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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廖
静
文

董
恒
汕
先
生
是
来
自
祖
国
大
西
北
的
一
位
怪
才
。
他
工
诗
文
、
擅
书
一
圃
，
且
皆
有
研
究
，
均
有
成
果
，
实
属
难
得
。

董
恒
汕
给
我
的
第
一
印
象
是
他
坚
定
成
熟
，
从
容
自
信
。
思
路
奇
，
天
赋
好
，
悟
心
古
间
，
学
书
作
一
回
上
子
之
快
令
人
惊
叹
，
难
怪
有

人
说
他
是
怪
才
。
思
维
产
生
灵
感
，
激
情
产
生
动
力
，
一
个
有
着
超
常
思
维
的
人
，
一
个
有
着
火
一
样
激
情
的
人
，
他
的
笔
下
定
会
绽
放

出
奇
花
异
彩
。

他
学
习
汉
简
书
法
吸
收
汉
隶
，
章
草
入
隶
入
行
，
不
仅
是
一
种
创
新
，
也
是
对
其
继
承
和
弘
扬
。
尤
其
小
楷
汉
简
隶
书
，
在
传
统
基

础
上
形
成
独
特
的
风
格
。
正
如
赵
遥
夫
先
生
所
言
·
·

『
其
草
、
行
、
隶
、
篆
及
各
种
布
局
格
式
作
品
都
有
，
而
且
都
很
见
功
力
，
成
熟
老

到
，
功
夫
到
家
。
可
见
作
者
在
书
法
的
各
方
面
都
下
过
苦
功
夫
，
同
某
些
一
基
础
浅
薄
、
以
怪
媚
俗
者
，
不
可
同
日
而
语
。

」
他
能
把
各
种

书
体
意
蕴
融
入
字
艺
，
在
隶
字
的
基
础
上
吸
收
汉
简
笔
意
，
章
法
严
谨
而
富
于
变
化
，
时
见
夸
张
笔
势
而
点
一
回
富
于
情
趣
。

这
次
展
出
的
作
品
分
为
临
池
作
品
、
承
古
创
新
、
现
代
墨
韵
三
部
分
，
皆
是
他
多
年
文
化
素
养
的
结
晶
。
从
这
些
一
作
品
看
，
他
对
书

法
艺
术
的
追
求
与
探
索
从
未
停
歇
过
，
即
使
在
繁
忙
的
工
作
之
余
，
他
仍
挤
时
间
临
摹
大
量
名
碑
范
帖
，
以
海
纳
百
川
的
精
神
，
广
收
博

取
。
基
于
此
，
他
的
其
他
创
作
才
能
向
纵
深
发
展
，
才
走
出
一
方
自
己
的
天
地
。

董
恒
汕
在
绘
画
方
面
也
很
有
造
诣
。
他
一
圆
的
鹰
，
我
觉
得
那
神
态
、
神
情
突
出
地
表
现
了
作
者
坚
毅
、
沉
着
的
性
格
。
他
传
承
苦
禅

先
生
和
其
高
足
赵
思
温
先
生
一
回
风
，
还
将
其
他
前
辈
一
回
鹰
的
不
同
风
格
进
行
了
对
比
和
探
究
，
并
注
重
笔
墨
厚
重
，
使
鹰
之
形
象
更
为
生

动
。

董
恒
汕
一
回
马
汲
取
悲
鸿
先
生
笔
墨
技
法
，
使
作
品
栩
栩
如
生
，
磅
暗
欲
出
。
他
一
圆
的
马
浑
身
是
劲
，
活
泼
生
动
，
有
扬
鬓
飞
纵
者
，

有
立
而
生
风
者
，
有
仰
天
长
啸
者
，
神
采
飞
扬
，
激
人
奋
进
。
相
信
将
后
会
有
更
大
的
发
展
。
董
恒
汕
绘
画
最
精
彩
的
当
属
画
虾
，
他
对

齐
臼
石
先
生
的
一
画
作
临
摹
可
谓
惟
妙
惟
肖
，
并
不
断
汲
取
其
营
养
，
笔
情
墨
韵
恰
到
好
处
，
是
地
道
的
臼
石
意
味
、
中
国
风
韵
。
就
此
一
回

法
再
去
练
就
一
些
老
辣
笔
墨
必
将
大
有
前
景
。

学
海
无
涯
，
艺
无
止
境
。
预
祝
他
的
书
画
展
取
得
成
功
!

廖
静
、
文
，
女
，
一
九
二
三
年
生
，
湖
南
长
沙
人
。
一
九
四
三
年
后
任
重
庆
中
国
美
术
学
院
图
书
管
理
员
，
同
年
人
成
都
金
陵
女
子

大
学
。
一
九
四
五
年
与
徐
悲
鸿
结
婚
后
，
协
助
徐
悲
鸿
工
作
并
照
顾
其
生
活
。
一
九
五
三
年
至
一
九
五
六
年
就
读
于
北
京
大
学
，

一
九
五
七
年
任
徐
悲
鸿
纪
念
馆
负
责
人
、
馆
长
、
研
究
馆
员
、
徐
悲
鸿
画
室
主
任
，
中
华
全
国
妇
女
联
合
会
常
务
委
员
，
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第
七
届
全
国
委
员
会
委
员
、
第
八
届
全
国
委
员
会
常
务
委
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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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大
漠
书
魂

一
墨
大
千

罗

杨

当
代
书
一
回
人
才
辈
出
，
流
派
精
彩
纷
呈
，
不
少
优
秀
的
中
青
年
书
画
家
在
技
法
层
面
上
直
追
古
人
，
难
能
可
贵
。

在
艺
术
日
益
市
场
化
的
今
天
，
不
慕
虚
名
，
不
追
时
尚
，
认
真
学
习
传
统
艺
术
，
将
自
己
的
真
情
实
感
融
入
到
作
品
之
中
，
董
恒
汕
的

书
一
因
是
成
功
的
。
他
的
成
功
源
自
个
人
的
聪
明
勤
奋
，
成
就
于
个
人
悟
性
和
持
之
以
恒
。
他
自
幼
爱
读
书
，
兴
趣
广
泛
，
早
期
的
书
法
传
承

汉
隶
、
大
篆
，
深
得
汉
字
六
艺
的
象
形
、
会
意
之
妙
，
用
笔
大
胆
洒
脱
，
张
狂
有
序
，
不
落
俗
套
，
时
见
夸
张
笔
势
，
章
法
奇
妙
.
，
笔
墨
酣

畅
，
有
书
一
回
合
壁
之
妙
。
董
恒
汕
近
年
多
方
投
师
，
潜
心
研
习
历
代
碑
帖
，
以
无
法
遏
制
的
心
灵
笔
耕
不
辍
，
广
涉
真
、
草
、
行
、
隶
、

篆
、
汉
简
、
形
意
书
体
及
水
墨
花
鸟
多
样
题
材
，
且
作
品
成
熟
，
风
格
突
出
，
可
见
其
在
书
一
回
领
域
下
过
的
苦
功
，
也
体
现
出
作
者
较
高
的

艺
术
素
养
和
对
书
法
艺
术
的
独
到
领
悟
。

董
恒
汕
的
勤
奋
成
就
了
多
种
才
情
，
书
法
五
体
皆
能
，
尤
善
汉
隶
.
，
行
草
上
溯
魏
晋
书
风
，
尤
以

『
二
王
」
为
宗
，
兼
顾
宋
、
元
诸

家
，
博
采
众
家
之
长
，
形
成
了
道
劲
切
美
、
婉
一
阳
清
逸
的
风
格
。
作
品
既
负
载
历
史
，
又
富
有
时
代
精
神
。
他
熟
悉
各
种
创
作
形
式
，
不
同

的
题
材
形
式
，
字
体
大
小
错
落
有
致
，
笔
一
回
前
后
呼
应
，
似
雨
后
青
山
，
亲
切
自
然
，
并
将
自
己
对
诗
词
的
理
解
融
入
笔
端
，
显
得
清
新
流

畅
，
冰
清
玉
洁
，
如
雪
中
臼
梅
，
清
冽
幽
芬
，
他
的
隶
书
取
法
高
古
，
博
览
精
取
，
俊
逸
出
奇
.
，
小
楷
作
品
似
深
谷
幽
兰
，
静
谧
芳
香
。

董
恒
汕
的
书
法
作
品
二
O

一
二
年
入
展
首
届
『
张
芝
奖
」
全
国
书
法
大
展
，
二
0
0

九
年
以
来
多
次
参
加
赴
新
加
坡
、
韩
国
、
澳
大
利

亚
、
日
本
书
画
精
品
展
览
并
获
奖
，
广
为
诸
多
单
位
和
个
人
收
藏
，
受
到
国
内
外
同
行
的
好
评
。
他
的
作
品

『
如
其
学
，
如
其
才
，
如
其

志
，
如
其
人
」
，
恬
淡
而
庄
重
，
古
雅
而
俏
丽
，
爽
爽
有
君
子
风
度
，
散
发
出
一
种
唯
美
的
气
息
，
往
往
令
人
心
旷
神
怡
。
这
种
风
格
是
他

凭
其
天
生
的
才
思
创
造
出
来
的
。



艺
术
创
造
是
艺
术
家
托
物
寄
兴
、
适
趣
写
怀
的
心
路
历
程
。
书
画
家
必
须
效
天
法
地
，
才
能
达
到
肇
自
然
之
性
，
成
造
化
之
功
，
立
万

象
于
胸
怀
，
一
墨
大
千
的
目
的
。
当
代
书
画
家
比
历
史
上
任
何
一
个
时
期
的
书
画
家
眼
界
更
宽
阔
，
在
学
术
理
念
、
艺
术
主
张
、
风
格
构
建

上
都
能
与
我
们
身
处
的
这
一
时
代
合
拍
。
传
承
经
典
在
我
们
民
族
的
血
脉
中
生
生
不
息
。

中
国
书
法
的
传
承
是
动
态
的
，
传
统
的
真
草
隶
篆
诸
书
体
必
须
依
然
存
活
于
当
代
书
家
的
书
写
中
。
同
时
，
任
何
一
位
大
家
都
要
经
历

由
技
入
道
的
过
程
。
如
果
书
法
风
格
与
技
术
过
早
的
结
壳
与
定
型
，
不
再
吸
纳
新
的
东
西
，
书
法
只
在
技
术
层
面
上
重
复
循
环
，
就
难
以
入

道
。
由
技
入
道
，
技
是
基
础
，
是
先
决
条
件
，
没
有
其
量
的
积
累
就
不
可
能
进
入
道
境
。
但
只
在
技
术
上
下
功
夫
，
而
忽
略
文
化
、
心
性
、

怀
抱
、
品
格
的
锤
炼
，
也
很
难
提
升
书
法
的
境
界
。
书
法
艺
术
，
只
有
在
学
习
古
人
的
基
础
上
，
体
悟
古
人
的
思
想
情
感
，
才
能
不
断
提
高

自
己
的
学
术
修
养
，
形
成
自
己
的
艺
术
风
格
。
董
恒
汕
既
重
视
传
统
，
又
能
捕
捉
现
代
气
息
，
多
元
包
容
，
胸
怀
万
象
，
融
诗
、
书
、
画
、

印
于
一
炉
，
讲
究
画
面
的
总
体
格
调
与
意
境
，
不
断
创
新
，
这
是
他
书
一
回
创
作
日
臻
成
熟
的
标
志
。

当
代
书
法
正
处
于
一
个

『
快
餐
文
化
」
与
『
经
典
文
化
」
尴
尬
失
衡
的
生
存
状
态
，
需
要
书
法
家
具
有
从
容
、

h
U
T
一
灵
、
浪
漫
、
自
由
的

品
格
和
诗
意
精
神
，
力
求
从
快
节
奏
的
生
存
状
态
中
解
放
出
来
，
以
简
约
清
静
的
方
式
回
归
书
法
原
本
从
容
的
感
觉
和
优
游
的
状
态
，
于
不

期
然
中
自
自
然
然
地
实
现
书
法
诗
意
精
神
的
建
构
。

让
我
们
敬
畏
经
典
，
共
同
探
索
中
国
书
画
的
未
来
。

罗
杨
，
现
任
中
国
文
联
副
主
席
，
中
国
文
联
冲
公
厅
主
任
，
书
法
家
，
中
国
翰
墨
文
化
促
进
会
副
会
长
、
中
国
硬

笔
书
法
协
会
常
务
理
事
、
中
国
艺
术
摄
影
学
会
副
秘
书
长
、
中
央
书
画
院
院
士
、
北
京
大
学
艺
术
系
兼
职
教
授
，

中
国
文
联
全
国
委
员
会
委
员
，
文
化
部
中
国
艺
术
品
鉴
定
委
员
会
委
员
。



序
心
酬
纸
上
溅
灵
思

浅
说
董
恒
汕
的
书
法

秋

子

春
晨
夏
晚
备
临
池
，
隶
法
叠
叠
蕴
汉
姿
。

但
唱
雄
鹰
歌
骏
马
，
心
酬
纸
上
溅
灵
思
。

这
是
笔
者
认
识
了
董
恒
汕
并
看
过
他
的
书
法
作
品
后
即
兴
的
一
首
感
言
诗
。

早
知
恒
汕
是
河
西
书
坛
的
一
位
挠
勇
，
只
是
无
缘
相
见
。
仲
春
的
一
个
上
午
，
他
抱
着
一
摞
书
稿
来
找
我
，
这
才
得
以
认
识
，
因
聊
得

很
投
机
，
所
以
成
了
朋
友
。
恒
汕
要
在
我
所
在
的
甘
肃
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
出
版
他
的
作
品
，
嘱
我
为
序
。
既
为
朋
友
，
我
没
有
推
辞
，
于

是
，
在
赏
读
过
他
的
书
法
作
品
后
，
写
下
这
篇
文
字
。

很
显
然
，
恒
汕
的
书
法
是
从
摩
碑
临
帖
开
始
的
。
诸
如
《
张
迁
碑
》
《
曹
全
碑
》
《
西
狭
颂
》
《
石
门
颂
》
等
汉
隶
经
典
，
他
都
花
过

不
少
功
夫
，
从
形
似
入
手
，
把
握
技
法
:
于
神
似
揣
摩
，
领
略
风
骨
，
力
求
做
到
『
形
神
兼
备

」
。
读
他
的
临
摹
作
品
，
往
往
会
从
中
品
味

到
两
汉
时
期
的
古
法
气
息
，
虽
然
也
存
在
一
些
不
尽
意
，
但
他
能
把
经
典
临
写
到
斯
境
己
难
能
可
贵
。
同
时
，
作
为
长
期
生
活
在
河
西
走
廊

的
书
法
家
，
他
对
出
土
、
发
现
于
河
西
地
区
大
量
的
汉
简
、
写
卷
墨
迹
，
如
《
居
延
汉
简
》
《
武
威
医
简
》
及
莫
高
窟
的
写
卷
残
纸
等
，

十
分
关
注
并
花
功
夫
临
习
，
从
这
些
墨
迹
中
，
寻
觅
笔
法
意
趣
，
探
索
古
贤
奥
秘
，
并
努
力
融
化
于
自
己
的
笔
端
，
表
现
出
一
种
自
然
率

意
、
高
古
质
朴
的
意
味
，
用
自
己
的
实
践
弘
扬
、
雕
造
出
一
种
甘
肃
特
有
的
地
域
风
格
，
亦
即
我
在
一
九
九
九
年
倡
导
的
甘
肃
书
法

『敦
煌

风
」
。
何
为

『
敦
煌
风
」
?
用
一
句
话
概
括
，
就
是
不
跟
风
逐
流
，
坚
守
自
性
，
紧
贴
时
代
审
美
脉
搏
，
发
扬
书
法
蹲
厉
精
神
，
努
力
打
造

或
高
古
率
意
、
或
质
朴
粗
矿
、
或
雄
浑
大
气
、
或
清
新
淡
远
，
既
具
金
石
味
又
有
书
卷
气
的
书
法
风
格
，
像
历
史
上
的
敦
煌
简
牍
、
写
卷
一

样
多
彩
多
姿
，
写
出
具
有
强
烈
地
域
特
色
的
艺
术
个
性
和
艺
术
特
点
。
很
高
兴
地
说
，
恒
汕
就
是
一
个
忠
实
的
默
默
实
践
者
。

恒
汕
的
书
法
主
要
表
现
在
风
格
不
同
的
隶
书
上

.. 

一
是
取
法
汉
隶
一
路
，
二
是
表
现
汉
简
一
路
，
三
是
他
的
个
性
化
篆
隶
。
总
体
上

说
，
无
论
哪
种
风
格
，
他
都
能
在
广
泛
汲
取
古
贤
经
典
笔
法
的
基
础
上
认
真
创
作
。
仔
细
品
读
，
我
们
就
会
发
现
，
他
能
深
入
汉
碑
的
内
在

蕴
含
，
领
会
汉
隶
的
高
古
气
格
，
用
笔
沉
稳
细
腻
，
结
体
开
阐
自
如
，
章
法
整
伤
而
不
拘
谨
，
并
适
当
融
入
些
许
简
牍
的
率
意
笔
法
，
以
表

现
出
质
朴
大
气
而
颇
见
新
意
的
风
貌
。
恒
汕
汉
简
一
路
的
作
品
，
主
要
是
在
格
调
和
气
韵
上
尽
量
与
古
人
保
持
一
致
。
至
于
他
的
篆
隶
，
则

是
以
汉
隶
作
基
，
较
以
篆
书
，
并
适
当
融
入
行
草
书
的
引
带
笔
意
创
作
的
隶
书
，
不
但
促
作
态
，
亦
能
见
到
他
的
书
写
个
性
。



其
实
，
恒
汕
的
书
法
对
诸
体
皆
有
涉
猎
。
除
隶
书
外
，
草
书
、
行
书
乃
至
篆
书
皆
有
所
涉
。
他
在
草
书
方
面
所
下
的
功
夫
决
不
亚
于
隶

书
。
他
认
为
，
草
书
是
各
种
书
体
里
面
最
具
有
抒
情
达
意
功
能
的
一
种
书
体
，
其
自
由
度
完
全
可
以
因
为
书
家
个
人
性
情
的
不
同
而
千
变
万

化
。
历
代
草
书
家
似
乎
都
和
酒
有
着
千
丝
万
缕
的
联
系
，
尤
其
是
张
旭
、
怀
素
两
位
狂
草
大
家
，
更
是
将
酒
的
妙
用
发
挥
到
了
极
致
。
恒
汕

曾
多
年
从
事
酒
业
，
作
为
平
生
与
酒
有
着
不
解
之
缘
的
书
家
，
自
然
对
草
书
有
着
一
种
特
殊
的
情
感
。
因
之
，
他
对
《
十
七
帖
》
《
书
谱
》

《
古
诗
囚
帖
》
《
自
叙
帖
》
以
及
王
锋
、
傅
山
等
历
代
大
家
的
草
书
作
品
进
行
了
系
统
地
临
摹
学
习
。
他
的
草
书
用
笔
灵
活
，
气
势
流
畅
，

墨
色
变
化
丰
富
自
然
，
富
有
节
奏
感
。
章
法
自
如
，
时
有
纵
笔
，
潇
洒
大
方
，
具
有
很
强
的
视
觉
冲
击
力
。
他
的
行
书
法
乳
二
王
，
兼
及
历

代
名
家
，
作
品
皆
流
美
畅
达
，
不
拘
一
格
，
同
样
表
现
出
自
己
的
书
法
精
神
。

我
一
直
以
为
，
书
法
的
第
一
性
属
是
文
化
，
第
二
性
属
才
是
艺
术
。
恒
汕
的
书
法
之
所
以
取
得
了
今
天
的
成
就
，
与
他
的
学
识
修
养
分

不
开
。
我
们
知
道
，
书
法
被
称
之
为
艺
术
，
其
中
包
括

『
艺
」
和

『术
」
两
个
部
分
。

『
艺
」
为
道
，

『术
」
为
技
。
技
属
于
较
低
的
技
法

层
面
，
道
为
较
高
的
精
神
层
面
。
技
指
技
法
，
相
对
简
单
.
，
道
则
是
指
气
息
、
格
调
、
境
界
等
。
相
对
言
，
技
易
而
道
难
。
道
的
高
低
是
由

书
家
的
学
养
、
修
养
所
决
定
的
。
对
于
学
养
好
的
人
来
说
，
一
是
靠
『
技

」

，
二
是
靠
『道
」
，
即
由

『技
」
升
华
为
『
艺

」
和
『
道
」
0

毋
庸
置
疑
，
恒
汕
注
重
自
己
综
合
修
养
的
提
高
，
是
在

『技
」
与

『道
」
上
都
花
过
不
少
功
夫
的
，
包
括
读
书
、
著
文
、
绘
画
等
等
，
可
谓

『
学
」
滋
养
着
『技
」
。
他
深
谙
这
个
道
理
。
恒
汕
是
一
个
用
心
、
用
情
、
用
意
且
追
求
完
美
至
善
的
书
家
。
他
的
书
法
给
人
的
感
觉
，
和

他
做
人
一
样
，
诚
朴
细
腻
，
从
容
自
信
，
而
且
天
分
高
，
悟
心
好
，
笔
路
宽
，
他
的
书
法
和
发
表
的
几
十
万
字
报
告
文
学
、
散
文
、
诗
歌
等

作
品
，
已
然
作
了
十
分
切
合
的
注
脚
。

恒
汕
，
恒
者
，
持
之
以
恒
也
，
汕
者
，
按
照
许
慎
《
说
文
》
的
解
释
乃

『
鱼
游
水
貌
」
0

真
诚
地
祝
愿
他
，
犹
如
鲤
鱼
一
跳
龙
门
一
般
，

在
书
法
的
海
洋
中
迎
涛
击
浪
，
坚
持
不
辍
，
成
功
地
游
向
鲜
花
簇
拥
的
彼
岸
!

是
为
序
。

二
O

一
三
年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子
半
翰
斋

作
者
本
名
申
晓
君
，
甘
肃
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
编
审
，
系
中
国
书
协
会
员
、
中
华
诗
词
学
会
会
员
、
甘
肃
省
书
协
副

主
席
兼
学
术
委
员
会
主
任
、
兰
州
大
学
客
座
教
授
及
书
法
研
究
所
研
究
员
。
著
有
《
中
国
上
古
书
法
史
》
《
中
国

书
法
史
略
》
等
十
多
部
，
发
表
书
法
、
篆
刻
、
国
学
、
出
版
、
诗
歌
、
评
论
、
序
跋
、
散
文
、
小
说
、
对
联
、
新

闻
、
通
讯
等
作
品
计
二
百
六
十
多
万
字
，
被

誉
为

「
当
代
书
坛
学
者
型
书
法
家
、
书
法
史
论
家
、
诗
人

」
，
墨
迹

流
传
十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
媒
体
多
有
介
绍
报
道
。



重
恒
护
事
主
怯
品
展

际言

张海，河南省惬师市人。书法家、书法教育家、学

者。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郑州大学美术学院院

长，全国政协常委。

台lÍ街
道门 j 、
4主 jE-K

告二号况
-$;0 结

器 止瓜 A
国 在 b 

可呀

启功，当代著名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

红学家、诗人，国学大师。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政协常

务委员、中国书法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顾

问等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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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九 8

己

i? 筑队
才学· .,;J. 

4 苛
啪王小

组

罗扬，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文联办公厅主任，书法家。中国

翰墨文化促进会副会长、中国硬笔书法协会常务理事、中国艺术摄

影学会副秘书长、中央书画院院士、北京大学艺术系兼职教授，中

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文化部中国艺术品鉴定委员会委员。

迄问
歹育 ;至
;在部

3 乡是 i号
γ?会

动
水如

才二许

廖静文，现任徐悲鸿纪念馆负责人、馆

长、研究馆员、徐悲鸿画室主任。中华全

国妇女联合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八届全

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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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西

黎泉，本名赵正，曾任甘肃画院院

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

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甘肃书

协名誉主席、中国书协培训中心教

授等职。

范曾，中国书画大师、

著名国学家、诗人。现

为北京大学教授、北京

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院

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博

士生导师、终身研究

员。

余秋雨，著名文化史学

者、文学家、散文家、

作家、我国当代著名艺

术理论家。现任中国艺

术研究院秋雨书院院

长、澳门科技大学人文

艺术学院院长。

莫言，中国文联副主席，

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

大学荣誉文学博士，中国

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院长，

2011 年荣获茅盾文学奖，

201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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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恬
汕
专
亨
作
品
泛

孟伟哉，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局长，国家新闻出版总

署专员，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中国文联秘书长等职 。

王
宫
侍
必m
u心
嘟
嘟

4
叨
约
内
月1
1t

秋子，本名申晓君，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系中国书

协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甘肃省书协副主席兼学术委

员会主任、兰州大学客座教授、书法研究所研究员。著

有《中国上古书法史~ ~中国书法史略》等十多部，发表

书法、篆刻、国学、出版、诗歌、评论、序跋、散文、小

说、对联、新闻、通讯等作品计二百六十多万字，被誉为

"当代书坛学者型书法家、书法史论家、诗人墨迹流

传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媒体多有介绍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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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释文·春晨夏晚各 l陆池，隶法叠叠蕴汉姿。

但唱雄鹰歌骏马， I\.' 酬纸上溅灵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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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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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出

王同仁，现任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炎黄艺术馆

艺委会副主任，文化部艺术家联谊会理事，中国关协

会员、中国书协会员。

李耀林，北京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

中国美术家协会综合绘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1 

怪

jl 

差
-t 

: 叠

赵思温，著名国画家。历任中国美术家

协会河北分会理事、河北省花鸟画研究

会副会长、河北省廊坊画院常务副院

长、文化部民族文化基金会常务理事、

河北廊坊市美协副主席。一级美术师。

、着
4搓

飞向

在
言

、系
• 4 z 品
到] 展
量
~ 
ι，、

兰、
6ι3院
曹雪

杨列章，著名军旅画家，上海虹口书画院名誉院长，著名画

家蒋兆和、黄青高足。一级美术师。



12 

董
恒
汕
，
甘
肃
民
乐
人
，

一
九
六
0
年
十
月
出
生
，
西
北
师
范
大
学
毕
业
。
现
为
中
国
书
法
家
协
会
会
员
、
中
国
徐
悲
鸿
一
回
院
美
术

创
作
院
副
院
长
、
秘
书
长
，
甘
肃
敦
煌
艺
术
研
究
院
理
事
，
甘
肃
省
美
术
家
协
会
会
员
、
甘
肃
省
书
法
家
协
会
会
员
、
赵
思
温
艺
术

馆
馆
长
、
甘
肃
西
域
集
团
董
事
长
。
先
后
在
各
类
媒
体
发
表
报
告
文
学
、
散
文
、
诗
歌
三
十
余
万
字
，
多
幅
书
画
作
品
被
国
内
外
艺

术
机
构
收
藏
，
并
出
版
诗
文
书
画
集
《
对
酒
当
歌
》

《
枣
园
放
歌
》
等
专
集
。
一
九
八
三
年
获
中
国
上
海
全
国
书
法
展
优
秀
奖
、

一
九
八
六
年
获
甘
肃
省
大
学
生
书
法
比
赛
特
等
奖
、
一
九
九
四
年
获
第
四
届
中
国
艺
术
节
书
法
大
赛
一
等
奖
、
二
0
0

九
年
获
甘
肃

省
第
四
届
文
化
产
业
博
览
会
创
意
甘
肃
金
奖
、
二

0
0

九
年
诗
文
书
画
集
《
枣
园
放
歌
》
获
中
国
世
纪
大
采
风
艺
术
家
金
奖
、
在
中

国
新
加
坡
建
交
二
十
周
年
美
术
作
品
大
展
中
获

『
文
化
交
流
友
好
使
者
」
称
号
，
二
O

一
二
年
国
画
作
品
获
韩
国
亚
细
亚
国
际
美
术

展
艺
术
贡
献
奖
、
二
O

一
二
年
书
法
作
品
入
展
首
届

『
张
芝
奖
」
全
国
书
法
大
展
、
二
O

一
二
年
书
法
作
品
在
庆
祝
澳
大
利
亚
与
中

国
建
交
四
十
周
年
华
人
艺
术
家
书
画
精
品
展
览
中
荣
获
金
奖
、
书
画
作
品
在
庆
祝
中
新
建
交
二
十
二
周
年
国
际
书
法
大
奖
赛
中
荣
获

优
秀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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