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赵芳洲 3月1日，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与西泠印社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

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兼总编

辑慎海雄出席活动，与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

委书记刘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邢博

等共同见证签约，并启动共建项目。

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国美术家

协会名誉主席冯远，中国文联副主席、西泠

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中国国家博

物馆副馆长刘万鸣，市领导黄海峰等出席。

刘捷代表杭州市委、市政府向中宣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长期以来对杭州各项事

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西泠

印社素有“天下第一名社”之盛誉，是杭州

最具辨识度和影响力的城市“金名片”之

一。西泠印社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达成战

略合作，共同参与金石篆刻艺术的保护、传

承、弘扬、发展，既是拓展百年印社品牌迈

出的重要步伐，也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具体行动。双方将以此次合作为

新起点，整合优势、携手努力，共同探索金

石纂刻传播新模式，全面呈现新时代中国

印学新气象，努力打造更多标志性文化成

果，推动印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不断发扬光大。希望总台一如既往地关

心支持杭州发展，特别是在亚运宣传方面

给予大力指导支持，帮助我们全方位讲好

杭州故事、亚运故事，努力留下亚运史上经

典的杭州印记。

邢博在致辞中表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在世界文化激荡中

站稳脚跟的根基。一代代艺术家们传承千

年国粹，用一刀一笔书刻着延绵流长、历久

弥新的中华文明与中国文化，留下了宝贵的

物质与精神财富。总台与西泠印社签署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探索金石篆刻传承新

形式、传统文化高质量转换新模式，着力呈

现新时代中国印学新气象，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向海内外

生动讲好中华印学故事，以金石篆刻作舟、

扬思想文化之楫，更好启迪当下、昭示未来。

根据协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充分

发挥自身融合传播和媒体资源优势，与西

泠印社开展务实合作，联合策划推出金石

篆刻精品节目、联合打造金石篆刻文化品

牌活动、联合推广金石篆刻传统文化知识

普及等。总台与西泠印社传统文化美育基

地共建项目旨在通过开展形式丰富的印学

主题交流推广活动，将印学知识社会普及

常态化。签约仪式后，慎海雄一行参观了

庆祝西泠印社建社120年系列活动——西

泠印社社藏菁华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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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述甘苦唯自知
——拙著《兰亭学探论》后记
■毛万宝（兰亭书法研究所原副所长）

3 月 5 日晚，“四时花雨——金心明书

法作品展”在杭州雁庐美艺术馆开幕，为

大家呈上一场精妙绝伦的书法艺术视觉

盛宴。展览由杭州雁庐艺术馆、西湖画

会、浙江省书法研究会主办，西泠文化、寓

山文化协办，浙江省工艺美术研究院、浙

江省工艺美术馆支持。展出的作品以宋

元诗词、名赋表达江南春景，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从中可见作者在艺术之外的文化

修养与风度品格，置身其中，使人感受到

一种空间之美、艺术之美，是一种精神及

视觉的享受。

展览以“四时花雨”为主题，展出金

心明书法作品 65 件。每一件作品都蕴含

着他对杭州这座城市的深厚情感。四时

花雨，诉说着杭城四季的美，雨不仅是现

实的，更是在情感上的润泽。“我自1995年

来到杭州，被杭州温润柔和的美滋润至

今，唯有将其从我的作品中表现出来，才

可真正传达我内心对杭州的赞美之情。”

记者手记

金心明说最近对画画有些倦了，于是

有了这场书法展。

书法虽有约定俗成的概念，但他喜欢

把书法理解成“书写”。“书写”是什么？是

他把所学方法，诗词文化概念，以及生活

阅历合在一起，形成的书写习惯。在他的

印章里刻有书写状态，落款时也喜欢写明

那一刻的书写状态。

在这自由的书写状态下，所呈现作品

很难确定是行书或草书，甚至有一种被他

称之为“楷隶”的书体，就是楷书和隶书的

结合。因为他会站在一个比较通俗的、可

辨认的角度书写，所以喜欢楷书，也喜欢

隶书的形式和笔画，因此把楷书和隶书交

融了起来。这是他的“书写”特点。

金心明的书法作品表现内容大多是

宋元诗词、名赋。如何引用前人诗句，表

达自己的书写心境？从文字里面获得的

情绪，由文字内容带来画面感和书写状

态，这便是他的创作日常。所以绘画性也

是他不同于其他书法家的地方。

当下书法专业队伍越来越壮大，而大

众对书法的审美或理解还是比较弱。金

心明认为，这正是因为大众对书法概念的

误解。他强调首先大众应对自我“书写

性”认可，然后去完善和深入，这样书法才

是属于大家的。而现在专业和非专业过

于分离，反而把书法束之高阁了。古人为

什么会做得好？因为古人的书法即书

写。他对艺术的理解也是一样，希望人人

都是可以参与。缘于此，这些年来金心明

和他的朋友们组成的西湖画会也想采用

这个方法，让书法回归到书写，致力于文

化的民间性，并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公益培

训。就像星云法师以弘扬“人间佛教”为

宗风一样，金心明所理解书写是“人间书

法”。书法让一部分研究者去研究，大家

来做书写者，呈现不一样的书写快乐。

《兰亭学探论》书稿于 2018 年 10 月

上旬修改、誊写完毕。直到此时，我方如

释重负：这部付出我巨大心血的书稿终

于“写出来”了!
写《兰亭学探论》这部书稿，虽然早

有念头，但真正决定动笔的时间却在

2015 年 6 月前后。那时，笔者用八九年

功夫编校出来的《兰亭学文献汇览》（近

400 万字。2019 年年底，删去首编“古代

与近代文献编”，与末编“图录编”，对余

下的七编约 360 万字略作结构调整，改

题《兰亭学当代文选》，印出五卷“内部资

料”本行世），因经费和著作权问题困扰，

无法交出版社正式出版，未免沮丧起来：

我的心血难道就这样白费？思之再三，

最终拿定主意：一定要以所编《兰亭学文

献汇览》为资料基础，以已经写出的《兰

亭学探要》系列论文为学术铺垫，写出一

部无愧兰亭的兰亭学专著来！于是，开

始一遍又一遍地草拟兰亭学专著撰写提

纲。国庆节那天，打算正式动笔，可一连

静坐了七天，什么收获都没有。这时，真

有点想打退堂鼓啊!然而，放下笔，还是

不死心。休歇几天，再逼自己坐下来，思

考再思考。苍天不负有心人，我在茫然

间竟若有所悟，大致明确了何为兰亭学

研究对象，何为兰亭学内容构成，以及兰

亭学究竟该如何学科定位等。随之信心

大增，真的动笔了。从“导论”开始，到最

后“余论”，一路写来，倒还顺利，至 2016
年10月下旬总算完成草稿。

《兰亭学探论》草毕之后，我将它暂

时放在一旁，又撰写起国家图书馆的约

稿——《〈兰亭序〉史话》。时至2017年6
月，我方转过身来集中精力对《兰亭学探

论》草稿进行修改与誊写。这个过程，很

漫长，也很艰难，有的章节须大加删节，

有的章节须补充文字，有的章节须合而

并之，有的章节须推倒重来，有的章节须

更换引文或引文出处，甚至到最后，“兰

亭学的对象设定”整编取消，“兰亭学的

历史回眸”整编降级（同时大加删改）并

易题“兰亭学构建之前”作为“附录一”。

如此等等，真是不敢有丝毫的满足啊！

为保证评述对象和重要引文的正确

性与权威性，书稿写作过程中，基本上不

敢引用二手资料，因二手资料大多不可

靠，特别是古籍。像《兰亭考》所引唐人

李绰《尚书故实》、杜佑《通典》等文字，一

查对，与原文竟大有出入。因此，我总要

想方设法查找原文。对古籍而言能找到

清代以前的刊本，当然最好，除此，当代

那些权威点校本与整理本亦可放心使

用。有些当代文献，也存在不同版本问

题，如 1965 年发表的兰亭论辨文章，后

来有多种辑录本，这些辑录本对某些重

要篇目均作过或多或少的删节与修改，

因而要获取某些被遮蔽的重要信息，就

得到最初发表的报刊或文集中去寻找。

再就是，偶尔遇到有手迹图版的古代文

献，则据手迹图版去订正刊本文字。另

外，此书及所引文献中，诸如“兰亭论辨”

之“辨”、“双钩”、“摹”“模”、“搨”“拓”等，

都有其特定专业含义，未视为异体字而

作统一处理。

本来，书后还打算增加又一个附录

——《六朝以来兰亭学文献通检》，但最

终放弃了，原因在于，不久前出版的拙著

《兰亭学探要》增订本（安徽美术出版社

2021 年版）已作“附录”，读者可找来参

看，本书省去亦为避免不必要之重复。

最后，我还要于此向关心我的几位

老师、专家表达最崇高的敬意！感谢上

海古籍出版社研究馆员水赉佑老师，在

向国家图书馆推荐拙稿《〈兰亭序〉史话》

（已版）的同时，又向上海书画出版社推

荐了这部拙稿《兰亭学探论》；感谢清华

大学教授、博导言恭达老师特殊关照，让

“江苏言恭达文化基金会”对拙稿《兰亭

学探论》破格给予出版资助（该基金会一

般不对个人资助）；感谢上海书画出版社

社长、总编王立翔先生聘请专家审读拙

稿《兰亭学探论》，提出诸多中肯意见，大

大提高了拙稿之质量；感谢我的母校安

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詹绪左老

师慨然赐序，为拙稿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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