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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龙年新春作品选刊喜迎龙年新春作品选刊

本报讯 通讯员 叶天童 1
月 15 日，长沙市书法家协会第八

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长沙市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澎，湖南省

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湖南省

书协副主席倪文华，中国书协理

事、湖南省书协副主席吴萍，长

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志勇，长

沙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行

业党委书记周永康等出席会议，

来自长沙书法界的 180 余名代表

参加会议。

本次换届大会的召开，得到了

全国以及诸多省市协会的支持和

鼓励，分别收到了中国书法家协

会，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上

海、江苏、浙江等 14 个省、直辖市、

自治区书协，南京、杭州、成都等

41 个省外地级市州书协，湖南省

内岳麓印社、13 个地级市州书协

发来的贺信。大会选举产生了长

沙市书法家协会第八届主席团和

理事会，陈阳静当选为主席，李运

良、周少剑、文佐、谢超、夏碧波、唐

安国、陈毅华、朱杰、赵文明为副主

席，唐运乐、彭灿辉、史治国、张文

郡、喻伟为主席团委员，周方旺为

秘书长。

长沙市书法家协会第七届主

席孔小平代表第七届理事会回顾

总结了市书协第七次会员代表大

会以来的工作成绩。近年来，长沙

市书法家协会积极组织举办了一

系列展览展示活动。长沙市书协6
次获评中国书协“送万福进万家下

基层公益活动”先进单位称号。

长沙书协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陈阳静当选新一届主席

长沙书协第八届主席团合影长沙书协第八届主席团合影

2024年元旦，座落在大运河畔

的湖州桑基鱼塘正在布局一个水上

篆刻艺术装置展，名为“百印鱼桑”。

湖州南浔第十五届鱼文化节上这个

别具一格的水上篆刻艺术装置展同

步开幕并进行研学主题对谈。

这次展出的作品是由湖州鱼

桑文化研学院以及湖州笔道艺术

馆创始人、湖州市书协顾问、书画

篆刻家王似锋创意设计，装置在鱼

塘水面百余幅篆刻印花的展览，可

谓标新立异，是篆刻界从未有过的

一道风景。

百余枚印章的内容取材于全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湖州桑基

鱼塘系统的千年鱼桑文化。从人

文景观，耕读传家等多角度搜集素

材，梳理整合成一个系列。系列分

为“美景、古桥、古迹、古址、堂馆、

花鸟、美食、茶点、农具、研学”等十

组，每组列有十余个名词而形成了

一个“鱼桑”主题。王似锋十年来

沉浸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

湖州桑基鱼塘，行走于桑陌塘堤

间，体验农耕生活。关于举办这个

展览的初衷，王似锋说：“桑基鱼塘

是一个活化的天人合一系统，它不

仅仅是单独的农业遗产，更是一个

文化遗产。几千年的农耕历史发

展至今，许多古址名迹，农作工具

等都已不见了，但他的文化遗韵仍

在。如‘蚬壳湾’，‘扎八潭’、‘先生

浜’等古地名，是典型的江南水乡

特色的，富含桑基鱼塘风韵的宝

地，我常读着地名或行走、或驾小

舟去寻找那些‘湾、潭、浜’的遗迹，

遗憾的是他们在慢慢消失。于是

我想用文字刻在石头上把他记

住。前年的行动是把石刻安装于

荻港水上古道帮岸上。今年又将

篆刻印花装置于水上展。”

这个办在水面上的篆刻展，是

一次传统艺术和时尚文化的审美

融合，突出的是一个“新”字，新年、

新气象、新载体、新创意，聚焦历史

文化在新时代焕发的青春活力和

迷人风采，以传统国粹打造新潮文

旅，这是一个新的创举。

王似锋的篆刻艺术虽然不多

见，实际上早已闻名。《中国书法》

杂志社社长朱培尔评王似锋的篆

刻“有独特的思考与手法，已经形

成了大篆的结构融汇汉砖文等民

间篆书的散落与率性，以粗头乱服

的刀法为之。”作品取法广泛，有甲

骨文、钟鼎文、汉印、封泥、简牍、陶

文等，使他旳篆印风格自然灵动，

纵逸奇崛，游离散落，古朴浑厚，具

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内容以鱼桑

这一传承千年的农耕传统以及这

一传统的主要基地荻港古村文化

为表现对象，表现出一种与鱼桑传

承和古村文化相比配的大朴之

美。这种大朴之美从篆刻艺术来

看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书入

印。王似锋书法功力深厚，不仅真

楷行草写得雄秀朴茂，真力弥满，

金文小篆也写得婉约通达，元气充

沛。正因为书法有此功力，所以其

印也有大气朴厚的意味，与他的书

风相吻合。有一些印采用象形文

字，如“渔网”让人感觉十分古朴。

二是使刀如笔，追求奏刀过程中的

笔意感，其中笔意的苍茫朴涩需用

钝刀的刻法来完成。由于用刀略

钝，即使以淋漓畅快的冲刀法，也

显得含蓄浑融，刀锋深沉于印石，

冲切并用，沉着痛快而朴厚温和，

锋不外耀，内敛涵浑。三是章法浑

成。借鉴甲骨文、钟鼎文大小不

一、错落有致的布局，一字有一字

的章法，全印有全印的章法，绝不

脱离整体而自行其是。其中字形

的大小，线条的疏密，虚实的变化，

都通盘考虑，苦心经营，因而其印

颇有画面感，有天趣，有味道，给人

以朴实浑成之感。

中国书协原副秘书长刘正成

先生说得好：“王似锋的艺术想表

达荻港渔村的变化、他对这里的激

情。作为一名书法家、一位艺术工

作者，他的在这个地方参与生活，

给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表率，阐

述了书法家怎么与生活有关系。”

生活是艺术重要的基础和滋

养的源泉。中国的篆刻艺术为什

么能够经久不衰不可替代？就是

因为生活这一重要基础。把篆刻

艺术带入生活，让生活走进篆刻艺

术，这就是王似锋这次举办的“百

印鱼桑”——水上篆刻艺木装置展

的意义和价值。

情倾鱼桑游大朴
王似锋“百印鱼桑”水上篆刻艺术装置展评述
■马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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