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发布了第七
届委员会名单，计有8个专业委员会和7个
工作委员会。由此看出，上海书协根据《上
海市书法家协会章程》，主动对标中国书协
各专业委员会机构组成，进一步优化书协管
理机制与管理流程，全面提高专业管理水
平，这也充分体现了上海书协在新形势下的
新思路与新对策。

上海书协第七届委员会与中国书协委
员会对照

上海书协
学术专业委员会、篆隶专业委员会、楷

书专业委员会、行书专业委员会、草书专业
委员会、篆刻专业委员会、刻字与硬笔书法
专业委员会、教育与交流工作委员会、出版
与媒体推广工作委员会、妇女书法工作委员
会、金石碑帖专业委员会、老年书法工作委
员会、青少年书法工作委员会、大型活动与
志愿者服务工作委员会、园区与楼宇书法工
作委员会

中国书协
学术委员会、篆书委员会、隶书委员

会、楷书委员会、行书委员会、草书委员会、
篆刻委员会、刻字硬笔委员会、书法教育委
员会、新闻出版传媒委员会、女书法家委员
会、国际交流委员会、书法行业建设委员会

笔者以为，此次调整，体现了三个特
点：

一是注重专业性，兼顾新兴群体。上海书协8个
专业委员会和7个工作委员会涵盖了各专业门类，总
体思路围绕专业定位，有利专业工作的开展与发展，推
动上海书法事业繁荣和发展。注重年龄界别，细化了
书法行业建设委员会，一方面坚持以实际工作需要为
出发点，各专业委员会类别为业界公认，引导创作。一
方面融合创新思路凝聚新力量，各工作委员会针对性

强。
二是打破垄断现象，充分考虑代表

性。此次调整，打破了过去固有模式藩
篱，改进了多年那种一人身兼多职、身兼
数职的现象，适度精简机构和人员，但同
时响应上海书法事业发展改革创新的全
新要求，加强“两新”（新文艺群体、新文
艺组织）群体的代表性，注重全局导向，
集聚各门类专业人才。

三是以能力为基底，大胆起用中青
年。此次调整注重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在书
法各专业中优中选优，把那些真正热爱书
法，在全国有着影响力和取得一定的创作成
果的书法人才挑选到专业委员会里，适当考
虑全局均衡和委员老中青的结构，丰富委员
构成，挑选了更多具有专业素质与管理能力
的人才加入，用专业的学术理论和系统的话
语体系，构建良好的发展氛围。

新一届委员带来了欣喜，同时也有期
望：

一是发挥专委引领。要明确书协各专
委会和工委会工作目标、行为准则，积极适
应时代变化，提升专业引领能力，要用明德
引领风尚，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努力争
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书法家和书法
工作者。

二是积极履行职责。要明确专业委
员会的工作任务和职能，规范工作程序，
积极营造有利于出人才、出精品的良好
环境。要紧紧以创作为中心，提升委员
会专业性、权威性、指导性和引领力。要

推动书法等文化艺术进入公共社区、园区、楼宇，
同时，针对性的搭建公共教育专业指导平台，针对
存在的专业问题给予指导。

三是注重团结合作。常言“团结就是力量”，在一
个专业委员会里团结与协作精神可以说比什么都显得
迫切和重要。要讲政治，坚持德艺双馨、团结创造的好
传统，要鼓励把崇德尚艺作为书法家一生的功课，积极
引导会员讲正气、树正风、走正道。

落刀精准，发力狠稳。
刀爽心细，刀石相济。
冲切披削，反刮顶划。
不泥一法，法随势变。
由心生法，刀随心至。
扶刀摇曳，自如纵横。

——乂庐杂言
我喜写杂言，不定期晒在微信朋友圈，

杂言皆为有感而发，此杂言即为我篆刻刀法
之心得。

篆有篆法，刻有刀法。对于刀法，前人
也早有所述，各流派及各印家所用刀法也不
一，浙派讲究切刀法、吴让之善用披刀法、白
石独特之单刀法……

篆刻刀法是随篆刻之发展而不断演变
的。个人经历不同，其对刀法的认知理解也
会有所不同，对各种刀法的喜好也必有不
同。

那如何理解刀法？如何细分刀法？
我以为刀法是刻好印之根本保证，同样

的篆法、同样的章法，刀法之变，所产生的视
觉效果必为不同。因为不同刀法所生成线
条的线性线质也会有所差异，这样印之视觉
效果必有所差别。

就我个人之理解，篆刻按握刀姿式、走
刀方向、入刀角度、刀与石夹角等之别可分
为不同之刀法，具体可分为：传统刀法、衍生
刀法、互融性刀法。

传统刀法：冲刀、切刀、披刀、削刀。
衍生刀法：反刀、刮刀、顶刀、划刀、摇刀、拉刀、凿刀等诸多刀法。衍

生刀法中的许多刀法是随现代写意篆刻的发展而逐渐在传统刀法之基
础上发展而来，是为满足印面线条变化，丰富印面视觉效果而形成的新
运刀方法。（凿刀法古就有之，用于金属印的制作，当今复古风之兴盛，金
属印也随之兴旺，凿刀制印法又重见天日。）

互融性刀法：冲切、披切、披削、披冲、摇冲、摇披、摇削、摇刮、摇划
… 在刻印过程中，根据线条之线性与线质之需要而调整运刀方式，从而
形成互融性刀法。

（篇幅有限，以上刀法及各刀法所生成的线条特征在此不逐一具体
描述）

另外，运刀是为了生成线条，线条的产生又可分双（复）刀法、单刀
法、一刀半法、碎切刀法、虚实相生刀法……

综上述之刀法，在实际运刀过程中，还有用刀四字法则：
狠：运刀发力要狠，畅快爽利。
准：落刀精准，运刀路线精准，线细至发丝且不断。
稳：印材控制要稳，运刀要稳。刀石相济，心细刀爽。
变：刀法随势而变，刀具随印材而变。
四字法则中，变才是运刀高妙之处。
运刀之法随线势而变，线变则刀法变，刀法变则线变。
另外，变还包括篆刻刀具之变，印材之不同以及为了达到个人独一

无二的线条语言，其刀之材质、角度、形状、大小都可能有变。（我纯手工
刻玉与翡翠印，其刀具与运刀之法与刻石印就有不同）

随着篆刻之发展，对篆刻线条的认识理解与处理方式也将发生变
化，为适应这变化趋势，今后将可能有更多的新刀法产生。

作为印人，不过刀法关，莫谈篆刻创作。刀法之训练必不可少且必
经严格的强化训练才能做到心手合一，不能对各式刀法融于心且运用
自如，那其篆刻线条必将单一无变化。我认为刀法变化越丰富，印章线
条则更丰富，随势随性而变之丰富线条，其他人将难解难仿。（刀法越简

单，越容易被仿）
然纵观全国，目前篆刻运刀

状况，能熟练且长期使用一种或
仅二三种刀法者为多。而我的
创作理念则决定了我要不断去
钻研开发新的篆刻刀法。同时
我更主张篆刻运刀应融各式刀
法于一印，不泥一法，刀无定法，
法随势变。一切为了线条之丰
富，线条之变幻，一切为了印面
之艺术效果而由心生法，刀随心
至。最终能做到有法变为无法，
刀法归零，那才是真正进入到了
一个更高的境界。

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

近年来施蛰存先生的一些藏书和信札旧物，时常流出于
书肆和拍卖场所。几年前我曾于一场小拍中竞得一批书信，
皆是施先生的朋友寄他的书札，有词学家钱仲联、史学家陈迩
冬、翻译家周煦良等总共二十余封。拍回存之箧中一晃就是
三年，只因平日里俗务杂事纷扰，故一直未作整理。记得当时
竞拍中，另有一件施蛰存的《金石丛话》手稿更令我“垂涎”，起
拍价不到一万元，我心理价位定了三万，结果在竞拍过程中又
上调至五万，但还是不行，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它奔六万而去，
花落别家矣。去年得朋友之荐又获一件谢国桢致施蛰存书
札，此也应是施先生的家中存札，据悉谢国桢给施蛰存的信不
止三五，今已大多流出，此乃其中之一吧。

谢国桢先生是著名明清史专家，他三十岁出头，就撰写
出版了《晚明史籍考》和《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等专著，后者
曾受到了鲁迅“钩索文籍，用力甚勤”之佳评。谢国桢一生崇
敬鲁迅，只是年轻时未获拜访的机会，缘铿一面，不过年纪轻
轻就能得到鲁迅的点赞以及鲁迅在文章中推荐过他的《清初
东北流人考》，也值得一生引以为傲了。除了史学家，谢国桢
还是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和金石学家。他的斋号称作“瓜蒂
庵”，意即在收藏一些善本书籍过程中，太珍贵的他买不起，只
能拾取一些人弃我取、零片断缣的东西。他说这“好比买瓜，
人们得到的都是些甘瓜珍品，我不过是捡些瓜蒂而已”。谢晚
年还写过一首自述诗：“重逢盛世百无能，坐守青毡过一生。
浪掷年华虚岁月，拾得瓜蒂结瓜成。”这自然都是他的谦辞，所
谓甘瓜苦蒂，其实各有所成，何况谢先生的成就早已硕果累
累，岂是“瓜蒂”所能涵盖？不过谢国桢确有“捡漏”的本领，坊
间传他有一个“谢三元”的别号，说他逛古玩书肆，专挑便宜的
书买，如果价格超过了三块钱，他翻一下就会放下了。但须知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即使三元钱也不是小钱了，换一幅齐白
石的画想必也是可能的。还有一则段子说谢国桢某次在琉璃
厂闲逛，时近中午正欲去填一下肚子，不料却忘带钱包，囊中
空空如也。但见他胸有成竹地走进一家书店，反正琉璃厂的
店家伙计都与他相识，谢先生挑了一本并不起眼的旧书，紧接
着换了另一家古籍收购处，跟店主稍微描述一下此书的价值，
很快顺利出手。谢先生接过钱，先去付了前一家的书钱，余下
的则舒舒服服地拿去吃炸酱面了。所以江湖上说眼光就是钞
票，一点没错。

十多年前我曾买过一本《瓜蒂庵文集》，虽读了数篇但基
本印象全无。这次获得一叶谢国桢致施蛰存的书札，故又找
出文集重读。为了进一步解读书信中的关系，还专向安迪兄
借了一厚册《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对读，以找出一点蛛丝马
迹为快。

谢国桢与施蛰存是“金石”之交，两位先生都有收藏和研
究金石文字的癖好。尽管谢先生年长施先生四岁，但在金石
收藏和研究上似乎施先生涉猎更早，且著述也多。早在上世
纪三四十年代，施蛰存就已经开始有访碑和搜集金石拓片的
兴趣，至五六十年代，对于金石的收藏考订事用力更勤，至八
十年代后，相继出版了《水经注碑录》（1987）、《北山集古录》
（1989）、《金石丛话》（1991）、《唐碑百选》（2001）等。谢国桢是
古籍版本专家，他曾说“余于书籍碑版，夙敦所好”，可见早年
也喜藏金石碑版，而在“文革”的中后期，则是他大力鉴藏并题
跋研究金石碑拓的时段。如谢先生有两首《题秋浦周氏季木
以宋纸精拓所藏汉魏石经残石》，诗并题记云：

故友声容尚宛然，开阳门外有遗编。
世界不与我同死，流水无情怅逝川。
短短星辰短短宵，蝉翼如雾影还遥。
可怜四十五年事，犹得摩挲永岁朝。

余既藏周季木汉晋残石墨本，绍良弟复为致季木先生用
宋纸精拓汉魏石经残字，王静安师为之手写石经图，考证其石
经残字位置甚详，墨迹如新，甚可宝也。季木精鉴别，喜藏石，
惜为纷华所累，绮罗所煎，偶撄疾遽卒，年四十有五，盖与张皋

文同岁也。徒以家世簪缨，豪华成性，未能竟其所学，惜哉！
然其平生夙嗜，积石藏陶，留为后人治学之资，固与资产阶级
富家郎贮金玉宝财货者有间。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二日晚溽暑
困人，夜不能寐，展阅旧藏，怀念故友，重录题碑绝句，不觉凉
风习至，热为之减。

周季木名进，室名居贞草堂。工书法，富收藏，尤喜藏汉
魏两晋碑刻原石及古陶、古泉等。而“绍良弟”则是周季木的
侄子周绍良，也是文史学家，曾随谢国桢学习古代文化史，故
为谢的学生。谢国桢先生金石收藏的最重要部分，得之于周
季木、陈介祺以及吴大澂的旧藏，他在一九七五年元旦试笔，
做了一首诗《题潍县陈氏旧藏汉器及其他拓本后》：

校改攻坚事万端，何暇襞积理丛残？
河山举目无穷碧，尚留花絮在人间。

此时谢先生年逾古稀，得其闲暇，故重拾旧好，开始整理
考订金石碑版，汇聚成册，为后人留存一份的祖国的文化精
华。所以有一段题跋，他写于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八日：“自
文化大革命以来，学习之余，承党及我所组织之眷顾，悯余年
老，使暂得休息，余乃能重理史乘，温故知新，而寝馈其中。风
雨寒暑，无间不觉其劳也。为治两汉先秦史迹，初得簠斋藏残
瓦当，继得簠斋手题秦汉瓦当，旋又于吴门获何昆玉、丁少山
为拓琅琊台刻石，于台下发现之秦瓦当，拓寄吴愙斋者，有清
卿题字，于陈吴两家所藏之瓦当拓本能聚于一室之中，每一摩
挲，未尝不心快神怡，用辑而存之，使先贤遗泽不致失绪，用备
来者省览，亦盛事也。”

熟悉了这一阶段的背景，再来解读这一叶谢国桢致施蛰
存的手札，则比较清晰顺畅了。

蛰存先生道席：
顷由梅翁转来大函，藉悉种切。故友周季木先生曾将其

簠斋藏陶及季木藏匋以汉晋石影全部拓本贻余，今在沪肆见
此藏登故亦收之，庶成完璧，已请顾起潜兄题额，俟写成后，仍
当请教，桢粗辑两汉文字，对于金石之学乃门外伧父也。钦仰
已久，定当走访。此致

敬礼 谢国桢上 七.十六

此函未署年款，但从此信的客套语气乃至措辞，估计两
位先生此前尚未谋面，尤其是“钦仰已久，定当走访”一句，若
曾有过从的话则不会出此语也。据《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记
载，一九七六年“八月七日，谢国桢（刚主）来先生寓所访问”，
那一次访问，施蛰存赠了谢一册《金石百咏》，而谢翌日则致函
施先生表达谢意：“一昨快谈，得聆麈教，并赐大著《金石百
咏》，归后读之，溽暑顿消……”谢国桢并抄录了自己的旧作

《读碑绝句》回赠。我以为这一次拜访，很可能即是两位先生
以金石订交的开始。再根据其后的交往故事看，那么谢先生
的这一封信，写于一九七六年的七月十六日是最有可能了。

因为一九七七年三月六日，据《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记：
“先生作诗并题《谢刚主得瓦登铭文拓本一百八十纸，陈簠斋
贻吴愙斋物也，既装为二册，许借观逾月，题一诗归璧》”，这正
好对应了书信中“今在沪肆见此藏登故亦收之”一句。我最早
见“藏登”二字尚不明所指，且遍查不得。直至读到了“瓦登”
方恍然，此处“登”要作古代的一种器皿解。

说来也巧，谢国桢的这一批沪肆上所得的“瓦登拓片”，施
蛰存其实是先于谢看到也欲收入的，只是因议价问题而稍迟
疑了一下，不料被谢国桢捷足先登了。《编年事录》中有一段施
先生自述道：“1976年夏，余在朵云轩见新收拓本一包，皆古匋
文，议价未合，遂姑置之。以为此物无人欲得，迟数日，终当为
我有。越旬日，再往，则此包已为谢刚主购去，始悔之。”后来
两位先生相见，交谈了此事，原来这一包拓片是陈介祺将所藏
带字的古匋登残片，拓全份赠给吴大澂的，凡一百八十余纸，
上有陈氏题字。此乃吴大澂家散出之物，世间恐无第二本
矣。谢国桢得之装池成两册，请顾廷龙题了头，带到了施先生
处。施蛰存错失宝物，只得向谢借观欣赏，并求“留寒斋一月，
余为题诗归之”。

施蛰存的题诗《编年事录》中未录，我查他处得之，诗为五
绝两首：

齐鲁一抔土，周秦几劫灰。道存残瓦甓，铭识古登台。
金石开新域，交情寄别才。二斋遗韵在，令我意低回。
题诗写于一九七七年三月，也就是谢国桢写此信以及见

面后的第二年。谢国桢信中开头提及的“梅翁”，即郑逸梅先
生。我曾请教郑有慧女史，她说七十年代后期，谢先生来沪多
落脚于祖父处，交往甚频。那么很有可能谢与施的最初交接，
是通过郑老牵的线，故有“顷由梅翁转来大函，藉悉种切”句。
查郑有慧编的《郑逸梅友朋书札手迹》，其中有七十年代末谢
国桢给郑逸梅之信的最后，还附有一句“致施蛰存兄函，亦望
加封代寄”，可知梅翁为之从中牵线，还不止一次两次呐。

最后还得说一下谢国桢的书法。谢国桢早年从河南安
阳来到北京，考北大三次落榜，但一九二五年转投清华大学国
学院，不想却以头名的分数进入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
一批国学大师的门下。他有一篇回忆清华同学的文章，说“籀
史之暇，仍不废吟咏，作业之余，尚从事于临池”，他的书法，从
北魏入手，也兼习隋唐名碑。清华结业后谢国桢曾随梁启超
至天津“饮冰室”，协助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并兼任梁启超
两位女儿的家庭教师。此一阶段与梁师晨夕相晤，茶余饭后，
老师讲述学问与典故，书法艺术，在潜移默化中获益良多。所
以谢国桢的楷书，受梁启超的影响最大，方峻清朗，棱角分明，
即使一些题跋和尺牍行书，也浑厚清隽，气息入古人意，这和
他青年求学时所下的临帖功夫都有很大的影子。谢国桢在清
华国学院很受老师之器重，他的学问人生，受梁启超、王国维
的影响，也得大师们的真传。我们都知道一九二七年六月二
日，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寓示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的一个终
结，而就在前一天的六月一日晚上，谢国桢、刘节等同学还在
王先生的家里闲谈请益，王先生还专为谢国桢题写了扇面，以
楷书题录晚唐韩偓的一首七言律诗。据说王国维第二天出门
后又返回，特意将题扇落款上的“刚主仁兄”，改为“刚主仁
弟”，在“兄”字上以重笔直接改成了“弟”，然后从容走向了颐
和园的昆明湖畔……这一绝笔，谢国桢一直珍藏在身边，伴随
到了永远。

篆刻：心月同光

作者：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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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书家摭谭（四十）——程十发：不学“二王”
前些年，我曾因参加一个朋友的画展，参观

过程十发艺术馆，后来又去过几次。程十发艺
术馆位于松江老城区华亭老街东端，是一座明
清古建筑。艺术馆大门饰以飞檐和砖雕，门右
侧墙上是金色浮雕，左侧是石刻的程十发自画
像和书法。除了绘画、书法的艺术成就外，程十
发的“海派无派”之说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程
十发特别喜欢足球，徐根宝兵败吉隆坡，责怪之
声沸起，程十发送给一套《孙子兵法》，以“胜败
乃兵家常事”之语相慰藉。有一次，徐根宝来看
望程十发，程十发向客人介绍说：“我们是手足
之情。”客人不解，程十发解释说：“我用手作画，
他用足踢球，乃手足之缘也。”

程十发（1921—2007），名潼，“十发”是其
号，以好行世。“十发”取“一程十发”之意。《说
文》：“十发为程。十程为分，十分为寸。”“发”
者，古量器中最微小之数也。历史上的程姓名
字中用数词的有唐人程千秋、宋人程千里、宋人
程九万、元人程一飞、明人程一枝，无论是“十
发”或“百发”，论其量都是不好和这些名字相比
的。“十发”这个名字是程十发在上海美专读书
时，李仲乾老师给他起的。程十发曾回忆说：

“我在学校里只有姓和名，叫程潼。而没有字、
所以给自己刻图章的时候，总是重复刻程潼。
李老师觉得奇怪，问我有没有字，我说设有，李
老师说我给你起一个字，叫“十发”，取“十发为
一程“之意。从此我就用十发，名不大用了。”。
斋名曾用“步鲸楼”“不教一日闲过斋”，后称“三
釜书屋”“修竹远山楼”。

程十发出生于松江，家世行医。松江有着
深厚的人文艺术传统，明清以来既有董其昌、莫
是龙、陈继儒为代表的松江画派，也有以陈子

龙、宋徵舆为代表的云间诗派。可谓是十步之
内，必有芳邻。这给了年幼的程潼最初的诗、
书、画的熏陶。程十发幼年即接触中国字画，但
给他印象之深莫过民间艺术。1941年毕业于上
海美术专科学校中国画系。1942年在上海大新
公司举办个人画展，1949年后从事美术普及工
作，1952年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华东人民美
术出版社）创作员，1956年参加上海画院的筹备
工作，并任画师。长期任上海画院院长，此后，
艺术视野不断拓展，“取古今中外法而化之”，在
人物、花鸟方面独树一帜。在连环画、年画、插
画、插图等方面均有一定造诣。在海派的书画
家中，像程十发这样的出生于上海，一生都在上
海度过的书画家并不多。

在李仲乾老师的精心指导下，程十发在书
法、篆刻上的造诣日益精进。程十发原来是从
小楷、魏碑开始临摹，不久又对汉晋木简、晋唐
经卷产生浓厚兴趣，并兼及唐代怀素。在临池
过程中，程十发经常是发挥自己的艺术智慧，
融会古今书法家的艺术之长，相互参照、渗透、
借鉴，逐步形成了他的“意在真、草、隶、篆之
间”的书法风格，潇洒灵圆，奇趣横生。我们很
难看出程十发的书法出自哪家哪派，但自始至
终都表现出一种“画家书法”特有的形式美和
书卷气。对于自己的书法风格，程十发曾经幽
默地说：“谁不学二王，我就投他一票。”因为程
十发的艺术观就是避免雷同。这在他上海美
专读书期间就表现出来了，因为他会常常因为
创新而得不到一些老师的认可。程十发非常
欣赏龚自珍“二王只合为奴仆，何来唐碑八百
通”的诗句。他认为，学书者不能之学一种风
格，二王书法固然极佳，但人人临习就未免单

调。程十发为了克服二王，对五代书法家杨凝
式手摹心追，他认为杨凝式的书法返璞归真，
他可以从其稚拙中寻找到另一种趣味。同时，
程十发也很喜欢陈老莲的修长的字体，一度也
临得以假乱真。程十发的篆刻功底深厚，取法
高古。他从周秦铜印到两汉石印，从赵之谦到
吴昌硕，粗放中蕴含古朴，貌似笨拙而实有天
趣。

于大多数画家来说，书法是基本功，但不是
目标。书法是画的基础，也是为绘画服务的。
画家的书法大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于线条
和水墨的运用要优于一般的书法家。同时，因
写字之于画家是“余事”，故画家写字更放得开，
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程十发的书法明显是从
汉简而来，但汉简对他来说并不是必须遵守的
规矩，而是为我所用的素材。程十发还曾画过
多幅《李长吉诗意图》，但都是以大部分的空间
书写诗句，而画面则占小部分。可见程十发对
于自己书法的自信。

有人说程十发是中国文人画的最后一抹光
辉，也有人说，程十发的离去使得赝本寂寥的海
上画派有落寞了不少，更尤甚者认为，程十发的
离去意味着海上画坛大师时代的终结。这些言
论都足以说明程十发在海派，乃至中国画坛上
的地位。

程十发在一首题画诗中写道：“问我南宗抑
北宗，东西中外古今同。法从自然归太朴，一笔
顷成万物空。”这是他的艺术观的真实写照，反
映出程十发尊重传统有不囿于传统的创造意
识，我自为我，自有我在的艺术语言，以及返璞
归真的理想追求，这无不反映出程十发的异于
一般艺术家的胆识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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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书法家协会
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名单
（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上接1-4版中缝）

九、教育与交流工作委

员会（12人）

主 任：张索

副主任：张信、周斌、祝成武

秘书长：崔树强

委员：

杨嘉麟 沈爱良 张 信

张 索 邵昃炯 周 斌

周正平 祝成武 高 榕

崔树强 葛华灵 燕 凯

十、老年书法工作委员

会（18人）

主 任：孙 敏

副主任：张培基、瞿志豪、

盛庆庆

秘书长：朱晓东

副秘书长：钱月龙

委员：

朱晓东 刘树人 孙 敏

吴 瓯 张培基 张遴骏

陆祖鹤 陈志浩 陈建平

周建国 周德音 钟家隆

钱月龙 徐建恒 唐建平

唐桂鹤 盛庆庆 瞿志豪

十一、青少年书法工作

委员会（18人）

主 任：郑振华

副主任：徐梅、李祖康、张财

秘书长（兼）：徐梅

副秘书长：徐秋林、孙建军

委员：

卢 玮 田新海 孙建军

花 汇 李祖康 吴寒松

张 财 陈 鹏 金良良

郑振华 顾东风 徐 梅

徐宏斌 徐秋林 翁慎言

龚皆兵 程 峰 糜晓鸣

十二、妇女书法工作委

员会（17人）

主 任：田文惠

副主任：胡卫平、陈红梅、

陈挺

秘书长：顾琴

副秘书长：康晴华

委员：

王文南 叶如兰 叶嘉沂

田文惠 吴 洁 吴雯婷

何 为 张 吉 张学津

陈 挺 陈红梅 周 延

胡卫平 施之博 顾 琴

梅丽君 康晴华

十三、出版与媒体推广

工作委员会（16人）

主 任：王立翔

副主任：管继平、黄孝虎、

孙稼阜

秘书长：李晨

委员：

王立翔 方存双 孙 晖

孙稼阜 李 晨 杨 勇

张恒烟 陈 彤 罗 宁

祝鸣华 徐海红 凌云之君

黄 淳 黄孝虎 董少校

管继平

十四、大型活动与志愿

者服务工作委员会（14人）

主 任：周敏浩

副主任：张伟舫、许思豪

陈彪

秘书长：马秋明

委员：

马秋明 王希忠 刘力群

许思豪 孙爱民 沈沪林

张伟舫 张凯发 张屏山

陈 彪 周敏浩 倪朝峰

曹溥公 戴玉辉

十五、园区与楼宇书法

工作委员会（13人）

主 任：顾士伟

副主任：杨继光、吕颂宪

朱涛

秘书长（兼）：朱涛

副秘书长：翁春元

委员：

左富根 吕颂宪 朱 涛

杨继光 吴良安 何柏青

沈振荣 张卫东（青浦）

赵正科 姜 涛 顾士伟

翁春元 彭敬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