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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国展花开中原
正当其时恰逢其势

四年一届的全国书法篆刻展览，自
1980年创办伊始，就以其强大号召力和影
响力，成为引领书法审美、价值认同和发展
方向最具权威性的重要载体，成为凝聚广
大书家向心力、集中展现当代书法艺术精
品最具公信力的重要平台。

每一届国展都展现了那一段时期书
法、篆刻创作的艺术风貌和整体水平，记录
了一代代书法人孜孜不倦、奋力求索的不
懈追求。本届展览从十万多件作品中精选
959 件作品入展，分河南展区（隶书、楷
书），山西展区（行书、草书），浙江展区（篆
书、篆刻、刻字）展出。

“从入展作品来看，雅正书风成为主
流，守正创新成为共识。作者更加注重传
统功力的学习和体现，强化自然书写，清新
雅正的风气日趋浓厚。书法风格面貌丰富
多元，气象气度气格备受关注。在取法经
典的基础上，书家特别注重从各个时期的
遗迹中多方面汲取营养，丰富个性语言。
隶楷书作品笔墨功力普遍提高，书写意趣
增强，碑帖融汇成为自觉，传统回归趋势明
显，出现了许多新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主
席孙晓云介绍说。

“今天美术馆熙熙攘攘、人声鼎沸，大
家流连忘返，充分展现了人民群众对书法
的热情。近年来，喜欢书法的人越来越多，
关心书法、从事书法学习的人越来越多，而
且，很多都是年轻人。”孙晓云表示，河南展
区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为观众奉献出
传统与现代交融的书法篆刻艺术盛宴，成
为一大亮点，这将成为中国书协今后的办
展模式。

据了解，此次河南展区共展出隶书作
品 132件、楷书作品 215件，以及全国名家
邀请展作品 55件，展示出当代隶书、楷书
创作的整体风貌。

“河南，是汉字的故乡、书法的源头，差
不多所有字体的诞生、演变，以及书法史的
重要转折，都发生在河南。此次第十三届
国展在河南展出的是隶书和楷书部分，而
隶书和楷书在河南有着丰富的历史遗存和
书法资源，这也是当代书法复兴的历史根
基和血脉资源。”河南省文联副主席、书协
主席吴行介绍说，就隶书而言，河南有《子
游残石》《太室神道石阙铭》《甘陵相碑》《张
景碑》《韩仁铭》《熹平残石》《尹宙铭》等汉
代名碑刻石，三国的《上尊号碑》《受禅(音
shan 善)表》《正始石经》等丰碑大碣，都是
隶书的经典名作。就楷书而言，锺繇传世
的《宣示表》《贺捷表》《力命表》等，是楷法
极则；褚遂良祖籍禹州，禹州至今有褚河
镇，颍河的一段叫褚河；颜真卿在洛阳请教
张旭，写出《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壮烈殉
国于河南汝南；以《龙门二十品》为代表的
北朝碑志、造像记，是魏碑的艺术宝库，而
魏碑最成熟书体，被誉为魏碑滥觞之源的

“龙门体”也被世人临习关注；新安的千唐
志斋，是一部“石刻唐书”，一部镌刻在石上
的隋唐宋楷书史。

“作为中国书法重镇，河南知名书家
多、创作水平高、社会影响广。近年来，河
南书法界守正创新，同心砥砺，奋勇前行，
建构起良好的书法发展格局与生态环境，
在全国起到先行示范和标杆榜样作用。”中
国书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李昕评价
说，“河南是厚博而不失秀雅、豪放而不失
灵气的‘中原书风’崛起之地。此次在河南
举办十三届国展隶书、楷书展正当其时、恰
逢其势，彰显了河南书法界服务全国的担
当意识和承前启后的奋进作为，也是借力
河南深厚历史积淀，倡导书坛承续传统、开
拓创新，以经典意识、时代立场推动广大书
家和书法工作者积极书写时代正大气象的
深入动员。”

用三个配套展全面展示
中原书风魅力整体实力
我国的石刻文字起于秦，兴于汉，数量

众多，是重要的古代文物遗存。汉代以后，
碑石受兵燹、水患与禁碑观念影响而损毁、
另作他用，开始大面积磨灭。据宋代以来
文献不完全统计，河南汉代碑刻有著录但
无实物或拓片存世的计 172通，有碑石或
拓片存世的49通。这些石刻对纂志征事，
正经补史，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更是一座
灿烂辉煌、取之不尽的书法宝库。此次“汉
字中原——汉三阙暨豫地汉碑特展”共展
出作品 44件，含汉三阙拓片 24件、豫地汉

碑拓片20件。
走进展厅，最让人惊叹的是我国东汉

时期现存唯一的神庙阙《嵩山汉三阙》的复
制品和阙身整拓。其中《启母阙》刻铭，尤
令人称奇，其西阙北面及东侧面上方为堂
溪协篆书《启母阙铭》，北面铭文之下，即由
其子中郎将堂溪典隶书《嵩高庙请雨铭》，
经学家父子同铭一阙，堪为艺林佳话，令人
激赏。河南汉碑有已知现存最早的墓碑
《袁安碑》，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书籍碑
《熹平石经》，以及魏晋名品《上尊号奏》《受
禅表》《三体石经》《吕望表》，还有散落河南
各地的汉碑残石、刑徒砖等。虽然数量有
限，均为最佳拓本。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是中国石
窟中古代碑刻题记最多的 1处，有古碑林
之称，今存碑刻题记 2860 余品，其中久负
盛名的“龙门二十品”，成为闻名中外的书
法艺术杰作。龙门石窟造像题记中的魏
碑书法，是在中原文化与鲜卑文化民族大
融合的背景下，在汉隶和晋楷及北凉体书
法的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来，更可视之为南
北朝书风融合与创新之菁华。此次“文明
的微笑——龙门二十品特展”共展出作品
60件。

“龙门二十品”是龙门石窟众多造像题
记中的一个最具代表性的组成部分。其中
有十九品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时期开凿
的古阳洞中，另一品“慈香造像记”则位于
慈香洞，均为北朝时期魏碑书法艺术的扛
鼎之作。“南有兰亭，北有龙门。”时至今日，
和“帖学”书法的代名词“兰亭”一样，“龙门
二十品”，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不再局限于
代言龙门石窟的魏碑书法，而升华成为“碑
学”书法的一个代名词，日益成为一种书法
文化的象征。

“从法度到意趣——千唐志斋唐宋碑
志特展”精选了千唐志斋所藏墓志 90方，
其中隋志10方、唐志30方、宋志50方。

作为古代书法的重要载体，墓志真实
地保存了古代书法的真实面貌。此次展览
名品众多，如《田夫人墓志》《亡宫六品墓
志》《袁公瑜墓志》《李邕墓志》《范仲淹夫人
张氏墓志》《郭湜墓志》《崔藏之墓志》等都
是书界公认的经典，直观展示了唐宋书法
由“法度”到“意趣”的审美转换过程，让人
一睹两代墓志书法的精彩之处，这种审美
转换，体现了唐宋两代社会风气的丕变和
书家思维方式的转变，也是两代书法家人
生观、世界观在书法上的体现。

“从明代开始，人们都开始关注汉三
阙，但汉三阙的全面展示，这是500年来第
一次！”作为相关配套展览的主要策划人之
一，吴行介绍，汉三阙是隶书和篆书的代
表，“龙门二十品”是魏碑的代表，千唐志斋
是楷书从隋到唐到宋的发展史，这三个配套

展览等于把河南的书法艺术和书法遗存资
源集中呈现，让全国观众更好地了解河南。

4月 26日下午在郑州美术馆举行的学
术讨论会上，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委员、郑
州大学书法学院副院长李逸峰，中国书协
评论与文化传播委员会委员、河南省书协
副主席刘灿辉，河南省评协副主席、千唐志
斋博物馆馆长陈花容分别以《从“气象”到

“法度”：河南汉代石刻遗存的书法文化价
值》《近现代碑学视域中的龙门造像题记书
法艺术》《从“法度”到“意趣”——唐宋墓志
书法的审美转换及借鉴意义》为题作报告，
与会者就相关问题与专家展开讨论交流。
大家认为植根传统就是要把中华民族的文
化传统和美学精神作为创作的根基和资
源，从文化根脉上深挖中华民族特有的人
文精神和美学内蕴，结合现代审美语境进
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鼓励创新，是
鼓励作者在沉潜传统、融古汇今、坚守正脉
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汲古生新，守正创新。

书家汲取艺术养分的平台
大众感受书法文化的盛会
“这次展览不仅对书法界，对广大书法

爱好者和群众来说，也真的称得上是一个
书法盛宴。”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张建会
表示，“作为书法家，不仅要读帖临帖，还要
深入生活，而展厅里汉三阙的立体展示，让
人沉浸其中感受这种氛围，是一种超越时
空的与古人的对话，对书法家的身心都是
一种滋养。”

“河南的地理优势、在文化传承上的重
要性众所周知。楷书展、隶书展在这里举

办，绝对有它内在的必然和意义。对于写
魏碑的我来说，河南更是我心向往之的地
方。魏碑的主要遗存全在这里，这里是我
们的根，我们所继承的传统就是这片土地
孕育出来的瑰宝。”参与十三届国展楷书评
审的知名书法家李松说，“我在这里见到了
品相最好、顶级版本的龙门拓本，非常惊
叹、震撼。相信此次展览对时代书风的提
倡、引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历史
的尊重，对古典传统的尊重，给我们当代人
提供了灵魂碰撞的机会。”

“这次国展精彩纷呈，让当代艺术创作
与河南的历史文化资源结合起来，形成了
很好的互动，充分体现了我们从经典中结
合当代的审美来创作出符合于新时代的艺
术作品，非常有意义。”刘灿辉表示，龙门书
法作为碑学书法的代表，具有鲜明的个性
风格，受到人们的喜爱。“此次国展能看到
很多优秀的作品出现在展厅，为观众带来
了雄健刚强、具有时代精神的书法面貌。
我相信魏碑书法会受到越来越多的书法家
和书法爱好者的喜爱，当代魏碑书法的发
展也一定会越来越好。”

“特别感谢河南省的书法土壤，让我受
到了河南新老书家的关心和爱护，从丰厚
的书法遗存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入展作
者代表、河南省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武
盼龙表示，作为青年书法工作者，要感恩于
这个新时代。“我们如今拥有完整的学科体
系建设，并且享受着网络高速发展带来的
便利，要把握好这些学习机会，写出传统之
美，写出时代旋律，创作出更多精品力作，
回馈时代。”

书法关系到中华民族的薪火承接，文
脉维系。繁荣发展书法篆刻艺术，是时代
的呼唤，也是人民群众的需要和渴望。展
览当天，前来观展的观众络绎不绝，郑州美
术馆延迟至 19：00闭馆。据不完全统计，
当天进馆人数有近万人。

展厅内，书法爱好者们抑制不住兴奋，
刘文生激动地说：“全国性的大展在郑州举
办一次很不容易，我们也是抓住这次机遇，
赶紧来看，开阔眼界。”

河南工业大学三位大二女同学结伴前
来观展，虽为工科学子，她们也被中华传统
书法文化所吸引。“小时候也临摹过，但后
来没有坚持下去。看到展览预告，就来欣
赏一下，受受熏陶。”曹文婧说。

小学三年级学生刘妙菡在父母陪伴下
前来观展。一直练习硬笔书法的她，刚刚
开始尝试毛笔，感到笔锋、顿笔都不太好控
制。“在展厅看到这么多名家的作品，心里
很高兴，也认识到了日积月累的重要性，一
想到书法是终身修习的，心态就没有之前
那么急躁了。”

“书法作为一个艺术门类，从传统的书
斋式的欣赏走向了展厅，书法学习者要用
视觉艺术形式去理解传统文化精神，让书
法文化发扬光大。”李逸峰表示，此次展出
的作品整体水平都不错，体现了守正创新
的思想主流导向。此外，能够看到一些体
现自己个性的作品，作者在创作当中抒发
自己的情感，不造作，很自然，非常不容
易。这也说明书法创作者越来越成熟，在
取法传统、结合时代精神、表达自己的个性
特点方面已经有了长足进步。尤其是更多
年轻作者的入展让人喜悦，他们的迅速提
高、成长，也增强了对书法高等教育、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

书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有代表
性的符号，也是最有群众基础的优秀传统
艺术，它不仅是记录中华文明的工具和载
体，更体现着中华文明的本与源、根与魂。
正如河南省文联党组书记方启雄所说，书
法国展时隔近40年再次落户中原，是光荣
和梦想，更是责任和担当。相信随着文化
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增强，书法这一古老艺
术必将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河南将以此
次展览为契机，进一步发挥文联组织优势
和专业优势，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以多元手段展示书法之美，以虔诚之心
打磨精品之作，以笔墨形象书写正大气象，
让书法所蕴含的中国精气神在新时代熠熠
生辉。

书法篆刻艺术“花开”中原

彰显传统审美风范
书写时代正大气象

本报记者 苏瑜 文 唐强 图

4月 27日，全国第十三届书法
篆刻展览（河南展区）在郑州美术馆
开幕。展览由中国书协、中共河南
省委宣传部主办，中国文联书法艺
术中心、河南省文联、河南省书协、
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郑州市文联
承办。这是河南继全国第三届书法
篆刻展览后，近40年后再次承办该
项国展。

河南是中国书法的原乡和重
镇，从殷墟甲骨到洛阳“龙门二十
品”再到“神笔王铎”，“中原书风”劲
卷九州而长盛不衰。为配合此次国
展，河南展区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资
源，同步举办“汉字中原——汉三阙
暨豫地汉碑特展”“文明的微笑——
龙门二十品特展”“从法度到意趣
——千唐志斋唐宋碑志特展”与书
学讨论活动，全面展示了河南作为
文化大省的中原书风的魅力和整体
实力，为观众奉献出一场鉴古观今
的对话、传统与现代交融的书法篆
刻艺术盛宴。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4月 28日下午，在2024中国足球协
会女子超级联赛第五轮中，河南万仙山女足客场挑战重庆永
川茶山竹海橙狮女足。经过 90分钟激战，河南女足最终客场
以 0∶0逼平重庆女足，新赛季取得四平一负的战绩，至今还未
拿到联赛首胜。

本场比赛，客场作战的河南女足开局就占据主动，在重庆女
足禁区内多次造险，不过运气欠佳未能破门。易边再战，尽管双
方都有机会，但谁也没有抓住，最终0∶0的比分保持到终场。

5月 5日 15:00，河南万仙山女足将坐镇主场迎战实力不
俗的杭州银行女足。

全国女足超级联赛第五轮

河南女足客场逼平重庆

本报讯（记者 秦华 文/图）4月 25日、26日晚，由河南省文
化旅游投资集团主办，河南李树建戏曲艺术中心等单位承办
的“来一段儿”国潮戏腔音乐会，在河南艺术中心小剧场亮相
（如图）。音乐会将摇滚、戏曲、民谣、说唱及中英文等多种元
素交织碰撞，创新的表达形式、梦幻的跨界联动，让现场年轻
观众跟着嗨起来，不断高喊“来一段儿”“再来一段儿”。

戏曲摇滚化、歌曲有戏腔、曲艺来串场。当晚，在豫剧人
李树建的带领下，来自上海的京剧名家傅希如、越剧名家裘丹
莉、青年跨界艺术家李政宽以及歌手刘丰等人，与青年豫剧演
员、“喷空”演员一起，为观众送上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出。

当晚的演出，豫剧演员颠覆了以往的演唱和表演，无论是
付娜娜的《快意江湖》、王二震的《小芳》，还是袁娜的《花木兰·
谁说女子不如男》、李小雨的《叹程婴》，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
印象。李树建的弟子刘子杰、喀麦隆弟子刘汴京带来的说唱
豫剧《铡美案》，全新的歌词、全新的唱腔、中英文交互演唱，令
人捧腹。

“龙凤阁内把衣换，薛平贵竟然有今日天，马达江海把旨
传，你就说孤王我驾坐在长安……”作为此次活动的倡导者、
发起者，李树建一开腔，观众掌声如雷。演出中，唱了一辈子
豫剧的他，这次和李政宽一起，唱起了中州特别版京腔民谣
《大登殿》。

据介绍，整场演出伴奏均为现代乐器，近20个节目中，新创
节目占比超过一半。国风的音乐、豫剧演员颠覆式表演、曲艺
演员创造性表达，让现场观众惊叹“这国潮戏腔果然不一般”。

“戏曲有无限种可能性，戏曲人应该主动与时俱进，主动
跟随潮流，不断地将戏曲元素与其他元素进行多样的融合。”
李树建说，以前“戏腔”仅是流行音乐里的某种点缀，如今各类
视频平台里年轻人已经习惯用“戏腔”表达自我，而此次“来一
段儿”国潮戏腔音乐会，就是采用了这种创新的表达形式，来
吸引年轻观众，传承戏曲文化。他期待戏腔在保持传统特色
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彩，让“老戏
曲”得到“新传播”。

“来一段儿”国潮戏腔
音乐会在郑上演

本报讯（记者 陈凯）2024年河南省全民健身月活动启动
仪式，近日在荥阳市举行。数千名健身爱好者用一场盛大的
展演和巡游活动，拉开今年我省全民健身月活动序幕，一场全
民健身热潮也将燃动5月的中原大地。

本次启动仪式由河南省体育局、河南省体育总会、郑州市
人民政府主办，河南省全民健身中心、郑州市体育局、中共荥
阳市委、荥阳市人民政府承办。启动仪式上，逾千名健身爱好
者为观众献上了精彩的广场舞、街舞、太极扇、健步原地展演
以及舞蹈等节目。

根据安排，5月全民健身月期间，全省各地都将举办一系
列群众喜闻乐见、参与度高、覆盖面广的全民健身活动；通过
发放书籍、宣传材料等方式，推广和普及全民健身指导活动，
提高广大群众的健身意识和科学健身技能；在“全民健身活动
月”期间，公共体育场馆也将在原免费或低收费的基础上，适
当延长免费开放时段；同时加强全民健身与文旅、卫健、科技、
乡村振兴等领域融合发展，举办“全民健身+”系列赛事活动，
拓展全民健身覆盖领域，丰富全民健身活动内容。

2010年，《河南省体育发展条例》将每年的 5月确定为河
南省“全民健身活动月”。

河南省全民健身月
活 动 拉 开 序 幕

本报讯（记者 陈凯）记者从郑州市羽毛球协会获悉，随着
第二十届郑州黄河羽毛球团体公开赛甲级赛4月 27日在河南
财经政法大学泓冠羽毛球馆收拍，本届赛事也圆满落下帷幕。

本届郑州黄河羽毛球团体公开赛由郑州市体育总会主
办，郑州市全民健身发展中心、郑州市羽毛球协会承办，分为
甲、乙两大级别，比赛项目为混合团体赛。

郑州黄河羽毛球团体公开赛至今走已过 20个春秋，每届
赛事都堪称郑州羽毛球界的嘉年华，已经成为备受我市一代
代业余羽毛球爱好者青睐的传统精品赛事。大家在比赛中切
磋球技共同提高的同时，也以球会友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和
友谊，进一步促进了羽毛球运动在全市的推广和普及。

接下来，郑州市体育局、郑州市羽毛球协会还将继续通过
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赛事和活动，引领越来越多的市民走
上运动场，在体育运动中收获健康、享受快乐、感受幸福。

郑州黄河羽毛球
团体公开赛收拍

本栏图片：热情的市民在美术馆流连忘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