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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深秋，全国第七届兰亭奖书法大赛
征稿启事拉开帷幕，我细读征稿启事内容，此
次大赛，书法创作类入展获奖人数仅仅五十余
人，除此以外，每位作者需提交三件作品，其中
有一件必须是参赛作者的原创诗文，由此可见

中国文联，中国书法家协会，在考查作者的创
作水平以外，还要考量每一位作者的传统文化
功底，可谓用心良苦，这对每一位作者来说，都
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我近两年主攻行草书，所以在书体上没
有太多的想法，决定以大、中、小三种不同大
小，不同风格的草书作品参赛，决定分别以
册页、手卷、中堂三种形式，形式定好后，书
写内容成了关键中的一部分，关键是自作诗

文，既要符合古法，又要有利于书法创作，这
对每一位作者都是极大的挑战。此时正是
深秋，一个人独坐书房，遥想当年魏晋各大
名家在书圣王羲之的召集下，流觞曲水，赋
诗作文的风流情景。如今书圣虽然已故千
年，但兰亭精神却永远留在了我们心中。此
时我也想到了我已故的爷爷，加上这些年学
书的感想，酸甜苦辣顿时涌上心头，我有感
而发写下了这首诗：“秋高叶落天欲寒，百草

茫茫见风霜。独倚南窗听风起，一笔愁绪写
离殇。问道学书费思量，梦回兰亭见流觞。
一朝若得逸少法，纵笔龙蛇亦轻狂”，诗非高
古，唯能表情达意。

一切准备就绪，接下来就是创作了，我写
小字喜欢安静，喜欢一个人关上门，手机静音，
完全沉浸在创作中去，册页和手卷完成得很顺
利，仅仅用了十天时间，稍作休息两天，就开始
准备创作八尺整张的大草作品，八尺整纸，对

于任何一个创作者来说，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八尺整张大草作品，首先要将气势雄伟、壮观
这个概念放在创作中去，几番尝试，都难如人
意，直至截稿前一天才不得已而定稿，此中艰
辛唯有自己能够体会。

在此，感谢各位老师对我这几年的努力给
予鼓励和青睐，我自知自身还有很多不足之
处，书道漫漫，我会继续坚持努力，以不负各位
老师的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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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目青山夕照明“嘉定新
城杯”上海市老年书法展

征稿启事

别署南庐散人，抱云斋
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
海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人
文书法大学特聘教师，墨池特
聘导师，书法报特聘导师，南
庐书院院长，书法报国展百强
入展作者。

获奖入展：全国第七届兰
亭奖（中国文联，中国书法家
协会）、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
刻展（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
全国第三届册页展（中国书法
家协会）、全国第二届行书展
（中国书法家协会）、上海市第
十一届书法篆刻优秀奖（最高
奖）、首届书法大厦杯全国书
法篆刻展、全国青年书法精英
展（提名奖）、首届“恒美花都
杯”书法篆刻作品展入展

感谢上海书协给我这个发言的机会，这
次我的系列论文入选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
奖”，对我个人而言，并没有什么可以值得骄
傲的，但我还是愿意将自己的几点感想向大
家作个汇报：

首先，感谢上海书协为申报“兰亭奖”所
作的大量细致的工作。

申报工作涉及表格的填写、材料的整理、
排版、打印并装订成册等等，这个过程非常繁
琐，也会消耗申报者大量的精力，如果不是上
海书协安排李晨等几位老师协助大家，我想
很多作者甚至会有放弃申报的想法。所以，
不是因为入选了“兰亭奖”我才感谢书协，不
入选我也依然会感谢书协为此所作的大量的
细致的工作。

其实不仅仅这次“兰亭奖”的申报工作，
近些年，上海书协在书法培训和教育、学术论
坛的举办、青年理论家学术沙龙等方面都作
了很多细致而切实的工作，上海的书法爱好
者和工作者我想都有切身的体会，这对于夯
实上海书法工作者的基础，提升上海书法整
体从业者的书写水准和研究素养都起到了极

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感恩我所从事的工作给予我的学

术训练。
我自2008年正月初七到《书法》杂志编辑

部工作，从实习编辑到编辑到责任编辑，再到
副主编，十三年来一直坚守在一线编辑岗
位。那种对于编辑出版工作的热爱和珍惜没
有丝毫改变。

为什么要感恩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呢？因
为它不仅提供了很多向业界专家学者学习的
机会，也不仅因为在大量的书法活动中开阔
了眼界，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种职业敏感。
就是面对当代书法界的很多现象，我会以媒
体人的视角去观照这些问题并作出反应，这
既是杂志工作的需要，也是媒体人的职业素
养。也正因为此，我撰写了一些列的关于当
代书法创作、展览和批评的文章，此次入选

“兰亭奖”的8篇文章就是在近两年所发表的
文章中遴选出来的，均是围绕“当代书法创
作、展览和批评”展开的。所以，我感恩我所
从事的工作，我也喜欢和享受这种带有挑战
性的工作状态。

第三，时代青年的现实担当。
每一代青年都面临各自的发展机遇和现

实挑战，也都有各自的历史使命，如何担当自
己的责任是摆在我们面前非常现实的一个问

题。就书法而言，国家重视，社会也支持，加上
各级书协的组织和引领，当代书法无论在创
作、研究、教育等等诸方面均是历史上最好的
时期，所以我们作为书法人，都应有所作为。

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代书法创作和研究
的高峰还集中体现在“40后”这批前辈身上，
我也比较赞同这个观点，但每个年龄段都有
自己的贡献，不仅“50后”“60后”中有一批创
作和研究的代表性人物，“70后”也渐成书法
界创作和研究的中坚。而“80后”“90后”需要
的，恰恰是沉淀，而不是急着宣传和包装，不
能以为取得一点成绩就可以汪洋恣肆了，其
实在前辈面前就一小水坑，水之积也不厚，其
载舟也必定无力，更不要说行之久远了。总
之，我们都应该延迟满足感，要志存高远，为
当代书法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第四，不会把荣誉作为前行的负担。
工作十多年来，在编辑出版、学术研究、

书法创作等方面都获得了一些荣誉，但我有
着清醒的认识，即这些荣誉都是业界专家对
我既往工作的肯定和鼓励，我会把它当作继
续努力工作的动力和鞭策，而不会把荣誉作
为前行的负担。

入选“兰亭奖”后，组委会要求写一段三
五百字的创作感言，其中一段如下：

当代书法复兴四十年，以创作与研究为

其两翼，以展览与批评为其表征。故对当代
书法创作、展览与批评之梳理和反思就显得
尤为必要，且特具“当下性”。既可为书法参
与者提供更宏阔之视角，又可为书协决策者
提供“数据”之参考。

因职事之故，我关注当代书法创作与批
评十数年，目睹了展厅时代书风之转换与流
变，亦见证了书法批评之“捧杀”与“棒杀”。
不可回避的事实是，较之史料丰赡之书法史
论研究著作，书法评论常因关涉肤浅而不被
重视。近年来，中国书协于书学研讨、论文征
稿中鼓励学者撰写美学、批评相关之论文，然
应者寥寥，来稿仍以史论、教育为主体。昔商
鞅立木悬赏，以徙木而立信，我于此领域跬步
不停，以系列论文得以入选本届“兰亭奖”，亦
应作此“木”看。希望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当
代书法创作、展览与批评，我愿作引玉之砖。

最后，再次感谢上海书协这些年在组织、
凝聚、服务等方面所作的大量细致的工作，感
谢书协的各位老师为上海书法事业的发展所
付出的努力和辛劳，感谢各位书界同仁在书
法创作、研究和教育等方面所展现出的扎扎
实实、砥砺前行的精神状态。我愿与大家一
起努力，也愿意为上海书法事业的发展贡献
自己的绵薄之力。 （本文系作者在上海
书协2020年度表彰大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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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书法》杂志副主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副编审。中国
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
论家协会书法篆刻委员，中国
教育学会书法专业委员会理
事，上海市书法家协会理事，上
海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山
西书法院特聘研究员、中央财
经大学当代书法研究中心特聘
研究员。兼任山西大学、江西
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山西师
范大学、河北美术学院客座教
授。2020年度上海市青年五四
奖章个人获得者。

论文入选第七届中国书法
“兰亭奖”，获中国文联第二届
“啄木鸟杯”年度优秀论文奖、第
七届上海书学讨论会优秀奖、入
选全国第十一届书学讨论会
等。于《光明日报》《中国文艺评
论》《中国书法》等报刊发表论文
八十余篇，出版《论书雅言》《中
国古代女性书法文化史》（合
著）、《方寸大千——历代篆刻艺
术之美》《字里千秋——新出中
古墓志赏读》等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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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大千》封面 ▲《字里千秋》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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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上海市书

法家协会

承办单位：上海市书

法家协会老年书法工作

委员会，上海市嘉定区老

干部局，上海市嘉定新城

管理委员会

协办单位：上海政协

之友社办公室，上海韩天

衡美术馆，嘉定区书法家

协会，上海书画出版社

《书与画》杂志，澄心书

苑，上海一本书院

二、展期

2021 年 10 月 12 日-
2021年10月24日

三、地点

上海韩天衡美术馆

（嘉定区博乐路70号）

四、作品规格

投稿作品尺寸限六

尺整张宣纸以内，竖式，无

需装裱。鼓励多种形式

（包括成扇、扇片、书札等

多种形式），尺幅较小、视

觉效果丰富的作品投稿。

五、参展对象

1.邀请参展：上海市

书协部分领导、顾问（年

满 60周岁者）；老年书法

工作委员会委员。

2.征稿：上海市60周

岁以上（1961年12月31日

之前出生）书法群体（经评

选入展），不论户籍，以居

住地在上海为准。

3.特邀：本市百岁以

上老人中善书者若干位。

六、创作主题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的传世名篇（诗词、

名句）。

七、投稿方式

1. 请填写投稿登记

表，并在作品背面右下角

用铅笔注明姓名及联系

电话。即日起至 2021 年

6月 30日止，请将作品邮

寄至上海韩天衡艺术教

育基地，地址：上海市嘉

定区博乐路 70 号，韩天

衡美术馆南 2 门，邮编：

201800 收 件 人 ：钟 芸 。

请注明“老年书法展投

稿”字样。

2. 本次大赛不收参

评费，鉴于人力，原则上

不予退稿。如需退稿，请

邮汇退稿费 50 元人民币

（请勿在信封中夹寄），并

将退稿汇款单复印件粘

附在作品登记表的右上

方，退稿作品展出结束一

个月内，将由主办方通过

邮局快递方式送达。征

稿期间不办理换稿、退稿

等事宜。

3. 退稿费一律通过

邮局汇款。汇款时请在

附言上注明：“上海市老

年书法展”，并注明本人

联系电话。

汇款地址：嘉定区博

乐路70号天衡艺校

邮政编码：201800
收 款 人：叶芳丽

联系电话：59910330
八、评选与获奖

1. 投稿作品由上海

市书法家协会组织专家

进行评选，遴选出 200 件

作品入展，并发给入展证

书。

2. 设立“优秀奖”20
名，在入展作品中评出，

颁发奖牌。非上海市书

法家协会会员的获奖作

者，凭此奖项，作为加入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的一

次资格。

3.所有获奖、入展作

者每人赠送作品集一册。

九、本次活动的解释

权归上海市书法家协会。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

2021年1月11日

▲金山寺诗一首 ▲自作诗一首《学书有感》

▲杜甫《春望》

◀
笔
带
·
心
怀
联
句

◀
龙
潭
夜
坐
诗
一
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