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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0日，一个大书法联盟诞
生了：长三角书法发展联盟。

说起“长三角”，可谓是“高频热
词”，尤其是长三角从区域行动上升
为国家战略时，江浙皖沪三省一市
更是热血沸腾，用一句媒体之言就
是“为美好而来”。笔者以为今天宣
告的长三角书法发展联盟也是“因
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这不
仅是长三角区域书坛之大事，也是
中国书坛之大事！

长三角连接着26座城市，据悉，
三省一市签署的《长三角书法发展
联盟战略合作备忘录》，将建立四地
书法界工作联席会议机制；打造区
域互动交流展示平台；联手推动书
法创作项目；提供学习研讨机会，联
合培养书法理论人才；持续推动“深
扎”及各类创作调研采风活动并实
行四地“轮值制”，负责提出该年度
合作项目并组织实施等。去年6月
20日，笔者也作为三省一市成立“长
三角文艺发展联盟”的见证人之一，
仍记得中国文联党组书记李屹在成
立仪式上的讲话，他说“长三角成立
文艺发展联盟，通过艺术联通四地，
强强合作、协同共进、意义非凡”。
当时，他还提出三个期待：期待四地
能够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明确发
展方位；期待加快构建并不断优化
交流合作的长效机制；期待能够坚
持开放理念，探索区域文艺交流合
作新模式。三个期待寄托着中国文联的期望，文艺发展联盟应
努力紧扣“一体化”与“高质量”的发展思维。当然，集结号吹
响，四地文联旗下的戏剧、舞蹈、曲艺、音乐、摄影、文艺评论、电
影等艺术门类也相继成立了联盟。不过，在一个又一个的联盟
成立中，笔者有点多虑了，为什么三省一市文联成立了长三角
文艺发展联盟，其所属协会还要成立门类的发展联盟，他们之
间是什么关系？是因为“长三角文艺发展联盟”涵盖不了长三
角艺术门类的联盟？是不是有点“各自为阵”笔者不敢说，但总
觉得“长三角文艺发展联盟”应该可以，也完全可以统筹旗下的

“联盟”。所以，有人言：“联盟”首先要“联心”，在“长三角文艺
发展联盟”旗下，所属专业协会应该是积极去联手与联动，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重在一个“体”字。

在长三角书法发展联盟成立仪式上，笔者也认真聆听了
四地书协主席的主旨演讲，各抒己见，以不同的角度瞄准着
共同的目标。不过，在四位“大咖”的演讲中，笔者更敬佩丁
申阳主席，不是因为他是上海书协主席，就去溜须拍马，而
是，感到他的演讲实在，敢于正视上海书法创作与发展的不
足，他说“上海书法的现状与上海这座一流国际化大都市对
我们在文化发展上的要求
以及上海书法应该达到的
文化高度还是有一定的差
距的。上海书法在当下长
三角一体化迅速发展的背
景下，如何找准自己的定
位，整合、共享长三角各地
彼此在书法创作、书法展
览、人才培养和理论研究的
资源，还是有许多课题值得
静下心认真研究和探讨。”
面对存在的不足上海书协
不回避，不掩盖，而且，以

“问题”为导向，或许这正是
上海书协新的工作姿态，知
难而进、迎难而上的使命担
当；“等不起”“坐不住”“慢
不得”的责任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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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20日
上海市杨浦区书法家协会
新聘任名誉会长顾问名单

近日，长三角书法发展联盟成
立仪式举行，苏浙皖三省文联、书
法家协会领导亲自带队，齐聚上
海。联盟的成立，既是上海市文
联、上海书法界积极响应国家战
略，主动服务和推动苏浙皖沪书法
艺术发展一体化的重大举措，也是
海派书法重现历史繁荣的历史契
机。

长三角地区的书法交流合作
在过往尽管一直非常密切，但辐射
度、影响力毕竟有限，且从未在宏
观层面一体化、制度化。随着长三
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为三省
一市的书法发展提供了一体化、高
质量发展的历史契机。

细看《长三角书法发展联盟战
略合作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
录》）中的六条，包括：联盟成立后
将会建立四地书法界工作联席会
议机制；打造区域互动交流展示平
台；联手推动书法创作项目；提供
学习研讨机会，联合培养书法理论
人才；持续推动“深扎”及各类创作
调研采风活动。联盟运作实行轮
值制，每地书协轮值一年（上海、江
苏、浙江、安徽），由轮值地书协提
出该年度四地合作项目，并组织实
施。这六条既是措施，也是愿景；
有点，有面，有机制保障。既充分
发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共性优
势和要求，又充分考虑到书法艺术
的自身特点、三省一市书法的现
状。昨天成立仪式上，我们既听到
了中国书协将高度重视、倾力支持
长三角书法发展联盟的声音，也听
到了来自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书
协高度重视、主动参与、积极推动
长三角书法发展联盟的决心和信
心。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大背景下，在书法艺术拥有
深厚广泛群众基础的有利条件下，可以预见，随着

《备忘录》的逐步落实，长三角书法艺术一体化、大繁

荣的景象指日可待。借用江苏省
书协主席孙晓云女士昨天现场演
讲的主题——携手开创长三角书
法新时代！

成立仪式上，上海书协主席丁
申阳先生作了题为《长三角文化与
海派书法》的主旨演讲，着重回顾
了海派书法的成因和地位，特地指
出：海派书法在历史上的大繁荣，
实际上得益于上海“海纳百川”的
城市精神，那些光耀史册的海派名
家大多来自江南各自，而不是土生
土长的上海人。

丁申阳主席的发言，绝不仅仅
是为了回顾海派书法的荣耀，更是
为了借古励今。丁申阳主席和所
有的新海派书法人，在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的国家战略面前，在上海作
为长三角发展核心和龙头的大背
景下，充分认识到上海书法人肩负
的历史责任、使命和挑战，更敏锐
地意识到长三角一体化对于重现
海派书法辉煌的大好时代机遇。
我们正视现实，目前三省一市的书
法发展，上海有自身优势，但综合
来说并不占优势。若以国展成绩
作为参照依据，在刚刚揭晓入选名
单的第十二届书法国展中，江苏排
名全国第一，苏浙皖均排名全国前
十。随着长三角书法发展联盟的
成立，《备忘录》的逐步落地，随着
上海书协新一届主席团陆续推出
各项积极举措，以高度包容的胸
襟、自觉的历史责任感求改革求发
展求提高，新的“海纳百川”“百花
齐放”的海派书法生态必将呈现。
上海有着深厚的人文土壤、文化传
承，有着艺术发展繁荣的巨大城市
优势。长三角书法发展联盟的成

立，上海既是引领者，也是受益者。我们有理由相
信，联盟的成立是长三角书法大繁荣的开始，也是海
派书法吹响号角，重现繁荣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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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长三角书法发展联盟

作者：李滔

2016 年的巴西奥运会上，中国女排的
姑娘们勇夺金牌，再次唤起人们对“女排精
神”回忆。遗憾的是海派著名书画家王个
簃先生已经仙逝，否则他将会创作出什么
样的作品献给新一代的女排姑娘呢？因为
早在 1982 年的第九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
上，中国女排以 3：0战胜东道主秘鲁女排夺
得冠军。消息传来，举国欢腾。翌日，王个
簃便闭门谢客，时年 86 岁高龄的王个簃作
了 15幅画，分赠给女排健将和领队教练，以
表一位老画家对他们的敬意！王个簃给当
时年仅 21 岁的“铁榔头”郎平画了一张《青
松图》，上题“起凤腾蛟重万钧”，寓其击球
扣杀似有万钧之力。王个簃专为中国女排
的艺术创作，表现了一个艺术家与人民、祖
国共享欢乐的赤子之情。如果他有幸能够
看到 2016 年的中国女排姑娘的奥运夺冠，
将会如何创作呢？

王个簃晚年将自己辛勤收藏的数以百
计的古代绘画和吴昌硕的书画精品、手稿
等捐献国家。他十分关心家乡建设，晚年
常在书画作品中写上“海门王个簃”。1984
年 6 月，在阔别 40 年后，以他 87 岁高龄，率
儿孙回故里省亲，向家乡赠送了他的代表
书画作品，南通市建有“王个簃艺术馆”。
出版有《王个簃画集》《吴昌硕·王个簃》《个
簃印集》《个簃印旨》。著有《王个簃随想
录》《霜茶阁诗集》《王个簃书法集》等。

王个簃擅长写意花卉，常以日常生活中所
见到的山石、葡萄、石榴、松、柏、水仙等为创作
题材。1927年吴昌硕在王个簃 31岁时所作

《龙幻》画上欣然题诗：“猛笔个簃临大涤，题诗
老缶碍秋毫。涛声浩浩天风落，聊当滹沱一战
鏖。”并长跋“个簃大弟泼墨处，浑穆生动兼而

有之，时手鲜有其人。缶亦当退避三舍”。对
他作了高度的评价解放前，王个簃曾任上海新
华艺术大学、东吴大学、昌明艺术专科学校教
授，上海美专教授兼国画系主任。新中国成立
后，先后曾任上海画院副院长、名誉院长、中国
美术家协会理事、美术家协会和书法家协会上
海分会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上海文史馆
馆员等职。沙孟海先生曾说，“王个簃是吴昌
硕衣钵传人。”他在七十余年漫长的艺术生涯
中，全面继承和发展吴昌硕画派艺术，作出了
独特的贡献，师吴而不囿，探索创新，开创了新
的风格。王个簃先生是诗、书、画、印的全才，
且有个性。为当代留下了宝贵的艺术珍品。
王个簃先生的金石书画艺术发展过程可分三
个阶段，早年追随吴昌硕的艺术风格，浸淫于
传统文化的探求；中年外师造化，深入生活求
新创；晚年重构新局，开笔墨设色新境界。工
书法，从金文、石鼓奠下根基，行草书更在经意
与不经意之间见精神。晚年放笔直写，书画更
臻老境，尤富天趣。

王个簃的书法成就主要是篆隶和行草书
两个方面，所涉猎的基本上是吴昌硕的范围。
其篆书也是从《石鼓文》入手，并吸收《散氏盘》
和《琅琊石刻》的笔意，隶书则主要得力于《张
迁》《衡方》等诸碑，并参以篆籀笔意。王个簃
的篆隶古朴遒劲，气势开张，一派大家风范。
他的行草书体势和气韵虽然受到的影响很深，
但也不乏表现出较为独特的自家风貌，尤其是
在点画的错落变化和墨色的枯湿浓淡的处理
上，我们似乎可以窥探到王觉斯、傅青主、张瑞
图等明清书法家的影子。

在王个簃的艺术生涯中，他的书法为绘
画成就所掩盖，而他在篆刻艺术方面的成就
更是被人忽略。其实，篆刻才是他的艺术起

点，王个簃最初呈给吴昌硕指点的作品不是
绘画，也不是书法，而是篆刻。王个簃早年
在篆刻上是下了很大功夫的。他从秦汉印
入手，循规蹈矩，恪守古法，力求古朴自然，
与平整中见生动。投身到吴昌硕门下后，篆
刻艺术又日益精进。他的篆刻，无论是朱文
白文、大印小印、字多字少，均能合理安排，
既清新自然，又气息高古。

王个簃（1897-1988），原名王能贤，后省
去“能”字，易名王贤，字启之。个簃是他的
号，后以号行。斋名有“霜荼阁”“暂闲楼”

“千岁之堂”等。祖籍江苏省海门市。自幼
笃好诗文、金石、书画。青年时代就读于南
通中学，毕业后在城北高等小学教书，常与
喜爱美术的同道及母校同事一起做诗、习
字、刻印、作画、抚琴。尤喜爱吴昌硕的绘画
和篆刻，便想方设法把自刻印谱呈给吴昌硕
看。吴昌硕很欣赏王个簃的篆刻，还在王个
簃的每方印拓边上详细地加上评语和赞
语。于是，王个簃在 29岁时便带着书画，抱
一古琴，离开南通来到上海，成为吴昌硕的
入室弟子。王个簃向吴昌硕习艺问道，并在
吴家担任了家庭教师，为昌硕孙儿授业。吴
昌硕往往喜欢在夜籁人静时，和王个簃交
谈，征询当天所画作品的意见。王个簃还陪
吴昌硕游历浙江塘栖、杭州等地，师生之间
朝夕相处，得益遂多。王个簃是吴昌硕先生
晚年的亲授弟子，深受吴昌硕先生的影响，
又形成了自己隽秀、清润的艺术风格。当
然，无论是王个簃的绘画，还是他的书法、篆
刻，如果能够抛开吴昌硕的影子，突破吴昌
硕的篱栅，其艺术成就应该更大些。这可以
说，王个簃的成也吴昌硕，短也吴昌硕。这
也许就是吴昌硕许多弟子们的宿命。

海派书家摭谭（三十一）——王个簃

●
徐
宏
斌

■
会
员
心
声

长
三
角
书
法
发
展
联
盟
成
立
，

是
实
现
海
派
书
法
新
繁
荣
的
历
史
契
机

梁实秋是著名的散文大家，也是译界巨擘。他一生给
我们留下了两千多万字的文字创作，其中大概近小一半就
是翻译文字，如代表作《英国文学史》《呼啸山庄》《莎士比亚
全集》等。大约三十年前，我是十足的“梁粉”。其时已有十
年的文艺复苏期，故文坛也有了“松动”，不再是“鲁郭茅，巴
老曹”的一统天下。记得一九八七年底梁实秋于台湾逝世
的消息，大陆媒体也有报道，也许正是此后，逐渐引发了梁
氏散文的风靡热潮。

不过百年以来的经典，毫无疑问，鲁迅仍是我的最爱。
且没有“之一”。在我的书房、客厅乃至卧室里，有无数鲁迅
的书或关于鲁迅的书，光是不同年代版本的《鲁迅全集》，就
有三套。当然，还有各式各类的专集，分插各处，几乎处于
任何状态皆触手可及的架势。以前的国足教练施拉普纳曾
有句名言：“当你在场上不知球该往哪儿踢时，就往对方球
门里踢！”我套用过来就是：“每当我不知该读哪本书时，就
读鲁迅书。”可见“粉鲁”之铁。但如果从轻松可诵的角度来
看，梁实秋的散文我也是颇为喜欢的。尽管我知道梁实秋
可是鲁迅先生的“对头”，作为一个“忠实鲁粉”，若是在当
年，我这样做恐怕会惹大先生不高兴的。

我对五四后的那一批散文大家素有好感，按自己的口
味，如果鲁迅是“最爱”，那末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丰子
恺、钱钟书等，都只能算“喜欢”了。而其中的梁实秋文章，
应该是最为轻松好读的。虽说林语堂是首创并倡导“幽默”
的散文大家，但真正把文章写得幽默自然、妙趣横生的，却
是梁实秋。梁氏散文是英美的绅士派，从容不迫、娓娓而
谈，熔知识趣味于一炉。梁实秋先生作文，往往小处着眼，
即便从一根“牙签”“手杖”说起，也能古今中外纵横捭阖，或
引自古书，或借用西典，小中见大，化俗为雅，教人读之既受
益又舒畅。譬如明明只是一根细小的牙签，他却能从《水浒
传》说到《佛国记》，又谈到莎士比亚的戏剧台词，旁征博引，
洋洋洒洒，要知道那时可没有什么百度，所有的典故引用全
凭记忆，若无博学宏识，即使临阵磨枪乱翻书，也须先有印
象，才有方向，否则茫茫书海，何处下手？

而且，梁实秋在文章中舍得自嘲，也喜嘲人，其实他常
常以自嘲铺垫在先，其目的就是为了更有效地嘲讽他人。
二十年代末时，他曾以“秋郎”的笔名由新月书店出版了一
本《骂人的艺术》小册子，“骂人的艺术”乃是其中开首之篇，
例举十条招数，细述“骂人”之要领。如骂人要挑名气大的
人物，骂到大人物“回骂”，你就算赢了。最怕的就是人家不
理你；而骂小人物则正相反，骂到他不能回骂为止，再骂即
成欺负弱者了……其实那个时候，年轻气盛的梁实秋刚经
历了一场与鲁迅先生的“笔战”，前面所谓骂到大人物“回
骂”你就算赢了，果然这场“笔战”几个回合之后，梁实秋就
不再回应了。或许正是根据这次体会心得，他才写下来这
篇妙文。文章虽是梁氏的游戏之作，但今天读来，依然让人
忍俊不禁。

记得我买的第一本梁氏著作是天津百花出版社一九八
八年版的《梁实秋散文选》，一读之后惊为“天人”！人间居
然还有如此美妙而风趣的散文？尽管他的遣词造句不如鲁
迅那样的“掷地有声”，但是寻常的生活琐事、朋间旧事，在
他的笔下却都能言之有物、栩栩如生。梁实秋散文在内地
的“走红”，应该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后期。从此之后，只
要内地出版的梁氏著作，我是见一本买一本，起初出的是选
集，后来“雅舍小品”的全集、雅舍谈吃、雅舍佚文集、怀人
集、书信集等等，几乎全部收罗殆尽。那时朋友赴香港探
亲，要送我礼物，我别无所求，唯求一册梁实秋散文集足
矣。就当时来看，梁实秋的书，大概除了他编的“英汉字典”
和《莎士比亚全集》等一些翻译著作没有读过外，其余则全

部读得差不多也。
最近正好读得中华书局保存的一则梁实秋短笺，内容

就是关于梁氏早年的翻译事。此信是一九三一年梁实秋写
给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舒新城的，其时梁实秋才二十八岁，
虽然很年轻，不过他已经是山东青岛大学的外文系主任兼
图书馆馆长了。过去的文人还真是厉害，不仅书读得多，人
似也老成，二十多岁就当大学教授的不算，居然还能做系主
任。这位舒新城也是，他比梁实秋大十岁，曾毕业于湖南高
等师范学校，虽没有显赫的洋学历，但读书多学问好，是我
国著名的教育家和出版家。舒新城三十多岁就被中华书局
的创始人陆费逵聘为大型辞书《辞海》的主编、书局编辑所
所长，这在今天肯定也是不可思议的事，三十多岁，能把实
习编辑的分内工作做做好就很不错了。

我们先来读一下此信——

新城先生：
我最近译了一部英文小说《织工马南传》，计十万字，我

想要卖五百元，不知中华书局肯买否？这本小说我想你一
定知道的，因为原文已由中华翻印编为英文文学丛书之一
了。我想你们既印了原文，正好再把译文印出来。希望早
些得到你的回信。即颂
著安！ 梁实秋 拜上 九月十五日

这封信很简单，没有任何的疑难杂字。梁实秋虽然是

用的毛笔书写，但就他的书法而言，似还未有他后期形成的
那种蕴藉隽雅、行云流水的风格。我们知道梁实秋在书法
上是下过一些功夫的，而且他晚年还能画梅兰竹石等，均不
俗。他曾说自己初学是赵孟頫字，后父亲不让写，父亲认为

“应先骨格而后妩媚”，故要他写颜真卿《争座位》和柳公权
的《玄秘塔》，同时又供给他读家中所藏的大量珂罗版的汉
碑。不过最后梁实秋还是感叹自己“这样临摹了两年，孤芳
自赏，但愧未能持久”矣。

梁实秋是一九三〇年应新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的杨振
声之聘来到青岛的，直到一九三四年他应胡适之邀离开青
岛到北大外文系任职，前后四年的青岛生活，给梁实秋留下
了许多宝贵的精神遗产。其中翻译《莎士比亚全集》这项规
模浩大的“工程”，就是在青岛开启的。

此信所说到的《织工马南传》一书，估计也是梁实秋在
青岛时期的译著。这书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乔治·
爱略特于一八六一年完成的小说，写一位老实善良的织布
工人马南因被好友诬陷而被迫背井离乡的故事。因为中华
书局曾翻印过此书的原文，故梁实秋将此书译出，询问中华
书局是否愿意出版或买下这部书稿的版权？过去的出版商
都是民营机构，稿费和版税的核定都可以自行商量，所以梁
氏仅提出了“五百元”并不算高的要价，这应和梁实秋当时
年龄还轻资历尚浅名气毕竟还不是太大有关。

尽管稿费要求并不高，但中华书局舒新城的回信态度
如何，因无该方面的资料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就我查阅了
梁实秋先生的著译年表来看，这次“买卖”应该没有做成。
首先，在中华书局方面其后似没有出版《织工马南传》一书，
其次在梁实秋这里，新月书店也就是梁实秋等人自己创办
的出版书店，倒是在一九三二年出版了《织工马南传》一
书。此书标明“原著：英国奥利哀特”（即今乔治·爱略特），
作者即“梁实秋译”，出版时间为“一九三二年一月初版，定
价八角”。很显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如果中华书局接受
梁氏书稿的话，他是断然不可能又在另一家出版社出版该
书的。唯一的解释就是在中华书局未接受该部书稿的情况
下，梁实秋索性将书稿交给了新月书店，反正这书店是自己
的，随时随地皆可随叫随到，所以才会在三个月都不到的极
短时间内，出版印行了这部英译小说《织工马南传》。

《织工马南传》一书除了新月书店外，应该还有一些其
他版本，如商务印书馆等，但就是没有中华书局的。当然，
此书只是梁实秋的早年译作，并不算是重头。梁实秋在翻
译上最重要的成就就是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他是国内第
一位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关于此事的缘起还是在于胡
适，梁实秋曾经说他的这一“莎译”工程之所以能够完成，
最值得感谢三个人：胡适之，自己的父亲，夫人程季淑。在
那漫长的岁月中，家人的督促和关爱自然是免不了的，而
胡适先生的支持和鼓励也至关重要。那时中华教育基金
会成立了编译委员会，聘请胡适担任主任委员，负责组织
机构并主持编译工作。胡适也是在一九三〇年应杨振声
之邀访问青岛大学的，当时受戏剧理论家宋春舫的启发，
他就请来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倡导成立了一个“莎士比亚
的戏剧全集翻译组”。这个莎译小组由闻一多任组长，成
员是梁实秋、叶公超、陈西滢和徐志摩共五人。然而许多
事都是这样，成立时兴致勃勃，真正干事时则疲疲沓沓
了。其后的事实是——随着徐志摩英年早逝，闻一多兴趣
转向了唐诗，叶公超忙于恋爱结婚，陈西滢事前就声明只
校不译……所以，五人小组中真正干事的，只有梁实秋一
人了。原定的五年完成全集的翻译计划，结果仅剩梁实秋
独自一人，咬着牙一路坚持，一路艰辛，等到全部将莎剧二
十种译完，已整整花了三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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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3版）
1. 把握正确书法导

向。书法事业天地广阔、前
景无限。我们要提升文化
自信和文化自觉，守正创
新，培根铸魂。继承优良传
统，增强文化积淀和书法修
养，去伪存真、厘清方向，推
出更多有历史深度和文化
厚度的作品。开动我们的
眼力、脚力、脑力、笔力，坚
定用书法来记录新时代，讴
歌新时代。

2. 建设人才聚集高
地。任何文明和文化的成
果都是由众多的优秀人才
参与其中共同创造的。要
铸就当代的书法高峰，就要
聚起一支杰出的书法骨干
队伍。要将长三角打造成
书法人才聚集高地，一方面
要有广收博取、海纳百川的
精神，建立起人才流通的规
划对接制度，建设长三角书
法人才库，吸引各地书法人
才加入我们的队伍；另一方
面要合力建立培育机制，合
理配置资源，打造新时代领
军人才。还要进一步强化
书法学科教育的互联互通，
加强书法人才储备。

3. 形成一体化书法品
牌。利用我们四地的书法
特色，依托长三角书法联
盟，我们要建立定期交流机
制，加强沟通协调，让区域
交流常态化、长效化。长三
角书法联盟的成立会是我
们今后一系列合作、融合的
开端，今后我们还要深化交
流层次，促进书法的创作、
理论、教育以及书法展赛、
书法惠民等活动的组织引
领，传播资源共建共享，增
强整体综合实力，进一步加
强打造我们长三角高水平
书法品牌，进一步扩大在全
国的影响。

新的、伟大的时代推
动着书法事业的繁荣发展，
高质量的书法实践才能催
生高水平的文艺精品。正
值我们伟大祖国成立七十
周年，长三角书法联盟的成
立让我们强强联手，携手共
进，追溯传统，与古为新，在
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
展，扩大优势，持之以恒，将
长三角文化精神传承下去，
构建新时代的长三角文化
共同体，为繁荣发展社会主
义书法事业作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

携手开创长三角
书法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