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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俞越 日前，由中国现代文

学馆与成都诗婢家美术馆联合主办的

“浩然正气——马识途书法展”在中国现

代文学馆正式开展。同日在文学馆举行

了马识途文学资料捐赠仪式。

马识途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坛不老

松。自1935年发表文学作品《万县》起，

其文学生涯创作长达89年，《清江壮歌》

《夜谭十记》是其代表作。马识途的书法

艺术在中国当代文坛同样也享有盛誉。

他5岁习书，后主攻汉碑、隶书，书法造诣

醇厚自然，作品刚劲雄浑、意境开阔，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书法风格。此次展览共展出

马识途生前的42幅书法作品，从古朴典雅

的隶书到流畅自然的行书，无不透露着他

深厚的书法功底与独特的艺术风格。这些

书法作品，每一幅都凝聚着马老对书法艺

术的执着追求和深刻理解。无论是气势磅

礴的大幅作品，还是精致细腻的小幅手札，

都彰显出马老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他用

笔墨书写出了岁月的沉淀和人生的感悟，

为书法艺术的宝库增添了璀璨的篇章。

活动现场，马识途家属向中国现代

文学馆捐赠马识途手稿、书信、字画、书

法集等文学资料，王军接收捐赠并回赠

入藏证书和纪念品。中国现代文学馆

与马识途有着不解之缘。文学馆现藏

国家一级文物、罗广斌的《红岩》手稿，

就 是 2000 年 8 月 经 马 识 途 之 手 捐 赠

的。他还将寄托了自己无限情感、保存

了几十年的《清江壮歌》手稿捐赠给了

文学馆。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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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齐雨 9月2日，“李邕奖”首

届丽水市书法篆刻刻字大展在丽水市美

术馆举行，百余幅书法篆刻刻字界精品

力作集中亮相，诠释丽水书法精神内核。

此次大展以唐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

李邕之名举办，作为丽水最具文化艺术影

响力的人物之一，李邕曾经两度在栝州

（丽水）任职，其以“摆脱形迹，自具风格”

的守正创新精神、“以文入书”的文化内

涵，创作了《叶有道碑》《雨崖》石刻等书法

瑰宝，不仅展现了唐代书法艺术的巅峰水

准，更是为丽水乃至浙江深厚文化底蕴的

传承与弘扬作出了极大贡献。本次大展

以其名字命名，不仅希望借助李邕在艺术

界的影响力提升本地文化品牌，也希望能

激励更多的人追寻李邕的历程，学习书

法，推动艺术创造达到新的高地。

自“李邕奖”首届丽水市书法篆刻

刻字大展征稿以来，广大书法篆刻刻字

爱好者积极响应，踊跃投稿，共收到书

法、篆刻、刻字作品350余件，经初评、复

评、终评三个环节，最终评选出优秀作

品 10件，优秀作品提名 14件，入展作品

85件。此次展览将持续至9月16日。

“李邕奖”首届丽水市书法篆刻刻字
大展开幕

本报讯 报艺 9月3日，由湖南湘西

自治州委宣传部、平凉市委宣传部、湘西

自治州文联、平凉市文旅局、平凉市文联

主办，湘西自治州书法家协会、平凉市书

法家协会、平凉市文化馆协办的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翰缘墨韵 山水

相约”甘肃平凉·湖南湘西书法联展在平

凉市文化馆开幕。平凉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王锦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联展开幕。

湖南湘西·甘肃平凉书法联展自筹

展以来，得到了两地书法家积极响应，

老中青书法家充分准备，力求呈现精品

力作。两地书协组织专家对应征书法

作品把关评审，各优选75件作品入展交

流。入展作品诸体兼备，风格各异，气

象正大，精彩纷呈，代表了湘西和平凉

两地书法的整体创作水平。联展为两

地书画爱好者搭建了地跨南北、荟萃精

华的交流平台，是两地文艺工作者以笔

墨颂党恩，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

动见证。主办方希望，两地以本次活动

为契机，建立长期交流合作机制，不断

拓宽合作渠道，为繁荣发展两地书法和

其他文艺门类做出积极贡献。

去年 10 月，“翰缘墨韵 山水相约”

湖南湘西·甘肃平凉书法联展在湘西州

举办首展，受到湘西州文艺界和书画爱

好者的热烈欢迎。

甘肃平凉·湖南湘西书法联展开展

本报讯 记者 俞越 近日，2024“浙江

书法村”创建工作正在火热进行中，浙江

省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何涤非、四级调研

员傅建华及当地市书协相关负责人等一

行人，对新一年申报的书法村展开调研，

先后走访了海宁市上林村、衢江区鱼山

村、松阳县平田村等村，开展交流会，听取

相关村在创建书法村工作中的进展、所取

得的成果，并对部分书法爱好者的作品进

行了点评和指导。

“浙江书法村”是浙江在推进文化建

设的背景下，为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

需求而开展的一项工作。据了解，经过十

余年的努力，全省现有 140余个村获得了

“浙江书法村”的授牌，2024年度将有10个

村获批“浙江书法村”称号。作为“艺术乡

建”的重要平台，书法村通过书法艺术的

力量有效激活了乡村资源，丰富了广大农

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上林村目前已有书法景墙、书法长

廊、书法馆和上林贤集综合展馆等地，书

法建设基础扎实，通过引进名家、培优育

强、承办大赛、文旅融合，经过多年努力，

打造出了老中青少四代传承有序的书法

队伍和浓厚的“学书法、爱书法”氛围。

鱼山村是中国传统村落，有着深厚的

耕读风气和书法传统，书法传统悠久、群众

基础稳固、书法爱好者队伍庞大，且已将一

座近200年的徽派建筑——何建章故居改

建为书法学习、展示、交流的专门场所。

平田村是松阳县知名的中国传统村

落，有浓郁的乡村特色与生态资源，松阳

近年来推出“艺术家入驻乡村计划”，给

予入驻艺术家大力支持，现有三位书法

艺术家入驻，此外有书法爱好者组织的

“平田书社”，并且有云上平田民宿可以

从活动计划、场地保障、住宿接待等方面

给予支持。

何涤非表示，各村在创建书法村时，

一是要提升书法硬件设施建设，不断优化

相关设施的功能，为书法爱好者提供更完

善的服务；二是要培优育强书法人才队

伍，广泛链接多方资源，常态化举办书法

培训班和讲座，为书法爱好者提供系统学

习机会；三是要灵活运用活动载体，发挥

书法的宣教功能，加强党的方针政策的对

外宣传，联合周边村镇打造更多丰富的全

民书法活动；四是要做好文旅融合文章，

探索将书法元素融入到特色文创产品开

发，融入美丽乡村建设，推动乡村振兴与

村民共富。

据悉，截至发稿调研工作还在进行中。

本报讯 记者 施涵予 9月5 日，由西

泠印社提供学术支持、杭州市园林文物

局主办的“让文物活起来”——2024 杭州

的博物馆“镇馆之宝”主题篆刻展在中国

印学博物馆、孤山遁庵开展。展览旨在

通过金石篆刻这一传统艺术形式，深度

挖掘并展示杭州的博物馆“镇馆之宝”的

历史文化价值，让文物在新时代焕发新

活力。

今年杭州市文博系统积极开展“让

文物活起来”主题活动，此次篆刻大赛作

为重要组成部分，自今年 5·18 世界博物

馆日启动以来便备受关注。大赛围绕

“让文物活起来”主题，以习近平总书记

对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的讲话精神、杭

州的博物馆“镇馆之宝”等内容为创作题

材，采用社会征稿与定向征稿两种方式，

广泛征集篆刻作品。大赛收到了国内 26
个省、市（自治区）的作者投稿，作品质量

上乘、风格多样，且在植根传统的基础上

充分体现了大赛主题和时代特色。最终

评选出入展作者 50 人，其中优秀作者 5
人，优秀提名作者 5人。

除了大赛征集的优秀作品外，展览

还特邀了 41位西泠印社社员为评选出的

杭州部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创作了 41
件篆刻作品。这些作品与大赛获奖作品

一同展出，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觉与文

化的盛宴。

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陆霞宣布本次展览开幕。西泠印社党委

委员、社委会副主任王丽艳宣读了本次篆

刻大赛的优秀作者和优秀提名作者名单，

并对他们的辛勤付出和艺术成就表示了

敬意和祝贺。

在开幕式上，还进行了印谱和印屏的

捐赠仪式。中国印学博物馆馆长乔中石

代表活动组织方向杭州博物馆捐赠了印

谱，桑建华等五位西泠印社社员则向莅临

开幕式的其他博物馆代表捐赠了社员篆

刻印屏。

展览将持续至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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