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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馆之宝

9 月 18 日，由广州市海珠区文物博
物管理中心（邓世昌纪念馆）、尚雅书社
主办的《祖国颂——陈秋明师生书法作
品展》在邓世昌纪念馆拉开帷幕。本次
展出书法作品60多幅，均来自尚雅书社
成员和陈秋明老师的部分学生，展览将
持续至10月17日。

陈秋明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广
州市书法家协会顾问，邓世昌纪念馆原
副馆长。陈秋明兼善各种书体，又以潇

洒、清丽、劲健的书画为显著。其大众熟
悉的作品，莫过于“公园前”地铁站名。
2002 年，广州地铁二号线开通，邀请陈
秋明为“公园前”写站名，陈秋明重温王
羲之的法帖，经过了十多遍的书写，最终
挑选最满意一幅交与广州地铁。2012
年，陈秋明的作品《木棉花歌》亮相人民
大会堂。

据介绍，本次展览作品均为参展者
倾心而为的作品，它们以多样的风格和

多元的话语，笔随时代、墨见精神，表达
了对党和祖国的美好祝愿。

对于书法的传承发展，陈秋明曾表
示：“练书法，临摹是终生事。一定要有
针对性，多思考自己想要学到什么。”陈
秋明认为，除了要对书法有兴趣，还要有
传承中华文化的历史责任感。练好书法
之余，要多读书，了解中国文学、历史、
哲学等领域，才能在弘扬书法的道路上
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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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

另一种另一种可能性

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图/羊城晚报记者 林桂炎

月 15日，《大字书——陈平原书展》开幕式在广州文理
一堂展览现场举行。本次展览展出了知名学者、北京大
学教授陈平原新近书写的数十则短语，作品出自《学者

的人间情怀》（1991年）、《世纪末的思考》（1996年）、《数码时
代的人文研究》（2000年）等文章。

当天，陈平原教授在现场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写字”为
题开讲，与到场嘉宾与观众分享自己对书法的思考。在陈平原
看来，“阅读”“写作”“书法”三者统一。“古来好的书法作品，好
多都是自己的文章，在写的过程中更容易融入自己的感情。”陈
平原在分享中表示，“书法作品不仅写自己，我还写白话，不仅
写白话，还加标点，我希望做这个事情，让书法在日常生活中呈
现出来。我们今天不用文言写作了，用白话写作，就把白话用
毛笔写下来，写在宣纸上，达到另一种陌生化的效果。”

近年来，陈平原教授在北京、广州、深圳、台北、潮州等地举
办个人书展。但陈平原教授表示，自己并非书法家，更希望让
写字回归日常生活：“在主流书法界别之外，提供另一种书写的
可能性：回归日常生活，回归书斋氛围，回归表情达意。”

就此，陈平原接受了羊城晚报专访。

羊城晚报：本 次《大 字
书》书展的系列作品创作缘
自怎样的契机？

陈平原：首先是不满如今
大量书家的炫耀技法，使得
书法越来越向绘画靠拢，某
种意义上已经丧失了“可读
性”。参观书展，不再有动人
心魄的诗文，连短小的隽语
都难得一见。我批评的不是
那些将书法当杂耍的，而是
正儿八经的书家，因时代风
气的变化，其书写全都以展
览为标的。而展馆里，没人
看内容，都在欣赏点画结构
与墨色组合。正因为书法的
主要生存空间已由书房转为
展厅，这就决定了长卷很难
生存，而专攻某些大字，更容
易上手，也更有视觉效果。

严格意义上，这不再是
“写字”，而是“画字”——这一
时尚，我不觉得是中国书法发
展的方向。我不是书法家，也
没想参加什么协会，故不必考
虑时尚，也不愿追随潮流。作
为喜欢写字的读书人，我始终
坚信，阅读、写作与书法，三者
应该、也可以合一。

书法史上第一流的佳作，
很多都是诗文与书法合一，
比如王羲之《兰亭序》、颜真

卿《祭侄文稿》，苏轼《黄州寒
食诗帖》，黄庭坚《松风阁诗
帖》、米芾《苕溪诗帖》等，不
一定一挥而就，但都是自家
诗文，写起来更得心应手，也
更有韵味。就好像毛泽东诗
词手迹《沁园春·雪》，词好，
字也好，确实了不起。但很
多书法家缺乏那种阅历与气
魄，没有那种远大襟怀，同样
也来写“秦皇汉武，略输文
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我
就觉得挺好笑的。

羊城晚报：您之前的作品
侧重书写古人言辞文章或自
撰诗联，本次选取此三篇“白
话”文章是怎样考虑的？

陈平原：之所以设计《大
字书》这么一个特展，基于以
下观念，笔墨是有感情的，书
法作品是可读的。刚才已经
说了，如今进书法展厅，要不
格言警句，要不唐诗宋词，满
眼看过去，全都是老祖宗的
东西。为什么不能写点自己
的东西呢？不会吟诗填词，
那散文总可以吧？日常生活
中的大白话，若安排妥帖，同
样 可 以 很 精 彩 。 所 谓“ 高
雅”，不是指远离现实人生，
相反，有文气，有关怀，有寄

托，那才是好作品——书法也
不例外。

这回走得更远，不仅不
要古人言辞，连自家小诗或
对联都摒弃了，就写大白话，
甚至还加了标点。当然都是
有选择的，精心裁剪过，希望
每一幅都表达某种独特的思
考或感觉，即便做不到意蕴
宏深，起码也得让读者有所
感悟。

羊城晚报：书写内容往往
寄寓心志。这些文章成文 、
发表于上世纪 90 年代，对他
们的书写和重读，于今天有
怎样的意义？

陈平原：选择写于 1991
年的《学者的人间情怀》，当
然是别有幽怀。在我看来，
驱动书家泼墨挥毫的，不仅
仅是书写技巧，更包括视野
与心情。1991 年，华约解散
以及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
结束，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
全球化时代。今天我们习以
为常的国际交往、文化交流、
大学合作等，在此之前是不
可想象的。就在那千钧一发
的转折关头，我写下了这么
一篇文章，多年后阅读，还是
很有感觉。

羊城晚报：您曾言自己的
书法是“读书人的‘书迹’，而
非书法家的‘墨宝’”。您是
怎么看待书法作品中内容、技
法、身份之间的关系？

陈平原：先说“书迹”，这
词谁都可以用，只要你肯写，
且有人愿意陈列或印刷，就如
假包换。说“墨宝”那就属于
客气话了，不是每个人的书写
都是宝贝。有人一字千金，有
人白给都没人要。可我想做
的，正是打破这种等级观念，
并不以为凡著名书法家（更别
说不一定名副其实的书协主
席副主席）在聚光灯下挥毫，
就是墨宝。我辈的日常书写，
虽说没什么了不起，也并非刻
意经营，但既然有朋友赏光，
那就同样可以装裱、展出或观
看。最起码，让读者了解“写
字”的眼光、方法与趣味，并
非只有一种。

十五日下午，在广州文
理一堂，除了补办我的书法
展开幕式，还做了个小讲座，
题为《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
写字》。还是那句话：“在电
脑及网络时代，保持笔墨纸
砚，蕴含着技术与审美，但更
是一种生活方式与文化情
怀。”我的体会是，生活在当
下中国，别完全丢下毛笔，可

也别把写字吹上天。所谓
“书法”，没那么神秘，在古人
是日常生活，在今人也不例
外。毛笔、铅笔、钢笔、圆珠
笔都行，帮助你我记得汉字
的架构，也体验汉字的优美，
这就行了。当然，若能兼及
笔墨纸砚的功能与精神，那
就更好。但不要抱太高的期
待，因为说到底，书法不是人
生的必须。能写一手好字，
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会有获
益；但若考虑投入与产出比，
很多人选择放弃，也没什么
可指责的。我喜欢写字，但
警惕那些危言耸听、把书法
吹上天的人，怀疑其除了文
化立场，是否还另有所图。

说这些，是有感于近年的
书法热。经人大代表及政协
委员的多年呼吁，2013年1月
教育部印发《中小学书法教育
指导纲要》的通知，书法进课
堂，我乐观其成。可最近两年
又有了“让书法纳入中高考评
价体系”的提议，虽说教育部
的答复比较含糊，我还是有点
担心，因好几个省已经开始

“书法中考”改革试点，分值
在 10 分到 30 分之间。中国
的经验，只要中考高考肯加
分，不管学什么，有用没用，
家长必定都趋之若鹜。“计算

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这句
话了不起，影响极大，上世纪
九十年代北大晋升职称都要
考计算机。可我不觉得书法
有计算机那么重要，而且过分
强调书法，会不会回到科举老
路？毕竟，孩子们就那么多时
间，不是说要减负吗？腾出的
时间应该是让他/她们休息、
玩耍，可别弄出很多别的什么
新花样来。

多年前，曾应邀给某大学
艺术学院讲课，接触他们的书
法专业学生，据说有本科也有
研究生，很惊讶其主要功课是
写字，临各种帖，写各种体。
主持人好心，要我提意见，我
心直口快，说了六个字：多读
书，少练字。起码在我看来，
第一流书家不是这么培养出
来的。倘若胸无点墨，怎能从
容下笔——我永远记得启功
先生拒绝招收书法研究生。
据说启先生不喜欢“书法家”
这个称谓。二十世纪末，“学
位办”要启先生首创书法专业
博士点，启先生婉辞说：“写
字能培养什么博士？”之后又
加了一句：“我不是说别人，
只是说我写字写不出博士
来。”（参见王宁《用学习和理
解来纪念启功先生》，《随笔》
2021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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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海珠桥”字幅
（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藏）

文字整理/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通讯员 朱志龙
图/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提供

胡汉民“海珠桥”字幅是孙中
山大元帅府纪念馆藏的一件国家
一级文物，其背后有着一段不同
寻常的故事。

1933 年 5 月 28 日，巴金第一
次来到广州，入住河南广东机器
工会大楼（今海珠区第一次全国
劳动大会旧址）。随后的两个月
里，他每天都步行经过海珠桥。
在随笔《海珠桥》一文中，巴金描
述了白天和夜里经过海珠桥的所
见所想。巴金见到的这座海珠
桥，当时刚刚建成 3个月，是广州
市政当局努力打造“世界灿烂都
市”的工程之一。

1919 年，孙中山在《实业计
划》中，提出要将广州打造成中国
南方的世界大港和“花园都市”的
设想。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孙
中山建设思想的引领下，广州市
政当局掀起大规模的城市建设，
海珠桥是其中的典范。1929 年，
海珠桥建造工程招标；次年正式
启动建设，经3年多始告竣。1933
年 2月 15日，海珠桥落成通车，曾
任大元帅府审计局局长兼金库
长、时任广州市市长的刘纪文主
持了开幕礼。

海珠桥落成之际，曾任大元帅

府总参议和代帅的胡汉民应邀题
写了两幅“海珠桥”墨宝。胡汉民
是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擅长隶
书和行书。这两幅“海珠桥”墨
宝，其中一幅制成牌匾，挂在海珠
桥上，而另一幅则赠送给了与其
私交甚笃的刘纪文。

建成之后的海珠桥遭遇两次重
大破坏。第一次是1938年，海珠桥
遭日军破坏。第二次是1949年10
月，国民党军队撤退前将海珠桥炸
毁。广州解放后，广州市政府组织
力量抢修海珠桥。20世纪七八十
年代，海珠桥又经过两次大修。

到 2013 年，海珠桥再次经过
大修后重新通车。这一年，刘纪
文的子女从美国返回广州，向时
任广州市市长陈建华捐赠了刘纪
文保存的胡汉民“海珠桥”墨宝。
广州市市长陈建华收到墨宝后，
交给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作为
馆藏。由于海珠桥上原来的牌匾
及其原件早已不存，今天海珠桥
上悬挂的“海珠桥”三个金色大字
便根据这一墨宝制成。

●润泽东方——李新香剪纸作品展

本次展览是广州东方博物馆联合省退
休干部，剪纸艺术家李新香女士，为缅怀伟
人而共同举办的。展出多幅李新香女士剪
纸作品。

展览时间：2021 年 9 月 11 日—2021 年
11 月 11 日

展览地点：广州东方博物馆

●“设计中国北京”

第四届“设计中国北京”汇集来自国
内外数百个领先设计品牌的大量富有设计
特色的精选作品，不仅展现全球设计的水
准，更呈现中国本土新锐设计的蓬勃力
量。以独特的全球视角解构东方美学，演
绎可持续设计之美。

展览时间：2021 年 9 月 24 日- 2021 年 9
月 27 日

展览地点：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

●“人不可能同一时间
踏进同一条河流”

广州K11在其西班牙艺术家团队视听
装置作品《明日秘境》中，联合“发生艺术节”
打造一场沉浸式戏剧《发生在明日》。跟随
时间使者，打破时空维度，透过现代舞、戏
剧、音乐的创作交叠，探寻艺术破界的答案。

演出时间：2021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2 日
演出地点：广州 K11

●一条线·两个人

《一条线·两个人——詹忠效、金城线描
艺术联展》选取了广东艺术家詹忠效、金城
的线描与连环画作品。两位艺术家对线条
的解释与运用各异，但却不约而同地具有创
新性，展示了传统线描艺术在当代的继承、
融合与重构。以线条的千变万化，演绎传统
文化的无限可能。

展览时间：2021 年 10 月 6 日-10 月 30 日
展览地点：黑龙江禹舜美术馆（哈尔滨）

本周荐展

回归日常生活，回归书斋氛围，回归表情达意

羊城晚报：在容庚先生的
收藏理念中，重视书画创作者
的学养背景与学术成就，近年
来学人书法、信札也越发受到
重 视 。 您 如 何 看 待 这 股“ 热
潮”？

陈平原：除非第一流的古
代国宝，现代文人学者的书画
及信札，其拍卖价格与收藏价
值，从来注重的是“人”而非

“技”。周作人《知堂回想录》
谈及：“当时北大文科教员里，
以恶札而论，申叔要算第一，
我就是第二名了。”刘师培字
不算好，但也还说得过去；至
于周作人本人，不时给人题
字，还在杂志上刊出影印书
札，可见也不是毫无自信。只
是当初在北大，周氏兄弟以及
胡适等，确实不以书法名世。
蔡元培主张“以美育代宗教”，
在校园里设立书法研究会，请
的主持人是沈尹默和马衡。

没想到一百年后，周氏兄
弟以及胡适的墨宝价格扶摇直
上。2020 年 12 月 3 日，41 件
共221页周作人散文杂文手稿
及《为罗孚书自作诗长卷》手稿
在嘉德拍卖，共拍出 1286.85
万元人民币。而在中国嘉德
2018 年春拍会上，胡适的《尝
试集》第二编手稿以1150万人
民币的天价拍出。最离谱的是
2013 年中国嘉德春拍，鲁迅
《古小说钩沉》一页手稿，上有
周作人批语两行，经过激烈竞
价，最终以 690万元成交。为
什么？唯一的理由是，三十多
年后，失和的兄弟重新聚首。
曾经兄弟怡怡，日后动若参商，
世上这样让人感叹唏嘘的事不
少。问题在于，这兄弟俩均非
同寻常，乃现代中国文坛无可
取代的重要人物。

我相信这不是一时风尚，
因为画作相对独立，书法与
人的关系更紧密。若真的在
政治史、思想史、学术史、科
技史上做出过重要贡献，不
管他/她的字写得怎么样，都
可能“片纸千金”。当然，还
有一个因素，那就是物以稀
为贵。职业书法家每天都在
写字，存世作品很多，源源不
断流向市场，自然冲击其拍
卖价格。相比之下，无意经
营书法作品的文人、学者、政
治家，其偶一为之的“墨宝”，
因而显得更为珍贵。

文
人
书
札
注
重
的
是
﹃
人
﹄
而
非
﹃
技
﹄

C

民国时期海珠桥全景（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馆藏）

▲胡
汉民“海珠
桥 ”字 幅
（孙中山大
元帅府纪
念馆藏）

晚会·展览与讲座 2021年9月19日/ 星期日/ 文化副刊部主编
责编 李力 / 美编黄文倩/ 校对 李红雨 A8

的

“南粤风采”36选7 第2021251期

36选7投注总金额：377512元
中奖基本号码：18 34 04 26 08 32 特别号码：10

好彩36投注总金额：550362元
类别
好彩2
好彩3

投注金额（元）
36468
513894

中奖注数
385
725

单注奖金（元）
48
355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中奖等级 中奖注数 总中奖金额（元）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0
2
5

116
120
2710

0
17576
8785
58000
12000
27100

8788
1757
500
100
10

中奖情况

累计奖金4065789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好彩1 第2021251期

投注总金额：516768元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中奖符号

投注方式 投注额（元）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10 鸡 夏 南

数字

生肖

季节

方位

498640

12220

4884

1024

6739

480

41

84

46

15

5

5

3D 第2021251期

中奖号码 1 3 3

奖等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组选3

组选6

1D

2D

通选1

通选2

包选三全中

包选三组中

包选六全中

包选六组中

和数7

752
592
0
93
20
0
11
0
1
0
0

178

本期投注总额：2377974元；
本期中奖总额：995488元；
奖池资金余额：10848666元。

1040
346
173
10
104
470
21
693
173
606
86
29

782080
204832

0
930
2080
0

231
0

173
0
0

5162

开奖时间：2021年9月18日 ●●●●●●●●●●

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 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授权发布

彩票开奖公告栏

超级大乐透

前区号码 后区号码

第21108期

全国销售量(超级大乐透)：303354020元

1069829501.4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1月17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一等奖

二等奖

本期中奖情况

26 35 19 05 22 06 02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元)

合计

应派奖金合计
(元)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八等奖

九等奖

184355413

182

554

14296

20159

35274

665485

7317673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1820000

1662000

4288800

4031800

3527400

9982275

36588365

基本

追加

69

34

198372

158697

13687668

5395698

基本

追加

8

5

8614284

6891427

68914272

34457135

15768973.60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3奖池。
337117778.24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5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1月17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排列5 第21251期

排列3 9 4 1

排列5 9 4 1 3 6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销量
（元）

本省销量
（元）

单注
奖金
（元）

29245582 1391190

中奖情况

全国
中奖
注数

8465

0

24161

75

本省
中奖
注数

494

0

795

1040

346

173

100000

排
列
3

排列5 144871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