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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皖书 11月6日，安徽省书协第七次代表大

会在合肥召开。来自安徽省书法界的 110余名代表满

怀对书法事业的热忱与担当，积极献言献策，共谋发展

蓝图，全面总结了安徽省书协上一届代表大会以来的主

要工作，研究确定了今后一个时期的奋斗目标和重点任

务。

安徽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范荣晖出席开幕式并

讲话，充分肯定了五年来省书协工作和全省书法事业取

得的成绩，指出了安徽省书法工作、书法事业面临的新

形势新任务，对推动安徽省书法事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

新的要求，对省书协和全省广大书法工作者寄予了殷切

希望。

大会审议通过了省书协第六届主席团工作报告和

协会《章程》修订草案，选举产生了省书协第七届理事会

和主席团，李明当选主席。

闭幕式上，何颖代表省文联党组向新当选的省书协

新一届领导班子表示热烈祝贺，并提出希望和要求。李

明代表省书协新一届主席团作表态发言。

大会向全省书法界发出了《争做有信仰、有情怀、有

担当的新时代书法工作者倡议书》。与会代表纷纷表

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

践锻炼和艺术修炼，创作更多体现徽风皖韵、展示安徽

新形象的优秀书法作品，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

期待，为推动安徽书法事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

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安徽省书协第七届主席团共由 12人组成主席：李

明，副主席（以姓氏笔画为序）：王涛、韦斯琴（女）、方

斌、石海松、杜鹏飞、陈志、陈辉、何后得、季永、范振海、

戴瑞。

本报讯 齐雨 11月4日，大阪市西区川口丰泽美术

馆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书法艺术展：“风从海上来

——上海书法大阪展”。此次展览由上海周慧珺书法艺

术研究院与周慧珺书法艺术研习社（简称“周艺社”）联

合主办，丰泽美术株式会社与灵宝文化传播（上海）有限

公司共同承办。展览旨在以书法艺术为载体，搭建中日

文化交流的桥梁，向日本观众展示上海书法的独特魅

力。

本次展览共展出 82 件作品，其中大多数为“周慧

珺杯”第七、第八届中选出的部分精品，周慧珺书法

艺术研习社提供了 32 件作品。

“周慧珺杯”自 2017年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八届，致

力于将这一赛事打造成上海书法界的品牌活动，通过

每年一次的书法大赛，充分发掘优秀人才，提升上海

书坛的整体水平，让更多的书法人才崭露头角。这次

赴日展览的作品，都是代表着上海书法风貌的精品力

作。

中日文化都是东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中日

建交以来，上海与日本在文化艺术方面的交流十分密

切，尤其是在书法领域。尽管中日语言不通、文化背景

存在差异，但这并未影响书法家在书法艺术上的彼此认

知和交流。

上海周慧珺书法艺术研究院自成立以来，一直将弘

扬传统书法文化视为己任。书法传达着个人的才华情

致，也承载着时代的精神气象。相信通过交流展览，书

法艺术必将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本报讯 记者 施涵予 11月2日，西泠印社甲辰秋

季雅集系列展览开幕式在浙江展览馆举行，有关领导

嘉宾和来自全国各地的西泠印社社员百余人参加。

中国文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

濂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西泠印社副社长童衍方致开

幕辞，西泠印社副社长孙慰祖介绍百廿社庆以来印社

十大工作亮点。现场举行捐赠仪式，江苏社员何连海

向印社捐赠 659 枚域外印章，西泠印社党委副书记、常

务副秘书长、社委会副主任王宏伟向何连海颁发捐赠

证书。开幕式由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西

泠印社党委书记、副社长龚志南主持。

此次秋季雅集系列活动于11月1日至5日在杭州举行。

三大展览衔接古今

系列展览由三个子展览组成。童衍方在开幕式上

向大家介绍道，西泠印社自2022年起，在秋季雅集期间

逐年推出不同学术专题的藏品展和创作展，倡导守正创

新的篆刻创作研究之风。同时，以不同年龄段为划分，

逐年推出社员创作展和成果展，向社会公众更加全面地

展示西泠社员的艺术风采。

今年的学术性专题展览以“斩截之迹”为题，同步推

出典藏菁华展和创作研究展。

“斩截之迹”——两汉魏晋南北朝玺印典藏菁华展

展出约百余方珍贵的古印原物，主要撷取两汉魏晋南北

朝的将军印、凿印、烂铜印等，以冲撞锋锐、斩截杀伐的

印面审美特征为主，让观众能够近距离感受到这一时期

印章的独特魅力。在历史气息浓厚的展厅里，记者得

知，此次展出的许多作品都是社员自己的收藏，他们特

意为本次展览出借藏品。这也意味着，我们平时很难亲

眼看到这些珍贵古玺展出。

“一般我们说‘印宗秦汉’，实际上这个‘汉’的概念

是比较大的，从我们知道的西汉新莽、东汉、三国、魏晋、

南北朝，里面有很多细分。”西泠印社社员王臻告诉记

者，“这个展览看下来，我们不仅能了解每个时期的印章

艺术，不同的刀、不同的线条、文字的不同的风格等等，

还能看到各个时期的纽制也是不同的，材质也很多样。”

展出的一方“姚丑夫”的银错金印章，材质昂贵，品

种稀少。“为什么这么美的一方印，有个这么丑的名字？”

王臻解释说，其实“丑夫”这个名字就像“狗剩”一样，古

俗认为给孩子取“贱名”好养活。从印章看古代民俗，也

是一个有趣的角度。

还有一方未完成的“魏屠各率善佰长”青铜印也很特

别，印上“佰长”二字没有刻完，只刻了几道横的笔画。西泠

印社副秘书长许雄志推测说：“可能工匠为了省力，先把横

画刻出来，之后再把印台转过来刻竖画。这方印就揭示了

古代印章的制作过程。”

同期亮相的还有“斩截之迹”——两汉魏晋南北朝

印风创作研究主题展。该展是西泠印社搭建开放的学

研平台、通过面向社内外篆刻家围绕特定专题进行创作

征稿、推动专题式的篆刻创作学习、研究、探讨和交流的

具体实践。展览共展出面向社内特邀征稿及公开征稿，

经评审后的入展作品共150余件，基本反映了社内外作

者对这一主题印风学习研究的感悟，展现篆刻艺术的深

厚底蕴和时代魅力。

这场“命题创作”，也是近两年西泠印社秋季雅集的

创新之举。不同于以往雅集展览中不限主题的新作展

示，该系列展览围绕特定的印风、流派，号召篆刻家共同

研究和实践。“当我们将古印和当代的创作对照，就能知

道当代人从古典中吸取了哪些东西。”陈振濂说。

今年举办的“西泠印社社员（50岁以下）新作展”，是继

此前几年的古稀以上社员作品展、60-70岁社员新作展、

50-60岁社员新作展之后，此系列展览的收官之作。本次

展览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为主题征集社员

近作，共展出70余件作品，篆刻、书法、国画、理论著作并

举，全面展现印社中青年社员的艺术面貌和专业水平。

系列展览将持续到11月8日。

学术活动与社团会议

作为此次秋季雅集系列活动的重要学术项目，“大印

学（3）——篆刻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研讨会11月3日-5日

在杭召开。研讨会邀请众多专家学者，以及浙江大学、中

国美术学院等在杭高校相关专业师生齐聚一堂，围绕“印

学史源流阐释”等五个专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诸多

新角度新观点新思维的碰撞，必然能产出令人耳目一新

的成果，进一步促进篆刻艺术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

《西泠艺丛》2024 年度选题报告会于 11 月 3 日在

杭召开。会议对一年来的出版情况及制度实施、取得

成绩等方面工作进行了总结，同时探讨了 2025 年《西

泠艺丛》的出版计划及重大选题方向，20 余位与会专

家提交了 2026 年选题意向，为《西泠艺丛》的未来两

年高质量出版奠定了基础。

西泠印社社长会议和第十一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

于雅集期间先后召开，围绕社员发展、建章立制、下一步

工作计划等社务工作进行商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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