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篆刻有“三法”：篆法、刀法、章法，其中
论述章法的文章与理论尤其多。

自学印起，邓散木的《篆刻学》就是我
第一册学印的专业书籍，书中对各式章法
都有明确介绍与图解，以后相继又读了其
他篆刻书籍皆有所得益。

但随学艺深入，逐渐发现若一味强调
传统章法可能会使创作陷入程式化和套路
化，如此下去将可能不利于个性化的艺术
创作，也有可能会离艺术越走越远。

篆刻的线形字形各有不同，有形则生
势，势是由形所积蓄生发而成。线形也没
有绝对的直，直也只是一种势态，一种富
有动感的势向。线与线、线与字、字与字
间的关系也会汇聚成势。线与字的姿态
能让我们感知到其视觉势向与势态，势态
的变化又可引发视觉延伸与收缩感，从而
形成不同势态之间的呼应，印中所有的

“势”构成了印的整体势向与势态，我称其
为“印势”。“印势”之变直接决定印的视觉
效果，因此窃以为篆刻的章法当应“势”而
生发；应“势”而展开，顺势、融势、造势才
是其根本所在。

章法布局首先应顺势。常言顺势者
昌，逆势者亡。违背“顺势”则成功的几率
很小，因此经营篆刻章法，必先知顺势之
道。顺印式之势；顺印面文字字形之势（篆
刻用字都来自古文字，古文字形正确与否
一直会被拿来衡量创作者的学识标准，字
形错了一切皆空）；顺笔意之势。 印式有
图形之势；字有字势；线有线势，顺势而变
才能顺势有为。

其次是融势。印中文字各有其形各
有其势，势与势之间不一定能合势，因此
确定印式或字体后，须从各“势”中寻找出
相互间可关联、可呼应、可融合协调之处，
使印中一线一字一小点相融成一个和谐的“势”，这融合各势的过程便
是融势。

顺势、融势都只是造势的前奏，印的意趣意境与个性特征的生成关
键在于造势。

造势是在顺势与融势的基础上，按自我审美取向及印的词义要求，
营造有自我篆刻语言的个性化“印势”的过程。因此在造势之前，印的主
体是何字？字与字、线与线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印势”的个性化如何生
成？如何使所造“印势”自然和谐？所造之“印势”能否切合词意？……
这些问题在心中有明确方案后才能明确如何造势。

在造势过程中须确定主势向与势态及与其相呼应之势，分清字与字
的主次与势态关系，再顺势找到每个字在其相互关系中的位置。找准了
主次位置才可对每个字排布得当，整合好各势向与势态，在不断整合的
过程中营造出适合表达词义的整体“印势”。

造势的最高境界是能按自己的理念去营造自己想要的“印势”，或创
新印式，或创新书体（符合篆法），或创新构成，以此造就出有自我特征的
独一的“印势”。但造就独特不仅需要胆魄更需能力，否则就会弄巧成
拙，适得其反。

顺势、融势、造势关键就在于一个“势”，能运用好“势”就已经打开了
篆刻新世界的大门。当你能有效把握好“势”，又能因势利导，那么一切
就能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如何能把握好“势”？窃以为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中充满着”势”，
留意观察生活中的人与物，物与物的势态与势向变化，多积累、多感悟势
与势之间的关联状态与生发因素，触类旁通，用心去感悟古印中线与线，

字与字之间的势态与势向的变化，使之融
于自己的篆刻创作之中，唯有如此才能真
正掌控好“印势”。

拙文之述乃个人感悟，篆刻创作方
式各有所选，选择何种方法都无可厚非。
遵循传统章法传承古典，精神可嘉，但一
味固守传统章法则不可取。我个人建议
不妨在传承章法的基础上再多融入些我
的“印势”理念，可能会使您的写意印创作
更自由且更具个性趣味横生，工稳印创作
也有可能会新腔别出。

不过一切选择还在于您……

凭着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以
及话剧《茶馆》等，老舍的名字在中国新
文学的文坛上也可以说是不朽了。过去
所谓的“鲁郭茅，巴老曹”虽说以今天的
眼光审视不无偏颇，但就当年所处的地
位而言，可谓塔尖。而且，在当代文坛

“盟主”级的鲁迅之后，若从作品的数量
及影响来看，相比于其余几位，老舍还真
是不遑多让也。

老舍的小说有浓厚的北京味，俏皮
话、歇后语，明喻暗譬，生动有趣，这也形
成了他的明显特点。他二十多岁在英国
时，教学之余，每天就写着玩玩，写成了
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他写完
也没太当回事，把整摞的手稿一卷，就平
信寄回国内了。后来没几个月，被郑振
铎拿去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其通俗而
又带鲜活趣味的创作风格，令当时的文
坛耳目一新。不久老舍又陆续写了《赵
子曰》《二马》等，均带些讽刺和滑稽可笑，
于是，老舍的“幽默小说”遂不胫而走。
有人曾封他为“笑王”，他写了一则《辞王
启》：“您封我为‘笑王’，真是不敢当！依
中国逻辑，王必有妃，王必有府，王必有八抬大轿。而我无
妃无府无大轿，其‘不王’明矣”。

这类调侃幽默式的回复，已形成了老舍的一种风格。
我年轻时也曾买过几本老舍的幽默短篇小说，读了哈哈大
笑。此后十数年我偶尔又翻出再读，不知是自己的年龄过
了还是心境变了，之前的那种“笑果”则顷然全无，即便有
一些怪诞滑稽的语句，多也觉得是生硬之嫌，不够含蓄。
当然，老舍自有其伟大之处，他虽然创作了很多幽默小说
以及幽默诗文，但这些小品短什只能算他的游戏之作，反
映了他的一种观阅世情的人生态度。不过，以“幽默大师”
闻名的老舍，自己的人生却带有浓烈的一层“悲剧色彩”，
不得不叫人唏嘘扼腕。我们中国人非常注重人生的结局，
开头曲折，结尾安好，终属美好；少年艰辛，老来享福，就是
幸福。但老舍却是幼年穷苦晚年凄惨，即便中间再怎么美
好，他的人生，终究还是一场悲剧。

出生于北京西城一个贫苦的旗人家的老舍，两岁不
到，身为清兵的父亲就惨死于八国联军之手。童年丧父加
之贫困的生活，使老舍的性格孤独而倔强。他儿时的同
学、后成为语言学家的罗常培曾撰文回忆道：在北京第一
中学当国文教员时，老舍的收入很低，那年冬天他告诉罗，
为了给老母亲添置寒衣和米面而把皮袍卖掉了。罗怪他：

“何不早说？我还拿得出这几个钱来。何必自己在三九天
受冻？”但老舍却坚定地回答：“不！冷风更可吹硬了我的
骨头！希望在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你再帮助我！”

还是这位罗常培，后来又帮了老舍一个“大忙”。我们
都知道老舍的夫人叫胡挈青，毕业于北师大国文系，还能
画，是齐白石的女弟子。当年罗常培有个朋友正好是胡挈
青的哥哥，罗也经常去胡家玩。那时胡挈青二十好几却待
字闺中，胡家母亲常唠叨。罗常培想起老舍恰英国回来也
是单身一人，于是为了撮合他俩，罗就三天两头专请老舍
和胡挈青吃饭，彼此心照不宣地几顿饭吃下来，这好事也
就成双啦。至于抗战时，老舍孤身一人在重庆，与女作家
赵清阁发展了一段恋情，后因胡挈青拖着三个孩子也从北
京赶来而告终，那是别话。就如前文所说，只要回归，终究
也属圆满。

尽管是少年艰辛，但凭借自身的刻苦和才情，老舍终
于走出了一条自己的成功之路。作为文学家的老舍，虽然

不以书法名世，但因小时候入过私塾，写字训练有素，后又
在北京师范学校念书时，深得校长方还先生的赏识。方还

“博学好古，精诗词辞章之学”，是民国初期享有盛名的教
育家和书法家，所以，在方校长的影响下，老舍的书法还是
颇有一定的功底。梁实秋住重庆北碚的雅舍时，与老舍不
远，曾带着十来岁的女儿梁文蔷去拜访过老舍，文蔷并以
册页请老舍题字，老舍为她写下了“身体强学问好，才是最
好的公民”十三个字。字一定不差，敦厚有味。梁文蔷后
来定居美国，这本册页一直带在身边。就如今我们看到的
一些老舍题字，都写得自然蕴藉、浑朴有味，而且他的线条
看似端凝清腴，却柔中有刚，就像他的个性，外面宽容调
和，内心则刚正强烈，落不得一丝尘垢。

老舍的大字书法，取自北碑，线条凝练厚实，但用笔却
并非一路重按到底，而是起伏开张，略有《石门铭》之气
象。而他的尺幅楷书作品，我则觉得楷隶结合，波磔灵动，
还带点《爨宝子》《好大王》的古拙，似乎比他的大字更有韵
味。上海图书馆藏有一帧老舍致作家刘白羽的信，用的笺
纸是印有明代方孝友的的官职腰牌纹饰，颇为少见。老舍
以稍带行意的小楷书写，几乎一笔不苟，写得非常认真。
细赏之，还真是既有情致韵味又不失法度的尺牍佳品。

白羽同志：
久未见，甚念！阅报，知已回京工作，康健为祝！我于

八月间到皖南游览，本想足以健身，但血压仍时时波动，思
想不能集中，无法进行写作。本星期六日当赴西郊农村小
住，人代大会会前归来。乡间空气好，且得略识新农民面
目，定胜于困守城内也。前在密云，粗悉一个满民生产大
队情形，西郊亦有略近于此者，故愿去继续了解。闻东陵
亦有类似组织，拟于明春前往访问。届时，希头昏减敛，或
能写出些文章。匆匆，致

敬礼！ 老舍 上
十五

刘白羽是比老舍晚一辈的作家，以散文最为著名，
与杨朔、秦牧并称为“中国当代散文三大家”。他撰写了

《长江三峡》等，被选入中学课本，影响了好几代人。这
封书信并无实质性的内容，只是一般的互通音讯而已。

老舍报告了自己的一些行踪及身体状
况，情绪颇显低落。信的末尾未署年
月，仅一个“十五”的日期。然查资料可
知，一九六四年夏确有老舍携夫人赴皖
南讲学以及五月去密云体验生活一事，
而是年十月，他还去了北京西郊体验小
住。十二月二十一日，老舍又参加了第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有的信
息都与信中所述的内容印证，那么毫无
疑问，此信应写于一九六四年，而且极
有可能就是“十月十五日”，与“人代大
会会前归来”基本相符。

据老舍传记云，一九六三年至一九
六六年，是老舍自走上文坛以来从未有
过的创作低迷期。不仅只是身体的因
素，而更多是环境和氛围的压力，使他

“思想无法集中”。这对视文章如命的
老舍而言，无疑是痛苦的。以前战时于
重庆，他每天都要写一二千字，闲暇时
与文友一起也最爱喝酒，故曾有一诗写
道：“半老无官诚快事，文章为命酒为
魂。深情每祝花长好，浅酌惟知诗至尊
……”那时条件艰苦，居住简陋，然无

官无职，心情则反而放松。他为自己的居室起名为“多
鼠斋”，并为报纸副刊开了“多鼠斋杂谈”的专栏，谈到喝
酒，他说因喝酒，自己交下许多朋友，这就是酒的最可爱
处。而且喝了酒说话做事要比平时豪爽真诚一些，容易
心心相印，成为莫逆……其实这些都是老舍以自己的真
诚而对酒的误解罢了。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春，老舍与曹禺受美国国务
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一年期满，曹禺返国，老舍考虑到
国内战乱，无法安心写作，故决定暂且留在美国，以便继续
创作他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其间他还创
作了另一部重要长篇《鼓书艺人》。然而，时间转眼就到了
一九四九年秋，国内形势一片大好。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
下，短时间内，国内如郭沫若、夏衍、冯乃超、丁玲、茅盾、周
扬、阳翰笙、曹禺、洪深、郑振铎、赵清阁等三十多位文化界
好友，纷纷致函致电身在美国的老舍，敦请他及早返回新
生的祖国，与大家共襄文化繁荣大业。

本还想继续逗留美国的老舍，再有多大的“定力”，估
计也架不住三十多位文化名流的邀请。于是他风尘仆仆、
满怀信心地奔向新中国的怀抱。

回国后，老舍以极大的真诚进入了他的创作高潮期，
《龙须沟》《茶馆》等经典作品皆创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为
此，老舍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还当选为全国
文联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等职。本来是“半老无官诚快
事”，没想到真“老了”，官职与荣誉却纷沓而来，一时风光
无限，席不暇暖。但造化弄人，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
兮祸之所伏”，我们从老舍一九六四年的这封信可以感受
到他的压抑，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运动来袭，真诚的
老舍唯恐自己的思想落后于革命群众，他总是积极地投入
创作，紧跟形势地批判他人，即使想不通也要努力想通，尽
量以最好的状态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然而，当运动和批
判的厄运真的降临到自己头上时，这一次，他真的想不通
了，经历了百般凌辱，承受了万千磨难，绝望的老舍扛不住
了，他只能以一死来找回他久违的尊严，创作了多部经典
喜剧的他，最终只能以悲剧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曾经遭老舍严厉批判过的胡风，在得知老舍被逼自杀
的消息也非常吃惊，他丝毫没有微言，反而感慨地叹息：

“像老舍这样的人，居然也没被容下。”

篆刻：新气象

作者：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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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书家摭谭（五十一）——马一浮
马一浮（1883—1967），名浮，幼名福田，字一佛，号

湛翁，别署蠲翁、蠲叟、蠲戏老人，以字“一浮”名世。“一
浮”取自《楞严经》“如湛巨海，流一浮沤，起灭无从”一
语。浙江绍兴人。马一浮是我国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
表人物之一，与梁漱溟、熊十力合称为“现代三圣”。马
一浮于古代哲学、文学、佛学，无不造诣精深，亦工诗词，
有“儒释哲一代宗师”之称。马一浮对文字学、古典文学
及哲学均深有造诣，能法、英、德、日、俄、拉、西六种外
文。蒋介石曾邀他做官，他拒绝；孙传芳求见，他拒绝；
孔祥熙求字，他拒绝。马一浮还是引进马克思《资本论》
的中华第一人，是周恩来、陈毅称为“国宝”的著名书法
家、佛学家和国学大师。马一浮精于书法，自成一家，丰
子恺推崇其为“中国书法界之泰斗”。但马一浮有著名
的“五不书”，即一不书祠墓碑志，二不书寿联、寿序，三
不书讣告、行述、像赞，四不书题签和时贤作品，五不书
市招。马一浮一生著述宏富，主要著作有《泰和会语》

《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尔雅台答问》《尔雅台答问
继编》《老子道德经注》《马一浮篆刻》《蠲戏斋佛学论著》

《蠲戏斋诗编年集》《避寇集》《朱子读书法》等，所著后人
辑为《马一浮集》。

马一浮先生少年时读书，过目能诵，时称神童。早
岁应浙江乡试，名列榜首，远超同场应试的周树人、周作
人兄弟，周作人的第34名，周树人（鲁迅）是第37名。于
是，马一浮名声大噪，考官乡贤汤寿潜爱其才，把女儿许
配于他。

1899年冬，16岁的马一浮赴上海学习英、法、拉丁
文。1902年与李叔同在沪上相识。马一浮曾说：“溯不
佞与法师相识于沪上，在壬寅、癸卯间（1902—1903）”此
时期，李叔同在上海南洋公学就读，而马一浮亦在上海
游学，因此两人相交与沪上。后来李叔同到杭州任教期
间，与马一浮同城居住，交往的机会逐渐增多，尤其是李
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实行断食后，对佛学的兴趣日增，便
更加亲近马一浮这位佛学大师。后与曾首译《物种起

源》的马君武、著名学者书法家谢无量在上海创刊《二十
世纪翻译世界》传播西方文化，时有“天下文章在马氏”
之誉。直到 1903年 6月，马一浮赴美国圣路易斯留
学。马一浮寓沪时间约三年左右，其书法作品《海派书
法百年百家》有收录。辛亥革命后，潜心研究学术。蔡
元培曾邀赴北京大学任教，蒋介石许以官职，均不应
命。抗日战争爆发后，应竺可桢聘请，任浙江大学教授，
又去江西、广西讲学；1939年夏，抗战期间在四川乐山
创办“复性书院”，任院长兼主讲。

1952年，马一浮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特邀委
员。这一年的4月的一天，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在
浙江省文教厅厅长刘丹的陪同下，一身便服来到蒋庄，
马一浮的家人说主人正在休息，过一会儿再通报，陈毅
元帅忙说不必惊动，稍后再来拜访。他们在花港公园
转了一圈再去时，天正下着蒙蒙细雨，马一浮尚未醒
来，家人请客人进屋等待，陈毅却说：“未得主诺，不便
入内。”就在屋檐下伫候。两人相见后，马一浮深为这
位儒将的知识、风度所折服，视之为友。同年11月，马
一浮应陈毅市长之邀到上海做客，陈毅市长在虹桥宾
馆设宴款待，又派人陪他畅游苏州、无锡等地。此后，
两人互相唱和，随着时间的推移，感情更加亲密无
间。 马一浮先生身体稍胖，怕热。在陈毅等领导关照
下，夏天多往外地避暑。1953年任浙江文史研究馆馆
长，1964年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是第二、第三届
全国政协委员会特邀代表。

马一浮的书法各体皆备，碑帖兼取，尚古而脱古，
自成一家。尤精行草及隶书，行草运笔峻利，章法清逸
而气势雄强，横画多呈上翻之势，似淡拘成法，拙中寓
巧，气格高古；隶书取精用弘，形成用笔温厚、结体潇洒
之特点。马一浮书法虽然取法广博，但于《兰亭序》、

《怀仁集圣教序》心追手摹，孜孜矻矻，年逾古稀临习不
辍，其立足点还是选定为“如羽人仙客，翱翔云际”（马
一浮语）的王羲之法书上，追求萧散流畅、虚和自如的

魏晋风度。他于书法最重篆书用笔，主张取法高古：
“篆法虽善变化，其近俗者不可为训。”其篆书得益于金
文、籀文与秦篆，用笔劲健雅捷，结体从容端隽。隶书
心仪汉隶，尤喜《石门颂》。曾说：“予少好习此，差得其
气，晚而识其神理胜远，如香象渡河，羚羊挂角，偶复涉
笔，未尝不叹其难，及此未易为不知者道耳。”然其隶书
明显有曹魏隶书的体势。马一浮诸体多取纵势，这大
约与他崇尚篆书有关，其楷书结体亦取纵势，斜画紧结
折肩耸起取自北碑，字形有欧字峻拔内敛之致，用笔圆
劲挺括。行草书与楷书异体而同一机杼，回旋跌宕，潇
洒自如有章草韵味。人们习惯引用他自述学书的一段
话：“人谓余书脱胎寐叟，此或有之，无讳之必要，然说
者实不知寐叟之来踪去迹，自更无从知余书未到寐叟，
甚或与之截然相反处。”的确，若从行草来看，除了时风
之外，缤纷离披处得见沈曾植对马一浮的影响，但就沈
曾植书脉出入包世臣，而马一浮却源于篆隶，由此，或
可体味其“更无从知余书未到寐叟，甚或与之截然相反
处”之寓意。沙孟海在谈到马一浮的书法时说：“马先
生的书法，凝练高雅，不名一体。篆书直接取法李斯。
隶八分直接取法汉碑，不参入魏晋以后笔法。其行书
植根于钟王诸帖，兼用唐贤骨法。独心契近人沈乙庵
先生的草法，偶然参用其翻转挑磔笔意。”我们观赏马
先生遗墨，再检读他《蠲戏斋题跋》，可以全面了解他对
历代“碑帖服习之精到，体会之深刻，见解之超卓，鉴别
之审谛，今世无第二人”（《马一浮遗墨序》，华夏出版
社 1991 年 6 月出版）。

马一浮对自己的书法也颇为自负：“有目不见牛，
有口但挂壁。有心不起意，有手堪持笔。虽因翰墨流，
亦自胸襟出。事此非徒然，吾今为君述……子谓我为
谁？羲之吾精魄。吾久与子处，子乃不予识。子当运其
肘，令我立可觌。张芝与钟繇，亦常在子侧。近招崔蔡
伦，远及斯籀列。与子为一身，八极任挥斥。动静唯子
俱，随子意舒诎。子若气磅礴，吾亦神充溢。”

文 章 如 命 酒 如 魂文 章 如 命 酒 如 魂
—— 老 舍 致 刘 白 羽

2021“中国书法·年展”
全国楷书作品展征稿启事

书法之所以被誉为中
华传统之国宝，是在于书法
不仅是文化的、艺术的，而
更是历史的。随着时代的
变迁和历史的机缘，我们有
幸走近并揣摩曾经被尘封
数千年神秘的楚简、秦简、
汉简等系列简牍大观，这些
都是前人所不曾见到过的
高古静穆，正大气象，文书
同辉的文化艺术景象。平
生临池数十载并钟情于篆
隶的浸淫。在赏析，寻觅这
些出土的一条条细薄的文
物图片，仿佛进入一座书法
文化宝库，由此，一种神性
的笔墨情怀油然而生并催
生我为探索篆隶的承上启
下，转换嫁接，相融相谐，提
供了借鉴、取法的视野和拓
展。观其结体的天趣，笔法
的随性，极具书写性，为我辈在篆刻、刻字的配字中义形的多样性带来了
新的思路和观念。近些年我收罗了许多残木、碎片、角料，通过潜心设
计，案头漫笔，加工制作，苦心孤诣后遂成系列木简书法，涵盖了楚简、金
文、帛书、章草之风格。木简书法的探究是余生书法、篆刻、刻字创作之
后的补充和余兴，力求兼容并蓄，不计工拙，将古意盎然的简牍文化艺术
抹去千年的尘埃，以期青春情怀，契之于当代去演绎博大精深的书法艺
术。从宣纸上的书法到木条上的笔墨，两者间材质不同，形式迥异，但其
艺术的共性是通融相承的。在入木三分之中尝试古盆栽新花，擢古来新
的新古典主义观念。故此学习和传承，永远在路上。

木简印象·余音犹存

一、举办单位（略）
二、组织机构（略）
三、征稿要求
1.年龄要求
年满18周岁的中国公

民均可自由投稿。
2.作品要求
（1）征稿范围及数量
投稿作品主体应为楷

书，每位作者限投一件。
征稿期间不办理换稿、

退稿等事宜。
（2）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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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规格
投稿作品请投寄作品

原件，尺寸为 6尺整张（高
180cm，宽96cm）以内；小字
类（单字字径一般在2cm以
内）作品尺寸为4尺整张（高
138cm，宽 69cm）以内。一
律为竖式。手卷作品尺寸为
高 35cm以内，长度 248cm
以内。册页作品成品尺寸每
页高宽不超过40cm，正文为
5—12开（10—24页）。手卷、
册页作品入展数量一般不超
过入展总数的6%。所有作
品请勿装裱（册页除外）。不
符合尺寸要求者不予评选。

3.费用说明
（1）本次展览不收参评

费。
（2）投稿作者如需退稿，

需汇寄退稿费人民币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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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入展作品已经交纳
退稿费的，由承办单位将退
稿费退还本人。

（4）入展作品不退稿，由
出资方收藏。

4.信息填写
（1）请在作品背面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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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作品书
体、作品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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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务必在作品内、外
包装明显位置注明投稿书
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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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中国书法·年展”全
国楷书作品展投稿登记表》
（可以从上海书协微信订阅
号下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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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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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展
览不接收非纸张类材料创作
的书法作品（传统绢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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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日期
自本启事公布之日起

征稿，至2021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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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收稿、汇款地址
1.收稿地址
地址：山东省临沂市费

县滨河东路与兴业路交汇处
费县文体中心（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北门

邮编：273400
收件人：靳红月
联 系 电 话 ：0539 －

5221836 13280510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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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中国书法·年展
退稿”，并注明本人联系电
话。邮局汇款地址：

地址：山东省临沂市
费县政通路 2号费县县委
宣传部

邮编：273400
收款人：靳红月
联 系 电 话 ：0539 －

5221836 13280510337
（详见上海书协官方微

信订阅号）

●施鹤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