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正大大气气象象--纪纪念念书书法法名名家家胡胡问问遂遂先先生生诞诞辰辰 110000周周年年
系系列列活活动动征征稿稿启启事事

为纪念当代中国书法大家和著名书学教育家胡问遂先生（1918-1999）诞辰 100 周年，弘扬中国书法艺术，加强国
际文化交流，特举办正大气象———纪念书法名家胡问遂先生诞辰 100 周年国际优秀书法大展、胡问遂师生书法精品展
等系列活动，并向社会各界征集胡问遂书法作品墨迹。

指导单位：中国书法家协会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主办单位：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文汇报社
承办单位：上海市书法家协会 上海中国书法院 上海市政协书画院 上海中国画院 中华艺术宫
协办单位：阳光城集团 上海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协会 新世界集团

国际优秀书法大展征稿

一、征稿要求
1、参加对象：18 周岁以上世界各国和地区汉字书法家及书法爱好者。
2、来稿内容：古今诗、词、赋、文、联等均可，鼓励作者自撰诗文创

作， 尤为欢迎书写与胡先生有关的内容。 每位作者限投 1 幅作品， 作
品为八尺整张宣纸之内 （240cm*120cm）， 横竖均可， 请勿装裱。 草
书、 篆书、 篆刻作品请附释文， 无释文的一律不作评选 （篆刻投稿
4-8 方， 附两个以上边款， 贴在 4 尺对开以内的竖式宣纸印屏上，请
交相同的印屏 2 件）。

3、 作品背面右下角请用铅笔楷书写明作者真实姓名和联系电
话， 参赛者须认真填写参赛登记表 （登记表格请至上海书协官方网
站下载： http://www.shanghaishuxie.cn/）。

4、所有来稿及入展作品均不退稿；如需退稿，须通过邮局汇款 50
元退稿费，汇款收据请随作品挂号件或快递一同寄出。

5、作品评审：本次征稿不收取评审费。 评委会由专家组成，评审以
无记名投票方式分初评和终评两个阶段进行。 对国内得奖作者将进行
抽查面试，凡不参加面试或经确认非本人创作者，组委会将取消其获奖
和入展资格。 所有获奖、入展名单将在媒体上公布。

二、展出安排
1、由评委会从征稿作品中评选出 120 幅作品入展，并设胡问遂书

法艺术奖。 另特邀名家作品若干参展，特邀作品不参加评奖。
2、本次国际优秀书法大展与胡问遂师生书法精品展同时展出。
三、奖项及参展权益

1、大展评选设胡问遂书法艺术奖金奖 5 名，每人奖金 2 万元人民
币；银奖 10 名，每人奖金 5000 元人民币；优秀奖 30 名，每人奖金 2000
元人民币。 其余入展作品，稿酬 800 元人民币（以上奖金均含税）。 海外
获奖者赠予同等价值纪念品。

2、 入展作品入编 《正大气象———纪念书法名家胡问遂先生诞辰

100 周年国际优秀书法大展作品集》，每位入展作者获赠 2 册。
3、上海非会员获奖者，将作为加入上海书协会员资格一次。
4、入展者和获奖者分别颁予入展证书和获奖证书。
5、对于较为优秀但未入展的作品，将选出 100 名作为入选作品，公

布作者名单并在作品集中刊出。 每位入选作品作者赠送作品集 1 册。
四、征稿时间
从即日起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截止（时间以当地邮戳为准），作品

请以挂号信或快递寄送，并在信封左下方注明“胡问遂书法展”。 收稿和
汇款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延安西路 200 号 1104 室上海市书法家协会，
邮编：200040 联系人：朱涛（17301778112）

五、展览时间地点
展览地点：上海中华艺术宫
开幕时间：2017 年 11 月 8 日上午
展览时间：2017 年 11 月 9 日—11 月 24 日
六、凡投稿者视为认同并遵守本启事各项要求。 本征稿启事解释权

归本次活动组委会。

胡问遂师生书法精品展征稿

为更好体现胡问遂先生书法艺术的传承和发扬， 特邀请胡问遂先
生学生的作品参加展出。 要求如下：

1、接到特邀通知者每人限提供书法作品一件。 篆刻家可同时提供
篆刻作品（篆刻作品 4-8 方，附两个以上边款，贴在 4 尺对开以内的竖
式宣纸印屏上，请交相同的印屏 2 件）。

2、作品内容：积极向上、健康祥和的古今诗、词、赋、文、联等均可，
鼓励作者自撰诗文创作，尤为欢迎书写与胡问遂先生有关的内容。

3、作品尺寸：八尺整张宣纸之内（240cm*120cm），一律竖式。 作品
请勿装裱。

4、请填写作品登记表一份，同作品一并寄来。 鉴于出版需要，须附
生活照片一张，200 字之内简介文字一份。 登记表请从新浪网或雅昌艺

术品网获取。
5、2017 年 11 月 9 日—11 月 24 日在上海中华艺术宫展出。 每位

作者获赠作品集各一册。 作品展出后交胡问遂纪念馆（筹）收藏，由组委
会颁予收藏证书。

6、 投稿时间： 请以挂号信或快递方式于 2017 年 6 月 15 日至 30
日寄送，请在信封左下方注明“胡问遂师生展”。 投稿地址：上海市闵行
区莘松路 350 号（闵行区群艺馆 307 室） 邮编：201199 联系人：黄世钊
（电话 15801870698）余乐（电话 18918557168）

胡问遂书法作品墨迹征集

鉴于胡问遂先生有大量作品收藏于民间， 为使这些藏品让更多的
人得以欣赏，也为更完整地展示胡问遂先生的书法艺术，现特向社会各
界征集胡问遂先生的书法作品墨迹。

具体要求如下：
1、欢迎社会各界藏家提供胡问遂先生不同时期的书法临摹、创作

作品墨迹，作品形式、风格不限。 同时，欢迎各界提供胡问遂先生为企事
业单位、场馆所创作的作品线索和联系方式。

2、征集的作品经甄别，根据展览需要录用的，组委会将与藏家签署
协议，并登记造册，展出出版后原璧归还。

3、录用的胡问遂先生墨迹藏品收录于《正大气象———纪念书法名
家胡问遂先生诞辰 100 周年胡问遂师生书法精品展作品集》，提供藏品
者获赠作品集 2 册。

4、征集截止时间为即日起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5、 应征提供所收藏胡问遂先生作品者请与筹委会朱涛先生联系，

联系电话 17301778112， 并先以电子邮件方式提供清晰完整的作品照
片（邮箱：xzrbszt@163.com）

“正大气象———纪念书法名家胡问遂先生诞辰 100周年
国际书法系列活动”组委会

2017 年 2 月

■本报见习记者 朱颖婕

■本报记者 张鹏

让学生用思考代替题海战术

赴英交流上海数学教师带回新收获

“两周的交流时间，不仅把上海的经

验带入英国课堂， 也吸收了不少英国课

堂之美。 ”2016 年底到 2017 年初，上海

71 名数学教师参与了第三轮中英数学

教师交流项目， 分两批次站在了英国中

小学的讲台上，春节前回到上海。
临近开学， 这些赴英交流的上海教

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表示， 他们惊喜地

发现， 上海数学教学的经验已在英国的

课堂上渐露头角； 而英国课堂也给他们

带来不少启发。

部分上海经验已在英国
课堂“转化”

2014 年 4 月，中英双方召开第二轮

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会议， 正式确

定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此后，中英双

方先后互派了 100 多所学校超过 400 名

教师参与交流项目。
目前， 英国已经有 800 所小学使用

上海的数学教学方法。这一点，让参与此

次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的曲阳路第四

小学数学教师卫美颇有感触———例如上

课之前，老师会带领学生做 10 分钟的口

算游戏； 当得知数学乘法运算有九九乘

法口诀后， 英国的数学教师们借鉴这个

经验， 将一首英国传统儿歌改编成英国

版本的数学计算口诀。 “课堂上就会发

现，不少孩子一边计算题目，一边小声哼

唱着这首儿歌。 ”卫美说。

两国小学生的努力“性价
比”值得深思

陆秦岭已在上海市民办丽英小学执

鞭近 20 年，去年底，他成为第三批中英

交流数学教师代表来到了英国利物浦地

区附近的一所小学。
刚一上讲台， 陆秦岭反而感到一丝

压力。 “没想到，英国小学生们思维能力

和课堂活跃程度丝毫不逊于上 海 小 学

生。 ”陆秦岭在英国开设了一堂“分数的

基本性质”公开课，原本并不好理解的内

容，在他的引导下，学生们在课堂仅有的

时间内显示出了对知识的有效理解。
课后， 陆秦岭冷静下来思考的是两

国小学生在大致相同的思维能力背后付

出的努力“性价比”。 他看到，在英国，小
学阶段并没有布置家庭作业。相比之下，
上海的孩子从小就经历了严谨的作业和

配套习题的训练。
同样赴英交流的静安区万航渡路小

学数学教师周怡发现， 在英国 1 个小时

的数学课上， 教师们非常善于运用各类

教学工具。 “类似七巧板、积木等教学工

具成为重要的教学辅助手段， 英国教师

留出大量的时间来供学生进行小组讨论

和探究， 极大地激励了孩子们对于数学

的兴趣， 同时培养了学生的数学思维。”
两位上海的数学教师认为， 课堂上留下

时间让学生思考和探究， 比题海战术更

有利于学生对于知识的消化。

英国教师敬业精神打动
上海教师

“你知道吗，我的英国搭档马丁老师

在来上海进行考察学习时， 把上海小学

数学教材和配套的练习 10 本书全部背

回了英国。 ”陆秦岭说，马丁不厌其烦地

请教他， 或者通过翻译软件来一点点学

习上海教材中的“奥秘”。
在英国小学，教师都是“包办制度”，

即一名教师要教授所有学科课程。 因为

英国并没有统一的教材和教辅书籍，每

节课的教学内容、 配套习题等都要由教

师自己来研究和制定。
马丁每天在学校准备作业题、 教学

工具，一直忙个不停。 下午 4 点放学后，
他要花费两三个小时的时间来 批 改 作

业。而后，再利用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准备

第二天的教学内容。“英国教师的待遇也

不算高， 但他们对于教育充满热情和责

任感。 ”
周怡受邀到英国教师家庭做客， 她

发现， 这些教师会无时无刻关心自己的

学生。 “英国的学生时间观念很强， 时

刻注意自我的形象。 比如下课在走廊里

安安静静， 走到操场后才会开心地玩。”
在周怡看来， 正是教师平日言传身教地

先教会孩子做人， 才能有更好的基础学

习更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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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真喜爱”到“真传扬”
《中国诗词大会》出题人李定广教授解读“传统文化重焕光彩”

央视第二季 《中国诗词大会》———
这档以古典诗词为主题的文化综艺节

目， 唤醒了很多人对诗意生活的向往，
蕴含古意之美的中华传统文化终于在

当下社会重新焕发光彩。
虽然一档节目不足以直接改变传

统文化教育的现状，但不可否认它是一

个良好的开端。 “继承、弘扬、回归传统

文 化 ， 正 走 到 一 个 比 较 有 利 的 时 间

段。”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定

广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可以

借此东风， 建立起对传统文化的尊重，
再到喜爱，最后主动传扬。 ”

圆桌会议确定 400 首诗
词，现场仍在“砍题”“挖坑”

“挑大梁”完成第一季《中国诗词大

会》的命题任务后，李定广又参与了第

二季节目的命题工作。 据他介绍，命题

组一共进行了三轮命题，前后历时半年

左右。 首先，8 位命题专家共同研讨吸

引观众的创新题型。 接着，由命题组初

步限定出题范围，入选诗词大多是具有

正面的当代现实意义的经典名篇，“能

够令观众有共鸣、有启发”，值得一考。
他提到，第一季时，命题组主要着

眼于唐宋诗词；而第二季时，作品的时

间范畴更广，加入了《诗经》、明清诗词、
毛泽东诗词等内容。 之后，8 人独立封

闭出题，每人负责一种题型，等所有题

目出完后，进行“圆桌会议”一一讨论，
改的改、删的删。在第一季时，近三分之

一的题目在这个环节被砍掉了。
李定广回忆，“圆桌会议”过程非常

有趣，因为专家们可能持不同意见。 好

在选题原则是以理服人，当遇到有争议

的题目，大家陈述各自的理由和看法。
据他透露， 除了 8 位命题专家外，

周笃文老先生等几位专家学者也担任

了“命题顾问”。 李定广记得，在某期节

目录制前几小时，命题组还在现场砍掉

题目，同时，对可以使用的题目继续“挖
坑”，以提高干扰性，增加难度和趣味。
为此，评委王立群特赐外号：“坑神”。

诗词大会能算是 “诗词
背诵大会”吗

不少观众看过节目后把《中国诗词

大会》理解为“诗词背诵大会”。面对这样

的观点，李定广认为“对，也不对”。
之所以说“对”是因为诗词储备量

是参赛的基础和前提。李定广做过一个

粗略的统计：记忆量在 300 至 500 首诗

词的选手才有可能冲出“百人团”，而想

要进入最后的 “擂主争霸赛 ”没有 500
首以上的诗词储备是不行的。 然而，比
赛往往有很多偶然因素，因为再厉害的

选手也不可能掌握所有诗词， 所以把

“会背很多诗”和成绩画等号不对。
在李定广看来，所有选手中，陈更

和彭敏的诗词储备量和综合实力最出

色 。 但 是 ， 陈 更 在 决 赛 中 的 “滑 铁

卢”， 是因为她确实遇到了本季比赛中

最难的一道题。 这道题是： “‘飞上枝

头变凤凰’ 是形容谁的诗句？ A.苏小

小， B.李师师， C.陈圆圆。” 李定广解

释， 此句出自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的

一首七言歌行体乐府诗《圆圆曲》，比较

冷僻。这首诗中，大众熟悉的一句是“冲
冠一怒为红颜”。

因此李定广强调，《中国诗词大会》
除了记忆的部分之外，更要求选手有良

好的诗词理解与鉴赏能力。 在“个人追

逐赛”的 9 道题中，有一大半不是专门

考背诵的，而是有很多与诗词相关的知

识点；而“擂主争霸赛”的抢答题考的更

是诗词理解与文学知识。而“飞花令”环
节考验的是选手的两种技能：诗词储备

和心理素质。 李定广提到，本季总冠军

武亦姝在这个环节，曾多次通过“背诵

难的诗和一长串诗，成功压制对手”，她
未必赢在了基本功和诗词实力上，但她

赢在了强大的心理素质上。

要提高古诗文教学中的
审美教育

节目的社会效应大大超出原本的

预期，李定广在欣慰的同时，表达了对

如今的古诗文教育尤其是中小学古诗

文的担忧。 他说，目前中小学课本上的

诗词基本是由中小学老师挑选的，“多

是出于应试实用的考虑”， 如果让大学

教授、 专家学者来选就不是这样的结

果，因为他们更偏向于人文价值更高的

作品。
李定广认为，很多经典诗文能够对

当代孩子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有

相当积极的意义，同时古诗文能够培养

孩子的审美情怀，但在现在的古诗文学

习中， 这个层面的意义体现得不够，而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很多老师的教学

流于表面，只让孩子进行记忆，却不充

分讲解诗词背后的历史文化意义。他强

调，老师一定要让孩子“懂”诗词，因为

孩子“诗背多了就有可能‘串词’，但他

们理解了就不会‘串词’”。 所以语文教

师的教学方式必须要改善，要多提高孩

子的审美情趣，培养他们对诗词的真理

解、真兴趣。
作为一名大学教授， 李定广发现

哪怕在中文系中， 真心喜欢诗词的学

生 也 不 多 ， 大 多 数 人 是 “被 动 地 喜

欢”。 所以， 当他看到本季 《中国诗词

大会》 让人们重新燃起对诗词的喜爱

时， 内心倍感欣慰。 他提到， 近年来

回归传统文化的步伐正在不断 加 快 。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其中提出，
要将传统文化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始终，
这 种 从 上 至 下 的 推 动 力 度 很 大 。 在

《中国诗词大会》 中， 也涌现了一批爱

好诗词的基层普通人 ， 如白茹 云 等 ，
他们对全社会的影响也非常大。 如今，
继承、 弘扬、 回归传统文化， 已经走

到了一个比较有利的时间段。

本 季 《中 国

诗 词 大 会 》 延 续

“赏中华诗词， 寻

文 化 基 因 ， 品 生

活 之 美 ” 的 节 目

宗 旨 ， 通 过 现 场

100 余 位 诗 词 达

人 之 间 的 比 赛 对

抗 ， 带 领 电 视 观

众重温经典诗词，
继 承 和 发 扬 中 华

优秀传统文化。
新华社发

上海市民办丽英小学数学教师陆秦

岭在英国交流期间， 送给当地学校一幅

中国新年日历。 周怡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