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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术
传
统
与
苏
州
书
法

吴
门

书
道

——

中

国
书
法
名

城
苏
州

作
品
展

主

办
单
位

■

■

中
国

书
法
家
协
会

江
苏
省
文
学
艺

术
界
联
合

会

苏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展
览
地
点

：

北
京
中
国

美
术

馆

展
览
时
间

：

二

〇
〇
九
年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

二

十
九
日

主

持
人

：

华

人
德
（

苏

州

大

学

研

究

馆

员
、

博

士

生

导

师
、

苏

州

市
书

法

家

协

会
主

席
）

：

新
春
伊
始

，

凯
风
渐

起
，

化
日

舒
长

。

三

月

下
旬

，

『

吴

门

书
道

——

中

国

书
法
名

城
苏

州
作
品

展
』

将

在
北

京
中
国

美

术
馆
主
厅

举
办

。

各

位
朋
友
或
出

生
、

籍

贯
在
苏
州

，

或

曾

在

苏
州

读
过
书

，

或
多

次

参
加
过
苏

州

举
办
的

创
作

和
学

术
活

动
，

都
对
苏
州
的
书

法
历
史
和
现
状
了

如

指
掌

，

所
以
诚

邀
大

家
围

绕
吴

门
书
道
作
一

漫
谈

，

俾
增
晋
京
办

展
览
之

信
心

。

言
恭
达
（

中

国

书
协

副
主

席

兼

篆

刻

委
员

会
主

任
）

．

．

苏
州
的

书
法
艺
术
事
业
繁
荣
与
发
展
得
益
于
苏
州

这
座
国

家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厚
重
的
人
文
积
淀
与
艺

术
内

蕴
，

更
得
益
于

改
革
开
放
三

十

年
的

辉
煌
巨

变
，

苏
州
的

书
艺
不
仅
是
苏
州
文

学
艺

术
中

的
优

势
门

类
，

同

时
也
是

走
在
江
苏

乃
至
全

国
的
前

列
，

综
合

起
来

，

有
以
下
鲜
明

的
特
色

：

历
史

人
文

性
。

苏
州
厚

重
的

历
史
人

文
积
淀

已
深
深
融

化

在
每
个
市
民
的

细
胞

中
，

市
民
文
化

素
质

与
艺

术
品

位
高

，

吴

文
化
地
方

特
色

显

著
。

改

革
开
放
三

十
年
来

，

苏
州
文
化

与
经

济
协
调
发
展
。

作
为

传
统

书
艺

，

尤

其
是

经
过
多

年
有
规
划
有

力

度
的
『

围

绕

中
心

、

服
务
大
局
』

的

事
业
推
进

，

苏
州
的
广

大
人
民
充
分

得
到
了

精
品
文

化
成
果
的

享
受

。

审
美

髙
端

性
。

苏
州

已
拥
有
一

支
实
力

强
、

体

系

完
备
的

书
法
艺
术
创
作

、

学
术

、

教
育
老

中

青
人
才
队

伍
。

在
苏
州
市

文
联

、

书
协
多

年
坚
定
不

移
＇

坚
持

不
懈
举
办
的
一

系

列
艺

术

品

牌
活

动
中

，

面
对
当

代

社
会
消

费
文

化
的

挑
战

，

能

自

觉
引

领
社
会
审
美
向

髙
雅
型

转
化
与
提

升
＞



自

觉

推
进
书
法

事
业
的

繁

荣
与
发
展

；

自

觉
弘

扬
优
秀
民
族
艺

术
，

以
实
现
书

法
艺

术

工

作

者
文
艺

责

任
的
回

归
。

超
前
创

意
性

。

苏
州

市
委

、

市
政

府
十
分
重

视
并
大
力

推

进
作
为
苏

州
文

化
特
色
的

书
法
事

业
。

在
现
代

化
进
程
中

，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得

到
很
好
的

保
护
与

弘
扬

。

仅
『

十
五
』

期
间

，

全

市
用
于
文

化
建

设
的
财

政
支

出
（

不
含
基

本
建
设
）

已

超
过

三

十
亿
元

，

从
城

市
到

乡

镇
，

一

大

批
公
共
文

化
设
施
逐

年
建

成
投
用

，

这

为
苏
州
书
法
艺

术
的

发
展
创

造
了

一

个
十
分

有
利

的
滋

养
环

境
、

激
活
氛
围

与
优
裕
的

物
质

条

件
。

综

合
平

衡

性
。

苏
州

书
法

事
业
的

发
展
一

贯

注
重

出

精

品
、

出

成
果

、

出

人
才

、

出

思
想

。

注
重
创

作
、

学

术
、

教
育

三

位
一

体
，

协

同

发
展

，

综
合
平

衡
。

不
仅
仅

书
法
篆
刻
创
作

成

果
在
全
国

历
届

国

展
中

屡
创
佳

绩
，

而
且

是
学

术
研
究

与
艺

术
教
育
（

学
校

和

社
会
）

成

果
辉

煌
。

专

家
评

论
：

像

苏
州

这

样
全
面
发
展
的
『

地
域

书
艺
』

在
全

国
城

市
中

凤
毛
麟

角
。

另

外
，

通
过
近
三

十

年
的

努
力

，

苏
州
书
法
组
织

上
下
网

络
齐

全
，

城
乡
三

级
联
动

，

形

成
事
业
合
力

。

可
持

续
发
展

性
。

苏
州
书
法
已

形
成
良

好
的
发
展
机

制
与

制

度
保
证

，

不

会
因

领
导
的

更
替
而
萎
缩

。

事
业
发
展

已
逐
步

实
现
三

大
整
合

？

？

一

是
统

筹
管
理
的

资
源
整
合

￣

二

是

在
艺

术

创

作
、

教
育

、

研
究

力
量
的
整
合

￣

三

是

社
会
公
共
力

量

的
整

合
。

工

作
定

位
点
与
目

标
参

照

系
定
得

髙
，

始

终
瞄
准
全

国

前

沿

水
平

，

赢
得
了

社
会
公
信
度

和
百
姓
的
认
同

感
。

白

谦
慎
（

美

国

波
士

顿

大

学

艺

术
系

终
身

教
授

、

博
士
生

导

师
）

：

苏
州

书
法

素
以
儒

雅
蕴
藉

闻

名
，

其
中

浓
郁
的
文
化
气
息

和
当

地
悠
久
的
学
术

传
统
有
着
密
切
关
系

。

苏
州

书
法
和
学

术
的
关
系

，

可
以
迫
溯
到
唐
初

。

中

国

书

法
史
上
最
有

影
响
的

理
论

著
作

，

首
推
《

书
谱
》

，

作
者
孙
过

庭
是
吴
郡
人

。

我

们
读
《

书
谱
》

，

不
但
为
它

精
深
的
理
论
内

涵

所
折
服

，

也
被

那
美
轮

美
奂
的

草
书
所
打
动

，

这
是
学

术
与

曹

后

灵

草
书
卷

ｚ

ｉ

＾
ｉｒ
ｔ

＾
Ｔ
？Ｔｒ

？

烏

孓

冬

＾ －

＾
４

１ 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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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期

ＣＡ Ｌ Ｌ ＩＧＲＡＰ ＨＹ

艺

术
珠
联

璧

合
的

完
美
见

证
。

在

明

代

中

期
，

吴

门

书
风

在

全

国

范

围

内

独
领

风
骚

。

此
时

，

金
石
学
止

处
于

低
潮

，

但

苏

州
学

者
都
穆
的

《

金
蕹

琳
瑯
》

却
成

为
明

代

少
数
几
种

重

要
的
金

石
学

著
作
之
一

。

在
晚

明
，

苏
州
隐
士

赵

宦
光
是

最

重

要
的

文
字
学

家
。

在
清

初
，

苏
州

府
崑

山

县
的

顾
炎
武

是

开
一

代

朴
学
风

气
的
大

儒
，

他

大
江

南
北
访

碑
，

撰
《

金

石

文

字
记
》

，

为
金
石

学
的

复
兴

作
出

了

重
要
？

献
。

顾

炎
武

去
世

不
久

，

他
的
同

乡

叶
奕
苞

完

成
了

金

石
学

巨

著
《

金
石

录

补
》

。

稍
后

，

苏

州
的
顾
蔼

吉

编
撰

了

重
要
的
隶

书
工

具

书
《

隶
辨
》

。

在
晚

清
，

苏
州
学

者
叶
昌

炽
撰
《

语

石
》

，

此

乃
讨
论

石
刻
的

集
大
成

之
作

。

而

碑
学

在

清
代
的

兴
起

正

是
以
金
石
学
和
文

字
学
为
学

术
背

景
的

。

苏
州

的

自

然

和
人
文

环

境
，

还
不
断

地
吸
引

着
各
地
的

著

名
学
者

来
此
定

居
。

段
玉

裁
五

十
八
岁

移
居

苏
州

，

在
苏

州

著
述
长

达
三

十

年
，

对

苏
州

研
究

《

说
文

解
字
》

的
风
气

起
了

巨

大

推
动
作

用
。

晚

清
学

者
吴
大

澂
就
是
段
玉

裁
的

再

传
弟
子

，

著
《

说
文
古
籀

补
》

。

步
段
玉

裁
后
尘

，

浙
江

学

者
俞
樾

、

章
太

炎
也
先
后

定
居

苏
州

，

著
述

、

讲
学

，

为

苏

州
培

养
了

许
多

人
才

。

正
因

为
有
着
金

石
学
和

文

字
学
的

深

厚
传
统

，

苏
州

代

有
篆

隶
名
家

：

赵
宦

光
的

草
篆

，

俞
樾
的

隶
书

，

吴
大
澂

、

章
太

炎
的
大

篆
，

杨
沂
孙

＇

萧
退

闇

的
小

篆
。

及
至
当

代
，

苏
州

书
坛

书
写

篆
隶

的
风
气

依
然
十

分
兴

盛
：

沙

曼
翁

、

华
人

德
、

言
恭
达

等
皆

以

篆
隶

闻
名

于
当

代

书
坛

。

以
上

所
说

，

都

是
和

书
法
关

系

密
切
的
文

字
学

和
金
石

学
研
究
。

其

实
，

苏
州
的

书
学
研
究

还

有
着
一

个
更
大
的
学

术

氛
围

，

苏

州
的
学

者

在
传
统
的
经

学
和
史

学

方
面
也
成
就

斐
然

。

放

眼

看
去

，

在
现
代

学
术
史

上
，

苏

州
也

是
巨
匠

辈

出
，

史
学
家
顾
颉
刚

、

社
会
学
家

费
孝
通
等
不
一

而
足

。

令
人

感
到

欣
慰
的
是

，

当

代
苏
州

书
坛
也
一

直
以
发

展

学

术
研
究

为
重

要

宗
旨

。

在
当

代

书
坛

，

苏

州

书
法
家

中

研

究

书
学
的

比

例
’

远
远

高
于
全

国

其
他

地
区

。

老
一

辈
书

家

如

祝
嘉
（

海
南

人
，

一

九
四

八
年

定
居

苏
州
）

等
在

书
学

研

究

方
面

有
很
深

的
造
诣

。

中
年

和

青
年
书

家
中

，

也

有
多

人

的

书
学

著
作

在
全
国

获
理
论
研

究

奖
。

近
二

十
年
来

，

苏

州

地
区

还
多

次
举
办

高
层

次
的

学

术
会
议

。

一

九

八
七

年
冬

在

苏
州
成
立
的

民
间

社
团

沧
浪

书
社

，

先

后
在
一

九
九
四

年
和

常

熟

书
协

联
合

举
办
了

『

常
熟

中

国

书
法
史

国

际

研

讨

会
』

，

一

九
九
九

年
夏
和
台
湾

何
创
时
书
法
基

金

会
在
苏
州
联
合
举
办

了

『

兰

亭

序
国
际

学

术
研

讨

会
』

，

并
出

版

论
文

集
。

近

年

来
，

苏
州

市
文
联

、

书
协
和
苏
州
各
级
政

府
，

开
展
学

术
活
动

不

遗
余

力
，

先
后
举
办
了

『

明

清
书
法

史
国

际
学

术
研
讨
会
』

和
『

中

国

苏
州
（

相
城
）

书
法
史

讲
坛
』

。

参
比

国

内

外
的
学

术
会
议

，

苏

州

地
区

举
办
的

会
议

都
堪

称
一

流
。

我

们
可

以

期
待

，

苏
州

书
坛
将
继

续
为

中

国

书
学
研

究

和
创

作

做
出

新

的
贡
献

。

曹
宝

麟
（

中

国

书
协

学

术
委
员
、

暨

南

大

学

教
授

、

博
士

生

导
师
）

：

我
的

祖
籍

上

海
嘉
定

区
，

在
我

幼
时
还

属
于

苏
州

。

从

老
辈
口

中
不
时

蹦
出

『

浏

河
』

这
个
名
字

。

后
来

方
知
是
条
发

源

于
太
湖

，

流
经

苏
州

、

昆
山

、

太
仓
而
入

海
的
小
河

。

明

末

淤

废
前

，

可
是
我
国

东

南
重

要
的

漕
运

动
脉

。

从
鉴

真
东
渡
和

郑
和
西
征

皆
启
锚
于
浏

河
口

，

便
可
知

它
的
份
量

。

经

济
繁

荣

带
动
文
化
腾
跃

，

这
个
命
题

在
号
为
吴

中
的
苏
州
地
区

是
极
有

典
型
性
的

。

文
化
的

各
个
门
类

，

如
诗
文

、

书
画

、

园

林
、

戏

曲
、

工

艺
、

印

刷
、

饮

食
等

等
，

无
论
形

式
还
是

内

容
，

苏
州

都
是
龙
头
老
大

。

唐
诗
人
韦

应
物
当

苏
州

刺
史
时

吟
出

『

吴
中

盛
文
史

，

群
彦
今
汪

洋
，

乃

知
大
藩
地

，

岂

曰

财
赋
强
』

的

诗

句
，

正

道

明

了
经
济

与
文
化
的
关
系

。

『

天
下
法
书
归

吾
吴
』

这
句

牛
气

冲
天
的

话
出

于
太

仓
人

王

世
贞

之
口

毫
不
虚

夸
。

什
么

叫

『

法

书
』

？

法
书
是
古

人
垂

范
之
书

，

而
绝
非
时
人
之
书

。

正
因

苏
州

富
甲

天
下

，

才
使
法

书
如
水
之

趋
渊

，

无

非
可
卖

个
好

价
钱
而

已
。

法
书
在
流
通
领

域
，

宋
之

前
交
易

的
只

是
骨
董

，

未
闻

活
着

人
的
字
可
以
『

变

现
』

（

应
用
文
字
如

谀
墓

之
类
除

外
）

。

东
坡
有
一

题
跋
感
叹

此
纸
仅
可

凿
冥
钱
祭

鬼
，

而
偶
书

其
上
后
五

百
年
可
成
百
金
之

值
。

于
是
我
们
看
到
的

遗
墨
大

多
与

纯
为

商
品

的
形

式
无
关

。

大
槪

从
赵
孟
頫
开

始
，

我

们
才

读
到

他
之

所
以
对
求

字
者
前

倨

后
恭
是
因

为
发
现
那
人
带
着
巨

资
。

吴
门

书
派
的
文

徵
明

，

活

到
九

十
岁

，

一

生
创

作
书
画
无

算
，

他

何
以
有
如

此
旺

盛
的

创

作
热
情
至
死
不
渝
？

还
不
是
因

『

物
质

刺
激
』

么

！

否
则
凭

＾

＾ ：

心

你

々

Ｉ

ｔ

今

ｉ
、

、

＾
＾
＾

＾

Ｙ

ＪＰ

—
＾
^

＃

為

”

务

诒
？

￡

１
ｒ

１


２


？

４
１

．



ｗ


久

支

＾
＞

．

＇

．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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矜 ？￥

篆辱 ｆ
ｊ

ｒｔ ＾ ｔ

喷聰

％Ｍ ｇ

激＿
，

ｆ 綍 ｆ

ｆ
遽 卞

他

待
诏
虚

名

断

难
买
得
起
拙

政

园

这
偌
大
宅

子
的

。

苏

州

书
画
市
场

潜
力

之
大

，

反
证

于

专
造
赝
品

之

有

『

苏
州

片
』

一

大

门
派
也

可
悬
测

端
倪

。

金
钱
效
应

由

苏
州
向

四

边
辐

射
扩
展

。

自

文

氏
一

家

而

言
，

长

子
文
彭
成

印

学

宗

师
，

学

生
陈

淳
为

水
墨

开
派

，

就

连
分
宜
奸

相
严
嵩

遭
籍
没
也

要

请
出

徵
明

次
子
文
嘉

参
预

清
点

书

画
判

別

良
莠

，

最
后

写

成
《

钤
山

堂

书

画
记
》

，

足
见
久
经

磨
练
的
法

眼
确

非
常

人
所

及
。

西
谚
说
得

好
，

贵
族

不
是
一

两
代
人

可
以
培

养

得
出

来
的

。

今
日

苏
州

书
法
的

典
雅

，

无

疑
当

拜

祖

宗

厚
賜

。

打
个
比

喻
，

苏

州

书
法

正
像
弹

词
，

吴

侬

软
语

，

字
正
腔

圆
。

秦
腔

尽

管
高
亢
激
越

，

但

含
胡

ｒ
野
终

使
人

寒
毛

凛
凛

。

但

似
乎
也
可

这

样
认
为

，

苏
州
的

古

代
繁

荣
是
八

方
辐
凑
的

结
果

，

更
是
杂

交

优

势
的

选

择
。

祝
嘉

、

费

新
我

、

沙

曼
翁

、

华
人

德

皆
非
土

著
，

而
文

家
几
代

前
也
是

外
来
户

。

一

旦

制

度

阻
断

遏

制

人

才
流
动

，

那

只

有
退

化
变

种
。

上

海
书
法

衰
落

最
为

前
车
之

鉴
，

因

为
那

里
辟

为
商

璋

不
过
百

年
，

是

远
没

有
苏

州
那

样

丰
厚

土
壤
的

。

然

而
换

个

角
度

看
，

苏
州

正
因

为
富
庶

往
往

成

为
休

致

官
员
的

养
老
首

选
，

虽
残

疾
的
朱

长
文
也

不
愿

为
寸

禄
而
他

适
。

这
种

自

给
自

足
的

惰

性
蔓
延
发

酵
，

也

不
同

程
度
地

影
响
到
苏
州

书
法

精
巧

有
余
而
大
气

不

足
。

作

为
准

乡

人
对
此

隐

忧
提

出

忠

告
，

也
望
主

文

者
引

起
警

觉
。

李
刚

田
（

中

国

书
协

理

事

兼

篆

刻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

《

中
国

书
法
》

主

编
）

：

我
幼

年

在
苏
州

生
活
过

。

暗
绿
色

的
水
面

上
浮

动
着
带

篷
的

船
，

雨

中

的
拱
桥

，

桥
边

披
蓑

戴
笠
的

农
妇
挑

着
担

子

卖
果

蔬
…

…

这

些

碎
片
残
留

在
模
糊

的
记

忆

中
，

六

十
年
拂
之
不
去

，

那
是

梦

中
的
童

话

世
界

。

一

九

八
二

年
郑
州

与
苏
州
两

市
举
办

书
法
联

展
，

我
回

到

阔
别
三

十
三

年
的

苏
州

，

人
世
沧

桑
，

感
慨

良

多
。

一

九

八
三

年
，

河

南

书
协

集

中

全

省

五

十
余

名
篆
刻
作
者

，

请
苏
州

沙
曼

翁

先
生

讲
学

，

丨

／

－



Ｉ

ｓ


０

裏


ｙ

ｔ

呈

１

１

＾
＾

？

—

”


ａ

＊

钱
玉

清

草
书
题
画

诗
直

幅

谭
以

文

草
书
精

神
不
灭
直

幅

眷
＊

＊

咚

暖

巌

絜

職

彳

＃

芊

１｜

＾

蓊

亥

爹

ｆ

＃

转

３

焚

嘴

鮮

边

诤

０／

４

钟

０

＜

０

＃

龚

１

垄

琦

綠

Ｍ
ｒ

〖

〒

變

糧

結

入
令

１

钋

＃

曼

人


又

讀

綠

趸

舛

紅

華

彩

泼

＇

０

糯

金

三

琴

齒

象
－

ｆｓ

ｖ

费


Ｈ


桴

炸

ｆ


圼

＾

ｉｌ
－

；

４

ｔ

＃

＃

？

＾

＊

擒
％


装


嗓

象

？


：

＊

许
晨

曦

隶
书
文
衡

山

姑
苏

诗
直

幅

１ １ ６



中 因
■

＃ （； ？．ＣＨ Ｉ ＮＥＳ Ｅ ２００９ ． ３／总 

１ ９ １
期

ＣＡ Ｌ Ｌ ＩＧＲＡＰＨＹ

王
歌
之

行

书
高
青
邱
诗
直
幅

？

ｆ


兮

夕
＾

？

？

＂^

？

ｆ

刷

吃
＾Ｊ

／Ｓ
Ｈ

山

ｆ
）

ｌ

ｆｅ
６

？

＾

Ｊ
￡

＾

／／

＂

＇^
＇

／＾

＾
？ ｅ

＾
＾

＾

／ｉ
＇

身

？
，

名


１


ｓ
ｒ

＾

．

１ ５

＾ ／：

ｖ
、
０

Ｂ秦
健

草
书
古
人
书
论
直

幅

Ｋ
％＾^

＾ｈｉｂｉ

够 ０Ａ０

■

ｉ＾^

｜
文
号 ｃ
綱 ｉ 、

ｍ％

｝
ｎ＾Ｖ

｛

ｌ

ｎ｜ｎ

＼＞
、 －

ｔ ｌｔ ？
ｔ， 、 ｉ女

｜

＾
ｊ，Ｕ．

ａ

ｒ

４％

ｉ七

ｊ
＾？ ７＾ｉ

ｉ ｎ

Ｈ ｉｍ

二掩 嗜 ＼ 名‘

Ｕ
；；

４，２
＊

Ｊ＾ｋ＾１

ｉ^

ｉ ＾ Ｕ ｎ ｄｔ
＼

－

Ｉｒ^

曼
翁

先
生
以

印

宗
秦
汉

的
思

想
为
核
心

，

确
定

了

河

南
篆
刻
的
基

本
创
作

理

念
与
形

式
取
向

，

中
原

篆
刻

以
此

为

新
起
点

渐

渐

发
展

起
来

。

以

后
费

新
我

先

生
、

沙

曼
翁

先
生
的
书

法
展
览

先
后
在
河

南
博

物
馆

展
出

，

给
河

南

书
界

留

下
了

深

刻
的

印

象
。

河

南

开

封
与
苏

州
多
次

举
办

联
展

，

南
北
交

流
之

中
，

河

南

书
法

从

中
获

益

良

多
。

近

年
我
供

职

《

中

国

书

法
》

，

又
与
苏
州

书
界
朋
友
多

有
交
往

。

苏
州

有
许

多
我
所

敬
仰
的
老
师

和
朋
友

，

苏

州
是

令
人
无

限
遐

思
的
地
方

…

…

苏
州
书

法

篆

刻

中

所

表
现
的

共
性

的

审

美
特

征
，

是
『

清
、

雅
、

古
』

三

字
，

清
是
相
对
混

浊
而

言
，

雅

是
相
对

流
俗
而
言

，

古

是
相
对
浮
浅

而

言
。

Ｘ
论
风

格
变
化
多

端
，

也
无
论

展
厅

中
对

形
式
的
多

样

化
追

求
，

苏
州

书
法
篆
刻
一

以
贯
之
的
是

清
气

，

这

清
气

是
光
风

霁
月

，

是
出

水
芙

蓉
，

是
超

脱
尘
俗

的

精
神

境
界

。

苏

州

书
法

篆
刻

中
的
雅
意

不
是

书
崙

中

的
文
人

自

许
，

是
器

度
恢

弘
的
『

大
雅
』

，

是
风

骨
之
雅

、

文
化

意
义
上
的

雅
，

在
气
象

万
千

中

体
现

神
采
与

风
骨
的

髙

格
不
俗

。

所

谓
的
『

古
』

，

也

不

是

在
形
质
上
的

泥
古
或
理

念
上

的

单
纯

崇
古

，

而
是

通
过
笔

墨
表
现

历
史
积
淀
的
深

厚
，

对
质

朴

真
醇
美

的
追
求

，

对
自

然

境
界
的
向

往
。

这

清
、

雅
、

古
三

字
是

苏
州

书
法

篆
刻
的

精
神

体
现

，

也
正
是
当

代
『

书
法
热
』

大
潮

中

人
们
渐
渐

淡
忘

而
亟
待
唤
回

的

传
统
文

化
精
神

。

苏

州

书
法
篆

刻
进

京
展
将
会

给
我
们

许
多
启
示

，

留

下
许
多
思

考
。

刘
恒
（

中

国

书
协
理

事
兼

学

术
委
员

会
秘

书

长
）

：

苏
州

的

传
统

文

化
底

蕴
之

深

厚
是

人

所

共
知

的
，

在
书
法
方

面
更
是
得

天
独
厚

。

得
益

于
经

济
的

发
达

和
生
活
的

优
裕

，

从

唐
宋
以

来
这
里
就
一

直
是

文

人
荟

萃
的

渊
薮
之
区

，

不
仅

书
法
名
家

辈
出

，

更

重

要
的

是
形

成
了
一

种
典
雅

、

从
容

、

醇

厚
的
艺
术

风

格
。

按
照

传
统
的
书
法

品
评
原
则

，

书

法
风

格
的

根

本
价

值
所
在

，

是
笔
墨
形

象
背
后
的

反
映
出

来
的

１ 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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戌
之

辦
乂


蝇
．

癸

蠢
孓

與

．

ｆ
）
．

．

ｖ

＃
游

友

杰

＾
之
．

？

＾
吨

在
＇

－

＾

太

坎
令

燃

單
乐

４

多

部
■

？

４
＜

４｜

歇

窃

％
／
｜

．

豸

义

考

２

．

度

永

屮
＞

ａ
－

种

徊
犮

半

乎
Ｃ

間
每

资
海

兄

乘
一

火

餘
一

着
“

專

之

４
滅

；１
＂

焉

．^

么

范

拴

：^

乎

如

５Ｉ．

－４
！

御

來
而

＞

知

ｉ

辦
．￡

終

净
？

遠
４
！

部
．

５．

＾
化
而
－
｜＞

１．

^

梦

見

敛
汝

缓

墓

把

拳
私

软
之
一

歌
必

淑

４
－

ｔ
ｆｉ）

ｓ


寺
，

气
＾
？

＾
况

龙
卿

：

兮
１
．

Ｂ
．

使
，

爻
１

Ａ
人

今
－

大
一

力

Ｔ
ｏｔ

网

１


４

４
取

＞^

，

和

１

＾

．

仗
如

仰
０

如
，

紗
＾

４

Ｍ



Ｍ

＾
—

＂

孫

备

权
讼
＆＊

轉

＞^

隻

品

明
赛

？

＾

彳
？

卞

纥

边

杳

５
＞

邛

心
＜

５

１^

人
的

精
神
追

求
与
审
美

理
想

。

从
这
个

角

度
来
说

，

苏

州
书
法

所

具
有
的
独

特
品

格
，

实
际
上
是

苏
州
文
人
化
生
活

状
态
的
流

露

表
达

。

尽

管
近
数
十

年
来
书
法
艺

术
进
入

了

一

个
全

新
的
生

存
环

境
，

呈

现
出
一

种
不
同
以

往
的

传
承
发
展

方
式

，

但
当

代

苏
州
的

书
法

仍
然

保
持
着

自

己

的
风
格

特
色

以
及
在
全

国

书
坛

的
突

出

地
位

。

究

其
原

因
，

不
能
不
归

结
于
苏
州
文

化
环

境
的

滋

养
。

说
到
当

代
苏
州
的

书
法

，

人
们

通
常
会
联
想

到

传
统

、

典

雅
、

书
卷
气

等
概
念

，

这
实
际

上
反
映
了

苏
州

这
座
古

城
及

其

周
边
地
区
所

共

同
拥
有
的

文
化
氛
围

给
人
的

印
象

。

明

清
以
来

，

这
一

带
文
人

、

官

僚
世
家
云
集

，

艺

术
家

、

收
藏
家
众
多

，

书
画

、

古
玩

遗
留

丰
富

，

所

有
这
些

都
是

构

成
其
文

化
性
格
的

具
体
内

容
。

而
生
活

、

浸
泡

在
这
种
环

境
下
的

书
法
家

，

特
别

是

年
轻

一

代

的

作
者

，

也
许

他
们

中
的

许
多
人

并
不
从

事
学

术

研
究

，

读
的
书
也

不
一

定
比
别
人
多

，

但
从
小
能

接
触
到

名
家

，

能
见

到
好

东
西

，

或

亲
承

指
授

，

或

耳
濡
目

染
，

所
以

在
书

法
上
能

够
取
途

端
正

，

在
趣

味
上
能

够
追

尚
风
雅

，

这
就
是

传

统
文
化

熏
陶

的
作
用

，

是
吴
门

书
法
历
久

不
衰
的

优
越
条

件
。

品

味
当

今
苏
州

书
法

家
的
作
品

，

不

论
是

中

年
书

家
还
是

青
年
作
者

，

不

管
是

写
何
种
书
体

，

不

管
是

宗
帖
还
是

习

碑
，

大

都
能
够
体

现
出

相
对
文
雅

、

从

容
、

细
腻

、

含
蓄
的

追
求
取

向
。

他
们
很

少

作
强
烈
的

夸
张
或
极
端
的
发

挥
，

虽
有

个
性
特

点

但
懂
得
节

制
和
适
度

，

不
跋
扈

做
作

，

也

不
跟
风
做

效
，

整

体
上

表
现
出
一

种
从

容
、

自

信
的
心

态
。

应
该
说

，

这

是
那
种

信
心
充

足
、

目

标
明

确
的

表
现

，

也
是

苏
州

文
化

性
格

在
书
法

上
的

反
映

。

在
当

今
文

化
传
播
迅

速
而

普
及

，

地
域

文

化
差
异

不
断

缩
减
的

环

境
下

，

苏
州

书
法

能
够

保
持
着
自

己

的

传
统

精

神
，

表
现
出

自

己

的

特
有
气
质

，

这

在
当

今
书
坛
上

是
比

较
独

特
的

，

其
中

的
长
短
得

失
，

值
得
书

法
界
思
考
和

研
究

。

丛
文

俊
（

中
国

书
协

篆

书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

吉

林
大

学

教

授
、

博

士

生

导

师
）

：

从
历
史

与
现
状
两

方
面
来

看
，

苏
州
作

为
书
法

名

城
，

是

当
之
无
愧
的

。

可
以
说

，

厚
重
的
历

史
沉
积
给
当

代

苏

州
书
法

以

丰
富
的
营

养
，

既

有
人
文

传
统
的

潜
移
默
化

，

也

有
艺

术
精

神
的
赓

续
，

并
为
之

增
添
了
一

些

新
的
色
彩

，

这
就
是

古
不
乖

时
，

和
而
不
同

。

所

谓
古

不

乖
时

，

指
苏
州
书

法
以

良

好
的
人

文

关

怀
，

保
持
其
对
传
统
之

鲜
明

的
继
承
性

，

这
不
是
仅
限
于

简
单
的

碑

帖
传
习

以

及
对

新
出

土
文

字
遗
迹
的

摹
写

，

而
要

在
古

法
中

注

入
当

代

苏
州

书
法
人
的
理
解
和

诠
释

，

几
十
年
一

以
贯

之
。

和

而
不
同

，

指
当
代

苏
州

书
法

与
全

国

风
气
的

应
和

，

但
比
较
理

性
，

很

少
有
浮
躁

摇
摆
的
跟
风
现

象
，

表
现

出
充

实
的

自

信
与

凝

聚
力

。
当

代
苏

州

书
法
人

所
取

得
的

成

绩

有
目

共
睹

，

他
们

之

所
以
能

成
功

，

很
重
要
的
一

点
就

是
存

有
敬
畏
之

心
，

这
可
以

从

几

个
方
面

来
看

。

其
一

，

敬
畏

书
法

艺

术

传

统
。

他
们

从

无

侥
幸
之
心

，

希
望

在

短
期
内
对
评
委

、

对

获
奖

作
者

、

以
及

由
此
形

成
的

趋
时
应
制

风
气
的

摹
仿

，

来
取
得
一

时
性
的

半
伪

成
绩

，

以
满

足
于

眼
前
的

功
利
需
求

。

能
顶

住
诱

惑
，

是

需
要

定
力
的

。

其
二

，

敬
畏

薪
火

相
传
的
优

良

风
气

。

苏
州
人
杰

地

灵
，

书
法
代

不
乏

人
，

除
在
师
生
间

授
受
的

关
系

外
，

还
有
一

种
普
遍
的
敬
老

礼
贤

、

虚
心

向
学
的

氛
围

，

此

为
具
备

自

信
和

凝
聚
力

所
不
可
或

缺
。

其
三

，

敬

畏
与

时
俱
进

。

苏
州

虽

为
书

法
名

城
，

而

其
书
法
人

却
不
固

步
自

封
、

沉
湎
一

隅
。

他
们
知

道
，

只

有
与
时

俱
进

，

融
入

全
国

书
法

大
潮

，

才

能
使

继
承
传

统
更
有

张
力

，

才
能

使
当

代

苏
州

书
法
更

有
活
力

。

其

四
，

敬

畏
个

性
。

苏
州

书
法
人
是
一

个
优

秀
的

群
体

，

他
们

不
以
互
相

标
榜

、

趋
同

为
能

，

无
论

所
善
何
体
何

种
风

格
，

都
是

从
自

己

的
理

解

出
发

，

技
艺
虽

有
高
下

，

而
个

性
同

样
值
得

尊
敬

。

历

史
上
的

吴
门

书
法
如
此

，

今
天
的

苏
州

书
法
也
是
如

此
。

李
一

（

中

国

书
协

理

事

兼

学

术
委
员

，

中

国

美
协

理

论

委

员

会
秘

书

长
。

）

？

？

读
了

《

中

国

书
法

名
城

苏
州

作
品

展

申

报
方

案
》

，

等

于

先
在
纸
上
领
略

了

展
览

的
风
貌

，

深

为
展
览

筹
办
者
的
工

作

之
细

致
、

作

风
之

扎
实
而

感
动

。

《

方

案
》

一

书
，

精
美
而

实
用

。

从
展
览

创

意
、

申

报
理
由

、

场

馆

意
向

、

批
复
文
件

、

展
品

图

录
到

苏
州

书
法
的
历

史
介
绍

、

目

前
状
况
一

一

饱
收
眼

底
。

由

于
工

作
关
系

，

我

看
过
不
少
书
法
展
览

，

也
见
过
一

些

展
览
的
策
划

方
案

，

但
展

前
的
方

案
做

到
如
此
之
细

，

还
是

第

一

次
见
到

。

这
不
仅
对
了

解
苏
州
书
法
创
作

有
帮
助

，

而
且
对

１ 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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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攻

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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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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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

４

枚

既

皇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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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４１
＞

＊
抑

Ｉ
械
稳

＇

于

無

ｆ
＾ －

知

慮

＾
－

之

既
每

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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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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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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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ｒ

＃

３
／

ｅ

＿

了

解
展
览

筹
办
过
程
大

有
帮
助

。

不
仅
是
研
究

苏
州

书
法
发
展

的
重
要
依

据
，

也

是

了

解
书
法

展
览

筹

备
状
况

的

第
一

手

资

料
。

这
是
一

个

可

供

今
后

筹
备

展

览

参
考

、

借
鉴

的

重

要

范
例

。

由

《

方
案
》

进
一

步
想
到

，

苏

州
之

所

以
成

为

共
和

国

书
法
的
重

镇
，

是
与

苏
州
书
法

同
道

执
着
的
探

索
、

稳
健
扎
实

的
作
风
分
不
开
的

，

无
论
是
老
前

辈
还
是

中

青
年
都
具

有
这
一

特
点

。

仅
以

书
法
组
织
活
动
而
言

，

早
在
建
国

初
期
的
一

九
六

〇
年

，

蒋
吟
秋

＇



张

寒
月

、

蔡
谨

士
＇

范
烟
桥

、

祝

嘉
、

张
辛

稼
＇

费

新
我

等
老
前

辈
就
创
办
了
『

苏
州

市
书
法
印

章
研
究

组
Ｊ

，

举
办
了

诸
多

活
动

，

培

养
了
一

批
人

才
，

这

在
当

时
全
国

的

书

坛
并
不
多

见
，

可
以
说
是
领
先
的

。

一

九
八

七

年
，

华
人

德
兄

等
发

起
沧

浪
书
社

，

团

结
同
道

，

展

开
学

术
研
究
和
交

流
，

扎

扎
实
实

、

卓
有
成
效
地

举
办
了

数
次

髙
水
平
的
学
术

研
讨
活
动

，

并
出

版
多

本
研
究
文

集
，

成

为
改

革
开
放
时

期
的
一

个
学

术
亮

点
。

凡
研
究

书
法

者
无

不
关
注
沧
浪

书
社

，

均
能
感
受
到
它
的

学
术
份
量

和
学

术
价
值

。

从
《

方
案
》

中
了

解
到

，

作

为
本
次
展
览

的
系

列
延

伸
，

书
法

名
城

苏
州
今
夏
还
将

举
办
『

第
二

届

中
国

苏
州

书
法
史
讲

坛
』

，

这

样
的
创

意
极
具
特
色

。

展

览
与

讲
坛
互
动

，

创
作

与

理
论
互
动

，

把
一

件

事
情
往
深
入
做

，

把
观
者
和
听
众
由

表
层

向

深
层
引

进
，

全
面

深
入

了

解
苏
州

书
法
的
过
去

、

现

在
和
未

来
，

此
创

意
显
示
了

苏
州

同
道
扎

实
稳
健
力

求

完
美
的

作
风

。

苏
州

很
美

，

苏
州

书
法
更

美
，

苏
州
同

道

做
事

扎
实
的
作

风
令
人
佩

服
。

朱
培
尔
（

中
国

书
协

篆

刻

委
员

会
副

秘

书

长
、

《

中

国

书

法
》

编

辑
部
主

任
）

：

苏
州

是
吴
文
化
的
发
源
地
和
中

心
，

而

书
法
又

是
吴
文

化

中
最

为
灿
烂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记

得
前
几

年
《

中
国

书
法
》

在
组
织
『

明

代
学
者

书
法
』

专
题
时

，

我
绞
尽
脑
汁
的
不
是
寻

找
独
家
的

资
料

，

而
是
怎
样
从
众

多
的

图

版

中

挑
出

那
些

非
吴

门
书

家
的

作
品

，

因

为
稍
不
留

心
，

这
个

专
题

就
变

成
明

代
吴

门
书
家
的

专
题
了

。

然
而

，

在
当

代
，

苏
州

书
法

也
面

临
如

何
发

扬
光

大
的

问
题

。

当

今
的
苏
州

在
经
济
上

依
然

是
一

个
重

镇
，

但
是
否
还

是
文
化

与
书
法
的

重
镇

，

则
很
难
说

。

其
原
因

既

有

体
制

及
时

代
变
迁
所

致
的
种

种
制
约

，

也
有
其

它
地
区

在
文
化
艺

术
上

迅

猛
发
展
所
产
生
的

挑
战

。

对
此

，

苏
州
的
领
导
尤
其
是

苏
州

文

联
、

书
协
的
领
导

，

都
有
着
非

常
清
醒
的
认
识

。

可
以
说

，

这

次
在

中
国

美
术
馆

举
办
的
『

中
国

书
法

名
城

苏
州
作
品

展
』

，

无

论

在
策

划
、

筹
办

，

还
是

在
作
品

的

选

择
与

场
馆

布
置
方

面
，

都
要

高
出

国

内

同

级
城

市
赴
京
展
览
一

筹
，

较

为
充
分

地

体
现
了

吴
门

书
法

文

化
的
深
厚
底

蕴
和
独

特
魅
力

，

体
现

了

作

为
中
国

书
法

名
城
所
必

须
的

综
合

实
力

与
创
作
水
平

。

近

年
来

，

苏
州

书
协

在
以

华
人

德
为
首
的

专
家
班
子
的

领

导
下

，

举
办

了
一

系

列
高
水
平
的
学

术
与
展
览
活
动

，

其
与

国

际
学

术
规
范

接
轨

和

尊
重
作
者
创
造
性

劳
动
的

理
念

，

在
书
坛

树
立
了

良

好
的
典
范

。

苏
州
这
些

年
在
普
及
教
育
方
面

－

也

给

我
留

下
了

深
刻
的

印

象
，

因

编
辑
的

需
要

，

前

几
年
我

曾
与
王

伟
林
一

起
考
察
了

苏
州

郊
区
木
渎

、

许
墅
关

等
地
的

中
、

小

学

书
法
教
育

，

其
办
班

的
规
摸

，

其
培
训
的

方
式
以

及
书
协

种
种

有
针
对
性
的
奖
励

措
施

，

以
及
由

此
而
引

发
的
广
大

中
、

小

学

生
对

书
法
的
热
爱

，

无
不
预
示
着
苏
州

书
法
辉
煌
的

未
来

。

姜
寿
田

（

中

国

书
协

学

术
委
员
）

：

在
中

国

书
法
文

人

化
传
统

的
建

立
过

程
中

，

南
方
吴

门

书
派
与
浙
派

书
法
无
疑

占
据
着
重
要
地

位
，

起
到
文
人
化
传

统

的
价

值
轴

心
作

用
。

如
果
说
从
西
晋

永
嘉
之
乱
后

，

随
着

中

原

文
化
南
迁

，

书
法
的

文
人
化
传
统
也
随
之

南
播

，

开
始
以
浙

江

绍
兴

并
延

及
江
苏
建

康
，

建
立
起
以
『

二
王
』

书
法
为
代

表
的

江
左
风
流
的
帖
学

传
统
的
话

，

那
么

从
元

末
明

初

开
始

，

书
法

的
文
人

化
传
统
便

开
始

由
浙
江
移
向
三

吴
地
区

，

至
明

代
中
期

祝
允
明

、

文

徵
明

、

唐

寅
、

王

宠
的

出
现

，

吴

门

书
派

达
到
顶

峰
，

成
为
全

国

最
具
影
响
力

的
书
法

流
派

。

明

代
文
坛
领

袖
王

世
贞

在
《

艺
苑
卮

言
》

中

称
『

天
下
法

书
归

吾
吴
』

。

来

自

吴

门

书
派

深

厚
的
书

法
传

统
积

淀
，

使

苏
州

当

代

书
坛
呈
现
出

鲜
明

的

文

化
—

审
美
价
值
取
向

，

从
而

使
得
当

代

苏
州

书
法

在
当

代

书
坛
中

仍
是
最

具
传
统
张
力

的
地
域
流
派

。

对
经

典
与
传
统
的

重
视
和
内

敛
式
的
崇
文
比

德
创
作

模
式

，

使

得
吴
门

书
派
重

士
气

、

重
学

问
文
章
之
气
的

书
法
传
统

仍
深
深

植
根
于
当

代
苏
州
书

法
中

，

因

而
苏
州

书
家

中
身
兼
学
者
把

书

１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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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全
春

篆

书
ｕ

云
林

幽

诗

幅

多专滌漱觸

ｉｎｒｍ^

％


４


告

Ａ

ｖｉ

＾

私

宄

＞
．

‘

＼

时


＇．

？
ｔ

ｆｉ

衿

成

汍

＾
，

人

？
片

诘

只

張

參

认


—

ａ
ｉ

ｄ

ｌ？ｌ

ｖｉ
＇

＾

ｆ

Ｍ

＆

Ａ

ｆ＃

ｌ

雖

ｍ

遂
時

林

■

艮

６

合
４

Ａ

其

ｉｆ￡

３


１

￥

鉍

恭？

七

汍

£

９
Ｕ

＠

叔

抖

夺

枝

迻
，

｜
／

忏

＿

科

屹

Ａ

ｆｔ

么
一

作

；ｏ

ｘ

射

４

＾．

沐

墊

会
＊

＾

祛

釗

钧

柏

訪

代

則

３

＾

魟

备

４ｉ

）＾

＾

＾
ｆ

－

ｔ

ｆｌ

筘
大

拍

ｒｌ

Ａ

ｆ


山

久

Ａ

ｗｔａ

言

＾

ｉｉ

＾

ｆ
＾

ｔ ｒ

嘗
ｉ

丰

欞

棒

ｆｉｌ

沐

１
丈

耋

艮

讀

＾
ｕｉ

ｌ＾

ｖ
．

＾ ｒ

＾

ｔ


氺


＾

Ａ

Ａ
＇

－

Ｍ

ｉ ．

ｔ
＾

ａ
４

－

１

－

－

逶


ｆ
ｊ


ｘ

＾

ｌ ｆｌ

＊


．

三

杳


Ａ


汆

众

＾

系

积

＊￡

誠

绝

皤

陆

家
衡

隶
书

曲

水
蒔
花
十
一

言
联

法
当

作
学

问
来
做
者
尤
多

，

这
也
使
得

苏
州
当

代
书
家
能

够
立

定

精
神

，

不
追
效

俗
流

，

始
终

面
向

经

典
，

面
向

传
统

，

比
慢

而
不
是
比

快
。

当
然

，

这

并
不
意
味
着

苏
州
当

代
书
家

趋
于
保

守
，

事
实
上

，

作
为
晚
明

表
现
主

义
书

风
的

策
源
地

，

吴

门
书

派

并
不
缺
乏
狂

狷
书
法

传
统

，

要
之
虽
狂

狷
排
荞
终
须
不
离
士

气
，

此
舍
经
典
学

问
不
能
得

。

书
法

为
儒
家
六
艺
之
一

，

因

而
书
法
乃
文
之
极

，

书
法
之

道
乃

在
恢
宏
学

问
，

酝
酿
性
情

，

故
一

代

之
书
莫

不

肖

乎
一

代

之
人

与
文
者

。

历
代
书
法
大
家
也
莫
不
以

学
问
作
为

书
法
的
依

托
，

这
也
是

书
法
文
化

传
统
的

核
心

所

在
。

事
实
上

，

书
法
的

意
义
也
尽

在
于
此

，

当

书
法
剥

离
了
文
化

而
仅
仅
呈
露

为
纯
粹

的
形

式
时

，

书
法
也
就

等
于

死
亡

了
。

反
观
之
下

，

当

代
书
法

的

最
大
误
区
即

是
文
化

传
统
的
丧
失
和
大
众

文
化
裹

挟
下
的
大

众

书
法
的
泛

滥
。

由

此
，

当

代
苏
州

书
法

重
传
统

、

重
经
典

、

重
学
问

的

价
值
取
向

在
当

下
无
疑

可
起
到

匡
失
救

偏
、

矫
正
俗

流
的

反
拨
作
用

。

薛
龙

春
（

南

京
艺

术
学
院

副
教

授
、

美
国

波

士

顿

大

学

访

问

学
者
）

：

一

六

四
二

年
冬
至
一

六
四

四

年
夏

，

王

铎
曾

两
次
避
乱
南

下
，

侨
居
苏
州

。

在
苏
州

，

他
最
喜

与
人

作
书

，

上

至
知

府
，

下
至
秀
才

，

这
些
应

酬
作
品

今
天
有
不
少

都
流
传

下
来

。

但
是

据
顾

复
记

载
，

苏
州
人
对
于
王

铎
的

字
并
不
珍
重

。

为
什
么

不

珍
重

，

自

与
当
时
苏
州
人
的
艺

术
旨

趣

有
关

，

曹
寅

曾
为
王

铎

辩
护
说

？

？

『

吴
人

谓
其
（

王

铎
）

字

中

有
面

，

诗

中

有
葱

，

盖

轻
薄
之
口

过
甚

。

』

这

中
间

正
体
现
了

其
时

南
北
艺

术
取
向

的

差
异

。

元
明

以
来

，

苏
州
及
附

近
的
松
江

与
浙
江

，

一

直
是
全
国

的
艺

术
重
镇

。

『

雅
』

是

他
们

所
追
求
的

核
心
旨
趣

。

『

雅
』

相
对
于
『

俗
』

而
言

，

往
往
在
精
致
之

中
，

体
现
一

种
讲
究

余

味
的
含

蓄
，

而

非
和
盘
托
出

，

一

目

了

然
。

这
与
当

地
富
庶
的

生
活

、

兴
盛
的

读
书
风
气

、

隐
逸
风

尚

等
有
很
大
关

系
，

明

代

以
来
江
南
园

林
的

营
构
旨

趣
也

正
是
一

种
『

咫
尺

池

塘
，

令
人

有
濠

、

濮
间

想
』

的
呈
现

方
式

，

而
不
是

阔
大
雄

肆
。

『

雅
』

是
苏
州
城

市
的
历

史
积
淀

，

也
成
为

其
文
化

性
格

。

建

国

以

来
的

苏
州

书

坛
，

秉

承
着

这
一

深
厚
的

文

化
传

１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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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ｕｉ

‘


Ｖ


名


ｄ
）

巧

沐
沐
令


ｖ
，

＼２ ．

ｗ

？

ｎ


ｋ

ｌｌ）

（

ｖ

＾
＾

ｏ

＾

＾

１^

Ｂ

ＡＴ

＾
ｆ ｌ

＾
ｉ


＾
Ａ

４

ｔ

王

建

平

草
书
王
维
终

南
山

诗
直
幅

＝

ｙ
５
ｉ

，

么


／

＂

『
？



４


凑
＊

；＾

：

＾

／：

＾
＾

：

Ｗ


巧
．

ｉ－

＾

＾

６
＂

今

＜

＾

＾
；

ｆ４

ｉ

＜
５

姣

悉

分

了


奸

／^

ｊ
ｒ


，

ｉｌ

ｉ


／

－

／


蘇


ｔ


—

Ａ


？



４


，^

／

ｙ


Ｘ


－


＞

５



^

ｔ

－

￡５

ａ

郵
方

草
书
林
散

之
诗
直
幅

统
。

以

碑
学
论

，

苏
州
是
现
当

代
的

碑
学
中

心
’

祝
嘉

、

沙

曼

翁
、

宋
季
丁

、

吴
进

贤

素
称
名

宿
，

中

年
一

代
的

书
家
如

华
人

德
、

陆
家
衡

、

王

歌
之

、

王

大

夷
皆
深
人
碑
版
的

精
髓

。

苏
州

人
写
碑

，

素
不
以

歪
倒
荒
率
为
得

趣
’

亦
不
屑

皮
相
之

雄
奇

角

出
，

在
追

求
稚

拙
、

素
朴
的

同

时
，

他

们

有
意
识

地

将
之
雅

化
，

温
醇

厚
重

之

中

饶

具
含
蓄

空
灵

之

意
，

体
现

出

以

少
总

多
、

以
有
限
把

握
无
限
的
文
化
心
理

。

与

明

末
吴

人
对

于
王

铎
书

法
的

轻
鄙
形
成

强
烈

反
差
的

是
，

八

十
年
代
中

期
全
国

性
的
王

铎
热
潮
中

，

最
为
深

入
的

把

握
恰
恰

出

自

苏
州
人
谭
以
文
之
手

。

而
如
今

，

苏
州
的

青
年
一

辈
对
恢
弘
气
势
的

表
达
亦
不

输
于
全

国
任
何
一

个
地

区
’

他
们

正
积
极
开
拓
着

苏
州

书
法
的

新
局
面

。

这
不
仅
因
为

在
当

代
信

息
高
速

流
通
的
历
史
背
景

下
，

地
域
书

风
逐
渐

消
解

，

亦
是
苏

州
人
开
放
进
取
心

态
的

集
中

体
现

。

一

个
不
囿

于
既

有
成
果
的

群
体
才
是

有
活
力

的
，

苏
州
青
年
一

辈
的

努
力

’

正
创
造
着
气

象
与
雅

致
的
融

合
。

当
然

，

要

达
到
这
一

目

标
’

除
了

书
法
形

式
的

开
拓
之
外

，

苏
州
历
史

传
统
中

的
积
极
因

素
或
能
发
挥
更

大
的
作
用

。

在

追
求

洒
脱
倜
傥
的
同

时
，

回

视

自

身
深
厚
的
传

统
，

也

许
不
仅
是

有
益
的

，

更
是
必

须
的

。

主

持
人

：

华
人
德

感

谢
各

位
朋

友
对

苏
州

书
法
创

作

和
学
术

的

肯
定

与
鼓

励
，

展
览

在
即

，

束
囊

待
发

，

壮
我
行
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