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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龙”科考彰显巾帼力量

杨 芳 赵进武

（
六
）
做
课
题
、
写
论
文
、
跑
野
外
…
…
如
今
，

唐
立
梅
依
然
忙
碌
在
科
研
一
线
。
服
从
国
家
重
大

科
技
需
求
，
成
为
她
前
进
的
方
向
。﹃
深
海
的
秘
密

现
在
只
被
打
开
了
一
条
小
缝
，
还
有
无
数
的
未
知

等
待
着
我
们
去
研
究
和
探
索
。﹄
她
期
待
未
来
有
更

多
人
加
入
科
考
事
业
。

（
一
）
从
成
立
首
支
南
极
考
察
队
，
到
研
发
万

米
载
人
潜
水
器
﹃
奋
斗
者
﹄
号
，
四
十
年
来
一
代
代

科
研
工
作
者
深
耕
热
爱
，为
建
设
海
洋
强
国
不
懈
奋

斗
，自
然
资
源
部
第
二
海
洋
研
究
所
副
研
究
员
唐
立

梅
就
是
其
中
一
员
。
她
深
潜
大
洋
、
探
索
南
极
，成

为
首
位
乘
﹃
双
龙
﹄
科
考
的
中
国
女
性
科
研
人
员
。

（
二
）
唐
立
梅
从
小
就
有
一
个
科
学
梦
。
为
实

现
梦
想
，
她
勤
学
苦
读
。
博
士
毕
业
后
，
唐
立
梅
选

择
投
身
海
洋
地
质
学
研
究
。
当
时
，
在
深
海
研
究

方
面
，
国
内
尚
无
女
科
学
家
深
潜
的
先
例
。
为
了

能
进
入
深
海
科
研
团
队
，
她
一
边
学
习
专
业
知
识
，

一
边
坚
持
锻
炼
身
体
，
最
终
成
功
入
选
。

（
三
）
二
〇
一
三
年
，
唐
立
梅
乘
﹃
蛟
龙
﹄
号
载

人
潜
水
器
探
海
。
通
过
小
小
舷
窗
，
她
第
一
次
与

深
海
对
望
。
在
两
千
七
百
多
米
深
的
海
底
工
作
近

十
小
时
，
她
和
团
队
从
采
薇
海
山
带
回
八
升
近
底

水
样
、
十
一
块
岩
石
、
两
管
沉
积
物
和
十
一
种
生
物

样
品
，
为
开
展
该
海
山
资
源
深
入
评
价
奠
定
基
础
。

（
四
）
随
﹃
蛟
龙
﹄
号
入
海
，
又
乘
﹃
雪
龙
﹄
号
破

冰
。
仅
仅
四
年
后
，
唐
立
梅
乘
﹃
雪
龙
﹄
号
极
地
考

察
破
冰
船
奔
赴
南
极
。
穿
越
﹃
魔
鬼
西
风
带
﹄
，
踏

上
冰
川
雪
原
，
唐
立
梅
和
同
事
笃
志
探
索
未
知
、
挑

战
自
我
。
最
终
，
团
队
带
回
二
十
多
块
岩
石
样
品
，

为
我
国
南
极
地
质
研
究
提
供
了
宝
贵
材
料
。

（
五
）
科
研
之
余
，
唐
立
梅
当
起
了
科
普
推
广

人
，
科
考
日
志
成
了
科
普
﹃
教
案
﹄
。
她
深
入
偏
远

山
区
，
与
孩
子
们
分
享
一
线
科
考
见
闻
，
把
艰
涩
复

杂
的
科
学
原
理
讲
得
引
人
入
胜
。
仅
去
年
一
年
，

唐
立
梅
就
参
与
了
五
十
余
场
科
普
活
动
，
在
广
大

青
少
年
心
中
播
下
科
学
的
种
子
。

◀山西省太原美

术馆“盟书墨源——

侯 马 盟 书 文 字 艺 术

展”海报。

▲

河
南
省
郑
州
美
术
馆
（
新
馆
）﹃
文
明
的
微
笑

—
—
龙
门
二
十
品
特
展
﹄
海
报
。

◀

中
国
美
术
馆
﹃
全
国
第
十
三
届
书
法
篆
刻
展
览
进

京
展
﹄
现
场
。

▼
浙
江
省
绍
兴
博
物
馆
﹃
大
匠
运
斤
—
—
浙
江
近
现

代
篆
书
篆
刻
名
家
作
品
展
﹄
海
报
。

为了一个“展”，奔赴一座“城”！

这是 2024年国际博物馆日的热点话题，也是“全

国第十三届书法篆刻展览”观展热潮的真实写照。

“五一”假期，不少书法工作者和书法爱好者，奔

赴山西太原、浙江绍兴、河南郑州，只为观赏三大展

区精心筹备的展览。5 月 18 日，随着由中国书法家

协会主办的“全国第十三届书法篆刻展览进京展”在

中国美术馆拉开帷幕，这股观展热潮涌入北京，盛况

再现。

经典之思的新维度

书法经典，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标识。经典价值

意义的重新发掘、经典创作意识的主观强化，让本届

展览成为古今和鸣的文化盛宴，带领观众踏上溯源

中华文脉的寻根之旅，以及纵览当代书法篆刻全貌

的艺术之旅。

按书体划分的三大展区，共展出近千件入选作

品，与同期举办的 3 场全国名家邀请展、7 场学术专

题特展相辉映，各具特色又浑然一体。正如中国文

联党组成员，中国书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李昕

所说，举办“全国第十三届书法篆刻展览”是推动新

时代书法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旨在引

导广大书家以经典意识、时代立场为创作方向，积极

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历史进程，推动书法篆刻艺

术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在山西省展览馆展出的 236 件行书、181 件草

书，以及 58 件名家作品，呈现出取法多元、碑帖互参

的整体风貌。当地从“源”字切入，分别在山西青铜

博物馆、太原市博物馆、太原美术馆推出“真山正源

——傅山书法艺术展”“魏碑溯源——平城时期魏碑

书法艺术展”“盟书墨源——侯马盟书文字艺术展”3
场特展，以全新视角解读傅山的艺术与人生、首次全

面研究展示北魏平城时期的百余件魏碑书法遗存、

对春秋时期的手写体晋国文字进行笔法字法章法的

系统剖析，力求在历史溯源中实现学术突破。

在浙江省绍兴市兰亭书法博物馆展出的 86 件

篆书、75 件篆刻、33 件刻字，以及 52 件名家作品，呈

现出与古为新的整体风貌。与之相对应的特展“大

匠运斤——浙江近现代篆书篆刻名家作品展”在绍

兴博物馆举办，通过展示赵之琛、徐三庚、赵之谦、吴

昌硕、黄宾虹、马一浮、沙孟海等名家名作，系统梳理

浙江近现代篆书篆刻各臻其美的脉络、风格林立的

格局。不同时期的篆书、篆刻作品相辉映，让观众可

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到篆书与篆刻的历史交融和“一

体化”创作态势。

在河南省郑州美术馆（新馆）展出的 132 件隶

书、215 件楷书，以及 55 件名家作品，呈现碑简结合、

法度性情相融的整体风貌。同场展出的“汉字中原

——汉三阙暨豫地汉碑特展”“文明的微笑——龙门

二十品特展”“从法度到意趣——千唐志斋唐宋碑志

特展”，分别以东汉时期唯一现存的神庙阙“嵩山汉

三阙”的 24 件拓片和 20 件豫地汉碑拓片、龙门石窟

造像题记最具代表性的“龙门二十品”的 60 件拓片、

千唐志斋博物馆所藏隋朝至宋代的 90 方墓志，直观

展现了厚重的中原历史与文化。

不同书体的书法经典为当代书法工作者汲古出

新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当代佳作又赋予传统

书写形态新的笔墨表现方式，两者相互映照，展示出

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互融的态势，彰显展览的现实

意义和学术内涵。

时代之光的新书写

书法艺术的综合性，以及古今之间的特殊“黏

性”，于展览中得到充分体现。

新时代以来，书法的学科地位不断提升，“美术

与书法”正式成为一级学科，“书法热”特别是“书法

教育热”不断升级，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生

命力。然而，书法和美术一样被视作“视觉艺术”的

属性认知，让书法创作出现“重笔墨，轻文本”“重专

业，轻普及”等现象。如何让书法艺术更好融入时代

与生活，写出新时代的精气神？学界多方探索。

艺文兼备，是中国书法的优良传统，也是对当代

书法创作的现实要求。新时代以来，针对书法逐渐

脱离了生活书写，为时代“记言录史”的功能弱化等

问题，中国书协提出“植根传统，鼓励创新，艺文兼

备，多样包容”等理念，注重发挥书法寄情抒怀与记

言录史的功能，开展了一系列主题性创作实践活动，

引导广大书家用手中之笔讲好中国故事，并为展览

作品评审专设“文字文本审读小组”。这些举措在本

届展览中得到强化和拓展。除此之外，展览还着力

改革组织模式、优化评审方式、创新展览形式。初评

工作由各团体会员负责，大大激发了各地作者投稿

的积极性，确保了各行政区域入选作品全覆盖。电

子化评审方式以及高科技智能手段糊名制的采用，

保证了评选的公正性和透明度。一系列举措为遴选

优秀作品开启新模式。

从参展作品可以看出，以古诗文摘录表达所学

所思所感仍是主流，自作文辞得到鼓励，富有时代气

息的文本书写引发观众情感共鸣；创作者更加重视

“艺”与“文”的关系，更加关注文字、文本和行款等问

题，常见的繁简字转化错误、文本错漏、断错句、行款

违背书仪等现象大幅减少。据本届展览评委、审议

委员会副主任李刚田介绍，文辞错误减少的前提，是

至少 1/3 投稿作品因文本和文字问题被淘汰，从这

一角度而言，书法创作者的整体文化素养、文字功底

仍待提高。

书法艺术体现在笔尖上的较量，归根结底是创

作者学养的比拼。在文墨同辉的创作理念引导下，

广大书家深刻体悟书法的文化品格，以当代审美重

新审视古诗文，赋予古诗文以新的笔墨形态；以深入

生活、书写时代的创作态度构思文本，让传统笔墨融

合时代语汇，厚植当代书法创作的文化根基，充沛当

代书法创作的精神气韵。

汉字之美的新天地

一部书法篆刻史，也是一部不断开辟艺术新境

的历史。守正出新，是书法篆刻艺术传承发展的不

二法则。

此次展览作品植根传统，风格多元，时代气息浓

郁，体现了近年来广大书家守正出新、活化利用文博

资源丰富书写语言的成效，整体反映了当前书法篆

刻创作追求雅正书风、注重自然书写、强化学理性研

究等阶段性特征，以及清新自然、质朴刚健的审美取

向。从作者构成而言，青年创作群体占比近 40%，最

年轻的作者仅 18 岁，为艺术创作注入新活力。

“印宗秦汉”，历来是篆刻创作的艺术主张，也是

中国书协推动篆刻艺术发展的基本理念。在此基础

上，以清代邓石如为代表的“印从书出”，以浙派为代

表的“印从刀出”，以清代赵之谦为代表的“印外求

印”等创作传统，同样得到了承扬，实现了创作理念

的融通。此次展览上，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篆刻艺

术均得到全面展示。在评审专家刘洪洋看来，大部

分篆刻作品不同程度地进行了开拓性探索，写意印

的数量明显多于工稳印，也体现出篆刻创作者对艺

术性的刻意追求、对篆刻艺术时代表达的独特理

解。工稳印精致优雅，写意印变化丰富。形式多样、

工艺考究的印屏，在展览现场吸引不少观者驻足，充

分展现了“以古为师、化古为我”的新思考。

新兴的刻字艺术，是对传统书法的拓展，为此次

展览增添不少现代气息，颇为亮眼。在历史长河中，

甲骨文、青铜铭文、碑刻等沉淀了丰厚的刻字传统。

刻字艺术正是在传统刻字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对书

法艺术进行再表现的独立艺术形式。30 余年来，从

主题刻字，到义形刻字，经过书法篆刻家的不懈探

索，具有中华风范、时代特征的现代刻字艺术，在国

际刻字艺苑独树一帜，成为中国沟通世界的一座桥

梁。本届展览刻字艺术部分，新增“综合材料”作

品。因此，展览来稿中，木、陶、瓷、砖、石、金属等均

有所涵盖，尤其是陶刻、瓷刻作品以及综合运用多种

材料的作品，占据相当比例。评审专家王志安、李贵

阳、沈岩松认为，从书法（素材）的质量、形式的构思，

到整体艺术水准，刻字艺术作品较上一届均有明显

提高。载体的拓宽，带动创作者在作品构成、技法、

色彩等方面展开全方位实验探索。未来，自书自刻、

书刻并进的刻字艺术，如何保持艺术纯度，避免工艺

化倾向，从而形成中国刻字的不同流派，任重道远。

书刻同源，刀笔共修。每一届全国书法篆刻展

览都承载着社会期待和时代重托。正如中国书协主

席孙晓云所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承前启后、薪

火传递的时代。希望每一位入展作者以此次展览为

契机，以精良的笔墨潜心入纸，以饱满的热情投身时

代，砥砺前行，守正出新，努力在时代长卷中留下浓

重绚丽的一笔，为推动中国书法艺术的海内外传播

做出自己的努力，让中国书法融入生活、走向世界！

本文图片均为中国书法家协会提供

让
书
法
艺
术
融
入
时
代
与
生
活

徐
红
梅

徐
红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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