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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兰亭奖是由中国文联、中国

书协主办的中国书法艺术最高奖项和最

高荣誉，自 2001 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

七届。接到担任第八届兰亭奖的学术媒

体观察员的邀请，可谓“任务艰巨，使命光

荣”。作为一个专业媒体的总编辑，该以

怎样的视角去观察兰亭奖的评审，从2024

年 8 月 27 日进入位于北京平谷的评审基

地的第一天起，我就在思考。

不光每一位参评者对兰亭奖的评审

非常关注，读者也好奇：兰亭奖的评审过

程究竟是怎样的？我想，媒体观察员应该

起到桥梁的作用，既然主办方在评奖机制

方面保障了评审的公平公正，那我也大可

磊落地将这一过程披露，与大家共享。

一、“盲选”杜绝人情分“白加

黑”+“996”一切为了选出最合适

的获奖者

第八届兰亭奖评审地点设在位于北

京金海湖国际会展中心。书法创作方向

评审在最大的大厅内进行，6000多幅作品

一一悬挂，在大厅内隔成了数条规模宏大

的“书法长廊”，穿梭在书法长廊里，犹如

游弋在一望无际的书艺海洋。因此主办

方在评审第一天首先就体恤地安排了几

辆小型观光电瓶车，载着 21 位评委先在

长廊里转了几圈，有一个整体初步感受，

然后再由评委自由走动，自主评审。但据

有经验的评委说，一天走下来，至少十公

里。这充分说明了评审的活计是个苦差

事，不要说要有上佳的眼力，敏捷的脑力，

没有充沛的体力也是万万不能的。我在

跟了半天评审后，把皮鞋换成了球鞋。

为了做到对所有参评者一视同仁，防

止评委打人情分，主办方可以说是动足了

脑筋，想尽了办法。首先是从第一轮起就

把每位作者真实的名字都用便签贴上，甚

至细致到每幅作品里有可能透露一点点

作者信息的地方都要遮盖掉。这一方法

以前的兰亭奖评奖从来没用过，是从第十

三届国展开始试用的。6000 多幅作品

啊！由此能想见前期的准备工作工程有

多浩大。那么，评委能不能趁别的评委不

注意，悄悄查看一下信息呢？也不能，这

就是第二招了，发挥监审委员、媒体观察

员的作用，他们和评委隔着一段距离，既

不影响评委的评审，同时又要起到监督作

用。评委不仅不能翻动小纸条，彼此之间

还不能交头接耳交流信息。所以，第一轮

评审环节，就有好几位在书坛有一定地位

的作者没有经受住这严酷的“盲选”，被无

情地PK掉了。

理论研究方向评委也被如此严格要

求。一位德高望重的评委因为有一个学

生参评，所以第一、二轮都回避了，一直到

终评才现身，因为此时他的学生已被淘汰

了。经过初评、复评，进入终评环节，评委

们要给每个进入终评的作者写评语。我

们学术媒体观察员按时来到现场，看到了

下面有趣的一幕：评委们偌大年纪，都是

老师级的人物，挨个坐在会议室里，趴在

那儿码字，屏气凝神，认真的样子像极了

在教室里写现场小作文的小学生。一写

就足足写了两个多小时。

书法创作方向经过了初评、复评几轮

评审环节，进入到作品审读阶段。这回是

审读评委专家出马，联袂书法创作评委，

对 132 位作者的三百多幅作品一一审读，

核对文本、字法和自作诗文的平仄押韵、

行文规范等。每一幅作品都要经受极其

挑剔的检验。当 132 位作者的审读情况

汇总后，由审读委员会代表向所有参会者

逐个说明情况，然后再投票，留75 人进入

评奖环节。当进入最后的评奖环节时，还

各有两轮审读，两轮投票，以及审议委员

会两次审议。可以说，第八届兰亭奖在制

度的设计上已经是竭尽全力，环环相扣，

严谨严密，而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平公

正地选出最合适的获奖者，归根结蒂是为

了中国书法事业的健康发展。

为此，在评审的不同阶段，评审专家

们和中国书协的领导、主办方的工作人

员天天“白+黑”“996”，有时甚至通宵达

旦。一位观察员由此感慨地说：“真实的

兰亭奖评奖和想像是完全不一样的。”看

原作+名字遮挡，是本届最大亮点。以作

品说话，既公开透明又合理。打分，原来

先打上，现在先打下，比原来科学。把好

的留下来，到第二轮才选好的，给选好的

留下了空间。兰亭奖在制度的顶层设计

上，每一届都在上一届的基础上不断优

化，中国书协为此付出的努力大家有目

共睹。

二、兰亭奖选出的那个“他”是

不是评委心目中的哈姆雷特

评审结束后，我和多位评审老师进行

了交流，我最感兴趣的是他们眼里怎样的

获奖者才是最合适的？

几乎所有的评委都提到了这八个字：

“人书合一、艺文兼备”。

中国书协主席孙晓云是本届兰亭奖

评审委员会主任。她认为，要以艺术创作

水准作为评奖准绳，但同时也要综合考量

人的因素，包括文化素养、品德操守、社会

责任等等，要以全面视角综合评判。发现

好的人才，包容好的作品，让综合优秀的

作者凸显出来。还应有别于国展，不能忽

略其以往的艺术成就。审议委员会主任

李昕说，兰亭奖倡导“艺文兼备”、“德艺双

馨”，这是我们追求的人文理想，当然兰亭

奖不是简单地视为评好人好事。

审读专家干的是“得罪人”的活，他们

要对参评者的作品“吹毛求疵”。审读专

家李刚田老师认为，从八届兰亭奖的来稿

中看，总体上各方面的素养有所提高，书

法创作正在稳步前进，但书法创作中“艺”

与“文”两方面，从当下的表现看，天平还

是向“艺”倾斜，因此需加重“文”的分量。

有些作品之所以在一轮一轮的投票遴选

中终被淘汰，除了对其艺术水平的评判之

外，文本与文字的错误是一个重要原因。

有些作品艺术水平尚好，但因一些不能原

谅的错字、讹形、自造字而被淘汰，尤其是

地名、人名、年号中出现的文字错误，是属

于严重的“硬伤”。

评委们主张作品“既古又新”，有经典

的内涵，又有现代的创作样式。兰亭奖与

其他专业展评审不同，着力对作者的综合

创作实力进行考察，要求提交三件作品。

有的作者不同书体书写水平差异较大，这

削弱了其参展竞争的优势。

评委之间存在审美差异是客观存在

的。有的评委不喜欢视觉冲击力大的，冠

之以“展览体”。但有的评委则认为所有

作品都要从属于展厅，作品要体现在展厅

里的优势无可厚非，最后呈现给评委的应

是最优秀的一面。评委也都有自己最熟

悉、擅长的领域，在相对不熟悉的领域，有

时可能平庸者反而胜出。

获奖某种程度上还是有一定的幸运

存在。每个评委心目里都有自己的最佳，

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一定能走到

最后。风格最独特提早出局的可能性也

是有的。

总体上说，兰亭奖最后的评审结果当

然代表当代书法篆刻的创作水平、发展态

势与审美追求。兰亭奖评审不像奥运会，

有可精准计量的标准。但你找不出一个

比现行规则更加两全其美的方式。我们

着重要关注的是，兰亭奖并不只是简单的

一个奖的评选，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善于从

评奖中阅读：当代中国书法事业要弘扬什

么？传播什么？书法的未来在哪里？当

代书家的使命如何实现？这些问号的打

开，将引领我们走向下一届兰亭奖，更是

走向中国书法事业的未来。

（作者系第八届兰亭奖学术·媒体观

察员，美术报总编辑）

我看兰亭奖：一次令人惊喜的观察
■杨丽

资料图：第八届中国书法兰亭奖颁奖仪式暨作品展开幕式

编者按：2024年，中国书法界最瞩目的事情，莫过于三年一届的“中国书法兰亭奖”的评审。本报总编辑杨丽

受中书协邀请，担任第八届兰亭奖的学术媒体观察员，参与评审的全过程，并以亲历者的视角撰文。作为中国书

法艺术最高奖项和最高荣誉的兰亭奖，评审过程究竟是怎样的？获奖作者、作品是如何评选出来的？⋯⋯本报

刊发此文，以飨读者。

杨丽正在观看评选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