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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积淀：华亭翰墨传千载
海上歌飞，笔舞浦江之韵；云间卷展，墨腾骊藻之光。

被誉为“上海之根”“沪上之巅”“浦江之首”的松江，

是上海文明的发祥之地，曾经是上海地区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深厚的历史底蕴，瑰丽的人文风光，为这块沃土

沉淀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尤其书法，更是历史

文化瑰宝中的一颗璀璨明珠。近两千年的书法积淀，留

下了大量稀世墨宝、书法理论研究文献和很多书法遗

址，闪耀在中华书法文化的浩瀚星空。启功先生倾情赋

诗《书在松江》以赞之，诗云：“古来书艺首华亭，平复遗

笺炳日星。后劲当推董玄宰，历年三百仰先型。”

松江书法的辉煌，已有一千八百年的历史。短暂

的三国演义迅速落幕，却因为一位武将封侯华亭，无意

间揭开松江书法的精彩序幕。结束三国鼎立的西晋王

朝为了广纳全国人才，于太康九年下发“令内外群官举

清能，拔寒素”的诏书，东吴子弟陆机、陆云兄弟入仕中

原，成为江南才俊进入北方文化圈的典型代表。陆机

“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而陆云

“六岁能属文，性清正，有才理，少与兄机齐名”。兄弟

二人入洛以后，被当时的文坛领袖张华誉为“太康之

英”。陆机、陆云并擅书名，《书法精论》有“吴则皇象、

贺劭、陆机、陆云齐驱并驾，各有擅长”的记载。米芾

《秘阁续帖题跋》也记载“陆云、谢安辈，法若篆籀，体若

飞动”。陆机的《平复帖》足以彪炳千秋，董其昌对其予

以高度评价：“右军以前，元常以后，唯存此数行，为希

代宝。”启功《论书诗其二》写到：“翠墨黟然发古光，金

题锦帙照琳琅。十年校遍流沙简，平复无惭署墨皇。”

把《平复帖》推崇到“墨皇”“祖帖”的地位。据考证，《平

复帖》比王羲之的《兰亭序》还早五十年以上，是现存最

早的名家法帖，现藏故宫博物院，为一级国宝。西晋至

唐宋时期，松江擅书者还有张翰、陆玩、顾野王、陆贽、

卫泾等，其间也有苏轼、米芾等书家曾游踪松江，留下

墨迹。

而松江书法的再次兴盛，自元代开始。元朝松江经

济发达，加上水陆交通便捷，大量商贾、文人汇集居留于

此。赵孟頫因族兄在松江出家，妻子又是小蒸人，所以

来松江的机会和时间都非常多。许多拒不入仕或不得

志的文人画家，也纷纷从各地来松江隐居躲避祸乱，或

寄情于书画、戏曲，或寄兴于诗词歌赋，直接或间接导致

了松江文化的兴盛。其中不仅有黄公望、吴镇、倪雲林、

王蒙四大画家而且还有“三高士”杨维桢、陆居仁、钱惟

善。外来书画家的汇集，直接促进了松江书法的发展，

为明代松江出现书法的极盛局面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带

动并开启了明初松江书法的新局面。陶宗仪隐居于松

江府城东北的泗水之滨，开馆授业之余，不但身亲农事，

更利用大量时间留意搜集和考证历代典章制度和文化

学术，并留下一部书法典籍《书史会要》。

明代是松江书法的鼎盛时期，成祖迁都燕京，复举

文事，“因书取仕”制度施行，吴郡三宋、松江二沈相继

走上朝堂，声名鹊起。松江沈度最受明成祖宠爱，重要

公文都命其书写，其书称“台阁体”，流行一时。明代中

期松江出现重要书家张弼、陆深，张弼被当时人称为

“张旭复生”，慕名前来购求者络绎不绝；而陆深则被认

为：“两晋风格，宛然悬存，足传不朽。”明代嘉靖以后，

松江的经济、文化均达到了历史的极盛时期。经过数

代人的积累铺垫，以董其昌为首的松江书画家终于强

势崛起，登顶时代高峰，形成公认的地域书派“松江

派”，光芒一度超越于吴门书派之上。董其昌与老师莫

如忠，师兄莫是龙，朋友陈继儒，都是当时的书画名家，

他们成为四个梁柱，撑起了“松江书派”这座高楼大

厦。董其昌窥透吴门书法流弊，以极为鲜明的个性和

笔墨技巧，登上了中国传统帖派的巅峰，成为影响明末

清初二百年的一代大家。

清朝统治者对汉文化非常认可和喜爱，对诗词、书

画等艺术形式表现出极大兴趣，并且亲身实践。以书法

著称的沈荃、高士奇、查昇、陈邦彦等人都曾先后入选南

书房，担任皇帝秘书。沈荃曾任康熙皇帝的老师，在沈

荃的影响下，康熙皇帝最喜爱和推崇董其昌书法，上行

下效，书法依傍董其昌者，不仅在科举考试时被录取的

机会较大，在仕途上的际遇也比他人更为顺畅，导致清

朝前期的书风基本上笼罩在董其昌书风的之下。沈荃、

孙岳颁和乾隆时期的张照，三个人以董华亭书法为主

脉，相互接力，以帖学为宗，以赵、董为法，遵循董其昌的

“使墨须润”的笔墨理想，成为时代书坛的旗帜，历时近

百年，将赵、董书法秀妍与雅致的特点表现得淋漓酣

畅。此后，张照从孙张祥河以书画知名于时。清朝中期

阮元和包世臣尊碑抑帖理论的兴起后，碑体书法成为创

作的主流，风靡全国，松江书家书风亦随之改变。随着

上海港地位的日益重要，松江府的经济重心逐渐向黄浦

江中下游转移，特别是新开埠的上海，俨然已成为经济

中心。清末民初，松江作为府城所在地，文化仍然堪称

重镇，书法家杨葆光、郭友松、张定、杨了公均为海上知

名的书法家。藏书家封文权亦擅书法，其书稳健古拙，

为时人称赏。民国时期松江知名书家还有张琢成、费龙

丁、王绍文等。张大千、陆维钊也曾寓居松江，与现代云

间白蕉、程十发等，延续着松江书法的辉煌。

文化的血脉在于繁衍传承。当代松江书法人紧追

前贤遗踵，重铸历史的辉煌。从绽放在城乡、社区和学

校的一枝枝生花的妙笔上，人们再一次看到这座书法

古城墨韵流芳，至今薪火遍布，处处展示出书法的无限

风光。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的松江书法家协会，继往

开来，艺海远航。进入 21世纪，松江区委区政府将书

法作为提升松江城市文化品位的有力抓手，从组织上、

经费上、硬件设施上，都给予充分的保障，使松江书法

迅速从文化百花园中茁壮成长起来。通过大量深入民

间、深接地气的群众书法活动，广交朋友、开拓视野的

书法交流活动，品位高端、内涵丰富的品牌展览活动，

提升了松江书法的整体实力。经过中国书法家协会专

家的严格评审，2012年11月19日，松江区荣获了“中国

书法城”称号。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松江书法已经上了

一个新台阶，书法创建工作在新时期仍在不断推进，精

彩纷呈，成绩斐然。

二、传承：墨涌笔耕四十年
一个书法群体的出现，绝不可能是凭空高耸的空

中楼阁。松江当代书法的发展繁荣，必然要依托一片

深厚的书法文化土壤，一是离不开一个时代的整体文

化氛围，二是离不开一代书法前辈的培育和引领。课

徒授业、衣钵相传历来为松江书法传承的主要途径，

这个传统要上溯到元代。元明时，外来的赵孟頫、杨

维桢等书家和本土书家际会于松江，直接造就了明初

松江书家的名世，而这些书家的出现，为明中后期以

董其昌、莫如忠、莫是龙、陈继儒等人为首的“松江书

派”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个势头进入清朝、

民国时期力度不减，像接力棒一样，一直传承。新中

国成立以来，松江书法依旧以家族传承和师徒传授绵

延着文脉艺道。当代松江的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不

仅接过“松江书派”的衣钵，成立了书法家协会，团结

组织全区书法人在书法领域勤奋耕耘；而且勇于开

拓，在承古创新的道路上，饱蘸浓墨，书写不愧于历

史、不愧于时代、不愧于未来的神来之笔，书写盛世的

繁荣和瑰丽。

（一）以加强组织建设为基础，壮大书法队伍

四十年前的 1984年 6月，29位松江书法人欢聚一

堂，宣布松江县书法家协会正式成立，成为上海市首家

区县书协。这 29位书家，以一腔醉心翰墨、潜心修炼

的热忱，以赓续本土文脉、不愧祖辈先贤的历史使命感

和责任感，主动扛起振兴书法文化这面大旗，为松江书

法的发展修桥铺路，传道授业，无私奉献，勠力推动松

江书法大步前进。松江书协历时四十载，刘兆麟、何

磊、盛庆庆、彭烨峰四任（共十三届）主席，都是众望所

归的实力派书家，不仅书艺超群，而且品德兼优，把松

江当代书法的星星之火越烧越旺，成为松江文化的一

张名片。

1989年4月，松江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松江

县书法协会归属县文联，成为其分会，后改称松江区书

法家协会，松江的书法活动开始步入健康发展之路。

2010 年 6 月，松江区青年书法家协会成立。2016 年 6
月，松江区硬笔书法协会成立。这两个协会的成立，弥

补了书协组织的不足，扩大了书法爱好者的辐射面，在

活动上、普及上、宣传上使松江书法文化建设更加完

善。还成立了以篆刻作者为主要成员的“华亭雅风印

社”，填补了松江篆刻艺术研究、创作和人才培养的空

白。“华亭雅集”自2013年4月开始，连续在九亭书法特

色社区开展活动十余年，涌现大批书法人才。王尚德故

居挂牌“松江区书法家协会创作基地”，车墩镇挂牌“松

江区书法家协会车墩创作基地”。筹备在“祖帖故里”小

昆山成立松江区首家街镇书法分会，将部分活动和职能

下沉到基层。

为了进一步增强书法家协会的活力，便于开展基层

活动，十二届书协班子成立了专业委员会，分别为：草书

专业委员会、行书专业委员会、楷书专业委员会、学术专

业委员会、教育专业委员会、篆隶专业委员会，分别由书

协副主席徐秋林、顾俊峰、张斌、宋远平、方存双、马骏担

任专业委员会主任，第十三届又增设篆刻委员会，明确

各专委会工作职能，协会工作合中有分，分中有合，形成

了整体联动，遍地开花的局面。

（二）以普及书法文化为抓手，提升会员水平

通过请进来、走出去，以点带面促普及，以面聚点

修专业，提升全区会员的整体水平。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松江工人文化宫工作的袁继先，多次邀请

海上名家来松江举办书法讲座和书法培训班，松江书

协成立时的许多书法骨干，都聆听过专家们的讲座，

并因此而走上书法创作之路。松江书协成立后，历届

主席更是积极组织会员开展创作、交流、展览、观摩、

教育等活动。海上书法名家翁闿运、胡问遂、任政、韩

天衡、张森、周慧珺等，国内书法名家刘洪彪、王冬龄、

聂成文、张锡庚、沃兴华、丁申阳、潘善助、沈培方等先

后来松授课、讲学，点评作品，推动了松江书法艺术的

发展。

一是借助“文化松江”讲坛的平台，开设了“书法松

江”系列讲座。市书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郭舒权，中国书

协副主席潘善助（当时任市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上海

书画出版社资深编审沈培方，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委员、

前《书法》杂志主编胡传海，中国书协理事、原浙江省书协

主席鲍贤伦，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书法硕士生“金石

学·经典碑帖导读”导师俞丰，中国书协副主席刘洪彪，上

海市书协副主席、篆隶委员会主任宣家鑫，松江文化名人

沈敖大、王正等，分别主讲了《“松江书法现象”的分析与

研究》《松江馆藏书法珍品鉴赏》《松江历代书法前贤的艺

术特色及其影响》《经典碑帖是研究书法的标准件》《书法

教育的时代责任》《腔调——漫谈书里书外》《我说大块文

章》《翰逸神飞——品读碑帖的乐趣》《篆隶的临摹与创

作》《对于当下草书创作的一点思考》《松江历代书法文献

选介》《董其昌与云间书派》等专题讲座，前来听讲座的人

员有书协会员、学校师生、普通市民等。

二是建立完善了基层书法培训机制。加强了社区

书法培训网络的建设，全区15个街镇园区文化活动中

心（文体所）设置了书法班，40余个村、居委会成立了书

法沙龙，基层书法活动广覆盖，参与人数 6000 余人。

加强了松江书法特色学校的建设，实现了全区中小学

校书法课程进校园全覆盖。目前全区有 20余所学校

已被授予市级书法教育实验学校称号，有近1300个班

级开设书法课。引进 30余位书法人才担任中小学书

法老师，均为书法专业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书协会

员经常走进书法实验学校，和学校书法教师进行书艺

交流，为学生进行书法示范，指导学生进行书法创作，

为营造学校浓郁的书法氛围献计献策。通过举办各种

书法讲座、培训来普及、提升全区书法文化，建立多层

级的书法文化梯队。

三是加强横向交流联谊活动，开拓会员视野，扩

大松江书法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主要有：松江·常州、

松江·绍兴、松江·长沙、松江·常熟、松江·彰化、松江·

桐庐、松江·永州、松江·抚州、松江·渭南书法交流活

动、朱舜水书信展和书法研讨活动。与成都杜甫标草

堂联合举办了谢季筠、周明安杜甫诗意书画展。6次

承办了上海五区（原四区一县）元宵书画笔会。举办

了“松江·大连十二人书法学术交流展”，展出两地书

家作品 36 件，并举行两地书法创作交流座谈会。参

加了与林县红旗渠“二地携手共书爱的篇章”书法交

流活动、都江堰“益行中国慈善助学”公益活动、“绘百

年杨浦情，圆美丽中国梦”上海市第二十五届四区一

县元宵书画笔会活动。联合主办了秋水云间——浦

东松江书法交流展，组织会员赴河南安阳、郑州，江苏

徐州，湖南长沙、岳阳、韶山、安徽徽州、泾县、绩溪、亳

州、浙江绍兴兰亭等地进行采风学习，组织会员到上

海图书馆参观“翰墨云间·中国梦”暨松江书协成立三

十周年书法作品汇报展，并参观了韩天衡美术馆。组

织会员参观了三高士墓和二陆草堂。顾问盛庆庆（当

时任主席）随上海市文化交流团赴美国洛杉矶参加第

33届欢乐春节活动，现场展示书法作品并为华人朋友

书赠春联。通过外出与请进的方式，与区外书法协

会、团体建立了广泛的交流联络机制，开拓了会员眼

界，增进了友谊。

（三）以服务广大市民为目标，掀起书法热潮

松江书协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把握时代脉

搏、聆听时代声音，在正本清源中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

新中展现新作为。近年来，始终聚焦“人文松江”建

设，以打造“上海文化”的松江品牌，率领全区书法工

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为百姓送文化，到基层种文化，打通“最后一公

里”，全力助推人民向往的“科创、人文、生态”现代化

新松江建设。

一是积极开展市民便于参与的活动。主办了学

习贯彻十九大·改革开放再出发——松江区纪念改革

开放 40 周年书画展、“翰墨颂辉煌 挥毫写华章”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松江区首届书法篆

刻作品展、“践行二十大·翰墨耀云间”——松江区第

二届书法篆刻作品展、“翰墨云间·中国梦”暨松江书

协成立三十周年书法作品汇报展、松江首届“走进经

典”书法临摹展、“翰墨耀松江”2012书法作品展、纪念

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周年书法展等。

二是发动各部门、基层单位积极开展书法活动。

主要有：区残联书法展、方塔公园建园 30周年书法笔

会、松江环卫所庆祝建所 60周年书法展、各街镇主题

书法展等。区图书馆组织发动全区 15个街镇开展中

国书法知识竞赛活动等，参加人数近千人。

三是立足于书法服务，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开

展了“书法进万家”系列活动，组织会员开展书法“六进”，

即书法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进军营、进机关、进农村，

全区会员每年到各街道、小区、公园、文化和商业广场等

义务为居民送春联、送“福”字20000余幅，并赴书法公园、

上海武警总队、实验小学、上外松外等学校举行书法笔

会，赠送书法作品及书法作品集1000余幅（本）。配合松

江区文明办举办家风家训进农户活动，全区会员共创作

800幅家风家训内容的书法作品，装裱后送给松江区泖港

镇黄桥村村民和新浜镇黄家埭村村民，助推精神文明建

设。书协会员为松江公园、会馆等书写书法作品1000余

件。刘兆麟、袁继先、高允浩、王英鹏被松江区百姓义工

公益发展中心聘为长期顾问。书协盛庆庆、彭烨峰、徐秋

林、顾俊峰、张斌、宋远平、方存双、马骏等捐献书法作品

参加慈善拍卖，拍得善款全部捐献给上海和松江慈善机

构和有关人员，据不完全统计，松江书协为慈善活动捐献

价值超100万元的书法作品。理事会成员积极参加各种

义务书法讲座，大力推动书法普及。顾俊峰以“同心书画

院”为平台，组织承办了十余次区政协、区各界人士、长三

角G60科创走廊九城书画联谊联和笔会。青年书协也利

用会员自身优势，在书法教育培训、书法普及方面做了大

量工作。松江书协九次获得中国书协团体会员“万福迎

春”公益活动“先进集体”、九次获得上海市书协“先进集

体”荣誉。

四是为基层和院校提供书法讲座服务。受松江区

政协微讲堂邀请，区书协副主席顾俊峰于二陆山房文化

艺术专修学校开讲《中国书法演变及经典作品赏析》，盛

庆庆在上海文联“行走云间广富林，寻根千年艺松江”体

验活动上作导赏讲解，介绍松江书法历史与现状及广富

林遗址公园内的匾额楹联书法。王英鹏在松江一中为

来访的德国高中生上篆刻体验课，讲解篆刻艺术的魅

力。彭烨峰应邀到松江区教育学院作《楷书的临摹与创

作》讲座。方存双参加中国书协2019年首期新闻宣传

工作研讨班学习，应邀到上海政法学院作《展览视野下

的中国当代书法》讲座。王玺应邀到周慧珺书法艺术研

究院作《法外求法——清代碑派行书》专题讲座。宋远

平多次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东华大学、立信会计学院、

钟书书店、幸福里等院校和社区开展公益书法讲座等。

宋远平、谢贵民、卢俊山、任行志、杨爽、蔡坚植分别在松

江区六所中小学作了“《松江书法史》公益大讲堂”讲座，

为推进松江区书法基础教育、进一步加强书香校园建

设、提高中小学师生书法文化素养、传承和弘扬松江优

秀传统书法文化，贡献了一份力量。

杨爽，女，华东师范大学美术

学书法专业硕士毕业，中共党员，

现为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讲师。担

任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理事、上海

市青年书法家协会会员、松江区书

法家协会理事、松江区青年书法家

协会副主席、上海外国语大学通识

教育中心特聘教师、上海工程技术

大学教师素质提升班书法教师。

作品曾入展上海市“包容·责

任”青年书法篆刻展、九州产业大

学艺术学院国际交流20周年纪念

——日·中·韩教师作品展、松江

区首届书法篆刻作品展，获第六

届上海教师书法·板书·钢笔字·

中国画大赛书法高校青年组一等

奖、“墨舞云间”松江区首届草书

展获优秀奖。编著《历代经典碑帖张迁碑》（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参与

编写对外行书教材《The Beginner’s Guide to Chinese Calligraphy》。

书法作品发表在《书法报》《中国研究生》等杂志，还被华东师范大学博

物馆、九州产业大学艺术学院永久收藏。

云间书家

翰墨承祖帖 书法耀云间
——松江书协成立四十周年综述（上）

□宋远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