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将当代书法的纵向发展与目前全国书
法大展所呈现的横向丰富性进行综合考量的话，
可以说当下书法创作与过去一个时期相比有着
较为明显的新趋向。

其一，追风现象不再受捧。想必大家都知
道，前些年，几乎全国所有大型书法展最突出的
现象之一就是追风。从早些时期的单一书体、
个别名家被追到后来各种书体被追，呈现出愈
演愈烈之势。有人不仅追展览评委，也追获奖
作者，总之，只要在展览中容易入展获奖、受人
瞩目的书风，就立刻被锁定为追随对象。有的
追风作品甚至被人们称之为“克隆”。诚然，学
习书法，不仅传统、经典要学，当今优秀作品也
要学，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学。学习贵在

“通”、“化”，即使大师巨匠的传世之作，我们也
不能原盘照搬。只有在深入挖掘优秀传统的基
础上融入时代、个性才有可能创作出精品力
作。一切投机取巧的心理和行为都是不可取
的，也是不负责任的，更是难以长久的。当今全
国书法大展追风作品明显减少，说明大部分作
者对此已有足够认知。

其二，形式制作逐渐淡化。大概在十几年
前，一些作者开始对参展作品的外在形式进行
各种手段的制作。从当初的染色、画线等简单
装饰到后来做旧、拼接、描绘、砖拓、撕纸、揉搓、
蜡染以及幅式的奇形怪状、颜色的五彩缤纷、题
款的错落繁杂、用印的星罗棋布等等，不一而
足。记得在多年前的全国第三届扇面书法展终
评现场，评委们面对眼花缭乱的作品形式无不
感慨：“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见不到的。”当
时我亦曾撰文《假如我是作者》，对展览中包括
形式问题在内的种种现象给予了综合评述并提
出了改进措施。现如今，随着书法创作观念及
技法的不断深化，那种哗众取宠、本末倒置的制
作手段不仅使作者感到乏味，观众也感到了厌

倦，加之中国书协的正确引导和规则强化，已有
明显改观。当然，适度、高雅、自然的装饰美化
不但不会被排斥，反而更能体现出时代特色。

其三，深入传统成为风尚。现如今的全国
书法大展，无论真、草、行、隶、篆及篆刻，绝大部
分作者对传统的挖掘都能达到比较深入的程
度。当然，过去的全国大展并非传统不被重视，
但追随时人、强化第一视觉效果、偏重自我表现
者似乎多有入展甚至获奖。由于近年来中国书
协的不断引导及众多作者的不断反思，对传统
的深刻研习越来越成为自觉。无论甲骨文、金
文、秦篆、简帛、汉碑或魏晋韵致、隋唐法度、宋
元意象、明清气势等均有足够的关注。尤其是
一大批青年作者，包括近年来各院校书法专业
毕业的学生，他们以科学严格的训练手段将前
人优秀碑帖进行了详细解读并较为准确地再现
出其形貌及风采，展示了良好的基本功。许多
小字行书、草书作品用笔精到，结字严谨，亦不
乏韵致。特别是楷、隶、篆作品，大多能以灵活
自然之用笔使原本严谨工稳之书风呈现出奕奕
神采。

其四，雄强之作成为亮点。事实上，在多年
以前的全国书法大展中不乏气势雄浑的优秀之
作，尤其师承碑版类的作品。但随着帖学书风
的不断升温，对帖的深入表现也在不断加强，手
札类作品及其他类型小字行草作品层出不穷，
虽不乏精品，但少有魄力雄劲者。而当下大展
中一批气象浑穆之大字作品倍受关注，其不但
在笔墨的驾驭及结字、章法的安排上有着很好
的传统功力展现，更是具有大气磅礴之势。这
些作品将碑的厚重遒劲与帖的细腻率逸有机地
融为一体，十分抓人眼球，使观者精神为之一
振，实属难得。它们在数量上虽然不占优势，但
足以使人们对雄强书风再度辉煌充满了希望与
信心。

纵观当下优秀的参展作品，可以说：“注重
传统、风格多样”是其总体特征，也可以说基本
代表了当前全国书法创作的主流。毫不夸张地
讲，当前全国书法创作的成果是突出的，意义是
重大的，之所以如此讲，我认为其关键在于追随
时风普遍现象的扭转和过度制作不良风气的改
观。但审慎地思考当前书坛状况，仍觉得有诸
多问题存在，在此不妨与诸方家与道友商榷。

其一，相对缺乏创变精神。虽然有不少作品
既具备良好的传统基础，又能在此前提下有所创
新，并表现出和谐统一的整体效果。但真正将深
厚传统、时代审美和个性特征完美融合，尤其在
发挥探索精神、创变精神等方面还相对缺乏。无
论各种字体，均有大量作品停留在对传统碑帖的
再现水平上。虽然这些作品能明显地反映前人
法度，但未能处理好法与意、共性与个性、继承与
创新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未能达到它们之间的真
正融通。尤其作为全国大展，仅仅拘泥于一碑一
帖很难满足观众的审美期待，同时与时代的要求
也有一定的差距。

其二，仍然缺乏盛大气象。在当今重大展览
的投稿中，尽管有一些作品，特别是一些大字作
品在追求气势方面有着比较突出的表现，得到了
观者喝彩，但总体而言，密密麻麻的多字、小字作
品仍然占据多数。小楷自不待言，小字行、草、
篆、隶也蜂拥而至，大有让人窒息之感。也许是
小字相对容易把握，因而此类作品中有不少颇具
创作水准，尽管如此，它所带给人们的审美疲劳
实难排除。更为遗憾的是，其审美精神很难与我
们这个伟大时代的盛大气象相适应。诚然，艺术
需要丰富多彩，需要百花竞放，一味求大求放也
有失偏颇，但“艺术当随时代”，任何脱离人文背
景、脱离时代精神的所谓创作都难以达到至高境
界。

其三，尤其缺乏文化内涵。且不说绝大多数

作者仍停留在抄写古人诗词联赋的层面上，即便
如此，依然出现大量的错字、别字、窜句、掉句等
现象。如果仅仅是激情所至或笔下失误尚能谅
解，但有些刻意表现出的怪象乱象等着实让人匪
夷所思。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文学知
识欠缺，对原文一知半解，或错而不识，或以讹传
讹。二是文字常识欠缺，或不解字意，或用字混
乱。三是书法知识欠缺，对笔法字法理解似是而
非，求怪求奇，漏洞频出。凡此种种，看似笔墨功
力不俗，然而难以卒读。至于自作诗文词赋者比
之过去有所增加，但依然缺乏，并且一些自作诗
文或不合规则，或文笔欠佳，不能不谓之遗憾。
书法虽然是文字书写的艺术，但作为载体的文学
内容如果完美、高雅、新颖，其珠联璧合之艺术效
果更能使观者回味无穷。

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包括书法艺术在
内的所有艺术门类都应跟上时代的步伐。这既
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也应是所有艺术追
随者的责任担当。作为当今书法艺术的学习与
创作者，应树立正确的创作理念，不为眼前的利
益而投机取巧。应针对当下书坛存在的种种问
题进行认真思考与研究，从而采取相应的解决措
施。

首先要继续深入研习传统，挖掘经典，这不
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或者理论上，要真抓实干地
落实在行动中。对“传统”这一概念的理解也不
能仅仅局限于耳熟能详的名碑名帖上，而要全面
深刻地解读所有优秀的书法遗产，包括从那些不
为人们熟知的非经典书法遗存中探寻有用的元
素来开阔我们的视野，从而丰富我们的创作。同
时还要从其他艺术门类及当代优秀作品中吸取
营养，并且不断加强艺术理论方面的学习，以期
从先进理论中寻求创新的学术支撑。尤其应该
强化的是，既要坚守传统，又要大胆创变。习近
平总书记曾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提出“创造

性转换，创新性发展”的思想，我们应时刻牢记。
失去了传统，创作就没有了根基，而失去了创新，
艺术就没有了发展。创新发展不仅需要技巧，需
要才情，更需要敢于面对失败，敢于面对冷眼的
精神和胆魄。切不可仅仅计较眼前得失而畏缩
不前，谨小慎微。也不可目无法度，胆大妄为。
我们期待着既有深厚传统，又有时代精神，更有
个性追求的精品力作不断问世。

其次，作为当代书法作者，要真正使自己融
入到这一伟大的时代当中，从中感受时代的盛大
气象，把握时代的发展脉搏，同时从其他大气磅
礴的艺术作品中体会其内在精神的张扬，从而把
这种感觉自然流露、浑然融汇到自己的创作之
中。凡是仅仅沉迷于自我情调或自我封闭式的
格局之内而轻视或忽略时代审美精神及表现对
象本质特征的作品，具体而言，仅仅为减少创作
难度或为达到某种效果而不顾各书体审美本质，
比如将原本应雄浑朴厚的篆、隶、魏碑等一概以
小巧典雅书风来表现者，其不可能成为这一时代
的代表。

其三，随着整个民族文化的不断繁荣和发展
以及精品意识的树立，整个社会对包括书法在内
的所存艺术门类的创作都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仅
仅满足于技法或技巧的表现已经远远不能适应
时代的要求。所有缺乏文化含量的所谓作品只
不过是一个空壳。对文化内涵的重视，对综合素
养的提升无疑被推到了新的高度。任何一位作
者都不应对此置若罔闻，“读书好，好读书，读好
书，书读好”的理念应成为新的时尚。

相信在当今普遍重视传统文化的书坛新风
之下，随着广大作者对书法本体认识的不断加
深，对创作实践的不断探索，对艺术规律的不断
感悟，对时代精神的不断追随以及对文化修养的
不断积累，假以时日，中国书坛一定会出现更为
喜人的崭新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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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
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我国书法艺术在

“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明清尚态”的轨道上不
断的探索前进。古人留下的文化遗产，除了“遗
传基因”的保守性以外，尚需在当今互联网时代
的文化形态下进行“重构、裂变、升华和变异”。
如今，书坛上的“墨海弄潮儿”正在“克隆”着新的

“试管婴儿”，希冀在“扬弃”的哲学观点下，标新
立异，以改“不新鲜”的传统书风。书坛巨匠们也
在推波助澜，流派纷呈，各抒己见，铮铮然“短兵
相接”，铿铿然“担夫争道”，忿忿然“面红耳
赤”……林林总总，这些都不以为怪，这是“新生
儿”在母体分娩前的骚动。试想，如果没有流行
时装，就不会有“中山装入库”；如果没有流行歌
曲，就不会有“地方戏呻吟”；如果没有流行书风，
就不会有“馆阁体冷落”……“长江后浪推前浪，
雏凤清于老凤声”，这是自然界进化和社会发展
的必然规律。

下面仅就书法界中关于“风”（流行书风）、
“派”（书法流派）、“主义”（书法新古典主义）与书
法的时代创新略述一己之见，共与方家探讨。

首先谈“风”。对书法而言，指风格、风尚、风
气、风貌等。“风格”一词指“一个时代、一个民族、
一个流派或一个人的文艺作品所表现的主要思
想特点和艺术特点”。“风尚”指“在一定时期中社
会流行的风气和习惯”。“风气”指“社会上或某个
集体中流行的爱好和习惯”。“风貌”指“风格和面
貌”。书法风格当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书法作
品所表现出来的思想特点和艺术特点，简称为

“书风”。譬如传统书风、正统书风、拙朴书风、流
美书风、前卫书风、流行书风……“流行书风是在
一定的社会环境下流行一时的书风”，此言说的
简单明了，得体恰当。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书风形
成与当政者的倡导与喜好有关；秦篆属秦始皇统
一文字后令李斯所书；章草为汉章帝喜欢；唐太
宗酷爱王羲之《兰亭序》，把书法艺术水平的高低
作为科举的“投档分数线”；颜体、柳体符合并迎
合唐太宗口味，于是“尚法”派产生；宋太宗组织
人力修编《淳化阁帖》作为应试者仿效作品，至于
宋初苏、黄、米、蔡的“尚意”书风是对宋朝内忧外
患的担忧所致；元代用汉官赵孟頫笔体；明初亦
然，科举应试用“馆阁体”；清代康熙、乾隆两位皇
帝分别喜欢董其昌和赵孟頫书法，故明清时代

“尚态”书风盛行，可见“风”有因，“流”有源。
我国当前处于互联网和信息化高速发展的

时代，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大交
流、大碰撞的时代，“流行书风”应运而生是自然
的发展规律，但切记朱熹诗云：“问渠那得清如
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流行书风”作为时尚之

“流”者，应有传统书法之“源”，另外还要有个
“度”，这个“度”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坐标
系，中国书法只有姓“中”，而不能姓“洋”，过于超

“度”的“自由主义”，不仅掩盖了其基本功的肤
浅，而且扭曲了中国的书法本体和本质。

其次说“派”。“派”的本意指立场、见解或作
风、习气相同的一些人。另外，还有“派别”和“派
系”之说；“派别”指学术、宗教、政党等内部因主
张不同而形成的分支或小团体；“派系”指某些政
党或集团内部的派别。书法所谓“派”者，应指对
书法艺术风格的追求不同而形成的团体和分
支。比如书法上的传统派、现代派、后现代派、学
院派、墨象派、新古典派等等，不管这派那派，应

该说传统派是主干，其他派仅是分支，这像砧木
（母体）与接穗的关系一样，新接穗需要吸收母体
营养而完善新的因子，现代流派纷呈的众多书法
派别更加丰富了我国的书法艺术，都在变化中展
现英姿。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力主书法“以
变为主，变则必胜，不变者必败”。但万变不能离
其宗，应该在中国书法艺术的“函数范围内”变
化，做到变有节、化有度、鸣有界、放有域。当下，
社会上有诸多亵渎书坛的“杂耍派”，玩起了口
书、脚书、指书、双手书、倒立书、花鸟书……还有
更甚者表演的不堪入目的书法杂耍，把高雅的书
法艺术变成了市井中低贱、市侩的赚钱伎俩，大
逆不道、不成体统！

再说一下“主义”。主义一词指对客观世界、
社会生活以及学术问题等所持有的系统的理论
和主张，诸如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
书法界讨论的“书法新古典主义”应该说也是“主
义”的一种，按照周俊杰先生在《论“书法新古典
主义”》一文中对其下的定义是：“在传统的基础
上创新。”这是一个本末互相依存的“扬弃”观
点。不继承，历史就要中断；不创新，历史就不会
发展。周俊杰先生又说：“新古典派的书家……
它全息性地融合了古典书法艺术的精神和形质
中最优秀的部分，以强烈的时代审美取向为主
导，并与个体生命对自由追求的本质结合，而寻
找着历史、时代、个人相交叉中最为辉煌的那一
个支点，故而它的生命力是长久的。”周先生这段
精辟的论断是对“书法新古典主义”概念的进一
步阐述。书法以“形质结体”表现书写者功底；以
风格表现自我追求；以内容（特别是自作诗词和
楹联）体现作者学养。然而“形而上学者谓之道”

《周易·系辞》，书法作为线条造型艺术应以“道”
为文化内涵，当代人们追求潜意识的“意境美”、

“夸张美”、“抽象美”、“拙朴美”、“动态美”等等，
这就是时尚之“道”。古人以“龙蛇相斗”、“公孙
大娘舞剑器”、“奔雷坠石”为美，为什么现代的足
球射门、滑冰英姿、芭蕾旋转、武打拳击、迪斯科
狂欢……就不能在行草书中体现呢？老态龙钟
的“馆阁体”已经不能满足当今时代人们的审美
追求，“书法新古典主义”在传统书风中寻求形质
的“闪光点”，进行化合反应、分解和裂变，形成大
气凛然、凝重敦实、拙朴苍劲、飞动夸张的时代风
格，有人把它称为“流行书风”，也未尝不可。

记得明代书法是在“传统派”和“创新派”之
间的互动中发展和演化的。项穆、解缙、何良俊
等人主张“师古”，而董其昌提出“直欲脱去右军
老子习气”；徐渭提出“书法入净美，天下无书
矣”；李东阳提出“效古人书，在神不在形”；王世
充提出“破惟中锋的迷信”；傅山提出“四宁四
勿”；其后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等人则

“云起响应”，以乱头粗服、凌厉酣畅的书风，一扫
温文尔雅、平顺柔媚的“匠气”、“妇气”、“腐气”、

“市气”以及“媚气”等书风，使明代出现了一段书
法革新的浪潮，“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我辈

“何不试之以足”呢？！大师林散之书论绝句说的
恰到好处：

“不随世俗任孤行，自喜年来笔墨真。
写到灵魂最深处，不知有我更无人。”
可以看出，古人先贤尚且把书法创新作为自

己的使命，我们当今的书法人、书法工作者、书法
大师们以及中国书协等文化主管部门更应该把
中国书法的传承与发展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和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使命来看待和担当！
今天，是飞速发展和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

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中国书法这门古老艺术也在
大繁荣、大发展，不甘落后，全民书法热潮已然正
在形成，单单从上海地区来看，小自几岁的孩童，
大到耄耋老者，纷纷加入习书大军当中。大家在
挥毫习书，谈“风”说“派”论“主义”的同时也更多
地在探索和关注着中国书法创新发展的问题，我
个人认为书法创新、发展首先要解决几个重要的
认识问题：

一是书法的本质。书法艺术的本质是什
么？如果对此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所谓创新就
没有方向。笔者认为书法是表现书者个性特征
的艺术，书法艺术的内容是神韵。书法美的实质
是通过书法作品的点画结体、黑白分布来展示书
写者的气度、精神和风采。人们常说“字如其人”
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单单追求“形式”和“外型”方
面的创新绝不是创新的方向，因为它舍弃了书法
反映人的心灵这个特有的本质。

二是书法走向世界。我国历史上和当代许
多书法家的墨宝不但为我国人民所喜闻乐见，也
被我国周边的亚洲邻国乃至欧美国家的人士所
喜爱和收藏，因此中国书法已经或正在走入世界
艺术之林，成为全世界人民共赏的精神财富。书
法走向世界的趋势是必然的，但这里有个怎么走
的问题。我认为应当是不断提高和强化这门民
族传统艺术的艺术水平和民族特色去影响世
界。而不是那种舍弃书法本质内容，单纯追求形
式上的笔墨技巧去迎合那些不懂书法内涵、欣赏
水平较低的人的做法，还美其名曰创新，这无疑
是降格以求，令人耻笑，最终会使这门古老的传
统艺术变得肤浅、乏味而误入歧途，不但不能走
向世界，而且会使其走向枯萎和终结。马克思曾
说过“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世界文化就是
各民族优秀文化的统一体，正因为各民族的文化
有各民族的特色，才形成了世界文化的五彩缤纷
和绚丽多姿，光辉灿烂的局面。

三是书法的时代感。这个问题应该站在历
史的高度去看待和分析。书法艺术的历史是不
断创新的历史。笔墨当随时代，每个时代都有不
同的时代特色，或称“时代感”。“时代感”或时代
特色是某一时代，若干书家个人风格所表现出来
的共性，而不是哪一个人所能左右的，除了书法
自身发展的规律外，主要由某一时代的政治经济
所决定。在现实生活中，书法家在创作时总是自
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自己的情趣和个性，由于他
们都会受到时代的约束，在他们的作品中总会流
露出一种共同的东西，这是任何人都摆脱不了
的。书法艺术失去了时代语言，又怎么能真正达
到形神兼备，气势生动的效果呢？如今是该猛醒
的时候了！否则不远的将来，我们的子孙看这段
书法历史时，将会感到在字的背后，内容是苍白
的，没有记录这个时期生机勃勃的情景。他们将
遗憾的叹息：那个时期的人们在书法技巧上是上
乘的，可惜他们不懂诗文，只能借古而为之。不
能抒发自己的情怀，从而也难以促发书法艺术的
质的飞跃。

四是书法的创新。书法究竟怎样创新？笔
者愚见认为首先要继承，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
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我们要汲取古人的精华，
而不是全盘照搬，继承传统也是辩证唯物主义的
一种“扬弃”。由于书法作品总是抒发书法家对

自然、对人生的感悟和内心的情感，书者的修养
和思想境界越高，其作品的格调和品位必然也越
高。可是让我们冷静地翻阅一下几十年来出版
的各种书法报刊杂志，或者历届全国性的书法大
展赛作品集，不难发现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就
是缺少我们这个时代风貌的诗文。诸多书法作
品，大都是抄写着唐诗、宋词以及名人格言。可
以说在书法艺术领域里，人们仍然活在古人的影
子之下。这也许就是当今书法还未达到高峰的
原因之一吧！因此，我们当代的书法工作者必须
要加强自身修养和学识（譬如，我们上海市书法
家协会在前年曾经举办的“修养之旅-上海书法
家诗书画印作品展”，就是旨在检验和提高上海
书法家协会会员的综合学识修养水平，这也是在
国内省级以上书协中的首创之举，值得提倡和推
广。）并广泛、深入接触社会，牢牢把握时代脉搏，
提高文学、美学、哲学等各方面的知识素养，只有
这样才能书写出具有创新意识和艺术高度的书
法作品来。试想，在唐代，封建统治相对稳定，人
们的思想观念相对一致，在“皇帝推崇，天下效
王”的情况下，也还能出现有别于魏晋的书法风
貌，而在今天，人们对社会的认识，以及道德观念
都有质的飞跃，如果书法工作者传统功底打的
深、打的牢，自身又有一定修养，必然会出现有别
于前人的高水平作品。笔者认为创新应是水到
渠成，自然而然的，而不是条件不具备情况下故
意为之和生硬为之，这样能创出什么新意来？可
以想象，王羲之写《兰亭序》时，大概不会想到要
造作出“天下第一行书”；颜真卿写《祭侄稿》时，
也无心追求一种什么“时代感”而成为“天下第二
行书”；张旭写《肚痛帖》时只是顺便写了一张便
条而已！但这些作品其艺术性却极高！为什
么？根本原因是他们有深厚的传统功底，又有较
高的学识修养，书写时则是自然抒发自己的情
感，遂成了划时代的佳作。相反，如果急于求成，
功底不深，缺少对传统艺术的把握，一味的追求
所谓“创新”，其必然难以被社会所认可和接受，
更谈不上被历史所承认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人们的审美趣味，鉴
赏标准也应随之有了鲜明的意识追求，光耀当代
书坛，以此显示深厚的传统与创新精神的时代风
貌，而给人以享受和无限的启迪。书法艺术是炎
黄子孙所独有的艺术瑰宝，是世界艺术之林中独
树一帜的东方艺术奇葩，今天的我们应无愧先
贤，有责任将它推陈出新、发扬光大！我强烈建
议中国书协在不久的将来举办一次以自作诗文
为参赛条件的书法展赛，以歌颂改革开放，歌颂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歌颂中国梦为主旋律，以诗
文水平和书法水平两项指标为条件，两项指标均
达到者入展，而且一旦入展即可获得加入中国书
协的条件，以此来真正展现新时代书法家的风采
和水平，才不负历史所期，无愧时代所望！

行笔至此，我们无论是追求书法的“风”、
“派”、“主义”，还是强调书法的时代创新，都不能
偏离书法的本源和传统，同时更要注重书法工作
者文学修养和书法理论的提高，用属于我们当今
时代的好诗文来创作出不负历史的书法作品。
我们既要书法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同时也要
汲取传统、继承发扬，这是一个辩证的关系，我们
只有辩证地看待这些问题，用辩证的思维方式和
行为方式去对待这些问题，才是推动中国书大法
繁荣、大发展和不断创新的有效途径。

刍议书法的“风”“派”“主义”与时代创新
李晓峰

第六届上海奉贤“言子杯”
国际学生书法大赛入围名单

大学组（6人）
刘国辉（辽宁） 刘远明（辽宁）
史晋飞（江西） 邢朝珑（浙江）
张东升（上海） 赵志朋（黑龙江）

中学组（7人）
郭子健（河北） 赖贞妮（福建）
刘芯蕊（江西） 秦雨喆（广西）
张凯楠（浙江） 张宇翔（山西）
林妍君（中国台湾）

小学组（7人）
蔡俊贤（上海） 董玺溥（广东）
高梦琪（山东） 康可赟（上海）
石简予（广西） 支欣欣（江苏）
陈秉铵（中国台湾）

大学组（6人）
毕露斐（山东） 窦梦娜（山西）
李星琪（河南） 沈 钰（上海）
杨彦荣（河北） 赵其令（上海）

中学组（7人）
刘宇杰（重庆） 施逸德（上海）
谭子瑞（山西） 王宇阳（河南）
吴治龙（河北） 叶 梓（安徽）
赵重阳（河北）

小学组（7人）
段会林（山东） 胡 蝶（安徽）
黄涵越（重庆） 刘雨昕（浙江）
欧思泳（广东） 戚穗文（山东）
吴素芳（湖南）

大学组（38人）
曹蒋才（上海） 曹一来（河北）
丁锐泽（山西） 巩乃屹（山东）
何 悦（河北） 胡明翼（河北）
黄汉坤（广东） 黄 耀（广西）
黄紫萱（黑龙江） 姜 昆（辽宁）
景一楠（河北） 孔祥乐（陕西）
李萌萌（云南） 李旭杰（河北）
刘 澍（山东） 龙秀高（贵州）
罗家臣（上海） 马德胜（贵州）
马 宇（浙江） 苗润泽（北京）
石依灵（河北） 苏其涛（广西）

（下转第2-3版中缝）

优秀作品作者名单
（共20人）

提名作品作者名单
（共20人）

入展作品作者名单
（共18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