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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长卷 催生书会
岁月荏苒，涵养着文化的经典；时光演

绎，见证着艺术的传承。四十年前的1982年

5月，兰亭书会正式在浙江绍兴挂牌，而促使

兰亭书会成立的推手，则是一年前的人间四

月天，即1981年4月7日至9日在兰亭举办的

兰亭书会雅集，这是一次相当难得而又相当

高端的书法艺术盛会。当时正逢改革开放之

初，不少老先生劫后复出，他们是沙孟海、田

桓、钱君匋、陆俨少、费新我、程十发、邓白、李

震坚、冯亦摩等，他们都是书坛有代表性的大

家，特别是已年届82岁的沙孟海更是当代中

国书法篆刻界的泰斗与压舱石。而刘江、朱

关田、萧平、汤兆基、陈茗屋等则是中年书法

家代表，而我当时年龄最小，由此构成了老、

中、青三代的薪火相传阵容。

在此次纪念活动中，当我们站在兰亭博

物馆陈列的一张1981年4月由沙老题字“兰

亭书会留影”的巨大全景照片前，抚今追昔，

思绪万千。照片上的这些老先生除了已年届

96岁的沈定庵还健在外，基本上都远行了，他

们为中国书法艺术的振兴崛起而筚路蓝缕、

无私奉献，他们为培养中青年书法家而呕心

沥血、尽力扶持，其高风亮节令人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记得数年前，兰亭书会的秘书长

倪七一为筹备兰亭书会的纪念活动到我家

来，说是1981年兰亭书会雅集时有一张合影，

他们找不到了。我说我有保存，随之取出。

倪见了后很是高兴。于是这张唯一的合影照

如今成为兰亭博物馆的一堵墙面而定格了一

个永恒闪光的历史瞬间。

这张兰亭书会合影照片下，陈列着一幅

“提议成立兰亭书会倡议书”签名长卷，正是

这份倡议书直接催生了兰亭书会的成立。

当时由沙孟海、田桓、钱君匋诸先生提议起

草了此份倡议书，随之老先生们纷纷用毛笔

庄重地签名，并钤上鲜红的印章。前贤手

泽，翰墨飘香，印花芬芳，氤氲着一种可贵执

着的艺术理想，传递着一种文心雕龙的笔会

精神，展示了一种培根涛魂的文化自信，使

人浮想联翩……

接笔兰亭 致敬前贤
记得当年从上海到绍兴还没有直达火

车，需从杭州转车。已年届88岁的辛亥革命

老人田桓拄着拐杖，走路也有些颤颤巍巍，尽

管有他太太搀扶着，但也七十有五的钱君匋

还是不放心，在上火车时要上去扶一把，田老

却操着湖北口音说：“不用，不用。参加这样

的书法雅集，我一开心，脚头就有劲了！”是

呵，老先生们从被禁锢的笔墨中解放，心情相

当畅朗。为此，当我们随田桓、钱君匋、朱龙

湛等先生步入兰亭，在碧波荡漾、群鹅戏水的

“鹅池”前驻足时，钱老指着古朴的“鹅池”碑

兴趣盎然地说：“此二字由王羲之父子所写。

当年羲之极喜欢白鹅，所以李太白有诗谓：

‘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但不知

这几只鹅是不是当年的羲之鹅。”田老马上接

口道：“那你今天问问这几只鹅儿。”一阵欢快

的笑声在鹅池飘荡，融入了千年兰亭和畅的

惠风。王羲之当年在兰亭修禊雅集，反映了

魏晋风度，也就是“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

而今老先生们终于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可以接笔兰亭，致敬书圣。

兰亭书会的会场是设在流觞亭内，当82

岁的沙孟海在绍兴市文化局领导许宋奎的陪

同下步入会场后，即抱拳向大家问好！老先

生们有的已十多年未见，而今再次重逢，自然

是激动不已。诚如亭内对联所言：“室有山林

乐，人同天地春。”精神矍铄、性格豪爽的沙

老，操着宁波口音的大嗓门兴致勃勃地讲：

“兰亭书会，自王羲之后的1600多年不知有否

第二次，史书上没有记载过。所以，我们这次

兰亭书会可谓是千载难逢的盛会呀！”这段言

简意赅而极富历史意识的开场白，宣告了一

个书法春天的来临，获得了大家热烈的鼓

掌。客观地看：当时中国书法家协会还未成

立，西泠印社尚未恢复，而今在书法圣地、在

诞生“天下第一行书”之处召开的兰亭书会，

却拉开了中国书坛拨乱反正的壮丽帷幕，成

为笔墨艺苑的东风第一枝。由此可见，中国

书法的复兴正是由一代大师们来扛鼎举旗

的，从而无疑在当代书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

意义。

简短的开幕式后，大家来到了流觞亭前

的曲水流觞处，沿溪而坐，再现了当年王羲之

和谢安、孙绰等41人“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

幽情”的诗意场景。不一会儿，清澈的曲水上

漂来了一只只仿晋代的双耳羽觞杯，按规定

杯停在谁的面前，就得赋诗一首，如诗一时写

不出，就自罚酒一杯，真是“诗酒趁年华”。此

时，一只羽觞杯多情地在钱君匋面前停下，才

思敏捷的钱老随即口占一首：“永和修禊集群

贤，逸少书文万世传。曲水流觞今又复，兰亭

胜会暮春天。”我正在聆听欣赏钱老韵律优美

的吟诗时，想不到一只羽觞杯却不偏不倚地

停靠在我脚边。我略一思索，即兴吟道：“幽

兰修竹柳色翠，少长咸集兰亭会。曲水流觞

承遗风，墨池春暖笔花飞。”随后，曲水流觞处

诗声如潮，此起彼伏，可谓是“足以极视听之

娱，信可乐也”。

群贤毕至 共襄盛举
碧水相拥、长廊环抱、飞檐翘角的“王右军

祠”是兰亭书会的中心笔会场所。祠内绍兴特

产的黄绿惠兰正在盛开，香气幽逸。沿长廊墙

壁下的陈列橱中，展示着上海兰亭序收藏大家

朱龙湛所收藏的三十多种不同时代的《兰亭

序》版本，从而和壁上所嵌历代《兰亭序》的摹

刻石碑交相辉映。祠前回廊中有一方池，这就

是王羲之当年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墨池”。

少长咸集、群贤毕至、笔歌墨舞的雅集笔

会开始了。首先开笔的是沙老，他颇有仪式感

地取来书圣当年的“墨池”之水调研墨汁，然后

以豪放遒劲、老辣雄健的笔触书写了“清响似

丝竹，真契齐古今”，展示了正大气象、力扛九

鼎的“沙氏书风”。本次雅集中最高寿者田老，

也拿起了饱蘸墨汁的大笔，极有气势地写下了

“禊事风流”，线条端庄持重、古朴雍容，可谓是

会通之际，人书俱老。擅长狂草的钱老，以怀

素笔法一挥而就“惠日朗虚室，清风怀古人”，

龙飞凤舞间给人“骤雨旋风声满堂”之势。以

左笔书法名世的费新我先生，以古拙持穆、篆

隶相融的笔法书写了“名山重秀，书圣千秋”的

对联。程十发先生刚满一个花甲，但依然风度

翩翩，他以“程家样”的灵动线条，创作了一幅

典雅生动的《流觞图》；一位清纯秀美的少女正

姿态婀娜地坐在曲水之边，看着一只随流而下

的流觞，充满了遐想。兆基兄、茗屋兄及我也

各自挥毫书写了作品，以共襄盛举。

圣地兰亭续雅韵，群贤毕至赋新篇。历史的

创造、艺术的弘扬、笔墨的建树，践行于砥砺奋

进、不忘初心的不懈进取之中。当年兰亭书会所

树起的旗帜，如今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飘

扬，先后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设立了兰亭研

究会，举办展览、学术交流等。作为一个小花絮，

我出示了41年前我们三人在兰亭书会兰亭碑前

的合影，其时兆基兄39岁、茗屋兄37岁、我27

岁。如今归来仍少年，我们还是追梦人。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风光明
秀、景色旖旎的浙江绍兴兰亭，是闻名遐迩的中国书法圣地。7月12日，兰
亭书会成立四十周年暨“抚今追昔”书法展在兰亭书法博物馆大厅隆重举
行。汤兆基、陈茗屋与我作为当年兰亭书会发起的倡议人应邀出席。

圣地兰亭 笔花璀璨
◆ 王琪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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