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格是性情的自然流露
作为此次推荐入社得票最高者周斌，现在供

职于河南省美术馆。他 1967 年出生于信阳固始
县，那里是被中国书协正式命名的“中国书法之
乡”，出过很多优秀的书法家。受浓厚艺术氛围
的影响，周斌自幼就喜爱书法。最初从唐楷入
手，后转向秦篆汉隶、楚简帛书、西周金文等高
古书法中吸取艺术营养，并将各种艺术风格融
会贯通。他的楚帛篆书，结体自然，用笔生辣，
追求稚拙野逸的趣味。他的书法篆刻作品连续
20 次入选中国书协主办的全国展，并在第二、三
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中获奖，让很多同行“羡慕嫉
妒恨”。

在书法界，周斌是个“年轻的老人”，因为1990
年23岁的他就成为中国书协会员。后来在名师的
点拨下，周斌调整了主攻方向，并很快形成自己的
艺术风格。周斌说，艺术创作中的风格不是刻意
的行为，而是性情的自然流露。“这得益于生我养

我的中原大地。对中原文化的耳濡目染使我具备
了对淳厚、质朴、雄浑等意象的亲和力和领悟力。”

楚篆书滋养着印风
书法之外，周斌长于篆刻。初学篆刻，他从战

国小玺入手，并广泛涉猎秦砖汉印以及宋元人的
作品，后来，他进一步借鉴明清和近现代诸家，赵
之谦、吴昌硕、齐白石等人的作品都对他产生过影
响。周斌尽管在临摹古人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但
他“学古而不泥于古”。他对楚篆书的研究，深深
滋养着他的印风。

创作上，他将书法与篆刻巧妙融合，他的篆刻
作品线条流畅深厚，章法平中见奇，取众家之法，
以个性化之，新颖多变且端庄大气。他以金文删
繁就简，取楚帛书纵横气势，合“古质”与“我意”为
一体，读之令人生出“大江东去”般的豪迈。周斌
喜欢听刀笔在印石头上刻削的声音，他说：“那声
音是动听的音乐，给人以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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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内外11000多件作品中选出10名作者进入决选
通过诗、书、画、印和理论等考试最终确定4名新入社员

这种“海选人才”模式在艺术圈得到普遍认可
西泠印社增设中原分选区

河南篆刻艺术在全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近几年来，西泠印社吸纳新社
员已经形成了三种特定的方式：特
邀入社、选拔入社和常规发展入社
即联名推荐入社三种方式。2012
年度推荐入社新社员共15名，其中
河南省书协篆刻委员会副主任、河
南省书协理事、河南省美术馆外联
部主任周斌票数最高，位列第一。

今年，西泠印社依旧延续“百
年西泠”大型系列活动主题，面向
海内外篆刻书画爱好者举办诗书
画印大型选拔活动，以分赛区选
拔、集中评审的方式，利用近年海
选等活动形成的专业网络，更大
范围地集聚和调动各方资源，在
海内外设立了12大分选区接收来
稿。11月3日，从海内外11000多
件作品、2000 余名报名者中层层
遴选出的10名作者，经评委会通
过诗、书、画、印和理论等考试选
拔，最终确定了4名新入社员。中
原分选区第一名、我省的逯国平
荣列其中。

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
振濂说，通过选拔入社这种途径吸
收新社员，规范、公开、科学，又突
出了对吸收中青年社员的严格的
要求，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另外，
经过几年的提倡，博通兼能的价值
观在艺术圈里也得到了普遍认同。

西泠印社副社长李刚田说，西
泠印社不同于书协、美协，在各地
没有延伸机构，只能创造性地突破
自身体制，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资
源来共同开展艺术选拔活动。如
今，这种依托各地艺术团体开展的

“海选人才”模式已经初见成效。
“这次参赛者的整体水平就足以证
明。”李刚田说，印象中，逯国平是
一个优秀、勤奋的年轻人，其北漂
多年，在生存的压力下不减对艺术
的执著。 记者 苏瑜

中原分选区的增设推动河南篆刻艺术发展
“河南省入围前十的除了逯国平，还有顾建

全。遗憾的是，在现场测试中，顾建全分数排名
第六，而与西泠印社失之交臂。”西泠印社理事、
河南省书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主任、西泠印社
中原分选区组委会主任许雄志介绍说。目前西
泠印社的社员，除去移居外地的，河南省共占六
位。

“西泠印社选拔社员是近两届才增设中原
分选区。上一届考核选拔入社的有河南商丘的
张永乐。能进入西泠印社的，都是全能型艺术
家。”许雄志说，所谓中原分选区，其实就是河
南，因为华北、华南、华东、华西等已经基本把河

南周边的省市都包括了。
“中原分选区的增设，一方面表明河南篆刻

艺术在全国已经占有比较重要的一席之地，另
一方面对河南篆刻艺术的发展也是一个极大的
推动。”许雄志回顾了河南篆刻的发展。

上世纪80年代，河南省第一届篆刻艺术展
召开，投稿只有几十件，一天只有几个人来
看。10 年前举办的第二届，作品质量也是参
差不齐。第三届充其量也是“入门级”的，与
河南省书画大省的地位极不相配。让人欣慰
的是刚刚举办的第四届。

“通过层层选拔和无记名投票，最终评选

出前20名，展出作品共123件。可以说，此次能
参展的作品比往届获奖作品的质量都高。”许雄
志说，这一届全面反映出河南印坛最新创作成
果。中原印人远绍秦汉，旁搜明清，关注当代，
在展现与中原书风相契合的质朴、博大、雄浑之
美的同时，也不乏精致与丰富。

“今天的河南篆刻充满锐气和激情，将艺
术探索的触角伸向比以往更广阔的艺术空
间。一些知名作者在保持个人风格的同时不
断探求；而一批 20 多岁的新作者涌现出来，更
是为河南印坛带来了新鲜的气息，显示了河南
篆刻新生代作者群体的崛起。”

10人决赛都考了什么内容
“从一开始接触篆刻，西泠印社便是我的梦

想。当然，那时是遥不可及的。如今能忝列其中，
感到非常非常荣幸。”在11月11日开幕的河南省第
四届篆刻艺术展上，逯国平向记者表达了自己成为
西泠印社新社员的喜悦之情。

从9月1日获知自己入围前十，即将于 11 月 3
日前往杭州参加现场测试开始，逯国平便放下
了所有的事务，一心备战。决赛当日上午，在
杭州星都宾馆，10 名入围者开始了多项兼能现
场考试。由西泠印社执行社长刘江担任总监
审，韩天衡、陈振濂、李刚田、童衍方等副社长、
秘书长、副秘书长组成的评委会，对他们进行
分项打分。初试成绩，诗、书、画、印四选三和下
午的理论考试，共五项，各占20分。

逯国平先画了一幅画，选择了他擅长的山水。
然后刻了一方印，又写了一幅字。对于诗文，他觉
得自己还比较欠缺。“画画我喜欢落长款，多抄写一
些古代画论。一则练字，一则顺便读读书，读多了
渐渐的也不自觉地顺口溜出一些心得来，题于画
上。虽然还很不成熟，但是我相信，由劣至优，持之
以恒，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当天下午是理论考试。共两题，其一是篆刻史

方面的。要求举出清末民初的三位篆刻大家，论述
其在篆刻史上所起到的承上启下的作用。逯国平
说了自己最喜欢的三个人是吴昌硕、齐白石、黄牧
甫，对这三位大家如同故友一般熟悉，逯国平详细
阐述了他们的生平、篆刻风格。

第二题则带有现实意义。篆刻已经退出实用
舞台，为什么还这么繁荣。“经济繁荣必然带动文化
繁荣。各种活动展览赛事的举办，都要用到。”这是
逯国平的主要观点，对他而言，这是其切身的体会，
也是其最初投身于篆刻的原因。

1996年，就读于焦作师范美术专业的逯国平
经常要写写画画，印便成了必需，于是他萌生出
自己刻印的想法。他买来相关书籍自己摸索起
来。没想到这一刻，竟再也放不下了。

全才与专精并不矛盾
自2005年开始，他一直求学京华，深造于多所

高校。中央美术学院大量严格的技法训练，中国国
家画院自由开放的教学环境，中国艺术研究院严紧
缜密的学术氛围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学习过程中，我也时时困惑，困惑技法的
不纯熟，困惑风格的缺失，困惑有太多的问题没
有解决，总感觉时间不够用，‘恨不长绳系日’。”

对于金石书画，逯国平自己很清楚，每一门都精
深宏大，都值得自己一辈子皓首穷身。特别是
当今社会，专业分工越来越精细，人才讲究越来

越专一，他不知道自己的坚守还是否有意义？

“记得美院第一节课是王镛先生上的，先生以

自己的经验告诫我们：学习书法的同时，可以多涉

猎一些绘画篆刻知识。在学习的过程中，会时常

遇到许多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这时候，索性就把

书法先放一放，画些画，刻些印，将思绪转移一下，

过段时间，原来困扰自己的苦而不得的问题竟然

会迎刃而解。”

在这样的环境中，逯国平书画印齐头并进。

真正让他豁然开朗的是某一日品读清代学者

沈宗骞的《芥舟学画编论山水》，其言“要知从

事笔墨者，初 10 年但得略识笔墨性情，又 10 年

而规模粗备，又 10 年而神理少得，30 年后乃可

几于变化”。“细细品读，沁人心脾，如释重负，

原来时时困扰我的问题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全

是自己急功近利的心态所致。”去年研究生毕

业的他，目前正计划考博。

他告诫自己：艺术是一种修行，一辈子的事，不

要急，慢慢来，要用自己的一生去实践。34岁的逯
国平还有的是时间。

专访西泠印社中原分选区组委会主任许雄志——

合“古质”与“我意”为一体

“全能选手”是如何炼成的
专访中原分选区第一名，新晋西泠社员逯国平——

▲周斌篆刻作品▼

▲逯国平篆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