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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俞越 施涵予 见习记

者 张若瑶 11月6日，西泠印社建社120年

社庆大型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在浙江展览

馆举行，揭秘活动内容与亮点。中国文联

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

西泠印社党委副书记、西泠印社常务副秘书

长王宏伟，西泠印社党委委员、社委会副主

任王丽艳出席发布会。人民日报、新华社、

光明日报、中新社等中央级媒体平台以及香

港大公文汇报等30多家省内外主流媒体及

专业媒体记者参加了新闻发布会。

“553”系列活动精彩纷呈

据介绍，此次社庆的举办规模之大，参

与面之广，宣传推广之深，是西泠印社历史

上少有的。系列活动于 11 月 10 日至 15 日

在杭州举行，主要内容由“553”组成，即“五

场会议+五个展览+三个研讨会”。

“五场会议”包括庆祝大会、社员大会、

社长会议和两场理事会会议。其中，社庆

大会旨在汇聚天下印人和四海嘉宾，共襄

盛举。社员大会、社长会议和理事会会议

着重于西泠印社社务工作。特别强调的

是，今年，西泠印社将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

会和新一届社领导班子。

“五个展览”包括在浙江展览馆举行的

西泠印社百廿成果汇报展、社员作品展、社

藏捐赠菁华展（2019-2023）3 个展览，在杭

州画院举办的 2023 海内外印社联展，以及

在浙江美术馆举办的君匋艺术院藏“丛翠

堂四家名印展”。该系列展览既是西泠印

社120年来发展成果的荟萃，也是建社以来

几乎所有社员创作面貌的一次全面展示。

“三个研讨会”是指第七届“孤山证印”

学术研讨会、《西泠艺丛》期刊编辑研讨会

和 2023 海内外印社座谈会。其中，前两个

研讨会是西泠印社的保留学术项目。在此

基础上，今年借助社庆契机，组织和联合海

内外70余家印社代表举行座谈会，以主题

发言和自由交流相穿插的形式，分享篆刻

艺术社团发展经验，共同探讨未来发展路

径。这也是西泠印社积极发挥篆刻艺术领

头羊作用、勇担传承普及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责任体现。

西泠印社之所以能够成为篆刻艺术的

“领头羊”，得益于其坚持专业学术的定位，

秉承“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宗

旨；同时引领社会大众，将“大印学”推广普

及。在祖辈先贤的辉煌根基之上，不断开

拓与创新，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我们要不辜负‘天下第一名社’的称

号，而且要让它尽可能长久保存，交给下一

代人。”陈振濂诚挚地说道。

“大广深”，众多亮点不容错过

与历次社庆相比，此次 120 年社庆筹

备工作呈现出三个新特点：“大”——社庆

举办规模盛大；“广”——社庆参与面广泛；

“深”——活动宣传推广深入。

据了解，本次社庆系列活动，是西泠印

社近十年来甚至是百年大庆以来，规模最

大的一次综合性活动。将有 400余名来自

五湖四海的西泠印社社员参加外，还有近

百名日本、韩国等海外艺术家，74家海内外

印社的代表等参与这一盛会。同期，还整

理《西泠印社社员名录》，收录了自 1904年

建社以来至今全体社员艺术生平的简介，

为“西泠人物史”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时间

信息，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标志性的社庆典

范项目。

其实，西泠印社 120年社庆预热活动，

从 2023 年初起便已启动，截至 10 月底，已

在浙江、福建、河南、上海、黑龙江、湖南、新

疆、陕西、贵州等省份及香港、澳门特别行

政区和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举办各类预

热展览近30场。

不仅如此，西泠印社全面整合了中央、

省、市各级官方媒体、重要艺术专业媒体资

源，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宣传；策

划金石篆刻普及宣传性活动，如举办书法

篆刻和西泠印社社史知识竞赛，与高等艺

术院校开展艺术宣传活动等；活动期间，在

地铁、公交等人流量密集场所开展了户外

宣传。

在此次展览中，都有哪些作品？哪些

特别值得期待？我们特别采访了各个展览

的相关负责人，请他们进行了导览和解

读。希望观众们可以从系列展览中探究西

泠的历史，品鉴西泠的文物，追寻西泠风骨

的承袭，体悟西泠“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

胸怀。

看120年西泠印社的发展成果

展览地点：浙江展览馆二楼4、5号展厅

时间：11月7日—20日

“西泠印社百廿成果汇报展”是呈现西

泠印社自 1904 年创立以来，走过的 120 年

辉煌历程，特别是着重展现西泠印社近 20
年尤其是5年来在社团事业、艺术创作、学

术研究、对外交流、文物鉴藏、非遗传承、产

业拓展等取得的成果。

参观完整个展览，可以鲜明感受到，西

泠印社紧紧把握时代际遇，坚持传统，坚持

守正创新，增强文化自信，推动交流互鉴，

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

的使命和担当。

624件社员作品，一次看过瘾

展览地点：浙江展览馆二楼5、6、11、12号展厅

时间：11月7日—20日

此次社员作品展，阵容强大，是自西泠

印社建社以来绝大部分社员的创作成果的

展示，跨越一个多世纪，从已故到现今，包

括了当今社员的256件篆刻作品、126件书

画作品和40本理论著作，以及甄选自库房

藏品的 242 件已故社员作品，其中还有来

自日本、韩国等外籍社员的作品。在展厅

里，不仅能看到吴昌硕的《红白二株墨梅

图》，还有黄宾虹的书法，创社四英、钟以敬

等篆刻名家的作品，用篆刻、书法、国画和

理论成果等各种形式，呈现了西泠印社在

时代洪流中的发展繁荣之路，在每一个阶

段留下鲜明的时代印记。

500余件作品见证“美德嘉行”

展览地点：浙江展览馆三楼葵颂厅、陈列厅

时间：11月7日—20日

“社藏捐赠菁华展（2019-2023）”展出

从 2019-2023 年这 5 年里社员和各界人士

向西泠印社捐赠品中，精选挑选的 500 多

件作品。

可以看到有吴昌硕曾孙吴越捐赠的

“吴昌硕 白文方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

绳’”。从吴昌硕，到其子吴东迈、孙子吴长

邺，到曾孙吴越，他们向西泠印社捐赠的美

德代代相传。

高式熊的女儿高定珠捐赠的藏品中，

有王福庵赠高式熊新婚祝贺的书法作品，

这幅作品曾悬挂在高式熊的卧室里，从书

法作品上因光照留下的斑驳痕迹就能看出

其喜爱程度。还有见证了张鲁庵和高式熊

两位先生情谊的印泥笔记，详细记录了印

泥的制作方式。这些饱含着温情的生动故

事，令作品更富有历史的厚度。

从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泠印社

“爱社如家，无私奉献”的西泠捐赠文化，已

经成为一种现象级的文化自觉，年轻一辈

的社员也接过了传承的接力棒。据了解，

西泠印社从 2013 年开始举办“美德嘉行”

系列展览，展示贤达们的捐赠佳品，向捐献

者表达感谢和敬意。

海内外印社碰撞火花

展览地点：杭州画院美术馆（西湖文化广场

32号7楼）

时间：11月7日—20日

73 家印社，179 件印屏跨越海内外汇

聚一堂。此次以西泠印社 120年华诞为契

机，海内外印学社团受邀汇聚杭州，举办

“海内外印社联展”，以同台展示的方式，寻

求今后篆刻发展新路。

人以印结社、志同论道，成为篆刻界的

普遍现象，并为中国篆刻艺术的绵延赓续发

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此次展览中，不仅

有内地的印社，还有来自台湾地区，以及日

本、韩国等国家的印社，从作品中，不仅能从

中窥见当今海内外篆刻创作发展方向和潮

流趋向，如从“全日本篆刻联盟”印社的作品

中可以看出，日本印人充分传承了中国篆刻

艺术的传统，也有其自己的风貌。

除展览外，11月12日还将举办2023海

内外印社座谈会。进入新时代，篆刻艺术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如何

更好地传承与发展，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相信在此次论坛中会碰撞出新

的火花。

钱君匋与西泠印社的故事

展览地点：浙江美术馆8号、9号展厅

时间：11月4日—17日

由西泠印社、桐乡市人民政府、浙江美

术馆联合举办“君匋艺术院藏丛翠堂四家

名印展”已于 11 月 4 日在浙江美术馆开

展。此次展览展出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

篆刻原石各40方，钱君匋篆刻原石80方。

钱君匋先生生前与西泠印社有着深厚

的情缘。他曾任西泠印社副社长，为西泠

印社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此次展览正

是对西泠印社建社 120 年，也是桐乡撤县

设市30周年的献礼。

（本报记者 俞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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