单而已，不知晓作品如何？可能
也没有人能够通过名单知其所
以然的。就是知道某个名字，也
不敢肯定就是他？因为有不少
同名同姓，所以，还得了解其作
品，否则，谈何容易？何况从古
至今流传着一句话：“士别三日，
当刮目相看。”

“公示”作为展览评审与民
主监督的一种形式，但是，“公
示”不是“公告”，不能把严肃的

“公示”当作一般的“告示”；“公
示”也不是“告示”，因为不是评
审的最终结果，而是要通过“公
示”让公众知悉相关事项，便于
监督。社会公示应具有三个因
素：一是基本内容与信息的公
开；二是方便公众知晓与监督；
三是公示结果的有效性。这就
要求“公示”的内容与过程需完
整，公示的项目不能“缩水”。展
览“公示”也是如此，应该把拟展
的作品一起公之于众。

记得去年国家在决定表彰
“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者”时
就做得到位，对百位贡献者进行
了详细公示，将每位的年龄、籍贯、现在单位、事迹等都公
示于媒体，大家一看就明白，也不会去猜想他是谁？他是
干什么的？有什么贡献？对有异议者公众可通过电话、邮
件、信函等方式反映，这是值得学习与借鉴的。

对于“国展”，可以说这几年中国书协在评审机制上有
着大幅度的改进，严格的评审制度和评审程序使“国展”环
境在不断净化，风清气正的氛围也正在形成。可为什么依
然有个别作者游走于评审规定的边缘，从十一届国展、三
届篆书作品展、六届妇女展、四届青年展、八届楹联展、四
届草书展、四届隶书展、二届行书展、三届册页展、二届大
字展等，多少都出现过作假，或代笔，或抄袭，或剽窃的现
象。笔者以为一个主要原因还是没有做到完全公开，如果
将作品一起公示，可能会阻止或减少此类现象的发生。至
于，采取抽检的办法，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小的，是否有“漏
网之鱼”就不好说了，应该明确什么条件的作者必须实施
现场测试。同时，对测试发现的问题和举报查实的问题，
应公布其“大名”，安民告示，确保“公示结果的有效性”。
如果发现问题却用一些数字或“个别人”这类模糊概念告
知公众，势必会助长个别人的侥幸心理，也达不到教育
人。所以，展览公示不能停留在“半遮面”的状态了。

“犹抱琵琶半遮面”作为一个审美意识来表现其含蓄、
朦胧、神秘是可以的，但作为“公示”就不应该了。当然，一
个展览的入展数量不少，多则千件，少则二三百件，公示作
品可能会给评审委带来不少工作量，编辑制作也会耗费很
多时间。但是，不能因为有“难度”，就让“公示”简单化，这
样的“公示”将失去其原本应有的意义。“公示”是一种评审
机制的创新与进步，要确保展览评审的公信力与执行力，
应该这样做，也需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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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书家摭谭（二十八）——朱屺瞻

“书圣故里·中国临沂”
中国书法临书大会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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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我在上海图书馆作过一个讲
座“书画艺术与养生”，我自然会讲到海派
著名画家朱屺瞻 105岁的例子，还讲到黄
公望 86岁，文徵明 89岁，刘海粟 98岁，齐
白石 93 岁、黄宾虹 92 岁……这些书画家
为什么这么长寿呢？因为作书能养气，也
能助气。朱屺瞻曾经讲过大意是这样的
话：静坐而作书数十字或数百字，便会觉
得矜躁俱平、烦闷具消；若能行书、草书任
意挥洒，宛若纸上音乐和舞蹈，直至痛快
淋漓之时，自然可觉精神焕发。用朱屺瞻
的话说，就是只要一拿起笔，什么烦恼就
都没有了。

朱屺瞻（1892-1996），出生于江苏太
仓浏河新镇的一个富商家庭，名增钧，号
起哉、二瞻老民。斋名：梅花草堂、癖斯
居、养菖蒲室、修竹吾庐。祖父长熠公，字
湘舟。业商，有儒行，性沉默，设集善堂，
立七义祠，于乡里多善举。父亲朱大坤，
克承祖业经营酱园，一生亦乐善好施。母
施氏，浏河镇儒商施莲史之女。约在抗战
胜利后，朱屺瞻自号“起哉”。十四岁时，
先生得舅父支持，入宝山县学堂读书。其
间常作画给上海《时报》投稿。十七岁时，
朱屺瞻毕业于宝山县学堂，考入上海实业
学校（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亲得校监即
校长、著名国学家唐文治的教益。其间，
朱屺瞻除了学习课程之外，仍不断自习作
画。唐文治告诫他：“习字作画，点划皆须
着力，切忌浮滑。”这成为朱屺瞻日后习书
作画的旨要。新中国建立后，朱屺瞻曾任

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理
事、上海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文史
研究馆馆员、西泠印社顾问、上海中国画
院画师、上海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等职。
朱屺瞻画风老辣，自成一体，著有《朱屺瞻
画集》《癖斯居画谈》《朱屺瞻画选》等多
种，作品被海内外多家博物馆、美术馆收
藏。1995年上海市政府在虹口公署内建
造了朱屺瞻艺术馆。

陈传席教授认为，朱屺瞻的画很好，
但是文化底蕴不足，笔下缺少内涵，缺少
韵味，留下的只是率意，粗简，苍老，但尚
不流俗（见《画坛点将录》）。今观朱先生
的书法，也有率意，粗简，苍老等特点，但
并不缺乏韵味。朱屺瞻受过规范的传统
教育，青少年时代，唐文治就授他以书
法，一开始就临摹汉魏碑版。四十岁后因
喜爱金冬心又开始学他的隶书与漆书，为
时甚久，写得十分肖似。后有友人说冬心
体与他的画风不合，他从善似流，开始学
颜（真卿）学米（芾），二位古贤雄健沉着的
书风与老人豁达的个性及雍容的气度不
谋而合，他稍稍涉猎便心手贯通。他买过
不少米帖，未必都死死临摹，而是读多于
写。他八十以后豪迈任越，苍浑淋漓的画
风，很难排除颜米书法对他的影响。心手
两畅的用笔，让他领略了画中书法意味的
美妙。九十岁后，他开始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地苦练书法，临米帖、临杨凝式、甚
至临明代陈献章的行草，为了写出陈献
章书中豪强的趣味，他还请人特意定制

了陈氏惯用的茅龙笔。每天站着临书一
个多小时，坚持多年，绝不间断。谁能相
信这是一个百岁老人的日课。可惜，朱
老从不认为自己写得好，从不承认自己
是个书家，几乎是随写随撕，不愿保留。
所以朱屺瞻的书法作品存世并不多。丁
羲元曾云：“朱屺瞻先生的书法——过去
很少有编者提及甚至并不为人所注意
——他自己固然不以书家自鸣，但其实
确是海上名家。”此言真也。朱屺瞻的书
法，以厚重朴茂，平和真率，古拙天趣，老
而愈壮的卓具风格而横绝艺坛。他的书
法功力极深，北碑南帖，隶古行楷，他在
方圆之间，不倦挥写。他的书法主要表
现在大量的绘画题识中，也有不少书幅
和对联，别具风采。他更追求朴茂自然，
一如其人品天性。他喜爱古朴的书风，
类如沈石田和齐白石等古今大家，直至
晚年，他的画室中，仍见挂着齐白石的一
幅隶书对联：“醮雨土坛高，纪年石阙
迥”。他的一生似乎与白石为友。他从
年青时就注意用笔之法，握笔紧劲，悬腕
中锋，为中国书法千古不磨的法则。屺
老的书法，其风格个性审美，主要涉及两
方面的问题，一是从书法而论，其本来的
特点，一是其书画结合之中，所呈现的相
得益彰和整体美。因此可以就此论之。
我生也晚，所见多为屺老晚年的书画，但
也正是他攀登到顶峰的黄金岁月，所以
也正是其书画融合最高境界的见证。

朱屺瞻对书法的悟入，明显影响了他

的绘画——特别是他的晚年绘画。纵横
跳沓的行草笔意始终流动于他的腕底，朴
茂苍辣，浑厚沉着，是他心力也是他笔力
畅达所致。反之，老人将近一百年对绘画
的实践与其宇宙观、艺术观同样渗透于他
的书法。他晚年早就从文人的书道中跳
出蹊径，与石鲁、李可染一样，以画家的角
度审视、化育自己的书法，不求好而自
好。不过，朱屺瞻的书法显得更传统些，
因此也更从容和大度些。既无凄苦寒俭
之趣，亦无狂怪惑众之态，出奇而守正，与
他的山水花鸟画同一格局。关山月论及
朱屺瞻的书画时，曾说：“屺老的画之所以
笔力雄健，也同样得之于他的书法功力。
他初学颜楷而后广泛涉猎魏碑，他把魏碑
的奇趣注入笔下，使他的书法苍劲雄健、
凝重沉着而又藏巧于拙，淳朴古雅，以笔
挥洒山水花卉，无论小至册页，大至寻丈
巨幅，也不管是工笔还是意笔，线条纵横、
圆劲奇逸，达到游刃有余的微妙境界，使
得画面增添了魅力。”关山月的这一评论
是颇有见地的。但关山月所说朱屺瞻学
书是“先颜书后魏碑”，与朱屺瞻自述学书
是“先魏碑后颜书”有些出入。朱屺瞻自
述云“余爱汉魏碑体书法，友人告以碑体
不宜题余画，然后改学米南宫，后来又觉
米体不如颜字厚重，余开始临颜真卿《祭
侄文稿》、与《争座位》两帖，始知画从书
出，方得厚重、朴拙、流畅自如。其书法难
度较画更深一层，余于此道不逮，尚再深
造也。”两相比较，当以作者自述为准。

在《裂变印，新派否》一
文中之裂变印，这仅为篆刻
之形式表相。而真正能支撑
篆刻的根本，我认为是篆刻
的线条，线条之优劣直接影
响到作品之优劣。

四十多年研学书法篆刻
使我对篆刻线条有了一丝认
知与感悟。

判断篆刻线条之优劣，
首先须了解构成篆刻线条的
两个基本要素——线质与线
性。（对于线条的线质与线性
以前篆刻学未提及，这仅为我个人愚见）

那什么是线条之线质与线性呢？
线质，是指篆刻线条的视觉质量。
其视觉表现为：线条是否有厚重感（线条视觉

堆累的立体感）、是否有弹力（线条中蕴藏有视觉势
能）、节奏是否有变化（线条的粗细起伏或形断意）、
线条刀感是否鲜爽（线条的爽利与鲜活度）、是否具
有凝涩度（线条的毛涩凝结感）等诸多方面所呈现
的视觉感受。

线质之优劣可分为朴厚与单簿、丰满与臃肿、
爽挺与脆弱、古拙与甜俗、凝涩与轻滑、灵动与呆
板、老辣与稚嫩……

线性，是指篆刻线条的视觉特性。
综观古印，每一类印都有自己的线性视觉特

征。玉印有玉印特有的线条特性，同样烂铜印、汉
凿印、将军印、盘丝印、流派印、古陶印、滑石印、瓦当等，以及印外之线
性甲骨文、古铜鼓纹、鼎器金文、钟表游丝线、枯藤线（书法线性）等，各
自皆具有独特的视觉特征。

我个人以为各种线质与线性的不同组合，可形成不同的篆刻线
条，线质差则线条弱，线性无则线条无特性。

作为篆刻创作者唯有充分理解线质之优劣与线性之特征，再通过
自己刀法的实施，逐渐形成自己的篆刻线条语言。如不能形成自己的
线条特征，那印人终将是印人，成印家、大师则难矣。

因为，古今篆刻大师其线条无不异于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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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举办单位（略）
二、组织机构（略）
三、征稿要求
1. 投稿范围
年满18岁的中国公民

均可自由投稿，投稿一律
使用真实姓名。

2. 作品要求
（1）书法与篆刻均可

投稿，包括临摹与创作两
部分。

（2）临摹作品，限定古
代经典作品（清代及清代
以前）。

（3）创作作品，内容要
追求真善美，传递正能量。

（4）书法作品：临摹作
品要求保持相关文字内容
相对连贯完整。创作作品
风格须与所临经典相对
应，保持明显的取法渊源
关系，是对所临经典的学
习、思考与升华。

作品规格、要求：作品
应在六尺整张以内，即：高
不超过 180cm、宽不超过
97cm。手卷作品高不超过
35cm，长 不 超 过 248cm。
册页作品每页长宽不超过
40cm，页数不超过 12 页。
所有作品请勿装裱（册页
除外）。不符合要求者不
予评选。

（5）篆刻作品：8—12
方，边款不少于3枚。其中
4方临摹作品、4—8方创作
作品。请附所临篆刻经典
作品复印件。创作作品要
求与所临经典的元素基本
一致，是对所临对象的学
习、思考与升华。

印屏规格、要求：一律
竖 式 ，138cm × 35cm 或
138cm×53cm。另附印蜕
及边款一份用于入选后宣
传、出版。

评审结束后，通知入
展作者在指定时间内将一
方指定原石邮寄至本启事
收件处，该原石与投稿印
屏一并出版、展出，展览结
束后由临沂市美术馆收
藏。

3. 投稿数量
书法：每种书体每位

作者限投临摹、创作作品
各 1 件；最多可投 3 种书
体。

篆刻：每种风格每位
作者限投印屏1件；最多可
投3种风格。

4. 本次展览不收参评
费，限于人力，恕不退稿。

5. 填写信息
（1）请在作品背面右

下角用铅笔正楷注明：作
者真实姓名、性别、身份证
号、常用通讯地址、邮编、
联系电话、作品名称、作品
尺寸。

（2）为便于准确登记，
及时联系作者，请认真填写

《“书圣故里·中国临沂”中
国书法临书大会投稿登记
表》（中国书法报微信平台、
中国书法杂志微信平台下
载），连同身份证复印件、所
临碑帖复印件、作品释文和
创作内容使用的版本复印
件，随作品一并寄出。

四、评审（略）
五、展览与出版（略）
六、作者待遇
1. 向入展作者颁发证

书。
2. 向入展作者赠送本

次展览作品集 1册及价值
1690元《中国历代碑帖技
法导学集成》一套（60册）。

3. 综合评审前 60 名
作者，非中国书协会员，具
备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的
条件之一。

4. 综合评审前 60 名
作者，有机会入选方正字
库。

5. 向综合评审前 60
名作者发放作品收藏费
1000元（税后）。

七、征稿日期
本启事自公布之日起

征稿，至 2019年 7月 31日
截止，以当地邮戳为准，逾
期投稿作品不予受理。

八、收稿地址
收件地址：山东省临

沂市兰山区滨河路10号临
沂市美术馆（书圣阁）

收件人：梁永 邵明阳
电话：0539—6379129
手机：199539653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