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笔画的时间和空间，笔墨的
浓淡与留白之间，不觉已走过了三
十个春秋。

回顾当初，那些伏案习书的酷
暑严冬，那些刻苦历练之后却毫无
提高的迷惘，还有完成了第一张原
创作品时的喜悦，犹忆在心。

古人云：“学书则知，识学可以
致远。”

的确，学习书法最大的得益之
处，不仅仅是写得一手漂亮的好
字，能令人赏心悦目，也不仅仅是
怡心养性，而是在持之以恒的修炼
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汲取了中国传
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完善了自
己的品徳修养，提升了自己的文学
素养，在学习修炼过程中不断地自
我升华。

书法——我理解为，书是写
字，法即写字法则；书法就是把中国汉字经
毛笔演绎，终以象、神尽意而形成的独特的
人文艺术。

《九势》中曰：“唯笔软则奇怪生焉，意为只
有软软的毛笔才能让汉字生出藏露、方圆、顺
背、逆向的书韵，但灵性和感情，要用笔以象形
而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路漫漫兮！

基础练习时的点画横竖的枯躁乏味，拜
读大家字帖时的疑惑不解，临摹碑帖时的不能
得心应手，冬写三九，夏练三伏的艰辛，一路崎

岖，感叹颇多。但经历了磨练之后
的耐心和意志力，足以让我以坦然
和从容的心态去面对人生中的坎
坷无常，以感恩天地物华的初心向
爱而生。

书法蕴含的自然灵性，深深地
吸引着我，激发我内心的勃勃生
机，有如春华秋实的芬芳，是大自
然的最纯的真实。一室的书香、墨
香成就心灵的馨香，远离浮躁，优
雅而豪放，亦温暖如诗，喜欢把行
云如水壮志激烈的情怀，渗透笔
端，让每一个看懂的人被感染而欣
然感动，也喜欢古人的词美意境
幽。于是那一幅幅绝色的画面，以
浓墨间疏而溢于字间，赏阅的是心
旷神怡。

寄情于书法，延之于人生。
鲁迅先生曾说：“我国文字具有

三美：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
曾经，在我笔下的浓淡相宜、笔墨酣畅里

有飘洒过的漫天弥濛的冬雪，雪野留下一行踏
雪远去的脚印，却牵走期盼的心；亦有仲夏夜
里的一弯清月，月下续一壶清茶，吟一首：“月
落乌啼霜满天……”

在洁白的宣紙里，有笔墨点画而成就的
深邃无垠，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憧憬和向
往，对责任的担当，所有的心之灵感，在这里，
以独特的形姿、聚焦、释放，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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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曾结交一师辈的朋友，长我一轮，虽毕业于华东师
范大学的数学专业，却耽于文史哲一路。上世纪的九十年代
初，在朋友处我常听到关于苏渊雷先生的消息。其时苏先生年
逾八十，但精神矍铄，仍以华师大历史系教授活跃于文坛，声名
赫赫。印象中朋友还送了我一本苏先生的《钵水斋外集》，由华
师大出版社出版，封面是顾廷龙先生题签，繁体直排，内容皆为
谈文史、佛学、诗词、书法之类。说实话，那时我年轻气躁，还真
没毅力一一“啃”读下来，仅是浅尝辄止地翻了一二篇，就束之
高阁了。想起来真是惭愧，过去人所谓“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
不可对人言”，虽然话说“未曾读”，其实想表明的是书已经读得
差不多了，只是“未全读”而已。那是旧时读书人的一种自信和
自得，或是一种狂妄。当然，如今即使想这样狂妄的人，也不可
能有了。

“钵水斋”是苏渊雷的斋号，最早是抗战时期，先生于重庆
北碚创设的“钵水斋”书肆，取“钵水泓然，一针到底”之意。苏
渊雷曾在一篇《巴山忆旧》中写道：“资生无虞，学术斯进。于是
毅然辞去南泉中央政治学校讲席，应卢作孚、子英兄弟之请，移
家北碚。初在北碚市区，继于重庆上清寺邮汇局隔壁，创设‘钵
水斋’，以文会友。一时俊彦，乐与周旋。举凡文物交流，图籍
出版，学术座谈，书画展览，无不一一重点举办。将以通中外之
邮，切嘤求之谊。”文坛耆宿吴稚晖、马一浮、沈尹默三老，分别
为“钵水斋”题额。那时一些学术文化单位，都集中于巴蜀地
区，光北碚、重庆就有复旦大学国立编译馆、中山文化教育馆、
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罗湾诗社等。所以，“钵水斋”云集了一
大批海内外文化名流，如李约瑟、高罗佩、柳诒徵、章士钊、郭沫
若、许寿裳、汪旭初、钱穆、傅斯年、顾颉刚等，还有众多书画名
家如谢无量、乔大壮、马衡、伍蠡甫等，都乐于在钵水斋谈艺论
道，诗酒唱和。荷兰驻华大使馆的高罗佩博士还尝邀郭沫若、
田汉等人在钵水斋举行鸡尾酒会，酒酣兴至时，郭沫若用日语
诵唐人的《枫桥夜泊》诗，而田汉则会清唱一段《打渔杀家》……
真“文史优游，声气相通”也。

抗战胜利后苏渊雷回到了上海，但“钵水斋”的斋号却一直
沿用未改，为此，苏渊雷还自号“钵翁”。说起来还有一则笑话，
那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了，某次苏老夫妇从一离休的老干
部家做客回家，夫人开玩笑地说，看人家革命比你晚，退了休却
照样住上“小别墅”。而你到头来却仍是穷教授一个，且愈教愈

“瘦”，仍蜗居于“钵水斋”，还不如趁早将“钵翁”改了吧……
许多人只知“钵翁”苏渊雷是一位“文史哲兼通，诗书画并

擅”的大学者，殊不知“钵翁”还是一位很早就参加革命的中共
老党员。他一九〇八年出生于浙江平阳的江南区，也就是今天
的温州苍南县，幼年曾入私塾，五岁时因父亲逝世，迁学于外祖
徐笛秋家。其时母亲督教甚严，而外祖父则性恬澹，善诗词，平
日隐居乡间，以文史自娱。所以苏渊雷从幼年直至小学毕业，
始终和外祖父生活在一起，故受外祖父的诗词影响，尚小学时
的苏渊雷就能吟咏，并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浙江平阳县的
金乡高等小学。那时温州最好的学校大概是浙江省立第十师
范学校和第十中学，苏渊雷十五岁时考入第十师范学校秋季
班，翌年两校合并，校名即是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校。说起来这
所学校也是大大的有名，即今天著名的温州中学，其历史悠久，
名人辈出，像著名的文史大家郑振铎、考古学家夏鼐、词学家夏
承焘以及数学家苏步青、谷超豪等，均出于该校，这是非常了不
起的校史了。苏渊雷在第十师范读书时，教师有朱自清、马孟
容、马公愚、谢玉岑等一批名家对他的影响甚大，朱自清毋庸多
说了，他那篇著名的散文《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就是
因马孟容送他的一幅而写，不过他呆在温州十中的时间仅一
年，为学校贡献了一首校歌，并由著名的弘一法师谱曲，作为温
州中学的校歌今天仍在传唱。马孟容、马公愚昆仲和谢玉岑等
先生皆是以书画诗词闻名于世的名家，谢玉岑出生于常州书香
世家，其弟即名重于世的书画鉴赏大师谢稚柳。可以想见，苏
渊雷诗学书画之兴致，在名师的熏陶指点下，如鱼得水大获其
益是必然的。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那时同学们组织诗

社，创作诗文，抒发情志，于是苏先生自此开始关心国事，获读
《共产党宣言》《新社会观》《新青年》等书刊，思想也为之焕然一
新，于校刊上发表了《十月革命之歌》的新诗。

一九二六年，应该是苏渊雷人生中的重要一年，他主持温
州学联会工作，与同学蔡雄等为宣传民主革命，日夜奔走。七
月代表浙江省学联，出席了广州全国学生总会第八届代表大
会，并在广州参加了张太雷主持的党团活动。也就是是年十二
月，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青年学生运动及地方救国
会工作，这时他才十八岁。第二年即一九二七年，苏渊雷因四
一二事变而不幸被捕，押往杭州陆军监狱，被判刑十九年。从
事革命活动的同志，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同学蔡雄在狱中惨遭
了杀害，为此苏渊雷也有充分的准备，他在狱中早就写好了遗
嘱。在遗嘱中他曾写到：“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而奋斗是它的
手段。”不过相比同学而言他还是幸运的，最终只受了七年的牢
狱之苦，即被保释出狱。但苏渊雷事后常幽默地对朋友自称是

“陆军大学”毕业的，因为在狱中除了联同狱友与国民党继续斗
争外，他还以马列主义观点批判总结中国传统文化，涉猎佛典、
圣经等，手点《相台本五经古注》及《章氏丛书》。并自修英语，
以非凡的毅力啃读大量的文史哲英文原著，为此英语水平大大
提高。他利用七年的牢狱生涯，为自己打下了厚实的理论基
础，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观研究《周易》，沟通老庄，在狱
中写下了他第一部学术上的开山之著《易学会通》。

因此，当经历了“血与火”的炼狱洗礼之后，年方二十五岁
的苏渊雷就已经成长为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史学家和哲学家
了。他曾在自传中有这样几句描述他出狱时的心情：“只有与
死神较量过的人，才会懂得人生的意义。我抖擞精神，向着浩
瀚的人海走去。”此前他原名苏中常，出狱后，借庄子“渊默而雷
声”句，易名为“渊雷”。

诗人的成长，往往不仅是学识与才力，还和人生的经历有
关。诗词学家陈兼与曾评介说：“钵水先生学术兼文史哲，足迹
半天下，交游者皆一时名士，所谓书卷、山川、朋友三者备之。
且论其世，过于少陵天宝之乱；论其遇，甚于东坡海南之穷。所

作雄奇瑰特，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为风为雅，亦史亦玄，并世词
流，无以尚之。”可见一个人的成长与成就，艰难苦恨的遭遇，也
是必不可少的宝贵财富。

苏渊雷先生雅好文艺，众人皆知他学问之外，兼擅书画。
苏先生的画乃为典型的文人画，梅兰竹菊、松石荷塘一路，简澹
雅逸，独抒性灵。加之他援笔成文、出口成诗的题跋，与画幅气
息相通，融为一体。至于钵翁书法，更是以一笔洒脱自然的大
草书，挟雨带风，称雄于学坛。而且先生作书，线条柔润而又绵
里藏针，笔墨淋漓，风韵别具。

笔者有幸，近日获藏一通钵翁手札，书信的受者也是一位
革命老干部，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叶尚志。

尚志老同志左右：
久违教益，时切驰思。上周驾临师大报告，适值公出，未获

饫于谠论，至以为憾。顷呈奉拙校《五灯会元》一帙，借供高斋
备览。侧闻当局拟以文史馆副馆长一职见委，想系我公推毂，
不胜感激。至以解放初期，曾与张菊生、柳诒徵、江庸诸老，倡
议创设文史馆，遥遥忽已三十五年，岁月骎骎，不知老之将至。
此得机会，尽其绵薄，如文化统战工作，发挥余热，固所欢也。
幸公有以教我，专此顺颂

大安，不一
苏渊雷 十二月三日
钵水斋电话 548634

此信未署年份，按信中“呈奉拙校《五灯会元》一帙”，估计
应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因为由苏渊雷点校的禅宗文
献《五灯会元》，最初版是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十月出版的一套
三册本。通常文人喜以新著送友求教，也有可能此信的“十二
月三日”即为当年。但信中还提到文史馆的“倡议创设”，“忽已
三十五年”，那么上海文史馆创设于一九五三年，照此一算，若
言此信写于一九八八年也非毫无道理。

另一条重要的信息是，苏渊雷此信，是“侧闻”了他可能将
被作为上海文史馆副馆长的人选，猜想或是叶尚志的“推毂”，
因为叶时任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又系他的老友，也许对文
史馆的干部任免有一定的内情和话语权吧。为此，苏老写信致
以谢意，并表示若“得此机会”，自当“尽其绵薄”之力。如果假
定此信是写于一九八四年年底的话，那末苏渊雷应已是七十七
岁的高龄，真可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了。

这令人想起西汉“冯唐易老”的典故，古代的良将忠臣都一
心渴望能得到朝廷的重用，并以自己的才能报效国家为幸。苏
东坡在一首《江城子》的词中不也是说“鬓微霜，又何妨”么？所
谓“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则是抒发了他希望能获得皇帝的
赦免和召唤，定将挽弓射雕、奋勇杀敌的壮志豪情。宋人刘克
庄曾有“冯唐白首尚含香，卫武谆谆肯惰荒”的诗句，此处的“含
香”，是指口含鸡舌香以去秽，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嚼口香糖一
样。因为古代的尚书郎常在皇帝身边奏事答对，也要保持相应
的口腔卫生。后以“含香”来表示侍奉君王，也就是出任要职的
意思。所以我借 刘克庄的诗句，来表达苏老以“喜寿”之年，仍
愿意“发挥余热”，应该还是大致贴切的。

不过，据我查资料所悉，苏渊雷从未受聘过文史馆馆员，也
未入文史馆就过职，至于信中说到的他“曾与张菊生、柳诒徵、
江庸诸老，倡议创设文史馆”，此在文史馆方面并无该方面的内
容记载。虽然张元济先生是当年由毛泽东主席向陈毅市长举
荐的首任馆长，江庸是首任副馆长，也是第二任馆长，但柳诒徵
却不在文史馆的相关名单中，此处可能苏老记忆有误了。现从
事后的结果来看，所谓“副馆长”一事，或许只是一次“误传”，至
少是从未有具体落实的迹象。因此，这一封苏渊雷的函札，透
露了这么一个关于任命他为文史馆副馆长的“侧闻”，究竟是真
有其事只不过后因他故而“夭折”的计划？还是本就属以讹传
讹的“空穴来风”？这其实也是一个有价值的掌故，须留待以后
更多的实证来解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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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 唐 白 首 尚 含 香冯 唐 白 首 尚 含 香
—— 苏 渊 雷 致 叶 尚 志

五月中旬，笔者参加
了中国文联主办的“2019
铸梦计划·成都”研修班，
主要围绕“主题展览的有
效策划与实施”课题进行
教学，通过系列的专题讲
座、案例分享、策展实践
及参观学习四川博物馆、
四川美术馆、成都当代影
像馆等策展经验，可以说
感触良多，学有所悟，研
有所思，至今脑海里还不
停的跳跃着三个字：策展
人。

说真的，“策展人”这
三个字在十几年前是一
个颇感兴趣的话题，后
来，因为艺术市场上“策
展人”多了，就注意转移
了。此次成都之行，又勾
起笔者对“策展人”的那
份敬重。

何为“策展人”？据
书上说，“策展人”是个舶
来 词 ，源 于 英 文“Cura⁃
tor”，意为“展览策划人”，
用国语说就是“策划展览
的人”，承担着展览构思、
组织、管理等项目运作的人。那么，什么人可以称
为“策展人”？在研修班上，著名策展人陈小波老师
在讲述《策展进行时》这样说：“策展人”是理论家、
研究者、学者、批评家；“策展人”是对于当下文化和
整个艺术有一种全球判断的人；“策展人”是艺术
家，且比艺术家站得更高的人；“策展人”不是召集
者、出资者……于此，“策展人”应该是一个有着专
业的文化人，是文化的开拓者与守望者，当然，“开
拓者”不是“做局者”、“艺术掮客”；“守望者”不是

“保姆”、“包工头”。
就当下一些展览而言，展览的品味与“策展人”

的思维还是联系密切的，好的“策展人”可以让平淡
成为故事，让黄土变成金，让普通展览赋予思考。
近年，为何一些展览显得冷清，开幕式即为闭幕式，
主要原因是展览泛滥，审美疲劳，还有就是不会策
划展览，展览无门槛，人人都是策展人。有的做过
两次展览就自封“策展人”了，天天想做展，其实，一
些所谓的“策展人”就是那些出资人、挂画人、拍板
人。从目前一些基层的展览来看，更是如此，当然，
基层也缺乏策划展览的人，为了一个活动，他们不
得已去为“应景”而办展，为“热闹”而办展，以为装
裱好、挂好就是展览，也不可能去讲究展览的艺术
性与规范性，又谈何展览效果，传播力度和美的享
受呢？

审视之思，“策展人”能否解决好展览中存在的
问题？避免展览“开幕式就是闭幕式”，笔者以为应
关注三个方面：一是展览主题与作品水准；二是展
览公教与推广程度；三是展览互动与传播方式。要
努力培养自己的“策展人”，给“策展人”更多的展示
平台。专业事需要专业人做，专业人来做专业事，
做正经事，这也是多年策展实践告诉我们的，展览
来不得半点的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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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彦

海派书家摭谭（二十九）——吴湖帆

第六届上海奉贤“言子杯”
国际学生书法大赛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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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湖帆的名字不仅在书画界如雷贯耳，就
是在普通市民中也大受追捧。2015年上海博物
馆年度大展“吴湖帆书画鉴藏特展”，持续时间
半年有余，虽不能说是万人空巷，但也可以说是
人潮涌动。吴湖帆（1894—1968），初名翼燕，字
遹骏；更名万，字东庄，书画署湖帆，别署丑簃，
后号倩生、倩庵。早年，吴湖帆与溥濡被称为

“南吴北溥”，后与吴子深、吴待秋、冯超然、在画
坛有“三吴一冯”之称。建国后任上海中国画院
筹备委员、画师，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中
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上海市文史馆
馆员、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吴湖帆精
鉴别、善填词，富收藏。吴湖帆最为著名的书斋

“梅景书屋”，名字的出处即来自他所藏的书画
作品—南宋宋伯仁编绘的《梅花喜神谱册》和北
宋米芾的《行书多景楼诗册》的“梅”“景”二字。
吴湖帆家学渊源，是清末著名学者、金石书画鉴
藏家吴大澂之孙，自幼耳濡目染，成就斐然。吴
湖帆的外祖父是大名鼎鼎的沈树镛，其故居“内
史第”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川沙新镇。吴湖帆
与夫人潘静淑成婚之年，是其大量购藏的伊
始。夫妇二人可谓“强强联合”。两人分别将各
自家传书画文物汇于梅景书屋，其中吴氏秘藏
有祖父吴大澂家传、外祖沈树镛家传。潘氏的
藏品则主要来自乃祖潘祖荫，再加上吴湖帆自
己鉴定收购或交易所得，积累了丰厚的书画收
藏品。

1905年，依照吴大澂生前安排，经吴大澂故
人介绍，十二岁的吴湖帆来到上海中国公学读
书。1906年，中国公学因故迁徙，吴湖帆辍学。
吴湖帆的第一次寓沪时间大约只有一年。1924
年（民国十三年）因江苏军阀齐燮元与浙江军阀

卢永祥开战，史称“齐卢战争”，苏州处于战火之
中，吴湖帆不得不离开祖居苏州再次来到上海，
寓居嵩山路。吴湖帆以其生花妙笔，从与陈子
清合办书画事务所开始，便日渐成为叱咤海上
画坛的风云人物。王同愈是吴湖帆的长辈，与
吴大澂是挚友，吴湖帆少时曾得王同愈教诲。
吴湖帆寓沪后，常去拜望王同愈，并每行必执弟
子礼，在海上画坛传为佳话。王同愈生前曾拖
欠笺扇庄书画定金，直到去世时尚未偿清，吴湖
帆便约冯超然一起承担这笔画债。

许多人都认为吴湖帆书法乳宋徽宗的瘦金
体。其实吴湖帆学的是唐代的书家薛曜。也许
是因为宋徽宗的名气太大了，许多人一看到吴
湖帆的字就想到宋徽宗。其实不是如此。薛曜
是何许人？薛曜与薛稷同一师承，皆唐代书法
家，学褚遂良，瘦硬有神，用笔细劲，结体疏朗，
但较褚书险劲，更纤细，在当时享有大名，被后
人称为“宋徽宗瘦金体之祖”。

吴湖帆初学王梦楼，兼攻篆隶，为其后来的
书法艺术的精进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后来吴湖
帆得到了董其昌所临钟繇、颜真卿等人的十个
手卷，他又刻奋临写董字。据朱梅邨介绍，吴湖
帆的“临池功夫是很深的，临摹的字课曾一捆一
捆地堆放在书柜里，整整堆满了好几个大书
柜”。在吴湖帆的早期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受
到董其昌字的影响。只是到了中年以后，吴湖
帆才开始该学薛曜，才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悉
的“瘦金体”字。但吴湖帆鉴赏能力极强，取法
乎上，自创一体，自然比“瘦金体”高出一筹，比

“瘦金体”更为舒展自由。再后来，吴湖帆又得
到了米芾的《多景楼帖》真迹大字卷，于是吴湖
帆又转而开始学习米芾。吴湖帆认为，王羲之

是书法史上的一个顶峰，后人学王，皆不出王
书，唯有米芾得其精髓。所以吴湖帆又在很长
的一段时间里专攻米芾。直到他的晚年，大约
从60年代起，吴湖帆又开始临习怀素草书《自叙
帖》，由于吴湖帆早年打下了扎实的书法基础，
所以颇能领悟僧怀素狂草用笔的真谛。所以吴
湖帆的草书亦如笔走龙蛇，另有一番气象。与
此相匹配的是他在绘画上向苏轼、赵孟頫枯木
竹石及大写意画法的拓展，题款亦改为草书，而
非以前惯用的取法薛稷、米芾的行楷。

鉴赏、收藏、创作是密不可分的。吴湖帆不
仅收藏宏富，而且鉴赏精准。一般收藏家，多请
其鉴别真膺，尤其古画，经他一览，立辨真伪。
著名书画鉴定家张珩、徐邦达、杨仁恺是他的弟
子。吴湖帆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鉴定“一只
眼”的美称，足以想象他在鉴定界的权威性。他
对自己的鉴定水平也相当自信。民国二十七年
（1938），上海汲古阁主人曹友卿携刚购买的一
张破旧的《剩山图》请他鉴定。他知此画出于名
手，经“谈判”将家中珍藏商彝周敦古铜器换下
了这个残卷。后与故宫博物院藏《富春山居图》
影印本一对照，竟然是元黄公望《富春山居图》
的前段。他还在破画堆中发现了一幅题款“大
痴道人平阳黄公望画于云间客舍时年八秩有
一”字样的山水画，既无前人的收藏印章，也未
见过著录，但经他考证，这画竟是大痴的晚年真
笔。他即以重金购得，精心装裱，抢救保护了珍
贵书画。丰富的书画真迹、金石拓本及其他古
董雅玩是吴湖帆赖以创作与鉴定的基础。吴湖
帆平日里心心念念，揣度着古人的笔墨韵致，甚
至“抱美人入梦”（指《董美人墓志》徐渭仁旧藏
初拓精本）。

编者按：为了充分发挥《上海书
协通讯》桥梁纽带作用，提高协会服
务水平，本期开始，《上海书协通讯》
开设“会员心声”栏目，欢迎广大上

海书协会员朋友踊跃投稿，诗歌、散
文、随笔类文章均可投稿。来稿请
发至：shuxiegongzuo@163.com，注明

“会员心声”栏目组收。

（上接第1版）
为确保展览装裱效果

及利于作品收藏，来稿请勿
机裱托膜。

四、评审
1.由上海市书法家协

会聘请专家组成本次展览
评委会，制定评审细则、评
审工作流程和评委守则，明
确违规的处理方法，阳光公
正评审。评审工作结束后，
由主办方核对原作准确无
误后，及时公布评审结果并
向社会公示。

2.对部分入围优秀提
名作品的作者和部分入展
作者进行抽查面试。凡经
面试确认非本人创作者，
组委会将取消其在本次展
览中的入展、获奖资格。
凡接到面试通知后未按规
定时间到场面试者，视为
放弃入展、获奖资格。面
试通过者，往返交通费由
组委会负责（按国家规定
标准执行）。

五、展览
展览拟定于2019年10

月在上海市展出并举行开
幕式，届时展出220件左右
的入展作品。

六、出版
出版发行《第六届上

海奉贤“言子杯”国际学生
书法大赛作品集》。

七、奖项设置及待遇
1.入展获奖等次奖金：
优 秀 奖 20 人 ，奖 金

5000元/人
提 名 奖 20 人 ，奖 金

2000元/人
入展 180人，奖金 500

元/人
优秀组织奖 20家，奖

金2000元/家
优秀指导教师奖 30

人，奖金1000元/人
2.向获奖、入展作品的

作者颁发证书，所有入展作
者每人赠送本次展览作品
集两册。

3.本次活动获奖、入展
作品作者证书、奖金及赠送
的作品集，承办方将在展览
开幕后两个月之内寄出。

八、征稿日期
本启事自公布之日起

征稿，截稿日期为 2019年
8月9日截止，以当地邮戳
为准。活动进程请关注书
法微信公众平台：上海市
书法家协会订阅号、书法
频道。

九、收稿
收稿地址：上海市奉

贤区南桥路 333号奉贤区
文联

邮编：201499
联系人：鞠翠英
联系电话：
13621882880
十、退稿
本次大赛不收评审

费，鉴于人力，不予退稿。
如需退稿，请邮汇退稿费
50元人民币（请勿在信封
中夹寄），并将退稿汇款单
复印件粘附在作品登记表
的右上方，退稿作品展出结
束一个月内，将由主办方通
过邮局快递方式送达。

汇款地址：上海市奉
贤区南桥路 333号奉贤区
文联

邮编：201499
汇款人：鞠翠英
联系电话：
13621882880
十一、其他事项
1.所有来稿必须符合

本启事要求。
2.凡投稿者视为认同

并遵守本启事各项规定。
3.凡发现或是被举报

作者有代笔、抄袭等问题，
经活动组委会核查属实的，
取消参赛资格。

4.投诉材料请寄：上海
市书法家协会办公室，联系
人：张敏鹿，地址：上海市延
安西路 200 号 1 号楼 1104
室，邮编：200040。

十二、请登录上海市
书法家协会官网

（www.shanghaishux ⁃
ie.com）

第六届上海奉贤“言
子杯”国际学生书法大赛
组委会

2019年6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