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屏随篆刻作品需展示而形成，随篆刻
展览之发展而发展。印屏创（制）作与篆刻
创作已很难分割，印屏创（制）作更是印人之
必备技能。

我第一次制作印屏是在1978年秋天，那
时我在永兴路的上海闸北区少年宫（已拆
除）学习篆刻，指导老师是邓散木入室弟子
叶隐谷先生，学习散木印风。每周有一天下
午去少年宫学习，当时少年宫大楼进门之大
厅两侧墙体设制了展示橱窗，主要用于展示
学员学艺及与外宾参观交流的之成果（当时
少年宫每隔一周有一次接待外宾参观交流
之任务，学员在学习同时还须接待外宾参观
并与之互动交流）。因学篆刻仅我一人，我
又较认真，少年宫为鼓励我，特意让我做幅
四尺开四竖式之篆刻印屏放置橱窗展示，印
屏只粘贴了印蜕，无边款，当时叶隐谷先生
还特为此题了“夏宇印痕”签条粘于印屏右
上角作为鼓励，此处女作现已不知去向，很
是遗憾！

话说印屏题签，现都以自题为主，也有
请名家为己题之，但以往都流行请老师或名
家题签（老师与名家：也不收费），如老师与名
家能为你题，那是对你的鼓励与提携，能得
到老师之题签实属幸事。如老师是评委，那
该老师所题之签必为这印屏入展增加砝码，
提高入展机率，会占优不少。现投展要求自
已题签，其他投展规定也随着展览需要而逐
渐被量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印屏的审美取向变化。

隐约记得1988年“全国首届篆刻艺术展”对投展印屏的要求是四尺
开三，入展印屏多为白宣加题签，题签鲜有用色纸，边款少有多面款，我
入展的印屏形式也很简单，总之当时完全不需要像现在这样下足功夫
地制作印屏。

如今，印屏已从简单的白宣粘贴印蜕及少量边款加题签发展到印
屏色纸拼接、模版印刷，墨拓、四面边款，封泥，更有甚者边款全形拓，有
小楷题跋……印屏在发展，固然是件好事；但我也发现当今之印屏制作
存在多模板化、多工艺化、多四面边款、多封泥，然有创意者少、艺术性
少、原印原拓少、尺寸与形式变化少。

窃以为印屏创作也是艺术创作，印屏也是艺术品，上述几多几少已
影响到印屏的艺术价值。印人为了符合投稿要求及迎合评委的审美而
竭力表现自己印屏制作功夫，满屏皆是四面边款（边款是否有艺术性且
不议）、墨拓、封泥，粘贴方法又约定俗成化，另外印屏上的印蜕与边款等
都以粘贴为主，而非原拓原钤，粘贴不妥易导致印蜕边款等脱落，严重影
响到印屏的完整性与完美性。

如今印屏创作俨然成了制造加工——工艺化拼接、套用印屏模
板。四面款赘饰、墨拓、封泥如黑膏药一样贴满印屏——形式单一化，
美感何来？这种趋势催生了越来越多的印屏制作技术活，印屏的艺术
性却随之减弱。印屏发展至今，让印人连连为拓边款制作印屏所累，全
然感受不到创作印屏的乐趣。

我为此反思，印屏既已成为与篆刻共生存的艺术形式，其价值难道
仅仅在于展示吗？这样的印屏还算艺术作品吗？印屏创作能否摈弃各
种约定俗成的标准？能否抛开诸多条条框框？为什么印屏上一定要放
置这么多印蜕、边款等？印人是否能自我解放扩大印屏的创作空间？
是否能赋予印屏更高的艺术性和个性化的艺术语言？……

反思引发我为之探索，也就有了“夏式印屏”，但“夏式印屏”还存有
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不过探索，让我发现了更多的可能性。窃以为没有
探索就没有进步，探索可能会失败，但决不能惧怕失败。如果怀着这也
不行，那也不行的心态，那还有什么可行？

前几日，杨浦书协篆刻委主办的“秋韵江南——篆刻书法小品邀请
展”，以一人一印为展览形式的新印
屏就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我坚信还会有很多的印人在为
此思考与探索，他们思考角度与探索
的方向可能会与我不尽相同。我之
反思与探索仅为抛砖引玉，真心希望
有更多的同道能突破约定俗成的制
约，让印屏的新形式层出不穷，也祈
盼能在国展省（市）展中观摩到更多
更有个性更有艺术性的印屏。

印屏不一定只能这样！应该还
能那样！

江阴澄江镇的“刘氏三杰”，即刘半农、刘天
华、刘北茂三兄弟，乃民国以来杰出的文学家和音
乐家。说起他们的身世，倒也有一点特别：三兄弟
的祖父英年早逝，祖母膝下无儿，则从丈夫的堂兄
家过继了一名男孩，取名刘宝珊，并以微薄的收入
供其读书。又一年冬天，祖母外出，忽闻河边有婴
儿啼哭，老妇人闻声寻去，原来是一名被裹得严严
实实的女弃婴，祖母心善，当即抱回家抚养，之后
则成了刘家的童养媳。待刘宝珊长大成亲，夫妇
俩先后生育了三个儿子，不料皆成大才，其中尤以
刘半农最为著名。

刘半农少年时就聪慧过人，六岁则能咏诗做
对子。十六岁以江阴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常州府
中学堂，在学堂读书时成绩优异，常以作文第一而
获嘉奖。辛亥革命爆发，学堂停办，刘半农中学辍
学，他做教员，当编辑，后又来到了上海，结识了鸳
鸯蝴蝶派作家徐半梅，在徐先生的启发帮助下，他
也开始以“伴侬”的笔名搞翻译，写小说，从此走上
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那时的上海文坛非常热闹，报刊林立，刘半农
大有用武之地。他先后在《时事新报》、《小说界》
等刊物发表四十多篇翻译或创作的小说，将小仲
马、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推介到中国
读者面前，不多时，“江阴才子”的声名鹊起，很快
就引起文坛的关注。所以当蔡元培破格聘任他担
任北京大学预科国文教授时，刘半农仅是一位三
十岁不到的中学肄业生。

在陈独秀以《新青年》鼓吹文学革命时，刘半
农是一名“大将”，倡导白话文，与人论辩，写新诗
等等，周作人赞他是“五四”运动的新力军，没有比
他更出力的了。我们今天最能记住他的功绩，就
是他发明了一个“她”字。须知在之前我们的文字
里，是没有“她”的，一切的第三人称，皆以“他”字
统称。如今的“她”已经被普遍接受，成了我们汉语中不可
或缺的常用字。

不过正当刘半农跟着陈独秀和胡适大力提倡“新文化
运动”时，还是有人要提他的早年“出身”，讥讽他没有学历，
不过是写写才子佳人式的“礼拜六派”（鸳鸯蝴蝶派）作家，
又有啥资格谈文学革命？刘半农一气之下去了欧洲留学六
年，并在法国获了个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个获得以
外国国家名义授予的最高学衔的中国人。那时他三十四岁
（一九二五年），他在回国的海轮上，写下了著名诗作《教我
如何不想她》。

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
我的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

……
《教我如何不想她》这首名诗，经好友赵元任谱曲后而

广为传唱，成了“五四”以来非常著名的一首歌。据说此歌
传唱出名后，刘半农在一晚会活动上，曾被“隆重”邀出上台
亮相，当一位美女粉丝发现作者原来只是一老头，竟毫无掩
饰了自己的失望。为此，刘还专门写了一首打油诗：“教我
如何不想她，可否相共喝杯茶？原来这样一老朽，教我如何
再想他？”刘半农就是这样一位爱写打油诗的幽默学者，他
甚至有个斋号就叫“桐花芝豆堂”，取梧桐子、花生、芝麻、大
豆各一，盖因此四物都能打油也。

刘半农先生的才能是多方面的，诗歌、散文、语言音韵
学上均有成就，除了专业的学术研究外，音乐、摄影、书画等
都有涉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摄影，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
代，他出版了一本《半农谈影》，可谓是我国第一部探讨摄影
艺术的专著。至于书法，他虽没有专文论述，但出手却相当

不俗。中华书局收藏出版的《现代名人书信手迹》中，就有
刘半农九通书札影印，其中有一通刘半农致陆费逵的信，这
封短短百余字的书札写在两页一百格乌丝栏的自制笺纸
上，书体则采用工整的晋唐“写经体”，一笔不苟。所谓的

“写经体”则是指汉魏以后，民间书匠在抄写经书时，为了快
速书写，便将汉代盛行的隶书加以简化，省却了起笔的回锋
和转折，保留了收笔重捺的隶意，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了这
种别具一格的带有隶书笔意的楷体——写经体。像半农
先生的这幅书札字体，起笔时尖锋直入，收笔时铺毫重按，
线条优美而富有弹性，结体厚拙可爱，给人的感觉是既丰满
又不失飘逸之态，极有韵致。

如图所示的四页书札，是一九三四年刘半农写与中华
书局舒新城的信，内容是有关“贯华堂原本水浒传”的影印
之事。

新城先生左右：
奉手书，敬悉一一。次有模糊之处，现已查出一一，另

纸抄录夹附原书五叶中，寄上敬请饬工仍在印本上描写，原
书以句著笔为最妙也。去年十一月大函竟以事忙忘却未
覆，甚以为歉。此书弟拟定名为《影印金圣叹贯华堂原本水
浒传》，尊意如何仍乞酌之。此即请

大安！ 弟复 顿首 五月廿五日
再：弟个人经验对于航空邮递尚未有甚好之信用，故

此信仍以通常快信寄上。 复 再拜

刘半农先生的墨迹坊间留存很少，而作为艺术欣赏的
书法作品，更是少之又少。我们大多所见者，都是一些尺牍

书稿之类。这一通书札墨迹，以常用的所谓行草
尺牍体书写，结体紧密、线条厚实，而且通篇运笔
流畅，气息生动，完全可以感受到刘半农于书法上
极高的造诣和学养，且非常耐读。

此信所谈论的是刘半农将一部自藏的“金圣
叹批水浒传”旧本，进行补正后交中华书局影印出
版之事，后来刘半农在一篇《影印贯华堂原本水浒
传叙》中记述甚详，说金圣叹所批的七十一回本水
浒传，是他平生最喜欢的书种之一，他一直想能买
到一部精刻本，然二十多年来四处寻访，却苦求不
着。他甚至说：“即使不能买到，若能见到一部，借
此开开眼，也就不失为有了‘屠门大嚼’的幸福
了。”于此可见嗜书者对一本奇书的痴迷程度。

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写此信的前一
年，琉璃厂的一家松筠阁书店，居然还真的替刘半
农找到了一部完整的“金批水浒”旧本。廿载寻
求，得于一旦，刘将此称为他那时期人生中最为

“赏心快意”之事。因为北大的同仁傅斯年也有此
爱好，刘半农就将自己得书的喜事告诉了傅斯
年。“傅大炮”一听急得跳起来，一把揪住了刘，非
要刘割爱让给他不可。当然，刘半农只能是断然
地拒绝了他。傅斯年很失望，居然又闹到松筠阁，
找了人家掌柜的责问，为什么有了好书不先通知
他？！

刘半农写下来这一段，就是要说明“金圣叹贯
华堂水浒传”旧本的珍稀，以及世间还有像傅斯年
这样和他有同好的“书痴”。所以他要赶紧找出版
社把它影印出来，可以满足更多的读者喜欢。

不过遗憾得很，刘半农自己并未能看到此书
的出版。也就是他写此信后的一个月，为了完成

《四声新谱》、《方音字典》的编写，刘半农冒着酷暑
沿平绥铁路深入到绥远、内蒙一带考察方言和民
俗。不料在考察途中，刘半农被虱子叮咬而染上

了回归热，由于耽误治疗，是年七月十四日即在北平不幸逝
世，年仅四十四岁。而中华书局《影印金圣叹贯华堂原本水
浒传》的出版，已是六年之后的事了。

刘半农意外地不幸辞世，许多同道好友都表示了极大
的惋惜。鲁迅先生也专门写了一篇《忆刘半农君》，回顾了
他与半农的交往，以及曾经有过的亲近和后来的疏远。鲁
迅先生的文章中说起当年《新青年》的几位编辑，他把刘半
农与陈独秀和胡适相比，有一段著名的比喻：假如将韬略比
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
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
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
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
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
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
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这就是刘半农胸无城府的真率，而让人亲近的原因。
据说刘半农曾要编一本“骂人专辑”，专门在报上刊登启事，
征求各地的“骂人语言”。后来，语言学家赵元任见到启事
后，立即赶往刘半农的宿舍，用湖南、四川、安徽等地的方言
把刘半农“痛骂”了半晌。随后周作人也赶来，用绍兴话再
把刘半农“骂”了一通。此后，刘半农与同伴又去拜会章太
炎，章先生也听说了他正在收集“骂人语言”，就用汉朝的骂
人话“骂他”，还告诉他这句骂人话是谁说的、典出何处；接
着用唐朝骂人的话“骂”他，再告诉他这是谁骂的，典出何
处。一直从上午“骂”到中午。结果还是与刘半农同来的人
吃不消了，只得向章太炎作揖说：“我们麻烦老师很久了，现
在我们先告辞了。”说完赶快溜之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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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书家摭谭（四十四）——章太炎
1894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

战败。在民族危亡之际，章太炎听到康
有为设立强学会，“寄会费银十六圆入
会”，毅然走出书斋。章太炎1896年末
辞别俞樾，来到上海，担任《时务报》编
务，翌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
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1900年“义和
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侵华等相继发
生，慈禧太后等顽固派的卖国原形暴露
无遗，章太炎受到极大震动。7月，在上
海召开的中国议会上，他激烈反对改良
派提出的“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模糊
口号，“宣言脱社，割辫与绝”，撰《解辫
发》以明志。1903年3月章太炎到中国
教育会赞助成立的上海爱国社任教，并
与蔡元培等合作，发起光复会。1906年
孙中山迎其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
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
战。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
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
问。1917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
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
业。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6月14日
病逝。章太炎纪念馆、故居、墓均在浙
江内。

章太炎寓沪期间有过鬻书经历。
商务印书馆1926年9月出版的《上海指
南》上有书家名录，在康有为名下所载
收件处。此时章太炎也在上海，鬻书收
件处亦见于《上海指南》：“章太炎麦根
路福星里52号华国月刊社。”麦根路今
名淮安路，近新闸路。章氏寓所地址，
以前曾见记载，今复寻觅旧日资料终未

得获，好像是在同孚路（今名石门一
路），未能确忆，不敢轻率言必。他的寓
所，只是租住的石库门房子，与康有为
建造的花园住宅不能相比，又不像康宅
雇着许多服务人员，有人替他收存嘱书
之件和润笔之费，章氏就只有委托华国
月刊社代理了。章太炎也精通医学，著
有《霍乱论》、《章太炎医论》（原名《猝病
新论》）。曾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
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答
道：“实不相瞒，我的学问，不是经学第
一，也不是史学第一，而是医学第一。”

章太炎（1869—1936），浙江余杭
人。原名学乘，字枚叔，后易名为炳
麟。因反清意识浓厚，慕顾绛（顾炎武）
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世人
常称之为“太炎先生”。 清末民初民主
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
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
丰。沙孟海先生赞誉其篆书一派。

章太炎的书法学习继承了阮元、俞
樾的理论，继承了碑学传统，尚碑而轻
帖，以厚重质朴、生涩沉稳为美。章门
弟子姚奠中先生回忆，1935年他到苏州
向太炎先生求学期间，先生常常谈及书
法。先生指出“汉碑头”《石门颂》《天发
神谶碑》《三体石经》等，是学习篆、隶不
可不读的，而《郑文公》《石门铭》则是学
楷书的门径。同时，因为章太炎先生是
文字学家，很注重从金石文字中汲取书
法营养，清以前很少有人重视秦招版、
钱币、古印悉等古文字，章太炎却能加
以融会贯通，取舍入篆。

沙孟海先生在《章太炎篆书千字
文》的序言中，把章太炎先生归为古文
字学别派。他说：“篆学，近三百年来可
说是极盛时代。这里专谈书法，分别四
派：（一）钱坫、洪亮吉、孙星衍成为一
派。旧称经小学派，现在我们称为古文
字旧派。（二）王澍、邓石如、吴熙载、赵
之谦、吴俊卿书家者流，又是一派。现
在我们称为书家派。（三）吴大澂用金文
写《孝经》《论语》，罗振玉用甲骨文写楹
联，我们称为古器物派，也可称为古文
字学新派。（四）章太炎则是古文字学别
派。”“他的篆书风格，高淳朴茂，和其他
三派作家有显著的区别。”“其笔法自然
近古。”沙孟海先生赞誉章太炎的篆书：

“作篆运笔结体，与侯马出土朱书盟词，
长沙、江陵出土楚墨书竹简，寿县出土
楚铜器刻款，颇多暗合之处，证明其笔
法自然近古，自成一家面目。”章太炎的
篆书取法五代宋初徐铉、徐锴，二人皆
显名于文，工于书法。史称兄弟二人为

“大小二徐”。徐铉校订的《说文解字》
后人称为“大徐本”；徐锴的《说文解字
系传》后人称为“小徐本”。 章太炎严守

《说文解字》中的篆法。
章太炎的行书亦能直抒胸臆，张显

真情。尽管章太炎在临池上下的功夫
不多，但认可辨出他的笔法的来历。他
的行书颇多董其昌的风貌，疏朗雅淡的
居多，但也有气势雄强、笔画粗壮的风
格，这说明他的字还有颜真卿的底子。
他的行书还时时杂用篆书结构，也颇有
古拙的趣味。

江 阴 才 子 桐 花 堂江 阴 才 子 桐 花 堂
—— 刘 半 农 致 舒 新 城

9月26日，上海市第二届篆刻艺术展开幕，9月27
日至30日，上海书协举办第三期中青年骨干培训班。
正值中秋国庆双节，有幸聆听了参加上海市书法家协
会第三期中青年骨干培训班几位学员的心得分享，节
日里又多了分享的快乐。

分享是一种传播扩散的过程，是激励、唤醒和鼓
舞。

其一是上海书协的平台打造、品质构建。在上海
书协的指导和全力支持下，线下有28届青少年书法篆
刻展、二届篆刻艺术展的现场导览，各专委会先后组织
的看稿会、提高班活动……线上有玩转“融”媒体的抖
音直播、官微发布……各个都是重磅来袭。无论是现
场观展参加活动，还是点赞跟帖线上互动，分享的理念
使名额有限、时间限制不再为遗憾，取而代之的是类似

“家”的感觉，年龄不拘，形式不拘，有适合各年龄段的
参与方式，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互动类型。达成这样
有质量的分享，上海书协做足了功夫，整合资源、规划
发展，有长三角书法篆刻的比赛评选、讲座交流等资源
联动（如：近日有深受好评的张建会、包俊宜先生讲
座），有摸清家底的大数据分析支撑（如：二届篆刻艺术
展获奖入展 80、90后占比45%）。

其二是各位老师的身先示范、倾囊相授。张建会、包俊宜先生
的讲座生动鲜活，从包先生讲师生情谊的抖音直播小断线引起的惊
呼插曲略可窥见一斑。刘一闻、徐正濂、许雄志、徐庆华老师在篆刻
中青年骨干培训班根据学员的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分享了用刀的

感觉，强调了书法练习的重要性，鼓励篆刻作品的变化、
创造性。学员们说，刘一闻先生所述的“人品和印品相
结合的师生情、篆刻作品古、趣、雅的美好的感觉”，徐正
濂先生分享给你的“似曾相识、无可名状，有源头，又有
所挖掘”，许雄志先生强调的“篆刻作品艺术和技术的综
合能力”，徐庆华先生指导的印屏设计并现场治印……
都让学员们铭刻于心、深受感动。赞扬有，也有好像“不
留情面”的批评，老师们同样注重激发学员自身思考、判
断的能力，因为学员们除了了解了他们认为问题在哪里
后，尤其还要让他们思考他们本人能做些什么。

其三是获奖作者的经验分享、辐射带动。二届篆
刻艺术展开幕式上，杨祖柏代表获奖作者谈到了传承
发展、把握机遇、艺无止境，同时以“张弼杯”全国书法
篆刻大赛的获奖印证了其中的干货满满。参与二届
篆刻艺术展现场导览活动的观众提到，收获的首先是
精神可学、勤奋可学，还要再多去几回，听听不同获奖
作者的分享。不仅是获奖作者，篆刻培训班学员也将
学习体会分享给周围的书法篆刻爱好者，分享中包含
了很多细节和延伸体悟，使听者感同身受。正如二届
篆刻艺术展开幕式上所说，希望各位获奖者接过奖状，
充满喜悦，也生出一份责任，奖状就是接力棒，希望上

海篆刻通过接力，一直跑得更快。
正值国庆，我们说国家的概念，不仅仅是领土的完整，更是这

领土上的所有民族，更是所有民族中的全体人民，都能分享国家
进步所带来的福祉。分享，也是一种快乐。

百咏君开印事先，行深格物不虚年。
从来积学刀超逸，自在钤痕史亘绵。
野渡荒烟身世合，柔肠妙语石魂牵。
光阴可鉴诗心笃，造化悲欣字作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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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痕解语古风先，超想神符数旧年。
燕雀流形惊刻划，龙蛇定事醉缠绵。
心声博雅春枝发，天道精微秋梦牵。
诚信史前文字妙，诗书画印尽因缘。

读何积石《印学百咏》，
步其《小吟应缘》原玉有赠

刘永高

小吟应缘
何积石

（上接1-4版中缝）

5. 信息填写

（1）请在书法作品背

面最下方用铅笔正楷注明

（册页作品注于最后空白

页）：投稿作者真实姓名、

性别、身份证号、省份、常

用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

话（固定电话、手机）、内容

是否自撰、是否退稿、是否

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所有投稿作品请一律附释

文。

（2）请务必在内、外包

装明显位置注明投稿书体

（含篆刻），以便组委会录

入登记。

（3）为便于准确登记，

及时联系投稿作者，请认

真填写《全国第五届青年

书法篆刻作品展览投稿登

记表》、《全国第五届青年

书法篆刻作品展览投稿作

品疑难用字表》（后附表

格，可复印使用，也可从中

国书法家协会网站www.
ccagov.com.cn 下载），连

同身份证复印件、退稿费

汇款单复印件、书写内容

使用的版本复印件，随作

品一并寄出。

6. 书写材料

为便于评审、装裱和

展示，投稿作品应选择高

质量专业书画用纸，避免

使用易折断、破损的纸

张。青年展不接收非纸张

类材料创作的书法作品

（绢类除外）。为确保展览

装裱效果并利于作品收

藏，来稿请勿机裱托膜。

四、评审（略）

五、展览

青年展定于 2021 年

初在辽宁省沈阳市举行。

六、出版

出版《全国第五届青

年书法篆刻作品展览作品

集》。

七、入展作者待遇

1. 向入展作者颁发

证书。

2. 向入展作者赠送

《全国第五届青年书法篆

刻作品展览作品集》1套。

3. 入展作品由收藏

方收藏，收藏费每件1000
元（税后）。

4. 非会员作品入展，

其作者具备加入中国书法

家协会的条件之一。

5. 中国书法家协会

会员参加、入展本次展览，

将记入本人业务档案，作

为优秀会员评选、专业人

才选拔和邀请参加中国书

法家协会举办的学术提名

展及专业展览等的依据和

参考。

八、征稿日期

本启事自公布之日

起征稿，2020 年 11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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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收稿和汇款地址

1. 邮寄地址：辽宁省

沈阳市沈河区哈尔滨路

118号华府天地一期一楼

新华书店（后门）

邮编：110013
收件人：赵晓晨

联系电话：

15640038370
电话咨询：

15640038370（赵 晓

晨）13704046861（牟 筱

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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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展退

稿”，并注明本人联系电

话。

汇款地址：辽宁省沈

阳市沈河区哈尔滨路118
号华府天地一期一楼新华

书店（后门）

邮编：110013
收款人：赵晓晨

联系电话：

15640038370

全国第五届青年书法
篆刻作品展览征稿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