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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展厅 /

! ! !尉天池!原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江苏

省书法家协会主席"

慧珺同志以文化学养的支撑，书法理念的
确当，书法实践的渐修、渐进、渐变，创出了品位
高雅、风格特出的书法艺术，被世人尊为书法大
家。她在几十年重病缠身、步履维艰的苦痛中，
以书法为生命的坚毅心志，不但没有消沉，而且
愈加锐意探求，从而取得了令人敬仰的成就。也
正因为如此，她应请参与国际书法交流；选入中
国书协领导机构及领军上海书协等相继而来。
要之，她在这盛名传流、身负重任的境况下，将
声誉淡然置之，于职责尽力担当。这般青春的心
地、敬业的作为，虽不是书法本体的内涵，却是
其书法世界中文明精神、高尚艺德的彰显。

林岫!原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北京书

法家协会主席"

我与周慧珺，南北遥遥千里，原本素不相
识。!"#$年 "月我从大兴安岭鄂伦春自治旗
发配劳动的林场返回北京开始新的生活后，
最早从萧琼老师那里听说“上海有位女书家
周慧珺，行书写得特好”，但真正得见其书法
作品，是 %"&"年春节在王府井新华书店，陈
列在书架上的那本行书字帖《鲁迅诗歌选》忽
地跳入眼帘，不知道为什么，我立刻认定是上
海周慧珺所书，一看，果然，惊喜不已。由此，
自认与周慧珺有缘，非常关注她的一切。

'(()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在京参加一次
书法研讨会，有位书法评论家在会上大谈“当
代美女书法”，还将四位中青年女书家称为
“当代四大美女书法家”。紧跟着，我发言的第
一句话就是“我认为当代最美的女书法家是
周慧珺……”。理由何须赘言。周慧珺兼得人
格之美和艺术之美，美美相与，其美大焉。

张改琴!原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甘肃

省书法家协会主席"

我们这一代的习书人或者书法爱好者，
在人生的经历中，周慧珺先生都是一个难忘
的存在和清晰的印记。

上世纪七十年代，她创作的《行书字
帖———鲁迅诗歌选》犹如荒漠中的一缕甘泉，
滋润过无数焦渴的心扉，抚慰过无数的心灵，
被无数人奉为圭臬、捧若拱璧，甚至引领过无
数人从此走上了研习书法、追求书法艺术的
道路。与周先生的结缘与神交，对我而言，也
正是始于这本字帖，始于那个特殊的年代。
从那时起，我便一直关注着周慧珺先生

的书法创作，关注着这位书坛奇女子，关注着
这位当代中国书坛的大家名师。后来，我与周
先生因书法而相识、相知、相交、相熟，并逐渐
对周先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知，知道了
她艰辛的从艺之路，知道了她卓越的书法成
就，知道了她多舛的命运遭际，知道了她超于
常人近乎卓绝的毅力与勇气，更知道了她勇
于挑战并征服命运的不凡人生。在这之后，我
便对周慧珺先生产生了由衷的敬佩之情。可
以说，周慧珺先生的从艺之路和人生之旅以
及卓越的艺术成就和人格魅力，是一首壮歌，
铿锵的旋律足以撞击每一个人的心扉，并给
人以力量和鼓舞，给人以启迪和激励。

陈洪武!中国书法家协会党组书记!中国

书协第六届驻会副主席"

*(%+年国庆前夕，由中国书法家协会策
划主办的“翰墨中国”全国书法大展在国家博
物馆隆重推出，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央
视新闻联播和文化综合栏目多次深度报道，
参观者如云。展厅里有一条轴格外地吸引着
众人目光，这就是周慧珺先生创作的《孟子﹒
告子下》。那刚健挺拔、奇伟爽朗的书风，令观

赏者不愿离去。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
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周先生
书写这段内容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早年的坎
坷身世以及学书之路的艰辛，想先生在创作
这幅作品时一定感慨万端。她的书法依然是
那样地超凡不群、匠心独运，依然保持着那
种劲健遒美、浑穆苍雄的风采。可以看得
出，她将自己七十五年的风雨人生和艺术
实践，一一凝注在笔墨中，彰显出强烈的生
命意蕴。

朱以撒!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福建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周慧珺的书法历程有其普遍性，因为平
实普通，足征可信，有迹可循，而非横空出世，
凌空蹈虚。这个历程可以成为学习者的参照，
提供书法家成长的经验。岁月不居，时节如
流，书法艺术存在的环境，书法创作的表现方
式，人们对待书法艺术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艺文趋尚，以应鼎革，时运使然。但
是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对于如此高雅的
精神生活的追求，仍然是一个很实在的过程，
需要个人的务实精神，没有捷径可走。周慧珺
对当代书坛具有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此。

侯开嘉!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中国书

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周先生说：“我把书法作为自己的终身事
业。”她尽心竭力、身体力行，最终在书法事业
上取得了很不俗的成功。我认为她个人在书
法艺术上成功是小成功，而她为上海书法作
出的贡献是大成功。虽然离她实现“重振海派
书法”的梦想还有距离（有客观因素是她不能
解决的），但她主盟上海书坛 -*年间，整个上
海书坛呈现出风风火火、生气蓬勃的繁盛局
面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为上海书法开拓出
了一种进取的发展模式，为继之者“萧规曹
随”取得更大的成功作出了有力的铺垫。

周先生把她从事书法的历程称之为“书
法苦旅”，我亦有同感。深知若把书法作为一
种事业来追求时，其中的苦辛是不言而喻的。
这对周先生而言，所经历的艰难苦困，应倍胜
于我辈！光阴荏苒，转瞬从青年到了老年。数
十年来，周先生在我心目中渐渐呈现出这样
一种形象：身体羸弱，意志顽强，胸襟开阔，精
神高大的杰出女性。

西中文!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第四届中

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委员"

在国门打开，经历了中西文化的碰撞之
后，国人的价值观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就个
性意识而言，近代以来，国人的主体意识和表
现欲增强，追求个性的充分释放。反映到书法
上，不再以含蓄蕴藉为主要风格追求，转而追
求爽健明快、淋漓尽致的风格。周慧珺先生的
书法风格恰好具备这一特点。

一是周书在用笔、结体上大开大合，大起
大落，对比度十分强烈。二是外拓尽势。周书
结体总的来说受颜体影响，宽松自然，不觉紧
结，但在必要的时候，作者会收紧中宫以充分
蓄势，然后舒展主笔尽力外拓，尽势乃止。三
是沉着痛快、笔墨淋漓。书法史上自行草书出
现以后，出现过多种审美样式，从二王的萧散
飘逸到颜真卿的沉雄老健，而米芾则创造出
一种新的审美样式，这就是痛快淋漓。像乘风
顺流的帆船，舟轻帆满，一日千里；像骏马奋
蹄，驰骋迅疾，使人感到酣畅尽兴。

张五常!著名经济学家!原香港大学金融

学院院长"

我认为周老师的书法的传世机会相当
高。有五个原因。其一是在书法最困难的那方
面———用笔———周老师练到前无古人之境。
用笔最重要的是处理线条，无论笔锋怎样翻

来覆去，周老师写出来的线条永远是那样舒
畅。其二，有两位书法大师对我说，今天在神
州大地，周慧珺的书法最好。艺术没有“最好”
这回事。他们显然是说在书法的某方面，当今
之世没有谁写得过周慧珺。可能是指用笔，我
不知道。重要的是书法艺术今天在中国再盛
行，说是“最好”，不管是什么，或好在哪里，有
助传世。其三，周慧珺的书法雅俗共赏，有价，
收藏者众矣！其四，大约十年前，我见到周老师
的书法赝品在市场涌现，对她说了，她不怒反
喜。周老师的书法假冒不易，赝品够多是反映
着市场有足够的需求，鼓励着一些人拼命仿
效。我因而创立了收藏艺术品的第一定律：凡
是市场多有冒牌货的艺术家，我们要购买收藏
该艺术家的真货！其五，最重要的，这些年神州
再起，历史时间上周慧珺不可能生长在更理想
的年代。在她的书法进入佳境之际，数码科技
的讯息扩散时代开始了。怎么会那么巧？
进入了二十一世纪，新潮书法渐趋时尚。不

久前在深圳参观一个大规模的书法展出，没有
一张是本文说的书法。这些新作一律大幅，画不
是画，字不是字，我看不懂。一起参观的朋友认
为这样的“书法”不需要学过，我不敢那样说。艺
术这回事，往往似浅实深。我只能说不懂。

我看得懂的，是这些新潮书法完全不管用
笔，即是不管周老师教我研习了多年的那一种。
我想，如果这种新书法发展下去，再不回头，周
慧珺会是中国传统书法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

春华秋实 ! ! ! !!周慧珺从艺六十周年书法展
学术研讨会"论文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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