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陈振濂在日本和韩国

书法界的超高人气而言，请

他来写日文、韩文的“欢迎”，

是再好不过了。

就在前些日，陈振濂还

刚刚以“杭州城市如何国际

化”为题作了一场报告。在

报告里，他谈到杭州城市国

际化的几个重要指标，以及

杭州城市的定位问题。他

说，人文景观、历史文化和互

联网，是杭州在全球中具有

先发优势的，接下来我们应

该思考的是，在城市国际化

的 过 程 中 ，政 府 可 以 做 什

么？老百姓又可以做什么？

陈振濂总是想得深远。

所以，这个看似与书法“无

关”的报告，在他的思考中就

与书法多了一层关系。拿眼

前这一次书写而言，两种文

字的“欢迎”，陈振濂所推及

的也是更多更深的层面。

“日文和韩文都是汉字

文化圈衍生出来的，这两种

语言对我而言还是比较有亲

和力的。但有一个旧话需要

重提——如何用书法方式来

表达非汉字文字？对于书法

家而言，无疑是一种探索和

挑战。不止是英、法、俄等外

文，亚洲文化圈的文字如西

夏文、契丹文、韩文这些，要

用书法方式来表达，也都是

需要思考的。”

日文的“欢迎”与中文的

繁体欢迎写法基本一致，作

为书法家自然驾轻就熟，因

此这次书写更有探索意义的

在于韩文。“韩国有书法的传

统，古籍都是汉诗文，书法作

品基本都用汉字书成，有一

部分韩国书法家一直在动脑

筋，希望用韩文来写书法。”

陈振濂在这次书写过程

里深刻体会到这些韩国书法

家所面对的困惑——如何使

中国笔墨和韩文架构水乳交

融？对书法家而言，在书写

中，与汉字相比，韩文因为符

号过于固定，表现力很弱，不

懂韩文的人如果轻率书写，也

会让行家笑话，所以这其实是

一个课题。此外，中国的巴

思八文、满文、藏文其实都遇

到了毛笔书写的难题，用这

些文字书写的作品能否进入

书法展？能否实现艺术化的

表达？这都需要继续思考。

眼前陈振濂的这两件作

品，都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的

佳作。在结束这两件“欢迎”

的书写时，他想到的是假如有

一日，要写数十个字的韩文作

品，一个书法家所要面临的挑

战——从这一次的探索来看，

这显然是今天的书法家所要

去思考，去驾驭的。

朱关田在中国书坛德高

望重，在他身上，“字如其人”

这句话特别妥帖。无论是否

亲眼见过其人，都能在他写

的书法中，感受到他的个人

魅力，那是特别质朴却又特

别不易的两个字——平正。

从他写的中文“欢迎”

中，即可见他为此次书写所

作的周全思虑。

这“欢迎”二字，他选择

了用古老的书体小篆写成。

“既然是写给全世界来杭的

人们，我就选择了这一种中

国古老的书体，艺术性也比

较强，即便不识汉字，也能从

中体味到艺术表现力。”朱关

田先生说，之所以写篆书，是

他希望在众文字中补充进这

样一种古老的书体，让来访

的外国友人能感受到中国汉

字丰富的书体。

这二字，以著名海派大

家吴昌硕笔法写成，使得这

种平整书体显得浑厚苍劲，

变化灵动，即便不懂书法的

人，也能从线条中感受到入

木三分的古朴与力量。

深层考虑之外，在汉字

众多书体中，小篆最直接的

优点是：美观、漂亮——这种

体会，在不同语言的人群中，

没有隔膜。

配合外文，朱关田改变

了传统由右至左的书写行

法，改为从左至右写。

其实，小篆也是一道打

开中国历史的门。秦始皇统

一六国之后，有感于全国文

字的繁杂和书体的不一，命

令禁用各诸侯国留下的古文

字 ，一 律 以 秦 篆 为 统 一 书

体。统一后的中国急需一种

统一的官方文字，丞相李斯

便奉秦始皇之命制作这种标

准字样，这便是小篆。

如果你在机场接到了来

访的外国友人，不妨把这个

中国故事告诉他们。

朱关田所写的另外一种

语言，是“南非荷兰语”，是南

非在英语之外的另一种官方

语言，由 17 世纪中叶以后在

南非定居的荷兰、德国和法

国移民使用的荷兰语演化而

成。在全球的语种中，这是

一种被广泛探讨的语言。用

书法书写外语，于朱关田还

是第一次，他书写时的考虑，

依然体现出他思考中一贯的

缜密。

“外语的书写，我力求

端正，清楚、可辨是第一位

的。当外国友人到达机场

之后，他的第一眼能够先辨

识到这种他所熟悉的语言，

然后，由此进入对中国书法

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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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书法家陈振濂——

用书法表达非汉字文字
是一次探索和挑战

著名书法家朱关田——

美观漂亮的书法
在不同语言的人群中没有隔膜

注：书法家

排名不分先

后（后同）

朱关田，生于1944年，浙江绍兴人。

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西泠印社副社长。历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

法家协会评审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浙江分

会主席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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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濂，生于1956年，浙江鄞县人。

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文联副主席，浙江大

学中国艺术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书画艺术院院长、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专家，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社刊主编，杭州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文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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