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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爱国情怀书写时代力作
———“张伯驹诗词”全国书法名家邀请展侧记

记者 王伟宏

张伯驹是一位名满天下的大收
藏家、书画家、戏剧家 、诗词家 ，是当
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是爱国主
义的楷模，是保护和传播先进文化的
杰出代表、为人师表的典范。 5 月 13
日，由中国书法家协会 、河南省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 、 周口市人民政府主
办，中国文联书法艺术中心 、河南省
书法家协会 、 周口师范学院承办的
“张伯驹诗词” 全国书法名家邀请展
在周口师范学院隆重开幕。

中国书法家协会原分党组副书
记、秘书长郑晓华指出 ，中国书法家
协会组织百位书法名家以张伯驹经
典诗词为范本精心创作书法作品，旨
在弘扬张伯驹先生的爱国之情，讴歌
党带领中华儿女奋进新时代的盛举，
书写新时代新征程上人民文艺的光
荣与梦想， 展现新时代正大气象，传
承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凝聚爱国主义
力量。 作为书法工作者，要承担起传
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重

任，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
个人艺术追求融入时代发展洪流，为
时代立传，为时代画像，为时代明德，
创作更多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精品
力作。

河南省文联党组书记方启雄表
示，河南省文联将持续加强优秀艺术
人才培养、优秀艺术作品推广 ，大力
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以更丰富、更优质的文化成果 ，助力
文化强省建设。

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吴行说，
张伯驹先生是著名的爱国人士，是当
代学人的典范，举办本次展览对于弘
扬先生的书画 、诗词艺术魅力 ，以及
深沉的家国情怀具有重要意义。

周口师范学院校长臧振春说，学
校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以文化凝聚
人心 ，以文化鼓舞士气 ，教育引导师
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中
华民族文化自信，为高水平应用型大
学建设凝聚强大正能量。

婉转遒劲的篆书、高古平正的隶
书 、方正典雅的楷书 、流畅俊美的行
书、挥洒自如的草书……一幅幅作品
法度严谨 、笔精墨妙 ，极富书法艺术
性和视觉冲击力，以不同的艺术手法
展现了张伯驹先生的诗词意蕴和爱
国情怀，体现了中国当代书法的艺术
魅力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的巨大生
命力。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
分的书法艺术和诗词歌赋，千百年来
如影随形，相得益彰。 本次展览共展
出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 副主席、理
事等创作的书法作品 101 幅，还有部
分特邀作品 。 曹育民 、苏士澍 、孙晓
云 、郑晓华 、毛国典 、张继 、丁谦 、程
度，一个个活跃在当今书坛的大咖纷
纷捐献墨宝，以实际行动弘扬传统文
化，引领社会风尚。 张伯驹以诗词抒
情言志， 书法家用笔墨书写春秋，诗
词与书法二者融为一体 ， 既各美其
美 ，又美美与共 ，从而使张伯驹的诗
词与当代名家书法携手走进时代、走
进社会、走进群众。

观看展览的周口师范学院师生
纷纷表示，本次活动是一场高品质的
文化盛宴，对于学校进一步挖掘传统
文化资源 、深入开展文化教育 、做好
文化传承与创新 、 提升文化建设品
位、助力学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千秋丛碧光耀九州
———全国第二届张伯驹学术研讨会走笔

记者 王伟宏 王泉林

五月，繁花锦簇，草木葱茏，周口师
范学院群贤毕至，胜友如云。 5 月 12 日
至 14 日， 全国张伯驹文化研究学者云
集周口师范学院， 开展张伯驹文化研
讨，共同探寻张伯驹先生的事业成就和
丰富的精神内涵。

予所收蓄 永存吾土

一部中国收藏史跌宕起伏，群峰连
绵，张伯驹先生就是中国近代收藏家中
令人高山仰止的人物。

根据张伯驹先生自撰 《丛碧书画
录 》里的不完全统计 ，在 1960 年前 ，他
收藏有书画 117 件 ， 其中唐代以前 6
件，宋代 13 件，元代 11 件，明代 40 件，
清代 47 件。 特别是他收藏的 30 件晋唐
宋元书画，从大诗人李白、杜牧的手卷，
到宋徽宗、钱选的丹青，多是中国艺术
史上的煌煌巨迹。 今天广为世人所知的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伯驹把
这些书画珍品捐赠给了国家，在给周恩
来总理的信中他说：“我所藏主要珍品，
遇人民爱戴，政治修明之政府，应不以
自私，捐归公有。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
主任委员傅熹年曾说，张伯驹当年把西
晋陆机《平复帖》和隋展子虔《游春图》
捐献给国家，使故宫博物院拥有了传世
最早名人法书和传世最早山水画，这对
于确立故宫在书画领域领袖群伦的地
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研讨会上，张伯驹先生专注收藏的
孜孜追求、一心为国的民族大义、积极
捐助的无私奉献， 都感动着专家学者。
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所副所长、《中
国美术报》 编委陈明在研讨会上说，张
伯驹先生收藏的书画名迹朝代赓续不
断，学术价值极高，自魏晋至清末的重
要作品都有鉴藏，特别是晋唐宋元的名
迹，几乎都属美术史上不可或缺的研究
对象，是构建中国美术史研究体系无可
替代的重要基石。

游心翰墨 神韵悠长

张伯驹先生自幼酷爱书画艺术，在
他的日常生活中，文化艺术占据了很大
部分，他和夫人潘素在书法绘画方面的
成就，同样为世人景仰。

浙江传媒学院教授、浙江传媒书画
研究院院长刘文清在研讨会上表示，张
伯驹先生在书画作品中呈现出的清雅
绝俗之美、劲节高标之貌是其个性语境
和魏晋风骨的外露，凝聚着深厚的文化

修为、独立的人格魅力、真挚的爱国情
怀，是发自中国文人血脉深处的大美。

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何汉
杰认为，书画在张伯驹、潘素二先生的
艺术生活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 ，当
下对二位的书画研究仍有较大空间 。
我们研究张伯驹、潘素的书画 ，应以书
画实践为主，从作品自身出发 ，建立基
本的认识和观念，进行客观的评价。 当
我们真正进入他们的书画世界 ， 才会
发现其中的妙处，收藏、书画、诗词 、曲
艺、 音乐是他们生活中十分重要的部
分， 他们整体的文化人格最终体现在
笔墨生活中，表现出独特的面貌。

周口师范学院张伯驹研究中心特
聘研究员张恩岭认为，张伯驹绘画的核
心所强调的是一个“文”字，令人神游其
中，冉冉升华至于形上，其特点是用笔
自由简约，不刻意追求物体的写实与再
现，主要在于“写意”，追求“似与不似之
间”，讲究笔墨情趣，强调神韵 ，以突出
“我”的个性化独特表现。

与诗词书画相得益彰的是张伯驹先
生的诗词造诣。 张恩岭认为张伯驹的诗
词展示了他自甘寂寞，不愿同流合污，不
为时局所趋的高洁情操； 展示了他梅花
一样坚毅、纯洁、不屈不挠的人文品格和
傲骨精神； 展示了他保持晚节、 疏放淡
泊、乐观处事、纯洁自守的品格。

谦谦名士 公子无双

周口师范学院张伯驹研究中心主任
任动认为，对于张伯驹的文化研究，要尽
可能还原历史现场，凸显其文化精神，剖
析其文化性格，探索其文化心理，矗立起
真实立体的张伯驹文化形象。 纵观张伯
驹先生的人生， 他一生都在中国传统文
化的浸润与滋养下， 其风流文采广为传
诵， 折射出的人文精神滋润着每一个追
随者的精神家园。

周口师范学院讲师寇凤凯说，张伯
驹先生致力于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一生
志在著述，意在青史留名，曾经写下“留
取名山事业，不羡浮云富贵，老去隐丹
青。 卧看龙蛇动，坐对风雨生”的诗句。
他筹建中国韵文学会，鞠躬尽瘁 ，为韵
文遗产的抢救、继承和发扬起到了重要
作用。

首都博物馆书画文物保护修复工作
组专家马燕表示，张伯驹、潘素两位先生
品格高洁，修养深厚，为我们留下了宝贵
的精神财富， 让我们在新时代属于自己
的人生中，带着珍贵的修养前行。

全国第二届张伯驹学术研讨会在周口师范学院举行
本报讯 5 月 12 日至 14 日 ，

全国第二届张伯驹学术研讨会
在周口师范学院举行 ，中国书法
家协会原分党组副书记 、秘书长
郑晓华，周口师范学院副院长吴
征到会祝贺并发表讲话。 本届研
讨会共收到论文 40 余篇 25 万
字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张
伯驹全集 》编纂与研究 ”首席专
家陈子善 ， 项目负责人杨箴红 、
沈文凡、荣宏君、任动 ，和来自故
宫博物院 、中国国家画院 、中国
艺术研究院 、 上海 、 黑龙江 、辽
宁、吉林、山东、陕西、安徽 、河南
的 60 余位专家学者 ， 围绕张伯
驹书画创作 、收藏鉴赏 、诗词创
作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交
流。

郑晓华指出， 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事业进入新时代， 我们比历
史上任何时代都更接近民族伟大
复兴的目标， 也面临来自各方面
的风险挑战， 我们更需要弘扬张
伯驹先生这样无私忘我、 舍小家
为国家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家国情
怀。 我们举办全国第二届张伯驹
学术研讨会，其意义不止于艺术、
学术，还在于人生风范价值引导。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文艺工作者要
“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 、肩头
有责任、笔下有乾坤”，其实，老一
代知识精英已作出榜样， 我们要
努力跟上。

周口师范学院张伯驹研究中
心成立于 2020 年 8 月，是学校特
色科研平台， 也是全国唯一的张
伯驹研究机构。中心成立以来，举
办了全国首届张伯驹学术研讨会
和工作坊， 编辑出版了 《张伯驹
传》《张伯驹词传》《张伯驹词说 》
《张伯驹十五讲》《张伯驹联语与
诗钟集注 》《翰墨留青 》《丛碧千
秋 》《文脉守望 》《国宝传奇张伯
驹》《张伯驹年谱》 等系列研究丛
书。 张伯驹研究中心组织申报的
“《张伯驹全集 》 编纂与研究 ”项
目，获批 202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立项。

周口师范学院张伯驹研究
中心主任任动表示 ，研究中心未
来将以 《张伯驹全集 》编纂出版
为基础，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为平台 ，举全校之力 ，凝聚多
方力量 ， 带领团队持之以恒 、久
久为功，努力实现学校党委提出
的 “打造全国平台 、编纂一套全
集 、出版一套丛书 、筹拍一部好
剧 、创办研究刊物 、办好每年年
会 ”的工作目标 ，为建设百年名
校增光添彩，为建设文化强国凝
智聚力。 （高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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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嘉宾参观展览。

“张伯驹诗词”全国书法名家邀请展开幕式现场。

周口师范学院学生向书法名家现场请教。

全国第二届张伯驹学术研讨会现场。

周口地方文化学者席军（左一）向张伯驹研究中心捐赠书画作品。

周口师范学院学生争相与书法名家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