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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书画艺术传承研究会
召开理事会议

8 月 9 日下午，安徽省书画艺

术传承研究会成立一周年之际，在

合肥召开了理事会议。省美协副

主席兼秘书长杨国新主持会议，会

长程传如做报告，名誉会长朱先发

等人与会。

程传如对研究会成立以来的

工作进行了总结。会议还商议了

吸收理事的条件，讨论吸收廖新、邵

鑫、汪昌林为理事。会议还对将开

展的安徽、山西艺术交流活动进行

了部署。

杜仲突尼斯展画作

著名油画家、安徽省美协驻会

画家杜仲日前赴突尼斯进行学术交

流，并参加中国驻突尼斯大使馆为

庆祝中突建交50周年举办的画展。

杜仲是安徽省“六个一批”拔

尖人才，这次将应邀参加 8 月 6 日

至9月8日在突尼斯首都举办的个

展和文化交流活动，展出的六十余

幅作品是其历年来的作品精选。

宰贤文收徒授艺

日前，中国陶瓷艺委会副秘书长、

著名画家宰贤文在来自宜兴的顾逸菲

的拜师帖上签名，收受其为弟子。

宰贤文师从赖少其先生，作品

继承了新安画派笔墨精髓，同时也

恢复了失传的浅绛彩瓷的神韵。

他告诉记者，招收了一批弟子，是

想让徽文化进一步弘扬。

与王宏坤先生相识在一次书法活动上，

他为人厚道，书艺高超，让人顿生敬仰之情。

年逾七十的王宏坤从小与书法结缘，一

辈子都沉浸在书艺世界里，以此为乐，怡然自

得。他1940年出生在合肥，从小在祖母影响

下喜爱上了传统文化，背诵诗文。

当我得知王宏坤是陶南华弟子时，特意

去梳理合肥的书法历史。史料浩瀚，但着实

为合肥近现代的书法成就而折服，可谓流传

有序，深受影响的是包安吴书风。

包安吴即包世臣，继承的是邓石如的衣

钵，其传艺沈用熙。沈用熙一生精研书法，八

十岁后字号石翁。至刘泽源、张子开、张琴

襄、李国松、刘启琳等为第二代。这一代书家

很是了不起。刘泽源（字访渠）是清太学生，

合肥李府（李经羲）总管，民国时被国务院段

祺瑞、龚心湛聘任为国务院高等顾问。张琴

襄曾任北洋政府国会议员，为人正直，反对曹

锟贿选总统，世人以获得其片纸只字为荣。

张子开举人出身，在合肥设塾授徒，桃李遍皖

中，妇孺皆知。

第三代则有葛介屏、陶南华、石克士、童

雪鸿等。他们重视碑学，善长隶篆。陶南华因

从事教育，书法学生不少，除了后来任中央工

艺美院教授的儿子陶如让外，还有许云瑞、许

振轩、王宏坤、葛茂森、蒯右泉、刘功俊等人。

通过梳理可以看出，近现代的合肥地区，书

法成就很高，而且书家们饱读诗书，传统文化根

基厚重，同时注重人格的锤炼。比如，王宏坤的

老师陶南华就告诫他从事书法“三不”主张，即

不图名、不图利、不间断。王宏坤牢记师训，数

十年岁月里与书法结缘，不计名利，孜孜以求。

王宏坤上合肥五中时，陶南华在教务处

工作，他的书法影响了一批学生，大家都对书

法感兴趣。1965年，走上工作岗位后，王宏

坤正式拜陶南华为师，由欧及颜，专攻楷书及

隶篆。陶南华1979年去世，这期间王宏坤总

是临池不辍，虚心求教，经过15年的学习，打

下了扎实的基础。

1981年，王宏坤心仪著名书家李百忍，

寄上自己的楷书及草书作品，希望拜师。他

以虔诚之心和深厚根基功底赢得李百忍赏

识，成为李门弟子，定期拿着作品请老师批

改。李百忍定居合肥后，他求教更勤，至今保

存的一大捆作业上，满是李百忍批语，见证了

他用功之勤和老师批改之细。

李百忍认为楷书是基础。王宏坤又在他

的指点下学习了3年楷书，随后隶书、行草。进

而上溯六朝及秦汉碑帖，《郑文公碑》用功最勤。

李百忍的书法气势磅礴，尤其是根据内

容去创作，给了王宏坤很大启发。他在书法

艺术里游历一番后，能够以心境驾驭笔墨，以

笔墨传达心性。楷书、行书、草书、隶篆都很

擅长。其楷书宽博舒展，行书俊秀恬淡，草书

跌宕多姿，篆隶雄强朴茂。他书写的榜书及

对联，更是为同道所推崇。

王宏坤谦虚、勤奋，这源于他天性平和，

拜师名家视野开阔。他把一生的精力都用在

书法上，所思所想的全是书艺之道。从1975

年以来，他的作品发表不少，也获得不少奖，

但他处之坦然，与清风明月为伴，寄情翰墨，

书写春秋。

寄情翰墨写春秋
王宏坤和他的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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