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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
经营好细节，
印更耐看，
更有味，
更有趣！

——乂庐杂言
篆刻之细节？很多道友可能会心生

疑惑。夏宇，一个玩创意大写意印的人怎
么胡扯细节了？其实，了解我的人都知道
我不仅是个传统控、技法控、更是个细节
控。

我曾在《浅议“写意”印》中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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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玩大写意印，但我对大写意印的
认知可能区别于其他印人。窃以为大写
意印不该只求豪放，粗率有余而细节失
控；真正好的大写意印犹如杂技艺术，杂
技艺术必须对每个动作的细节精准度有
十足的把控力，差之毫厘，便可能发生伤
亡事故。大写意印的细节可精微到一个
看似不起眼的做旧小点，点的位置、大小、
形状、虚实都须尽心经营，否则哪怕一个
小点的处理不当，也会直接影响到作品的
视觉效果与观者的视觉感受。

我一贯主张要重视篆刻的细节，为此
我时常提醒自己与学生要不断提高自身
审美判断能力，要善于关注细节、发现他
人不注意的细节、剖析细节、感悟细节、经
营细节，同时要力争把细节精准度做到极致，想要成为篆刻高手就必
须对细节斤斤计较。

由于自己长期对细节的过分偏执，造成了在观摩其他同道作品时也
更注重于此，以至于观后总觉得很多作品在细节的经营上还不尽人意。

细朱文印作为工稳印本应对细节做到极致，力求精致完美，但我
所看到的却并非如此。十多年前，同门介绍我看当时圈内认定为国内
刻细朱文印顶尖高手的一方多字印。我粗读还不错，又了解到该高手
活动能力超强，当时很是佩服。后来回单位细读感觉有问题，用复印
机放大后再看让我大失所望，发现这批印在许多细节处理上存在缺
陷，越看越觉得平淡无趣。圈内公认的高手况且如此，那不是高手又
会如何呢？当时本想就此写篇杂谈，从线条韵味与笔意、字形结构、空
间处理等方面评述他的印。后一想，我有何资格去妄评当今篆刻高
手？至今都未落笔成文。

还有多年前我曾与同道聊到的投国展入展率会很高的多字（小
玺）印，虽然在近几年各类展览中真成了流行，但这类印的创作同样也
存在“粗看精致，细品一团糟”的现象。印小字多，若要精致，细节把控
至关重要，一般眼力不济手上功夫欠佳者很难驾驭，佳作难成。

我也相信印友们都知道细节的重要性，但为什么我个人感觉当今
还会有这么多看似“精致”的篆刻作品却不可细看，更不能被放大细品
呢？

窃以为作品不能细品的原因可能是印人自身审美判断能力低弱，
造成了对篆刻细节感悟力不足，进而影响到对细节精准度的认知力与
判断力，导致把控细节精准度的能力缺失。篆刻的细节精准度是一种
视觉感受的精度而非简单的物理精准度，细节的精准度与物理精准度
是有区别的。物理精度可用仪器测量，细节精准度虽然也有其物理表
相，但无法用仪器测量，只有靠我们用心感知。对篆刻细节的感知度
是由我们对篆刻的审美能力与理解程度等因素所决定的，只有当细节

感知度与技能都提高了，才能有能力把
控细节精准度。

细节精准度的缺失导致出现“乍一
看很好、再看一般、细看无语”的尴尬状
况。我们平时虽然都在讲细节，然而能
对细节有真正感悟者有多少？能把细
节精准度做到极致者又有多少？

现今社会各行各业都要力求精准，
粗放粗糙不求细节的年代已成过去，难
道篆刻还会停滞不前？我猜不会！说
不准对精妙细节的极致追求还可能会
成为今后篆刻发展的趋势呢……

近几年汪曾祺差点成了“网红”，常听到年轻人提起他
或向我打听他的书。一位昔时的文人作家，作品经历了半
个世纪，不仅只有一部改编的现代京剧《沙家浜》，还有他
的小说和散文似乎更令读者喜欢，至今依然还有人读，还
能畅销，关键是还能受到年轻人的追捧，那就不简单了，也
不仅是“网红”二字可以涵盖也。

有许多文章都把汪曾祺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
也有说是“最后一位纯粹的文人”，其实这种称号都当不得
真，说说而已。就譬如像“最后一位闺秀”之类，我至少读
到有六七位著名女史被誉为“最后闺秀”的，究竟谁为“最
后”还真不好说，反正“最后”之后永远还有“最后”。这就
像自称是某某艺坛大师的“关门弟子”一样，即便说的是
真，但不料老师的“门”并没有“关死”，往往是虚掩着，一旦
遇上合适的就又开了。所以不管是谁谁的“关门弟子”，通
常我们都会遇上好几位。

不过，汪曾祺作为一位纯粹的文人倒确实是真。他
的性情，他的文风以及他的兴趣爱好，无一不透出那种
旧式文人的风范。文人其实还是有新旧之分的，如果借
用孔子的那句“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那么正
好前者为旧，后者为新。这里所谓的“新”与“旧”，或许
可用文人的生存状态来划分，旧式文人的生存状态是休
闲型的，读书写作首先是为了寻求自己的开心；而新式
文人的状态则是生产型的，他们的创作总是以提升或教
导他人为己任，始终怀有远大的理想与目标。当然，孔
子所说的“今”，对我们而言已经是很“古”了。我之所以
认为汪曾祺先生属“旧”，也是从他那自在开心的状态来
判断的，大概是受家庭的影响吧，汪老的身上一直带有
一种“古风”。他的文章颇有画面感，闲适散淡，日常中
见出趣味。譬如他在一本自选集的序言中就说：通常

“自选集”，应是从大量的作品中选出自认为比较满意
的。而自己的作品因数量本来就少，若选得严，就所剩
无几了。于是他只能像老太太拣菜那样的宽容，有时把
拣下扔掉的黄叶、枯梗，拿起来再看看，觉得凑合着还能
吃，于是又搁回到好菜的一堆里。“常言说：拣到篮里的
都是菜，我的自选集就有一点是这样。”这个比喻很家
常，但非常的贴切。古人云“文如其人”，我们从他的这
种文风，基本就能感受到他那休闲从容的文人状态。

因为闲适，旧时的文人作家中擅书能画的不少。书画
可以怡情养眼，鲁迅不是有“聊借画图怡倦眼”句么？所以
汪曾祺也是，得家庭的熏陶，他儿时就非常喜欢画画和写
字。他的祖父是前清的拔贡，功名虽说没有，诗书自然也
是不差的。家道渐丰后，他祖父就喜欢收藏古董字画，古
到商代的彝器，近有明清的瓷瓶，不过最多的还是成箱成
箱的碑帖。汪曾祺说他小时候临写的《圭峰碑》、《夫子庙
堂碑》、《圣教序》、小字《麻姑仙坛记》等，都是祖父奖励给
他的“初拓本”。汪的父亲名菊生，字淡如，一看就是出自
有文化的家庭。汪曾祺曾在一篇《多年父子成兄弟》的散
文中，说他的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擅画写意花卉，又
会刻图章，图章初宗浙派，中年后治汉印。还会摆弄各种
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他父亲年轻
时还是运动员，踢球、游泳、武术、单杠等几乎全能，更不简
单的是，其撑杆跳曾在江苏全省运动会上还拿过第一。这
些如果都不是吹的，那还真不是一点点厉害，那是相当的
厉害了！难怪汪曾祺从小耳濡目染，不光兴趣多而杂，文
章在学校算第一，而且对书画也独有一功。他的画与他的
文章气息非常接近，写意的花鸟人物，蔬果虫鱼，逸笔草
草。有时几根葱蒜，几颗土豆香菇，也照样淡然入画，读来
非常的轻松日常。

汪曾祺说他以前的家中，祖父有两件珍宝，一是一方

蕉叶白大端砚，一是唐李邕的《云麾将军碑》。祖父对这两
件“宝贝”极其重视，一有什么兵匪之乱，立马让他父亲将
这两件“宝贝”用油纸包裹起来埋于地下，以免被识货者掳
去。尤其是那本《云麾将军碑》，据说是个很早的拓本，海
内无二。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汪曾祺考上了西南联大离开
故乡高邮之前，还见过这个拓本，等到他再次回到故乡，已
是四十二年后的一九八一年了，其间的沧桑巨变，是任何
人都无法事先想象的，至于那本祖父视若性命的《云麾将
军碑》，谁也无法道出其最终的下落了。

出生于一九二〇年的汪曾祺，待他成人或成名以后，
钢笔已经流行而成为我们的主要书写工具，所以汪曾祺所
留下的书稿和书信，基本已都是钢笔字了，只有专门为人
题字留墨宝，汪曾祺才以毛笔书写。这里所示的一页书
札，就是汪曾祺第一次回故乡时，写呈他的老师王文英的
诗笺，汪曾祺专以毛笔书写，也表示了他对老师的尊敬：

“小孩子乖乖，把门儿开开。”歌声犹在，耳畔徘徊。我
今亦老矣，白髭盈腮，念一生美育，从此培栽。师恩母爱，
岂能忘怀。愿吾师康健，长寿无灾。

敬呈文英老师，五小幼稚园第一班学生 汪曾祺上

从这一页墨迹，基本也可领略汪曾祺的书法风貌。
他十多岁曾专门花过一段时间认真临帖，初学唐代裴休
的《圭峰碑》，继而又写过赵孟頫的《闲邪公家传》。后来
跟着一位姓韦的先生学习桐城派古文，先生还教他临帖
写字，先写《多宝塔》，后写《张猛龙》。汪曾祺说，这几部
帖，就给他的字打下了底子。不过，读了大学后的汪曾
祺，临帖几乎没时间了，但读帖的习惯则一直保持，从二

王法帖，到祭侄稿，还有宋四家等，他都喜
欢看，所以他的字，也吸收了诸家的因素
杂糅而成，总体而言，丰腴秀逸，柔多于
刚；婉转圆润，趣超乎法。

汪曾祺自出生起在家乡一共生活了十
九年，此后到了晚年，才先后有过三次，以短
暂的时间重返故乡，探望亲人故友。然而
就这短短不到二十年的生活，却成了他最
最美好难忘的回忆，也成了他取之不竭的
创作宝库。汪曾祺最著名的小说《受戒》《大
淖记事》《异秉》等，题材和故事背景均来自
于他的故乡高邮，至于写故乡风物的散文，
那就更多了。所以一个人青少年时代的烙
印，绝对是影响他的整个人生。汪曾祺入
他们的县立第五小学幼稚园时，不过才四
五岁的年龄，然而他却印象深刻，还能清晰
地记得自己是哪个班，记得王老师当年教
唱的儿歌。汪曾祺回忆说，当年他们这个
幼稚园，实际上只有一个女教师就是王文
英，而且王老师还是高邮县里第一位从“幼
稚师范”经过正规训练毕业的专业老师，教
唱歌、教跳舞的都是她。所以汪老的信中
才会有“念一生美育，从此栽培”之句。当
然，汪曾祺童年时的美育，还有家庭的熏陶，
还有来自祖父和父亲的影响。由于汪曾祺
四岁时生母就病故了，所以在幼稚园，王老
师对他特别怜爱。而对于汪曾祺来说，王
老师既是老师又是心理上的母亲，故难以
忘怀。其实汪曾祺从离开幼稚园一直到十
九岁考上大学离开故乡，从未与王老师通
过音讯。然而有的尘封在心灵深处的记

忆，虽然未经触碰，但却始终为它保留了空间，永久不会删
除。一旦打开尘封，记忆依然鲜活清晰，仿佛就像昨天一
样。所以，当一九八一年十月，汪曾祺第一次回故乡时，听
说当年的王文英老师仍健在，而且其先生就是当年教他们
初中国文的张道仁老师，于是就带上两盒北京的特产果
脯，专程去看望了两位老师，并写下了这一页诗笺。

据说那一天王老师特别感动，汪曾祺告别之后，她捧
着这一页诗笺，一读再读，不禁老泪纵横，哭了整整一个晚
上。她对张先生说：“我教了那么多的学生，还没有一个来
看看我的。”而张先生则十分感慨地再三说：“师恩母爱！
师恩母爱！……”

八十年代的汪曾祺，已是全国著名的大作家了，但他
仍不忘幼稚园教过他的老师，确实令人感动。不过，照通
常的道理来看，一个人远走他乡几十年，经历了生活的磨
难与创业的艰辛，若还能想着再度返回看望当年老师和故
友的，多半都是功成名就的“成功人士”，衣锦还乡皆大欢
喜，不仅自己面上有光，乡人也能以你为荣或为之骄傲。
王老师说“学生中没有一个来看看我的”，估计学生们都是

“混”得一般罢了，这也难怪，学生中谁还能如汪曾祺那样
享有大名呢？

眼下各地名胜都以人文历史来塑造自己的文化品牌，
高邮这个小县城，九百多年前就出了一位秦少游，至今还
留有“文游台”的古迹。如今又出了一位汪曾祺，汪曾祺是
当代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美食家以及文人书画
家，围绕汪曾祺的主题，培养了“汪迷”无数。汪老在世时，
高邮就有朋友自豪地对他说：“我们高邮，古有秦少游，今
有汪曾祺。”汪老听了虽然也很开心，但还是不失幽默地答
道：“高邮出名的还有咸鸭蛋呢！我就排老三吧。”

篆刻：会解如来意

作者：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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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书家摭谭（四十九）——叶恭绰
叶恭绰是一位大收藏家，其收藏之宏

富，不说宋元佳堑或是其他文玩，光是法书
名帖，其藏品之珍也是闻名中外的，时人称
其所藏“不亚于昔之项子京，今之庞莱臣”。
毛公鼎是1843年在陕西岐山县董家村出土
的，现为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之一。民国时
期辗转至当时担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大
收藏家、后来国学馆馆长叶恭绰手中，存入
大陆银行。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叶
恭绰避走香港，毛公鼎未能带走，藏在了上
海的寓所里。由于叶恭绰是用假名买得毛
公鼎，让日本人无法查知它的下落。民国二
十九年，他的姨太太潘氏为侵吞财产，大兴
讼事，并向日本宪兵队透露了毛公鼎藏在上
海的消息。叶恭绰闻讯，急电侄子叶公超去
上海主持讼事，并谆谆嘱托：毛公鼎不得变
卖，不得典押，决不能流出国土。毛公鼎终
于没被日军掠去。抗战胜利后交“上海敌伪
物资管理委员会”处理。上海市政府聘叶恭
绰为毛公鼎保管委员会委员，并从军统局领
回拨交南京中央博物院保存。毛公鼎的铭
文作为西周晚期金文的典范之作，表现出上
古书法的典型风范和一种理性的审美趋尚，
体势显示出大篆书体高度成熟的结字风貌，
瘦劲修长，不促不懈，仪态万千。章法纵横
宽松疏朗，错落有致顺乎自然而无做作，呈
现出一派天真烂漫的艺术意趣。通过《毛公
鼎》文字书写的完美布局，表现出西周晚期
的文字书写形成了具有纯熟书写技巧和表
现手法的形式和规律。

叶恭绰（1881—1968）字裕甫，又字誉
虎、玉父，号遐翁、遐庵，晚年别署矩园，广州
番禺人，祖籍浙江余姚，其五世祖游幕广
东。父亲中年早逝，在祖父膝下长大，祖父

叶衍兰，字南雪，以金石、书画、文艺名世。
叶恭绰自幼聪颖，少年时即有佳句名世。京
师大学堂仕学馆毕业。清末历任邮传部路
政司主事、员外郎、郎中等职。民国后，历任
路政司司长、交通部次长、总长、交通部长，
并兼理交通银行、交通大学。

叶恭绰在《佞宋词痕序》（1953年）中有
云：“嗣于一九二八年秋南下居沪，始识吴君
湖帆。吴君工书画，多艺能，与贤配潘静淑
女士伉俪相庄，倡随文史，侔于赵、管。一
日，以所藏宋刊《梅花喜神谱》属题，始为赋

《疏影》词一阕。”1935年“上海市博物馆临
时董事会”成立，叶恭绰任董事长。

1941 年，日军铁蹄践踏大半中国，叶
恭绰在港以鬻卖字画维持家用，同年十二
月八日，日军侵占香港，叶恭绰名列黑名单
之首，受日本特务严密监视，叶恭绰千方百
计想逃往重庆，可是得来不易的机位在登
机前被某党政要员强占，无法成行。后来，
汉奸政权欲利用叶恭绰名望请其组织文化
协会、出任广东省长、另立华南政府出任主
席，花样百出，头衔一个比一个大，只要表
态亲日，高官厚禄垂手可得。然而叶恭绰
坚贞不屈，宁死不从，甚至以足不出卧室拮
抗。次年十月（1942年 10月）叶恭绰终在
友人帮助下逃离香港，移居上海。叶恭绰
赤胆忠心，曾自题竹松条幅、直写胸臆云：

“不随高柳弄柔条，却伴霜松作后雕”，道尽
叶氏凛然气节，令人感佩。叶恭绰返沪后，
南京汪精卫政府及日人多次邀其参与“和
平建国”工作，均遭严拒。 1944 年叶恭绰
虽因生活所困，以出售所藏古物字画维持
生活，仍治学不辍，为《婉约词》作集评，刊
行《遐庵词甲稿》，转录《全清词钞》，《五代

十国文》等，这次寓沪四年余。
抗日战争胜利后，叶恭绰由沪返穗。

1948年移居香港。新中国成立后，叶回到
北京。建国后，任北京中国画院首任院长，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
究馆副馆长、代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一
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当
选为全国政协常委。

叶恭绰书法，笔法雄强朴厚，妍媚动
人。行楷书上法度谨严意味蕴藉，草书则率
意洒脱，灵动飞扬。叶恭绰行草书法笔力雄
浑苍劲，线条柔韧挺拔，结体略矮而扁，但欹
正相谐，形成自己跌宕多姿、百态纷呈之
风。叶恭绰书法初学颜柳，后取法赵孟頫

《胆巴碑》（《赵孟頫胆巴碑》笔法秀媚，苍劲
浑厚，独具风格，于规整端严处见潇洒，点画
顾盼有致，用笔沉着峻拔。）也参以李北海、
褚遂良，上溯二王书法等，在体势上汲取了
如《李思训碑》《麓山寺碑》的灵动。为文人
学者的叶恭绰，书法上造诣很高。叶恭绰书
法尤以楷、行、草见长，笔力雄浑苍劲，线条
柔韧挺拔，结体略矮而扁，但欹正相谐，形成
自己跌宕多姿、百态纷呈之风。对于赵松
雪、李北海一路，他非常推崇。赵孟頫的《福
神观记》《玄妙观重修三门记》《妙严寺记》和

《胆巴碑》并为“赵氏寸楷四大名迹”，而前三
帖均流落海外，唯《胆巴碑》藏于叶氏手中。
叶氏为《胆巴碑》题诗道：福神玄妙并沉沦，
片羽空留径寸珍。不见鸣波碑版字，那知北
海有传人。叶恭绰在书法上非常推崇赵孟
頫、李北海一路。叶恭绰认为，世人多以松
雪（赵孟頫号松雪，松雪道人）书法学右军飘
逸甜熟之风，其实不然，只有细细看过他的
碑版帖本，其实全用李北海笔法。

“海上草书艺术论坛”
征稿启事

一 生 美 育 从 此 栽一 生 美 育 从 此 栽
—— 汪 曾 祺 致 王 文 英

（上接第1版）
随文图版须高清扫

描，一般单张图片 5M 以
上，清晰无误，并注明出
处。对于涉及版权归属的
图片资料由作者负责。

3. 投稿者请附 200-
300字的个人学术背景资
料（包括姓名、籍贯、工作
单位、社会兼职、学历、学
位、职称、获奖情况、参加
重要的学术会议及已出版
的专著注明出版社、发表
的论文注明出处等）。

4.请在稿件末尾注明
联系地址、邮政编码及电
话号码等联系方式。

5.来稿必须是尚未正
式发表的稿件，谢绝“一稿
多投”。已通知被本次论
坛录用的稿件在论文集出
版及研讨会召开之前，请
勿公开发表，否则视为“一
稿多投”，取消参会与获奖
资格。

6.文章撰写时应注意
使用权威版本，保持内容
的准确连贯和相对完整。
投稿作者须遵守《著作权
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确保
书写内容不存在著作权、
名誉权等争议和纠纷。因
内容而产生的纠纷，由投
稿作者本人负责。

7.为了避免论文选题
和内容上的重复，如有意
愿参加者，请在征稿之日
起一个月内将自己的本次
论文的主题或研究方向以
文字形式（控制在 100 字
之内）发至收稿人处。

四、论文评审
邀请知名专家组成评

委会，实行匿名评审；由评
审委员会评出入选论文
20 篇。组委会向入选作
者颁发证书并支付稿酬
3000元人民币（税前），赠
送论文集 1册。入选作者
具备加入上海市书协的条
件之一（合作论文入会资
格仅限第一作者）。

五、编辑出版
本次论坛将编辑出版

《海上草书论坛论文集》。
六、投稿时间及地址
自启事发布之日起至

2021 年 7 月 30 日止，逾期
不予受理。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
人民南路 64 号董其昌书
画艺术博物馆

邮编：201699
收件人：卢俊山
电话：18801906228
电子邮箱：
1037217846@qq.com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
2021年3月30日

庚子岁末，以“青春可期”为主题的8组
作品在上海书协微信号逐日推送，引发人们
对上海青年篆刻的热烈关注。上海书协篆
刻专委会开展“青春可期”第一期上海优秀
青年篆刻家作品评展活动，以创作论英雄，
从38名来稿作者中遴选出8名优胜者，分别
为陆宗盛、孔宪勇、许非同、沈飏、陈惊雷、杨
奕然、赵其令、董汉泽，列入上海书协篆刻发
展梯队首批人选。评选展示活动在上海篆
刻界刮起青春旋风，内中折射出无私的奉献
精神、开放的策划理念和多元的篆刻面目，
带来上海篆刻发展的新气象。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2020年6月公布第
七届委员会委员名单，篆刻专业委员会由徐
庆华任主任，黄连萍、张铭、张炜羽任副主任，
张炜羽兼任秘书长。新一届篆刻专委会团
结进取，不仅在朵云轩举办展览，向艺界展
现群体形象，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在
青年篆刻人才培养方面倾注了大量心力。
同年8月底，篆刻专委会针对全国第五届青
年书法篆刻展，举办篆刻创作提高班，集体
授课与个别评析相结合，对二十多名青年篆
刻者展开风格选择、边款刻拓、印屏设计等
方面的专项辅导，着力提高艺术专业水平，
把上海的篆刻作者“推”到全国去。

此次进行“青春可期”评比展览，则是要
让兼具实力和后劲的年轻篆刻者从人群中

“跳”出来，赋予“优秀青年篆刻家”名号，在多
家媒体隆重推介。这样在篆刻界树起标杆，
激发更多年轻人的奋进动力，也让入选者在得到荣誉的同
时，增强光大上海篆刻的责任感。篆刻专委会在活动中表
现出担当、奉献的精神，令人感佩。他们深知，一花独放不
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上海篆刻的未来在于青年人。这几
年，上海篆刻作者在全国性展览评比中表现难说优异，有识
之士不无忧虑。篆刻专委会既注重面上提高，又瞄准关键
少数，作出了大胆又接地气的尝试。他们创造机会让年轻
人脱颖而出，体现了大公无私的胸怀。辛丑年到来之际，篆
刻专委会拜年帖携优秀青年篆刻家以及提高班学员作品同
步展示，把30名青年篆刻作者“拉”出来，同样彰显了为青年
人竖梯搭台的大格局。

从发布征集公告到公布评选结果，乃至入选作者作品

首次展示，“青春可期”评展活动以上海书协
微信号作为主要依托平台，对新媒体的倚重
彰显了篆刻专委会的开放思路。展示内容
包括个人照片、艺术简历、创作手记、十多件
篆刻和一件书法，信息容量大。上海书协微
信号相关帖文平均阅读量超过7000人，高者
多达1.2万人，可谓万众瞩目。在新媒体日
益发达的当下，举办篆刻活动并非一定借助
面对面的表彰或实体展览，只要运用得当，
线上活动一样可以产生大能量。相关信息
也推荐到《书法》杂志微信号、中国篆刻网微
信号等专业平台展示，从而产生广泛辐射力
和影响力。推荐的过程当然也离不开主办
者的悉心付出。

“青春可期”首批8名作者具有年轻化、
高学历的特点。除了“70后”和“80后”各一
人，6名为“90后”，年方二三十岁的年轻篆刻
者正在挑起上海篆刻的大梁。他们大部分
具有书法篆刻专业的本科或硕士学历，特别
是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
毕业或在读，专业基础厚实，综合素养完备，
更有后劲。长期以来，上海篆刻传承高度依
赖于民间师徒授受方式，师傅带徒弟完成篆
刻艺术的代际接续。此次评选结果表明，在
院校受过专业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正在成为
一支篆刻劲旅。当然，院校教学与师徒授
受、协会组织也有不同层面的融合，共同推
动上海篆刻走向繁荣。

就篆刻风格而言，入选作者作品整体为
雄放面目，以取法古玺为主，或参照将军印、唐宋官印、楷书
印等，工稳一路主要是董汉泽的鸟虫印。在上海广受拥戴
的陈巨来、王福庵、黄牧甫等印风，此次基本未涉及，显示出
评选中的求异思维，或许包含着重振吴昌硕、来楚生、钱瘦
铁等留下的雄强印风的用意。如果说北方篆刻多有大开大
合的气势，不拘一格，上海篆刻总体而言则比较含蓄老实，
工稳印更受市民藏家欢迎。可以相信，此次“青春可期”评
选必将对上海篆刻风格的多元化起到推动作用。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青春可期”评选结果已揭晓，在
更多媒体展示在陆续进行，接下来有望开展第二期乃至更
多评展活动。“青春可期”散发出青春的蓬勃力量，包含着担
当、奉献的底蕴，让人们对上海篆刻的未来充满期待。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推
动当代书法事业的繁荣发
展，聚焦中国书法传承与
创新的时代特征，展现一
代书法新人的精神风貌，
中国书法家协会决定举办

“第九届中国书坛新人新
作展览”。年满 18岁以上
非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的
中国公民均可投稿。

作品要求：（1）征稿范
围：投稿作品分为书法、篆
刻两个部分。（2）内容：新
人新作展秉持“植根传统，
鼓励创新，艺文兼备，多样
包容”的创作理念，彰显中
华美学精神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坚决抵制低俗
庸俗媚俗的作品。 提倡
投稿作者自撰书写内容，
文白均可，内容要追求真
善美，传递正能量。诗、
词、曲、赋、联、文等体裁不
限。亦可书写健康向上的
古今诗文。具体要求详见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微信公
众号。展览定于 2021年 9
月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
入展作者具备加入中国书
法家协会的条件之一。即
日起征稿，至 2021 年 7 月
20日截稿。

第九届中国书坛
新人新作展览开始征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