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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为“合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文

明”的太湖世界文化论坛第四届年会，6月8日

在澳门举办。本届年会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

府、文化部、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中国

文联、国务院参事室、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

事会作为支持单位。由太湖世界文化论坛、南

光（集团）有限公司、澳门会议展览业协会作为

主办单位；由太湖世界文化论坛常务理事会、

南光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作为承办单位；由

澳门大学、澳门妇女联合会、上海国际问题研

究院、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作为协办单

位。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出应对当前挑

战、加强全球治理、开创人类美好明天的中国智

慧和中国方案，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

益和共同愿望。鉴于此，太湖世界文化论坛主

席严昭柱在主题演讲中说，人类正站在历史的

十字路口，将不得不通过文明更替，作出有利于

人类前途命运的历史选择。一系列全球性危

机，向人类举起了旧文明不可持续的警示红牌，

因此，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合作代替对

抗，重建社会和谐，是化解全球性危机、开创人

类美好未来的唯一通途。他强调，丝绸之路谱

写了不同国家和平交往、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

壮丽史诗。丝绸之路展现的伟大精神，理应成

为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文明的核心理念。

资讯

中外艺术家交流协会，艺央传媒（艺央网）

在九茶书苑举行了首届（2016）中国当代书画

名家艺术年会，热爱书画艺术的各界领导以及

艺术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等 150 人参加本

次盛会。

中外艺术家交流协会是由书画家、企业家、

收藏家、投资家联合国内外知名画廊、拍卖公司、

驻华使馆、艺术团体和金融、电子、文化、旅游、房

产、慈善、新闻媒体等组建而成的一个互动交流

公益平台，平台是开展名家名人书画鉴藏、公益

文艺汇演等的公益性组织。九思茶书苑是中外

艺术家交流协会和艺央传媒共同打造的传承中

国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平台，大家利用这

个平台，共同践行社会公益责任。 （董春宝）

太湖世界文化论坛第四届年会在澳门举办

首届中国当代书画名家艺术年会
在京召开

鲁迅曾评价中国文字“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感

目最直接的表达，就是书法艺术。当今时代，喜爱书法者越来越多，而

能在墨海争得一席之地并达到一定造诣者，必定是那些甘于寂寞、不

为虚名、独具情怀、心有所向且不失虔诚之人，书法家王桂君就是这样

的人。

王桂君，男，山东冠县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林业书法家

协会常务理事，聊城职业技术学院书法教授，水城书画院院长。四十

多年来，他挚爱书法，笔耕不辍，其作品曾在多家报刊发表，并数次入

展海内外书法大赛荣获金奖。2005年，《书法导报》用一个整版对其作

专题介绍；2009年，作品入选“庆祝五台山申遗成功——中国千名书家

写经书法大展”，经千名僧尼诵经开光，被五台山藏经阁永久收藏；

2010年，作品夺取全国书法大赛“中华杯”金奖，并被邀至香港赴会领

取奖牌、奖金……王桂君以其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扎实深厚的临帖

功底、形神兼备的书法风格、深入细致的精研博学、贵和尚中的良好心

境，成为近年来活跃于书坛的实力派书法家，既为江北水城赢得了荣

光，也为推动我国书画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多彩人生注入翰墨能量

王桂君在书法上的成功，除了兴趣爱好与孜孜以求外，得益于其

阅历丰富，人生多彩。他1954年生于山东冠县，1972年入伍，到1999年

任县林业局局长；如今，任聊城职业技术学院书法教授，水城书画院院

长。多彩的人生经历，62年的风雨历程，客观上使王桂君扩大了社交

领域，丰富了社会知识，提高了理论水平，强化了道德素质，没有了急

功近利的躁动与火气，这是作为一个书法家不可缺少的。

恰当时机，王桂君又经崔子崇老师引荐，拜于“墨人”杨再春先生

门下，得其真传，受益匪浅。他这种淡泊自守、静察默观的人生态度，

反映到书法中，则变成了不疾不徐、柔中寓刚的线条，不温不火、萧散

疏朗的结体，具有很强的时代烙印，他所常写的那句联语：“得山水清

气，极天地大观”无疑就是对他书法人生的最好印证。

扎实功底打下妙笔根基

书法大家的形成必经历三种递进的境界——书法、书艺、书道，这

三种境界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循序渐进，没有捷径可寻的。其中第

一境界书法，就是对“法”的掌握，对技法的研习，是“甘于寂寞”、“废纸

三千”。“自运在服古，临古须有我。两者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伤神。”从

王桂君的书法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深厚的临帖功底。

王桂君早年师法楷书和隶书。他的书法是扎扎实实临帖临出来

的，因为他深知“久久自有功效”之哲理。如今，他虽已颇有成就，但仍

牢记“笔墨当随时代”的教诲，遵循“学古而不泥古”的训诫，依然每日

用心临摹。数十年如一日的品读、临帖、耕耘，这让他的才华在勤学苦

练中得到了升华，为其妙笔生辉打下了坚实的根基，其书法作品呈现

出了“雄强大气、厚重沉着、神追高古”的艺术特征。

形神兼备助其书坛独立

风格是一个书法家成熟的标志。他的书法师“二王”之雅逸，得米

芾之洒脱，尤其是在赵孟頫的字帖上用功最深，对柔美流畅的赵字兴

趣最浓，在继承赵字基础上融多家之长，形成了形神兼备，血肉生焉，

笔法丰富，意趣生焉的独特风格，演绎出了厚重与飘逸相结合的书法

精神。

国内一位书法大师曾这样赞誉王桂君的书法：“古拙而不滞，灵巧

而不妖，形神兼备，格调高雅，美不胜收。”美就美在既有“大乐必易，大

礼必简，大音稀声，大象无形”的简约之美；也有“穷变态于毫端，合情

调于纸上”的气韵之美；更有“能纵能收，是求奇履险，但又能化险为

夷”的中和之美。他的书法，除了给人以端庄飘逸、俊美潇洒之美感

外，字里行间还透着一股浩然正气。

精研博学成就书业内涵

中国书法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力代表和重要组成部分，它与

中国传统文化相表里，与华夏文明精髓成一体，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

熏陶而想成就书法之业是不可能的，王桂君深知此理。

虽然一直在基层工作，但王桂君能利用一切时间读书学习，读经、

史、子、集，读中外文学名著，读中国书法史，或作诗为文，以此作为书

法的滋养，充实书法的内涵。他的生活总是与书法息息相关。下班回

来，扑在书桌前临帖读帖，墨池耕耘；到了周末，奔波于各种书法展览、

研讨和笔会。数十年如一日，他的生活状态始终处在学习、研究和创

作的循环中。“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在众多的传世经典

名作面前，王桂君完成了与古人一次又一次心灵的对话。他明白，其

创作的源泉来自于对生活的深厚积累，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把握以及对

技法的个性表达。正因为如此，他的书法作品越写气息越好，越写格

调越高，越写内涵越深。

良好心境涵养大家风范

刘熙载讲：“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

而已。”古贤也讲“书为心画。”康有为则认为“书者形也。”古人这些“书

乃心画，字如其人”的观点在王桂君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王桂君认为写字首先是做人，人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雅刚正

之气。在他书法艺术的核心精神中有着中国书法艺术贵和尚中的理

念，这种理念体现在书法美学中便形成了“中和之美”，不偏不倚、中规

中矩、和谐统一。在笔圆架方、体式均和的外在表现中，渗透着书法家

内在的书卷气息。他的书法作品，无论从功力、性情、气韵、个性上讲，

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充分体现了他特有的文化气息、品格趣味，这是

他人品和学养的集中体现和流露。几十年来，他始终把书法作为一种

修身养性的载体来看待，追求的是散淡、宁静、平实、雅致，把所思、所

想、所感、所悟以及喜怒哀乐等，通过笔墨诉诸出来，使思想境界得到

净化与升华，感受到大千世界灵动之美。

（作者单位：中共山东省委老干部局）

王桂君：得山水清气 极天地大观
程宗辉

王桂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