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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正求新——韩天衡艺术
展”目前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
出，展览盛况空前，从展览策划、
作品创作、导览互动以及韩先生
两场学术报告都给来自全国的观
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展览
的主题词“守正求新”给人以思
考，这是韩天衡先生从艺 70多年
在实践与认识的过程中总结和提
炼出的艺术思想。

何为“守正求新”？韩先生有
着自己的哲思理念，他说“‘守正’
就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和继
承，而‘求新’则并非是轻率狂妄
地否定传统，它是艺术适应时代
而作出的变化。”由此，笔者理解

“守正”就是恪守正道，传承经典，
这是书法篆刻创作的底线；“求
新”是在“守正”的基础上，去探索
新的思想与方法，这是书法篆刻
创作之基本精神和不竭的力量源
泉。

有人问，韩先生为何在这里
用“求”新，不用“创”新？笔者以
为这一字恰恰体现了韩先生孜孜
不倦的艺术追求。所谓“求”，觅
也，所谓“创”，造也，当然，“求新”
与“创新”其目标和方向是一致
的，“求”更加强调在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吾将
上下而求索”，努力求知，不断求索。在艺术创作中需要一
种坚守继承，苍穹寻道的精神，要在“求新”的基础上追求创
新。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这也是不言而喻的共识。当然，

“求新”是需要一种勇气的，一种坚守本心，一种执著探索的
态度，同时，“求新”也蕴含着一个艺术家特有的气质与文化
担当，“求新”是创新的基础，推陈出新是为更好的创新。

当下，书法的商业化与娱乐化倾向可谓影响着大众的
审美，一些人以“创新”为由，离开汉字的形体，追求离奇、重
组，杂耍四处，什么“倒书”、“背书”、“反书”、“双管齐下”等
等，严重背离了书法艺术与书法常理。还有的书法基本功
力欠缺或者说把写字当书法，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泼墨挥毫，
完全不顾传统的存在。所以，有人呼吁，书法需要“创新”，
但不需要这样的“创新书法”。那么，如何去衡量“守正求
新”？笔者觉得可以用大家熟知的那六个字来判定：进得
去、出得来。也正如韩天衡先生所说的“以最大功力打进
去，以最大勇气打出来”。

“守正”是艺术航向，“求新”是探索精神，“守正”与“求
新”是艺术创作应该确立的一对辩证法，“守正”不是思想保
守，“求新”不是排斥传统。“求新”需要克难，“求新”需要悟
性，“求新”可能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对每位
书法篆刻家来说，需要付出毕生的精力。记不得是那位书
家之言，他说：我愿用时间来丈量书法这种质变和升华，就
是达到我理想的一种境界。“守正求新”也告诉我们须先守
正，才谈出新，“守正”是“求新”的根基，守正不仅法正，还要
心正、行正，守正致远，守正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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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上海奉贤“言子杯”
国际学生书法大赛入围名单

●王德彦

张大千是一位驰名中外的大画家，祖籍广东省番禺
市，出生于四川省内江，但张大千的艺术生涯却是从上海
起步的。在张大千心里，上海是他的人生福地和第二故
乡，因为这里有他的情思、法师和艺名，其艺术成就也是最
先扬名海上。张大千有一个叫谢舜华的表姐，他们两小无
猜，情投意合。1917年张大千随二哥张善孖赴日本学染
织，虽然时空把两人分开了，但却不能阻隔两个年轻人的
心，他们相约两年后张大千回国即成亲。1919年张大千完
成学业回国，先是乘船来到上海，因当时军阀混战，张大千
暂时无法回到四川内江，两人无法见面。不幸的是亭亭玉
立的表姐忽然香消玉殒。张大千一下子如五雷轰顶，万念
俱灰！于是张大千便敲响了上海松江的禅定寺的山门，决
意出家。张大千剪去青丝、披上袈裟，开始了他的出家人
生活。逸琳法师赐法号“大千”给他。语出《长阿舍经》“三
千大千世界”。意为屏除杂念，荡涤俗思，精诚专一。由
此，才有了中国乃至世界画坛的“张大千”之名。

张大千（1899~1983），原名正权、权，又名爰，号大
千。4岁时就跟哥哥读古文，9岁时随母从姐学习绘画、书
法，天资聪颖、奇才早熟。12岁时所画山水、人物、花鸟、
书法已为人称道，被誉为神童。张大千的绘画天赋极高，
他精仿的石涛山水立轴、册页等甚至能够骗过如陈半丁、
黄宾虹这样的画界名流，有“石涛再世”、“石涛第二”之
称。1925年春张大千在在上海宁波同乡会馆正式举办了
他艺术生涯中的第一个画展，并取得极大成功。张大千
由此在海上画坛中声名鹊起，从而奠定了他职业画家的
人生形态。张大千自从1949年离开大陆后，再也没有回
过自己的故乡。此后的岁月，故乡一直魂牵梦萦于他的
的心中。1952年，张大千住居香港不久后，率家移居南美
阿根廷。次年，他在巴西圣保罗附近找到一块地，地形极
似故乡成都平原，正准备出售，当时巴西也正欢迎移民，
在朋友劝说下，他买下这块地，建屋筑园，修成一个中国
式庄园，取名“八德园”，并迁居巴西。张大千在“八德园”
居住了约十七年之久。张大千怀着“相思日日缕肝肺”、

“万里归迟总恋乡”的惆怅与伤感，于1983年4月2日走到
了生命的尽头。

1919年，张大千在滞沪期间拜书画名家曾熙、李瑞
清为师。张大千对李瑞清的书法情有独钟，并以超常的
临摹天赋很快掌握了李瑞清的书法特点和精神，以至能

够逼真地临摹其书作。 一次，张大千写了一副对联，拿
给善摩李瑞清书迹的李健看，同时开玩笑地说，这是老师
所书但未署款。身为李瑞清侄儿，也曾在叔叔身边学了
许多年的李健，细细看了起来，竟然分不出其书作的真
伪。李瑞清的门生有很多，但对张大千格外器重，他病重
卧床无法写字时，社会上送来的笔单大多由张大千代
书。30年代以后，张大千的书法开始酝酿变化，在李瑞清
和曾熙的基础上，转学多师，参以宋代大家黄山谷的笔
势，追求拆杈和屋漏痕之妙，愈发跳荡灵动，清隽奇肆，形
成了自家的风格。

张大千的书法先从魏碑入手，临习《石门铭碑》《爨龙
颜碑》《郑文公碑》等，通过李瑞清的点拨，初步掌握了魏
碑的笔性。李瑞清去世后，张大千更多的时间是在此门
下学习书法，先沉浸在秦汉刻石，有取法于六朝诸碑。后
来张大千潜心于敦煌莫高窟，埋头临摹北魏、隋唐的人物
壁画。由于在绘画上对魏晋、唐宋意韵的追摹，更加深了
张大千对魏碑书法的韵味的理解和把握。他在篆书、隶
书、、行书、楷书诸书体上均形成了一种高雅奇逸、恣肆烂
漫的风格。但最能够代表其书法艺术水平的还是他的行
楷书。张大千的行楷书多为斜矩形，上收下放，左舒右
敛，造成左上角峻拔，右下角空灵的飞扬姿态。单字结体
密致，外形多变。这是化生于北碑“斜画紧结”的书法特
点。张大千造型奇险的书法特征与他旷达的性格有密切
关系。张大千的笔法内蕴骨力，这得益于他对古典作品
的苦临。在他的行楷书作品中，运笔自然，很少有李瑞清
大幅度抖颤的习气。方圆互交，极富弹性的笔法使其书
法的线条有一种桀骜不驯的气韵。张大千的书法在章法
上也有自己的面貌。，表现在行距宽、字距紧，而又不作草
书的萦带，多为笔断意连。这种笔不到意到的排布，字势
跌宕而下，极其自然快意。多数字形都有向斜侧伸开去
的笔画，显得舒展灵动，逸气满满。

从张大千的书法作品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张大千
的书法并没有亦步亦趋于两位老师的书法风格，而是另
辟蹊径，具有自己独特的面貌。具体表现在，风格上比李
瑞清开张恣肆，无抖颤习气；笔法上比此方峻爽利，做到
了既能法师又能出师，李瑞清和抽象对于张大千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重碑版与尚质朴的艺术观念上。张大千的书
法是恪守这一原则的。

海派书家摭谭（三十四）——张大千

年轻时我买过一本书叫《书法大成》，相信许多学书法的
朋友都见过，那是八十年代初上海书店根据中央书店一九四
九年版影印的一本书。扉页上用了沈尹默的“积玉”两个大
字，此字其实并非为该书所题，而是编者从别处借用过来，因
为是书荟集了许多名家法书，如赵叔孺、于右任、谭延闿、王福
厂、沈尹默、马公愚、邓散木、白蕉等，除了一些名书家的临作
范本、对联屏条外，还搜罗了一些文人尺牍展陈于后，如蔡元
培、陈陶遗、陈独秀、章士钊、林长民、郁达夫、柳亚子、傅斯年等
等，书家文人，正草篆隶，熔冶于一册之内，也颇含“积玉”之意，
由此，可见编者之良苦用心。

《书法大成》的编者叫平衡，当时也不知他是哪路神仙，仅
感觉“平衡”似不太像一个真名。二十多年后才知从前乃是自
己的孤陋寡闻，平衡者，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于上海报坛
的鸳鸯蝴蝶派文人平襟亚也。平襟亚是江苏常熟人，名衡，字
襟亚，号秋翁和襟亚阁主人，也许吴地方言“亚”和“霞”相近，故
也称“襟霞阁”。他从小迷恋读书，也当过小学老师，二十多岁
来到上海闯荡文坛，起初就在报刊上写文章编故事，专写一些
八卦新闻来迎合读者。一次“八卦”到著名女词人吕碧城的身
上，用“李红郊”来影射“吕碧城”，结果引发了吕碧城的起诉，法
院要拘平襟亚到案。平襟亚得到风声，急忙逃之夭夭，到苏州
租赁一套房子，化名为沈亚公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不得已只能
写小说以自娱。岂料因祸得福，过了大半年风波渐息后，平襟
亚反倒写成了一部长篇小说《人海潮》。待他小心翼翼重返上
海滩后，则以网蛛生的笔名出版了这部章回体小说，谁知《人
海潮》出版后大为风行，平襟亚从此一举成名，摇身变为沪上
知名的“鸳蝴派”作家了。

现在知道作家平襟亚的人也许不多了，至少没有知道作
家琼瑶的多。不过说来很巧，平襟亚和琼瑶这先后两位作家
还真有点挨得上。众所周知，当年琼瑶的小说之所以能走红，
少不了的一位伯乐、也就是后来成为他丈夫的平鑫涛先生，而
这位平鑫涛就是平襟亚的亲侄。平鑫涛是台湾《皇冠》杂志的
创始人，也是皇冠出版社社长，著名的出版人。这一点，恰好
也是继承了他伯父平襟亚的衣钵，因为早在三四十年代，平襟
亚写小说之余，主要就是从事报刊的出版和发行生意，最具影
响的就是一九四一年他在上海创办了《万象》杂志，聘请的主
编先后是陈蝶衣和柯灵，把《万象》办得风生水起，成了当年沪
上非常畅销和著名的一本月刊。

平襟亚虽是文人，但很有生意人的头脑，而且他自小失
怙，年轻时就打拼于江湖，在人海潮中也算是看尽了人间万
象，尝遍了世间冷暖。所以在海上文坛，他也是一个很特别的
文人，开书店，搞发行，改编故事小说，插科打诨，售卖违禁书
刊，翻印造伪……真是什么能赚钱就做什么，早年他还学律
师，挂牌开过事务所等。到了不惑之后，知名度和江湖地位都
已确立，也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所以他创办了中央书店，又
在上海的孤岛时期把《万象》杂志办得独树一帜，吸引了大批
的名作家和进步人士，这虽是主要得力于主编柯灵的编辑思
想，但平襟亚作为发行人的作用自然不可小觑。有意思的是，
柯灵主编《万象》期间，还慧眼发现了著名作家张爱玲，那时的
张爱玲没啥名气，捧着几篇小说稿自己找上门来，求《万象》刊
登。是平襟亚和柯灵接待了这位无名作家，为她刊发了《心
经》和《琉璃瓦》两个短篇。当张爱玲还欲以版税制要求书店
为她印行单册小说集时，却被平襟亚以三十年的出版经验而
婉拒了。不过这一次或是平老板看走了眼，这册集子中就包
括了张氏后来大红大紫的小说《倾城之恋》等。也许，平、张两
人注定就是没缘分的人，因为紧接着张爱玲在《万象》上写连
载小说《连环套》，说好每月供稿一篇，每篇稿费一千，结果两
人却为了稿费之事，闹了很大的不快。张爱玲觉得稿费低，你

不涨稿费我就每期给你缩减字数（反正一千元一篇）；而平襟
亚则认为千元一篇已经是同行中最高的了，不可再增。结果
张爱玲写着写着，怒气上升，不等小说结束便戛然停止供稿，
导致矛盾公开激化。平襟亚不惜于报上多次撰文进行嘲讽，
张爱玲也有回应，再加之其他人的参与，你来我往，一时好不
热闹。而张爱玲，却在一片争吵谩骂中名气愈来愈大，这倒是
平襟亚始料未及的事。

自五十年代后，步入晚年的平襟亚褪去往日锋芒，凭着他
“鸳蝴派”的文人手笔，开始改编并创作了不少评弹佳作，如脍炙
人口的《杜十娘》《情探》《借红灯》等，皆出自平襟亚之手。这和
南社社员、也曾算是“鸳蝴派”文人的陆澹安颇为相似，陆澹安也
创有弹词的名篇如《秋海棠》《啼笑因缘》等，而且平襟亚、陆澹安
等一批昔时老友，晚年都相处甚洽，于公园茶肆闲聊叙旧，时相
往还。在此有一封上世纪七十年代平襟亚致陆澹安的信，此乃
多年前陆康先生知我喜好集藏并研读民国文人的书札，故从旧
箧中检出六通祖父澹安公所留下的朋好函札，转赠予我留念，其
中唯一用毛笔写的一函即平襟亚所书，今试读如下——

澹安我兄惠鉴：
顷接手书，快何如之也。但借悉萧伯逢兄之身遭车祸，竟

已丧身，为之悒悒不欢者移时。此诚与兄同感也！弟在近几

天内公园与茶肆也少留连，居恒在家纳闷，昨接小女自香港寄
来家书略谓：近忽患小恙，现已痊愈如常，在病时曾服中草药
霍山石斛等草药而愈。据云：处方者中医朱鹤皋，乃为我兄昔
年之学生，未知然否？又云香港方面中药很难配齐，中有一味
霍山石斛，竟就买不到。我见信后即托人去此间中药房名“江
山”者，单买石斛四两，以便立即寄港。但药虽然有得买，而邮
政局竟然拒绝寄港。询其理由，则云上海药物不多，因此未许
流至国外香港云云。我只能作罢。……这几天内，由于这些
俗事——也称家务，忙了一阵，因此上连跑公园、坐茶馆也停
止了下来。弟有一事不了解，药店何以名“江山”？大概从俗
语“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上来的吧？可发一笑。就此带住，祝
我兄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弟襟亚叩复

此函的落款尾处未署年月，然信封以及邮戳则清晰地显
示为“1977年12月29日”所寄。时平襟亚已八五高龄，距一九
八〇年八月他下世才两年不到的时间，是真正的暮年了。所
以他的字虽写得较正，但看起来已不够圆熟流畅，似有一种老
拙费力之感。若与他年轻时的手迹相比，相差颇多。我见《书
法大成》中有一篇《卷头语》，以小行书的墨迹影印，二王风范，
奇丽秀逸，章法疏落有致，颇具神采。此篇文末并无落款，但
钤有“平襟亚印”和“秋翁”两枚名号章，按理这就应是平襟亚
的手迹，如果不是代笔的话，那么从这一幅行书来看，他的书
法应具有很高的水准。不过我仍要存疑，也许他考虑到这是
一本书法鉴赏方面的工具书，所刊墨迹岂可马虎，于是自己写
了序文，再倩高手誊抄一遍置于卷首也未可知。故文末不便
落某某者书，仅以两方印章表示文章作者耳。

《书法大成》还有一处墨迹与平襟亚有关，即扉页沈尹默
的大字“积玉”之旁，并无沈尹老的落款，而是平襟亚写了三行
小注，表明沈尹老此二字是从别处移植于兹，最后署“海虞平
衡附识”。此应该是平襟亚的真迹无疑了，这几行字虽不如那
篇“卷头语”写得精彩，但似乎也稍有接近之处，比起他晚年的
书法则多有韵致也。

此函是平襟亚收到陆澹安回信后的再一次复信，可见他
俩颇多交往，常通音问。信中的内容也是家常，只是说药房里
购霍山石斛不能寄出去的事。那时香港尚未回归，应称“海
外”而不是信中的“国外”。平襟亚有一子在卢森堡，另一小女
儿则在香港，这一点与陆澹安有相同之处，因为其时陆澹安的
长女也在美国任职于联合国档案部，所以两位老人比起他人
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信中还涉及了两个人名恐一般人不知，一是萧伯逢，曾任
民国时期上海大陆银行的行长，爱好书画，与陆澹安、郑逸梅
等皆是老友。我曾请教过陆康先生，陆先生也说知道，并告诉
我说以前祖父曾提起萧伯逢有一句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说
是人啊，最好“活要活得贱，死要死得快”，结果自己在晚年不
幸于街上被车祸致死，一语成谶了。还有一位人物是名医朱
鹤皋，江苏南通人，中医世家出身，一九四九年移居香港，曾任
香港新华中医医学会会长等职。

我在《澹安藏札》一书中，还读到多通平襟亚致陆澹安的
手札，过去电话不便，老友通信并无多少紧要之事，多为互相
问候以解枯闷而已。正如此函的最后，平襟亚还不忘“宕”开
一笔，以“江山”作为药店名而百思不得其解，觉得可笑。其实
此也是当年之一大特色也，记得我儿时弄堂门口的点心店、食
品店，店名都叫“红心”与“红涛”，而西藏中路上的两家电影院，
则一曰“红旗”，一曰“战斗”，如今前者已无，后者“战斗”的年代
结束，又改回“和平影院”了，想必大家都记忆犹深吧？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上海市书法
家协会、浦东新区妇女联合会、浦东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联合举办了“逐梦新时代 倡扬新风尚”为主题的上海市第
四届妇女书法篆刻展，展览于国庆前夕在金桥碧云美术馆
顺利开幕。展览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
的时代主题，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利用书法这一
特有的艺术形式，面向上海市女书法家及女性书法爱好者
征集作品，推崇“逐梦新时代 倡扬新风尚”的时代特点，用
笔墨心香讴歌新的时代，书写心中的自豪。展览为期十天，
观者如云，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本人继2016年担任第
二届评委后，这次又参与本届展览评选工作，现将评选工作
中的所见所闻和感受分述如下，供读者了解参考。

一、评选工作情况
本次展览评选工作在市书协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关心

指导下进行。首先由市书协妇女专委会领导及相关专家进
行初选，筛掉了一些不符合征稿要求的作品。而后由市书
协派出8位评委进行评选，其中市书协顾问1人，现任主席
副主席5人，理事2人，男女各半；监委由文汇报记者担任。
评选之前明确评选流程和要求，评委手机统一收存，所有作
品进行编号和覆盖作者姓名。评委每人一表，根据作品编
号进行投票，然后根据得票多少确定入选作品，获奖作品同
样进行投票，以票数多少确定等次。整个评选工作严格规
范，确保公平公正。

二、入展获奖情况
本次展览共收到500多件投稿作品（一人一件），比第二

届360件多近三分之一（第三届为邀请展），说明女性书法人
才越来越多了，参展热情也不断高涨。最终评出130件入展
作品，其中一等奖3件、二等奖5件、三等奖10件。从入展
130件作品看，楷书34件（小楷14件）、行书23件、草书31件、
隶书15件、篆书15件、篆刻12件。各种书体入围率基本平
衡，楷、行、草三体相对较高。入展作品中小字作品较多，特
别是小楷、小行书、小草书，这大概是女性书法的一个特点
吧，当然小字作品相对易创作。本次展览隶书作品总体比较
平庸，传统功力不够深厚，故未有获奖作品，是为一憾。

三、看稿中发现的一些情况及作者应该注意的问题
1.投稿。作者应认真细读征稿启事，明确征稿要求。创作内容

上应突出展览主题，作品尺寸应在规定范围之内，送稿时相关信息字
迹要工整清楚。在收稿过程中发现有少量作品尺寸不符要求，书写
内容与展览主题风马牛不相及，作者信息字迹不清或遗漏等等。

2.用纸。白宣和雅一点的仿古宣较为理想。当今科技发达，各
色宣纸都有，有的作品用纸颜色十分鲜艳，有的多色拼接，有的过度
做旧，似有喧宾夺主之嫌。

3.用墨。以墨为主，金粉也可，尽量少用其他颜色。如用白色颜料
书写，创作时颜料水分蒸发很快，结果作品颜色深浅不匀。红色适合在
大字作品上作说明之类的小字，不宜写大字。其他颜色尽量慎用。

4.拼接。拼接起到装饰的效果，目的是使作品更好看，
更吸引眼球，但不宜过头，适可而止。块面较多的粘贴作
品，应尽量粘牢，否则从初选到终评几次翻转搬动，块面易
散乱。

5.款式。目前作品款式越来越丰富，花样不断翻新。
有的作品一半内容为楷书，另一半内容为行书和草书；有的
作品字数较多，但标题性的几个字非常大，占整幅作品的
1/3之多，并用圆圈或方框标出，相当显眼，像古时候集市
上卖大碗茶的广告。以上种种，评委难以接受。

6.小楷。小楷作品应尽量写在白净和文雅一点的宣纸
上，慎用颜色过深的纸。小楷作品创作时一般在灯光下或
光线较为充足的地方书写，字迹一目了然。但评选时通常
在较大规模的展馆或体育场馆之类的场所进行，光线相对
较差，加上评委大多上了年纪，色纸上的小楷作品会受到一
定影响。

7.书风。书风类同现象不少，特别是一个老师教的或
设计的，一包作品打开，字体、风格、形式都一个模样，没有
个性化的特点。本次展览小行草拼接作品较多，一味跟风，
缺乏独立创新精神，应引起大家注意。

8.错别字。作品中错字、别字、漏字现象不少。创作
时，初稿写好后，作者应通读检查作品有否瑕疵，有条件者
可请老师或专家把把关，以免出错。一般而言，字数较多、
品相较好的作品漏1-2字，还能勉强过关，但关键字不能错
漏。有一件作品书法功底不错，但在正文结束时，把某某领
导在某大会上的讲话误写成大会下的讲话，大家知道“上”
和“下”草书各为三点，但点反了，不能入展。

9.落款。落款一般情况字数不宜太多，否则影响正
文。有的作品落款很长，把正文内容的相当一部分写在落
款中，似为不妥。一般情况下，因诗文较长，由于估计不足
等原因，最后几字写不下，那就写小字放在落款一起。有的
作品正文字数较多，落款时写上某某一挥，也不妥。另外，
落款时姓名不宜用红颜色。

10.用印。目前，作品用印较多，特别是年轻人，一件
作品盖章不下十来方，且大多用仿古纸，似宫廷收藏之
作。用印要恰到好处，适当多盖几方可起到点缀等作用，

但不宜过多。印章风格与作品书写字体相近较为理想，切记姓名
之上不宜盖章。

四、建议
本次展览原定获奖名额20人，面试时由于种种原因2人未参加，

最终获奖作者18人，白白浪费2个名额。建议下届评选获奖作者时
根据票数多少依次排名，并增设候补入奖作者，若有空缺，依次增补。

结语：入展获奖固然好，说明你的书法具备一定功力。但一味跟
风，模仿“展览体”，搞形式等入展，若根基不牢，今后的路走不长。没
有入展获奖之作者也不要气馁，只要脚踏实地，从书法本体上下功
夫，打牢基础，持之以恒，今后的路会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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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杰（河北）、王传杰（黑

龙江）、王壹（北京）、王振

华（北京）、韦静遥（上海）、

文达（河北）、翁兴杰（广

东）、许佳凯（广东）、俞慧

雯（上海）、赵象震（上海）、

郑楷聪（福建）、郑仕多（海

南）、曾勇（上海）、陈彦蓉

（中国台湾）、杨瑾豪（中国

台湾）、周敏茹（马来西亚）

中学组（70人）
毕露雯（山东）、陈春玲（广

西）、陈铭亦（上海）、陈怡

盈（山西）、陈语乐（广东）、

陈兆宇（上海）、崔可萌（甘

肃）、傅翼雯（上海）、高绅

（河南）、谷泽远（上海）、郭

宏莹（甘肃）、胡书玉（河

南）、胡亚飞（河南）、黄鹏

嘉（广西）、黄思云（广东）、

黄一帆（甘肃）、黄越诚（上

海）、姜正锴（江苏）、黎睿

达（贵州）、李翔（重庆）、

李心悦（江苏）、梁志乾（河

南）、廖骁威（福建）、林秉

聪（福建）、林承烨（广东）、

刘畅（上海）、刘晨锞（四

川）、刘浩辰（山东）、楼济

玮（浙江）、罗铠鸿（江西）、

孟庆航（辽宁）、齐了（浙

江）、乔汇玲（江苏）、沈政

杰（江西）、孙康阅（上海）、

孙培严（山东）、唐宁钊（重

庆）、田春霖（重庆）、田梦

瑶（重庆）、王乐（江西）、王

昕禹（上海）、王逸欣（浙

江）、翁骥煜（福建）、吴昊

阳（河南）、吴佳霖（重庆）、

吴瑞文（广东）、武小博（山

东）、徐健力（黑龙江）、徐

若城（上海）、徐向静（广

西）、杨娜（重庆）、杨延钰

（上海）、姚智伟（上海）、叶

金涛（浙江）、张俪琼（广

东）、张孟缘（山西）、张天

华（甘肃）、张译心（重庆）、

赵晋鹏（广西）、郑邵奕（浙

江）、郑藻峻（重庆）、支卓

（河南）、周曦乐（安徽）、朱

相芸（上海）、朱亦灵（上

海）、朱子煜（辽宁）、黄凯

琳（中国香港）、沈妍家（中

国台湾）、徐婕瑜（中国台

湾）、金初（美国）、颜宇芯

（马来西亚）、朱颀言（新加

坡）

小学组（72人）
陈泓亦（浙江）、陈凯迪（上

海）、陈诗朗（重庆）、陈愈

龙（河南）、陈泽语（上海）、

陈枳戎（广东）、陈志铖（福

建）、杜易立（河南）、方圆

（浙江）、方紫慕（北京）、高

毅峰（上海）、葛思雅（湖

南）、葛欣妍（上海）、何佳

慕（山东）、何骐安（广东）、

胡婧媱（上海）、黄浩洋（广

东）、吉晏民（江苏）、姜雅

铭（河南）、金玉淼（山东）、

李泓圻（重庆）、李嘉齐（上

海）、李桐钰（上海）、林志

军（广东）、刘宸赫（河南）、

刘轩奇（山东）、娄城铭（浙

江）、邵垒博（广东）、孙梦

祺（黑龙江）、谭熙琳（广

东）、唐淑敏（湖南）、王辰

韬（上海）、王俊乔（河南）、

王梦琪（上海）、韦宵鹏（广

西）、吴芷焓（福建）、伍志

成（广东）、项一诺（安徽）、

肖泊然（四川）、徐子涵（浙

江）、许力文（江苏）、闫士

洲（北京）、严善翔（上海）、

严政灏（广东）、杨文璐（上

海）、杨子昂（山东）、姚韩

嘉华（黑龙江）、张泸文（山

东）、张林楠（河南）、张瑞

（江苏）、张时尚（江苏）、张

欣念（上海）、张旭曦（广

东）、张艺檬（黑龙江）、张

益豪（上海）、张子一（上

海）、郑帼雯（广东）、智婉

琳（河南）、周晨芯竹（广

西）、周潇楠（山东）、周欣

怡（上海）、曾培轩（广西）、

陈祉瑄（中国台湾）、龚卉

心（中国台湾）、梁钧翔（中

国台湾）、林士杰（中国台

湾）、王思评（中国台湾）、

吴韦廷（中国台湾）、萧鼎

秝（中国台湾）、陈芷萱（马

来西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