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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法界一提到周慧

珺先生，大抵没有几个人
不晓得的。她以独特的

“周体”书风饮誉书坛数
十年，海内购藏者甚众。

所书字帖就刊行数量之
巨论，近世以来无有出其

右者。她的书法具有极高

辨识度的面目特征，令人
一望便知。

数年前，“周慧珺从
艺六十周年大展”的举

办，让世人更加全面系统
地领略了不同时期周氏

书法的风采，一时引起了
不小的轰动。这“轰动”在

先生来说，实无心求之。
誉之者向来不乏其人，理

之常然；毁之者于先生来
说，已是闻之则喜。得失

在心，先生拿捏得死死
的，这是一种胸怀、一种

心态、一种智慧。先生言
语不多，甚或多有讷而不

言之时，但那种谦和淡
定、从容泰然的长者之

风，凡与其过从者都是易

知的。如若进一步亲近熟知先生，当会对这样一位

不善言谈的当代书法名宿的内心世界与艺术见解
《周慧珺谈艺文综》报以钦服之叹。

以逻辑思辨能力、文字严密整合为基础的系统
性理论研究，无疑是当今书法发展不可或缺的一

环。不过，回归书法本身或许才是书法发展真正有
效的手段,一切见解与修为，终究还是要以实际的呈

现为切要。口吐莲花、著作等身的书法理论家，不一
定是一位优秀的书法实践者；而一位成就斐然的书

法家，定然是有着坚定艺术观念与艺术持守的。虽

然对于理论的阐发或非是长篇大论、广引博征，但
那种从实践体验而来的自得之言实具邃密之功，最

为切实。周慧珺先生并非书法理论家，但基于实践
由衷而发的文字与言论，却有着非凡的知见厚度。

这些文字与言论，或以文章形式发表于报刊，或以
教程方式形诸图书，或以讲座访谈之机阐发所得，

或以评介他人书法之时透露见地，形式多样，不一
而足。这些文字与言论对于走进周先生的书法世

界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周慧珺谈艺文综》便是

将能体现周先生学书思想的不同形式的散论，分
门别类编辑而成的一本有价值的图书。

书中收录的《学书琐语》发表于 1981年 7月

《书法研究》第六辑中，文中从实际出发，将书法的
一般常识性问题做了简明晓畅入情入理的表述，

尤其对“中锋”“侧锋”“偏锋”三者的比较说明，见
地透脱，尤为高识。将“侧锋”用笔归为“属于那个

‘不常’的情况”的“中锋”之列，读来使人豁然开
朗。在论及“侧锋”“偏锋”之别时，先生说“前者是

用力贯于锋端，后者是用力滞留笔根”，以理性的
语言将实践过程中的刹那感知一语道破，令人拍

案叫绝。没有切实的功夫，绝难说出这样的见解。
周先生始终坚持用笔为书法的核心，而这核心的

根本就是中锋用笔。数十年她都是在践行这样的
书法观，言参行证，达至她今天的书法高度。在书

中提到的不同的谈艺场合，我们不难发现这一观

念的秉承。至于如何临摹、如何汲取古今名碑名帖
的营养、如何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与创作面目，皆

有所论及，读来定当有所益助。
一位有历史责任感的书法家，定然有着更为

广阔的视野与局气。周先生执掌上海书坛期间为
海派书法的发展倾心竭力，为追踪海派先贤大师

的脚步，立足自我，思谋海派新一代书坛力量的发
展，举办展览、出版图书、召开研讨等一系列举措，

为海派书法的振兴不遗余力。本书中收录了一系
列先生的讲话稿、展览序言、访谈录等，从中可以

窥探先生的高风与卓识。
不务虚谈，向实处行，言之有物，考之即彰，这

是令人信服的谈
艺所应当具有的

底色。《周慧珺谈
艺文综》本身所

蕴含的朴质自然
的文字特性，大

抵是能够让读者
心生欢喜而有所

收获的。

    “夜光杯”，是上海符号，是上海百态；

“夜光杯”里，有上海味道，有上海气韵。“爱
夜光杯，就是爱上海。”一句话，道出了“夜光

杯”的“上海基因”。以此为名，精选美文成
书，此为第四年、第四本。

2020 年是特别的
一年，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影响、改变着我们
的生活。疫情中人们复

杂的心绪、自律坚韧、
守望相助，逆行者的勇

敢担当，智识者的发声
鼓劲……每个人都是

平凡人，每个人都是英

雄。夜光杯对读者的长情告白，即是以真实

笔墨记录，陪伴；以真挚关切传递温暖与希
望。心意相通的读者，也许已经从本书的编

排中感受到这份心意。
我们延续此前的模式，以 74篇文章对

应“夜光杯”74岁，推出这本《爱夜光杯 爱
上海 · 2020》。本书的时间跨度从 2019年 11

月至 2021年 4月，入选文章均为在夜光杯

微信公众号上点击率颇高、广受欢迎的文
章，其中不少是阅读量“100000+”的佳作。书

中文章通俗却不粗俗，轻松却不轻飘，深沉
却不深奥，尖锐却不尖刻，传递着真诚、美

好、温润与善意。这是“夜光杯”坚守的定位、
文风与态度，字里行间，也无不折射出上海

这座城市所特有

的腔调、气韵与
精神。我们也希

望，藉由“夜光
杯”，为这座城市

的软实力润色、
添彩。

要感谢读者

对我们一直以来
的相伴与支持；

要感谢不断扩容
升级的“夜光杯朋友圈”，给我们提供了如许

有温度、有情怀、有思考、有深度的好文字。读
者、作者、编者，我们在一起，用笔、用情，悦读、

悦心、悦人。
“点燃万家灯火，飞去百姓堂下。”夜光

杯，踏着青春步伐，与你一起，在融媒体发展
的道路上，常办常新。

纸短情长。祝你安好！我们字里再相逢！

（本文为 《爱夜光杯 爱上海·2020》后
记，文汇出版社，2021年 10月）

    整整七年时间，崔铭终于完成了《王安

石传》，幸而没有错过这位古人的千年诞
辰。全书上下两册，52万余字，与其他描写

王安石的著作相比，既非妙笔生花，亦非新
奇有趣，而是力求客观详实，“无一事无来

历”。也许，对于王安石这个充满着争议的
人物，除去脂粉与烟尘，恰恰是合适的。

作为同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崔铭延
续她与王水照先生合著《苏轼传》《欧阳修

传》的写作手法，把自己古典文学的功底融
入到传记当中，全书前前后后引用诗文几百

处。这些诗文是王安石一生的写照，有得意
时，也有失意时，有年少青葱时，也有暮霭沉

沉时，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书中的王安
石是鲜活的，除了变法，他作为中国传统文

人的样貌，更令人印象深刻。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王安石”多是从课
本里的“唐宋八大家”开始了解的。唐宋八大

家全称是“唐宋古文八大家”，这一称号源自
明朝朱佑编选的《六先生文集》（韩、柳、欧、

曾、王、三苏）。谋求行文之变革，正是王安石
终身的文学追求。他认为，文学的本质在于

服务现实政治，在于教化天下；文章应以内
容为主，形式为辅，形式服务于内容，不能把

追求文采和形式之美当作文章的终极目的。
但他并不排斥文采，只是说实用与美观，应

该有个先和后的区别。
王安石对于文学的理解，对于人生的理

解，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在不断变化。

“风助乱云阴更密，水

争高岸气尤雄。平时沟洫
今多废，下户京囷(粮仓)久已空。肉食自嗟

何所报，古人忧国愿年丰。”这段诗文来自
王安石的《苦雨》，当时他 27岁，任鄞县（现

浙江宁波）县令。为了兴修水利，让百姓免
受旱灾之苦，他跑遍全县 14 个乡，登山看

采石工人，乘舟船考察地形，亲临工地检查
进展。正当全县上下齐心修河道时，老天爷

来考验他们了。开工没多久便下起了大雨，
好不容易等到雨停，积水还未清理干净，一

场瓢泼大雨又下来了。一次又一次，徒劳无

功。
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王安石带上祭

品，与官员、老百姓一起，诚心恳求上苍关
照。《苦雨》抒发的正是王安石当时心中的愁

苦，但也充溢着心怀天下、心怀百姓的儒家
情怀。这一浩大工程最终得以完成，自此鄞

县多年风调雨顺，百姓称颂，到现在县志中
还能看到记载，被称为“荆公塘”。如果君子

都不作为，天下苍生谁来管呢？王安石不认同
释道的“自修无为”，直到晚年遭受丧子之痛，

结束执政生涯时转变才悄悄发生。

离开纷扰的京都，归途中王安石最先拜

见的，是金山龙华院的宝觉禅师。十年前进
京赴任时，亦是此地此人，老友相见、对床夜

语，写下佳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
照我还？”十年奔波，历经沧桑，王安石找到

内心宁静之道。
放下一切后，“拗相公”变得可爱起来。

“平日乘一驴，从数僮仆游诸山寺”，一个骑

着驴儿的老者，四处闲逛，跟别人拉拉家常。
如此一来，与山下村里一个姓张的老人渐渐

熟识，每次经过他家门口，王安石都会亲切
地招呼一声：“张公。”老人则高兴地回应一

声：“相公。”一天，王安石忽然哈哈大笑道：
“我做宰相这么久，只和你一字不相同呀！”

甚至有一次午睡，王安石梦见了三十年
前爱慕过的一位女子，梦中作长短句相赠。

醒来后只记得后半阕：“隔岸桃花红未半，枝
头已有蜂儿乱。惆怅武陵人不管，清梦断，亭

亭伫立春宵短”。作为诗人，王安石抒写男女
相思怨别之情的作品极为罕见，可以想见他

此时身心的闲适与松弛。
青年儒家平天下，晚年释道乐逍遥，人

生很短，心总要有个归宿。

《党的光辉照我心》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这本书用集邮文
献的形式说党史，体现“永远

跟党走” 群众性主题宣传教
育活动的主题。

本文献汇集全国 31个省、市、自治区

100位集邮者书写的， 在党的哺育下茁壮
成长、快乐集邮的 100篇文章，倾注了集邮

者对党的感恩之情、对集邮的热爱执着。

本文献被中共一大纪念馆、 上海图书
馆、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中国集邮家博物

馆、上海邮政博物馆等馆藏，体现了一定的

社会意义。 (中国邮史出版社）

“神奇点心店”系列

“神奇点心店” 系列
（1-4册）由日本知名儿童

文学作家广岛玲子创作，

在日本累计销量已超过

350万册。 该系列以一家
神奇的点心店———“钱天堂”为舞台，讲述

了许多孩子在此购买魔法点心， 解决自己
烦恼的故事。

“神奇点心店”系列的故事风格奇幻，情
节曲折，主题聚焦小学生生活中的诸多问题，

描绘出孩子的“梦想”和“烦恼”，在温暖中抚慰
孩子的不安，助力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教他们把握生命中的珍贵机遇，做出

正确的人生选择。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毕淑敏小说《女心理师》同名影视剧热

播，反映了亲子关系、产后抑郁、讨好型人格、

职场骚扰等来自社会和家庭的一些问题。拥
有医生、作家、心理咨询师三重身份的毕淑敏

总能用文字温暖和治愈人心。她的《毕淑敏的
心灵治愈书》和《女心理师》一样，都是生于现

实，长于现实，最终回归现实。
《毕淑敏的心灵治愈书》包括《幸福课》

《心灵课》《成长课》三本书，深挖人生的真相。

作者在充分遵守心理医生职业准则和保证患
者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创作，案例中有抑郁症

患者、不被家庭接受的“异类”、无法感知幸福
的年轻人等，阅读他们的故事，也是在审视我

们自己的心灵。
心理咨询师和心灵类读物有一个共同功

能，就是帮助人们走出内心的困境，回归正常生

活。《毕淑敏的心灵治愈书》是一套用得上的
书，从理论到实践给予读者切合实际的指导。

《幸福课》拥有系统的心理学色彩，也不

乏文学的共情性和感染力。作者从心理学、医
学、人文科学的角度，通过案例，详细讲解如

何破解自卑、抑郁、焦虑、恐惧等精神创伤，带
领读者思考和探索和谐、平衡心灵的艺术。
《心灵课》是毕淑敏工作手记合集。她以

讲故事的方式为读者分析 30多个贴近生活

的心理咨询案例，为困境中的人破解生活中
的忧虑和心理上的困扰，教人学会和自我、他

人、世界好好相处。
《成长课》从理论过渡到实践，为读者提

供了七个可以亲身实践的心理游戏。比如“生
命中最重要的五样东西”“生命中影响你至深

的人”“我究竟是谁”“写下支持你的人”“我心

目中的父母形象”……做完这些游戏，读者对
自我和外界的认知都会有所改变。

三本书分别从理论指导、案例分析、亲身

实践的角度为读者提供获得幸福的方式。每

本书都有 16幅极具特点的“小林漫画”。书中
涉及恋爱、婚姻、考试以及琐碎的生活点滴，

能以温情的文字给读者激励，也能以扎心的
话语给读者“来点刺激”，直击心灵。“没有任

何一种性格，能避免得罪人”“我们终此一生，
也不过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

己”……哲理性插图配上毕淑敏的治愈性文

字，让探讨的话题以更加轻松幽默的方式呈
现出来。
《毕淑敏的心灵课》总体上可分为“个人

的心结”“对情感的解读”“掩盖痛楚”和“释放
心灵”四个部分，关于心理健康的很多问题都

能在此找到答案。

坚
定
持
守，

高
风
卓
识

—
——
评
《周
慧
珺
谈
艺
文
综
》

◆

张
恒
烟

《爱夜光杯 爱上海·2020》

用笔、用情，悦读、悦心、悦人
◆ 编 者

我们为什么重读王安石？

中国传统文人的儒释道，一千年以后

◆ 沈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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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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