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意不能太随意，
更不能随便。
——乂庐杂言
这是我曾在朋友圈所晒杂言，是对创作写

意印之感悟。
创作写意印之印人，对写意印也各有理解，

各有其创作理念。对写意与写意印之定义比我
能说得更清楚之印人、学者多如牛毛，我在此再
作描述可谓多此一举，所以在此只想对写意印当
今之创作现象谈谈我之思考。

写意印虽分大写意印、小写意印，但从中却
又能因人而异细分出诸多不同印风。十几年前
我就曾研创写意饕餮鸟虫篆印，这几年开创之裂
变印、意象印及3D印更靠近大写意印。现在也
有人在创作写意古玺印风，窃以为日后各类写意
印风将会层出不穷。现喜欢与创作写意印的人
越多，证明人们审美水准在提高，这是非常可喜
的现象。但当今写意印创作却又存在令我难以
理解之现象，为此我一直在反思，为何现今写意
印会出现这些现象？也曾怀疑自己对写意印之
理解与创作理念是否不合当今写意印发展之潮
流，是否不合时宜，落伍了？

是何现象呢？近年来，我发现有不少“写意
印”，就我个人之理解并不是真正意义之“写
意”。其所谓写意，是打着写意之旗号随意乱刻
之作。其写意并不是着意注重表现神态和抒发
作者之意趣，不是“以意写之”，而是进入程式化
制作，同时仅用粗放草率之方式对待印文之形与
神，难以真正达到写意印之意境。窃以为当写意
印创作进入程式化，那离艺术则越来越远。如对
细节不讲究，其所想表现之大气、率真，在没了细节支撑后必成蛮野粗率之
貌，咀嚼无味。加之火气十足、韵味欠缺、古意全无、习气恶俗，实属粗糙之
作。此类写意印不知观者是否能接受，我个人则不敢苟同。

窃以为写意并非草率之作，而是稚拙率真之演绎，“写意”应具“工稳”
之功，“工稳”之精到，不仅印整体有气势且细微之处又精准耐品。真正好
的“写意印”应当有自己创作理念、有个性、有天趣且自我难仿又可细嚼耐
品之作。

记得有一年夏天，我去斧余堂会佩荣兄，正巧见到杨浦烟草的伟家兄，
伟家兄刻了方细朱文随形印，让我提意见，我说：“还是我来用刀走一遍
吧”，当我修好印，钤出印蜕，伟家兄看后很是惊讶，说道“不一样，改得妙！
没想到！我以前只知道你是刻写意印的，很多人也只知你是刻写意印，你
今不动刀，我真没想到你还能有这一手，你不去说，别人还真不知道……”
我也曾在篆刻讲座现场演示如何刻制细如发丝、粗细一致曲直线及相对平
行之曲直组线，同时，也展示了我所刻工稳印，观者之感受同样如此。在之
前，有许多人一直以为我是瞎刻刻的。哈哈……

“写意”看似“随意”而为，实乃有意经营为之，印之布局乃至每条线，每
个细微之点皆有意为之，写意印最精妙之经营在于看不出其有意经营之
迹。 而目前诸多写意印却程式化严重，细节、古意缺失。诸多印人用草率
之”写意”当成缺乏坚实传统功夫、躲避批评之遮羞布，印之草率与不严谨，
造成常人之误解，以为“写意印”可随便刻之且毫无功夫可言。

写意印功夫缺失的同时，写意无“意”，无艺术思想可言，紧跟流行风以
外还有以传承传统为借口仿古仿流派印仿名家前贤（如果仿得形神兼备，
那我也佩服，但其实仅为貌近似而神失），毫无个人印风可言。写意印发展
成如此，那还是艺术创作吗？那不成山寨仿制了吗？

如此写意印层出不穷大行其道，入展获奖，我真难以理解。是喜？是
悲？是审美缺失？是展览评委所致？是无分辩之能？是无奈跟风？还是
其他？……

今后写意印发展方向在
哪？

诸多疑问难有标准答
案，我个人也只能为之胡猜乱
想。

上述反思与所议乃个人
对写意印一知半解所致，同时
也受自我审美爱好及创作理
念之限，因此拙文所言必有偏
颇与不当之处，在此，我真诚
接受印友之板砖，同时恳请同
道切莫对号入座。

陈从周先生是古建筑园林的专家，这是他最著
名的“标签”，无人不知。

其实陈从周喜欢古代建筑倒是凭自己的爱好，
并无专业的背景。早年他是之江大学国文系毕业
的才子，先后在一些中学任国文老师，那时的陈从
周三十来岁，才情勃发，诗书画俱能，在上海经方介
堪之介，还拜了张大千为师。而立之年，他就在上
海永安公司举办首个个人书画展，张大千为之题了

“门人陈从周画展”，等于向世人宣告认可这位入室
弟子。至于走上建筑之路也是一种缘，陈从周受聘
于圣约翰附中教国文时，认识了圣约翰大学建筑系
主任黄作燊教授。黄教授了解了他业余对中国建
筑学的兴趣和研究后，大为赏识，便请他到圣约翰
大学来教授中国建筑史，从此，陈从周就弃国文而
改教建筑也。

不过，以陈从周这样的艺术天分和人文素养，
他从事建筑研究，注定就会远高于常人。如果没有
艺术的灵性，没有诗化的语言，建筑就只是一幢楼
房，园林也只能算是花圃林场，毫无气韵可言。深受
传统文化浸润的陈从周，非常注重这方面，然而后来
的时代似乎偏不讲究这个。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
之江大学、圣约翰大学建筑系与交通大学、同济大学
土木系合并组建同济大学建筑系，陈从周其实很反
感这种把文理完全割裂的调整，然大势所趋，他亦无
能为力。同济大学建筑系属于理工科专业，学生们
大多只会机械制图，也不谈什么“气韵”或“意境”，陈
从周曾提出考他的研究生要加试一门“百科知识”，
也被校方以“学理工科的不必要如此”加以否决，气
得他只能感叹“没文化”了。

尽管陈从周先生是大师级的专家，然而对建筑我们也
不懂，纯属外行，所以关注他更多的，倒是他在文学艺术方
面的成就。陈从周编著的第一本书是《徐志摩年谱》，那是
他一九四八年就出版刊行的“处女作”。一九八一年上海
书店影印再版，我也买了一本，售价仅五毛钱，海宁张宗祥
题写的书名，装帧很是简陋。但是千万别小看这薄薄的一
本册子，却是了解和研究徐志摩的必读资料。陈从周少年
时就在课本上读过徐志摩的诗文，印象深刻。二十五岁
时，他和海宁的名门闺秀蒋定成婚，这蒋定就是徐志摩姑
母的女儿，所以徐志摩就成了他的内表兄了。自那时起，
陈从周便开始留心徐志摩的事迹，搜集徐志摩的资料。正
好志摩的公子徐积锴和母亲张幼仪其时就住在上海华山
路，距他就职的圣约翰大学不远，而且张幼仪及徐积锴的
夫人闲时还跟陈从周学画，所以陈从周每隔三五天就会来
到徐家，关系非同一般。张幼仪将有关徐志摩的遗物，大
多送给了陈从周作研究保留，其中甚至包括他们的离婚证
书，以及徐志摩飞机失事时的电报……陈从周原本是准备
写徐志摩传记的，后来根据翔实的资料先做了个年谱，这
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了，之后海内外研究徐志摩，都绕
不开他的这本书。

至于在书画上的名气，陈从周似乎也不小。尤其是上
世纪八十年代后，我们经常可在报章和展览会上欣赏到陈
先生的书画，他的画，以兰竹花鸟为主，也兼山水人物，所
作均简约疏落，空灵澹远，有文人意，也有金石气。他的书
法，比起他的国画来似乎更佳，擅楷书和行草，尤精于行楷
一路，如其代表著《说园》一书，其后两页“后记”，即他自己
以一手精妙的行楷小字抄录，结体章法均堪称一流。其楷
书也许是先学晋唐，再学赵董，风流蕴藉，不输前人。除了
上海，我们在苏杭一带的风景名胜、酒店茶楼，经常能欣赏

到陈从周先生的题匾，我印象较深的如上海的“老正兴菜
馆”，如皋的“水绘园”等，都是陈先生的手笔，楷中带有行
意，笔力中含有书卷气。

二十多年前，我时常听同道一壶兄说起的一桩遗憾
事，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一个爱好书法的小年轻身份，
获得陈从周先生的指教。承陈先生的厚爱，曾为之绘了一
把成扇，陈先生画的是一幅他所擅长的竹石图，而另一面
则是一壶兄早年的老师、素有“曹全圣手”潘勤孟先生题写
的隶书，一面书一面画，堪称合璧。可是年少时并不懂得
如何珍惜，一壶兄一次骑车外出时，将扇子放在自行车的
网兜里，一路游玩后回家，突然发现网兜里空空如也，扇子
不知何时，早已从缝隙中滑落了。他大惊失色，按出行的
原路再次往返寻找了一遍，仍不见扇子踪影，估计不知被
哪位老妪捡回生煤球炉去了……从此，这事成了他心中永
远的痛，每每提及，都会长吁短叹，懊恼不已。

当时我听了一壶兄的故事，总是既羡慕又惋惜。羡慕
的是他小小年纪就和大师“白相”，还能得到一把扇子；惋
惜的是宝物得而复失，却没能再失而复得。几年前我也有
幸得藏了一通陈从周先生的信札，当然，我是花钱求得的，
虽怀疑其中似有缺页，但由于此札附带实寄信封，也算是

“不足之美”了。
根据邮戳看，此信是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发出，

寄给北京自然科学技术史研究所张驭寰同志的。张驭寰，
吉林省舒兰县人，中国古代建筑史学专家。他一九四五年
考取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建筑系，这就是梁思成当年创办
的建筑系。五十年代张驭寰报考清华大学梁思成先生的
研究生，深受梁的赏识，后把他调入中国科学院，专门从事
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这封信很有可能是他们在编写

《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的背景下所写，一九七八年，中国
建筑学会正式成立了“建筑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陈从

周是副主任委员，张驭寰和信中提到的“老喻”（喻维
国），都是该会委员，也都是这一本巨著的分撰作
者。且看信札的开头内容，并无称谓，或许前面还有
一页，其余如下：

苏州冒大雪干，已返沪。车挤几至无法插脚。
石构建筑原稿不存，无法改，望将稿寄下。我于石构
部分可说不管了，有老喻去做编审，他们办了，水平
有限，只能让贤矣！

前寄论文集二稿，如不能用，寄还。同济学报亦
要稿件。未知何日出版。总之，对技术史心有余力
不作（足）未大才也。

～～
从周 同济新村347/1

此信不拘绳墨，浓淡枯湿，以行草书一气呵
成，总体章法疏阔，顾盼生姿，是尺牍书法中“无意
佳乃佳”的典范。细读此札，可能说的是要修改关
于“石构建筑”这部分的稿子，但陈从周似乎不愿
改，并带有抱怨和“掼纱帽”的语气，故自嘲“水平
有限，只能让贤矣！”难怪此信带有明显的情绪，故
写得快速随意，也不太讲究遣词造句和书信中常
用的客套，就连最后的两字“敬语”，也潦草得令我
难以辨识也。

张驭寰与陈从周，虽同为“中国建筑学会”的成
员，然而从他们的年谱行迹来看，似无太多的交集。
若说起来，他们倒都是梁思成的弟子，当然张驭寰应
为“嫡传”，而陈从周只能算是“私淑”。不过，只要刻

苦钻研，“私淑”也照样可以取得“真经”。陈从周最早自学
古建筑时，就是靠梁思成的一本《清式营造则例》启蒙的。
后来他遇见了梁先生，依然能一字不漏地大段大段背出此
书的内容，顿时令梁思成刮目相待。尽管梁先生待陈很客
气，从未以老师自居，而陈从周在前辈建筑大师面前则更
多的是执弟子礼。据陈从周回忆，一九七二年一月梁思成
病逝时，陈从周正在安徽歙县的“五七干校”劳动，当他从
报上得知消息后，立马想发一条电报去。然“工宣队”不同
意。陈说“梁先生是我的老师，老师死了，不表示哀思，那
以后父母死了难道都可以不顾么？”饶舌了许久，才勉强被
允。于是陈从周不顾正患胃出血症的身体，连夜沿着崎岖
的山道，步行数小时才来到县城，终于发出了这一份艰难
痛苦的唁电……

陈从周先生的为人处世，很有自己的个性，遇事不平
则鸣，说话有时也常常会得罪人，我们从这封信札中似也
能看出一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以苏州网师园中的明
式小院殿春簃为蓝本，成功移筑到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
馆，取名为“明轩”，开创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输出”之先
河，当时在美国曾引起了轰动。后有人看到他策划设计的

“明轩”很成功，想让他再做几个，则遭到他的断然拒绝。
因为陈从周的园林建筑是作为真正艺术来思考的，他说艺
术创作不是简单地复制，否则你当我是“泥水匠”吗？

“书生只合闲中老”，是陈从周写给贝聿铭的诗句，然
真正要做到“闲中老”，却很不容易，而像陈从周这样有脾
气、有性格的书生就更难了。据说陈从周先生肝火很旺，
即便是晚年也时常生气发火，不断地对不平事而呼吁而抗
争，以致他最终也因肝病夺走了生命。其实有的人一生就
是喜欢抗争，不甘屈服，如果哪天变得平静了，那基本也就
躺下了。至于“书生只合闲中老”，或是什么“惯看秋月春
风”，对有些人而言，仅仅只是写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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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书家摭谭（四十二）——罗振玉
罗振玉是一位中外闻名的甲骨文专家。河

南安阳人至今十分感激罗振玉，称他为“让安阳
光耀天下的学者”。1908年，罗振玉在学界率先
确定甲骨文出自河南安阳小屯村，并立即派弟
弟罗振常前去求购，后来又亲自前往安阳实地
考察，先后搜集到近二万片甲骨，并出版系列著
作，成为甲骨文研究四大家之一。但殊不知罗
振玉还是一位农学家，是中国现代农学的开拓
者。罗振玉在上海就是以农学起步的。罗振玉
三十一岁时（1897年）与邑人蒋伯斧合作，离淮
赴沪创办“学农社”，同年创刊《农学报》，“购欧
美日本农书，移译以资考究”。这是罗振玉的第
一次寓沪。1900年秋，罗振玉应湖广总督张之
洞的聘请，至武昌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
堂监督。

1901年，盛宣怀筹议设立东文学堂，沈曾植
推荐罗振玉任东文学堂监督。“东文学社”设于
上海新马路梅幅里，在江、浙一带广为招生，聘
请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官员任教，专门培养日
语翻译人才，王国维便是东文学社诸生中的佼
佼者。1902年又任上海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校
长。这是罗振玉的第二次寓沪，约3年时间。次
年十月，应两广总督岑春煊之召，充任两粤教育
顾问而离沪。此后便在南京、北京、日本、旅顺
等各地活动。1914年，随罗振玉由日本回国后，
遂挚眷寓居上海汉口路，以开设《蟫隐庐》书店
为业，又有这第三次短暂的寓沪时间。1937年3
月，因病辞官，退居旅顺。1940年5月14日卒于
辽宁旅顺。

罗振玉（1866—1940），字式如、叔蕴、叔言，
号雪堂，晚号贞松老人、松翁。祖籍为浙江省上
虞县永丰乡，出生在江苏省淮安县一个旧式书
商之家。著名的考古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
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教育家、古文字学家，
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对中国科学、文化、

学术颇有贡献，保存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从事甲
骨文字的研究与传播、整理敦煌文卷、开展汉晋
木简的考究、倡导古明器研究。他一生著作达
189种，校刊书籍642种。罗振玉早年曾在江西
一个姓丘的绅士家教书。这位绅士是一位藏书
家，在罗振玉来家教书的第三年突然去世。对
藏书一无所知的女东家要给罗振玉这一年的束
修，罗振玉坚持不要，并十分沉痛地说，还是把
这些钱用在主人的奠仪上吧。罗振玉表示，想
留下东家的几件旧书和字画，以作纪念。女东
家被罗振玉的态度所感动，认为罗振玉的心眼
好，就让罗振玉自己去藏书楼任意挑选。于是
书商之子罗振玉就在东家的藏书楼上选出来百
余卷唐人写的经卷，数百件唐宋元明的字画，装
了几大筐，满载而归。由此奠定了他后来成为
著名的古玩字画商和鉴定家的基础。

罗振玉本来就精于书法，真、行、篆、隶无所
不擅，他于《石鼓文》《秦诏铭》《张迁碑》《石门
颂》《孔宙碑》《颜勤礼碑》《化度寺碑》等都下过
极深的工夫。自中年后见到殷墟契文，兴味大
增，于是师法为之一变，由篆而人甲骨，不断临
写揣摩，终于开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甲骨文书
法。罗振玉书写的甲骨文书法，并不真的以龟
甲兽骨上的锲刻线条为模仿，纤细且每每以出
锋书之，而是参以中锋篆法，圆劲隽秀，紧密工
稳，端庄严整。深厚的书学功力以及博大的学
问根底，使得罗氏由篆隶向契文书法转型时似
乎显得游刃有余。今天我们观其开创的甲骨文
书法作品，既有浓厚的金石韵味，又有风格清
雅、淳正的书卷气，其线条多方折、简约，然不失
一种古朴的装饰美感，实在无愧于“甲骨书法第
一人”的称誉。当今各大书展，乃至书法杂志，
频频有甲骨文作品出现。现代人书写甲骨文，
多是在前人成果上进行的，有的甚至直接抄袭
前人。罗振玉的时代，要写甲骨文书法，一切都

是从头开始。罗振玉搜罗甲骨文两三万片，他
当时利用有限的甲骨文，集成了一百七十多副
楹联，从而将古奥难识的甲骨文，引向书法艺术
的殿堂，把它们向社会推广开来。

罗振玉的书法创作，是建立在金石学、文字
学、碑帖版本学基础之上，在近现代书法史上，
很少有人能与他比肩。他谨守儒家的中和之
美，传布当时新出土新发现大的书法史料，最早
用毛笔临习甲骨文，并进行书法创作的一代大
家。罗振玉真行隶篆皆工，真书学颜真卿，隶书
习汉碑，行书字体修长，个性较突出；篆书除甲
骨文外，学《石鼓文》和金文，以甲骨文成就最
高。他的书法中，我们看不到放纵恣肆的痕迹，
有的只是老成持重、法度谨严、一笔不苟又充满
书卷气息。由于甲骨文是契刻文字，还有刀刻
工具的特性，许多笔画都有尖锐的字口，不少书
写者便模拟这种效果。然而，临摹者的亦步亦
趋，使毛笔成书写的附庸，而毛笔本身书写的意
趣，则为识见浅薄的书写者所忽略。但罗振玉
作为书法大家，决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作为
文字学家，让他在书法创作上左右逢源，他常常
把大篆笔法，应用到甲骨文书写当中。甲骨文
书写契刻，除了瘦劲的精神之外，罗振玉更注重
毛笔字笔法的笔意，也就是软笔书写情趣。在
他的楹联当中，除了坚挺遒劲的主笔外，辅以略
轻松的笔调，墨的枯湿变化很微妙。他的甲骨
文书法，在软笔与硬刀、契刻与书写，在阴阳刚
柔之际，体现出古老与现代之结合。这一切创
造性地体现出，书家对甲骨文书法的良好驾驭
能力。

罗振玉的篆刻艺术总体上古雅平淡、文气
弥漫，有一种既包含严谨的法度又不失灵动的
书卷气息。马国权先生在《近代印人传》中说：

“雪堂早以印名，唯规模古玺汉印而自出机杼，
不屑步趋明清以来流派，古趣盎然，远去时俗。”

第28届上海市青少年
书法篆刻展获奖、入展名单

一等奖（6名）

小幼组（3名）
普陀区 任星怡
宝山区 杨昕怡
松江区 刘恪圩

中学组（3名）
浦东新区 严善翔
宝 山 区 蔡阳宇
青 浦 区 郑子谦

二等奖（16名）

小幼组（8名）
浦东新区（1名） 邱依铖
黄 浦 区（2名） 王颜卿

胡恺文
静 安 区（1名） 吴 悠
杨 浦 区（1名） 林乐茜
宝 山 区（1名） 姚馨语
闵 行 区（2名） 张馨元

唐振原
中学组（8名）

浦东新区（3名） 吴思远
钟黄婷
徐伟艺

静 安 区（1名） 周欣怡
普 陀 区（2名） 金恩露

浦茜晶
杨 浦 区（1名） 赵致菀
宝 山 区（1名） 杜雨文

三等奖（18名）

小幼组（10名）
浦东新区（1名） 钱千晶
徐 汇 区（2名） 严育华

冯悦珂

普 陀 区（3名） 李桐钰
奚 悦
康可赟

宝 山 区（1名） 王辰禹
闵 行 区（1名） 陈梦婕
金 山 区（1名） 鲁佳华
松 江 区（1名） 吴思宇

中学组（8名）
浦东新区（1名） 傅翼雯
静 安 区（1名） 林显智
徐 汇 区（2名） 冯嘉筠

吴沁颖
杨 浦 区（1名） 朱语彤
宝 山 区（1名） 孙诗吟
奉 贤 区（2名） 杨靖萱

郑志伟

入展名单（共110名）

浦东新区（25名）
小幼组（19名）

丁紫玥 王淑媛 史怀哲
朱宏宽 朱博天 刘小晗
刘译鸿 杨中泽 张峻瑜
张倚龙 张倚霖 张宸嘉
陆宸轩 陈铭璋 徐嘉妤
高慧翀 崔翰文 谢舒然
戴可馨

中学组（6名）
李思沁 张涵玥 金添悦
胡佳妮 贺帅淇 高子傲

黄浦区（1名）
中学组（1名） 郭羽伦

静安区（5名）
小幼组（1名） 李云山
中学组（4名） 门浩天 文凯欣

沈淑媛 张 烨

徐汇区（10名）
小幼组（3名）

夏苑霏 董浩轩 潘佳尧
中学组（7名）

谷泽远 陈 歆 陈子楠
陈彦杰 赵子涵 施逸德
戴淑琦

长宁区（1名）
小幼组（1名） 张添钰

普陀区（7名）
小幼组（5名）

肖姝妍 陈思缘 施成缘
潘华夏 潘琦雯
中学组（2名） 施文蕊 潘天玥

虹口区（3名）
小幼组（1名） 陈 玥
中学组（2名） 苏 慧 张轶如

杨浦区（8名）
小幼组（4名） 卞丞骏 方韵涵

顾汐昀 顾晨宇
中学组（4名） 王琪涵 乐昀松

张静蓉 姜韩宇
宝山区（6名）

小幼组（2名） 李宸隆 张宁远
中学组（4名） 王鑫宇 卢秋妍

吕贝怡 徐晓荷
闵行区（19人）
小幼组（11名）

于子轩 艾奕宸 刘轩霆
刘籽玥 肖若霖 陈姝含
陈璐菲 俞茗蓁 俞翔天
倪凡茜 黄佳欢

中学组（8名）
王艺淇 王李翔 吴沫萱
张天韵 张翌冉 陈心怡
孟恩宇 顾宇渊

（下转2-3版中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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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版）
嘉定区（2名）
小幼组（2名）

吴锦寅 沈熙妍
金山区（2名）
小幼组（1名）

何泓辰
中学组（1名）

杨芮琪
松江区（13名）
小幼组（8名）

毛艺霖 刘钰尧 李方祎
姚雨涵 高明轩 董笑寒
路子沐 瞿承恩

中学组（5名）
于原苏 张伊冉 金欣怡
施晟旭 高歆洁

青浦区（5名）
小幼组（1名）

徐子悦
中学组（4名）

刘晓天 李昱辰 俞敏婧
沈楷杰

奉贤区（3名）
小幼组（1名）

王梓瑞
中学组（2名）

孙仕妍 金雯佳

入选名单（共141名）
详见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微
信订阅号

优秀组织奖获奖名单
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徐汇区西南位育中学
普陀区长征中心小学
杨浦区少年宫
杨浦区同济小学
闵行区七宝镇明强小学
松江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松江区民乐学校
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
奉贤区洪庙中学

优秀指导教师获奖名单
丁沪东（浦东新区）、陈
才（浦东新区）、郑继波（黄
浦区）、贾红坡（黄浦区）、
侯少楠（普陀区）、朱官华
（杨浦区）、田新海（宝山
区）、郑小云（宝山区）、张
炜羽（嘉定区）、张 斌（松
江区）

（上接第1版）
一、参赛要求
1. 参赛对象
年满18周岁的中国公

民及海外华人
2. 投稿方式
在作品背后右下方用

铅笔正楷注明相关信息，包
括作者真实姓名、性别、身份
证号、常用通讯地址、邮编、
联系电话（固定电话、手机）、
作品名称、是否退稿。所有
投稿作品请一律附释文。

3. 作品要求
投稿作品不限书体，

每人限投一件。作品内容、
作品规格、书写材料，详见
上海书协微信订阅号及官
方网站。

二、奖项设置及待遇
共评出一等奖2名、二

等奖4名、三等奖6名、入展
100名。其中一等奖每名
奖励50000元人民币、二等
奖每名奖励 20000元人民
币、三等奖每名奖励10000
元人民币，入展作者每名奖
励1000元人民币。以上均
为税前金额。上海地区非
上海书协会员作者入展可
作为加入上海市书法家协
会资格条件一次。

三、征稿日期
本启事自公布之日起

征稿，截稿日期为2020年9
月15日，以当地邮戳为准。

四、收稿及汇款地址
退稿费一律通过邮局汇款。
汇款时请在附言上注明：首
届“张弼杯”书法篆刻大赛，
并注明本人联系电话。

收件（汇款）地址：上海
市奉贤区南桥路 333号奉
贤区文联
邮政编码：201499

收件人：吴雯婷
13636438011

收款人：鞠翠燕
13564231210

五、请登录上海市书
法家协会官网、微信订阅号
下载填写投稿登记表。

首届“张弼杯”书法篆刻
大赛征稿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