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據王巖介紹，鄲城縣專業的書法展廳有12個，合計展覽
面積超2萬平米，經過註冊的書法培訓班近百個，全縣140萬
人口，日常研習書法的人超過30萬人。「書法研習在鄲城已
經成為風氣，在節假日和課餘時間，家長們樂於把孩子送到書
法培訓班。」王巖說。此外，在全國各地的鄲城籍書法培
訓、筆墨紙硯銷售從業人員上百，形成的產值難以估量。
「鄲城縣書協和全國各個省份都有交流，海外交流過
的國家達到18個，我們的思路是『走出去、請進
來』。」王巖說。

書法培訓班近百書法培訓班近百
與與1818個國家交流個國家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
「遇上大理——中西藝術名家作品邀請
展」日前在大理中和村「中和書院」開
幕，本次展覽匯聚了中國、法國、英國、
希臘、比利時、韓國等多個國家90餘位知
名藝術家的100多幅作品，涉及書法、中
國畫、油畫、水彩、版畫等諸多門類，這
亦是政府牽手藝術學院與藝術家，植入鄉
村、振興鄉村的一次重要探索。據悉，
「遇上大理」中西藝術名家作品還將在北
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地巡迴展出。
活動當天包括展覽開幕式、「中和書
院」成立儀式、國際藝術理論研討會、中
外藝術家雲上視頻話藝術、「滇西民族藝
術研究與創作」主題研討會、「雲南少數
民族地區文化藝術研究和保護」研討會、
大型畫冊《遇上大理－中西藝術名家作品

集》首發式等。整個「遇上大理」系列藝
術活動，將從3月13日持續至4月23日。
據悉，「遇上大理」系列活動不僅是一

次中西藝術家作品展覽交流會，也是「一
帶一路」架構下中西文化的深度對話，更
是一次中國「鄉村振興」模式的重要探索
和實踐。通過國際交流活動，令大理中和
村舊貌換新顏，實現中國鄉村國際化。
在大理州委常委、州委宣傳部部長牛燕

看來，文化振興是鄉村振興的關鍵一環，
據其透露，近年來大理州委州政府牽手大
理大學，開展助力鄉村文明建設計劃，研
究鄉村歷史文脈，保護好鄉村歷史風貌、
有特色的古村落古民居、民族工藝傳統和
非物質文化遺產，建設美麗宜居鄉村。
大理省級旅遊度假區管委會主任李志

東，一直以大理的文化、旅遊發展為己任。

他認為，「中和書院」的落成，凝聚了全國
乃至世界各地的藝術家資源，此外設立諸多
藝術工作室，成立村莊發展委員會，亦是在
鄉村產業發展上做的有益探索。

今次「藝術助力鄉村振興」活動，也是
在北京、溫州實施三年以來的又一次「大
理實踐」。擔任組織策劃的大理大學滇西
民族藝術研究院院長周建朋表示，「遇上
大理」是「藝術植入鄉村」系列活動落地
大理後的首秀，相信通過中西藝術作品
展，促進東西方藝術家交流碰撞，並開啟
普通百姓對藝術的認知，為振興中華民族
文化、助力鄉村文化發展，做點實實在在
的事。
法國藝術家布布奈勒與本次展覽法方策

展人吳志平，曾於2018年來到中國溫州寫

生創作展覽。這次，布布奈勒也通過雲上
視頻與中國藝術家和觀眾溝通，並闡述了
他與中國藝術家交流之後所作的許多思
考，坦言無論是在藝術創作還是生活中，
都受到了深深觸動。他希望未來能有機會
到大理來寫生，與中國藝術家作更多交
流。
英國藝術家耐爾和策展人陸宇也出現在

雲上視頻中。耐爾被中國的山川和文化感
動，前次赴溫州寫生後，他回去創作了大
量中國題材作品，並將其在中國的見聞寫
入雜誌。 圖片：受訪者提供

中西藝術家繪就美麗鄉村
探索鄉村文化振興

●●「「遇上大理遇上大理－－中西藝術名家作品邀中西藝術名家作品邀
請展請展」」開幕開幕，，這是這是「「一帶一路一帶一路」」架構下架構下
中西文化的深度對話中西文化的深度對話，，更是更是「「鄉村振鄉村振
興興」」模式的重要探索和實踐模式的重要探索和實踐。。

●●「「遇上大理遇上大理－－中西藝術名家作品中西藝術名家作品
邀請展邀請展」」展覽現場展覽現場

●●英國藝術家耐爾在溫州麗水街寫生英國藝術家耐爾在溫州麗水街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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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周口鄲城縣，以文化厚重著稱，相傳為老子煉丹成功處。在周

口，素有「尋根到淮陽、問道到鹿邑、求仙到鄲城」的說法。該縣文化

厚重的表現之一，就是數萬人把寫好毛筆字作為基本技能。在全國首個

「中國書法之鄉」的盛譽之下，是全民投入書法研習的火熱激情。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紅麗 圖片：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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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周口鄲城，「中國書法之鄉」的
牌子耀眼而醒目。「鄲城縣是全國

第一批『中國書法之鄉』。」鄲城縣政協
副主席王巖說。王巖曾在1996年至2013年
任鄲城縣書法家協會主席，是鄲城縣創建「中國
書法之鄉」的親歷者和主導人。
在鄲城縣1500平米的「八斗書藝茶社」書法
展廳，王巖回顧了鄲城縣創建「中國書法之鄉」
的始末。「2003年底，我們在報紙上看到南方
有一個書法小鎮，這給了我們啟發：能不能把鄲
城打造成一個書法之鄉。」王巖說。此前，王巖
已經在鄲城縣書法家協會任職多年，當時任協會
主席，在1986年至1996年期間，他曾經任協會
的副主席兼秘書長。「鄲城縣書法家協會成立於
1982年，成立時間在全國是比較早的。」王巖
說。
有了創建「中國書法之鄉」的想法後，鄲城縣
書法家協會向中國書法家協會遞交了申請書。此
前，全國還沒有創建「中國書法之鄉」的先例，
鄲城縣的申請引起了中國書法家協會的注意，隨
即派評選專家趕赴鄲城。
「專家來調研，籌備工作啟動，當時全縣對這
個工作都比較重視。」為了展現自身的書法氛
圍，鄲城縣不斷舉辦各種書法比賽、會展、培
訓，其中，2005年的一次千人書法展，令王巖
印象尤為深刻：「上千人參與書法創作並展示，
分為小學、機關、中學、成年人、老年人等不同
區域，從髫齡兒童到白髮老者，覆蓋了各個年齡
段。」鄲城縣研習書法的濃厚氛圍和成績，感染
了評審組的專家。「自此以後，鄲城縣每年都會
進行一次千人書法展，大小展會加起來每年有上
百次。」王巖說。
經過數年的不斷推進，2008年6月21日，鄲
城縣被中國書法家協會正式授予「中國書法之
鄉」稱號。

書法專業出現博士
創建「中國書法之鄉」的過程，使鄲城縣原
本就濃厚的書法氛圍進一步升溫，其表現之一
就是書法專業本科生、研究生的不斷湧現，甚
至出現了博士生。崔傳明是鄲城縣第三高級中
學的書法老師，從2006年至今，由他培育出的
書法本科生超過百名。在2005年之前，崔傳明
一直負責教學生硬筆書法，平時帶領學生辦板
報、練硬筆，一些對寫字有興趣的學生很受影
響。2005年，河南大學開始招收書法專業本科
生的消息傳來，鄲城三高決定設立書法班，
培養書法專業的考生。「第一年，有18
個書法專業的考生，其中9個上了
本科。」崔傳明說。設立書法
班，鄲城三高開了鄲城縣
乃至周口市的先河。
為了培養學生
在書法上的
一 技 之

長，從高一入學開始，鄲城三高就在該屆學生
中成立書法社團，從每個班裏選拔有基本功底
的三四名學生成為社團骨幹，再在全年級設立
三名書法老師。每到周二和周五，社團骨幹跟
老師學習硬筆書法，學完之後，在一周的剩餘
日子裏，傳授給本班的學生，傳授的時間為每
天晚上16:40至16:55這十五分鐘。「16:40的
時間點一到，校園裏放起音樂，意味着『音樂
習字課』正式開始。學生自己練習5分鐘，社
團骨幹在班裏流動輔導10分鐘。」崔傳明說，
「音樂習字課」是學校裏的六課之一。
升入高中二年級後，硬筆書法較為優秀者，

就被選拔進入書法高考班，開始毛筆字的學
習。「書法班的學生，一周裏有兩到三個晚上
學習書法，日常還是跟隨其他考生學習文化
課。高二暑假，會有書法課的集訓，迎接高三
上學期的藝術考試。」崔傳明認為，非書法專
業的高考生，在高一時練習硬筆書法，對於高
考也很有幫助，「會提升語文的卷面分。」
從2006年鄲城縣三高開設書法班以來，通過

書法專業考上本科院校的學生有170多名，這些
學生中又出現了20多名研究生、1名博士生。
考取的學校包括鄭州大學、河南大學、河北美
術學院、曲阜師範學院等眾多高校。

●王巖講述
「中國書法之
鄉」創建過
程。

●展示書
法技藝。

●兩代人
的書法觀
摩。

●巴雲山
（左一）進
行 書 法 創

作。

● 兒 童
習字。

●書法推
廣活動。

●崔傳明
（左一）向
學生講授書

法。

寫
字
問
道

副 刊 藝 博A28 ●責任編輯：張夢薇 ●版面設計：許光豪

20212021年年33月月2323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21年3月23日（星期二）

2021年3月23日（星期二）

據王巖介紹，研習、切磋書法是鄲城縣不少人的習慣，企事業單位工作
人員的案頭常常備有筆墨紙硯。「家長也非常支持子女學習書法，認為這
是有助於身心發展的業餘愛好。」鄲城縣書法家協會主席巴雲山說。巴雲山
出生於1950年，他五六歲時就常常看本家一個伯父寫毛筆字，「有時候，伯
父會鼓勵我寫上幾筆。」十幾歲時，巴雲山就承擔了方圓十幾里村子裏的寫
牆體字工作。初中畢業後，巴雲山雖然當過公社漂染廠的廠長、去周口市
工作過一段時間，他一直沒把研習書法的愛好丟下。「平時不會唱歌打
牌，陰雨天出不了門，就在家裏研習書法。」巴雲山說。
2016年起，巴雲山開始擔任鄲城縣書法家協會主席，據他介紹，
鄲城縣19個鄉鎮裏，有11個成立了縣書法家協會的分會，縣書
法家協會還有女書、毛體字、空心字、老年人篆刻等眾多
分會。「一旦有什麼書法活動，全縣各地的社團都
會積極響應。」巴雲山說。

「「案頭都放文房四寶案頭都放文房四寶
習字是業餘愛好習字是業餘愛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