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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昨晚，中国书

法最高奖兰亭奖评选传来捷报。在第七届

获奖公示名单中，上海书法界成绩列全国
第一，3位金奖获奖者中，孙慰祖和王玺两

位上海书法家占据两席，这是兰亭奖创设
以来上海书法取得的最佳成绩。此外，80后

上海书法家胡奇峰、80后上海书法理论研
究者杨勇获入选奖。

金奖得主（理论研究方向）孙慰祖，上

海中国书法院副院长、上海博物馆研究员，
是上海书法篆刻研究的代表人物。金奖得主

（创作方向）王玺，华东政法大学教师，80后
上海书法家中的佼佼者。在上一届兰亭奖评

选中王玺已脱颖而出，获得铜奖，成为上海
最年轻的兰亭奖获得者。而在本届兰亭奖评

选中，他的表现再进一层，折桂中国书法最
高荣誉。

“兰亭奖”三年评选一次，由中国文联
和中国书法家协会联合主办，能够在兰亭

奖中入选的都是全国书法家中的翘楚。尤其

是自第六届兰亭奖开始，获奖名额大幅度减
少，奖项含金量更高。本届兰亭奖仅评选出

金奖 3人，银奖 5人，铜奖 8人。
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书协秘

书长潘善助表示，本届兰亭奖上海成绩比预
想中更好，此次评选可以视为一次复苏，是

海派书法重振雄风的信号。“获奖者中包含

了两个创作方向和两个理论方向，体现了上
海书法实践和理论并进的态势；获奖者中，

孙慰祖先生年近 70?，其余三位获奖者都
是不满 40?的 80后，说明上海书法领军人

有了年龄梯队。”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主席丁申阳欣慰地

表示，这是上海书法家扬眉吐气的一天。理
想的成绩离不开多年来上海对海纳百川的

书法人才进行培育和孵化，此次评选对上海
书法家未来的创作有了大大鼓励，也激励上

海市书协的管理层更好地搭建平台。

兰亭奖揭晓
上海成绩骄人

    本报讯（记者 邵宁）深受

文博迷喜爱的上博讲坛，第二季
讲座将于 3 月 26 日本周五晚开

启。第一讲的主题是《张择端〈清

明上河图〉新考》，由上海博物馆
研究馆员单国霖主讲。

上博讲坛是上海博物馆与新

民晚报共同推出的公益性文博知

识普及讲座，也是一个汇聚文博
大家的文化传播平台。第一季共

举办十场，每场均由上博专家主
讲，“博物馆与收藏家”“云游漆器

世界”“传国玺为何‘缺一角’”
“‘四时花卉’为何独缺梅”“一件

粗瓷碗为黑石号沉船断代”“西汉
货币的发展”等精彩讲座，经过本

报的报道，以及上博公众号、新演
艺公众号的传播，在观众中迅速

赢得了口碑。每次讲座报名名额
都很快“秒光”，近 3000人次观众

走进上海博物馆，也走进人类文
明的记忆深处。

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是举世闻名的中国古代社会风俗

画巨作。它以具体丰富的情节，描
绘了北宋时期京城汴京社会生活

的各个方面，包括交通运输、商店
行业、税收制度、手工业作坊等活

动情景，以及清明扫墓、婚嫁庆

会、民间调解、药铺行医、占卜算
卦等各种风尚习俗，达到极高的

艺术成就。在 2010中国上海世博
会上，由水晶石公司创意设计的

“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成为中
国馆的“镇馆之宝”，赢得了无数

参观者的赞誉。

单国霖是上海博物馆研究馆
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

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
书画展览、研究和鉴定工作，著有

《书画史与鉴赏丛稿》《书画史与

鉴考》《张择端、仇英〈清明上河

图〉释惑解读》等论文集和专著。
他研究《清明上河图》数十年，对

这幅作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比
如，关于《清明上河图》是完卷还

是残卷，历来有两种意见，单国霖
认为是残卷。又如，关于《清明上

河图》的创作时间，学术界一直有

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创作于北宋
徽宗政和、宣和年间（1111 年-

1125年），一种认为创作于神宗、
哲宗年间（1067年-1100年）。单

国霖认为，以后者为当，论据是此
图曾经由向氏收藏，时间指向徽

宗登基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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