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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铁关：文化滋养下的金色年华

记者 陈友望 通讯员 蔡青蓉 斯利民

打铁关
一道历史人文新风景

打铁关，从名字上看就是一个很有历

史韵味的地方。打铁关在下城区东建国

路北段，现为区片名。此地原本是水陆交

通要道，明代官家在打铁桥堍设关卡收

税，遂以打铁桥名关称打铁关，也是杭城

艮山门外的重要官（关）卡。旧时，一般文

人仕女饯行送别至艮山门止，至亲契友送

别依依不舍，在打铁关饯行。

现今这里是一条远近闻名的历史文

化街区。高大的牌坊，威武的石狮，挺立

的十二生肖浮雕石柱，无声地诉说着久远

的历史。传说南宋时候，名将岳飞曾率军

在此扎营，打造兵器。于是，打铁关社区

在备塘河上建造了岳飞历史文化陈列馆，

以纪念这位爱国英雄。

陈列馆旁边，还有着目前国内规模最

大建在社区里的历史文化碑廊，长50米、

高4.2米。其中最长的一组碑刻为岳飞手

书诸葛亮的《前出师表》，长达 36 米。底

部为饰有青石的浮雕，浮雕展示的是 32

幅描写岳飞一生的重大事件。

快乐就好
这里活跃着众多的“文艺社团”

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这让打铁

关社区活跃着众多的“文艺分子”，他们设

立书院、学堂、剧场，组建舞蹈队、音乐队，

玩得不亦乐乎。

桑榆书院筹建于2006年，已有十多年

历史了。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会员董友知

老先生是这个书院的发起人，以大草书法

为特色，现有学员50余名，年年举办多期

书画展。2014年，董友知出版《大草书法

教程》，2015年，执教老师金日华出版作品

集《沾衣集》。

这里还有一个著名的“快乐姐妹”舞蹈

团，既高雅又专业，多次亮相下城、杭州的

重要节庆场合。这支打铁关社区舞蹈队成

立于2006年，二十多位成员及老师都来自

于本社区。老师王定英退休在家一点也不

闲暇，热衷于自编自导舞蹈，每周都固定三

个晚上教队员们学习她新编的“民族舞”，

“这些舞蹈一般都是对时下新舞的学习改

编，结合学员的实际情况，这样就比较适合

专业一点的表演了。要求其实并不高，快

乐第一。我们建有快乐姐妹群，微信上招

呼一声，队员们马上就来了。”

相比于以上两个十年老团队，打铁关

“茗莠”越剧队才成立三年，目前有队员20

人，以表演越剧艺术为主。每周组织一次

集中训练，常常为社区群众演出，深受居

民欢迎。2015年，在杭州市老龄委举办的

艺术节上，越剧队的越剧选段《老六成亲》

获老龄组二等奖。

金色年华
在文化滋养中慢慢老去

近年来，打铁关社区相继被授予“全

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全国社区服务

先进社区”“全国文化先进社区”。社区现

有常住居民 7200 人，其中 60 岁以上的老

人有1267人，占总人口的17.59%，为老服

务成为社区服务的重中之重。

社区老书记斯利民，是“全国小巷总

理之星”“全国社区服务先进个人”获得

者，也是和事佬调解机制的最早发起人，

他说，社区养老服务不应该仅停留在生理

照料和物质支持两方面，而是要通过各种

途径，让老人们活得有精神、有尊严，继续

实现自我价值。他认为，“文化养老”是一

种能体现传统文化与当代人文关怀的养

老方式，是传统的“物质养老”向更高层次

养老方式的进步和发展。

如何来实现心中的文化养老？斯利

民给社区老人一整套的“金色年华”套餐。

建立一本金色年华“需求手册”。针

对老人多样性的需求，建立一本“老年人

精准服务调查册”，一一摸清社区部分老

人的基本情况，进行精准服务。

开设金色年华“幸福学堂”，按计划开

办戏曲课、舞蹈课、书法课、剪纸课、沙画

课，编织课，让老人们走出“壁垒式”的家

门，融入社区大家庭里来。

组织金色年华“圆梦之旅”。联系共

建单位，一起组织老年人参加“走出家门

迈开腿，看看城市新变化”、“杭帮菜饮食

文化之旅”文化主题活动。

倡导金色年华“银龄服务”。结合传

统节日，充分利用现有社会组织资源，以

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开展元宵节送元

宵，腊八节送甜粥，夏季高温慰问，重阳节

老人活动等。

举办金色年华“朝花夕拾”展览。在

社区内寻找老年居民珍藏的老照片、证

书、家谱、物件，邀请老人给幼儿园小朋友

讲一讲他们的老故事，大家共同感受城市

的变化和自己的幸福生活。

中国金石学是中国特有的传统学

问，尤以宋、清两朝成就为突出，主要

体现在对金石资料的搜集整理与著录

领域，并也曾有过不少考订文字等方

面的成果，但多是个案研究。继起者

虽于“石”外增加“金”的内容，但在体

例上基本未有新突破，且学术成果多

沿袭前说，缺乏深入性、系统性。至于

作系统的研究总结特别是以艺术视野

加以深入探讨与总结，自然更无先

例。王宏理《中国金石学史》一书的出

版，填补了这一课题的学术空白。这

项成果的巨大学术价值与文化意义，

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以时代文化的高度，揭示了

金石学在现代社会的文化意义；从现

代学科角度，廓清了金石学的内涵与

外延。

王宏理先生在讨论考古学界有关

分支学科的观点及“案头考古学”（此

指金石学）与田野考古学、金石学与美

术考古学关系的基础上，以艺术为视

野，明确指出了金石学在当代仍然完

全可以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即与考

古学保持一定距离的，或说以艺术鉴

赏为主、考古为辅的）中国传统的学问

存在并须发扬光大，这为金石学在当

代的重振夯实了理论基础。

第二，对多种金石器物的起源及

流变过程中的名实关系重做全新的研

究，并对中国金石学做出实质性的艺

术探讨。

以艺术为视野，《中国金石学史》

始终贯穿着对各期各类金石的艺术特

点和历代学者的研究这两大主题。王

宏理先生通过对多种金石器物的起源

及流变过程中的名实关系重做全新的

研究，纠正了许多错误观点，澄清了历

来金石学悬而未决的诸多问题，并筑

基于现代考古新材料和对古典文献的

爬梳钩沉，不但厘清了历代金石造型、

纹饰、书体书风发展演变的脉络，为文

物考古的断代与真伪鉴别研究提供有

较高价值的参考依据，而且借此实现

了对各时期各类金石从造型、纹饰、铭

文等艺术特点及文化意义的全新的系

统阐述。

第三，基于新发现的全方位、多角

度的系统化探索，成为中国古老学问

现代研究的成功范例，具有重建学科

体系的重要价值。

王宏理先生以其出类拔萃的史

德、史识、史才和对考古文物的全面把

握，运用王国维独具特色的“二重证据

法”，自如地驾驭各类各期金石学研究

史料并加以系统化梳理研究，以自己

确切鲜明的语言来阐述金石学这门古

老而精深的理论，发前人所未发，得到

了一系列令人信服的新结论，诞生许

多新观点。

《中国金石学史》的撰述源于王宏

理先生青年时代的兴趣与愿望，正是

其集三十余载的学术积累和对考古新

发现的持续关注，几十年磨一剑，终将

中国金石学这门古老的学问研究推向

了一个新的广度、深度和时代的文化

高度。

——摘自徐文平《艺术视野金石

学研究的拓荒之著——读王宏理〈中

国金石学史〉》

为了能积极发现青年书法人才，充分展示青年书

法篆刻艺术成就，浙江省青年书法家协会在成立三十

周年之际，联合艺享互联网举办全省青年书法选拔

赛，用视觉的盛宴来共同庆祝协会成立三十周年！

壹·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

浙江省青年书法家协会

协办单位

杭州艺享互联网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品图文化艺术策划有限公司

贰·征稿要求

1、投稿范围
浙江省内18-45周岁（1972年5月后出生）的青年

书法工作者和爱好者均可自由投稿，投稿一律使用真

实姓名。

2、投稿方式
本次大赛报名时，需先关注“艺享微拍”微信公众

号，线上先上传一件参赛作品，填写报名表格，上传结

束后，根据征稿要求邮寄与线上上传作品相一致的一

件实物作品。如未上传作品，作品不予评选。

3、作品要求
【作品内容】

作品创作、临摹均可，创作的古今诗词、楹联、文、

赋等要健康向上，提倡自作诗词联赋。临摹要保持内

容的相对连贯、完整。

【作品规格】

投稿作品分为书法、篆刻两类。书法作品不超过

4尺整张宣纸，以竖幅为宜，草书、篆书请附释文；篆刻

作品6方以上，边款2方以上，均附释文，作者需自制

竖式印屏。参赛作品一律请勿装裱。不符合尺寸要

求者不予评选。

【投稿数量】

仅限于投稿一件；征稿期间不办理换稿、退稿等

事宜，同理，线上上传作品不可修改。

【费用】

此次评审一律免缴评审费，不收其他任何费用。

【填写信息】

（1）请在作品背后右下方用铅笔正楷注明以下信

息：作者真实姓名、身份证号、常用通讯地址、联系电话。

（2）为便于准确登记，及时联系作者，请认真填写

《第七届浙江省青年书法选拔赛投稿登记表》（请至艺

享互联网官网 www.1-joy.com 下载，如有疑问请致

电客服：0571-88668821），连同身份证复印件随作品

一并寄出。

叁·评审

1、本次评审初审部分由线上投票和线下评审两

部分组成，比分为3：7。线上投票者需要注册手机号，

每人每日可投10票，但对同一作品每日仅可投1票；

线下由浙江省青年书法家协会聘请专家组成本次展

览评委会，制定评审细则、评审工作流程和评委守则，

明确违规的处理办法，阳光公正评审。

2、作品严禁代笔，限于人力，所有来稿一律不退。

3、最终结果公布详见“艺享微拍”微信公众号。

肆·展览

1、7月10日起，报名成功的作品即可在“艺享微

拍”预展区中展示。

2、拟定10月底前后，获奖、入展作品将在杭州展出。

伍·出版

展览开幕式之前出版《第七届浙江青年书法选拔

赛获奖作品集》。

陆·作者待遇

1、设金奖5名，奖金每人5000元；银奖10名，奖金

每人3000元；铜奖20名，奖金每人1000元。

2、评选将产生参展作品 180 件(含获奖作品)，入

选作品200件。

3、所有获奖、参展、入选作者均颁发荣誉证书；赠

送选拔赛作品集一册。

4、非浙江省青年书法家协会会员参展可视为加

入浙江省青年书法家协会条件，入选作者可视为加入

浙江省青年书法家协会条件之一。

柒·征稿日期

本启事自公布之日起征稿，征稿持续至 8 月 17

日。截止时间以当地邮戳为准，拒收逾期投稿作品。

8月18日起选手可以线上给作品投票，投票至9月7

日截止。

捌·收稿

作品寄稿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昭庆寺里街22号杭州青少

年活动中心美术楼内——浙江省青年书法家协会秘

书处 邮编：310007

收稿人
戴春霞、罗静

联系电话
0571-85821033 13858083883、15158021912

玖·其他事项

1、所有来稿必须符合本启事之要求。

2、凡投稿者视为认同并遵守本启事之各项规定。

3、浙江省青年书法家协会保留在法律范围内的

本活动解释权。

4、参赛者承诺艺享微拍对参赛作品有展览、研

究、拍摄、录像、宣传及出版的权利。

第七届浙江青年书法选拔赛征稿启事

王宏理
《中国金石学史》的意义

王宏理
《中国金石学史》的意义

记者 郑成航

7月5日，“翰墨留香——浙江三百年学

人书法展”在杭州国画院美术馆开幕。展

览展出浙江近三百年学人作品72件，内容

涉及诗翰、尺牍、手稿等，形式涵盖册页、

手卷、立轴、楹联、横幅、扇页、圆光等。大

多数乃浙江籍学人，抑或在浙为官、流寓

浙江的外地饱学之士。

近三百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课

题。近人梁启超、钱穆曾著有《中国近三

百年学术史》，而书学泰斗沙孟海也以《近

三百年的书学》名垂书学史。而明淸以来

的浙江，学风蔚然，尤以诗文之盛，金石学

之显为我国学界重镇，一直人文荟萃，薪

火不绝。不同于今人的习惯于电脑、网

络、期刊、数据库，古人以“治学”为职志

者，大都终生俯首于一盏青灯之下，披览

黄卷，手中执一管毛笔。毛笔与书籍、学

问相生相伴，终其一生。因此，近三百年

来的学术和书法本就是相互依赖的文化

符号。

随着科学的发展，各种科目的细化，

书法家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部落”，在这

个部落活动的人群与历史上的书法家对

话，与当今的书法家对接。逐渐地，绝大

多数的人都忽略了明、清直至民国时期一

批学者的书法。

写一手好字，不仅是古代学子的晋身

之阶，入仕、治学的“敲门砖”，也是写诗作

文，流露心迹的唯一途径，艰苦治学之余

的难得乐趣。因此，学人会花上相当的功

夫去钻研书法，而他们渊博的学识、开阔

的视野，加以毕生不辍的笔墨实践，都使

笔底所呈现的诗翰手稿，具有别样的儒雅

风貌和高品位的审美意趣，相较职业书

家，或许另有一份独特的风采。

展览中，一部分为身兼学人、书画家双

重身份者，如沈寐叟、吴昌硕、马一浮等，他

们即是饱学之士，又以高超的书法水平彪

炳书史。在展览中，他们与同时代的其他

学人同时呈现，则更显得风姿绰约，与众不

同。特别是吴昌硕、沈曾植的大字对联，前

者取法《石鼓文》，雄强高古，后者取法北

碑，倔强泼辣。有一部分作者为古代知名

学者、文学家，如朱彝尊、万经、袁枚、俞樾、

王国维等，他们的书法属于典型的“学人书

法”。他们的书法以手卷、尺牍、扇面等小

字为主。与职业书家的刻意求工，极力慕

古出新不同，学人书法大都延续晋唐以来

的帖学书风，显得安详平和，文质彬彬，然

“无意于佳乃佳”。还有一部分作品，出自

近现代文人学者之手，如周作人、胡兰成

等，他们承接古代学人的风流遗绪，可以说

是学人书法的余晖。

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

时文人总体文化修养之高深。另一方面，

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人学者的书法，给

了我们验证“人如其书”、“文如其书”的最

好机会。如袁枚的诗稿，其书法轻柔婉

丽，笔致细腻空灵，与其主张“性灵”的文

风，追求生活质量的性格相契合。又如郁

达夫的诗轴，用笔豪放不羁，不加修饰，字

势欹侧，与其恃才放旷的性格如出一辙。

又如周作人写给钱稻孙的信札，笔致瘦劲

简练，看似枯淡而实际上颇可玩味，与知

堂老人平和冲淡的文风高度统一。可以

说，这场展览既是一场浙江近三百年学术

史“提名”展，也是浙江近三百年书学史的

“实景”展。

本次展览由杭州子瞻文化、北京留云草

堂主办，大部分藏品也来自于北京留云草

堂。同时，《翰墨留香——浙江三百年学人

书法集》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本次

展览为期10天，将持续至7月16日。

学者 诗人 作家 斯文与翰墨一起流淌
“翰墨留香——浙江三百年学人书法展”开幕

沈曾植五言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