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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六则

委员会之声

中国书法兰亭奖是经中共中
央宣传部批准，由中国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
的中国书法艺术最高奖，与中国
戏曲梅花奖、中国电影金鸡奖、中
国电视金鹰奖一样，都是国家级
文艺最高奖项之一。它是授予在
书法艺术创作、理论研究等领域
有重大成就和突出贡献的书法

家、书法理论家的最高奖项和最
高荣誉。

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评奖
共分为金、银、铜奖，获奖部分和
入选部分，由书法创作方向和理
论方向组成。

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共评
出 金 奖 2 名 ，银 奖 5 名 ，铜 奖 8
名。上海市书法家协会顾问孙慰

祖获理论研究方向金奖，参评著
作《孙慰祖玺印封泥与篆刻研究
文选》。

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共评
选出入选作者 54 名，其中创作方
向 44 名，上海胡奇峰入选；理论
方向 10 名，上海杨勇入选，参评
论文《“80 后”书法群体创作审美
取向及实践探索》等 8篇。

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上海
市文史研究馆、中国文房四宝协会指
导，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主办，国宝鲁庵
印泥制作技艺传习所、上海市静安区书
法家协会、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大型活动
和志愿者委员会、静安区高式熊书房承
办，上海文艺事业发展中心支持的“纪
念高式熊诞辰一百周年——高式熊遗
作展”4月17日下午在上海市文联展厅
隆重开幕。开幕式由中国书法家协会
副主席，上海市书法家协会驻会副主
席、秘书长潘善助主持。

2021年是高式熊先生百年诞辰纪
念，本次展览展出高老66岁至98岁之

间创作的书法、篆刻作品一百余件，大
多为首次展出的精品力作。另有部分
高老非遗作品，其中有高式熊先生与张
鲁庵先生一同为陈巨来先生特别定制
的印泥，还有高老生前使用过的文房四
宝。

开幕式上，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
海书协主席丁申阳代表主办方致辞，丁
主席介绍了本次展览的展品特色，他表
示此次展览的举办是对高老晚年作品
的一次集中回顾，体现了高老对艺术的
追求及其成就，表达了主办方对高老书
法、篆刻、非遗成就的敬意和追思。上
海市文史研究馆党组成员、一级巡视员

王群讲话：高老是一位被老百姓爱戴的
人民艺术家，我们今天纪念他，就是要
学习他对于传统文化的孜孜以求的执
着精神，把繁荣发展中华优秀文化事业
这个接力棒代代相传。上海市文联专
职副主席、秘书长沈文忠在讲话中指
出，上海书协近年来相继举办了纪念吴
湖帆、来楚生、任政、马公愚、沈尹默等
海派已故书家纪念活动，此次高式熊先
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是上海书坛
文化自省、文化自觉的又一重要举措。
相信一个全面挖掘整理“海派”遗产、继
承其优秀传统、振兴当代上海书法的时
代必将到来。

高式熊先生女儿高定珠女士致答
谢辞，她表示，高老生前把大爱都献给
了社会，并始终心存感恩。感谢所有到
场的领导嘉宾和为高老纪念活动付出
努力的朋友。

中国作家协会原党组书记金炳
华，上海市原副市长杨定华，中共上海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高韵斐，老将军王
讯谟、杨位环、傅新民，上海市书法家
协会顾问张森、刘小晴、戴小京、徐正
濂、孙慰祖，上海市文史馆馆员林仲
兴、陆全根，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晁玉奎、张索、张卫东等出席了开幕活
动。

由兴化市人民政府主办，兴化市委宣
传部、兴化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承办的

“周志高潘高鹏书画联展”开幕式于3月27
日下午在文化名城，板桥故里、水浒之乡
兴化市博物馆隆重举行。

兴化籍的周志高先生是中国书坛的
老一辈著名书法家，曾任上海市文联副
主席，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主席。现为上
海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上海中国书
法院院长。

周志高先生始终坚守着自我的美学

品位和审美追求。他的书法遒劲奔放、气
韵生动、燥润相生、张弛有度。开新面于
古法，融豪情于笔端，彰显出蓬勃昂扬的
活力。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书
法家协会驻会副主席、秘书长潘善助在开
幕式上致辞，称赞周志高先生不仅是位著
名书法家，还是位著名的书法活动家，不
断地推动书法事业向各个方向全面发展，
是中国当代书法发展的见证者和推动者，
功不可没。

同为兴化人的潘高鹏先生是位多面

又多变的丹青妙手，当代著名的山水画大
家。

本次展览共展出两位书画大家60件
作品，件件倾心力作，熠熠生辉！中国书
法家协会名誉主席苏士澍和主席孙晓云
分别为周志高、潘高鹏两位大家联袂展览
题字并祝贺。上海文化艺术品鉴促进会
等单位也为展览开幕发来贺信！

出席“周志高潘高鹏书画联展”开幕
式的除了主人周志高和潘高鹏外，主要嘉
宾有：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农委副主任刘大

旺；兴化市委书记、市长方捷；兴化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刘春龙；兴化市政协副主
席、市工商联主席丁永明；兴化市市委常
委、戴南镇党委书记夏爱东。上海方面书
画家有：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
书法家协会驻会副主席、秘书长潘善助；
上海中国书法院副院长吴申耀；院长助理
缪金元、袁硕；常务理事邹赓麟；胡问遂艺
术馆执行馆长章尚敏；复旦大学教授、著
名画家高智群；著名书画家，澎湃新闻网
负责人顾村言；浦东新区书法家协会秘书
长姚强；书画家郑贤伟等。还有来自江苏
省的书画家以及其他各界人士两百多人
出席了开幕式。

3月26日，中国书协理事、中国书协
草书委员会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书法
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陈海良教授时隔
两年，再次受邀来到上海文艺会堂，为书
协会员和书法爱好者讲授题为“才、胆、
识、力、趣——大字行草书创作思维及路
径”的讲座，讲座由上海市文联副主席、
上海书协主席丁申阳主持。

陈教授从当今书法的现代转型入
手，剖析了大字行草书创作的时代背景
和审美需求。陈教授还指出了当今书坛
对字形放大的误解，尤其是对原有小字

形的作品进行复印放大的做法，使得文
本本身反映的短小精微的关系通过机械
放大而失序。他认为书写本身需要意趣
与法度并存，而终归根于意趣的表达，因
为这是人性的外显。最后陈老师陈述了
写大字行草书，尤其是大草书，要有兴风
作浪之神，慷慨赴难之勇，经天纬地之
才，详察古今之辨，临阵决计之能。

讲课互动环节，陈海良教授对优秀
学员的作品进行了详细的点评。

上海书协官方抖音全程直播，在线
观看人数达七千余人次。

4月8日，是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前身
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成立60周年
的日子，上海市老领导徐匡迪、胡炜，上
海市黄浦区区委书记杲云，上海书法家
协会名誉主席周志高、上海书法家协会
主席丁申阳、中国书协副主席、上海书协
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潘善助，以及上海
海派书画院的三十多位书画名家共同来
到胡问遂艺术馆参观，在欣赏胡问遂书
法作品同时，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胡问
遂艺术馆馆长胡考、执行馆长章尚敏陪
同参观。

60年前，经沈尹默多次呼吁和中央

有关领导同意，1961年4月8日，上海中
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成立大会在上海博物
馆大厅举行。会议推举沈尹默为主任委
员，郭绍虞、王个簃、潘伯鹰为副主任委
员，选举丰子恺、王个簃、叶潞渊等15人
组成专业委员会，首批会员87人。该会
成立后，立即在书法篆刻理论研究、创作
实践和教育辅导等方面展开了扎实稳健
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当时，胡问遂作为
篆刻研究会驻会专职干部，在做好各项
活动组织的同时，还兼任书法教师，对研
究会各项工作投入了极大热情，为培养
海派书法人才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近日，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刻字与
硬笔书法专业委员会七届二次会议在徐
家汇街道社区文化中心召开。上海市书
法家协会刻字与硬笔书法专业委员会主
任陆维中，副主任兼秘书长江鹏，副主任
杨祖柏，委员周关根、王英鹏、王亚言、万
静、冯英参加会议，会议由副主任兼秘书
长江鹏主持。

委员就 2021年第一季度开展的工
作做了总结，主任陆维中从工作汇报、工
作开展、师训三个方面向大家作了说明，
其中就“篆刻进校园”项目、书法教学软
件、上海书画出版社约稿硬笔书法教材
等事宜作了详尽的解读。副主任兼秘书
长江鹏介绍了书法“线上教学”和担任

“全国大书法展览”评委事宜。副主任杨
祖柏分享了他参加市书协抖音直播，参
加上海市第三届区级书协工作论坛会等
工作。委员们对接下来即将筹备举办的
庆祝建党100周年暨“上海市书法家协会
刻字与硬笔名家邀请展”活动展开了讨
论。

■近日，上海市书法家协会青少年
工作委员会七届二次会议在上海秋海堂

文化艺术中心顺利召开。青少年工作委
员会主任郑振华，副主任兼秘书长徐梅，
副主任李祖康、张财，委员卢玮、田新海、
吴寒松、陈鹏、花汇、糜晓鸣、徐宏斌等参
加会议。会议由徐梅主持。

会上，“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徐
宏斌委员，作“文化扶贫、爱心奉献”的专
题汇报。徐宏斌介绍了荣誉背后刘小晴
老师这些年给予他的关爱和教诲，对他
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和熏
陶。与会委员就如何更好地用书法艺术
服务社会、开展公益慈善等表达了想法，
也积极希望参与到帮扶事业中，为乡村
振兴、帮困助学贡献一份力量。

会议的另一项重要议程，由副主任
兼秘书长徐梅通报青少年委员会2020年
工作总结和2021年工作计划。根据中共
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2020年印发的《关
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
的意见》精神以及市文联、市书协的工作
要求，委员会在会前充分听取大家意见
建议的基础上，形成了2021年青少年委
员会工作安排及分工。

■3月31日，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大
型活动和志愿者服务委员会七届二次会
议在普陀区M50创意园区顺利召开，大
型活动和志愿者服务委员会主任周敏

浩，委员会副主任张伟舫、许思豪、陈彪，
秘书长马秋明，委员刘力群、孙爱民、沈
沪林、张屏山、倪朝峰、曹溥公、戴玉辉、
张凯发参加了会议。

周敏浩主任对下一步委员会的工作
提出要求，一是今年是庆祝建党100周
年，委员会工作要围绕主题进行筹划；二
是要进一步明确委员会工作的定位和责
任，要把委员会工作和各个区的基层书
法活动结合起来，发挥“市与区”两方的
优势，调动两方面的积极性，提高和丰富
书法活动的质量和内容；三是要增强文
化使命感和责任意识，在做好书法志愿
服务的基础上，争做弘扬国粹的文化传
播践行者和志愿者。会上，委员会副主
任张伟舫、许思豪、陈彪，秘书长马秋明
以及各位委员谈了工作设想，提出了意
见和建议。

■4月13日下午，上海书协行书专
业委员会春季例会在金山区博物馆举
行。金山区文旅局局长李泱泱，上海市
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李静、田文蕙出席座
谈会，常务理事郑振华，行书委员会委员
余仁杰、朱忠明、王曦、王梦石、朱银富、
杨贤淼、李晓荣参加活动，秘书长卢新元
主持会议。金山区博物馆党委书记王建
光、馆长余思彦，副馆长王斌，金山区书

法家协会张洁明带队，郏永明、张丰、闻
毅敏、储文标、王晓刚等艺术家参加了活
动。活动得到了金山区文旅局的大力支
持，金山区博物馆、金山区书法家协会对
活动做了仔细的安排。

会上，卢新元首先汇报了2020年的
工作情况，并且通报了委员会获得了年
度先进的佳绩。田文蕙副主席对活动表
达了高度的赞扬。金山区文旅局李泱泱
局长表示，行书委员会把春季例会放在
金山是一次契机，希望借着这次会议，在
未来的工作中加强合作，把白蕉书法艺
术的课题做得更加深广，他表示，金山区
未来会把白蕉作品适当制作成精品的学
习资料，以飨书法学习者。李静副主席
在总结中表示，感谢金山区文旅局、金山
区博物馆、金山区书法家协会对春季例
会的支持，2021年的工作已经开始，行书
专委会坚持办展范围只在委员和特约的
其他书体的专家之间，工作重点是提高
专委会委员的眼界和创作水平，今年我
们的委员展将每人提供5件作品，全方位
展示委员的整体水平。希望大家以严谨
的心态创作作品，群策群力把行书委员
会的工作落到实处，要做到细规划，抓落
实、开眼界、促进步，把上海的行书工作
推进到新的高度。

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书法家协会顾问、上海中国画院
画师庄久达先生于4月8日凌晨4时44分于上海病逝，享年94岁。

■3 月 24 日下午，松江区书法家
协会十二届六次主席团暨专委会工作
（扩大）会议在董其昌书画艺术博物馆
召开。区书协主席彭烨峰，副主席徐
秋林、张斌、宋远平，副主席兼秘书长
方存双，办公室主任马骏、副主任陈侃
峰，副秘书长谢贵民、卢俊山、李自君，
行书专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王玺出席
会议。会议由副主席兼秘书长方存双
主持。3月 30日下午，由上海市书协
篆隶专业委员会、松江区书协、松江区
书协篆隶委员会共同组织的“上海市
第十届篆隶书法展”看稿活动在松江
区图书馆会展厅举行。

■3月25日上午，奉贤区书法家协
会组织书法名家走进由革命烈士李主
一等先辈创建的奉贤第一个党支部和
奉贤县委的诞生地奉贤区曙光中学，举
办了以“重温红色诗词，书写时代华章”
为主题的书法名家进校园活动。奉贤
区书法家协会主席李祖康，奉贤区书法
家协会常务副主席黄祖明，副主席张明
强、邵玉祥，副秘书长顾军阳等参加了书
写活动。活动中，书家们挥毫泼墨，创作
了毛主席诗词、李主一烈士诗词等书法
作品。

■上海市宝山书法家协会换届大
会暨第三届第一次会员大会于3月28日
上午，在龙现代艺术中心多功能厅隆重
举行。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书法
家协会主席丁申阳，上海市书法家协会
顾问刘小晴，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张伟生、田文惠、张卫东，宝山区委宣传
部副部长、宝山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
记、局长、区文联主席王一川，宝山区文
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李华峰出席了本次

大会。会议由宝山区文化和旅游局副
局长李华峰主持。

主席：马双喜；副主席：刘庆荣、张
正宜、张遴骏、徐立平、唐吉慧、黄连
萍、章建东、蒋元林、蒋英坚、程建强；
秘书长：张凯发；副秘书长：朱来扣、朱
彦达。

■3月31日，由普陀区文旅局、普陀
区文联作为指导单位，普陀区书法协会，
普陀区美术馆主办的“翰墨歌盛世——
2021·普陀区书法协会会员展”在普陀区
美术馆拉开展幕。本次会员展自征稿
以来，获得广大会员积极响应，最终评选
出六十余幅作品参展，涵盖篆、隶、草、
行、楷和篆刻等，充分展现了普陀书协会
员的艺术水平和精神风貌。

■由松江区书法家协会主办，松江
区书法家协会行书委员会承办的“笔歌
墨舞——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
年”松江区首届行书作品展，于4月6日
完成评审工作。本次展览共收到投稿
作品240余件。4月6日下午，终评邀请
上海书协副主席、行书专业委员会主任
李静，上海书协副主席、妇女书法工作委
员会主任田文惠，上海书协常务理事、青
少年书法工作委员会主任郑振华三位
老师担任评委。本次行书展共评出获
奖作品10件，入展作品101件，入展作品
共计111件。

■《王复耕书法集》近期由上海书
店出版社出版，集子8开本，18印张。收
集了王复耕先生包括篆、隶、真、草、行
各种书体作品共118件。4月17日下午
在福州路424号艺术书坊举行新书签售
会。王复耕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
海书法家协会第四至第六届理事。

周慧珺先生曾任中国书协副主席，上海书协第四、五届
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上海市
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颁发的
政府特殊津贴。周慧珺先生凭借其德艺双馨的书品人品，为
上海书法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荣获上海市第七届
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
就奖。

为了继承和发扬周慧珺先生独树一帜震铄书坛的书法
艺术和淡泊宁静正直善良的人格魅力，进一步提升上海书法
的整体水平，推动海派书法不断走向繁荣，2021年8月将举办

“周慧珺杯”——上海市“宋四家”诗文临创书法大赛。
一、举办单位
1、指导单位：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2、主办单位：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上海市黄浦区文化和

旅游局、上海周慧珺书法艺术基金会
3、承办单位：上海周慧珺书法艺术研究院
4、支持单位：上海文艺事业发展中心

二、组织机构
1、组委会

“周慧珺杯”——上海市“宋四家”诗文临创书法大赛组
委会由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和承办方上海周慧珺书法艺术研
究院共同组成

2、评审委员会
组委会将邀请上海著名书家担任评委
三、作品
1、投稿：
每人限邮寄一次，作品书体、字数不限，件数不限。内容

必须是宋四家（苏黄米蔡）的诗词文论。形式必须由临摹与
创作两块组成，自行分割粘贴在六尺宣纸或四尺宣纸（180cm
或135cm）以内，一律竖式。

2、范围：
凡本市年满 18周岁以上，在上海工作、居住的书法工作

者及爱好者均可投稿。投稿一律使用真实姓名，化名重复投
稿者不予评审。 （下转1、4版中缝）

书法艺术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草书则是书
法艺术中最具抒情性的书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为承续中华文脉，深入挖掘和提炼传统书法中的艺术
价值，推动上海市草书艺术创作的持续发展和深入拓展，充
分发挥理论研究对草书创作的引导作用，促进上海市书法事
业全面繁荣发展，特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海
上草书艺术论坛”。

一、举办单位
主办：上海市书法家协会
承办：上海市书法家协会草书专业委员会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学术专业委员会
上海市机关书法家协会
二、征稿对象
上海市书协会员或在上海工作、居住的书法爱好者均可

投稿，投稿一律使用真实姓名（与身份证一致）。
三、征稿要求
（一）征稿内容

1、对当前中国书坛草书创作现状的认识与评论；
2、对当下上海草书创作状况及未来发展的思考与探讨；
3、关于草书艺术继承与发展方面问题的研究；
4、对草书未来发展前景和趋势的展望与思考；
5、古代和近现代知名草书家创作风格和技法的剖析；
6、草书历史的演进以及草书史的专题研究等等。
（二）投稿要求
1、论文宜言之有物，论之有据，证之有图。所有来稿请

务必切实核对引文，详细注明出处（作者、篇名、书名、报刊
名、出版单位、出版年月、页码或卷数），注释采用尾注格式。
网上资料及拍卖公司拍品不建议引用。论文字数一般在
5000至 10000字为宜，并提供 200字左右的内容摘要及三个
左右的关键词。

2、入选论文将编入《论文集》，结集出版。文稿请自己校
对，用 e-mail投稿。文稿中的附图除了随文插入Word文档
适当位置外，须将原图 jpg格式标明序号制成单独的文件夹
一并发至邮箱。 （下转2、3版中缝）

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评审揭晓
上海书协顾问孙慰祖获理论研究方向金奖上海书协顾问孙慰祖获理论研究方向金奖

纪念高式熊诞辰一百周年——高式熊遗作展开幕

周志高潘高鹏书画联展在兴化博物馆开幕

陈海良再度做客上海书法大讲堂

上海市老领导徐匡迪参观胡问遂艺术馆

讣 告

上海市“宋四家”诗文临创书法大赛征稿启事 “海上草书艺术论坛”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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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宝山书法家协会第三届
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名单
（按姓氏笔画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