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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俞越“人到七十，想到自

己做过工人，当过农民，过过兵团生活，又成

了半个学者，每个都是一半，所以是‘四半

堂’。”孙慰祖的一番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9月25日，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

五周年之际，由西泠印社、中国美术学院、上

海市书法家协会主办，中国印学博物馆承办

的“四半堂文事——孙慰祖印学印艺展”在中

国印学博物馆开展。

本次展览分砚边余墨、印中岁月、石上

臆语、访学行迹、问学之路等五个单元，共

展出书法篆刻、金石题跋等作品 70 余件和

部分学术研究成果、田野学术考察场景等。

展览体裁多样，形式丰富，艺文兼备，是孙

慰祖数十寒暑，初心如磐、沉潜寂守、全身

心投入艺术学术领域中溯本究源，砥砺前行

足迹的一次浓缩的回望，多角度展示孙慰祖

的为学问艺的路径与成果，也呈现了他对弘

扬印学的敬业和对书法篆刻艺术始终不逾

的热爱。

回到孙慰祖对“四半堂”的解释，这显然

是他的自谦之词，朱关田曾评价：慰祖一生

四职事，固历皆半，却砺炼全行且悟之于艺，

融而入法，印学声满天下，终为一代名家。

从此次展出的作品中，观众既可领略作

者笔墨金石线条中洋溢的才情与神韵，以及

艺术与学术融合于一身而形成的个性风

格。作品中流露的谦恭为人性格与率真严

谨治学态度，也颇能打动观众。此次展览也

是西泠印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造学

术精品，推动文化创新的一次别开生面的策

展实践。

开幕式上，孙慰祖将数年来精心创作的

13 件篆刻、书法、印屏、题跋捐赠西泠印社、

中国印学博物馆，以此表达对百年名社的厚

谊与深情，生动诠释了“爱社如家、无私奉

献”的西泠精神。

孙慰祖，别署可斋。1953 生于上海。西

泠印社副社长，上海市书法家协会顾问，上海

博物馆研究员，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研究员。

展览将持续至10月25日。

本报讯 通讯员 张全增 9月 22日，由中

国书法家协会指导，河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安阳市委、市政府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回望情深——张海书

法展”在中国文字博物馆徽文馆正式开展。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马飚，河南省政协

副主席谢玉安，中国书法家协会分党组成员、

副秘书长杨伟华等出席开幕仪式。安阳市委

书记袁家健出席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高

永主持开幕式。

张海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河南

省文联名誉主席，郑州大学终身荣誉教授、郑

州大学书法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国务

院批准有突出贡献专家。1962年至1982年在

安阳工作，曾任安阳市群众艺术馆副馆长，安

阳市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副主席。1992年

获“第五届全国书法篆刻展览”全国奖。2018
年被中国文联授予“终身成就书法家”称号。

出版有《张海书法作品集》《厘米大千——张

海》系列丛书等书法作品集及著作30余种，在

当今书坛产生了广泛影响。据悉，此次书法展

分为“安阳颂”“循道之旅”“美好永恒”“笔耕不

止”4个部分，通过180件作品和照片展现了对

安阳的深情厚爱，展示了其在书法领域所作的

探索努力和取得的成果。

安阳是世界文化遗产殷墟所在地、世界

记忆遗产甲骨文出土地，被誉为“文字之

都”。中国唯一的文字博物馆也坐落于此，记

录着文字的起源与发展历程。安阳作为中国

书法名城，有着全民学习书法的浓厚氛围。

打造殷墟甲骨文中华文化新地标、提升甲骨

文传播力和影响力，离不开书法艺术的传播

与传承，更少不了广大书法家的大力支持和

辛勤耕耘。张海在安阳工作近 20年，为安阳

市公共文化事业、书法人才培养等作出了重

大贡献，特别是推动安阳书法事业取得长足

进步，形成了以甲骨文、篆书为代表的独特风

格，被书法界誉为“安阳现象”。

张海在开幕仪式上致答谢词，并向中

国文字博物馆捐赠了 10 幅书法作品。开幕

式结束后，与会领导和嘉宾一同参观了书

法展。

日前，第八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评奖工作在北京圆满结束。本届兰

亭奖共收到 2241位作者的投稿材料，符合参评要求 2205人，其中书法

创作方向参评作者2007人，理论研究方向参评作者198人。

根据《关于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改革的意见》《全国性文艺评奖改

革方案》《中国文联全国性文艺评奖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的精神与规

定，本届兰亭奖评审机构各委员会严格按照《评奖办法》《评奖行为守

则》《评奖流程》开展评审工作，共评选出69位获奖及入选作者。

现将获奖及入选作者名单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4年9月21日-9
月27日。如发现代笔、抄袭等违规行为，可向中国书协举报，举报材料

要求信息准确，事实清楚，中国书协将依规调查处理。

第八届中国书法兰亭奖
获奖入选人选名单

一、金奖2名

书法创作方向1名：

宇文家林（江苏）

理论研究方向1名：

薛龙春（浙江）：专著《二王以外：清代碑学的历史思考》等

二、银奖7名

书法创作方向5名：

刘宏卫（辽宁）何来胜（浙江）曹有福（河南）

程志宏（河南）朱明月（辽宁）

理论研究方向2名：

陈志平（广东）：专著《中国古代书学文献研究——以<墨池编>为中

心》等

方 波（浙江）：专著《中国书法批评史·元明编》

三、铜奖8名

书法创作方向6名：

武盼龙（河南）陈少君（上海）夏 云（江西）

宋旭安（吉林）陈 伟（浙江）李 锐（山东）

理论研究方向2名：

朱 琪（江苏）：专著《小道可观：中国文人篆刻》等

卢辅圣（上海）：专著《中国书法史观》

四、入选52名（以姓氏笔画为序）

书法创作方向43人：

马健中（河南）王志立（河南）王金强（河南）王堂兵（四川）

石海松（安徽）田小华（湖南）朱安刚（江苏）伍长巍（贵州）

伍 剑（湖南）刘广文（广东）刘聚森（河南）李茂江（浙江）

李 洋（辽宁）李 琪（辽宁）李智野（内蒙古）杨科云（广西）

吴永斌（湖北）邱军辉（江西）汪能江（江苏）张利安（河南）

张 辉（江苏）陆晨辉（江苏）林传生（福建）罗小平（陕西）

罗华华（江西）金 弋（浙江）周少剑（湖南）周 易（江苏）

赵世峰（甘肃）赵立志（江苏）赵 毅（山西）胡温平（福建）

钟全昌（湖南）娄东昇（浙江）秦 健（江苏）徐新辉（湖南）

高兴志（山东）黄 明（江苏）蒋 奎（安徽）蒋晖鹏（湖南）

谢全胜（青海）谢兴华（四川）潘 伟（湖南）

理论研究方向9人：

王 谦（山东）：专著《从“通人之学”到“通人之书”：沈曾植书法研究》等

毛万宝（安徽）：专著《兰亭学探论》

方小壮（江苏）：专著《丁敬与浙派研究》（上、下）

冉令江（山西）：专著《从汉简到唐楷：中古时期书迹研究》

刘 磊（浙江）：专著《思想史视域下的“兰亭论辨”及<兰亭序>文本

真伪问题研究——以“汪中旧藏<定武兰亭>”为中心》等

邱才桢（北京）：论文《寻访“金错刀”——李后主、宋徽宗与唐宋诗

书画语境》等

张 明（辽宁）：专著《元代馆阁文人群体书法研究》

金学智（江苏）：专著《书学众艺融通论》（上、下）

程 渤（江苏）：专著《元明清三代刻帖研究》

第八届中国书法兰亭奖
获奖、入选人选名单公示

张海书法展安阳“回望情深”张海书法展安阳“回望情深”

孙慰祖印学印艺展在中国印学博物馆开展
■俞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