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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敏：省书评协提升了书法理论
研究与创作相结合的层次与力度

“很好地宣传了广东的书法艺术”

收藏周刊：书评协成立十周年，您作为

创始人之一，此刻感受如何？

王志敏：作为协会创始人之一，在广东

省书法评论家协会成立十周年之际，心情

是非常激动的。因为在过去的十年里，我

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了协会从无到有，从初

创到成长所历经的过程，也参与了协会这

十年来的所有活动，而且目睹了这些活动

在社会上所产生的良好的效应。作为一个

从事了书法创作和研究四十多年的作者，

真诚地为能有这样一个协会在广东这个地

方蓬勃发展而高兴！

收藏周刊：在您看来，书评协这十年，

对活跃书坛的发展，起到怎样的作用？

王志敏：广东省书评协这十年，在推动

广东书法艺术研究的发展和普及的确起到

了重要的作用。作为广东省书法艺术界的

一个新活的专业平台，它勇于担当，为社会

贡献了协会的集体智慧，从自己的角度出

发，大大地提升了广东书法艺术的发展水

平！也大大地提升了广东书法理论研究与

创作相结合的层次与力度。可以说，省书评

协的出现以及这十年的活动，很大程度地补

充了广东书法艺术发展过程中的缺环，使其

在发展丰度和厚度上有了更多的可能。

比如说，书评会在这十年里举办的多

个不同类型的精英提名展，作为一个为人

所不为的工作尝试，事实上它为广东省书

法艺术发现和推送了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

精英，从自己的角度推动广东书坛蓬勃发

展，优化了广东省书法艺术创作的人才结

构和活动环境产生的很大意义。这些展览

通过拉出去展示研和讨，对宣传广东的书

法艺术就取得了很好的效应。

比如说，连续十年举办的“文士风流”

会员书法精品展，就明显地为地方书法艺

术发展推向深化展现出很好的示范作用。

展览的本身也成为了一个具有“品牌意义”

的重要文化项目作为一个高端的民间学术

组织，省书评协在人际关系上一直坚持着

开诚布公的态度，在会务运作上朝气蓬勃、

在学术研讨上的真诚相守等等，也足以为

专业协会的经营和运作提供了重要的示范

作用。

“为广东书坛的繁荣发展作出
更多的贡献”

收藏周刊：您目前同时担任佛山市书

法家协会主席，能否分享一下佛山书坛可

圈可点的地方？

王志敏：佛山地处富饶的珠江三角洲，

是岭南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历史文化名城，

素有岭南书法艺术重镇的美誉。历史上曾

出现过黎简、吴荣光、康有为等书法大家！

近几十年来，书法艺术上更是人才辈出，成

绩骄人。佛山在书法艺术方面深厚的历史

文化底蕴，首先就是佛山书坛可圈可点的

地方之一。另外，佛山本地书法家群体自

身的努力让这座城市，在推高书法艺术的

总体水平产生了重要的作用。第三，佛山

书坛的开放包容，显示在对新客家书法人

才的接纳与扶持上。外来的书法家到了佛

山很快地投入生活和工作，从而也提升了

佛山书坛的艺术广度，丰富了佛山书法艺

术面貌。

素有“岭南书法重镇”美誉的佛山，它

的创作队伍同时也被誉为“广东书法创作

劲旅”。顺德区的勒流镇在20世纪80年代

就被中国书协评为“书法之乡”；2011年佛

山市被中国书协授予“中国书法城”。2020
年，佛山市书协被中国书协评为“书法进万

家活动先进单位”。可以说佛山书法在专业

创作和书法普及方面都有着厚实的基础。

当下，佛山书协正向社会大力倡导“公

共环境用字书法化”，衷心期望佛山这座曾

被评为“中国书法城”的城市，从书法艺术

的人文关怀中获得更多的温暖，感受中国

传统文化的魅力。

收藏周刊：作为构成广东书坛重要的

组成部分，您认为佛山书坛应该要发挥出

怎样的作用？

王志敏：在过往成绩面前，应该更要深

入提高自身的创作研究能力和水平，进一

步强化自身的创作研究队伍的建设，从文

化积淀到人才培养、艺术普及等多个方面，

为广东书坛的繁荣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成立十
年，其间得到了广东省蓝态幸福文化
公益基金会（下简称：基金会）的大力
支持。基金会在传统文化的推动上
不遗余力，广东省蓝态幸福文化公益
基金会党支部书记、理事长张华接受
采访表示，让优秀传统文化的力量通
过不同的系统和场合让更多的人受
益。

“提升了大家的获得感、幸
福感和安全感”

收藏周刊：基金会对传统文化的推

动更是不遗余力，能否分享一下，目前

你们主要对传统文化的哪些方面做了

相关工作？

张华：基金会成立十年来，从最早

弘扬孝道和家教家风的幸福课堂一个

公益项目，到现在蓝态艺术馆、太极国

学班、蓝态爱心餐厅、AED 急救行动、

蓝态公益合唱团等30多个公益项目。

蓝态幸福文化公益课堂已举办197
期，4万多人参与了5天5夜的家庭家教

家风学习，帮助超过上千个濒临破裂的

家庭重新找回幸福。

收藏周刊：您认为通过目前已做的

措施，推动传统文化的普及，意义主要

体现在哪些地方？

张华：帮助更多人了解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实现了身心和谐、家庭和谐，增

强了文化自信，坚定了中华文化内求利

他、向善向上的立场与价值观，提升了

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帮助上千家企业将优秀传统文化

作为企业文化，增强了企业家的社会责

任感与企业家精神，提高了员工的自觉

自律性和服务意识，极大地降低了企业

管理成本，提升企业运营效率，更好地

实现高质量发展。

唤醒了一些教育工作者的教育情

怀，帮助一些学校校长及老师提升了教

育使命感、崇高感和荣誉感，更好地实

现了立德树人的教学目标。

“让优秀传统文化走进更多
学校、机关、企业”

收藏周刊：接下来，基金会对传统

文化的推动还将有哪些措施？

张华：基金会走过十年，在公益领

域仍然处于起步的阶段。关于未来的

发展，总结以往的经验，蓝态基金会进

一步明确定位：党建引领下具有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特色的公益慈善组织。

我们计划让优秀传统文化学习课

程走进更多学校、机关、企业和社会组

织等，让优秀传统文化的力量通过不同

的系统和场合让更多的人受益。

张华：帮助更多人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现为佛山书法家协会主席的王志敏，是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下简称：书评协）
的创始人之一。从无到有，从初创到成长，他参与了协会这十年来的所有活动，而且目
睹了这些活动在社会上所产生的良好的效应。他接受收藏周刊采访时表示，作为广东
省书法艺术界的一个新活的专业平台，省书评协提升了广东书法理论研究与创作相结
合的层次与力度。

■广东省书
法评论家协
会十周年展
览在蓝态美
术馆举办。

■王志敏篆书作品《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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