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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鸥翱翔彩云间，

舟帆疏点芦荡绵。

高塔撒银波粼粼，

穹顶聚金鹭翩翩。

扎根绿岛海缆护，

胸怀全网技艺先。

万里咫尺心田润，

亚欧从此无天堑。

崇明海缆登陆局

■ 崇明海缆登陆局（钢笔画） 林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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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的祝福
! 张永章

假如我是元旦的钟声

在时光隧道的驿站里

我要祝愿徐汇报的朋友们

开拓创新

迎面新春

假如我是祝福的钟声

在天地万物的神灵中

我要祝福徐汇报的朋友们

岁岁平安

健康精神

假如我是事业的钟声

在这舜曰尧天的国度里

我爱徐汇报

凝宣传之力

传诤友之声

徐汇报呀

一张报纸一片情

一篇文章一处景

感情友谊深

豪情留乾坤

徐汇报呀

传递宣传工作的正能量

昭示着宣传工作的神圣

交流宣传工作的平台

绽放着宣传工作的永恒

我梦牵魂绕的徐汇报呀

肩挑宣传的重任

谱写百姓的心声

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前阵

再奏华章迎新春

惊闻周慧珺老师 2021年 12月 27

日上午于家中逝世，即赶府上凭吊，挥泪

告别……深夜，重将二月前写的老师如

何教我学艺、做人、成长片段的回忆文章

发表，以表对恩师的深切缅怀……

一日为师，终身不忘。周慧珺老师之

于我，更可谓师恩浩荡。高悬于寒舍客厅

的一幅四尺整纸楷书《王羲之·兰亭集

序》，为周老师 63岁时的大手笔。这幅作

品，或篆隶、或魏碑、或唐楷，兼具行书笔

法，更见“书为心画”之超然，宽博自如、

寓动于静、潇洒脱俗，仿佛将我带回当年

兰亭雅集的曲水流觞之中，令人常观常

新、浮想联翩，多年来竟与我日日相伴、

朝夕相处，望处皆佳绝，品味叹无穷！

屈指数来，此件墨宝，还是周老师近

20年前相赠与我，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艺

术长辈对我这个初涉艺海学徒的真切鼓

励。记得 2002年大年初一上午，我按照

惯例，携全家登门拜年，一家三口刚进

门，周老师就像是早有准备，径直步入书

房，取来这件写好的《兰亭序》作品，一边

交到我手中，一边亲切地说道：沪林啊，

现在京剧演唱有进步，在书协年会上表

现也不错，新年来临之际，我送你这幅

字，就算是鼓励吧！

说起来，唱京剧似乎与学书法扯不

上太大关系，但是一位书法大家，却同样

热情地鼓励了我，足见周老师对此有独

到见解。其中缘由，还要从我初见周老师

时说起。1975年，我高中毕业，分配进入

上海市文化局，经“五七干校”劳动锻炼，

再进入上海中国画院工作。作为一个小

青工，有机会置身于中国书画界“半壁江

山”的单位，与众多书画名家一起开会、

学习，聆听他们的高论，实为三生有幸！

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与周老师结

下了不解之缘。当时，周老师作为专家人

才，从上海塑料研究所调入画院，成为专

业创作人员。她的一本《鲁迅诗歌行书

帖》正风靡全国，发行量达百万之多。“近

水楼台先得月”，此时，身处如此“艺术大

染缸”中的我，自然希望不辜负命运的眷

顾，暗下决心，立志在书法上刻苦学艺、

努力奋进。没有接受过“科班”教学、“师出

无名”的我，心心念念渴望能拜在周老师

门下，所以，就惶恐地与老师相约，登门求

教。这一天，我手捧经过挑选、自认为有些

“像样”的颜真卿《多宝塔碑》临摹习字，忐

忑不安地走进了周老师的创作室。老师仔

细查看了我的习作后，即微笑着说：“年轻

人爱学习，很好！就是用笔要注意。”她就

在我的习作旁开始了示范，如何入笔、用

腕、调锋，一一详细地向我交待要领。临别

时，老师还亲切地承诺：“咱们是同事，学

习上有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

认好“师门”，我的学艺从此踏上了

正轨。尽管周老师关照可以随时找她，但

我也深知她创作繁忙，不可轻易“打搅”，

于是便想方设法，主动前去帮她分担一

些杂事，由此也自然增加了亲近和接近

老师的机会。当时我最开心的就是帮周

老师跑邮局、领稿费，不断同时亮出老师

和我的工作证，几次下来，我在邮局也成

了“熟面孔”，我也一次次自豪地乐在其

中。就这样，每过大约两周，我就拿着自

己的习作，请周老师点评作业，每次我都

十分注意聆听老师的指教，更细致观察、

领会老师给我做的示范动作，尤其是老

师握笔出手时，肘腕齐力一起带动，笔画

结构更见开张，给我印象特别深刻。每次

回来后，我还做好回忆笔记，牢记老师叮

嘱的要点，不分寒暑和昼夜，勤学苦练。

看着我越写越带劲，还有些“忘乎所

以”，有一天，周老师忽然严肃地告诫我：

“沪林啊，不要整天陶醉于练字，趁你还年

轻，要多读一点书，宜注重字外修养！如果

人到中年再读书，效果就大不如前了。”原

来，德艺双馨的周老师，一向注重人品与

修养。她曾多次讲起古人成功的原由，诸

如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等，他们都诗书

满腹、多才多艺，方能一领风骚，而书法，

正是体现个人学识、个性、抱负的艺术。老

师的一番金玉良言深深启发了我，更促动

了我读书、求知的欲望。为了补上学生年

代因为动乱而荒废学业的“短板”，我熟

读、背诵了众多唐诗宋词和历代名篇。一

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当我在老师的工作

室，将《古文观止》中的《归去来兮》《桃花

源记》《岳阳楼记》《醉翁亭记》《前赤壁赋》

等名篇，逐字逐句背诵给周老师听，她的

脸上露出了认可、欣慰的笑容。

幸得周老师指点和开悟，我开始尝到

了通过学习传统文化给自身带来提升的

甜头，便一鼓作气，带薪去攻读了大学文

学专业。之后领导安排我在画院资料室这

个富有学术气息之处工作。那时，周老师

只要来上班，便喜欢与同事和朋友们到资

料室交流、叙谈，每逢此时，我都做一个

“有心人”，通过观察了解，我将大家各自

喜爱的课题资料，都一一分别整理出来，

以便他们“随到随看”。久而久之，画院资

料室便一度成为书画家们的“兰亭雅集”

所在，领导们也喜欢把会议安排到这里举

行，认为这里具有轻松、活跃的学术氛围。

我在不知不觉中，真正提升了艺术修养。

记得有一次，因创研室全体同仁的

共同愿望，画院特地安排在资料室里由

周老师向各位画师作了一次书法的专题

讲座。一清早，周老师还将家中的一些资

料带上，开始分析古人的经典所在，从理

论到实践，进行分析其缘由。由古道今，

结合自己的体会，认为艺术必须打通，触

类旁通尤为重要，只有广收博取，熔铸南

北，走碑帖结合的道路，才能求其大成；

强调应该将帖学中的“圆笔”和碑学中的

“方笔”结合起来，结字更见挺拔，结构疏

朗有致，用笔更具洒脱，也更有助于对整

体气韵的营造，产生行云流水的感觉。仅

以赵之谦为例，他在碑学通晓之后，结合

帖学又很好地走出一条行草的路，骨法

用笔，书画同源，书法更见耐看。好的书

法作品，线条都是富有生命力，线条末端

都是向上的，如同树干藤枝发芽，都展现

着勃勃生机……周老师的这一番讲解，

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颇受启发。

“兰亭”谆谆付远期（上）

! 沈沪林

得知著名书法家周慧珺先生辞

世，上海市徐汇区政协的老同志都悲

痛不已，怀念这位曾经连任两届的区

政协委员。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

辛”。周先生成名成家的历程颇为艰

难，她从小就操笔练字，在一次全市书

法篆刻作品征集活动中崭露头角，被

《新民晚报》刊用，从而叩开了书法艺

术的大门。然而命运乖蹇，她不幸患上

了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并终生伴随，

使她练习书法障碍重重。但她从不向命运屈服，勤

学苦练，遍访名家名人，遍读经典碑帖，奠定了雄

厚坚实的书法底蕴。文革期间的 1974年，上海辞

书出版社应景应需，找到她创作了《行书字帖———

鲁迅诗歌选》，出版后十数次再版，发行上百万册，

创下了新中国毛笔字帖印行的最高纪录，她也从

此声名大振，调入上海中国画院成为专职书法家。

我们走近周慧珺，得益于她是徐汇区第七、第

八两届委员会委员。1987年春

天至 1993年 3月，她多次参与

了区政协会议和相关活动。其时

在与政协书画组切磋交流中，她

一展神采，挥笔写下了“十年树

木，百年树人”八个大字的条幅，

充分反映了她克服病魔缠身，熬过动乱岁月，自强

不息，坚韧不拔，撑起上海书坛半边天的心路历

程。1989年 3月《徐汇报》创刊，经她在上海南模中

学就读时的老师、连任区政协第五至七届副秘书

长韩鸿逵的沟通联络下，周慧珺欣然为《徐汇报》

题写了报刊名。

还有件事值得一提，亦与区政协相关联。中国

传统文化学者洪丕谟，中医师，当年以医卫界身份

入选徐汇区第五届政协委员，他门第渊厚，字画功

夫了得，书风清新淡雅，字体“怪”而脱俗，时称“洪

体”，且有《古典书法理论》《中国书法史话》问世。

时任市书协主席周慧珺不拘一格，力排众议，推荐

非会员的洪丕谟直接担任市书协第五届副主席，

体现了她慧眼识才、举贤任能的品格。

周慧珺先生热心公益慈善事业，关爱贫困地

区及弱势群体，热情参与龙华古寺发起的年度辞

旧迎新书画义拍活动，捐献倾心创制的精品力作。

在寺庙照诚大法师主编的《花雨心香》诗词集中，

可以见到周先生风格独特、典雅遒劲的珍贵墨宝。

在痛悼之际，借用她一句“且向华林听晚钟”作为

告别之语吧！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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