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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由北京市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北京书法家协会、中央数字
电视书画频道共同主办的“梦想缤
纷·第七届北京电视书法大奖赛”，历
经半年时间，从征稿、初评、复赛的层
层筛选，最终胜出的24名选手于11
月23日亮相于决赛舞台，现场角逐金
银铜，精彩纷呈的现场竞技及随后的
颁奖晚会为本届大赛画上圆满句号。

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陈启刚，北
京市文联党组副书记刘开阳，中央数
字电视书画频道董事局主席王平作
为特邀嘉宾出席“梦想缤纷·第七届
北京电视书法大奖赛”。担任本届大
赛评委的专家有中国书协顾问、北京
书协主席林岫，中国书协理事、北京
书协副主席龙开胜、叶培贵、刘俊京、
李有来、杨广馨、孟繁禧、彭利铭，北
京书协副主席丁嘉耕、刘守安、胡滨，
北京书协理事、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生
导师虞晓勇，其中刘守安、虞晓勇担
任素质评委。

第七届北京电视书法大奖赛共
收到来自全国14个省市和地区的近
6000幅作品，其中年龄最大的投稿选
手已经93岁高龄，年龄最小的只有5
岁；不仅有10岁的三胞胎兄弟投稿，
还有芳草地国际学校、北京朝阳区青
少年活动中心推荐的来自13个国家
以及港澳台地区小朋友的书法作品，
这也让此次比赛成为一场少长咸集、
参与面宽的书法大赛。

评委团的现场精彩点评，可谓是
北京电视书法大奖赛的闪亮之处。
在如今这个“快速消费时代”里，充斥
着“快餐文化”、“消遣文化”、“浅阅
读”，评委团在书法文化方面的深入
评论，特别是林岫在诗词等古典文学
方面的专业评述，令参赛者和观众获
益匪浅。

从第六届电视书法大奖赛开始，
大赛筹委会为年龄不足6岁的投稿小
选手设置了“禾苗奖”，以鼓励学龄前
儿童学习书法的热情和积极性。今

年的大奖赛，不仅延续颁发“禾苗
奖”，还为85岁以上高龄的投稿选手
特设了“耆英奖”，这也是大赛组委会
为这些老有所爱的传统书法艺术爱
好者送上的一份敬意和祝福。

本届大奖赛还特设了“文化小使
者”、“文化交流使者”奖。荣获这两
个奖项的是来自美国、荷兰、古巴、新
加坡、蒙古等国家，旅居中国的十几
位外籍小朋友，还有来自西班牙的小
伙子。他们在现场挥毫泼墨，写出的

“梦”，不仅是“中国梦”，也是世界一
家亲的梦。他们用中国的毛笔认真
书写汉字，映射出他们对中国的爱，
对中国文化的爱，对中国传统艺术书
法的爱！他们都是传播文化、传播书
法艺术的使者。

林岫为金奖选手颁奖后，感慨地
说：“北京电视书法大奖赛已经走过
第七个年头，一届又一届、一茬又一
茬的书法后备力量正在成长。只要
关心北京文化繁荣和发展的老中青

书法家，都会关注北京电视书法大奖
赛，我希望台上、台下、还有未到场的
书法爱好者，都能够为推动首都书法
事业，为弘扬北京精神奉献自己的力
量。我期待你们更大的成功。”

北京电视书法大奖赛是北京书
协的旗帜性品牌活动，已经连续成功
举办了七届，曾率先开创书法比赛与
电视媒体相结合的新形式，让高雅的
书法艺术以大众喜闻乐见的电视节
目形式展现，不仅在推动书法事业的
传承、繁荣与普及方面起到了相互激
励的作用，还不断在前届基础上大胆
创新，注入新鲜血液，强化特色，让更
多的群众喜爱这场书法比赛，进而喜
爱书法，让中国传统书法艺术在百姓
的生活中扎根，让传统的书法艺术真
正成为百姓喜爱的艺术形式。

据悉，梦想缤纷·第七届北京电
视书法大奖赛的录制节目，将于12月
在中央数字书画频道黄金时段播出。

（宝 方）

“梦想缤纷·第七届北京电视书法
大奖赛”已经圆满落下帷幕，我首先代
表中央数字电视书画频道向所有参加
这次大奖赛的选手表示崇高的敬意和
真诚的祝贺！参与大奖赛的所有选
手，无论是在决赛现场还是未到现场
的，他们都是热衷于推动中华文化发
展的使者。

“梦想缤纷·第七届北京电视书法
大奖赛”得益于北京书法家协会，得益
于北京市文联，得益于大赛组委会的精
心组织和策划，更得益于评委团的现场

精彩点评。这些精彩点评是整场赛事的点
睛之处，把整场赛事装点得五彩缤纷。借
此机会，我向北京市文联、北京书法家协
会，尤其是大赛评委团表示最真诚的的感
谢！

北京书法家协会倡导并发起、已连续
举办七届的北京电视书法大奖赛，意义非
凡，它对推动北京的文化建设，繁荣北京的
文化产业，推动和提高北京市民的文化素
质，进而通过电视媒体推动和提高全民族
的文化素质，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大奖赛
虽然在这小小的演播厅举行，但是它通过
中央数字电视书画频道的荧屏辐射到千家
万户，向更多的人展示书法艺术的魅力！

我相信这样一场有意义的文化行动，
必然会为“北京精神”增添一道亮丽的文
化风景线！我也衷心地祝愿各位选手，
赛后持续发挥文化艺术精神，为推动和
繁荣中国传统书法艺术和首都文化建设
做出贡献！中央数字电视书画频道非常
愿意不遗余力地与北京市文联、北京书
法家协会一道把这样的品牌性文化行动
持续办下去，一年一个台阶，一年一道文
化大餐，为北京市的文化建设贡献我们
的力量！

王平（中央数字电视书画频道董事局主席）

声 音

由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央数
字电视书画频道、北京书法家协会共同主
办的“梦想缤纷·第七届北京电视书法大奖
赛”，已经落下帷幕，我谨代表北京市文联、
北京书协向参加并荣获“梦想缤纷·第七届
北京电视书法大奖赛”一等奖的选手们表

示热烈的祝贺！向中央数字电视书画频道
及大奖赛组委会为广大的书法爱好者提供
这样一个展示书法艺术的舞台表示衷心的
感谢！同时，也借此机会，向为此次大奖赛
付出辛勤劳动的各位评委和书法艺术家们
表示崇高的敬意！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北京电视书法
大奖赛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七届，成为首
都文化活动中一张亮丽的名片，在全国书
法界产生了很好的反响，为培育更多的书
法人才，提高首都书法创作水平，繁荣首都
书法艺术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梦想缤纷·第七届北京电视书法大奖
赛”已经落下帷幕，更加辉煌的艺术呈现，
尚需大家的共同努力。北京市文联肩负着
首都文化建设的重任，我们有信心把北京
电视书法大奖赛继续办下去，越办越好！
为中国书法艺术的传承和首都书法艺术事
业的繁荣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陈启刚（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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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人走进书法大家庭
——第七届北京电视书法大奖赛感言

（2-4版）

北京书法家协会北京书法家协会

世上有不少借助故实“敷衍生新”
的事，书画界亦不例外。书画家倘若不
知，一旦圈外人问将起来，也颇生尴
尬。例如解放前有好事者登报以“新妇
地黄汤（○仄仄仄平平）”征联，很多应
征者认定“地黄汤”乃中成药汤名，朝思
暮想，始终难得佳对。后来有的应征者
跳出“中成药汤”这个思维圈子，放开眼
光，以“封田莱子石（平平平仄仄）”（自

《莱子侯封田刻石》）、“东坡令子帖（平平
○仄仄仄）”（自苏轼墨迹《令子帖》）等应
对侥幸取胜的，大都是懂得一些书法碑
帖知识的人。“莱子石”和“令子帖”中的

“子”虽然不是色字，但可以借同音的色
字“紫”，与“地黄汤”的“黄”字相对，此为
借对。有讲究，多半是因为有丰厚的文
化学养垫底，这就不得不让人佩服恭敬
了。

“新妇地黄汤”，是晋王献之草书
《新妇服地帖》的别名，真迹已流入日
本。此帖宋时藏宣和内府，有高宗（赵
构）题签，明代曾归大书画家文征明所
藏，到清道光年间（1821－1850）又归吴
荣光珍玩，刻入《筠清馆法帖》。应对者
如果拘泥“地黄汤”是中成药汤名，思路
狭窄，很难跳脱，倒不如从字面上拓展
生想，对以“故城秦紫塞（仄平平仄仄）”
（见崔豹《古今注·都邑》释曰“秦筑长城，
土色皆紫，汉塞亦然，故称‘紫塞’焉”）、

“故宫天绛阙（仄平平仄仄）”（皇宫门阙
高耸）等便可。其中“绛、紫”应对“黄”
字，俱为色字相对，又“新、故”反对，应属
工对。

书籍中常见的熟典，因为众所周知
之故，可以直接取代某人某物，脱口呼
出，譬如晚唐诗人雍陶写鹭鸶和郑谷写
鹧鸪的的诗都很出名，文人便戏称二人

为“雍鹭鸶”和“郑鹧鸪”，后来竟然索性
直呼他二人为“鹭鸶”和“鹧鸪”，连大姓
都给省略了。又譬如古今概知东晋大
书法家王羲之好鹅和三国魏曹操有梅
林救渴之事（见于南朝宋刘义庆的《世
说新语》），故而呼鹅为“右军”，称梅子为

“曹公”。此种不但图省事，还可以兼带
典故的方法，就是以人名与物名互相取
代称名，在修辞上统属“借代”。熟悉古
典文学修辞技巧的读者，辨识并不困
难。

王羲之好鹅事，检南朝宋虞龢的
《论书表》可知。元代书画家赵孟頫
（1254－1322，字子昂，宋太宗第四子赵
德芳十世孙。逝后追封魏国公，谥文
敏）曾书《王羲之书事四则》，其中一则
即言王右军好鹅事。卷尾张雨题跋曰

“四则语见《论书表》，使虞（龢）侍郎见赵
魏公此迹，当复作何语耶”，亦认可赵孟
頫书据虞龢的《论书表》，然文字略有出
入。《已载尺牍》有“汤燖右军一只，蜜浸
曹公两瓶”句（即言“清炖一只鹅，蜜饯
梅子两罐”）。读者千万不能以为真的
要“汤燖右军”或“蜜浸曹公”，从而认定
尺牍文章“狗屁不通”或书写者“胡乱涂
抹”。实际上，这十二个字是文人墨客
以“右军、曹公”代称“鹅、梅子”，故意调
侃谑雅，敷衍生新，欲作佳话笑谈而已。

敷衍生新，多经历代文坛名家巨儒
之手点石成金。其中，当然也不乏诗书

画大家。例如苏东坡诗有“留我同行水
上座，赠君无语竹夫人”，称舟船为“水
上座”，称竹几为“竹夫人”，因其雅谑，民
间买账，故颇为流行。黄山谷评议东坡
此语时又作了发展，说“竹夫人乃凉寐
竹器，憩臂休膝，非夫人之职，而冬夏青
青，竹之所长，故为名曰青奴”，觉得将
竹几这样很普通的用具称作“竹夫人”
有些高抬了，主张将竹几名为“青奴”，
并题诗曰“秾李四弦风拂席，昭华三弄
月侵床。我无红袖堪娱夜，正要青奴一
味凉”。从此，民间遂有称“竹几、竹夫
人”为“青奴”的，也给了黄山谷足够的
面子。

敷衍生新，大抵想通过新语带出故
实，以“少少许”胜“多多许”，丰富词语的
内涵，当然也不排除戏谑佐兴。反正明
眼会意，曲折解颐，近同松门觉悟禅机，
自娱自乐就是了。然而，文人戏谑过
分，语意隐匿成了猜谜，晦涩难解，也是
一病。例如竟将“左军（鸭）”并列“右军
（鹅）”，“金丸（枇杷）”并出“银弹（白
杏）”，故意布下障眼迷阵，拐弯抹角，结
果非但没有雾中看花的丝毫美感，反而
把人搞得愈加糊涂，成了文字恶作剧。

古代就真有这么一位书呆子邓雍，
他曾经书写请柬招饮友好，请柬上写的
是“今日偶有惠（惠赐）左军者，已令具
麵，幸过此同享”，朋友读此请柬，虽然
大致看明白请柬的意思是让他们过去

共享“左军”，但弄不懂“左军”为何物，有
点纳闷。等到赴宴，开始就餐，方知“左
军”原来就是鸭子。朋友问邓雍，为何
不直接叫“鸭子”，偏要称作“左军”，搞得
大家莫名其妙。邓雍笑道，说鸭子排名

“在鹅之下，而且淮右（指淮水以西，今
安徽庐凤一带）皆有此语”，可见这些怪
语因为时髦，颇得好奇者追赏，还传播
甚远，故闻者亦不再奇怪。

看来好奇逐异，盲目追星族，古今
都有。人很奇怪，一有什么毛病，一传
十，十传百，非常容易传染开去，据宋代
笔记记载，当时民间因为通常以“泰山”
称丈人，又因为山水相连，便依山行水，
称妻母为“泰水”，亦是无聊文人卖弄斯
文，无故添乱。

幽默调侃也好，显露才学也好，物
称一经名家使用便能名扬天下，说到
底，还是一种名人效应。虽然古代信息
传播远不及现在，明星也少，但唯独其
凤毛麟角，故追慕时髦风气之疯狂，似
也不逊今人。这一点，不难理解。但
是，如果追慕之余，还要独自发挥一下，
硬将“右军”、“泰山”，生生造出“左军”、

“泰水”之类，弄得圈内圈外人都晕头转
向，不知所云，的确十分讨嫌。后来，听
俞平伯先生说，晚清竟然还有迂腐夫子
以“左军”测试门徒学问是否广博的，那
就不止是无事生非，简直有点不可理喻
了。

书固然不可不读，当然不可不信，
亦不可全读全信，读书之难正难于此。

（1995年3月1日）

紫竹斋艺话（九十）

□ 林 岫

紫竹斋艺话紫竹斋艺话紫竹斋艺话（（九十九十））

□□ 林林 岫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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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
八大精神，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围绕第九届中国
（北京）国际园林博览会，讴歌美
丽首都，展示现代刻字艺术恢宏
魅力，12月3日，由中国书协刻
字研究会、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做
指导，北京市文联、北京书协、
北京市丰台区文联共同主办，国
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今希城市建筑工程公司、北京今
希大河文化艺术中心联合协办的

“情系北京”首届北京刻字艺术作
品展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举行。

中国书协顾问、北京书协主
席林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
馆馆长孔令义，中国书协分党组
成员、中国书协副秘书长、刻字
委员会主任潘文海，中国书协分
党组成员、中国书协副秘书长张
陆一，中国书协理事、组联部主
任段军，中国书协理事、中国书
协刻字委员会副主任王志安，中
国书协理事、北京书协副主席刘
俊京，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创作基
地主任马子骞，清华大学美术学
院创作基地副主任罗鸿，北京书
协副秘书长贾伟，北京市丰台区文
联主席初建华，丰台区人大副主任
苗华，丰台区政协副主席邢方岭，
丰台区文联主席、常务副主席李
澎，丰台区文联秘书长韩玉莲，丰
台区书协主席路世明，丰台区书协
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袁永齐，国都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书记胡长城，
国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经理张
业斌，北京今希城市建筑工程公司

董事长、北京今希大河文化艺术中
心总经理耿士红等嘉宾和新闻媒
体记者等600余人出席了开幕式。

开幕式上，林岫、潘文海、马
子骞、胡长城分别致辞，到场嘉
宾为获奖者颁奖。此展收到全
国298位作者的410件作品，从
中评选出获奖作品10件，获奖提
名作品12件，入展作品82件，特
邀中国书协刻字委员会委员和
历届在国际、国内刻字大展中获
奖作者的作品 16件，总计 120
件。展览还特邀当代名家书法
作品30件。获奖和入展作品思
想内涵深刻、艺术水准较高，风
格多样、时代气息强烈。艺术家
们围绕“情系北京”这一主题，作
品中都凝聚了对祖国的热爱、对
中国梦的畅想、对首都北京的歌
颂。此展同名作品集于开幕式
当天亮相。

中国现代刻字艺术是当今
“大书法”范畴中的重要艺术门
类。此展在“书刻同进”的理
念下，展现“书刻同台”的特
色。每位作者同时展出一幅刻
字作品和一幅书法作品，以扭
转当下人们普遍认为刻字艺术
家“只会刻字、不会写字”的
错误认识。首届北京刻字艺术
作品展的举办具有里程碑的意
义，它填补了北京刻字展项的
空缺，推动了首都刻字艺术事
业向前迈进的步伐。

据悉，此展在京展出至12月
5日，此后，还将陆续在河北石家
庄、山东东营、贵州遵义等地巡
回展出。 （京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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