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侬又不会刻鸟虫印！”
2006年夏，同门师兄此言从此

让我与鸟虫印结了缘，开始关注鸟
虫印的发展。

鸟虫印，篆刻者无人不知。其
笔画有蜿蜒盘曲，也有笔画如鸟形，
也有文字与鸟形融为一体。高贵华
丽，极富装饰性。

鸟虫印又是海上篆刻之骄傲，
因为当今鸟虫印大师出自上海。这
几位大师名号不用我说，业内人士
也都知晓，如雷贯耳。这几位大师
自我面貌强烈，印风各异，有精于布
局华丽富贵，有高古飘逸天趣溢然，
有鼎饰入印和美雅致。他们融古化
今成就了当今鸟虫印，为后人铺垫
了新的创作之路，开创了鸟虫印的
新局面，推动了鸟虫印风的发展，至
今仍有众多崇拜与仿效者。

大师之轶事也时常被人津津乐
道，曾有篆刻爱好者还问我，谁的影
响更大？谁的印更好？我喜欢
谁？……对于这些问题我只能一笑
而过，闭而不答。因为他们皆为我
师辈，我岂有妄加评判之胆，唯有敬
仰之心。

敬仰但决不迷信，不迷信更促
使我去思考，大师影响力太强有其
好，是否有其坏？鸟虫印的现状如何？……

据我观察，有！其坏在于刻鸟虫印者很难走出大师的阴
影。目前的状况是秉承大师印风者多，在大师印风基础上略变
其形者有之，仿古者多，少有不受大师与古人影响的。

我一贯主张古人与大师可学不可仿，我敬师崇古又喜创
新，因此我更敬佩那些能走出大师阴影且能形成自我印风的同
道。

海上小刀会张铭兄，治印工写两精，用刀爽辣，其鸟虫印线
条刚柔并济、似断非断的个人线条特征明显（我戏称美人细腰
身）。其鸟虫篆结体方圆交错，挪让有序，布局虚实有度，富贵
大气，完全摆脱了当今大师与传统的束缚，自成一体，张氏鸟虫
印可谓圈粉无数，我也是其粉丝之一。

谷甫兄，编辑出版《鸟虫篆字典》，又以鸟虫印闻名于印
坛。业界评论其印细致到鸟毛都刻出来了，此言褒贬且不论，
窃以为谷甫兄为鸟虫印的推广做了最基础的工作，因此书受益
者也很多。另外谷甫兄又能形成自我独一的印风实属不易。
无论其作品水平的高低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有个人印风者
远胜于仿古仿大师者。

鸟虫印的发展不仅需要大师，也需要我们这一代人的努
力，更需要新生代印人的发扬光大。

翻阅《首届上海篆刻展》作品集，我在新生代中也发现了鸟
虫印创作有自己新理念的印人，可喜。

沈飏，作品集中“受想行识”鸟虫印让我眼睛一亮，篆法让
人感受有青铜鼎器纹饰之意却无纹饰之具象，结体错落有致，
区别于其他印人的直接用鼎器纹饰入印的印式，构成自然，新
意显现，可惜只是单印，如能形成系列则更好。

吴颖，鸟虫印篆法独特且又能成系列。据我发现她的鸟虫
篆脱胎于瓦当“永受嘉福”，同时与大篆相融，演变为其个人之
法，面目一新。其不足之处在于篆法还略显繁琐，但其创新之
胆难能可贵。

2020年上海市第二届上海篆刻艺术展，又见吴颖入展，细
观其印，已改上届之繁琐，其篆法由战国单字古玺印“玺”字化
出自我，化繁为简，我谓其“圈鸟篆”。印风独一，古意且现代。
另外，线条也较上届老辣许多，难得。

以上仅为上海的老中青
印人，全国印坛善刻鸟虫印
的高手还有，但篇幅所限不
能在此逐一例举。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同
门师兄，您的“侬又不会刻鸟
虫印”，激发了我的好胜心，
逼出了我的大写意饕餮鸟虫
篆印系列，还入展 2008年的
全国第六届篆刻展……

你们想知道我要感谢的
这位同门师兄是谁吗？

下回找机会再告诉您！

金山是我们南社文人的发祥地，
南社很多社员都来自金山，我们张堰
就是南社的重镇，今天的南社纪念馆
就在张堰镇，那是以前南社社员、也曾
担任过南社书记的姚光故居。我虽不
是南社的研究专家，但由于爱好民国
文化，研究民国文人书法，而民国文人
中很多都和南社有关，因此也就涉猎
了一些南社社员的民国文人，有了这
个“南社文人朋友圈”的话题。当然虽
说是“朋友圈”，其实涉及的人也是很
有限的。不过我们可以通过有限的几
位社员，来了解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
代文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时代的状态
往往是跟大环境有关，而大环境则是
从每个人的小环境来体现，从一圈人
的生活状态体现。如果每个人都说出
自己的故事，大家的故事说好了，那么
这个时代的故事也就可以了。

南社的鼎盛时期有一千一百多个
社员，主要都集中于江南地域，江苏浙
江湖南广东等，其中江浙籍的社员最
多，而从具体的地方来说，那么吴江、
金山、嘉善等几处，也是社员较集中之
处。十年前我要写一篇关于南社的小
文章，就专程到金山张堰镇采访了一
下，当年承蒙姚昆遗先生亲自陪同我
来参观采访，姚昆遗先生即南社姚光
书记的幼子，如今也是八旬的耄耋老人了。

我们都知道，南社的主要创始人是三位：陈去病、高天
梅、柳亚子。同里的陈去病先生，又号陈巢南。他的故居在
同里镇的那条小河边上。如果说大家有兴趣到吴江同里去
游玩时，可以顺便去看一下陈去病的故居。通常游客都喜
欢往古镇里面钻，其实在还没进古镇时，沿左手的桥边顺着
小河走一段，大概百来米再一拐弯，就是陈去病的故居，这
里罩墙高筑，面街临河，河对岸即熙来人往的古镇闹市，所
以闹中取静，环境清幽。陈去病是我们的民主革命家，早期
同盟会会员。他也是近代的著名诗人，南社创始人之一。

第二位创始人就是我们金山张堰镇的高旭，即高天梅。
相对而言，高天梅年寿较短，他四十多岁就去世了。他也是一
位早期的革命家，著名的诗人。他曾经自称是“江南第一诗
人”，我印象中他有一首悼念“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一首
诗，谭嗣同变法失败，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从容就义，成为
近代中国为改革变法而流血牺牲的第一人。高天梅的五言绝
句，很简练：“砍头便砍头，男儿报国休。无魂人尽死，有血我
须流。”言简意赅，极有诗的气势与精神。我们通常以为诗是
要含蓄、要讲究用典，其实也未必，“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那首诗就不用典，流传了千古。其实诗是讲究一种时代精神
的，当年的文人宣传革命，诗就是鼓舞人们斗志的最好武器。
孔子云“诗可以兴”嘛！

高天梅的诗，他自称为“江南第一诗人”，柳亚子是挺不服
气的。柳亚子曾经有一首诗句嘲笑天梅，他说“自诩江南诗第
一，可怜竟与我同时”，意思是你自称江南诗是第一，但很不
幸，你和我生在同一个时代，那么你就不能称“江南第一”了。
这也是过去文人之间的玩笑，按理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但文人们偏偏也要争第一。过去文人不是有这样一首诗么：

“天下文章数三江，三江不如我家乡。我乡文章数我弟，我为
我弟改文章。”

绕了一大圈，天下文章还是我最厉害。
柳亚子是南社的第三位创始人，也是南社的灵魂人物。

大家都知道南社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柳亚子，后来他的地位也
最高。但为什么我们总把柳亚子排在创始人的第三呢？我想
也许是这三位创始人中，柳亚子最年轻，与前两位分别相差十
三岁和十岁。南社社员不也有社员编号么，陈去病是1号，高
天梅是2号，柳亚子则是3号。柳亚子是吴江黎里人，如今的
黎里古镇的老街上就有柳亚子纪念馆，可供游人瞻仰。

南社的成立是在110年前，1909年11月13日，苏州虎丘

张公祠的第一次雅集，宣告了南社的成立。取名南社来对抗
北庭，以文学鼓吹革命。南社的第一雅集留下了一张非常珍
贵也是非常著名的照片，就是在苏州虎丘的张公祠前所拍，当
时有17位社员参加了第一次雅集，如陈去病、柳亚子、朱少屏、
朱锡梁、庞树柏、陈陶遗、黄宾虹、蔡哲夫等，不过有两位社员
晚到，并未合影。但有两位非会员的嘉宾参加了合影，所以我
们看到的那张第一次雅集的集体照，仍为17人。照片中前排
席地而坐的有一位身穿黑衣就是柳亚子，而身为创始人之一
的高天梅则因故未参加第一次雅集。

其实南社自成立始，其中文人间的矛盾与纷争就一直存
在，有时观点不一，争论之后谁也说服不了谁，虽暂且因某一
方的让步而平息，而分歧依然存在，一旦有了新的触发点，矛
盾仍会爆发出来。譬如第一次雅集时，柳亚子就与蔡哲夫有
过关于唐宋诗的争论，只是当时并未发展而不了了之。然而
同样这个话题，到了1916年因姚鹓雏的文章“诱发”，则矛盾
终于激化而引发了一场“地震”。

近代文学家姚鹓雏，在南社文人中，名气虽敌不过柳亚
子等“一线人物”，但其文采风流，不仅精于诗词，也擅小说
和书法。1916年1月，姚鹓雏在《民国日报》上连载诗话，大
谈同光体之优，柳亚子看不惯了，则以诗回敬，极力贬低同
光体所尊崇的江西诗派。结果，先冒出个留洋归来的胡先
骕，后又有松江籍年轻诗人闻野鹤、朱鸳雏，纷纷出来写诗
撰文，与柳亚子论战。随着论战不断升级，措辞几成恶意攻
击了。姚鹓雏怕事情闹大影响了南社，自己则成“南社罪
人”，便写诗来调和。此时柳亚子正战得兴起，哪里拦得
住？他写诗骂鹓雏是“罪魁”，还以主任的名义，将几位与之
论战的社员开除出社。不料此举又引起更多社友的不满，
事情闹到如此，已难以收拾了。南社因此元气大伤，柳亚子
心灰意冷，不久便辞去了主任一职。将近二十年后，柳亚子
撰文专门回忆了这一段内讧纷争，并对自己驱逐社友一事
表示十分的后悔。

文人间的论战，若是不伤元气，待平静时终还可修复如
初。此事过去了三十多年后，柳亚子和姚鹓雏始终未再见过
面。但是当一九四九年后姚鹓雏“行年六十，体气已衰”时，致
信柳亚子请求帮助介绍到文管会或博物馆谋个职位时，柳亚
子不计前嫌，立马专门致函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同志，为老
友鼎力说项。柳亚子在给陈毅的信中称“姚君为南社诗人眉
目，与弟订交四十年，长于文学，其最近行履，则沈尹默、汪旭
初暨宗兄翼谋耆老皆知之綦详。甚盼我兄罗致之于上海文物

管理委员会或畀以图书、博物馆职务，
必不为羊公之鹤也。”

陈毅接信后自然很重视，立即交
当时的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落
实。未有一月时间，姚鹓雏不仅受聘
为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还出任
了松江县副县长，这自然和南社老友
柳亚子的力荐是分不开的。虽然当时
社已不存，人都星散，然而朋友间的友
情仍在，过去的那一段文字因缘，那一
段文人情怀，却是难以褪尽的。

南社的“朋友圈”内，有好多“骨
干”，皆来自金山的张堰镇。如文前
提到的高天梅，今天的张堰镇上，依
然还有他的故址，牛桥河边一条幽静
的小路，有一长排古旧的围墙，在一
石砌的门楣上，仍保留着当年所刻的
四个篆书“万梅花庐”，这便是高天梅
的斋号，如今楼虽不存，但树木宛在，
院落依然，巍峨高大的树冠探出墙
外，依稀仍透露出昔时大宅深院之盛
景。张堰镇还有一位被誉为“江南三
大儒”之一的高吹万先生，也是南社
耆宿，家近张堰的秦山，占地十亩，自
颜其居为闲闲山庄，取诗经“桑者闲
闲”意。据说吹万先生好客，有孔北
海之风，四方文朋诗友到他山庄，他
总是鸡黍款留，下榻旬月无妨。当年

南社社友黄宾虹就曾在闲闲山庄盘桓数时，还画了《闲闲山
庄图》，并题诗曰：“青浮螺影指秦山，天外烟霞夕照殷。记
得山庄堪入画，至今桑者自闲闲。”

其实高吹万和高天梅是叔侄关系，但年龄相仿，叔侄俩儿
时便一同玩耍，拜同一塾师读书，天梅反还年长一岁。在南社
时，吹万、天梅与柳亚子都极熟，诗酒唱还，形同兄弟。而天梅
和亚子虽为同学，但两人却各有自负的文人脾性，写诗也互不

“买账”，因此常因观点不同而争辩，亚子患有口吃，争论不过就
哭鼻子，或以退出南社相挟。隔日天梅只好再道歉、求和等
等。类似的故事朋友圈内经常发生，只要结局和好，它总是一
段有趣故事，文人佳话；若是最终闹掰，那么故事则成了“事
故”。当年南社柳亚子因纷争声明脱离南社时，群龙无首，大有
风消云散之况，此时就是张堰的姚光继任其事，重揽大局。姚
光号石子，乃高吹万之外甥，南社成立时，他即是最年轻的骨干
成员之一。故南社的主政者，所谓“前有柳亚子，后有姚石子”，
这南社“二子”，对南社的创设与维持，都是功不可没的。

如今张堰镇新建路的130号，便是姚光的故居，现辟为南
社纪念馆，三进二层的传统楼房，粉墙黛瓦，庭院回廊，皆已修
葺恢复旧观。有“怀旧楼”“自在室”“古欢堂”等，皆为姚石子
当年潜修读书之处。姚石子诗文之余，尤注重古代典籍及乡
邦文献的收藏与整理，辑刊有《金山艺文志》《金山诗文征》《松
江郡人遗诗》等多种。他待人宽厚，重义轻财，亲朋有急告贷，
倾囊相助，即便久借不还，他也从不索讨。后移居沪上巨鹿
路，检理什物时，借劵已有满满一箧，他索性默默付之一炬，再
也不提。姚石子身后留下藏书四万余册，其中不乏珍稀善本
和孤本，还有金石碑版图录等，子女们秉承家教，待新中国成
立，将诸多珍籍悉数捐献予上海文物保管会，为此还获得了陈
毅市长的嘉奖。

张堰镇的高、姚两大家族，世代书香，文人辈出。当时的
南社，是精英人士集聚的文化团体，高家一门就有九位社员，
前些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高锟，即是高吹万之嫡孙。多
年前我寻访张堰镇南社旧址时，在姚昆遗先生的引领下，还找
到了张堰镇上另一位新南社社员、著名文人书画家白蕉的故
址：新尚路16弄2号，然房屋陈旧，杂草断垣，已很难想像这里
曾是“‘二王’书法当今第一人”的白蕉住所。沧桑岁月，物是
人非，但地处一隅的小小张堰镇，有如此丰富的文人渊源，依
然让我震撼。昔时所谓“山因水转，地因人传”，如果加以挖
掘、整合并利用，我想，仅仅南社“朋友圈”的主题，就足以引来

“点赞”无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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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书家摭谭（四十三）——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孑民，生于

“书法之乡”浙江山阴（今绍兴）的笔飞弄。据其
《自写年谱》记述：“笔飞弄是笔飞坊中的一弄
……相传右军在此的时候，一老姥常求题扇。有
一日，右军不胜其烦，怒掷笔，笔飞去，这就是笔
飞名坊的缘故。”蔡元培 18岁以前不曾离开绍
兴，对故乡的秀丽山水备感自豪，对“邻居”王羲
之推崇备至。在《鲁迅全集·序》中，蔡元培引用
王羲之“行山阴道上，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令人
应接不暇”之句，赞扬故乡景色并说“有这种环
境，所以历代有著名的文学家、美术家，其中如王
逸少的书，陆放翁的诗，尤为永久流行的作品”。

“书法之乡”的文化氛围和科举教育对于书法的
重视，对蔡元培产生了深刻影响。蔡元培《自写
年谱》中有“六岁习字，先用描红法……进一步摹
写墨印或先生范本……再进一步临写，是选取名
人帖子，看熟了，在别纸上仿写出来”。蔡元培
早年师承黄山谷体。黄山谷即北宋文学家和书
法家黄庭坚，其行书不循常轨，张扬个性，如铁干
铜枝，似高峰奇石，以刚劲奇崛著称。蔡元培的
小篆写得甚好，《自写年谱》中云：“我的八股文是
用经、子中古字义、古句法凑成的，钱先生很赏
识；诗赋有时候全用小篆写的，王先生很赏识。”
钱先生即山阴书院的院长钱振常（钱玄同父亲）；
王先生即金石大家、善篆隶的稽山书院的院长王
继香。可见，从“书法之乡”走来的蔡元培，在自
己书法修炼和创作的同时，十分注重书法文化的
传承与弘扬。1917年末，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
蔡元培发起、组织了北大书法研究会，邀请沈尹

默为所长，聘请徐悲鸿等为书法研究会的导师。
1918年4月15日，蔡元培在其倡导设立的国立北
京美术学校开学式上专题演讲，指出“中国图画
与书法为缘，故善画者常善书”，希望学校“经费
扩张时，增设书法专科”，并商议北大书法研究会
附属于国立美术学校之事。蔡元培对弘扬中国
书法艺术具有积极作用，是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重
要影响的人物。蔡元培曾被毛泽东誉为“学界
泰斗、人世楷模”。

1901年夏，蔡元培到上海代理澄衷学堂校
长，不久即被聘为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
1902年，蔡元培同蒋智由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教
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 1903
年，蔡元培为抗拒俄国政府觊觎中国北方领土，
与上海反清革命志士以对俄同志会的名义办了

《俄事警闻》（后改《警钟日报》）。1904年，甲辰三
十年37岁时，他在上海组织建立了光复会。光
复会并入同盟会后，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
上海分会负责人。1907年赴德国留学，回国后
多活动与南京、北京等地。上海保存有蔡元培故
居，位于静安区华山路303弄16号（希尔顿饭店
斜对面），是一幢三层英式花园洋房，是蔡元培在
上海的最后一处住所，亦是国内保存最完好的一
处蔡元培故居。

马叙伦在《石屋续沈》中的记载也证明蔡元
培当时的字有点儿“异类”：“其（蔡元培）入翰林
也，试者得其卷大喜，评其文盛称之，而于其书法
则曰‘牛鬼蛇神’”。（见《石屋续沈》第 页）“牛鬼
蛇神”一词出自杜牧《李贺集序》，原喻李贺诗赋

的虚幻怪诞，此处指蔡元培的书法不矫揉造作，
体现个性，宁丑勿媚，古拙奇朴，冲破了宫廷书法
馆阁体的单一模式。作为清末翰林，蔡元培不拘
泥于靡弱死沉的馆阁体，使当时许多学者不解。
在北京大学一次宴会上，名流雅集，率直的钱玄
同几杯酒落肚，忽然冒失地问道：“蔡先生，前清
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
写得这样蹩脚，怎样能够考得翰林？”蔡先生不慌
不忙笑嘻嘻地答曰：“因为那年主考官最喜欢黄
庭坚的字，我少年时刚巧学过黄体，所以中试。”

中国著名书法家、兰亭书会名誉会长沈定庵
认为，蔡元培擅长楷书和行书，其风格一扫清代
科举制下书坛的清规戒律，以线条粗细自然变
化，用笔提按顿挫徐疾有致体现书法的节奏感，
书作上字结体往往左低右高，呈斜势，整体布局
虚实结合，疏密得当，通篇行气连贯，顾盼生姿，
自出机杼，独具个性。但至今尚未有专门的蔡元
培书法集问世，对其书法艺术的研究也很缺乏，
不能说这不是遗憾。

《近代书林品藻录》（第274页）云：“蔡元培
的书法，确实只能用两个字形容——拙劣。依我
个人偏见，蔡元培在笔法上与王安石有很多相似
之处，荒疏而鲁莽。一般人写字的缺点是草率，
而王安石与蔡元培却似乎是故意不把字写好的
样子，总之令人不快。”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和不
喜欢的权利，但用“拙劣”、“鲁莽”来概括蔡元培
的书法显然是“个人偏见”。虽然学养并不等于
书法，但如此学养深厚者，且中国现代美学思想
体系的建立者来说，怎可用“拙劣”、“鲁莽”言之？

上海市第二届篆刻艺术展获奖、入展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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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第二届篆刻艺术展共收到作品232
件，经过初评、复评、终评和现场测试，共评选出
优秀奖8件、提名奖10件，入展作品53件，获奖、
入展人选名单如下（按姓氏笔划排序）：

优秀奖（8名）
孔宪勇（松江区） 江 琨（黄浦区）
李新建（杨浦区） 杨祖柏（嘉定区）
徐清海（杨浦区） 高 榕（浦东新区）
高申杰（浦东新区） 董汉泽（闵行区）

提名奖（10名）
王兆钢（松江区） 伏道兴（浦东新区）
许耕硕（普陀区） 孙玉春（普陀区）
闵 青（嘉定区） 张东福（徐汇区）
陆宗盛（宝山区） 周建国（虹口区）
周斌峰（金山区） 程 俊（徐汇区）

入展作品（53名）
浦东新区（7名）

邓序之 李 飞 吴 颖 张 青 陈 才
季 溢 彭 磊

黄浦区（2名）
吴承斌 曹 云

静安区（1名）
曹 兵

徐汇区（1名）
张 宇

长宁区（3名）
李剑锋 沈张灯 金良良

普陀区（4名）
王大陆 冯映波 刘亚晴 李 唯

虹口区（4名）
叶 鑫 耿文霞 徐永松 鲁 峰

杨浦区（8名）
刘于惠 孙佩荣 杨永久 沈伟锦 张勤贤
夏 宇 矫 健 矫思偼

宝山区（3名）
马双喜 许非同 程建强

闵行区（9名）
王竞雪 冯 洁 沈爱良 张忆鸣 陈 磊
周子翔 姜熊烽 姚鹏云 樊伟民

嘉定区（1名）
顾 翔

金山区（2名）
沈 钰 盛兰军

松江区（4名）
王英鹏 朱氤鹏 陈 萍 蒋宇轩

青浦区（4名）
孙景宇 沈 飏 胡层华 黄志峰

第七届中国书法
兰亭奖征稿启事

（上接第1-4版中缝）

②著作、论文须提交

发表、出版原件。

③请在著作扉页和论

文首页显著位置用钢笔（毛

笔）楷书注明：投稿作者真

实姓名、性别、省份、身份证

号、会员证号（已批准入会

尚未办理会员证者可作说

明）、常用通讯地址、邮编、

联系电话（固定电话、手

机）。

④获奖、入选作者论

文发表杂志和著作由承办

方收藏。获奖作者须提供

1件不小于四尺整纸的作

品，入选作者须提交2件不

小于四尺整纸的作品交承

办方收藏。未获奖、未入选

作者的论文和著作退回。

（3）所有投稿作者均

须填写以下表格，连同投稿

作品一同寄出：

①投稿作者个人基本

信息表。

②书法创作投稿作者

须填写《参评作品信息表》

《书法创作成果表（中国书

法家协会主办展览）》《书法

创作成果表（非中国书法家

协会主办的专业展览，含个

人展览）》《相关书法领域

（创作以外）成果表》。

③理论投稿作者须填

写《参评著作、论文信息表》

《书法理论成果表（中国书

法家协会主办的论坛、讨论

会等）》《书法理论成果表

（非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

论坛、讨论会等）》《相关书

法领域（书法理论以外）成

果表》。

（4）投稿作者均须提

交能够证明所提供申报

信息真实性的材料复印

件。证明材料请使用 A4
纸打印、复印。评审结束

后，获奖、入选作者须提

交相关原件，组委会择取

展示。原件将在展览结

束后全部退回。

（5）本启事后附报名

表格，可复印使用，也可从

中国书法家协会网站（网址

为www.ccagov.com.cn）下

载。

（6）所有参评材料须

一次性寄出，承办方不接

收二次投寄作品。征稿

期间不办理换稿、退稿等

事宜。

（7）所有投稿作者免

收参评费。集体推荐作者

免收退稿费。个人投稿作

者退稿费每人 100元人民

币，其中邮寄、包装费 60
元，邮件保价费40元（保额

4000元），退稿费汇款单复

印件应会同作品一并寄

出。凡在投稿时未汇寄退

稿费的不予退稿。

三、时间安排

2021 年 1 月 31 日截

稿。截稿日期以当地邮戳

或快递公司受理日期为准，

拒收逾期投稿作品。

四、收稿及汇款地址

1.收稿地址：浙江省绍

兴市柯桥区兰亭书法博物

馆

邮 编：312045
收件人：陈 舸

联系电话：

0575-84010456
手机号码：

13575565952
2.退稿费请一律通过

邮局汇款，请勿在作品内夹

带现金。汇款时请在附言

上注明“兰亭奖退稿”，并注

明本人联系电话。

汇款地址：浙江省绍

兴市柯桥区兰亭书法博物

馆

邮 编：312045
收款人：程一高

联系电话：

15158231690

勘误：《上海书协通
讯》第 245 期第二版刊登
夏宇先生治印释文应为

“宜见贫苦”，特此更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