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书协八迁其址
01 中正中学总校(Chung Cheng High School)书法研究会会所，高一G、H教室。

XX.11.1967-22.12.1968

02A 陈景昭寓斋百虹楼(莱益花园)(7 Lloyd Gardens, Singapore)【陈声桂按：在1971年4月
25日后的三四周，因陈先生生病，研究会场也曾搬去南海运输公司办公室，但因地方局促
作罢。1972年1月12日(即陈景昭先生1月5日去世后一周)，陈师母张永贞交门锁一把予声桂，
继续慷慨借用百虹楼(莱益花园)，研究工作遂于1月23日正式恢复】。 

29.12.1968- XX.05.1972

02B 陈景昭寓斋百虹楼(金岭道)(72，Goldhill Avenue, Singapore 309038)(陈声桂按：四个
月后，百虹楼搬去金岭道。另者，1974年3月19日及4月23日，声桂分别去考察南北武术体育
会天台及法轮社，地点均不适用)。                                 

                                                 XX.05.1972-07.09.1974

03 四排坡教育中心(Sepoy Line Education Centre, Blk 29, #01-495, Outram Park, Singapore)
【陈声桂按：1974年9月3日(星期二)上午已将部分文房四宝及杂物搬去此一新址。在百虹
楼时添置的书橱、桌椅则分寄各会员家】。

08.09.1974-20.03.1976

04 陈声桂寓斋(#10-327, BIK 506, Bedok north Ave 3, Singapore)。
21.03.1976-02.07.1976

05 颜氏公会(天台)(18, Bukit Pasoh Rd, Singapore 089852)。                      
                                                 03.07.1976-06.08.1977

06 潮安联谊社(25-B, Bukit Pasoh Rd)。
07.08.1977-31.08.1995

*07 人民协会加冷总部青年楼二楼10号(10, Youth, Block, People Association, H.Q)(书协储
藏室早于18.06.1989搬入人协)。

17.08.1991-04.01.1997

08 新加坡书法中心(Singapore Calligraphy Centre 48, waterloo Street Singapore 187952)。
01.09.1995-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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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声桂　教授
Prof. Tan Siah Kwee
06.10.1948——今

电话：6337 7753/ 传真：6337 7756

电邮：ccss1968@singnet.com.sg

 • 新加坡艺术总会会长

 •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

 • 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会长

 • 新加坡书法中心艺术总监

 • 2005担任中国同济大学顾问教授至今

 • 2010兼任同济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至今

 • 2013担任中国广东省韩山师范学院客座教授至今

 • 1975新加坡文化部国庆美展（国家美展）评判

 • 1978新加坡国家博物院年展评判

 • 1977香港亚洲艺术学会优异证书

 • 1978新加坡国家杰出青年奖(SYA)

 • 1987法国艺术家协会“法国大皇宫荣誉表扬证书” 

 • 1991新加坡总统公共服务奖章（书法）(PBM) 

 • 1992日本刻字协会国际刻字贡献荣誉奖章

 • 1992第一届亚细安（东盟）个人成就奖（书法）(AAA) 

 • 2000新加坡国家文化奖章(CM)

 • 2000新加坡总统长期服务奖章（PBS）

 • 2002万宝龙（Mont Blanc）国际艺术大奖

 • 2006中国书法家协会荣誉奖

 • 2006新加坡公益金总统好点子奖

 • 2008南洋理工大学南洋校友成就奖

 • 2014第三届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中华之光奖

 • 1970创立中国钢笔书法研究所，函授书法

 • 1974公开设立书法班教授书法至今

 • 1981兼任国立新加坡大学校外进修系书法讲师10年

 • 1995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书法讲师10年 

 • 1974南洋美术专科学院文学讲师9年书法讲师2年

 • 2004年12月在民事服务退休，同步出任新加坡老年书法大
学校长兼书法导师至今

 • 2012年11月19日出版《书论十一辑》512页，2015年10月6日
出版《五十年书坛巡礼》924面。

 • 读者只要将此二书及本书《新加坡书法史》列于一处，即可
对新加坡50年书法发展史，有明晰的图景。

2016年12月

椽毫挥洒,

  铁线纵横。

 人如书，

 史迁情怀；

 书如人，

 横逸疏放。

心墨晕染于纸,

  桂香弥漫狮城；

兰亭之后,

  南洋有此薪传。

四十六年竭尽移山力,

昔日将枯之苗, 

  如今葱翠南天。

(2014 CCTV中国中央电视台第三届中华之光年度大奖“赞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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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声桂　编著

新加坡书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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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谢高谊 

李氏基金两位主席李成义博士、李成智博士昆仲，对新加坡书法的发
展，关怀备至。半世纪以来，因有二人以李氏基金名义拨款相助，致使新加
坡书坛从沉寂至蕃昌，新加坡书法从民族文化的支流汇入国家文化的主流
中！

借此敬此谢忱！

晚生  陈声桂  敬笔 
2016年12月31日



7

陈
声
桂

新加坡书法史
陈声桂　　编著

第01章	 1959年前的新加坡书坛(1819年开埠至1959年自治邦)　0017

	 0101	 立国略述　0018

	 0102	 人文背景　0019

	 0103	 文人南下　0020

	 0104	 书画呈辉　0021

	 0105	 余话　0021

第02章	 新加坡自治邦至独立后三年的书坛(1959年至1968年)　0023

	 0201	 新加坡独立　0024

	 0202	 书坛清凉如水　0024

	 0203	 余话　0028

第03章	 1968年新加坡书协成立　0031

	 0301　新加坡书协成立典礼　0032

	 0302	 新加坡书协研究会场　0039

	 0303	 会名沿革　0044

	 0304	 新加坡书协宗旨　0051

	 0305	 新加坡书协会训　0052

	 0306	 新加坡书协会徽　0053

	 0307	 新加坡书协的赞助人　0053

	 0308	 新加坡书协的掌舵人　0053

	 0309	 新加坡书协会政的沿革　0058

第04章	 书法家开班授课　0059

	 0401	 引言　0060

	 0402	 中国钢笔书法研究所　0060

	 0403　在麦波申教育中心　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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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4	 在四排坡教育中心　0064

	 0405	 在潮安联谊社　0065

	 0406	 在国立新加坡大学校外进修系　0068

	 0407	 在潮安艺苑　0072

	 0408	 在南洋美术专科学校/学院　0077

	 0409	 在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0077

	 0410	 在新加坡书法中心　0078

	 0411	 在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　0083

	 0412	 在会馆、俱乐部、联络所　0083

	 0413	 在大专中小学校园　0084

	 0414	 新加坡印裔总统及内阁秘书上课　0087

	 0415	 部长、高官学字　0089

	 0416	 新加坡书法研究院晋级考试　0089

	 0417	 其它　0094

第05章　广泛开展书法教育　0095

	 0501	 绪言　0096

	 0502	 国营电视台摄制“笔阵墨池”与“笔飞墨舞”　0100

	 0503	 书法讲座、演讲会、研讨会、书法营、笔会　0105

	 0504	 书友公开挥毫　0117

	 0505	 政要挥毫　0124

	 0506	 新加坡副总理尚达曼习书十四年　0136

	 0507	 新加坡总统纳丹习书七年　0141

第06章	 新加坡的书法展览　0149

	 0601	 绪言　0150

	 0602	 新加坡全国硬笔书法展　0153

	 0603	 新加坡书法展/新加坡书法年展/新加坡现代书家作品展　0161

	 0604	 全国青少年书法展　0176

	 0605	 黄金岁月书法展　0178

	 0606	 三国家文化奖章得主个展、联展　0181

	 0607	 新加坡团体/集体书法展　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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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8	 新加坡个人书法展/其他　0231

	 0609	 新加坡书法展一览　0240

	 0610	 新加坡的主要书法工作者　0253

第07章	 新加坡的书法比赛　0267

	 0701	 引介　0268

	 0702	 1970全新大专中小学书法比赛　0269

	 0703	 1973全新现场书法比赛　0275

	 0704	 全国学生书法比赛　0283

	 0705	 全国毛笔与硬笔书法大赛　0291

	 0706	 2006第一届国际书法大赛　0302

	 0707	 社区书法赛会　0306

	 0708	 其他书法赛会　0318

	 0709	 新加坡书法比赛一览　0326

第08章	 新加坡的挥春活动　0331

	 0801	 引言　0332

	 0802	 全国挥春比赛/大赛/大会　0333

	 0803	 内阁新春园游会　0376

	 0804	 岛国各地的挥春活动　0386

第09章	 设立网站、出版书报作为号角　0389

	 0901　	绪言　0390

	 0902　	印发《新加坡书法报》　0395

	 0903　	发刊《中华书艺》　0398

	 0904　	设立书协网站　0402

	 0905　	《书论十一辑》出版　0403

	 0906　	《五十年书坛巡礼》问世　0409

	 0907　	新加坡书法出版刊物一览　0411

第10章	 新加坡开展国际书法交流与催生国际书法组织成立　0419

	 1001　序言　0420

	 1002　1980日本春秋书院来展　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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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	 1981国际书法联合展　0424

	 1004	 新加坡与日台韩中马港六国/地代表性书会先办交流展　0427

	 1005	 新加坡与中国各省市书协联办交流展(含双向展)　0454

	 1006	 1990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新加坡大展　0460

	 1007	 历次(10次)国际书法交流大展一览　0478

	 1008	 2006第七届国际书法交流新加坡大展　0495

	 1009	 2011组建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　0502

	 1010	 新加坡与各国/地个人展/团体联展/其他　0525

	 1011	 参加历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新加坡书家名册　0539

	 1012　“新加坡书协国际友谊金奖章”名册　0541

第11章	 嘉宾莅临新加坡　0543

第12章	 新加坡书家纷纷奉派出国挥毫　0585

	 1201	 1978年政府选派首位书家出国　0586

	 1202	 新加坡旅游局选派出国之书家　0586

	 1203	 新加坡航空公司选派出国之书家　0587

	 1204	 政要在国外挥毫　0588

第13章	 新加坡书家出访　0593

	 1301	 绪言　0597

	 1302	 1973年组织西马观光团　0597

	 1303	 1983年组织中国书法访问团　0597

	 1304	 1983年组织马来西亚书法访问团　0610

	 1305	 1984年组织中华台北观光团　0610

	 1306	 1984年陈声桂赴日本东京访问　0610

	 1307	 陈有康、陈声桂、陈佳模访问广州　0611

	 1308	 潘受、陈声桂访问广州　0611

	 1309	 1985年组织马来西亚书法访问团　0613

	 1310	 1986年组织中国书法访问团　0613

	 1311	 1988年书协组织三人高层代表团赴北京　0616

	 1312	 1989年组织书法访问团访问中国东北　0617

	 1313	 1990年书协派人赴京参加国际书法邀请展　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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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4	 1992年陈声桂赴砂劳越讲学　0620

	 1315	 1992年组织第四次中国书法访问团　0620

	 1316	 1993年组团参加日本第一届国际高校生选拔书展　0621

	 1317	 吕永华率团赴中国开会　0624

	 1318	 陈声桂赴京担任第三届中国书法篆刻电视大赛总审　0624

	 1319	 陈声桂赴中华台北担任“第一届养乐多杯全国小学生书法比赛”	

	 	 总评　0625　

	 1320	 书协组团参加第三届国际书法交流东京大展　0625

	 1321	 新加坡书协组团参加第一届中新师生书法交流展　0626

	 1322	 书协会长陈声桂随艺术部长赴港　0627

	 1323	 书协组团赴马参加第四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0627

	 1324	 1998年书协四人团参加中国书法教育研究会十周年庆　0627

	 1325	 书协组团赴重庆参加书法交流展　0628

	 1326	 何钰峰担任第四届中国书法篆刻电视大赛总审　0630

	 1327	 书协组团参加2000第五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0630

	 1328	 书协组团参加澳门第二届国际书法教育学术会　0630

	 1329	 书协派团参加中国书协二十年庆　0631

	 1330	 书协赴京参加第四次中新书法交流展开幕　0635

	 1331	 书协组团参加天津第四届中新师生书法展　0636	

	 1332	 书协派团访问贵州　0637

	 1333	 书协组织2002年新加坡书法团访印华社　0638

	 1334	 新加坡书协派团申贺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四十年庆　0641

	 1335	 书协组团参加第六届国际书法交流SEOUL大展　0641

	 1336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代表团访问中国湖北　0642

	 1337	 书协组团参加印尼新加坡书法交流展开幕礼　0643　

	 1338	 陈声桂出访北婆三邦　0645	

	 1339	 新加坡书协十人团访越南　0645

	 1340	 新加坡书协代表团赴马六甲访问　0645

	 1341	 书协会长陈声桂出席中国张海书法艺术馆开幕　0646

	 1342	 新加坡书协十人团访印尼 淡岛　0647

	 1343	 陈声桂、杨应群在上海访问　0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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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4	 新加坡书法家访问巴黎　0647

	 1345	 陈声桂率团赴京向启功告别　0649

	 1346	 陈声桂出访港、澳、珠三地　0650　

	 1347	 新中二国书友联袂访问马印二书会　0650

	 1348	 新加坡书协访问团赴吴、沪、京访问　0651

	 1349	 新加坡书协再次访问马六甲　0652

	 1350	 新加坡书协八人团访问京、鄂、浙、吴　0652

	 1351	 书协陈会长陪同新加坡教育部长赴沈阳　0653

	 1352	 书协组团参加第二届重庆新加坡书法展　0654

	 1353	 陈声桂赴京参加中国篆刻艺术院院庆　0655

	 1354	 新加坡将国际书联移交中国书协　0655

	 1355	 书协组织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学员赴沪研修　0658

	 1356	 书协组团参加第八届国际书法交流北京大展　0659

	 1357	 书协派团参加日本每日书道会60年庆　0659

	 1358	 陈声桂会长陪同新加坡总统在少林寺挥毫　0662

	 1359	 陈声桂参加世界书艺全北双年展　0662

	 1360	 陈声桂带团去澳门　0663

	 1361	 陈声桂赴京参加张海书法展开幕　0664

	 1362	 书协组团访问马来西亚书协　0664

	 1363	 书协派团参加第九届国际书法交流奈良大展　0664

	 1364	 陈声桂带团赴韩国金海　0665

	 1365　王瑞璧遗墨展在马举行　0665

	 1366	 陈声桂在京参加骆 篆刻展开幕　0666

	 1367　	陈声桂出席中国文联全国代表大会　0666

	 1368　	书协派团参加第十届国际书法交流吉隆坡大展　0666

	 1369　	书协派团参加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50年庆　0667

	 1370	 新加坡书协访问闽、潮、粤三地　0668

	 1371	 陈中参加中国世界杰出青年行　0669

	 1372	 何钰峰出席云南亚洲书法邀请展　0669

	 1373	 新马两地书协领导喜相逢　0669

	 1374	 书协派团参加第十一届国际书法交流曼谷大展　0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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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5	 新加坡派团参加韩国国际名家书艺邀请展　0670

	 1376	 何钰峰参加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开幕式　0670

	 1377	 新加坡派团参加北京国际妇女书法展　0670

	 1378	 何钰峰出席马书协30年庆　0670

	 1379	 韩国如初艺术馆面向书法世界　0671

	 1380	 何钰峰赴京参加张海书法展开幕　0671

	 1381	 新加坡代表团参加第十二届国际书法交流天津大展　0671

第14章	 组建新加坡书法中心　0673

	 1401	 缘起　0674

	 1402	 洒净、动土　0679

	 1403　	改建　0681

	 1404　	筹款　0687

	 1405　	启用　0694

	 1406　	开班　0699

	 1407　	开幕　0700

	 1408　	碑文　0705

	 1409　	四任新加坡总统莅临　0708

	 1410　	四方贵客来访　0717

	 1411　	历次周年庆祝会　0722

	 1412　	八届董事会阵容　0726

	 1413　	邱程光盗名始末　0732

	 1414　	附：新加坡书法中心简介(中/英)　0744

第15章	 创建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　0749

	 1501　	绪言　0750

	 1502　	综合介绍　0753

	 1503　	书大历届毕业典礼概况　0767

	 1504　	书大学员赴同济大学浸濡　0840

	 1505　	其他　0853

	 1506　	附：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简介(中/英文)　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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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成立书法基金筹措书法经费　0871

	 1601　绪言　0872

	 1602　书协的七个书法基金　0873

	 1603　书法活动经费的来源　0906

第17章	 书法家在国内外名题荣誉榜　0913

	 1701　新加坡国家文化奖章　0914

	 1702　陈景昭书法奖章　0949

	 1703　新加坡杰出青年奖　0955

	 1704　亚细安成就奖　　0958

	 1705　万宝龙国际艺术大奖　0960

	 1706　CCTV中华之光奖　0965

	 1707　其它各种奖项　0973

第18章	 新加坡书协历次会庆　0983

	 1801　引言　0984

	 1802　新加坡书协10周年会庆　0984

	 1803　新加坡书协15周年会庆　0990

	 1804　新加坡书协20周年会庆　0993

	 1805　新加坡书协25周年会庆　0998

	 1806　新加坡书协30周年会庆　1001

	 1807　新加坡书协35周年会庆　1008

	 1808　新加坡书协40周年会庆　1013

	 1809　新加坡书协45周年会庆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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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1  立国略述
英国人史丹福·莱佛士(Sir.	Stamford	Raffles)于1819年登陆新加坡之

后，将新加坡纳入其殖民地。

1957年8月31日，位于新加坡以北的马来半岛上的马来联邦(5州)、马

来属邦(4州)，及三州府中的马六甲、槟榔屿共11个州组成了“马来亚联合

邦”，脱离英国独立。新加坡虽是三州府之一，但被分而治之。

1959年6月3日，英国宣布新加坡为自治邦，除国防、外交之外，内部

得以自治，设正副总理及内政、财政、律政、国家发展、交通、卫生各部。

1963年9月16日，英国将其统治的“北婆罗州”(婆罗州是印度尼西亚

大岛，后易名为沙巴)、北婆罗州左边的“砂劳越”，以及“新加坡”，一

齐交给了马来亚联合邦政府，组织了马来西亚国，并声称这三个地方已离

开宗主国获得独立。

由于新加坡州政府的出色表现，威胁到马来西亚中央政府执政联盟的

稳定，于是，中央政府于1965年8月9日把新加坡踢出来。自那天起，新加

坡共和国诞生了。

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之前，四大种族(华、巫、印、欧)的语文学校是并

存的，所以立国之日，巫文被列为国语；英文被列为行政语；巫、印、华、

英四种语文被列为官方语文。

此后由于生活与生计的关系，英语由行政语改称工作语，三大民族的

语文，如同附件。1980年12月31日，新加坡各种族学校中的小学与大学并

入英校；1984年12月31日，各种族中学(包括华文中学)也并入英校，华校

正式走入历史。

自1985年元旦起，新加坡四百余间学校，自小而大，一律以英文为教学

媒介语，其它三种语文，只作为第二语文教授，学生进入大学，除英文必须

及格之外，第二语文也得及格(即至少得考获D7,	D7是45-49分)。

2003年2月8日，新加坡政府进一步宣布：两年后(即2005年7月)，当大

学新学年开课时，“第二语文及格”不是进入大学的必备条件，也不算积

分。自此，读不读第二语文(民族语文)，是学生家长的责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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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2  人文背景
010201　在公元十世纪，新加坡就已经有华侨的足迹了。

新加坡于1819年开埠时，岛上约有150个渔民。此后，新加坡大量吸收

了马来半岛、印度次大陆和中国南来的移民，逐渐发展成为航行于东亚和欧

洲之间的船只的重要港口。

到了1860年，新加坡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人口增长到80,792人，

其中61.9%是华人。这61.9%的华人，大多数是受到农民起义、外族入侵、

王朝更替，而不堪战乱，想改变个人或家族命运的普通百姓，或者是权力失

落的前朝贵族。

与此同时，东南亚各地在英国、荷兰等国殖民统治下，开发加速，对劳

动力的需求，也相应增加。为了吸引华工前来，各国先后推出了一系列优惠

的政策，因此，除新加坡外，当时东南亚各地也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

难所。历史上所谓的“贩卖猪仔”现象，也在这时候出现。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晚清时代，东南亚的华侨，多半是苦力出身

的，他们从事小贩、职工、劳役等行业，所以社会地位低微，甚至不如土著

(Baba	&	Nonya)。加上自身文化水平有限、资金匮乏、缺少科学知识、注重

个人利益、忽视族群政治地位，所以东南亚华侨的人伦礼仪、生活模式，基

本上是根据家乡的传统与习俗处理。

010202　当时，新加坡的华人：“衣冠、语言、礼仪、风俗，尚守华制”。

在教育方面，也是如此。

华侨在新加坡以及东南亚办学，始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前期实行私

塾教育，后期公开设立学堂。

私塾完全模仿中国国内的做法，在新加坡有萃英书院，在槟榔屿有槟

城义学、闽义学，及粤义学等，私塾内规定学生先读《孝经》，次读“四

书”，以背诵的方法，学习四书五经、了解孔孟之道；通常塾师先以礼仪、

应对教导学生；每逢朔望，也向学生讲述圣谕古训和孝悌忠信的故事。并以

毛笔，缮抄文章诗词歌赋，加强记忆！

1898年戊戌变法之后，中国国内政情剧变，学堂纷纷出现。于是，东

南亚华侨也跟着兴办学堂学校，取代私塾。这些学堂、学校，一般上聘请

清朝的留学生做教员、采用日本的教育制度、使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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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教科书，一改过去专习儒学的情况。尽管如此，老师、学生手上用的

仍是毛笔。

不过，不论是私塾也好，学堂也好，学校也好，当时能够入学的人士，

是非常有限的！

0103  文人南下
010301　1931年，中国“九·一八”事变之后，一些中国文化人，开始南

下新加坡；当时，一方面是中国的经济情况衰萎；一方面是日本侵略中国东

北三省，那些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如果没有机会用他们的血肉筑成长城，便

只好跑到东南亚来了。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国破家亡跑到新

加坡的中国文化人更多，甚至成了一种浪潮。他们之中，来新加坡不成的，

就去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汶莱等地，当时这些地方都是英、荷等

国的殖民地。逃到菲律宾的，多是福建人(以晋江县的为主)；逃到印尼的，

多是客家人；逃到泰国的，多是潮州人。也有一些人通过陆路跑到缅甸、越

南、柬埔寨、寮国等地，甚至澳洲、纽西兰的。

新加坡也是这样，各种方言族群分区落脚！所以牛车水住了很多广府人

(广州人)；后港、林厝港、杨厝港，住了很多潮州人！

010302　当时，一些受过教育又懂得书法的文化人，便在工余授徒，他们

有的是为了补贴家用，有的是为了传承文化。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长于楷书的谭恒甫在大坡长泰街(即福建街)自创有

恒学校，除了书写招牌、鬻售文字之外，也收徒习字。此外，在牛车水也相

继出现了一些私塾，如刘溥天在摩士街(Mosque	Street)2-3号楼上设的崇德学

校；梁新民在庙仔街(即硕莪街Sago	Street)设的通志学校、在士敏街	(Smith	

Street)设的通志学校分校；谭展纶在登婆街(Temple	Street)设的展纶学校；

还有士敏街19号的维德学校、士敏街33号东兴茶室二楼的冠英学校，以及冯

翘瑞学校、兴华学校等等。这些私塾学校校长，在教学方面，除了传承中国

传统私办教育机构的模式教授四书五经之外，平日也注重学生的书法学习。

010303　1945年二次大战之后，移居新加坡的华人越来越多，随后国共战

争爆发，买棹南下之中国人更无日无之，这也造成了华校在新加坡岛上遍

地开花的景象。那时，学生从小一开始至高三，每个学生都要写大楷、小

楷，就连作文的誊清，也得用毛笔抄整；老师对写一手好字的学生往往加

分。这些都有助于书法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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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4  书画呈辉
010401　1959年6月3日新加坡自治之前，一些中国书画展览不时在这儿举

行。由于书画同源，所以这些美术展览，对书法的传承，也有一定的效用。

例如：1939年中国艺坛名家徐悲鸿筹赈个展；1947年中国名家关山月、王兰

茗画展；1954年徐悲鸿遗作展、张大千画展；1955年黄宾虹遗作展；1958

年林千石书画展等等。

除此之外，1940年，施香沱举办个人书画篆刻义展；1946年，崔大地

在新加坡，马来亚槟城、吉隆坡举办书法个展；1948年，中正中学高中毕

业班，为筹募赴马来亚观光旅费，在中华总商会举行全班同学书画展；1949

年，张瘦石举办书法个展，并出版《瘦石论书》；1950年，陈之初应新加坡

中国学会之邀，将其珍藏的中国历代名家作品数百件公展，并编印《香雪

庄书画选集》(编者按：陈氏1983年3月24日去世后，香雪庄已成历史。此

庄拆前地址为70，Bournmouth	Rd,	Singapore	1543,	Tel:	63441888。前妻

林松珠生6男2女，陈氏续弦名李亚兰)。1954年，俞龙孙在六十诞辰之际，

举办书展，并出版《龙孙墨缘》，以及若干新马画家在这一期间举办展览，

也有展示个人的书作。

010402　20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约是1953年)，华人青年会每年均主办一

次“全新中小学生书法比赛”，由每间学校各派二至四人在现场书写，是

当时唯一的书法赛会。自五十年代初期至六十年代初期，这个比赛都安排

在陈景昭当时主持校政的端蒙中小学举行。

陈景昭自1949年应聘南来新加坡主持端蒙中学校政，期长十六年(1949-

1964)。平日以其地位与力量，在校内提倡书法研究，除了培养一些人才之

外，也使端蒙成为当时书法家的摇篮。

1939年至1959年主持中正中学总分校校政的庄竹林博士，在中正中学

总校设立书法研究会，并于1954、1955两年分别在中华总商会展览厅举行

书法公展，也是这一时期书坛的亮点。

0105  余话
综上所述，新中两地书家往来，可谓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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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日报》1976年2月6日)

(《星洲日报》1976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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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2章

新加坡自治邦至独立后三年的书坛
(1959年至1968年)

 0201　新加坡独立

 0202　书坛清凉如水

 0203　余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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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1  新加坡独立
新加坡原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1959年6月3日获得自治，1963年9

月16日加入马来西亚联邦获得独立。过后，由于新加坡与中央政府矛盾日

深，后者遂于两年后的1965年8月9日，将新加坡逐出马来西亚，自此新加

坡正式独立。

从1959年至1968年(即独立后第三年)，由于新加坡政治环境波动、经

济建设疲弱，加上这里本来是一个移民社会，居民来自五湖四海，所以大

家除了力求家庭生活温饱、提升个人物资富裕之外，对于文化艺术(包括书

法)，都没有兴致！

当时，民选政府设有一个文化部。文化部只有三个单位，一个是文化

处，一个是广播处，一个是新闻处；文化处只有几个人，经费也极为有限；

广播处管理新加坡广播电台；新闻处负责新闻的收发。

0202  书坛清凉如水
020201　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九年(1959-1968)的书坛，只可从三方面来

叙述。

020202　学校：自1819年开埠以来，新加坡大量吸收了马来半岛、印度次

大陆和中国南来的移民。当时，除了英国政府开办的英校之外，每个种族

为了文化的传承，都纷纷创办自己的学校，即马来人开办马来学校，印度

人开办淡米尔学校，华人开办华校。华校，不管是宗乡会馆办的、宗教团

体办的、民选政府办的，还是个别人士办的，只要是冠上华校的，在小学的

六年里，基本上每周都有写字课，从红纸库、空壳字，到一面四行十六个字

的大楷，以及一面六行二十四字的小楷，不一而足。此外，学生也得用小楷

抄作文。当时的文房四宝质量低劣，比如墨汁，大多是用一片黑黑圆圆，

像膏药布一样的墨膏，放一点水来涂写。后来才有来自香港的麒麟墨汁，及

中国的“华”字墨汁。

不管各校的师资与校舍水平怎样，学生在小学时，都有机会跟书法接

触。

以陈声桂为例，当时他就读的光华学校，便很注重书法。一年级(1956

年)时，他碰到一位样如老秀才的华文老师吴克寰。吴老师不只板书极其讲

究，对学生交来的作业要求也高。他买了一大盒一大盒的铅笔，带进课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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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发写字簿时，每个80分以上的学生，都送一支奖励！

其他华校，尽管华文老师的发音南腔北调，各不相同，但规定学生每周

得交书法作业是一致的！对于学生交来的书法作业，他们给个甲、乙、丙，

或甲上、甲下、乙上、乙下、丙上、丙下、丁，有些则只打一个钩。其实，

早年的学校，每班学生都是四十几人，要老师一笔一划改字，并不可能，但

给个等级，对学生也是可以起着激励作用的。

可以说，写字是华校的传统。在五十年代末期，学生连用原子笔(即圆

珠笔)参加会考作答都不可以，一定得用钢笔。因为当时原子笔的圆珠质量

不好，用它写在纸上不到三个月，墨渍就会扩散开来，如果正反两面都写，

难免要“力透纸背”了！

言归正传。那时，有的中学生单周交四面大楷，双周交两面小楷。当课

业繁忙时，小楷作业，一面可用钢笔写，一面可用毛笔写。也就是说，虽然

不是每个华文老师都长于书法，但书法是小学到高中课业的一部分。即使在

七十年代，几间非常传统的华校，还是规定学生每周得交书法作业，校方每

年也举办一次全校书法比赛，加以鼓励！譬如：1973年时的中正中学分校，

因为一个星期上六天课，所以学生每个星期要交大楷六面，后来学校虽然改

为一星期上五天半，但大楷照旧得交六面。

在校际方面，金石书画家陈景昭自1949年在端蒙中学主持校政后，一

直从事推广书法教育的工作，除了华人青年会主办的“全新中小学生书法

比赛”在端蒙举行，他也在学校组织演讲会，请一些南来的书法家演讲；

印刷其师叶恭绰的字帖，送予学生；在校内举办各年级学生书法比赛，激

励学生学书的兴致。

陈先生自1965年元旦改任中正中学总校教席后，仍继续推广书法教育，

他那雄强超逸、造极精妙的书法风格，深深地吸引了众多学子。他课余认真

指导该校书法研究会会员从事书法的研究工作，除讲课、批字，及示范外，

周末或课余，也常带领会员到展览场或其家中参观，现场指授，使学生受益

不浅，包括陈声桂在内的许多书法人才，都是陈先生培养的。陈先生的到

来，进一步推动了中正总校的学书风气。	

其实，早在五十年代，该校校长庄竹林博士及长于书法的刘楚材、黄载

灵、张瘦石、胡超球，便已积极开展书法薪火相传的工作。一些中正的老师

后来去了华义中学及光洋中小学教书，也沿袭这一传统，如黄载灵在光洋培

育了陈建坡、在华义培育了周昌嘉。



26

陈
声
桂

六十年代黄芳奎主持中正铎政时，于1965年重新组建书法研究会，先

由廖宝强主持其事，1966年开年，陈景昭也加入指导；1967年开始，住宿

在校内蒙古包的颜绿，每天也于午餐时间，到书法会指导学生习字。

这些长于书法的教师，像星星之火，在各校点燃了书法艺术的光芒。

此外，书画家陈人浩在1959年至1969年，担任德明政府华文中学校长

期间，不论写通告、奖状，以及书写毕业赠言都用毛笔。陈先生的大字雍

容浑重、中小字清逸俊拔，都深植在学生心中。例如：1970年初，由德明

混合中学升入德明政府华文中学就读高中一的许梦丰，便是因为日夕观摩

陈氏贴在布告栏的字迹，从私淑而成了陈氏的门生！

020203　社团：在1968年，新加坡有二百多间宗乡会馆、美术团体，及文

化团体。正如前文提到的，很多文化人南来，其籍贯不同，聚居的地点也

不同。这与香港人移民加拿大，喜欢在多伦多、温哥华等地居住；中国人

移民澳洲，喜欢在柏斯、悉尼、墨尔本等地居住的道理是一样的。移民就

是这样，喜欢把同乡、朋友拉在一起，互相照应。因此，宗乡会馆、美术

团体、文化团体等应运而生。

以文化艺术界而言，他们多来自长江以北，例如徐悲鸿、郁达夫、胡愈

之，他们有的是画家兼书法家，有的是书法家兼画家，有的是文学家兼书法

家等等。向来中国的艺术家以长江以北为多，越到南面，文化发展越慢，所

以人称南蛮。当然，南方也不是没有艺术家，比如作家秦牧、画家关山月、

黎雄才都是广东人，还有广东作家协会主席陈残云，更是南方了不起的人

物，他们都来过新加坡。

不管是中国北方还是南方的艺术家南来，相关的会馆总会去招待他们，

甚至提供地方给他们居住。会馆往往也参与筹办他们的书画展览、挥毫，或

是演讲的工作。我们可以说，会馆对于书法的传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例

如当时华人社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华总商会，便时有参与书法的传播工

作。“总商会”	地点在市中心，不只招牌较大，而且自己有展览厅与大礼

堂，举办书法展览，的确比其它社团更具优势！

新加坡有两个老牌的美术组织，一个是1935年成立的中华美术研究会，

另外一个是1949年成立的新加坡艺术协会。艺协是由中华美术研究会、国

家图书馆，以及英国文化协会等几个组织联合发起的，虽然它不叫总会叫

协会，但实际上，它就是总会。后来于1992年成立的美术总会，其实是一

个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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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总会”的概念源于刘抗等人的构想，即1968年，为配合文化部于

次年(1969年)举办的“新加坡开埠150年美术展览会”(150美展)，刘先生发

起成立美术总会。他在寓斋召开各美术团体联席会议，并分发他手写的章程

草稿。后来发现，艺术协会本来就是美术总会呀，为什么要叠床架屋，分散

资源呢？因此喊停！

在新加坡，书画艺术本来就是清水衙门，你负责一个会的会政，已经不

容易了，如果你再去担任总会的会长、秘书长，那你的财力资源、人力资源

何在？所以还是刘抗具有远见！

我们一向说“书画书画”，可见书比画优，书比画重。可是，因为书

法的书体众多，比较难以引起共鸣，而绘画却比较容易看懂，也比较容易

换钱，所以，书法倒过来变成美术团体的一部分。一直到新加坡书法家协

会于1968年成立，书法才正式独立出来！巧合的是，十三年后，中国国内

的书法，也从美术独立出来。试看中国书法家协会在1981年成立之前，只

是1949年成立的中国美术家协会(原称“中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的一部分，

经过了32年(1949至1981年)，中国的书法家才有自己的协会！

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书协，当年不参加发起成立美术总会最重要的原

因。

从两会(中华、艺协)的历史来看，中华美术研究会除了举办徐悲鸿美

展，以及关山月美展之外，该会也于1962年再次举办林千石金石书画展，

展出香港篆刻家兼书画家林千石的艺作六十件；1966年举办名人书法展，

展示各家收藏的甲篆隶楷草行各体书作六十件。另者，该会于1959年举办

曾菊庄画展、田曼诗画展、凌家农画展、陶济书画展，1961年举办黄明宗

篆刻书画展，1963年举办张大千书画展，1965年举办车澄霖画展，也间接

为书艺添辉。

新加坡艺术协会在每年的常年美展中均有书法展示，也为书坛浇水施

肥！

此外，华人青年会举办十余年的全新中小学生书法比赛，一直到1966

年结束，也值得补叙！

020204　报馆及其他：当时的两间华文报社《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

也参与了书法的宣传工作及书家的接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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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3  余话
文化活动的推展需要“两财”	，一是人材，二是钱财！李氏基金在1952

年成立之后，资助书法活动，比任何政府机构、其他机构或个人为多；创

办人李光前去世后，毕业于华侨中学的长子李成义博士于1967年掌舵，对

书法赞助的力度尤其显著。在他晚年，其弟李成智博士接替他担任主席之

后，对书法仍是一如既往地支持。应该说，新加坡的书法活动，如果全靠

读书人或书法家四处“化缘”来推动，绝对没有今天的成果，老话说：“巧

妇难为无米炊”啊！

此外，四马路观音堂佛祖庙也常年拨款资助书法活动！

如果说，今天新加坡的书法发展得红红火火，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

家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把在幕后支持的新加坡政府、李氏基金和四马路观

音堂，写上重重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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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3章

1968年新加坡书协成立
      

 0301  新加坡书协成立典礼

 0302  新加坡书协研究会场

 0303  会名沿革

 0304  新加坡书协宗旨

 0305  新加坡书协会训

 0306  新加坡书协会徽

 0307  新加坡书协的赞助人

 0308  新加坡书协的掌舵人

 0309  新加坡书协会政的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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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1  新加坡书协成立典礼
030101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得以成立，乃得力于陈声桂的奔跑与策划。

新加坡书协是于1968年12月13日获得新加坡内政部社团注册局批准

成立的。

早在1967年11月杪，高级中学(即大学先修班)会考结束后，时任中正

中学总校书法研究会主席的陈声桂，便约请同年毕业的杨应春、郑寿鹤、

朱碧妹、吕德安及萧星明5人及早一年(1966年)中正高中毕业，当时已在新

加坡大学修读第一年文科课程的中正中学书法研究会前理事周拉益，在中

正湖畔的石桌旁开会，商讨组织一个团体，以把爱好书法，甚至绘画篆刻

的同学，绾纠在一起。

在取得在中正中学总校执教语文、时任中正中学书法研究会指导的知

名金石书画家陈景昭的同意之后，由这七人组成的“新加坡中华书画研究

会”(以下简称新加坡书协)筹备委员会，于1968年2月11日正式在中正总校

图书馆大堂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会上选举陈声桂为主席，郑寿鹤为

秘书，吕德安为财政，周拉益为副秘书，萧星明为副财政，其余2人，即杨

应春、朱碧妹为委员。

030102　经过多次(1968年2月11日，9月10日，10月6日，11月9日)信件来

往及参照社团注册局提供的标准章程后，筹委会于11月9日呈上第四次章程

修订本，卒于12月13日由社团注册局发出志明ROS	153/68的社团准字(2010

年新加坡政府电脑化后改为	S68	SS0039H)。

当陈声桂收到批文之后，特于12月22日上午9时30分在中正中学书法

研究会会所召开第7次筹委会，随后带领其余六人，联袂前往陈景昭府上，

约请他出任导师。

次日(12月23日)，书协即刻进行筹款及招募会员工作。筹款方面，共

得71位善长仁翁师长同学捐助409元(陈声桂按：此款项被理事会视为莫大

的财富，弥足珍贵，由首任财政以储蓄方式存入银行，到第五届后才舍得

取用)；会员则招得四十余位。

与此同时，陈声桂与郑寿鹤也在第一届常年大会上当选第一届理事会正

副主席(后改称会长。在现行的社团法令下，筹委会是第一届理事会的当然理

事，主席、秘书，及财政三人职位不动)。杨应春为秘书(后改称秘书长)，朱

碧妹为财政，研究主任吕德安，总务主任程琼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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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年(1968年)12月29日起，书协会员每星期借用陈景昭在莱益路7号

(7,	Lloyd	Rd,	Singapore)百虹楼为研究会场。陈景昭于1972年1月5日谢世后

四个月，陈景昭遗孀张永贞将百虹楼搬至金岭道72号(72,	Goldhill	Avenue,	

Singapore	309038)，于是，书协研究会场也跟着搬至新址。

030103　1969年2月2日下午三时，新加坡书协在新加坡加宾打街19号三

楼(19-B	Carpenter	Street,	Singapore	059908)新加坡书业公会(即今新加坡

书业文具商公会)礼堂举行成立典礼，并于当晚八时举行盛大之联欢晚会。

030104　在典礼上，出任该会书、画、印导师的陈景昭说：	

今天本会举行成立典礼，兄弟有机会参加这个盛典，觉得十分快慰。同

时，又承诸位不弃要我担任导师，尤感荣幸。

诸位都是年富力强，大有作为的青年，对中华书画具有浓厚兴趣，组会

研习，这点好学的精神，至为可佩。

中华的书法和绘画，本是同源的，各位过去都曾努力学习书法，已经

具有相当基础，现在要更进一步作深入的研究，兄弟当愿意把所知道的，

贡献给诸位。

中华书法，历史悠久，经数千年的演变，至于今兹，有其独特之地位，

诸君要研究书法，应视各人的喜欢，博览历代名家遗迹，下一番临摹功夫；

尤应时时注意执笔方法，将来集各家所长，融会贯通，自能开辟境界，独树

一帜。

至于中华绘画的特点，在乎运笔，这和西洋画的注重写光，完全不同，

因为写光重在形肖，而运笔重在神似，诸君既先从书法入手，把写字的运

笔方法，运用到绘画方面，我想无论是写工笔画或是作意笔画，一定能够

挥洒如意的。

总之，诸位不论学习中华的书法或是绘画，先要下一番功夫，由博返

约，收效就比较快速，这一点希望大家牢牢记住和身体力行，最后敬祝诸

位健康。

030105　新加坡书协首任主席，刚过二十岁的陈声桂致词说：

本会于去年12月13日正式获得批准注册成立，经过一段时间处理各种

事务，在今天举行成立典礼，承蒙诸位拨冗参加，使会场为之增色，应致

衷心之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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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现有会员，全部来自中正中学，其中很多是校内书法研究会的会

员，最近有不少人士申请，但为了保持本会的单纯，决定暂不招收新会员，

所以没有接受。本会成立原因有二：其一，研究中华书画并竭尽绵薄，图诸

发扬光大；其二，联络诸同道的感情。

中华书画艺术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经历数千载，历史悠久，有其独特的

地位，我们华人虽生长本邦，然而不论风俗、习惯、文化，与中华本土，都

有密切的联系，我们与其在茫茫然的万花筒社会中迷惘，倒不如承先启后继

往开来！何况文化艺术足以使人们在满足精神需求之余，进一步培养国家的

意识、效忠的观念和建国的思想；其次，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离开校门后

在路上与同学的短促聚集，总感受旧友比新人好。此外，离开校门之后，朋

友难觅，甚且彷徨歧路，无所适从，如何绾纠在一起，成为众人渴欲求解的

问题，适逢陈景昭老师乐于提携晚辈，奖掖后进，对我们诸多指导与鼓励，

使本会的注册极为顺利。

诚如当代一伟大文豪所说：“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

只有荆棘的地方那儿辟出来的。”尽管有人对我们走这条路，不表同意，

加以怀疑，甚至不屑一顾，但我们有的是信心、毅力，即使需要十年、十

二年、十五年才可以踏上轨道，我们也会共底于成，当做是从小学读到中

学、高中，或大学一样，时间虽长，过得却快。艺术也好，事物也好，我

们终究以为它们不是某些人的专利品，艺术家有今天的成就，当年也不外

乎循序渐进，经久不辍。在去芜存菁的原则下，我们不以为这是一件困难

的事。总之，今天诸位的踊跃出席，给了我们无上的鼓舞，我们今后势必

脚踏实地，努力不懈，决心不辜负在座诸位的期望。

今天一切草草进行，一则工作经验不足，二则撙节开支，欠周之处，

还希各位本着“爱之，责之”，不吝匡导。本人滥竽充数，本不便启一己

之鲁钝，见笑方家，惟以职责所在，不便委却，且旨在抛砖引玉，敬请多

多赐教，以为南针。

030106　会上，中正中学总校副校长(后升任正校长)谢添顺也代表来宾致

词，其它讲话的人士尚有中正中学书法研究会1966年主席李建华，书协总

务主任程琼波。之前，筹委会秘书郑寿鹤也报告书协从筹备至成立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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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新加坡书协7位发起人向社团注册局呈请注册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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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理事会由陈声桂担任主席(左六)、杨应春(左七)担任秘书、朱碧妹(左三)担任财政。左
五为导师陈景昭。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于1968年12月13日获
得新加坡内政部社团注册官批准注册
后，翌年(1969年)2月2日在新加坡书业公
会礼堂举行成立典礼。第一届理事会由
陈声桂担任主席(后改称会长)。图为陈先
生在典礼上致词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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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书协成立后，第一次展开劝募筹款征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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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2  新加坡书协研究会场
030201　书协在成立后即以陈声桂寓斋为注册会址；2007年改在新加坡书

法中心。

030202　书协研究会场则前后搬迁八次(陈声桂按：这里简单列出日期：详

文请参阅第14章《组建新加坡书法中心》)。

新加坡书协于1970年2
月15日在人民协会丹那
美拉假日营举行第二届
会员大会暨新春郊游会
时，陈声桂主席致词。
坐者为导师陈景昭。

1970年2月15日，会员们在丹那美拉假日营举行新春郊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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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中正中学总校(Chung	Cheng	High	School)书法研究会会所，高一

G、H教室。																																								

XX.11.1967-22.12.1968

02A　陈景昭寓斋百虹楼(莱益花园)	 (7	Lloyd	Gardens,	Singapore)	

【陈声桂按：在1971年4月25日后的三四周，因陈先生生病，研究会场也

曾搬去南海运输公司办公室，但因地方局促作罢。1972年1月12日(即陈景

昭先生1月5日去世后一周)，陈师母张永贞交门锁一把予声桂，继续慷慨借

用百虹楼(莱益花园)，研究工作遂于1月23日正式恢复】。	

																																														29.12.1968-	XX.05.1972

02B　陈景昭寓斋百虹楼(金岭道)(72,	Goldhill	Avenue,	Singapore	

309038)(陈声桂按：四个月后，百虹楼搬去金岭道。另者，1974年3月19

日及4月23日，声桂分别去考察南北武术体育会天台及法轮社，地点均不

适用)。																																	

																																															XX.05.1972-07.09.1974

03　四排坡教育中心(Sepoy	Line	Education	Centre,	Blk	29,	#01-495,	

Outram	Park,	Singapore)【陈声桂按：1974年9月3日(星期二)上午已将部

分文房四宝及杂物搬去此一新址。在百虹楼时添置的书橱、桌椅则分寄各

会员家】。

																																																08.09.1974-20.03.1976

04　陈声桂寓斋(#10-327,	BIK	506,	Bedok	north	Ave	3,	Singapore)。																											

																																												21.03.1976-02.07.1976

05　颜氏公会(天台)(18,	Bukit	Pasoh	Rd,	Singapore	089852)。																						

																																																03.07.1976-06.08.1977

06　潮安联谊社(25-B,	Bukit	Pasoh	Rd)。																												

																																																07.08.1977-31.08.1995

*07　人民协会加冷总部青年楼二楼10号(10,	Youth	Block,	People	

Association,	H.Q)(书协储藏室早于18.06.1989搬入人协)	。																								

																																												17.08.1991-04.01.1997	

08	新加坡书法中心(Singapore	Calligraphy	Centre	48,	waterloo	Street	

Singapore	187952)。　　　　　　　　　　				

																																																	01.09.1995-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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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新加坡书协于1988年11月25日成为人民协会协作会员。1974年陈声桂

当选为新加坡艺术总会理事。1988年何钰峰也当选为此总会理事。2.书协在前30年

(1967-1995),一直借用陈声桂寓斋作为会址及贮物所。新加坡书法中心的运作稳定后，

会址于2007年遂改在新加坡书法中心，然而书协早年之出版刊物仍借存陈君家中。至

于书协近十年之出版物，则借存于杨应群之厂房中。】

	

1981年2月15日，书协顾问潘受(右二)在书协研究会场(潮安联谊社)试
书刚到的12尺长宣。

1982年11月21日，书协
顾问潘受在书协研究会
场——潮安联谊社写字。
其身旁协助拉纸的是书协
会长陈声桂(陈声桂按：潘
受当时用的二方小印，阴文
为：潘受；阳文为：虚之。
另一方较大的是阳文：海
外庐)。



42

陈
声
桂

1991年8月17日，新加坡书
法家协会正式搬入加冷人
民协会总部之青年楼阁楼
10号新址会所。新会所占
地300平方尺，除装置冷
气、壁橱之外，也摆设长型
写字桌、沙发、桌椅及悬挂
各政要莅会活动图片；书协
收藏之书作、图片也移入其
中。坐者为人协总执行理事
长李宗严(中)与书协会长陈
声桂(左)签办移借手续之
影。右为人协高级职员陈敬
贤，站者为刘 弟。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于1991
年8月17日起，在人民协
会新址会见来访的各国友
人。左一、二为新加坡劳工
部长兼人协董事会副主席
李玉全、香港书法家及篆刻
家马国权(应新加坡书协邀
请莅新办展)。

1991年11月17日，新加坡书
法家协会在人民协会青年
楼会议厅举行为期一日的
研讨会，共有26位该会理
事、各部正副主任出席。会
议为该会未来20年之发展
动向，画出轮廓。中坐者为
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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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月26日(这天也是生于1911年1月26日的潘氏85岁生辰)，潘受(坐者)在新加坡书协会
长陈声桂(正在盖印者)载送与陪同下，至新加坡书法中心潘受讲堂为新加坡书法家协会题写
新会名，以取代他于1979年题写的旧会名。右为画家林木化。

1997年3月28日，85岁的新加坡书法家协会海外顾问爱新觉罗·启功教授(右)，应新加坡文化
学术协会会长陈声桂的邀请，带领“中国国务院中央文史研究馆代表团”一行11人，到新加
坡作为期10日的访问，并举行“中国中央文史馆书画展”。图为启老与潘受在他们各自题的招
牌前合影。新加坡书法中心为启功所书，而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为潘受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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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0月19日下午6时，潘受(左四)在书法中心潘受讲堂完成了一幅八
尺长宣巨作，如释重负地坐下来喘一口气。这时书协会长陈声桂正帮忙盖
印，左三起为书协秘书长杨应春、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蔡艾伯(Albert Chua)、
中华美术研究会会长符致珊。

0303  会名沿革
030301　新加坡书协会名几经沿革

01	 新加坡中华书画研究会	 13.12.1968	-	05.02.1979

02	 新加坡中华书学研究会	 06.02.1979	-	01.09.1983

03	 新加坡中华书学协会	 02.09.1983	-	09.01.1996

04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	 10.01.1996	-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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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302　新加坡中华书学协会升格为新加坡书法家协会

已有近三十年悠久历史的新加坡中华书学协会(新加坡书协)，于1996年	

1月	10日获得政府批准正名“新加坡书法家协会”。

成立于1968年的这个当地最早的唯一全国性书法组织，在过去二十八

年，以举办比赛、展览、讲座、示范，及进行出版、交流、互访、接待称

誉于世界书法家庭，由各国代表性书法协会于1988年共同创建的“国际书

法发展联络会”的秘书处，也交由该会主持。

配合这次升格，该会也增设了一位副会长、一位副秘书，并把秘书改为

秘书长、副秘书改为副秘书长、研究主任改为研究部主任、庶务主任改为总

务部主任，以迎接愈来愈繁重的书法活动与书家到访。

上述这一会章的重要修订，经由1995年9月24日在新加坡书法中心召

开的新加坡书协第27届特别会员大会通过，并由新加坡内政部社团注册官

于1996年1月10日正式批准生效。

在1月28日召开的新加坡书协第	28届常年会员大会上，依新章程选举了

11位常务理事及选任	5位理事，组成新的领导班子。



46

陈
声
桂



47

陈
声
桂



48

陈
声
桂



49

陈
声
桂



50

陈
声
桂



51

陈
声
桂

0304  新加坡书协宗旨
新加坡书协创立宗旨，共有10条。　　

(1)	研究中华书学，并予以发扬光大。

(2)	促进、鼓励，及推动新加坡的书法活动。

(3)	维持新加坡的书法水准。

(4)	发起、协助及筹备书法展览会、讲座会、比赛会、欣赏会、雅集会，

或开设课程、出版专刊。

(5)	通过各种方法传播知识，以及进行宣传，以促进民众对书法的了解

与欣赏，从而鼓励民众参加书法活动。

(6)	设立书法基金，并负责加以管理。

(7)	设立画廊、各种研究会，及其他机构，以促进书法活动。

(8)	促进我国与各国的书法交流。

(9)	在本会认为需要时，进行筹款充作本会的维持及活动经费。

(10)	为达致上述宗旨，在新加坡或其他地方进行购置或接受租赁任何

土地、建筑物，包括附属建筑物、住宅及屋基或地产屋业；在新加坡任何

银行，或任何银行属下之金融公司，或其他地方作存款投资，或向新加坡

或其他营业之机构或公司作抵押、债务、基金、股票或证券之投资；购置

任何货物及动产；以及颁发、售卖、转让、交割或转让任何土地、建筑物，

包括附属建筑物与住宅、屋基及地产屋业，以及抵押、债券、股票、基金、

证券、货物及动产。

作为当地唯一的全国性书法组织，新加坡政府赋予新加坡书协随时随

地设立书法分会的权力。会章的第20条这么写道：如果超过20名会员，本

会理事会得选择在适当的时候，在我国任何地区设立分会，并赋予适当的

章程与常规。理事会需依照基本会员大会所定下的政策与目标，随时领导

与控制分会工作。

此后的半世纪，新加坡书协在宗旨的指引下，通过无数的展览、比赛、

讲座、示范，及进行出版、交流、互访、接待，与世界书法组织与个人建立

了广泛的联络，从而称誉世界书法家庭。



52

陈
声
桂

0305  新加坡书协会训 
书协以“爱我中华”为会训，乃由陈声桂制订，并得1974年1月5日第

6届第6次理事会通过在案。此会训于1979年、1998年二次请该会顾问、名

书法家潘受书写。

潘受博士于1998年10月19
日书写的新加坡书协会训
(潘氏于四个月后辞世)。



53

陈
声
桂

0306  新加坡书协会徽
1974年，南洋美术专科学校学生陈兴盛为书协设计会徽。		

1987年，书协会员朱满设计了以楂笔由左向右作圆弧形挥写的极具创

意的会徽。目前用的是后者。

1987年采用之书协新会徽。

0307  新加坡书协的赞助人
新加坡书协礼聘李氏基金主席李成义博士(1976-2016)，及四马路观音

堂佛祖庙住持陈勤川(慎谦)(1985-1998)为长期赞助人。李博士于2016年5

月10日辞世；陈居士于1998年11月5日归道。

李成义博士辞世后，其二弟李成智博士接任李氏基金主席，继续拨款

支持书协开展活动。

0308  新加坡书协的掌舵人
光阴荏苒，到2016年岁末，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便走过了48年的风雨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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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了。48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人的一生中，却显

得十分漫长和令人难忘。老话说：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这句话的

原意是说40岁，是人生的关键时代，是从稚嫩走向成熟；而作为一个民间

文化团体的新加坡书协，也像一个人那样，从一个牙牙学语的孩童，成长

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

提起新加坡书法，就不能不提起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而提起新加坡书

协，就不能不提到被人誉为“新加坡书法之父”、“新加坡书法大使”“书法

的雷锋”⋯⋯的陈声桂。

书协自成立之日起，及至以后数十年的发展，都已经并将继续证明陈

声桂对于传播和弘扬新加坡汉字书法艺术以及创建新加坡书协和后来的新

加坡书法中心、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所做出的足以载入史册的卓越贡献。

近五十年来，陈声桂工余的时间，不是教授书法、读书，便是处理会

务、创作书法，他任劳任怨、夙夜匪懈，把一生最宝贵的年华全部献给了

民族的文化事业。

1974年至1979年，可说是新加坡华文学校走向终结，以及中华书法走

向萎靡的年代，陈声桂带领书协同人孤军奋战，苦苦支撑。曾有三次因为会

内经济困难、活动地点无着，以致部分会员建议解散这个新加坡唯一的书法

组织，可是，在陈声桂坚定的意志，及顽强的毅力驱使下，书协还是坚持发

展下去！因此，陈声桂被当地人士誉为书坛的“中流砥柱”。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的兴起与鼎盛，也使新加坡的书法从“将死”的状态

中复苏过来，及至今日的兴旺发达。由于这一重大的贡献，陈声桂及新加坡

书协赢得了国内外书法界同人的齐声赞赏与美评。

四十八年来，由于主其事者——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的高瞻远

瞩、上下奔走、领导得法，书协从无到有，书法从沉寂走向兴盛，如今，新

加坡书协已成为东南亚首屈一指的文化艺术协会，执东南亚书法艺术之牛

耳；即使是在书法艺术的发源地——中国，提起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及其会长

陈声桂，也是人人知晓、个个称道的。

话虽如此，陈声桂会长也明白“独木难成林”，注重会员的素质的培育

是一项不可忽视的百年大计。四十八年的实践证明，强将手下无弱兵，“新

加坡书协”是一个组织严谨的团体，他们的会员都是经过挑选之后才获准入

会的。“新加坡书协”在1973年就议决严格要求基本会员的素质。普通会

员在入会之后，理事会安排他们参与各项工作，半年后再根据他们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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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为基本会员。

我们有理由相信，“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一定能继续弘扬中华文化，将

新加坡的书艺活动推向另一个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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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声桂行书中堂——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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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声桂行书中堂——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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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9  新加坡书协会政的沿革
030901　理事会组成人数

1969年——1971年	 理事会由17人组成

1972年——1987年	 理事会由13人组成

1988年——今	 理事会由11人组成(1988年1月24日书协第20届常

年会员大会通过，理事会由11人组成)

030902　称会的总执行长为“会长”

1967年——1987年	 称为主席

1988年——今							 称为会长【1988年1月24日书协第20届常年会员大

会通过，从第20届理事会(24.01.1988)起，将主席

改称为会长】

030903　注册会址改用	48	Waterloo	Street,	Singapore	187952	

2006年7月30日，第38届3次理事会通过,把之前用21,	Jalan	Tua	Kong,	

Singapore	457220之注册会址，改为48	Waterloo	Street,	Singapore	187952,

且通知社团注册官，由2007年会员大会起生效。

“尽管华文的书写水平日渐低落，华文的学习情况令人日渐担忧，然

而，书法艺术在本地的前景，依然是乐观的。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华人对文化的爱护与艺术的学习，是不会因客观

环境与客观因素的阻挠而停滞不前的。而今天中、日、台、韩、港各地书法

艺术的蓬勃发展及各地书会与本地书会的频频交流，也必然会给本地书坛巨

大的冲击。是以，那些认为书法前途黯淡，不屑一为的人士，大可宽心。

在推动书法发展的过程中，有时难免会遇到一些想象不到的阻力；然

而，争取更多人士学习书法，争取更多人士参与书法活动，参观书法展览，

才是当务之急”。

——以上是陈声桂主席在1984年2月19日召开的新加坡书协第16届常

年大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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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4章

书法家开班授课
 0401　引言

 0402　中国钢笔书法研究所

 0403　在麦波申教育中心

 0404　在四排坡教育中心

 0405　在潮安联谊社

 0406　在国立新加坡大学校外进修系

 0407　在潮安艺苑

 0408　在南洋美术专科学校／学院

 0409　在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0410　在新加坡书法中心

 0411　在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

 0412　在会馆、俱乐部、联络所

 0413　在大专中小学校园

 0414　新加坡印裔总统及内阁秘书上课

 0415　部长、高官学字

 0416　新加坡书法研究院晋级考试

 0417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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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1  引言
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早在1970年便开始函授书法；1974年，他公开

设立书法学习班。在这之前，都是个别老师请个别学生去家里学习的，如

陈建坡和周昌嘉是去石叻路黄载灵的家(Silat	Rd,	off	Kampong	Bahru	Road,	

Singapore)；庄声涛、胡康乐在书法比赛得奖后，给施香沱约到芽笼15巷7

号三楼的家(7B	Lorong	15,	Geylang	Rd,	Singapore)。

从1979年起，书协继续开设四个书法学习班。1981年至1990年，书协

与我国唯一最高学府国立新加坡大学合设各种书法研究班、篆刻研究班、裱

画研究班；1985年至1995年书协与新加坡潮安联谊社合设“潮安艺苑”，

联合开设十余个书法班。

1995年在获得新加坡政府的特别协助下，书协组建了新加坡书法中心，

并在中心大规模地设立书法、篆刻、中国彩墨画等50个班级，把新加坡书法

的学习与发展，推高至另一个层次。

书协开设班级之多、时间持续之长、参与人数之众是新加坡书法园圃

内迄今无人能破的纪录。四十多年来，它约为新加坡培养了25,000名书法

爱好者、工作者，甚至引导者，成为散布岛国各角落的社团、联络所书法

活动的主干。

0402  中国钢笔书法研究所
早在1969年11月6日，书协会长陈声桂已注册了一间“中国钢笔书法

研究所”，以从事书法函授教育。此所于1970年2月24日开始招生，反应

不俗。陈君于1972年大学毕业后，他于同年3月仍继续主持函授工作，后

来(7月)投身教育事业，被调派到中学(含高中，即大学先修班)见习，次年6

月正式执教，由于教育工作至琐且繁，因此便把函授搁置。1980年10月16

日，此所改名新加坡中华书道院，再次招收函授学生，共有171人。1985

年后，陈氏又忙于教育工作，停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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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老书法家潘受为新加坡中华书道院题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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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3  在麦波申教育中心
1974年1月13日，陈声桂在麦波申教育中心开设钢笔书法班，开启当地

公开设立书法班之先河。

同年10月24日，陈君应星洲美术广告协会监事长邵雪白之约，出任该

会第二届实用美术研究班的书法讲师，分二期讲完“泛论钢笔书法”，并

指引学员掌握楷书钢笔字之笔法。

0404  在四排坡教育中心
书协研究会场于1974年9月8日搬入四排坡教育中心之后，次年(即1975

年)3月，开始开办毛笔书法与钢笔书法课程，供各界书法爱好者进修，学费

为15元。由陈声桂负责这两个班级。

钢笔书法课程于每星期一下午8时至10时上课，毛笔书法课程则于每星

期四上课，时间相同。

每一课程分两段进行，为期各三个月，即3月至6月为首阶段，7月至9

月为次阶段。

为了兼顾参加人士的不同文化水平，课程内容偏重于一些书法的基本常

识，如：写字的姿态、工具、笔画、分笔先后、临摹碑帖、成篇字写法、写

字的修养等。

书协在四排坡教育中心开班至1976年3月初，因该区议员易人，四排坡

教育中心也交由新人管理，书法课程因之结束【编者按：当时钢笔是主流，各种硬

笔，特别是万能笔，即今日的Marker(马克笔)还未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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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5  在潮安联谊社
040501　新加坡书协于1977年8月7日搬入潮安联谊社后，于1979年1月21

日至7月15日，在潮安联谊社举办为期六个月的毛笔书法及硬笔书法专修

班，由陈声桂及颜绿主持其事。由于反应出乎意料的热烈，原计划毛笔、

硬笔各开一班的，改为A、D二班为硬笔，	B、C二班为毛笔，一共四班。7

月下旬二班举行观摩会。由于学员特别要求，原有的毛笔、硬笔各二班合为

各一班，延长上课两个月，至9月16日结束。

040502　1979年10月起，书协在潮安联谊社改设一班毛笔书法班，至1985

年第一学段结束。由第二学段起，这一毛笔书法班归入“潮安艺苑”中。

(《星洲日报》1975年2月27日)



66

陈
声
桂

1979年1月21日，书协开办为期六个月的毛笔书法与硬笔书法各两班(共四班)。同年7月22日在
书协研究会场——潮安联谊社举行书法观摩会，右一、二分别是导师陈声桂及导师颜绿。右
三为书法班庶务员卢芳稚。左一为学员何钰峰，他今天在书坛已有相当的名气。书协于1974
年第一次公开设立书法班时，也是由陈声桂担任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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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6  在国立新加坡大学校外进修系
040601　陈声桂于1974年开设了钢笔书法课程后，掀开当地书法公开授课

的第一页，也打开当地书法研究的新领域。又因1979年初，在潮安联谊社

重新开设的毛笔书法及硬笔书法四个专修课程反应非常热烈，所以，1981

年书协特联合国立大学校外进修系联办各种专修班。

在十年的合作中，有毛笔书法研究班、硬笔书法研究班、草书研究班、

行书研究班、隶书研究班、篆刻研究班、书画裱褙班。在1988及1989两年，

书协与该系开班达到最高峰，每学期(一年分四学期)一度开设至十三班。

1990年书协与国大校外进修系停止合作之后，该系之书法班级逐渐减

少，至1996年10月全部停办。

040602　在国立新加坡大学开办的书法研究班，由几位书协会员教导。打

头阵的是陈声桂。其他如篆刻班，由郑子硕主讲；草书专修班，由王瑞璧主

讲。书协的一些前辈，包括潘受、凌云超，及经过这里访问的中国书友，如

王壮宏、韩天衡、周志高，还有马来西亚、泰国、台湾、香港的同道们，都

曾应约在这里演讲及挥毫。

040603　书协与国大校外进修系合办的班级，约略可以统计如下：

	 1.	毛笔书法研究班(中文十二班、英文一班，1981年至1990年)

	 2.	硬笔书法研究班(六班，1981年至1988年)

	 3.	草书专修班(1982年)

	 4.	篆刻研究班(1984年至1987年)

	 5.	书法初阶(1985年)

	 6.	儿童书法学习班(1985年)

	 7.	中国彩墨画研究班(1985年至1987年)

	 8.	书法教学研讨会	(1987年)

	 9.	隶书专修班(1987)

10.	行书专修班(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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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至1990年，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联合国立新加坡大学校外进修系开设书法专修班。在
十年的合作中，有毛笔书法班、硬笔书法班、草书研究班、行书研究班、隶书研究班等。每年
分四个学期上课。这是其中一班的同学与导师陈声桂(中)合影。站者左九为今日仍活跃于书
坛的邱少华，他参加了陈先生的毛笔与硬笔两个书法班级。

1982年11月7日，潘受到国立新加坡大学校外进修系为该系与新加坡书协联办的书法班学员
做书法示范。图为潘氏提笔悬肘、神游太虚做字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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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7  在潮安艺苑
040701　1985年3月15日，书协与潮安联谊社联合设立“潮安艺苑”，由

书协会长陈声桂连同其他会员，义务主持其事。

“潮安艺苑”是一个书画中心，地点在武吉巴梳路25号(25,	Bukit	Pasoh	

Road,	Singapore)，那时联谊社社址在25号三楼、会馆会址在25号楼下(一

楼)，二者联合开设了“艺苑”，于是，三楼可以开班，楼下也可以开班，

地方更加宽敞。

最初艺苑只有两个成人班及一个少儿书法班，后来逐年发展，至1994年

设有中国书法班十二班，中画班一班，共十三班。这十三班每年上课四个学

期，每一个学期之学员多达200余人。分由陈声桂、何钰峰、朱碧妹、吕永

华、郑子硕、黄耀銮诸书家负责教导。

040702　书协1985年3月15日首创的儿童书法学习班(后改名少儿书法

班)、1974年设立的钢笔书法研究班，及2005年开课的新加坡老年书法大

学，均开新加坡书坛风气之先。

040703　说到少儿书法班，过去既然没人开过，这新的班级，招生便颇为

不易了，“艺苑”登报登了很多天，只招到六个人。这六人，一个是公开

招来的，一个是书协理事何钰峰执教的华义小学的学生，两个女的是书协

理事吕永华的千金，两个男的是书协会长陈声桂的公子。这六个人打开了

今天蓬勃的青少年书法活动。当时全新各校并没有什么少儿书法班、强化

班，书协的少儿书法班是滥觞。

040704　随着书协于1995年8月27日搬入新加坡书法中心，各种班级于9月9

日起集中一道上课，书协与潮安联谊社合办的“潮安艺苑”也于该日(8月27

日)正式结束。过后该社重开的“潮安艺苑”及其所设班级已与书协无涉。

在“潮安艺苑”的时期，书协尽量利用星期天早上十一点到两点这一空

档，让会员们聚会。甚至决定整个早上不上课，让会员照旧活动，只在星期

六上下午及星期天下午开班，以不影响搬来潮安联谊社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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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ITS TIMES, TUESDAY, JULY 2,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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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8  在南洋美术专科学校／学院
040801　应南洋美术专科学院院长吴从干之约请，书协会长陈声桂于1985

年6月在该院开设该院自创院以来的第一个书法专修班，每周六上课三小时。

由于陈君每周六得主持学校的课外活动及会议，分身乏术，一年半后，陈君

讲授的书法班于1986年杪结束。

040802　过后，南洋美专续约其它书家主持，但一再“易师”之后，也只

好关掉。

0409  在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040901　1995年，在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兼中华语言文化系系

主任周清海教授邀请下，陈声桂特在该大学开设有三学分的书法班级，每星

期三下午三时至六时授课，首开新加坡高等学府书法专业的教学。陈先生一

共授课十年，至2004年，因为自己学院工作繁重，没再兼顾。

040902　2000年2月15日，本地另一所大学——国立新加坡大学中文系的

系主任李焯然副教授，也约请陈会长去开设书法班，以供大学师生于晚上

研修，陈氏担任了半年兼职讲师。

040903　在南洋理大书法班上课的大学生，每年也有几次被安排前往新加

坡书法中心听演讲、看展览。

2003年9月6日，南洋理工大学书法班25位学生，在导师，也是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
(前排左四)安排下，特地到书协上了一堂充实的书法理论课，书协特别安排了理事陈朝祥介
绍学生认识各种书体及书法款式，陈会长也回答学生们之提询，并即席挥毫示范。过后，以
晚餐招待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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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0  在新加坡书法中心
041001　1995年8月27日，新加坡书法中心清洗完毕，经过三四天的摆

设，9月1日，新加坡书协正式搬入办公及招生，9月9日，书协在书法中心

正式上课，共开书画印23班。

1996年1月2日继续开设书画印课程，共有24班；1997年增至26

班；2001年增至30班；2013年增至50班，至于今日。

041002　新加坡书法中心的主要书法课程有五种：

a.	成人书法班(行书/楷书)

	 主要是训练学员们的楷书基本功，进至从事行书或其他书体的创作。

b.	少儿书法班

	 主要是指导少儿们掌握正确的握笔方法、书写姿态、基本楷书笔划，

进至指导学生创作一幅中堂、条幅，或对联。

c.	硬笔书法班

	 教导学员正确的执笔法，并介绍与教导学员行书、楷书的笔法与结

构，进至创作通篇字。

d.	两年制书法文凭班

	 一次3小时，两年课程上200小时，让已有相当基础的书法同道，提

升他们的书法技艺及理论水平。

e.	书法咨询

	 由讲师对有一定书法基础的人士一对一指导。

041003　因应学生、公众，及学生家长的要求，书协也开设了篆刻进修

班、中画进修班、少儿绘画班、小学六年级华文作文进修班，及中学华文

进修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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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协每周有30多个成人书画班，图为陈朝祥老师上课之影。

书协每周有20多个少儿书法班。图为高桂老师上课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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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1  在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
041101　新加坡书协于2004年9月7日成立东南亚首间老人大学——“新加

坡老年书法大学”(简称书大)，由陈声桂出任第一届书大校长。第一批学

生于2005年2月5日正式上课，2007年11月24日毕业。书大的成立，意味着

中华书法迈向另一个崭新的阶段。书大也于2009年为毕业生开办第四年，

即“荣誉书学研士”班。

041102　由书协与人民协会联合主办，1984年9月24日在人协总部大礼堂进

行的“新日书法雅集”上，日本书法教育联盟会长原田观峰说：31年前(编者

按：该是1953年)，他不顾家人亲友的反对，放弃了日本大学哲学教授一职，

创设“日本书法教育联盟”，全职从事书法研究、教育与发扬的工作。如

今，书法教育联盟拥有教师1万8千名和会员80万，对日本书法界影响不小。

原田指出，目前，在日本，书法是小学必修科，而且每年都有大规模的

全国书法展。大家学书法的目的，不注重技巧，而是在于陶冶性情。

以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终有一天，日本将取代华人，负起发扬书法

艺术的责任。

041103　因此，当时在场的书协会长陈声桂指出，如果我们期望新加坡书

法在二、三十年内会有长足进展，使祖先留下的艺术不至于湮灭，他认为

书协的一些重要理事，应积极考虑正式辞去工作，仿效原田先生及其它许

多日、韩书友，专心从事书法研究，以振兴书法事业(见《联合晚报》1984

年9月25日)。

041104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是陈声桂会长全职从事书法教育的理想在

20年之后的实现。

0412  在会馆、俱乐部、联络所
041201　在布莱德岭传统艺术中心于1985年成立后(作为人民协会协作会

员，陈声桂受命组织专家顾问团，以协助此中心开展活动。成员包括陈声

桂、潘受、王瑞璧、林国 等人)，书法班级正式在民众联络所纷纷登场。

由于此中心得种种条件之便，所以，书法班从一班至二班，目前已有五班，

其他如后港、拉丁马士、蒙巴登等约三十几个民众联络所，也有开设，但因

为这些联络所是地方性的，算是一个小社区的活动项目，所以书法班时开时

停，时停时开，加以教导员素质良莠不齐、学习环境喧哗、来往公众复杂，

以及联络所职员兼顾不及，所以乏善可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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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202　会馆开班以潮安会馆较为稳定，主要是潮安本有“海滨邹鲁”之

称，其会馆负责人较为重视文艺活动，而且过去已有开设书法班级的经验，

可以沿袭(1985年设立“潮安艺苑”)。此外惠安会馆、福州会馆、华中校友

会等也有书法班。

041203　至于私人俱乐部，往往以一季(三个月)当一期开课，开后便没什么

进展了，因为这些俱乐部的成员，非富则贵，其太太来学中画、插花，甚至

水彩，较书法容易看得到成绩。

041204　个人授课，以许梦丰收获最大，他于1985年在家课徒，从赵孟 入

门，历三十年的教授，桃李满门。曾守荫、廖宝强、张有铄等人也有收徒。

0413  在大专中小学校园
041301　新加坡的学府，从小学至大学都是用课外活动形式来开展学生的

书法学习，唯一不同的是，有些学校交由老师出面征集学生，到相当数目

便请人来开班，费用由学生家长集体分担；有些则由校方提供师资，甚至

文房用品。

041302　南洋小学初小各班(一、二、三年级)，及中正中学总校初中各班

(中一、二年级)，近年也每周指定得上书法一节(30-35分钟)。此外，小学如

宏文、义安，初级学院(或中学高中部)如淡滨尼初级学院、维多利亚初级学

院、华侨中学高中部等，均有书法组织；二间主要的大学即国立新加坡大学

及南洋理工大学的中文学会，也设有书法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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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陈声桂担任校长的文殊中学学生们在1984年上书法课之影。坐者左二为导师蔡建财。

学书法首先得临
摹前人法帖。看，
这学生临得多专
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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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4  新加坡印裔总统及内阁秘书上课
041401　2004年11月杪，第二任民选总统纳丹召见书协会长陈声桂去总统

府三楼会客室相叙。次年(2005年)1月4日正式研习书法，这段书法之旅，前

后七年，至2011年8月26日结束。

041402　纳丹总统与陈会长起先是在星期三的上午十一点上课，后来改为星

期五的下午四点半上课，过后再改去星期四的下午四点半上课。除了出国公

干，纳丹总统很少取消陈氏的课，也绝不让陈氏等候超过几分钟！

（编者按：李显龙总理是在南洋小学接受六年的小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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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403　在总统府二楼有两间国宾室。面向总统府主楼前的大公园，左边

是Yusof	Room(尤索夫总统国宾室)，右边是Sheares	Room	(薛尔斯总统国

宾室)，尤索夫、薛尔斯是我们二位已故总统的名字。尤索夫国宾室较大，

室的尾端有一个约3米见方的Holding	Room	(等待室)，以让在总统府办公的

四位领导——总统纳丹、前总理李光耀、前总理吴作栋，及总理李显龙四人

迎客前坐歇之用。

Holding	Room隔壁是一个厨房及一间小饭厅，是李光耀前总理用餐所

在。二人最初五年是用Holding	Room写字，及厨房洗笔的。如果碰到李总

理与客人在吃饭，陈氏洗毛笔时就要轻手轻脚，或者提早下课，甚至会把

课搬到三楼总统会客室去。

041404　有几次，各家传媒特来拍摄纳丹总统写字，二人便搬去对面房的薛

尔斯室(Sheares	Room)的长桌书写。2009年中换成星期四下午上课之后，

纳丹总统写字就多用三楼的会客室，那里有茶寮、洗手盆、厕所，总统只需

从办公厅向前走几步，便可到达。陈氏常在门口等候他。

041405　在总统办公的总统府三楼，总统把中国总理温家宝送的“丹国纳

心”挂在副官室的门外；而台湾星云法师送的“禅悦法缘”，则挂在靠近

首席秘书的门口。在这四处挂满西画洋文的地方(总统办公厅)，总算看到

书法开花了！

041406　顺笔一提的是，办公室(即内阁秘书办公室)设在总统府内的内阁秘

书刘和民，2008年也要陈会长为他上书法课。陈刘二人先是在星期三或四下

午上课，后来改在星期二，时间一样是下午三时开始。

二人有时星期三上课，有时星期四上课的原因是，刘和民得出席内阁会

议，内阁单月在星期四下午三点召开，双月则在星期三下午三点召开，所以

书法上课的时间单月在星期三，双月在星期四。然而这样陈声桂不便处理与

其他政要上书法课的时间，所以后来改为星期二。

041407　那几年，不少机构约请总统公开挥毫，陈声桂也陪他在岛国东奔西

跑，如：卫塞节庆祝会、佛光山开幕、道教文化节、总统慈善筹款等等，甚

至总统出访中国，他也陪他到中国河南嵩山少林寺方丈寺挥毫。

041408　2009年5月8日，纳丹总统伉俪官式访问日本。当他们于次日(9日)

到日本皇宫拜会明仁天皇伉俪时，特以陈声桂的中堂书作“明”作为国礼，

送予天皇伉俪，让陈会长的书作，进入了日本的皇宫。这一殊荣，是同道中

人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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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5  部长、高官学字
041501　目前，平日还有练字的有副总理兼社会统筹部长尚达曼、总理公

署兼人力部政务部长陈振泉、新任国家发展部兼贸工部政务部长许宝琨医生

等人；退任的政要还持续练字的有：原高级政务部长姚智、原政务部长符喜

泉、原高级政务次长李玉胜、原高级政务次长何家良等。

041502　这些政要，或用书协会址(新加坡书法中心),或部门办公厅，或区

内联络所，或住家进行书法练习(请参阅第05章0505/0506/0507)。

0416  新加坡书法研究院晋级考试
041601　1990年1月1日，新加坡书协成立“新加坡书法研究院”以便更积

极地从事书法晋级，及书法研究等活动。

新加坡书法研究院于1990年12月趁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在新加坡举

行之际，礼聘了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爱新觉罗·启功教授、日本书界巨擘金

子鸥亭教授，及(台湾)中国书法学会理事长陈其铨教授为名誉院长，启、陈

二老也为新加坡书法研究院题了院名。

041602　新加坡书法研究院从1991年开始，推出一项共分为九段的书法晋

级考试制度，成为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二个实行书法考试制度的国家。

在新加坡的九段考试制度下，一名书法爱好者在第七段考试及格后，将

获颁“书人”的名衔；当他考获第八段后，就可以成为一名“书家”。这项

制度的最高名衔，将是第九段的“书法家”。

第一次的晋级考试，在1991年5月间举行，反应良好，以后逐年举行至

于今日。参加考试的，除了新加坡人之外，也有中国、印尼、马来西亚、香

港、台湾等各地人士。

041603　参加新加坡书法研究院书法晋级考试的书法爱好者，必须兼顾书

法技巧和书法理论。

报考者可以选择使用硬笔(包括原子笔、铅笔、蘸水笔、钢笔和签名笔)

或毛笔，来书写楷书、行书或隶书，以表现他们的书法技巧。

在各个考试阶段，他们也得表现对各种书法格式，如斗方、圆扇、摺

扇、横披、屏幅、楹联的掌握。

在理论方面，报考者则必须回答当局发出的考题，考试的内容将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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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的执笔、临摹，逐步提高到第八段和第九段的书体、布局、欣赏和书

评等。

041604　书法晋级考试将以书面会试的方式进行。报考者必须根据当局发

出的考题作答，及现场书写书作一张或多张，一并呈交。

第一段至第六段的考试将每三个月举行一次，每一次的报考费是100

元。最高的第七段至第九段考试，每年只举行一次，报考费是每次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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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7  其它
一些国际学校不是请人登门在校园进行书法学习，便是整批到新加坡书

法中心浸濡两三个小时或半天。新加坡ISS国际学校用的便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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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5章

广泛开展书法教育
 

 0501  绪言

 0502  国营电视台摄制“笔阵墨池”与“笔飞墨舞”

 0503  书法讲座、演讲会、研讨会、书法营、笔会

 0504  书友公开挥毫

 0505  政要挥毫

 0506  新加坡副总理尚达曼习书十四年

 0507  新加坡总统纳丹习书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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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1  绪言
050101　新加坡的书法教育活动，在相关机构的推动及书界同人的配合下，

在岛国各地此起彼伏地开展。

国家图书馆(包括总分馆)、学府、联络所(民众俱乐部)，均为中华书法

的传播、普及、流布，作出贡献。

050102　我们从电视台专门拍摄书法节目，电台不同节目(包括“美术圈

内”)播送书家与书法的故事，开展书法演讲、书法研习、书法笔会，以及

书协、宗乡会馆、私人俱乐部、庙宇等举办书法教学研讨会、书法营、书

法专修班、书法笔会等，可看到新加坡书坛的热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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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2  国营电视台摄制“笔阵墨池”与“笔飞墨舞”
050201　笔阵墨池

05020101　新加坡电视台于1971年9月11日开始摄制“笔阵墨池”节目，

以更有系统、更有效用地提倡中华书法艺术。

这节目是由电视台节目监制连当能策划、李明芬导播、陈声桂访谈，并

按期介绍中华书法的独具特点，及各种书体的流变。

“笔阵墨池”共分七期，每期长十五分钟，由本地七位年逾六十高龄的

著名书法家，与节目访员作有关书法课题的探讨，并即席挥毫示范。

为求观赏上的悦目，每期的背景，特用有关书法家的杰作，加以衬托，

访员也以其作品为背景。

这别具一格的节目，邀请崔大地挥写甲骨文先行揭开帷幔，陈景昭则

以楷书殿后。顺序有施香沱写篆书、黄载灵写隶书、颜绿写行草、黄 吾

写草书、陈人浩写行楷。云烟纸上，锦绣毫端，为新加坡书坛，放一异彩。

05020102　七期笔阵墨池，于1971年9月11日拍摄第一期，后于9月26

日、10月2日、10月16日、10月23日(这天拍不成，改在10月30日。同一

天拍二期)、10月30日，及11月6日续拍摄其余六期，间中因陈景昭病重，

无法拍摄，改由陈人浩代替。

拍摄的时间是每天上午10时至下午1时，每期给访员陈声桂的津贴是26

元，另加重播7.80元补贴，一期是33.80元。

05020103　笔阵墨池第一期于当年(1971年)11月14日中午1220分由第五波

道播出，每个星期四一次，至12月26日，全部播完。应观众要求，电视台于

次年初又将七期全部重播。这一节目，对于当年的书坛，可谓枯木逢春，

中英报的读者版均有人投书赞美，英文报读者甚至怪责时间太短，使“教

授”(指黄 吾)没时间讲述书法课题。

05020104　参与这一节目的七位书法家及节目访员之简历如下：

崔大地——1904年出生，在东南亚各地举行个展多次。1952年，他在英

国连续举行书法作品展数次。1953年，法国桃乐赛画廊也主办其书作展。

施香沱——时任中华美术研究会秘书、墨澜社顾问、啸涛篆刻书画会

顾问、南洋美术专科学校中画系教师。1970年举行个人篆刻书画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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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载灵——曾任中正中学书法研究会顾问。1949年在槟城及怡保、1969

年在新加坡，分别举行个人作品展览会。

颜绿——曾入上海美专学中西画，1934年毕业上海艺术大学。早年曾以

弘一大师再传弟子身份就大师请教。南来后，任职南洋商报资料室，及中正

中学教席历廿余年。

黄 吾——时任南大中国语文系教授兼研究院高级院士，兼南大李光前

文物馆主任、南大中国书画研究会顾问、新加坡书协顾问。

陈人浩——时任中华美术研究会会长、南大李光前文物馆名誉顾问，作

品入选巴黎秋季沙龙、南京全国美展、上海国际美展、印度巡回美展、马来

西亚美展等。

陈景昭——国立暨南大学法学士，曾任广州大学讲师、端蒙中学校长、

中正中学书法研究会指导、中华美术研究会监察主任。时任新加坡书协导

师。

陈声桂(访员)——南大中国书画研究会联合南洋商报主办“1970年全新

大专中小学书法比赛”联合主席，新加坡书协中华书法展览会筹委会主席，

新加坡书协创会会长、南大中国书画研究会原会长。

050202　笔飞墨舞

05020201　1984年11月，改名新加坡广播局的电视台，在监制符和琳、导

播谢于对等人的策划下，开始拍摄“笔飞墨舞”七辑。

这是沿袭十余年前“笔阵墨池”后的一个与书法相关的节目。二者虽

同是七期，但这次加入了绘画、篆刻，即中国艺术中的书画印三者齐集。

笔飞墨舞于1984年12月9日首播，之前，新广(新加坡广播局)特召开记

者会介绍彩墨画、书法和篆刻艺术。

05020202　当天，记者这么描述记者会的场景：

为了让记者们先睹为快，昨天广播局电台大堂，陈设着古意盎然的布景

台柱；画幅、对联参互摆设，李茵珠一袭小凤仙装施施然走上台阶，当起主

持，竟也连《怒海》一丝海盗味儿都没有了！接着出场的是监制符和琳、陈

声桂(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建坡(啸涛篆刻书画会会长)、黄葆芳(中华美术研

究会副会长)等人。

黄葆芳先调好淡黄墨汁，干湿墨韵构成一黄色椭圆体，再添黑墨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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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淡轻重的勾勒，左手绘画，右手题字，笔笔相互呼应，三两下一幅葫芦

画转辄即成。其后，陈声桂再显功力，下笔如流水行云，间架、行气又另

有乾坤，往来顺逆，刚柔曲直，尽如己意。最后，陈建坡执着小刀，横批

直切的“献丑”二字，劲秀灵活地刻在石面上。各大名家先后即席挥毫，

在场人士莫不啧啧称赞。

“笔飞墨舞”以一系列七辑而成，依次为：①人物画，②山水画，③花

卉画、翎毛画，④隶书，⑤楷书，⑥行书，⑦篆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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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3　书法讲座、演讲会、研讨会、书法营、笔会
050301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至本世纪初，新加坡书协及其它艺术团体甚至

政府机关，通过书法讲座、演讲会、研讨会、书法营、笔会等等，使书法

的园圃，活跃异常。

050302　这里介绍一些较为人知较为人重的：

新加坡教育部华文专科视学组：“简体字与中国书法中学教师进修

班”(1976)；新加坡书协举办的：“日新书法座谈会”(1980)，陈声桂主

讲“硬笔书法在本地的发展及其前景”(1978)，“毛笔书法研究”(1983)，	

“中华书法欣赏——行书”(1995)，“王瑞璧先生的书法艺术”(1998)，	

“新中书法座谈会”(1984)，沙曼翁主讲“如何学好篆书”、“如何学

好篆刻”(1986)，“书法教学研讨会”(1987)，高峡主讲“西安碑林与书

法”(1988)，马国权主讲“先秦书法论纲”、“草法纵横谈”(1988)，南

国山主讲“篆刻与书法”(1990)，张海主讲“隶书学习”(1990)，孟繁

峰主讲“中国的拓片术及碑拓欣赏艺术”(1991)，费新我主讲“行书纵

横谈”(1991)，中国沈阳林声教授主讲“中国匾文化”(1995)，“新加

坡、安徽书法交流展座谈会”(1996)，“中国苏州寒山会社书法展座谈

会”(1996)，中国长安历代金石拓片展座谈会(1996)，中国孙晓云与董正贺

主持中国当代百家妇女书法展座谈会(1996)，韩焕峰篆刻专题讲座(1996)，

第三次新中书法交流座谈会(1997)，张孝宅主讲修复古画专题研讨会(1998)，	

中国北京书法家协会书法座谈会(1999)，“潘受的书法艺术”演讲会，	

“潘受的生活点滴”茶话会(1999)，中国河北书法家座谈会(1999)，中国沈

岩书法讲座(2000)，中国重庆书法家示范会(2000)，中国贵州书法家座谈会

(2001)等。此外，刘乃中、王景芬、王立鹏、陈敦三、胡建良、李克民、崔

学路、陈其铨、朱自存、任雨农、徐本一、赵浩如、何奇耶徒等各国书家，

均在新加坡书协主持过演讲会或座谈会。

顺笔一提的是，在1970年代，陈声桂也经常到史丹福路(Stamford	

Road)国家图书馆总馆及红山、女皇镇等分馆演讲及挥毫。迄今，国家图书

馆分馆的墙上，仍有陈氏的书作。

050303		1992日本刻字展及刻字讲习会

新加坡书协于1992年10月3日至6日在珊顿道新加坡大会堂举行“1992

年日本刻字展”及“刻字讲习会”。日本刻字协会34人代表团在团长斋藤云

仙带领下莅新访问，他们展出60件作品并主持刻字讲习会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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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304　1987第一届新加坡书法营

1987年5月29日至31日，新加坡书协假颐年中心举行“第一届新加坡书

法营”，来自中国的书法家刘艺(北京)、杨奎章(广东)、周永健(四川)；马来

西亚书法家黄石庵、朱自存以及本国书法家王瑞璧和陈声桂主持了讲座与挥

毫示范。书法营的节目也包括座谈会、分组讨论等。会上，各书法家与参加

者讨论书学上的问题。参加此次书法营有二百余人，场面热烈，为书坛添写

新的一页。在书法营举行期间，恰巧在新加坡访问的香港《书谱》出版社社

长、澳门著名书法家梁披云，也应邀在会场挥毫。

050305　1993第二届新加坡书法营	

由李氏基金、国家艺术理事会及新加坡艺术总会赞助、新加坡书协主办

之“第二届新加坡书法营”于1993年8月8日至9日在新加坡大会堂举行，共

有60名书法爱好者报名参加，大会由书协会长陈声桂开幕，主持书法营的四

名讲师是北京的张虎、宁夏的柴建方、新疆的邱零与吉林延边的曹乾立。

050306　1998第一届青少年书法营

为配合1998年新加坡艺术节的举行及滑铁卢街(文化街)各艺术团体第一

次总开放，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于1998年6月6日及7日举办为期两天的“1998

年艺穗节第一届青少年书法营”。

青少年书法营的活动多姿多彩，主办当局邀请我国著名书法家主讲行

书、楷书的写法(放映及讲解录像带)、中国书法史(欣赏幻灯片)、成为一个

书法家必备的条件等课题。

此外，参加者也与书法家对话，观看书法家示范通篇字的处理法，以

及与书法家餐叙。

050307　陈声桂在南洋理大孔子学院演讲书法

2011年11月19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教授应南洋理工大学

孔子学院主办的“文化传承”座谈会上畅谈书法的传承。演讲者还有希尼

尔、黄孟文、梁文福、骆明等人。陈氏是国家文化奖章书法项得主，他也

获得1992年第一届亚细安个人成就奖。

050308　陈声桂在醉花林俱乐部演讲

醉花林俱乐部文教委员会于2012年3月3日邀请陈声桂教授发表专题演

讲——“东方书法钤印与西方设计标记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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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309　陈声桂做八场书法公开演讲

应国家艺术理事会的约请，陈声桂于2012年举行八场与书法相关的公

开演讲。讲座由5月1日至8月28日间举行，讲题包括：学生书法比赛如何

得奖？书法公开赛如何评选？楹联书法题款八式，如何补救书法创作中的

瑕疵？书法作品的题款、书法作品的钤印等等。

从事书法教学、创作及参加公开书法展览逾45年，担任各种比赛、展

览评判逾40年的陈氏，其讲座拥趸者众。

2016年，他再次应国家艺术理事会之约做四场公开演讲，涉及课题包

括：书法的正确落款、硬笔书法的学习等等。

050310　2016年新加坡艺术节(SAW)双语书法论坛

2016年新加坡艺术节“双语书法论坛(Bilingual	Calligraphy	Forum)”

是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办2016年新加坡艺术节(Singapore	Art	Week-SAW)的

指定活动之一，由唯一参与这重要节目的视觉艺术团体——新加坡书法家

协会承办。

这个论坛长达7个小时，由1月23日上午11时到傍晚6时，地点在新加坡

书法中心的前院、后院、讲堂及李光前礼堂等地。

当天的论坛，以中英双语举行，并以两个与书法相关的题目压轴。负责

主讲的，均是当地艺术界、新闻界及学术界的知名人士。

下午3时，由国立新加坡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李焯然博士主持的是“书法

的收藏价值”，参加讲座的有英文海峡时报记者梁荣锦、新加坡书法家协

会副会长何钰峰与字画大收藏家杨应群。

梁荣锦40年来专门负责华社艺术文化领域的各种报道，对书法也曾涉

猎多年，阐发诸多。

杨应群是公认的新加坡大收藏家，他是新加坡书法中心的董事主席。这

是他平生首次在公开讲座上发言。

4时半，另一个重要的课题是由建筑学博士杨民献主持的“学习书法的

好处”，与杨博士一起主讲的是商业管理学士邓瑞端、南洋理工大学会计系

副教授黄永元及国大统计系教授陈泽华博士。后三人都参加过正规的书法训

练三年，他们是行内人说行内话，所以直击重点，没有冷场！

在当天的双语论坛上，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也介绍文房四宝、书法字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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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字帖；他们也让各个不同年龄层的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学生在现场

挥毫，亲自感受接触书法的乐趣！主持这一工作的是：李士通、王雅娇、吴

惠嫦、陈朝祥、吕永华、刘妙莲及潘永强。

配合这个节目，新加坡书协也特别在李光前礼堂举办“中国当代书法大

家展”。展示的三十件作品，包括中国书协上两任主席沈鹏及张海的佳作。

当天，公众除免费参加全天活动之外，也免费领取了一册书法或绘画

专刊。

2017年新加坡艺术节预定于1月11日举行至21日，新加坡书协仍是唯一

官方指定的伙伴(团体)。

050311　从2016年11月起，每月第1及第3周，下午5时30分至9时30分，

新加坡书协也举办	“夜下的新加坡书法中心”，让各界人士到书法中心赏

字、挥毫、听讲、茶叙等。这节目的第一笔费用由书法家陈树兰博士赞助。

1978年8月6日，中华美术研究会在欧南园美术中心主办“书法艺术的学习和欣赏”座谈会。讲
台席左起陈声桂、黄国良、施香沱、黄葆芳、潘受、庄声涛；这一年年初，陈声桂与潘受重逢。
当1971年9月陈声桂应新加坡电视台之约主持“笔阵墨池”书法名家专访及挥毫系列时，曾约
潘受出台，当时潘氏表示“不便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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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5月29日至31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在颐年中心举行“第一届新加坡书法营”，图为29
日开幕礼一瞥。前排左三起为新加坡书协顾问潘受，中国四川省重庆市书法家周永健，澳门
名家、新加坡书协海外顾问梁披云，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中国书协副秘书长刘艺，中国广
东省广州市书家杨奎章。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于1987年5月29日在颐年中心举行“第一届新加坡书法营”。图为香港《书
谱》社长、书协海外顾问梁披云(左二)拨冗于开幕日到会，并在现场挥毫示范。左起书协会
长陈声桂、高级政务次长何家良、新加坡王瑞璧、中国北京书法家刘艺、中国广州书法家杨奎
章、新加坡潘受(背向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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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北京书协主席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启功教授(左三)莅临新加坡
访问，并与其友潘 兹在新加坡联办书画展。1987年9月27日，启先生、潘教授(左四)、牟小
东(左五)、章景怀(左一)一行，特访问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并在该会研究会场演讲及挥毫示范。
左二为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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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书协于1990年5月25日至6月2日特聘中国河南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张海莅新主持《隶
书专修班》。这次共开二班，约有三十位学员参加研究。图为张海示范隶书笔法。

1990年12月20日，中国年轻学
者蔡建国博士应新加坡文化学
术协会之约，假中华总会二楼
会议厅举行专题演讲会——蔡
元培的教育与艺术思想。蔡博
士在同年(1990年)第一届国际
书法大会上，充当日本每日书道
会代表团的义务翻译。他80年
代在日本的应庆大学、早稻田
大学等名校从事研究与教育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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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0月3日，新加坡书协在新加
坡大会堂举办“1992日本刻字展”，
并出版专刊。配合日本刻字展的举
行，书协也在会场举行为期三日的刻
字讲习班，由日本刻字家斋藤云仙(坐
者)亲自教导及示范。这是书协第一次
把刻字艺术引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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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4  书友公开挥毫
050401　踏上二十一世纪，本地书坛日渐活跃，各种公开挥毫时有所见，

但泥沙俱下，有时难以置喙。

050402　1996年6月29日全国青年活动中心由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开幕。应

华社自助理事会执行理事长曾士生之约，陈声桂特在会场以四尺宣挥写巨

字“栋”，送予吴总理。陪同吴总理到场的是国家发展部长兼全国青年理

事会主席林勋强。

050403　2000年2月9日(年初三)三巴旺集选区的国会议员及基层领袖们，

在三巴旺民众俱乐部为新加坡副总理陈庆炎博士庆祝六十大寿，特约陈声

桂参加陈博士的寿宴，并在会上即席挥写四尺“寿”字，面送陈副总理。

050404　陈声桂在亚太经合晚会挥毫。

2009年11月14日，陈声桂应约于第17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首长欢

迎晚宴上挥毫书作，送予莅会嘉宾。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17次首脑峰会于2009年11月8日至15日在

新加坡举行。21个经济体成员领导人，如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俄罗斯总

统梅德杰夫等均出席峰会，其中14日与15日的重头会议，是在保安森严的

总统府内阁会议室举行，其它会议则分散在新达城、新加坡国际会议与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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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中心等地。为让与会者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约有1万来自政府机构、民间

组织的官员及志愿人士，协助招待与会的各国代表。

大会当局特在滨海艺术中心前之大广场，沿着新加坡河河口，举行结合

文化表演与美食的大型活动——“新加坡之夜”。14日晚，大会安排的三轮

车队载着21国首长及夫人经过这条长廊。

当晚，新加坡国家文化奖章得主、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教授受邀参

与其盛，并连同协会副秘书长陈朝祥、副仪式主任高桂在现场挥写书作送

予嘉宾。

之前，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也提供了新加坡纳丹总统与16位部长的墨宝予

总统府装饰本届峰会的重要会议地点——新加坡内阁会议室，与会者均目睹

了我国老中青三代政要风雅的一面。

050405　书友公开挥毫鸿爪

1972年9月7日	 新加坡黄 吾教授

1974年1月6日	 新加坡陈声桂

1980年9月19日	 日本大日方鸿允

1981年6月7日	 新加坡颜绿

1982年3月28日	 新加坡潘受

1982年9月3日	 日本青山杉雨、日本村上三岛、日本梅舒适

1983年3月9日	 香港凌云超

1984年8月3日	 韩国金膺显、新加坡黄国良

1985年3月3日	 中国福建尹德懋

1985年3月14日	 马来西亚砂劳越孙莘农

1985年3月27日	 中华台北张源

1986年3月11日	 中国北京胡松华、新加坡王瑞璧、新加坡林国

1986年9月16日	 香港梁钧庸

1987年5月29日	 中国广东杨奎章、澳门梁披云、马来西亚黄石庵

1987年6月18日	 中国四川吴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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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7月24日	 日本濑户秀穗

1987年9月21日	 中国北京启功

1988年8月11日	 香港马国权

1989年7月7日	 中国广东秦 生、中国广东欧广勇

1989年11月30日	 中国上海周志高

1990年12月19日	 中华台北陈其铨、日本大平山涛、韩国金膺显、中国

北京康殷、中国北京刘炳森、中国北京启功

1991年9月6日	 中国费新我、新加坡陈声桂、新加坡潘受、新加坡王

瑞璧、中国张海

1992年3月11日	 法国梁扬

1993年1月26日	 中国浙江朱关田、中国浙江俞建华

1994年2月19日	 中国河南王澄、中国河南周俊杰

1995年2月11日	 中国内蒙康庄、中国内蒙高延青

1996年8月10日	 中国江苏孙晓云、中国北京董正贺

1996年11月7日	 中国北京邵华泽

1997年2月14日	 中国内蒙何奇耶徒、中国云南赵浩如、中国湖北徐本一

1997年11月3日	 中国北京高占祥

1998年5月12	日	 中国福建沈岩

1999年2月28日	 中国北京宣祥鎏

2000年3月11日	 中国重庆刘阳、中国重庆苏大椿、中国重庆乔 龙

2004年3月13日	 中国浙江卢乐群

2004年3月27日	 韩国沈载荣

2005年11月5日	 中国吉林夏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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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5  政要挥毫
050501　新加坡的一些政要，也喜欢写字。

050502　1982年9月2日，第一届新日书法交流展(每日书道会与新加坡书

协合办，原称“日新书法交流展”)开幕，主宾新加坡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

长李炯才挥毫。

050503　1983年2月20日，第一届全国挥春比赛，新加坡教育部政务次长

何家良当众挥笔。

050504　1990年12月18日，新加坡副总理王鼎昌(1993年8月当选我国第

一位民选总统)主持书协主办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开幕典礼。在仪式过

后，王副总理即席挥写行书对联：“笔飞墨舞我岂敢，会聚佳客才是乐”。

050505　1996年5月27日，新加坡内政部长兼人民协会副主席黄根成(后

任副总理)为新加坡书法中心揭幕，为起倡导作用，特提起已停了38年的毛

笔，写下“祥云”二个擘窠大字。

050506　2000年3月12日，交通部长姚照东于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与油池民众

俱乐部联办的“油池现场书法比赛”开幕礼上，用巨笔为自己的选区——油

池，写下“油池”两个大字。

050507　2001年2月26日，新加坡首任总理、现任内阁资政李光耀在历史最

为悠久的国际通讯社——路透社150周年庆祝会上，以毛笔在名书法家陈声桂

书写的四尺横披“路透八方”(的“八”字上)，象征式加上一笔，并在陈君

的字下签名。与他一起在不同字下写上一笔及签名的三个人是路透社的新、

马、印董事经理艾京森John	Atkinson，总裁彼得乔布Peter	Job(由伦敦专程

前来)、亚洲太平洋区董事经理吉新克Jan	Coos	Geesink。

050508　2004年10月3日，卫生部长许文远下乡了解民情。一大清早，许

部长抵达丰加北民众俱乐部时，受到当地居民热烈欢迎并邀他题字留念。

许部长于是用中国毛笔把马来人的名句：“合则成，分则败”以爪文书写

了出来，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050509　2006年1月14日“部长挥笔为慈善暨第二十六届新加坡书法年展”

在新加坡书法中心李光前堂隆重揭幕。十名部长、政务部长和议长以古寓今

的书法作品，为公益金筹得36万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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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国会议长阿都拉、副总理兼内政部长黄根成、环境及水源部长雅

国博士、教育部长尚达曼、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长兼贸工部第二部长维

文医生、总理公署部长林瑞生、卫生部长许文远、交通部长姚照东、社会发

展、青年及体育部政务部长符喜泉，及财政部兼交通部政务部长陈惠华。

这十位政府领袖，几乎占了我国内阁的半数，其中二位印度裔，二位

马来裔。他们的挥毫公展，不只是新加坡书坛空前的盛事，也是世界书坛

的盛事！

这十人是在书协会长陈声桂的指导下学习书法的。他们利用2005年11

月及12月这两个月习字，上了四五堂课。在开幕日，他们的作品全部被人

认购。

1月14日书展开幕当天，黄根成、阿都拉、林瑞生、尚达曼及符喜泉等

人均到会场观看自己及同僚的书作。国家福利理事会会长余福金、新加坡公

益金主席蔡琼莹、各赞助人士或机构代表、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理事、新加坡

书法中心董事，及参展书家们，也见证了这历史性的一刻。

为十位部长挥笔特别录制的纪录片在李光前堂放映时，不时爆出热烈的

掌声。受访的部长们均表示感激陈声桂教授细心地评改、耐心地教导，并表

达自己学习书法的情趣及感受书法的魅力。

050510	“总统挥毫为慈善暨第二十七届新加坡书法年展”于2007年5月10

日在新加坡书法中心李光前堂揭幕，新加坡共和国总统纳丹亲临主持仪式并

当众挥毫；当天，其夫人乌美拉(Urmila	Nandey)也专程前来观看他挥笔。

新加坡公益金与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继2006年首次邀请国会议长、副总

理、部长与政务部长共十人挥毫，最终筹得近37万元的善款后；2007年邀

请纳丹总统和七名政务部长义卖书作，为慈善尽一份力量，使今年的慈善

筹款再掀高潮，共得31万1430元。

这七人是：马来裔的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兼东北区市长再诺、印度裔的

贸工部政务部长易华仁、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傅海燕、卫生部政务部长王志

豪、教育部兼人力部政务部长颜金勇、贸工部政务部长李奕贤，及教育部政

务部长吕德耀少将。

050511　2014年1月12日，“第三十一届全国挥春大会”由新加坡教育部兼

通讯及新闻部政务部长沈颖揭幕。她在会上开笔挥写——“吉祥”二字，祝

福新一年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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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512　2015年1月25日，新加坡总理公署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

长陈振泉担任“第三十二届全国挥春大会”主宾，在会上挥毫写下了“阳

春”二字。

050513　2016年1月10日上午11点，刚于当年元旦上任的新加坡贸易与工业

部兼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许宝琨医生，在“第三十三届全国挥春大会”的千

名参加者面前，以椽笔写下“千祥万福”四个大字，以启丰年。

050514　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次长马炎庆将于2017年1月15日

上午11点半，在“第三十四届全国挥春大会”上，当众挥写	“龙马精神”	

四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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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18日，主持书协第12届春华秋实书法展开幕礼后，教育部代部长尚达曼兴趣盎
然地在书法中心前院亲自提腕，以椽笔写下“仁人”两个大字。左一、二为新加坡书法家协会
会长陈声桂、常务理事符传国。右二为书法中心董事会常务副主席陈佳模。

2000年3月12日上午九时，交通部长姚照东于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与油池民众俱乐部联办
的“油池现场书法比赛”开幕仪式上，用巨笔为自己的选区——油池，写下“油池”两个大字
之影。姚部长右手边为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这是第四位部长与陈会长习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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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14日，印籍的贸工部政务部长易华仁(右)在其部门之会议室书写“俭朴”二字。左
为其书法导师陈声桂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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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6  新加坡副总理尚达曼习书十四年
050601　教育部代部长尚达曼为了在2003年11月18日举行的“第12届春

华秋实书法展”上当众挥写“仁人”二大字，在事前三个月，特地跟随新

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学习书法。此后，他勤练书法，至于今日，时

长14年。

050602　2006年1月14日，教育部长尚达曼提供行书中堂“天生我才必有

用”参加“部长挥笔为慈善暨第26届新加坡书法年展”，并为公积金筹款。

050603　2007年4月25日，尚达曼部长在新加坡南华中学90周年校庆上挥

毫“南华九十代代传”。

050604　2007年6月1日，教育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尚达曼在中国辽宁省

会沈阳的一个政商要人集会上，以遒劲有力的笔法，潇洒地写下了“年年华

茂”行书中堂一幅。

050605　2008年7月4日晚，财政部长尚达曼在其选区内的“裕廊中学建校

45周年及校友会成立10周年庆典”致词后，以饮水思源的“源”为主题，

现场挥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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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606　2008年10月5日，财政部长尚达曼在“部长访民情”的计划下，

访问大巴窑东选区，在与该区居民举行对话会之前，尚部长应约挥毫写下	

“	东”字送予该选区留念。

050607　2011年3月，财政部长尚达曼之行书中堂“如鱼得水，与时并进”

上碑镌刻。此碑石置于其选区内的裕廊湖畔。

050608　2012年3月10日，新加坡裕廊中爱心服务中心在裕廊青(Jurong	

Green)民众俱乐部举办“爱心慈善晚宴”。当晚，新加坡副总理、财政部

长兼人力部长尚达曼受邀在宴会席上挥写行书中堂一件拍卖。

050609　2014年3月15日，在裕泉民众俱乐部的筹款晚宴上，向书协陈声桂

会长学书12年的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尚达曼的行书中堂“风雨同舟”，	

由梁苑集团主席兼总裁梁佳吉以10万8千元的高价拍得，创下本地书法价格

最高的拍卖价。

050610　2015年8月28日晚，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尚达曼出席裕廊中学庆祝

52周年暨SG50(即新加坡建国50周年)庆典时，应校方之请，现场挥写“同

心同行”行书中堂为该校筹款。

	

2007年4月25日，新加坡教育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尚达曼在新加坡南华中学90周年校庆
上挥写：“南华九十代代传”。左一为其书法导师陈声桂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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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7  新加坡总统纳丹习书七年
050701　新加坡第二、三任民选总统总统纳丹于2005年1月4日正式上书法

课，地点在总统府“薛尔斯总统国宾室”(Sheares	Room)。起先是订在星期

三上午11点，后来上课时间虽然改了几次，但除了出国公干，总统很少取消

书法课，也从来不让老师陈声桂等候超过几分钟。

陈教授桃李满天下。他秉承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的教育精神——有教无

类，广泛开展书法教育工作，学生有贩夫走卒，亦有达官贵人，贵为一国之

尊的纳丹总统，也乐意做他门下弟子。

050702　2016年1月24日，新加坡税务局邀请总统纳丹为该局新春联欢会

题词。尽管学书时间只有一年，但总统毅然接受对方的邀请，在该局礼堂

公开挥毫。

050703　世界书坛盛事——“第七届国际书法交流新加坡大展”于2006年

3月10日下午4时在新加坡书法中心由纳丹总统揭幕，为起倡导作用，时年

82岁的印裔国家元首，在剪彩之后，特以椽笔当众挥毫写下“丹心”两个

大字。

当天，200余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书会代表，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

郑维荣、40余位本地书家与200位嘉宾，中国大使张云、文化参赞朱琦博

士，法国大使雷欧王秀惠伉俪，马来西亚经济参赞惹米(Jamil	Derus	Ahmad)

等各国使节，共500人，在新加坡书法中心李光前堂，见证了这历史性的一

刻。

050704	“总统挥毫为慈善暨第27届新加坡书法年展”于2007年5月10日在

新加坡书法中心光前堂揭幕，新加坡总统纳丹特亲临主持仪式并当众挥毫。

他的书作“仁心”，被四马路观音堂佛祖庙以10万元高价买下，创下本地书

法作品售价最高纪录。

050705　2007年10月10日，总统纳丹在总统府尤索夫总统纪念室接受媒体

访问与挥毫。

050706　2008年6月8日，座落于榜鹅的新加坡佛光山新寺举行盛大揭碑仪

式，由纳丹总统与星云法师联袂主持。开幕典礼后，纳丹总统现场写了一个	

“空”字赠予佛光山留存。				

050707　2008年8月17日下午，纳丹总统在访问中国名刹少林寺时，

应少林寺方丈释永信之盛情邀请，在方丈室现场挥动椽笔，写下了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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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禅”，博得河南省及郑州市党政领导及少林僧人的一致好评。

当天(17日)上午，纳丹游览了天下闻名的“龙门石窟二十品”；当晚，

他在嵩山观赏“嵩山之夜音乐会”。随行的有新加坡驻中国大使陈燮荣，

总统首席秘书陈永明，纳丹的书法导师、2000年新加坡文化奖唯一得主、

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教授，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林清和，公益金主席蔡琼

莹等十余人。

纳丹总统于8月16日抵达河南之前，于8月12日至15日在北京作工作访

问，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及外交部长杨洁篪等人。抵达河南时，他

得到省委书记徐光春、代省长郭庚茂，及郑州市市长赵建才、常务副市长

李柳身等人高规格的欢迎。

050708　2008年9月4日，纳丹总统现场挥毫“道”字，为新加坡道教总

会“《道德经》多种语言版本文化展”掀开序幕。

050709　2009年7月19日，新加坡宗乡总会主办各民族美食日，邀请纳

丹总统为主宾。为起倡导作用，总统在宣传海报上用毛笔在“连心”前

加“心”，寓意各种族心连心，和谐共处，共创美好的社会。

050710　2009年9月19日晚上八时，牛车水基层组织举行中秋节亮灯仪

式，由总统纳丹阁下主持。仪式前，总统应约挥写了“秋”字，象征中秋

佳节的来临。

050711　纳丹总统在这几年写的字内容广泛！他送“家家温饱”给中国总

理温家宝、送“涛澜”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等等。他也替中国河南洛阳

龙门石窟写“龙门”，为马来西亚东部砂劳越州诗巫市的伯公庙写“永保

平安”等等，不胜枚举。不管是筹款、送人、送寺庙、送学府，总统都很

用心地写。

050712　2011年8月3日，即纳丹总统即将卸任前三周，尽管他访客与会议

均多，异常忙碌，但书法课照常进行。当天，下午六点书法课结束前，他为

感激陈声桂教授平日不辞辛劳地教导，特写了“运”字赠予老师留存，为二

人的七年师生情，留下重彩！

050713　纳丹总统于2011年8月26日，即他于31日卸任前5天，与其书法老

师结束了七年书法之缘。退休后，他与陈声桂仍不断地往还，这期间他为人

题写了“法律与民生”，也写了多张单字，如“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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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24日，新加坡税务局邀请纳丹总统(左三)为该局新春联欢会题词。尽管学书时间
只有一年，但总统毅然接受对方的邀请。图为总统在税务局礼堂挥毫的神情——落落大方、
从容不迫。左为新加坡公务员首长兼新加坡税务局主席林祥源、右为税务局局长(常务秘书
衔)李金富。左二为总统的书法导师、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教授。

2008年6月8日，佛光山新加坡新寺举行盛大开光与揭牌仪式，由新加坡总统纳丹阁下(左
二)与开山祖师星云法师(左三)联袂主持。开幕典礼后，纳丹总统现场写了一个“空”字赠予
佛光山留存；星云法师也回赠总统一件书作。左一为总统书法导师陈声桂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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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17日，在中国河南省做官式访问的新加坡总统纳丹阁下，在中国河南省及郑州市高
级党政领导陪同下，专程到洛阳附近的“龙门石窟”参观。当新加坡代表团抵达龙门时，纳丹
总统(左)在伊水岸边与其书法导师陈声桂教授合影。伊水之后，即为龙门。

2008年8月17日，新加坡总统纳丹(中)登上中岳嵩山，参观素有“天下武功尽出少林”的少林寺
时，应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法师(右)之盛情邀请，写下了巨字——“禅”，左为总统书法导师陈声
桂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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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11日，“总统挑战”作电视上筹款时，新加坡共和国总统纳丹阁下现场题写——扶
贫济困，为慈善尽一份力量。图为电视直播当晚，陈声桂教授(左)在旁相助之影。右为总统
副官洪永胜助理警监。

2009年7月19日，新加坡宗乡总会主办各民族美食日，大会邀请纳丹总统(中)为主宾。为起倡
导作用，总统在宣传海报上用毛笔在“连心”前加“心”，寓意各民族心连心，和谐共处，共
创美好的社会。图中左一、二为宗乡总会主席黄祖耀、原新明日报社长梁庆经。右一为新加
坡书协会长陈声桂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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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19日晚上八点，牛车水基层组织举行中秋节亮灯仪式，由总统纳丹阁下主持。仪

式前，总统应约挥写了“秋”字，象征中秋节的来临。出席仪式者还有牛车水集选区的三位国

会议员：原新闻、通讯与艺术部长李文献医生(左三起)、总理公署政务部长王志豪，及国会

议员潘丽萍。左一位总统的书法导师陈声桂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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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6章

新加坡的书法展览
				

 0601  绪言

 0602  新加坡全国硬笔书法展

 0603  新加坡书法展/新加坡书法年展／新加坡

现代书家作品展

 0604  全国青少年书法展

 0605  黄金岁月书法展

 0606  三国家文化奖章得主个展、联展

 0607  新加坡团体/集体书法展

 0608  新加坡个人书法展/其他

 0609  新加坡书法展一览

 0610  新加坡的主要书法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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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1  绪言
060101　新加坡的书法展览，从上世纪(20世纪)八十年代新加坡书协引入

外国书法，连续多年举办新日、新韩、新台、新中、新马、新港交流展，进

至成立“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中心(会)”、举行“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后，各种展览，此起彼伏，几乎无月无之。

060102　为了让国人有机会欣赏更多本地人士的作品，新加坡书协于七十

年代末期广泛邀请老一辈书家出来活动、举办展览，及出版专集。

自1981年开始，书协在连续举办了三年的全国硬笔书法展(1978年至

1980年)的基础上，举办“新加坡书法展”，1994年此展易名“新加坡书

法年展”，2015年起称为“新加坡现代书家作品展”。“年展”已成了书

坛一个传统节目，也作为全国人民对书艺水平的大检阅。1986年书协于中

华总商会举行“第一届朝花书法展”。1988年，书协在乌节路林荫大道联

办“第二届朝花书法展”。

1990年，书协开始举办“全国青少年书法展”，让全国大专中小学学

生同台展出。

1991年，书协举办第一届潮安艺苑书法观摩及交流大会。

1992年，书协举办第一届“春华秋实书法展”，让在本地各个少儿及

成年书法班级学习的人士，有机会亮相。

2005年起，书协把少儿班学员出件参加的展览，名为“新秀风采书

法展”、把成人出品参加的展览，名为“流金岁月书法展”，后来，因新

秀风采书法展与青少年展有些重叠，因此，只续办流金岁月书法展，并

将“流金”改为“黄金”至今(编者按：为此，黄金岁月展由1986年算起；

全国青少年书法展由1990年算起)。这三个常年书法展，涵盖本地老中青三

个不同层面，大大地促进书艺活动的开枝散叶。

此外，书协也举办了两次“新加坡全国妇女书法展”、四次“全国硬

笔书法展”等，也让学生、青年、妇女、老年各种不同年龄层的人士都有

机会参与。

060103　1971年，中华美术研究会找到本地大小收藏家的书作近百件，

呈献了一个“近代名人书法展览会”，由《星洲日报》出面宣传，轰动一

时。配合近代名人书法展，工委会也出版了《近代名人书林》专刊，收集

全部展品，并邀请现任西泠印社社长——时任新加坡大学中文系主任饶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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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教授题签。

1976年，中华美术研究会举办“扬州八怪书画展”，展示郑板桥等

八人原作四十四件，及复制品一百七十九件；1976年该会举办“当地书法

展”，展示会内外五十五人的作品及附展施香沱所藏碑帖二百十六件；1977

年该会举办“明清名家书画展”，展示明、清两代极负盛名之书画家王铎、

周天球、成亲王、何绍基、王文治、章炳麟、庄尚沙、任伯年、黄宾虹、吴

昌硕、溥心 等人之精品几十件等等，均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新加坡艺术协会1970年举办的易越石书画展、萧立声书画展，以及该

会在常年美展中展示书法作品，也为书坛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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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2  新加坡全国硬笔书法展
060201　作为书坛的领军人物，陈声桂察觉到硬笔书法是推动书法前进的

一个重要环节。所以，当1970年他以南大中国书画研究会会长的身份，与

南洋商报联办“全新大专中小学书法比赛”时，即设立硬笔书法项。赛会

收到钢笔书作635件，比毛笔书作的367件，多出几乎一倍。

1973年8月12日，当书协与星洲日报联办“全新现场书法比赛”(即全

国现场书法比赛)时，也有钢笔书法一项，而参加这项现场比赛的人多达

521位，占了总人数的三分之二，显示了钢笔书艺的受人重视，并不让毛

笔专美。

10月13日，在颁奖礼上，他作了理论上的总结：“今天，每个人袋子所

插的，正是钢笔，因此，我们得到一个很好的启示：书法的提倡必须配合

实际环境——我们一方面要学习掌握可以表现中华书艺的毛笔，但也要学

习掌握硬笔，以便结合其实用价值。假如能达到这一目标，书法的普及，

将指日可待了。”

声桂还说：“提倡书法，使它普及，先要打破及摒弃近于钻牛角尖的理

论，否则‘虽曰爱之，实则害之’，书法一定会被社会遗忘或淘汰，或者沦

为少数有闲人士的专利品。”

060202　1974年，在“庆祝创会五周年书法专题演讲会——书法研究的新

领域”上，陈声桂进一步阐明：“硬笔书法是书法研究的一个新领域。随着

科学的发达、时代的进步、书写工具的多样化，从事书法这门艺术的研究，

若不能及时关注、研究、掌握新的书写工具，势必与社会脱节”。陈声桂于

1970年2月24日开设钢笔书法函授班及1974年1月13日为新加坡书协开设

的钢笔书法课程，也谱写了新加坡硬笔书法研究史上新的一页。

此外，他于1977年1月出版的《中华书法讲话》，也从理论上填补了

硬笔书法的空缺。声桂的实践活动一再证明，硬笔书艺在民众之中富有潜

在的生命力。

1978年，新加坡书协成功地举办了“第一届全国硬笔书法展”，至1980

年，一共举办了三届。

060203　1978年8月31日，新加坡书协在国家博物院举行了哄动一时的“第

一届全国硬笔书法展及硬笔展”。在这个展览会上，书协附展了各种当时可

以搜集到的硬笔，并且在国家博物院小剧院举行了一个专题演讲会，由会长

陈声桂主讲《硬笔书法在本地的发展及其前景》，座谈会主席是许钟发。



154

陈
声
桂

060204　1979年11月6日第二届全国硬笔书法展仍在国家博物院举行，由立

达区国会议员杨子国开幕，并沿袭了去年的做法，出版了专刊。

060205　1980年9月3日，第三届全国硬笔书法展在国家博物院举行，由国

家发展部政务次长李玉胜开幕，《第三届全国硬笔书法展》(专刊)也同步发

行。

060206　连续举办三届硬笔书法展公开让全国人士参加后，书协由次年

(1981年)起，将此年展改为新加坡书法展，以毛笔书作参展为号召。

此书法展前三年，即1981年至1983年，仍有书法工作者以硬笔书法作

品参展，但1984年起至今三十余年，全部作品均以毛笔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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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3  新加坡书法展／新加坡书法年展／新加坡现
代书家作品展

060301　新加坡现代书家作品展至2016年，已举办了36届。新加坡现代书

家作品展初名新加坡书法展。这一书展是由三届(1978年至1980年)新加坡全

国硬笔书法展发展起来的。

060302　在新加坡书法发展最为低迷，毛笔、字帖、墨汁、纸张等文房用

品难觅的时刻，书协通过硬笔书法展览作为灯塔，是有它的时空性与前瞻

性的。

然而，以毛笔创作，仍是许多有心人念兹在兹的事，所以尽管当时

国家书法艺术发展仍然步履维艰，但书协仍不畏艰辛，掀开书法史的一页

新章，于1981年9月3日，在国家博物院举行新加坡第一届全国书法展览

会——“1981新加坡书法展”，以后逐年举行一次，从无间断。

060303　十四年后(即1994年)，书协将这一年一度的书坛盛会改名“1994

第十四届新加坡书法年展”，以真实地反映当地书坛的面貌！

060304　2015年，新加坡书协将“新加坡书法年展”改名为“新加坡现代

书家作品展”，进一步提升此书展之规格，2016年续之，2017年亦将续之。

由上述三次名称的改变，可以见到新加坡书坛发展快速的一面，也可以

见到新加坡书协对当地书法推动工作倾力的一面！

060305　1987年，即新加坡书法展举行的第七年，新加坡书协设立了“陈

景昭书法优秀奖”，一方面是纪念书坛的拓荒者陈景昭，一方面是奖励当

地书坛的后起之秀。每年获奖人数，以三人为限。

1990年9月4日至9日，新加坡书协于国家博物院画廊举行“1990第十届

新加坡书法展”，由国会议员吴俊刚颁发第四届陈景昭书法优秀奖。得奖者

为陈新华、洪雅荫，及洪秀鸾。

060306　次年(即1991年)起，新加坡书协决定开展与中国各省市之交流展，

因此，参加此新加坡书展的作品，也同时用作交流展的新方作品。

第一个由中国应约来新加坡公展的是吉林书法家协会，于是当年的书

法展用了双标题：1991新加坡吉林书法交流展/1991第十一届新加坡书法展

060307	“新加坡吉林书法交流展”暨“1991第十一届新加坡书法展”于

1991年4月2日至7日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院举行。由新加坡书协主办，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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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及艺术部、新加坡艺术总会、李氏基金，及新加坡文化基金赞助。两个

书展同步由新闻及艺术部高级政务次长兼书协名誉顾问何家良开幕。吉林书

协组织以任国民为团长，刘乃中、冯巨中、吴竞为团员的四人书法团莅会，

共有77位书家的壹佰余件作品参加展出。

060308　由1994年起，已易名为“新加坡书法年展”(即加入一“年”字)，

逐年顺利举行，队伍日渐壮大；展览会场，也由国家博物院而新加坡大会堂

而新加坡书法中心李光前堂。

060309	“2004第二十四届新加坡书法年展”，于2004年3月20日在新加

坡书法中心李光前堂揭幕，由国会议员杨木光揭幕。作为书坛一年一度的

盛会，它向人们展示新加坡老、中、青三代书法家最新、最满意的作品，

通过这些作品，观众可以了解新加坡书法发展的轨迹，以及从中得到一次

高品位的艺术享受。

书展仍旧得到李氏基金及国家艺术理事会的赞助，共有59人入选，作品

达70件。不过，今年的书坛桂冠——“陈景昭书法奖章”，无适当人选获得

(编者按：“陈景昭书法优秀奖章”由2000年起改名为陈景昭书法奖章，并把它提升为新

加坡书协给予书法家的最高奖项。请参阅本章060314)。

060310　2006“部长挥笔为慈善暨第二十六届新加坡书法年展”。

06031001　在2006第二十六届新加坡书法年展时，新加坡书协为它添入新

的元素，即十位部长也出品书作参加。

当年1月14日，为期九天的“部长挥笔为慈善暨第26届新加坡书法年

展”在新加坡书法中心李光前堂隆重揭幕。

这十位政要是是国会议长阿都拉、副总理兼内政部长黄根成、环境及

水源部长雅国博士、教育部长尚达曼、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长兼贸工部

第二部长维文医生、总理公署部长兼职工总会秘书长林瑞生、卫生部长许文

远、交通部长姚照东、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政务部长符喜泉，及财政部

兼交通部政务部长陈惠华(请参阅第05章050509)。

06031002	　	陈声桂会长说，这是新加坡书坛，甚至是世界书坛空前的创

举。这十位高官占了新加坡内阁的半数人口，他们平日日理万机，时间分

秒必争，还抽空挥毫，殊为难得。

陈会长说，我让他们自己选择最节省时间的地点，一一上门。他们写

字的地点或在部长办公室，或在议长会客室，或在部门会议室,或在住家,或

在社区民众俱乐部研修室;我几乎走了半个新加坡。



163

陈
声
桂

陈声桂说，交通部长姚照东是最特别的一位，每次晚上八点在他家写完

字后，一定留我共进晚餐。他对部长们的顾爱与赞美表示感激。

06031003　当为十位部长挥笔特别录制的纪录片在李光前堂放映时，不时爆

出热烈的掌声。受访的部长们均表示感激陈声桂教授悉心地教导、耐心地鼓

励，并表达自己学习书法的情趣及感受书法的魅力。副总理黄根成、总理公

署部长林瑞生、教育部长尚达曼等人均一再提及陈君的教导有方。尚达曼虽

然非华族，却热衷于学习书法，并以“天生我才必有用”表达了教育理念。

他说：“每个人都有他的才华，教育的目标就是帮助他们发挥才能，为

社会贡献一份力量。虽然这句话源自唐朝诗人李白，不过仍然适用于现代社

会，很凑巧地表达我们的教育目标。”

他说，学习书法时，他个人非常“享受”，也非常投入，特别是遇上陈

先生这样一位非常有耐心且善于诱导的老师，他学习得非常起劲！

06031004　林瑞生也是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他的作品“疾风劲草、任重

道远”也是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他说：“不管全球化的‘风’吹得多猛，

好似小草的每个人都必须站稳脚步，迎接眼前的挑战。”

“疾风劲草”出自西汉末年有关王霸和光武帝的故事，常用来比喻一个

人立场坚定，即使遇到多大的困难，也不会变节；至于摘自《论语.泰伯》

的“任重道远”，则比喻一个人路途遥远、责任重大。

060311　陈声桂会长获总统颁赐“好点子奖”

	2006年10月10日新加坡公益金常年颁奖典礼在总统府举行。会上，新

加坡共和国总统纳丹阁下将新加坡这个全国性的公益机构首次设立的“詹达

斯好点子奖”(The	Chandra	Das	Great	Idea	Award)，颁给唯一得主——新

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教授。

				茶会上，陈声桂教授告诉纳丹总统，去年(2005年)11月初，到今年一

月初，他一共教了10位愿意为慈善尽点力的部长，包括完全没有书法根底的

马来和印度部长。今年1月14日，他们终于都完成一件作品出来公开拍卖，

为公益金筹得近37万元的善款。

060312　2007总统、部长挥毫为慈善暨第二十七届新加坡书法年展。

06031201　2007年5月10日，“总统挥毫为慈善暨第二十七届新加坡书法

年展”于新加坡书法中心李光前堂揭幕。新加坡共和国总统纳丹亲临主持

仪式并当众挥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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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31202 　	这是纳丹总统第二次驾临书法中心，当日陪同出席的有外交部

高级政务部长兼东北区市长再诺、卫生部政务部长王志豪、国家发展部政务

部长傅海燕、新加坡福利理事会会长郭守仁少将等。

同时见证这历史性一刻的还有各赞助人士或机构代表、新加坡书法家协

会理事、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及参展书家们。	

06031203　开幕礼上，为总统及七位参展部长特别录制的挥毫纪录片也在

会场公开放映。在播放时，会场不时掌声雷动。这八位政要齐声赞赏他们

的书法导师陈声桂教导有方。他们说陈君：耐心、学问渊博、随和、书法

技艺老练。

以左手写字的王志豪部长对于完成横披“上下一心”这幅作品，心满意

足。他说，没有陈教授悉心的引领，这幅作品不可能呈献给大家。

傅海燕部长说，她写的春风得意是陈老师选的内容，她尽心尽力地完成

作品，虽然感觉四字不易书写，但非常开心。

马来裔的再诺部长表示他会再执毛笔写字！

另四位参与挥毫的部长，即教育部兼人力部政务部长颜金勇、教育部

政务部长吕德耀少将、贸工部政务部长李奕贤和易华仁则因公没有到会。

06031204　新加坡公益金与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继续2006年(即去年)首次邀请

国会议长、副总理、部长与政务部长共十人挥毫，今年邀请纳丹总统和七名

政务部长义卖书作，为慈善再尽一份力量，使今年的慈善筹款再掀高潮。今

年参与挥毫的八位政要和去年一样，均由书协会长陈声桂教授担任他们的书

法导师，并指导他们每人完成一幅作品参展。

06031205　这次总统与七位政务部长的佳作，与本地44位书家的书作，一

齐在新加坡书协主办的“第二十七届新加坡书法年展”上公展，为期七日，

至2007年5月16日下画(请参阅第05章050510)。

060313　2016第三十六届新加坡现代书家作品展。

新加坡教育部代部长兼国防部高级政务部长王乙康【编者按：2016年11

月1日，王氏真除为教育部长(高等教育)兼国防部第二部长】于2016年3月12日下午

5时30分在新加坡书法中心李光前堂为“第三十六届新加坡现代书家作品

展”揭幕。

参加这一盛会的，包括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陈晓东、文化参赞萧江华及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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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杨金峰、秘书魏姣，书协正副会长陈声桂教授、何钰峰、林隆惠，新加坡

书法中心主席杨应群、常务副主席郑谦木、林昭杰、陈佳模，名誉董事主席

及董事陈森富、杨民献、黄锦美、陈秋香、萧孙庆、林丽娟、章金福、陈泽

华、李胜存、邓瑞端，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马红英，中国经济日报新加坡分社

首席记者刘威，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邓雪梅，新华通讯社新加坡分社社长夏

立新孙名萱夫妇、记者马玉洁石哲夫妇、记者包雪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

者赵颖等二百人。

王部长在会上娓娓地说：“琴棋书画是中华艺术圈里，所推崇的四门艺

术。我不是出身艺术世家，但我很幸运，小时候就受到了这方面的熏陶。父

亲爱教我下棋，因为我没他的远见和战略头脑，老是被他将死。父亲也爱书

法，他年迈的时候，我就请他为我写几个字，让我挂在家里的墙上。他送我

六个字：‘满招损，谦受益’，我仍然牢记在心。母亲退休后开始学古筝。

从来没学过音乐的她，却孜孜不倦，真是个终生学习的好榜样。”

会上，书协会长、2000年国家文化奖章唯一得主陈声桂以草书中堂(巨

字“香”，小字：梅花香自苦寒来)送予王部长留念。

王乙康部长也颁发今年第30届“陈景昭书法奖章”予萧雅悟。

当天，王部长临时通知他会提前15分钟到会。他抵达后，在新加坡书

协及新加坡书法中心同仁的陪同下，从前院步行到后院。他兴致勃勃地在

后院留影之后，参观了第1及第2课室，再步上二楼。在老年书法大学专用

的课室(第5课室)逗留时，他观看了历史走廊上的九届毕业典礼的照片。之

后，他经过二楼的3号及4号课室，步行到会议厅与大家茶叙，情至欢愉。

060314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陈景昭书法奖章”得主名单(1987-2016)

号序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年份 届次 颁奖者职称

1 董乙村 DONG YI CHUEN 1987 一届 杨厝港集选区国会议员及
政府国会文化委员会委员
刘炳森

2 陆英洪 LEK ENG HONG 1987 一届 杨厝港集选区国会议员及
政府国会文化委员会委员
刘炳森

3 罗明贤 LOH MIN SEN 1987 一届 杨厝港集选区国会议员及
政府国会文化委员会委员
刘炳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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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林义兴 LING GEE HING 1988 二届 教育部兼内政部政务次长
陈原生

5 黄福元 OOI HOCK YUAN 1988 二届 教育部兼内政部政务次长
陈原生

6	 张有烁 TEO YEW YAP 1988 二届 教育部兼内政部政务次长
陈原生

7 林振衣 LIM CHIN YEE 1989 三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布莱德岭
集选区国会议员吴俊刚

8 杨昌泰 YONG CHEONG 
THYE

1989 三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布莱德岭
集选区国会议员吴俊刚

9 陈		耳 CHEN ER 1989 三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布莱德岭
集选区国会议员吴俊刚

10 陈新华 CHEN SIN WAH 1990 四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布莱德岭
集选区国会议员吴俊刚

11 洪雅荫 ANG AH EM 1990 四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布莱德岭
集选区国会议员吴俊刚

12 洪秀鸾 HONG XIU LUAN 1990 四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布莱德岭
集选区国会议员吴俊刚

13 刘妙莲 LAU MEOW NOI 1991 五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新闻及艺
术部高级政务次长何家良

14 翁南平 ANG LAM PENG 1992 六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新闻及艺
术部高级政务次长何家良

15 林书香 LIM SEE YOUNG 1995 九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环境发展
部高级政务次长何家良

16 陈朝祥 TAN TIOW SIONG 1997 十一届 新加坡艺术总会副会长
张良材

17 陈声桂 TAN SIAH KWEE 2000 十四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总理公署
特委政务部长姚智

18 杨应春 YEO ENG CHOON 2000 十四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总理公署
特委政务部长姚智

19 朱碧妹 CHOO PEE MOY 2000 十四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总理公署
特委政务部长姚智

20	 杨应然 YEO ENG JIANG 2000 十四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总理公署
特委政务部长姚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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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何钰峰 HO CHUO SAI 2000 十四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总理公署
特委政务部长姚智

22 吕永华 LU ENG WAH 2000 十四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总理公署
特委政务部长姚智

23		 徐祖 CHUI CHOO SAI 2000 十四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总理公署
特委政务部长姚智

24 黄寿松 NG SIEW SONG 2000 十四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总理公署
特委政务部长姚智

25 王思宗 HENG SER 
CHONG

2000 十四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总理公署
特委政务部长姚智

26 陈建坡 TAN KIAN POR 2000 十四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总理公署
特委政务部长姚智

27	 许梦丰 KOH MUN HONG 2000 十四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总理公署
特委政务部长姚智

28 林子平 LIM TZE PENG 2000 十四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总理公署
特委政务部长姚智

29 曾守荫 CHANG SOW YAM 2000 十四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总理公署
特委政务部长姚智

30 周昌嘉 CHEW CHONG KA 2000 十四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总理公署
特委政务部长姚智

31 杨慧萍 YONG HWEE 
PENG

2005 十九届 牛车水集选区国会议员	
梁莉莉医生

32 薛献霞 TET YEE YUE 2005 十九届 牛车水集选区国会议员	
梁莉莉医生

33 陈剑波 TAN KIAN POH 2009 二十三届 宏茂桥集选区国会议员	
蓝彬明医生

34 陈凤英 CHANG ONG YING 2009 二十三届 宏茂桥集选区国会议员	
蓝彬明医生

35 薛振传 SOON CHIN TUAN 2010 二十四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新加坡
国会副议长、东南区市
长姚智

36 符传国 FOO SUAN KOK 2010 二十四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新加坡
国会副议长、东南区市
长姚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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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梁静丽 LEONG CHIN LEE 2010 二十四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新加坡
国会副议长、东南区市长
姚智

38 李凌千 LEE LENG CHONG 2013 二十七届 中国驻新加坡代理大使
戴兵

39 林爱莲 LAM AH LENG 2014 二十八届 宏茂桥集选区国会议员
洪鼎基

40 李士通 LEE SEE THONG 2015 二十九届 新加坡总理公署高级政务
部长兼职工总会副秘书长
王志豪

41 李嘉仪 LEE KIAH NGEE 2015 二十九届 新加坡总理公署高级政务
部长兼职工总会副秘书长
王志豪

42 萧雅悟 XIAO YA WU 2016 三十届 新加坡教育部代部长兼
国防部高级政务部长王乙康

【编者按：新加坡书协第32届理事会在2000年决定，由当年起，将原作奖励新秀的“陈

景昭书法优秀奖”提升为新加坡书法界的最高奖项，并改称“新加坡书协陈景昭书法奖

章”(简称“陈景昭书法奖章”)。为此，特将14位因担任评委或书协理事等而与此奖章

无缘的在世书法家，全部授予此奖。】

1981年9月3日，新加坡书协在国家博物院画廊举行第一届全国书法展——“1981新加坡书法
展”开幕礼。左起书协顾问王瑞璧、书协顾问黄国良、新加坡文化部文化处长李卫国、新加
坡教育部政务次长何家良、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书协顾问潘受、书协顾问陈之初、书协顾
问林国 。



169

陈
声
桂



170

陈
声
桂



171

陈
声
桂



172

陈
声
桂

“总统、部长挥毫为慈善暨第27届新加坡书法展”于2007年5月10日在新加坡书法中心李光前
堂揭幕，新加坡共和国总统纳丹特亲临主持仪式并当众挥毫。他的书作“仁心”，被四马路
观音堂以10万之高价买下，创下本地书法作品售价最高纪录。今年筹得的善款为31万1430
元。图为代表观音堂出席开幕礼的该庙信托基金主席陈春金医生及夫人王丽珍(左四、二)、
信托基金财政佘月琴(左五)与纳丹总统(左三)及书协会长陈声桂教授在中心庭院合影。

2014年8月25日为新加坡国会原议长阿都拉(左三)70岁生日。8月21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
长陈声桂教授(左二)特在海天楼酒家为他祝寿。左起：书协副会长何钰峰、议长夫人、原高
级政务部长/原国会副议长姚智、许惠珊伉俪。阿都拉曾担任新加坡书协多项活动的主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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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4  全国青少年书法展
060401　青少年是书坛明日的主人，书协对这些明日之星，一直倾力加以培

养！1990年，由新加坡书协主办、李氏基金及杨启霖书法基金赞助之“1990

年全国青少年书法展”(即第一届全国青少年书法展)终于登场！当年9月27

日至30日，在中华总商会展览厅举行四天，会上共展出我国71位初院及中

小学学生的书法作品。书协名誉顾问兼武吉巴督国会议员翁执中博士莅临

主持开幕礼。同一个会场也展出当年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

的69件优胜作品。

第一届全国青少年书法展在1990年举行后，停了四年，第二届在1995

年举行。此后，历年不辍，至2016年，已举办了23届。

060402　第十一届全国青少年书法展

为期9天的“第11届全国青少年书法展”于2004年5月23日，由新加坡

书法中心副董事主席佘月琴揭幕。今年共有68位青少年的书作入选，人数

为历年之冠；开幕礼后，18位青少年书家也即席挥毫，互相观摩。全国青

少年书法展经过十年发展，已成了我国书坛一年一度的总检阅，它全面反

映了我国青少年不同年龄层的书法水平。

060403　第十六届全国青少年书法展。

2009年8月1日，政府国会副党鞭暨宏茂桥集选区国会议员殷吉星律师，

为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主办的“第16届全国青少年展”揭幕。

060404　第23届全国青少年书法展。

为期五天的“第23届全国青少年书法展”于2016年7月17日在新加坡

书法中心李光前堂揭幕，共有六十余位理工学院、初级学院、高级中学、

中学、职专，及小学生参加，为况殊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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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5  黄金岁月书法展
060501　黄金岁月书法展至2016年已举办了28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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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502　新加坡书协追溯1986年3月13日于人民协会礼堂举行“第一届朝花

书法展”，及1988年2月7日书协与社会发展部(兼管文化)在乌节路林荫大道

联办“第二届朝花书法展”为黄金岁月书法展一、二届。

060503　1991年11月3日，新加坡书协于新加坡大会堂展览厅主办“第一

届潮安艺苑书法观摩及交流大会”(书协以它作为第三届)；次年，书协将

此展览公开予岛国书法工作者参加，于1992年11月14日举办“第一届春华

秋实书法展”(书协以它作为第四届)。以后，13年不辍，至2004年，春华

秋实书法展一共举办了13届。

060504　2005年开始，新加坡书协特把少儿与成人的书法作品分开展出。少

儿组展览名为“新秀风采书法展”；成人组则名为“流金岁月书法展”，二

者均冠上“第十七届”四个字，以示展览会之历史性与连续性。

(陈声桂按：1986年、1988年“朝花”二届，1991年“潮安艺苑”一届，1992年至2004

年春华秋实十三届，合共16届。所以，2005年起为第17届。)

060505　从2006年起，新秀风采书法展归入“全国青少年书法展”中，以

免重叠；流金岁月书法展则改为“黄金岁月书法展”,由新加坡书协、新加

坡文化学术协会，及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联办。

060506　第十八届黄金岁月书法展	

2006年10月7日，宏茂桥集选区国会议员李美花为易名后的“第十八届

黄金岁月书法展”揭幕。莅会的有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文化参赞朱琦博士、

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主席杨应群。

060507　第28届黄金岁月书法展

第28届黄金岁月书法展，于2016年9月3日在新加坡书法中心由四位女

董事周纯端、林丽娟、陈秋香、邓瑞端联袂揭幕。

060508　新加坡书协早年也曾举办过会员书法观摩会二次。第一届会员书

法观摩会于1973年1月18日在百虹楼举行；第二届于1974年1月6日在同一

地点举行。

060509　从1986年的“第一届朝花书法展”至1991年的“第一届潮安艺苑

书法观摩及交流大会”，再至1992年“第一届春华秋实书法展”，这期间七

年，书协一共举行了各种观摩会或展览会十六次。

				期间因为春华秋实书法展展品日多，从1999年起，这展览特分上场、

下场二次连续展出，期长十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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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6  三国家文化奖章得主个展、联展
从1979年新加坡国家文化奖章(Cultural	Medallion	文化大勋章)设立

以来，至2016年年底，新加坡书家共有四人获此殊荣，即书协顾问潘受

(1986)、书协顾问王瑞璧(1992)、书协会长陈声桂(2000/当年文化奖各组中

唯一得主)、书协高级评议员许梦丰(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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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协于2013年为前三家合办“三家展”，以下介绍此三家。

060601　潘受

06060101　1984潘受古稀书迹展

1984年2月22日至26日，新加坡书协在国家博物院举行书协顾问潘受平

生第一次个人书法展——“潘受古稀书迹展”，由会长陈声桂致欢迎词，书

协名誉顾问暨环境发展部长王邦文致开幕词。

“潘受古稀书迹展”有许多作品是于1983年11月中至12月杪学校年终

长假时，在会长陈声桂担任校长的文殊中学会议室或图书馆书写的。

06060102　1999潘受遗墨展

为缅怀1999年2月23日谢世的书协顾问，书协在李氏基金赞助下，特

于5月1日至5月21日连续三个星期，在新加坡书法中心光前堂举行“潘受

遗墨展”。

“潘受遗墨展”共有潘氏作品七十余件，于5月1日(星期六)中午12时，

由武吉知马集选区国会议员兼书协名誉顾问翁执中博士揭幕。

0606010201　配合“潘受遗墨展”的举行，书协特在会场安排了两个特备

节目：

(一)演讲会：5月9日(星期日)上午11时举行，由原南洋大学历史系讲师

林肇刚主讲“潘受的书法艺术”，主席是书协常务理事会兼研究部主任何

钰峰。

(二)茶话会：5月16日(星期日)上午11时举行，由中华书局故经理施寅

佐之夫人杨倬卿、已故收藏家杨启霖之公子杨应群、书画家许梦丰、原南

大历史系讲师林肇刚四人话旧，听众也一起聊天，主席是书协会长陈声桂。

0606010202	“潘受遗墨展”的征件工作得到潘受生前友好的热烈及积极的

支持与协助，李氏基金主席李成义博士不但赞助全部书法展的开销，也借用

三件精品。其他惠借书作的有新加坡书法家协会、新加坡美术总会、双林禅

寺，国会议员翁执中王碧英伉俪、国会议员白振华陈梦云伉俪、陈声桂、张

水荃、杜南发、郑德铿、陈汉容、黄国良、杨启霖夫人、杨应法、杨应群、

刘泰山、杨倬卿、滕家述、傅子昭、杨应春、杨应然、何钰峰、吕永华、吕

纪葆、林肇刚、符致珊、吴元华博士、陈万发、谢水霖律师、何国豪博士、

梁荣基博士、陈清业、周颖南、蔡斯民、蔡艾华、林芳凤、顾忠钦、李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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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许梦丰、罗惜銮、陈声月、余秀斌、黄子荧及黄雪娥。

0606010203　这次展出的作品，从七十年代末潘受在中华书局画廊、新加

坡书协研究会场(潮安联谊社)写字，到九十年代末叶(即1998年年杪)，潘老

为吴作栋总理农历新年写的贺卡——“春”字、为新加坡书法家协会重题

会训“爱我中华”等。整个会场的展品，涵盖面极为广泛与完整。从展品

中，观众可以比较书协这位老顾问二十余年来，在书法创作上的渐变，及

书法技艺上的提升。

06060103　2004潘受墨迹展

0606010301　为纪念新加坡著名诗人、书法家潘受离世五年，新加坡书协

和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配合2004年华族文化节，特地举办了一场“潘受墨

迹展”,展出潘老在世最后20年的70幅作品。

展览于2004年2月15日，在新加坡书法中心李光前堂开幕，一连公展三

星期，至3月7日结束。

书协会长陈声桂指出，这虽不是书协第一次展出潘受书法作品，但由

于筹办过程中获得多方支持、资助，所以使得这次的纪念展览特别有意义。

除了获李氏基金主席李成义博士赞助所有费用，主办单位也得到本地

32名收藏家的帮助，借出他们的藏品。陈声桂说：“这些作品好些是(潘

老)1984年前创作的，那时他70岁左右，还未开个展，名气也没那么大，所

写的作品，不但极其讲究，字数也多，是他艺术创作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其中最具特色的要数一幅潘老在金箔纸上题的“寿”字草书。金箔纸贵

不说，由于墨汁容易渗透、字迹容易模糊，所以写起来特别考究功力！这幅

字是收藏家杨应法的其中一件珍藏。

0606010302　卫生部代部长许文远2月15日上午11时为这项展览开幕。他

说，自己与这名已故的一代宗师无缘相见，不过打从他在新闻、通讯及艺术

部任职的时期开始，他便每天跟潘老的书法作品“碰面”，因为该部挂了好

几幅他的书法作品，就连“新闻及艺术部”几个大字也是潘老亲笔题赠的。

许文远在会上还兴致勃勃地吟诵他在卫生部部长办公室墙上挂的一幅潘

老的诗作。那是潘老在1952年游览了植物园后题为“新加坡植物园茗坐”

的七律：“是常老子婆娑处，风日佳时涉此园。如课天书观鸟迹，却移人

境作猿村。好花红欲通肝胆，密树青能染语言。坐久一参鱼我谛，荷塘泛

滟入深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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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文远说：“我很喜欢这首诗，它不仅是表现出景色，我读了感觉它好

像表现出一种道教的味道，还有一种佛教无我的境界，很不容易。”

这诗作就收录在《潘受诗集》第156页。除了这本由新加坡文化学术

协会出版的诗集(再版)，主办单位也在会上展卖深具研究价值的《潘受三

帖》，里头收录了陈声桂所写有关潘受的三篇文章和年谱，以及300张潘老

最后20年的彩色生活照。

许部长说，陈声桂比任何人都熟悉潘先生的生平，以及他在书法和艺

术方面的贡献。声桂告诉我，潘先生南来新加坡整整居住了60年，他一生

从事文化、教育和金融工作，但最终以艺术造诣名留青史。除了书法之外，

他也工于诗。

许部长又说，新加坡书法家协会除了出版四本潘受书法集外，今天又

出版了《潘受三帖》，收录了潘先生艺术生命中最为辉煌的最后22年的活

动图片。今后，历史学家、文献专家，只要手持《潘受书法全集》，以及

今天发行的《潘受诗集》、《潘受三帖》，对潘先生生平与艺术的研究，

便易如反掌了。

0606010303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张九桓、华族文化节总工委会主席萧作鸣、

国家艺术理事会理事长李泉香，以及贸工部常任秘书王瑞杰与夫人章慧霓也

出席了开幕仪式与新书发布会。

0606010304　这次“潘受墨迹展”共展出70件作品，是由潘氏生前故旧、

门生，及公众人士或机构提供的，他们是：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四宝斋、

周昌嘉、黄国良、杨应春、杨应然、何钰峰、何梅田、苏今澜、曾纪策、

罗惜銮、杨诚中、许梦丰、陈岳钦、刘泰山、郑明炎、蔡艾华、余秀斌、

滕家述、陈声月、林肇刚、杨应群、杨应法、魏木发、杜南发、张水荃、

及陈声桂等。

刚出版的《潘受三帖》，全书厚360面，内收书协会长陈声桂撰写的

潘受文章三篇(附文二篇)，另加潘氏由1978年重新出台至1999年归道这22

年的彩色照片300张。这些照片连同说明，对潘氏稀年后的活动，有至为

明确的记载。

而《潘受诗集》(再版)则厚达652面，由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再版。书

内收集潘氏生前所作之诗歌1318首，这是1998年他交由新加坡文协出版的

《潘受诗集》(初版)的全部内容。

为让公众对潘氏的书法及诗歌艺术成就有更进一层的认识，书协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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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举办两场座谈会：

A)	潘受的诗歌：2004年2月21日(六)下午2时15分举行，由何钰峰主

持、许梦丰主讲。

B)	潘受的书法：2004年2月28日(六)下午2时15分举行，由何钰峰主

持、林肇刚主讲。

060602　王瑞璧

06060201　王老生前办过三次个展，他于1998年5月18日辞世后，书协由

2000年起，几乎每年将其赠予书协之40件书作公展一次。

06060202　1981王瑞璧个人书法展

1981年5月28日至31日，新加坡书协在中华总商会举行当地年岁最长的

书法家——王瑞璧的首次个人书法展。展览会由新加坡书协顾问暨总理公署

高级政务部长李炯才开幕。

06060203　1993王瑞璧九十书展

新加坡书协联合国家博物院于1993年4月2日至11日在国家博物院举办

顾问王瑞璧的“王瑞璧九十书展”。展览会展出王老百余件书法近作，由

新闻及艺术部高级政务次长何家良揭幕。会上王氏赠送其书作30件予国家

博物院收藏，书协也与国家博物院联合出版了《王瑞璧九十书艺》专刊。

06060204　1997王瑞璧九四书法展

新加坡书协于1997年4月8日至17日举办“王瑞璧九四书法展”，为期

10日。这次的展品40件，是书协顾问王瑞璧送赠新加坡书协作永久收藏的。

书法展由国会新闻与艺术委员会副主席兼惹兰勿刹区国会议员白振华

开幕，94岁的书坛寿星王瑞璧也到场会见同道并为其新书法集《王瑞璧九

三书艺》签名。

060603　陈声桂

陈声桂一共举行了三次个展，一次联展。

06060301　1979陈声桂书法展

1979年，应国家博物院院长许亮贤之约，陈声桂于当年10月6日起，为

期一周，在该院依斯干达画廊举行平生首次个展，名称是“Art	in	Action”。

作品近二十件，由该院美术馆主任蔡荣恩主持其事。书展期间，他于10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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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六)上午11时，10月7日(日)下午3时在现场挥毫及讲解。

06060302　1987陈声桂书法展

1987年3月17日至22日，新加坡书协与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联合在国家

博物院举行“陈声桂书法展”六天，由直落亚逸区国会议员、前内阁高级部

长王邦文揭幕。出席开幕礼者有国会议员、各国使节、政府官员、美术与书

法界人士，及陈氏之师友学生等三百余人，为况殊盛。书协也出版了《陈声

桂书法》4,000本。

06060303　2010陈声桂书法展

0606030301　2010年7月9日，新加坡新闻、通讯与艺术部代部长吕德耀

少将为新加坡书法发展及国际书法发展的主要推手、2000年国家文化奖章

唯一得主陈声桂教授之个人书法展揭幕，共有500余位嘉宾在场见证这个

年度书坛的盛会。

这次的展品，全是陈氏半年来的新作，共有160件，格式以中堂、立

轴、条幅、对联为主。从书作中，可以见到他对“中锋用笔”极为重视；

对如何用墨，也投入大量的精力。至于擘窠大字，他也功力颇深，共有三

十件榜书亮相。

0606030302　吕德耀部长在会上致词称：“衷心希望本地的艺术家，以及

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们，能多以像陈教授这样的杰出人士为榜样，积极推动

本地文化艺术的发展。”

吕部长赞扬“陈教授于2005年创立了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这不但在新

加坡是项创举，甚至在东南亚，也是首开先河。老年书法大学让银发族能有

终生追求及欣赏文化艺术的渠道；为期三年的课程，除了教授书法理论与技

巧外，也包括文化知识课程，借此培养更多的本地书法家以及爱好者。”

他说：“陈教授长期以来一直积极推动书法艺术，包括协助成立新加坡

书法中心，这是本地第一所推动书法艺术的组织，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新加坡

书法艺术的发展。今天，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便座落在新加坡书法中心内。陈

教授在维护文化遗产、推广大众鉴赏力与研究兴趣，及艺术普及化方面所作

出贡献，是值得表扬的！”

吕部长继续说：“陈教授在过去四十多年来，在国际上累积了不少书法

界的人脉与关系，他也通过新加坡书法家协会，邀请远近驰名的书法大师和

访问代表团，前来我国进行交流，从而提升新加坡的书法水平。截至今天，



187

陈
声
桂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已经与中国十九个省份进行了常年交流活动。”

吕部长在结尾时说：“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和陈教授通过书法艺术的推

动，以及各种文化交流活动，不但大大提高了新加坡作为亚洲艺术枢纽的

国际地位，而且也提升了新加坡的声誉，他们的贡献确实很大！”

0606030303　联办此次书展的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兼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的

副会长何钰峰说：“陈声桂教授是书法圈一个大家熟知的名字。他四十余

年前便参加公开书法活动。四十二年来，他一直坚持把所有的工余时间，投

入书协的工作与书法的研究之中。在他的领导下，新加坡的书法得以走出低

谷、重现生机，及至今日的兴旺发达。他也将新加坡书法带上国际，以及发

展新加坡为国际书法中心。”

何氏说：“他筹款组建新加坡书法中心，为书法同道建立了家；公开开

班教授书法，普及了本地的书法学习；引进外国书法，扩大了国人的视野；

举办公开展览、挥毫、讲座、对话、交流，提升了国人的书法创作技巧；成

立书法研究院并推行书法晋级考试，解决了书法老师的师资问题；举办各个

年龄层的书法展览，为国人提供了更多展示平台与欣赏书法的选择；举办书

法公开比赛，让书法深入民间等等，都值得国人瞩目。”

何氏又说：“陈声桂为培养国人对书法的兴趣，在《新明日报》开辟专

栏《中华艺术》，介绍新加坡与国外书坛动态，至今二十二年；他也主编了

十五年的《新加坡书法报》，把新加坡书坛的讯息带到世界40多个国家。我

们以有这样一位同道为荣！也以这样一位同道为榜样。”

0606030304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秘书长兼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副会长林

隆惠以英文致词时特别提到：“陈声桂被国外人士推崇为‘新加坡书法之

父’。其实，在新加坡，不少人在学习书法时，发现其导师若不是陈声桂

教授的门人，便是他门人的学生，他确实是艺术界一位大家！”

0606030305　陈声桂在致谢词时说，“四十年来，我工余之暇，只做成书法

这件事。不管是个人学习书法，或是推广书法的发展，或是从事国与国间的

书法交流等等，都得到朋友、同事与学生们的支持，以及政府部门相关官员

的配合，像今天的展览也不例外，我借这个机会感谢吕部长、姚市长，及今

天到场的各位国会议员对我个展的关心及支持。我也感谢纳丹总统为了我，

今天也接受了海峡时报的专访！”(编者按：姚市长，指姚智)

陈君在典礼结束前，将其四尺榜书“德”送予吕德耀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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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6030306　此外，闻讯送上贺电的日本国第三大报、日销450万份的《每

日新闻》社社长兼财团法人每日书道会理事长北村正任在贺电中说：“陈会

长是贵国最杰出的书法大师，不仅为振兴发扬贵国的书法艺术做出了巨大的

贡献，几十年来，还为世界书坛的团结废寝忘食、煞费苦心，创始了‘国际

书法交流大展’，让国际书法交流愈加频繁愈加发展。陈会长伟大的功劳是

他人绝对无法相比的！我借此机会谨表深切的谢意。陈会长成绩累累，已经

在世界书法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一页！”

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兼同济大学亚太汉学研究中心主任蔡

建国教授的贺信说：“欣闻先生将于7月9日在新加坡书法中心举行个人作

品展，在此深表祝贺。先生42年如一日，泛舟书海，一杆如椽大笔挥写春

秋，将新加坡书法带上了国际舞台，为新加坡的书法普及教育做出了卓越的

贡献。自先生担任我院顾问教授以来，多次莅临我院演讲并数次率团来校进

行浸濡教育，为我校与新加坡文化界之间的交流架起了一座桥梁。先生此次

个展为期一月，力作纷呈，观者必将云集。”

中国最早创刊的书法专业报刊、中国《书法报》社社长舟恒划贺信

说：“欣悉您将于2010年7月9日至8月8日在新加坡书法中心举办‘陈声桂

书法展’。我谨代表书法报社全体同仁向陈会长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热烈的

祝贺，这次展览是先生的第三次个展，必将取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也在新华网向全球发布了消息。中国的《书法导报》、《中国

书画报》、中国书法家协会机关报《中国书法通讯》、新加坡“随笔南洋

网”、新加坡中英文四大报社，均发出新闻专页，及专访。

0606030307　陈君这次书展，由新加坡书法家协会、新加坡文化学术协

会，及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联合主办，是在国家艺术理事会颁给代表新加坡

文化界最高奖项——文化奖的奖励计划下举行的，它同时也获得李氏基金、

观音堂佛祖庙、新加坡佛教居士林、丰隆基金、义安公司等机构的赞助。书

展长达一个月，至8月8日结束。每个星期一，他都更换新作予观众欣赏。

配合这次展览，陈君特将所有的展品，编印成《陈声桂书法集》；集

中也收录了过去40年中，部分较为惬意之作。《陈声桂书法集》平装本共

240面，印量为5000册，免费送给他过去在国立新加坡大学、南洋理工大

学、南洋美术专科学校、潮安艺苑、新加坡书法中心、中正中学总分校、

文殊中学，或淡宾尼初级学院的学生以及书法爱好者、到场的观众等等。

另印珍藏本1000册，厚548面，内收陈氏重要活动图片及各国报刊与友人

之推介文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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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6030308　陈君自1970年公开函授书法、1974年开班授艺，40年来，仿

效古代孔子普及教育的做法，大量开班，学生上至总统、副总理、议长、部

长、大学教授、巨商富贾，下至墓碑文字雕刻者、家庭主妇、餐馆侍应生，

涵盖面至广且阔。可以说，今日在书坛从事教学的、开展书法工作的、参与

书法公展的，大多出自其门下。

陈声桂是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的重要发起人，主持会政42年，至今仍任

会长。1968年杪，时任文化部政务次长的邝摄治少校为筹办“新加坡开埠

150周年纪念美展”(150美展)，邀请他担任工作委员及多个小组成员，从

此，他正式踏上艺坛，并开展了一系列的书法活动。

四十二年来，陈教授最大的功绩是将新加坡书法带上国际书坛、发展

新加坡为国际书法中心，及使“将死的艺术”——书法，重获生机，乃至

繁荣兴盛。

1978年，他被新加坡旅游促进局选派出国示范书法，是第一位政府派送

出国之书法家。他于1975年当上新加坡文化部国庆美展(即全国美展，150

美展易名后之同一展览)东方书画组评判，也于1978年担任国家博物院年展

评判。环顾今日艺坛的同一辈人，无人能出其右。

陈君四十二年来，获得国内外三十余个奖项，包括香港亚洲艺术学会

颁发优异证书，新加坡政府颁给“新加坡杰出青年奖”(SYA，这是国家给

予杰出青年的最高奖项。陈君是迄今书法界唯一获此奖项的书家)，文化部

颁给国庆美展优异奖，新加坡警卫团颁给新加坡警卫团美术优异奖，法国

艺术家协会颁给荣誉表扬证书，新加坡书法家协会颁给“2000年陈景昭书

法金奖章”、“终身成就奖”(2003年)及“终身奉献奖”(2008年)。

陈君也获得新加坡总统颁给公共服务奖章(PBM)及长期服务奖章

(PBS)，亚细安协会(东南亚国家同盟协会)颁授“亚细安成就奖”(AAA)，新

加坡新闻与艺术部颁发“文化奖章”(CM，这个奖项是国家颁予艺术家的最

高艺术成就奖，从1979年至今(2010年)仅有三人获得，前二人为潘受，及王

瑞璧)，国际万宝龙文化基金(Mont	Blanc)颁给“国际万宝龙艺术大奖”，中

国书法家协会颁给荣誉奖，新加坡总统颁赐公益金第一枚“好点子奖”，南

洋理工大学颁发“南洋校友成就奖”，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颁给“40年社区服

务奖”，《中国书画报》颁给“国际突出贡献书画艺术家奖”等等。

陈君六年前(2005年)出任中国著名学府同济大学顾问教授。他曾担任由

七国书法协会发起及组织的“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的执行理事长长达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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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07年11月他将秘书处移交中国书法家协会时，这联络会已有14个团

体会员及8个协作会员)。

四十二年来，陈君一直坚持把所有的工余时间投入书协的运作与书法的

研究之中。现在，他是本地乃至世界最负盛名的书法艺术家之一，他不止推

动国内书法艺术的发展，也是国际书艺发展的推手。因此，赢得许多国内外

书法界同人的一致赞赏与高度推荐。

0606030309　二十三年(1987年)前，陈君举行个展时，老书法家潘受

说：“声桂书如远鸥浮水，轻燕受风，洒落萧散，绝去雕饰。”

中国书法家主席启功教授(1987年)赠诗曰：“椽毫挥洒陈惊座，铁线

纵横朱克柔”，并云“其笔如绛云舒卷，怡心豁目。”

再早八年，即1979年陈君个展时，老书法家颜绿说：“学养俱到，故

其所作，劲秀放逸，疏荡有奇气，有如史迁之用笔，而又不失法度，堪以

媲美老书法家的墨迹无愧。”

其恩师、草书大家黄勖吾教授云：“陈君是一方面致力钻研旧规矩、旧

法则、旧理论；另一方面，更能配合当前新需要、新事实、新环境的书学理

论家和书法家。我希望他能与时俱进，日新又新。”

0606030310　在吕部长于下午三时开幕后，主办当局特设茶会至下午六时

结束。这次展览共收到180多个花篮、1面锦旗、2首贺诗、12个刊在报上

的贺词。最为难得的是，陈教授结识三十多年，年逾90的李氏基金主席李

成义博士与夫人张治华医生，专门送了花篮；他最老的三位学生，87岁的

蒋倬甫父子、83岁的周纯端、82岁的李家曙夫妇均送来花篮，后三人也专

门到会。吕德耀部长与众嘉宾也在观赏完作品之后，参加茶会至五时许才

离去，洵为新加坡书坛仅见的一大盛事。

0606030311　出席开幕典礼的主要嘉宾，包括新加坡国会副议长兼东南区

市长姚智，新闻、通讯与艺术部兼贸易与工业部政务次长陈振泉，国会议

员兼全国职工总会助理秘书长成汉通，内安局局长/原吴作栋总理首席秘书

彭建强、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郑维荣，中国大使馆的四位参赞，即军事参

赞/海陆空武官刘卓力大校(副官钱杨锋少校)、教育参赞周建平(秘书宋若云

博士、鄢智勇)、文化参赞陈疆、领事参赞兼总领事龚春森，原华文报业集

团第一把手周景锐、副总裁林焕章，原高级政务次长何家良博士伉俪，原

官委议员庄绍平伉俪，南洋理工大学副校长余明华教授、助理校长郑澎湃、

中文系主任兼李光耀资政华文导师周清海教授、校友事务处处长孙敏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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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律师陈世荏，人民协会原副执行理事长陈敬贤、群组理事长蓝锐勋，佛光

山法师妙裕法师，新加坡道教协会主席李至旺道长，新加坡华乐团总经理何

伟山，新加坡驻哈萨克斯坦及卡吉斯坦二国全权大使沈石麟，原新加坡驻中

国第一任商务代表黄名光，新加坡驻中国原公使衔参赞朱焯饶与陈金土，新

加坡华社自助理事会代执行理事长吴振钦，新明日报高级执行编辑王炳发、

特稿主任林凤英，原淡宾尼初级学院院长/教育部课程发展署副署长李家全伉

俪，原教育部语文及文学署副署长/德明政府中学校长谢泽文、助理署长梁春

芳，旅居本地中国作家邹璐，新加坡国家文化奖章(美术项)得主陈建坡傅美

珠伉俪、庄淑昭，新加坡国家文化奖(文学项)得主周国灿伉俪，原中华美术

研究会会长姚天佑，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秘书长／原弥陀学校校长王有益，国

立新加坡大学原中文系主任陈荣照副教授、原中文系主任李焯然副教授，南

益集团总经理黄惕生，著名社区领袖刘炳杰、蔡德明、蔡翠娥、刘禧旦、钟

腾芳博士、戴超然、郭三川、陈锦成、陈赞生及泰国盆景书画协会主席黄汉

城伉俪等等，数达五百余人，涵盖书画、政治、商贸、宗教、文化、教育各

界人士，为况殊盛。

06060304　陈声桂、奈耶中西合流书画展

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与《商业时报》印度籍女美术记者兼编辑葩花

蒂·奈耶(Parathi	Nayar)联合呈献的“中西合流”书画展，于2003年4月3

日下午七时，由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刘太格揭幕。

陈君出品十二幅内容书写中国生肖的行书；葩花蒂提供绘制西洋十二

个星座的油画。展览会由The	Box画廊主办，公展时间有3月31日至5月10

日，展期长达四十天。

060604　新加坡文化奖章三家书法展

06060401　新加坡副总理张志贤于2013年11月17日在新加坡书法中心李

光前堂，主持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庆祝创会四十五周年庆典并为“新加坡文

化奖章三家书法展”开幕。他在会上致词赞美新加坡书协：“自1968年成

立以来，便不断努力地在本地推广与提升书法艺术，取得了令人欣喜的业

绩！”他“祝愿新加坡书协再接再厉，书写出另一页辉煌！”

当天以代总理的身份到会的张志贤，也兼任新加坡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

内政部长。他在席上颁发18枚奖章给对书协有功的人士。其中，书协创会会

长陈声桂教授获颁“终身荣誉会长”，是全场最高的荣誉。

06060402　三家书法展展出的是潘受、王瑞璧、陈声桂的135件佳构，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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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分别于1986、1992、2000年获得国家颁予艺术家的最高荣衔——新加

坡文化奖章(Cultural	Medallion)，是文化奖自1979年颁发至今34年以来，仅

有的三位书法家。

06060403　张志贤代总理在会上说：“书协的活动十分活跃，例如常年为

男女老少和不同族群的学员开设书法班；经常举办各种书法展览、比赛和

讲演，提升人们对书法的兴趣与认识；2004年设立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

鼓励乐龄人士积极面对晚年生活，并宣扬‘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

他说：“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新时代，我们在不断接受新科技的同时，也

应重视与保留传统文化。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和其它许多文化社团一样，在协

助新加坡人了解和欣赏传统文化与历史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06060404　陈声桂教授在会上说：“对一个民间社团，特别又是一个艺术

社团，这45年的漫漫长路是很难走的，所幸在国家的扶助、领袖的支持，

及广大华人社会的善长仁翁们的鼎力赞助与支持下，我们今天还屹立着！”

陈会长说：“过去十余年，在‘书法一家’的概念下，我们积极扩大

书法班级的非华裔与不同国籍的学员人数，取得可喜的成绩。难得的是,今

天政府内阁中的全体非华族部长：尚达曼先生、维文医生、易华仁先生、

雅国博士，及尚穆根先生，都提起毛笔，前四位的书作也在这个礼堂公展

过。我们也在全国各院校、民众联络所、宗乡组织广泛开设书法班级。目

前，全国院校有近百间书法会或书法组，宗乡会馆与民众联络所也有三十

多间开设书法班级。”

最后，陈教授说：“今天，新加坡的书坛已从沙漠走向绿洲，书法已

成为国家文化的一环。古人说：‘今日我行迹，遂作后人程。’可以说，

新加坡书协及我四十几年的任务与使命已达，我们无愧于前人，更有益于

今人！”

06060405　参加开幕礼的嘉宾包括中国公使衔参赞黎宝光、文化参赞萧江

华，两位退任的政务部长姚智、符喜泉，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总投资官林

昭杰，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刘泰山等约500人，场面空前热闹。

06060406　此次文化奖章三家书法展，共分三个阶段，期长一个半月。每

阶段两个星期，展出三位书家作品各15件共45件，观众可自由收购会场之

佳构。

配合展览会出版的184面特刊也在会场以特价20元出售(原价40元)。特

刊收集了全部展览作品、书家重要生活照，及张志贤副总理的祝词与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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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会长的献词等等，具有收藏价值！

另外，会场也连续播放特制的书法光盘，让观众回顾新加坡书协四十

五年来的光辉历程，及三位书家走过的脚印。每周六下午三时，书协会长

陈声桂教授也在会场亲自会见书友，回答对这次展品的提问(请参阅第18章

1809)。

	

1983年9月10日，潘受(左二)于文殊中学图书馆准备其第一次个人书法展作品。左三为书协秘
书长何钰峰、左四为书协会长暨文殊中学校长陈声桂。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于1984年2月22日至26日在国家博物院为潘受(左一)主办其平生第一次个
人书法展——“潘受古稀书法展”。图为吴清亮(左二)以二万元购买潘氏“亮”“阁”二字后，与
在场的丁马成、周颖南(左三、四)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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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2月22日至26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院举行“潘受古稀书迹展”。
展览期间的一个星期三下午，潘受(左三)之老友张水荃(左起)、鲜在公共场合亮相的李氏基
金主席李成义等人特地前来观赏。右为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

1984年2月22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开始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院画廊举行“潘受古稀书迹”。展览
次日，潘先生(左二)与本地书坛后起之秀——书协会员杨应春(左起)、何钰峰、许梦丰合影。

1984年2月22日至26日，潘受举行平生第一次个人书法展，其饭友刘文江(李氏基金秘书，左
起)、李开通、丁马成、杨炳元、黄光明等人在国家博物院现场与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
桂及秘书长何钰峰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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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7  新加坡团体／集体书法展
060701　除下文第10章述及新加坡与各国/地代表性书会举办交流展(请参阅

第10章1004)及新加坡与中国各省市举办交流展外(请参阅第10章1005)，本

地还有以下展览。

060702　新加坡书协1971中华书法展览，书协1973第一届会员书法观摩

会，书协1974第二届会员书法观摩会，书协1976会员书法作品展览会，书

协1979中华书法展览会，书协1979十周年纪念书展，书协1981中华书法

展，1982书协、墨澜社、啸涛篆刻书画会、华翰研究会四会书、画、篆刻

联展。

060703　书协1978年至1980年第一、二、三届全国硬笔书法展，2001年第

四届全国硬笔书法展；书协1990年、2000年第一、二届全国妇女书法展；

书协1996年华族文化节妇女书法邀请展、书协1996新加坡书法中心开幕典

礼国际书法展；书协1997年新加坡名家书法展；中华美术研究会1991年至

1993年狮城墨韵书法篆刻展；狮城书法篆刻会1994年至2015年狮城墨韵书

法展，及其他如心海书法学会双年展等等。

060704　1971年6月24日，新加坡书协第一次会员作品展(即“1971中华书

法展览”)，在维多利亚纪念堂由卫生部长蔡善进开幕(请参阅第19章1909)。

060705　1990年3月8日，书协在中华总商会高规格举办第一届全国妇女书

法展，由黄金辉总统夫人揭幕，书协会长陈声桂在献词中说：

1984年8月下旬我去日本公干10日。在会见了青山杉雨先生之后，青

山先生交待他的至交谷村熹斋(义雄)先生及其公子谷村俊二世兄陪我在东

京银座及池袋等地参观几个书法展览会。我对两三个妇女书法展，留下较

为深刻的印象。

经过了多年的构思与筹划，七年后的今天，我们也举办了新加坡的第

一届全国妇女书法展。

妇女这支队伍，是我们今日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男女教育平

等、工酬相同之下，巾帼不让须眉，许多妇女已成为今日建国卫国的长城！

可以预见，我们的书坛，今后必定深受妇女们的影响。因此，举办这个妇女

书法展，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起点。

这个展览会，不但可以让国人从中了解我国妇女的书艺水平，也可以激

励更多妇女参与书法研究，进而从事书法运动，为丰富国人的文化生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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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6月24日，新加坡书协在维多利亚纪念堂举行第一届会员书法作品展——1971中华书法
展览，主宾卫生部长蔡善进律师(中)浏览会场作品。右一为工委会主席陈声桂，左一为书协
导师陈景昭。

出更大的贡献。

妇女研习书法的风气，是近三五年来的事，这一次的公展，居然有六

十四位妇女书法家参展，不能不说是个大丰收，我要藉此机会向落力奔跑

的全体工作委员致谢。

我也要特别感谢总统夫人驾临开幕，为大会增添光彩。

060706　书协赞助及协办淡滨尼初级学院主办1988年全国中学及初级学院

书法展，及该院1990、1992、1994、1996、1999年共5次全国中小学及初

级学院书法展、2001年全国学生硬笔书法比赛。

060707　书协于1998年11月15日举办“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创会30周年

历史图片展”；2003年12月26日举办“新加坡书协创会35年历史图片

展”；2008年12月13日举办“新加坡书协创会40年历史图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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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8月26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主办“第二届全国妇女书法展”开幕，主礼贵宾吴作栋总
理夫人、陈声桂会长(坐者左七、八)在新加坡书法中心前院与全体参展者(64人)合影。

2000年8月26日，在第二届全国妇女书法展上，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以其行书中堂赠送主
宾、新加坡总理吴作栋之夫人陈子玲律师，中为书协秘书长杨应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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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8　新加坡个人书法展/其他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新加坡书坛开始低迷之际，新加坡书协在会长陈

声桂领导下，挽狂澜之既倒，每年举办了不少中外个人展或联合展。新加

坡的如：陈景昭艺术作品欣赏会(1976)、张瘦石书法展览会(1979)、陈声桂

书法展(1979、1987、2010)、颜绿书法展览会(1980)、黄国良书法展览会

(1980)、王瑞璧书法展览会(1981、1988)、陈之初书法展览会(1982)、凌云

超书法个人展(1983)、颜绿遗墨展(1983)、潘受古稀书迹展(1984)、陈人浩

书画欣赏会(1984)、郑子硕书画印展(1985)、石公黄国良书法展(1988)、王

瑞璧九十书展(1993)、王瑞璧九四书法展(1997)、陈启汉书法个展(1997)、	

王瑞璧遗作展(1998-2012,	2015)、潘受遗墨展(1999)、陈启汉反体书法展

(1999)、又山(梁荣基博士)楹联展(1999)、黄寿松书法展(2000)、颜绿墨迹

展(2015)等等。期间有狮城书法篆刻会举办曾广纬书法展、丘程光书法展，

及其他机构主办邱少华书法展、何业波书法展、洪云生书法展等。



232

陈
声
桂



233

陈
声
桂



234

陈
声
桂



235

陈
声
桂



236

陈
声
桂



237

陈
声
桂



238

陈
声
桂

1982年3月12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在国家博物院举行书协顾问陈之初(右一)个人书法展。书
展由该会名誉顾问暨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李炯才揭幕。图为陈氏在博物院正门迎接教育
部政务次长何家良、书法家松年法师之影(左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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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3月23日至26日，新加坡书协在国家博物院举行已故书画家陈人浩的书画欣赏会，由
教育部政务次长何家良(右二)开幕，左起书协会长陈声桂、文化部副常务秘书李卫国、陈人
浩夫人。正在讲话的是陈人浩之妹夫——新加坡艺术协会会长刘抗。

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于1992年8月4日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院举办饶宗颐教授书画展。左起文
协会长陈声桂、文协名誉会长潘受、饶宗颐教授、新闻及艺术部高级政务次长何家良、原南
洋大学代校长吴德耀教授、原南洋大学副校长卢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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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9  新加坡书法展一览
新加坡政府对各个演出、展览、比赛等的名称没有管制，有不少个人、

社团，把书展名称放大大的，年年有之，也许是为了方便筹款，也许是为了

申请津贴，也许是为了宣传效益，也许是为了自我吹嘘，可谓泥沙俱下，不

一而足，不过收效甚微！这里尽力试举若干：

1.	 “中华书法展览会”(1971/新加坡书协)

2.	 “硬笔书法观摩会”(1974/新加坡书协)

3.	 “陈景昭艺术作品欣赏会”(1976/新加坡书协)

4.	 “会员书法作品展览会”(1976/新加坡书协)

5.	 “第一届全国硬笔书法展览会”(1978/新加坡书协)

6.	 “中国书法展览会”(1979/新加坡书协)

7.	 “中华书学研究会十周年纪念书展”(1979/新加坡书协)

8.	 “张瘦石书法展览会”(1979/新加坡书协)

9.	 “台湾林斌书法展览会”(1979/新加坡书协)

10.	“第二届全国硬笔书法展览会”(1979/新加坡书协)

11.	“黄国良书法展览会”(1980/新加坡书协)

12.	“第三届全国硬笔书法展览会”(1980/新加坡书协)

13.	“颜绿书法展览会”(1980/新加坡书协)

14.	“日本春秋书法展览会”(1981/新加坡书协、新日文化协会)

15.	“王瑞璧书法展览会”(1981/新加坡书协)

16.	“第二届国际书法联合展览会”(1981/新加坡书协、中华美术研究会)

17.	“1981新加坡书法”(1981/新加坡书协)

18.	“新日书画交流展”(1981/新加坡书协、新日文化协会)

19.	“中华书法展”(1981/新加坡书协)

20.	“陈之初书法展览会”(1982/新加坡书协)

21.	“1982新加坡书法”(1982/新加坡书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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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982新日书法交流展”(1982/新加坡书协、日本每日书道会，原称	

“日新书法交流展”)

23.	“四会联合书、画、篆刻联展”(1982/新加坡书协、啸涛、墨澜、华翰)

24.	“凌云超书法个展”(1983/新加坡书协)

25.	“颜绿遗墨展”(1983/新加坡书协)

26.	“1983新加坡书法”(1983/新加坡书协)

27.	“新台书法交流展”(1983/新加坡书协、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

28.	“日本书画展”(1983/新加坡书协、新日文化协会)

29.	“潘受古稀书迹展”(1984/新加坡书协)

30.	“陈人浩书画欣赏会”(1984/新加坡书协)

31.	“香港梁钧庸叶连清伉俪书画展”(1984/新加坡书协)

32.	“新韩书法交流展”(1984/新加坡书协、韩国东方研书会)

33.	“日本书法展”(1984/新加坡书协)

34.	“新中书法交流展”(1984/新加坡书协、中国书法家协会)

35.	“1984新加坡书法”(1984/新加坡书协)

36.	“砂劳越孙莘农书法展”(1985/新加坡书协)

37.	“台湾张源书法展”(1985/新加坡书协)

38.	“台湾陈寿恒书画展”(1985/新加坡书协)

39.	“1985新加坡书法”(1985/新加坡书协)

40.	“台湾青年书法竞赛入选展”(1985/新加坡书协)

41.	“郑子硕书画印展”(1985/新加坡书协)

42.	“新马书法交流展”(1985/新加坡书协、马来西亚书艺协会)

43.	“中国沙曼翁书画欣赏会”(1986/新加坡书协)

44.	“第一届朝花书法展”(1986/新加坡书协)

45.	“马来西亚黄石庵八四墨迹展”(1986/新加坡书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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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关山月教授画展”(1986/新加坡书协、新加坡国家博物院)

47.	“1986新加坡书法”(1986/新加坡书协)

48.	“新港书法交流展”(1986/新加坡书协、香港中国书道协会)

49.	“陈声桂书法展”(1987/新加坡书协、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

50.	“中国吴一峰书画展”(1987/新加坡书协)

51.	“日本穗真书法展”(1987/新加坡书协、新日文化协会)

52.	“1987新加坡书法”(1987/新加坡书协)

53.	“露天乐龄美术展”(1987/新加坡书协、新加坡文化部文化处)

54.	“加拿大周士心个人书画展”(1988/新加坡书协)

55.	“石公黄国良书法展”(1988/新加坡书协)

56.	“1988新加坡书法”(1988/新加坡书协)

57.	“第二届新马书法交流展”(1988/新加坡书协、马拉西亚书艺协会)

58.	“第三次王瑞璧书法展”(1988/新加坡书协)

59.	“第二届朝花书法展”(1988/新加坡书协)

60.	“澳门五人书法篆刻展”(1989/新加坡书协)

61.	“广东三名家书画展”(1989/新加坡书协)

62.	“中国浙江谭其蔚书法个展”(1989/新加坡书协)

63.	“中国上海周志高书法个展”(1989/新加坡书协)

64.	“马来西亚全国华文书法比赛优胜作品展”(1989/新加坡书协)

65.	“日本现代书法艺术新加坡展”(1989/新加坡书协)

66.	“今日新加坡书法展”(1989/新加坡书协)

67.	“1989新加坡书法展”(1989/新加坡书协)

68.	“中国篆刻名家周哲文篆刻展”(1990/新加坡书协)

69.	“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1990/新加坡书协)

70.	“纪念黄遵宪先生当代书画艺术国际展”(1990/新加坡书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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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第一届全国妇女书法展”(1990/新加坡书协)

72.	“1990新加坡书法展”(1990/新加坡书协)

73.	“1990第一届全国青少年书法展”(1990/新加坡书协)

74.	“新加坡吉林书法交流展”(1991/新加坡书协、中国吉林书法家协会)					

75.	“1991新加坡书法展”(1991/新加坡书协)

76.	“中国尹德懋书法个展”(1991/新加坡书协)

77.	“香港马国权个展”(1991/新加坡书协)

78.	“中国费新我八八书法展”(1991/新加坡书协)

79.	“狮城墨韵书法篆刻展”(	1991/中华美术研究会)

80.	“新加坡黑龙江书法交流展”(1992/新加坡书协、中国黑龙江书法						

			家协会)

81.	“1992新加坡书法展”(1992/新加坡书协)

82.	“法国梁扬书法展”(1992/新加坡书协)

83.	“中国硬笔书法家作品选展”(1992/新加坡书协)

84.	“1992年日本刻字展”(1992/新加坡书协、日本刻字协会)

85.	“第一届春华秋实书法展”(1992/新加坡书协)

86.	“狮城墨韵书法篆刻展”(	1992/中华美术研究会)

87.	“周纯端画展”(1993/新加坡书协、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

88.	“新加坡浙江书法交流展”(1993/新加坡书协、中国浙江书法家协会)

89.	“1993新加坡书法展”(1993/新加坡书协)

90.	“台湾陈其铨教授书法展”(1993/新加坡书协)

91.	“王瑞璧九十书展”(1993/新加坡书协)

92.	“中国浙江吴身元硬笔书法展”(1993/新加坡书协)

93.	“马来西亚任雨农书法个展”(1993/新加坡书协)

94.	“第二届春华秋实书法展”(1993/新加坡书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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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狮城墨韵书法篆刻展”(	1993/中华美术研究会)

96.	“1994新加坡书法年展”(1994/新加坡书协，用新名称)

97.	“新加坡书协25周年国际书画邀请展”(1994/新加坡书协)

98.	“新加坡河南书法交流展”(1994/新加坡书协、中国河南书法家协会)

99.	“第三届春华秋实书法展”(1994/新加坡书协)

100.	“1995新加坡书法年展”(1995/新加坡书协)

101.	“新加坡内蒙古书法交流展”(1995/新加坡书协、中国内蒙古书	

				法家协会)

102.	“新加坡中国师生书法交流展”(1995/新加坡书协、中国教育学	

					会书法教育研究会)

103.	“1995第二届全国青少年书法展”(1995/新加坡书协)

104.	“第四届春华秋实书法展”(1995/新加坡书协)

105.	“中国硬笔书法家作品展”(1995/新加坡书协)

106.	“马来西亚当代百家书法展”(1995/新加坡书协、马来西亚书艺协会)

107.	 “1996新加坡书法年展”(1996/新加坡书协)

108.	“新加坡安徽书法交流展”(1996/新加坡书协、中国安徽书法家协会)

109.	“中国当代百家妇女书法展”(1996/新加坡书协、中国书法家协会)

110.	“新加坡书法中心开幕典礼国际书法展”(1996/新加坡书协)

111.	 “第三届全国青少年书法展”(1996/新加坡书协)

112.	“第五届春华秋实书法展”(1996/新加坡书协)

113.	“中国苏州寒山会社80家书法展”(1996/新加坡书协、中国寒山	

				艺术会社)

114.	“中国长安历代金石拓片展”(1996/新加坡书协)

115.	“第三届中国书法篆刻电视大奖赛优胜作品展”(1996/新加坡书	

				协、中国中央电视台)

116.	“第七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优胜作品展”(1996/新加坡书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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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陈启汉书法个展”(1997/新加坡书协)

118.	“新加坡名家书法展”(1997/新加坡书协)

119.	“中国河南省书法展”(1997/新加坡书协、中国河南书法家协会)

120.	“王瑞璧九四书法展”(1997/新加坡书协)

121.	“日本当代名家书法展”(1997/新加坡书协)

122.	“中国浙江书法展”(1997/新加坡书协、中国浙江书法家协会)

123.	“第六届春华秋实书法展”(1997/新加坡书协)

124.	“第三次新中书法交流展”(1997/新加坡书协、中国书法家协会)

125.	“1997新加坡书法年展”(1997/新加坡书协)

126.	“第四届全国青少年书法展”(1997/新加坡书协)

127.	 			菲律宾“陈敦三书法展”(1997/新加坡书协)

128.	“第八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优胜作品展”(1997/新加坡书协)

129.	“中国百花书法展”(1998/新加坡书协)

130.	“徐祖 书法展”(1998/新加坡书协)

131.	“1998新加坡书法年展”(1998/新加坡书协)

132.	“新加坡韩国书法联展”(1998/新加坡书协、韩国东方研书会)

133.	“新加坡香港书法联展”(1998/新加坡书协、香港中国书道协会)

134.	“第七届春华秋实书法展”(1998/新加坡书协)

135.	“新加坡台湾书法联展”(1998/新加坡书协、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

136.	“王瑞璧遗作展”(1998/新加坡书协)

137.	 “第九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优胜作品展”(1998/新加坡书协)

138.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创会30年历史图片展”(1998/新加坡书协)

139.	“第五届全国青少年书法展”(1998/新加坡书协)

140.	“1999新加坡北京书法交流展”(1999/新加坡书协、中国北京书	

				法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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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第十六届全国挥春大赛优胜作品展”(1999/新加坡书协)

142.	“陈启汉反体书法展”(1999/新加坡书协)

143.	“潘受遗墨展”(1999/新加坡书协)

144.	“第十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优胜作品展”(1999/新加坡书协)

145.	“新加坡河北书法联展”(1999/新加坡书协、中国河北书法家协会)

146.	“又山楹联展”(1999/新加坡书协)

147.	 “1999年新日友好妇女书法交流展”(1999/新加坡书协)

148.	“第八届春华秋实书法展”(1999/新加坡书协)

149.	“第二届新中师生书法交流展”(1999/新加坡书协、中国教育学	

				会书法教育研究会)

150.	“第六届全国青少年书法展”(1999/新加坡书协)

151.	“第十七届全国挥春大赛优胜作品展”(2000/新加坡书协)

152.	“中国沈岩书画展”(2000/新加坡书协)

153.	“2000第二十届新加坡书法年展”(2000/新加坡书协)

154.	“新加坡重庆书法交流展”(2000/新加坡书协、中国重庆书法家协会)

155.	“第七届全国青少年书法展”(2000/新加坡书协)

156.	“黄寿松书法展”(2000/新加坡书协)

157.	 “王瑞璧书法精品展”(2000/新加坡书协)

158.	“新加坡澳大利亚东方书法交流展”(2000/新加坡书协、澳大利			

				亚东方书法协会)

159.	“第十一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优胜作品展”(2000/新加坡书协)

160.	“第二届全国妇女书法展”(2000/新加坡书协)

161.	“第九届春华秋实成人书法展”(2000/新加坡书协)

162.	“第九届春华秋实青少年书法展”(2000/新加坡书协)	

163.	“中日韩书法联展”(2000/新加坡书协)

164.	“新加坡贵州书法交流展”(2001/新加坡书协、中国贵州书法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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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2001第二十一届新加坡书法年展”(2001/新加坡书协)

166.	“第十八届全国挥春大赛优胜作品展”(2001/新加坡书协)

167.	“中国妇女名家书法展”(2001/新加坡书协)

168.	“新加坡云南书法交流展”(2001/新加坡书协、中国云南书法家协会)

169.	“第八届全国青少年书法展”(2001/新加坡书协)

170.	“王瑞璧遗墨展”(2001/新加坡书协)

171.	 “第十二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优胜作品展”(2001/新加坡书协)

172.	“第四次新加坡马来西亚书法交流展”(2001/新加坡书协、马来	

					西亚书艺协会)

173.	“第十届春华秋实书法展”(2001/新加坡书协)

174.	“第四届全国硬笔书法展”(2001/新加坡书协)

175.	“2002第二十二届新加坡书法年展”(2002/新加坡书协)

176.	“第十九届全国挥春大赛优胜作品展”(2002/新加坡书协)

177.	 “第二次新加坡台湾书法交流展”(2002/新加坡书协、中华台北	

					中国书法学会)

178.	“新加坡江苏书法交流展”(2002/新加坡书协、中国江苏书法家协会)

179.	“塞克勒杯国际书法赛优胜作品展”(2002/新加坡书协)

180.	“第九届全国青少年书法展”(2002/新加坡书协)

181.	“王瑞璧遗墨展”(2002/新加坡书协)

182.	“第十三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优胜作品展”(2002/新加坡书协)

183.	“日本书道艺术院第55回纪念新加坡海外展”(2002/新加坡书协)

184.	“新加坡甘肃书法交流展”(2002/新加坡书协、中国甘肃书法家协会)

185.	“第十一届春华秋实书法展”(2002/新加坡书协)

186.	“新加坡中国新疆书法交流展”(2003/新加坡书协、中国新疆书	

					法家协会)

187.	 “2003第二十三届新加坡书法年展”(2003/新加坡书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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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新渝青少年书法联展”(2003/新加坡书协)

189.	“第十届全国青少年书法展”(2003/新加坡书协)

190.	“王瑞璧遗墨展”(2003/新加坡书协)

191.	“第十四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优胜作品展”(2003/新加坡书协)

192.	“第十二届春华秋实书法展”(2003/新加坡书协)

193.	“2003年国际书法名家名作展”(2003/新加坡书协)

194.	“新加坡书协35年历史图片展”(2003/新加坡书协)

195.	“潘受墨迹展”(2004/新加坡书协)

196.	“中国浙江卢乐群书法展”(2004/新加坡书协)

197.	 “2004第二十四届新加坡书法年展”(2004/新加坡书协)

198.	“第三次新韩书法交流展”(2004/新加坡书协、韩国东方研书会)

199.	“中国大使张九桓书法展”(2004/新加坡书协)

200.	“第十一届全国青少年书法展”(2004/新加坡书协)

201.	“王瑞璧遗墨展”(2004/新加坡书协)

202.	“第十五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优胜作品展”(2004/新加坡书协)

203.	“中国当代50名家书法展”(2004/新加坡书协)

204.	“第十三届春华秋实书法展”(2004/新加坡书协)

205.	“新加坡湖北书法交流展”(2004/新加坡书协、中国湖北书法家协会)

206.	“2005第二十五届新加坡书法年展”(2005/新加坡书协)

207.	“第22届全国挥春大赛优胜作品展”(2005/新加坡书协)

208.	“第二次新加坡印尼书法交流展”(2005/新加坡书协、印尼书艺协会)

209.	“中国福建省教师书法作品赴新展”(2005/新加坡书协、中国福	

					建教育学会书法教育研究会)

210.	“第十六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优胜作品展”(2005/新加坡书协)

211.	 “第十二届全国青少年书法展”(2005/新加坡书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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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王瑞璧遗墨展”(2005/新加坡书协)

213.	“新加坡江西书法交流展”(2005/新加坡书协、中国江西书法家协会)

214.	“比利时名家陆惟华、侯杏妹书画展”(2005/新加坡书协)

215.	“第十七届新秀风采书法展”(青少年)(2005/新加坡书协。用新名	

						称，仅用这一年。次年归入全国青少年书法展)

216.	“墨未央书法展”(2005/新加坡书协)

217.	 “新加坡延边书法交流展”(2005/新加坡书协、中国延边书法家协会)

218.	“第十七届流金岁月书法展”(2005/新加坡书协。用新名称)

219.	“第二十三届全国挥春大赛优胜作品展”(2006/新加坡书协)

220.	“2006部长挥笔暨第二十六届新加坡书法年展”(2006/新加坡书协)										

221.	“台湾陈其铨教授遗墨展”(2006/新加坡书协)

222.	“第七届国际书法交流新加坡大展”(2006/新加坡书协)

223.	“巴黎书画展”(2006/新加坡书协)

224.	“第十七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优胜作品展”(2006/新加坡书协)

225.	“中国江苏崇安少儿书法展”(2006/新加坡书协)

226.	“第十三届全国青少年书法展”(2006/新加坡书协)

227.	“王瑞璧遗墨展”(2006/新加坡书协)

228.	“新加坡湖南书法交流展”(2006/新加坡书协、中国湖南书法家协会)

229.	“新加坡贵州河南四川学生书法交流展”(2006/新加坡书协)

230.	“台湾水墨书画展”(2006/新加坡书协、中华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

231.	“第五届新中师生书法交流展”(2006/新加坡书协、中国教育学	

					会书法教育研究会)

232.	“第十八届黄金岁月书法展”(2006/新加坡书协、新加坡文化学	

						术协会、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用新名称)

233.	“新加坡苏州书法交流展”(2006/新加坡书协、中国苏州书法家协会)

234.	“第二十四届全国挥春大赛优胜作品展”(2007/新加坡书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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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东南亚书法展”(2007/新加坡书协)

236.	“总统、部长挥毫为慈善暨第二十七届新加坡书法年展”(2007/	

					新加坡书协)

237.	“第十四届全国青少年书法展”(2007/新加坡书协)

238.	“第十八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优胜作品展”(2007/新加坡书协)

239.			中国苏州寒山艺术会社书法展”(2007/新加坡书协、中国寒山艺	

						术会社)

240.	“珠海中国书学院书法展”(2007/新加坡书协、珠海中国书学院)									

241.	“王瑞璧遗墨展”(2007/新加坡书协)

242.	“第十九届黄金岁月书法展”(2007/新加坡书协、新加坡文协、	

					新加坡书大)

243.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一届毕业生书法展览会”(2007/新加坡书大)

244.	“日本当代名家书法展”(2007/新加坡书协)

245.	“第二十五届全国挥春大赛优胜作品展”(2008/新加坡书协)

246.	“第二届新加坡重庆书法交流展”(2008/新加坡书协、中国重庆	

					书法家协会)

247.	 “第二十八届新加坡书法年展”(2008/新加坡书协)

248.	“王瑞璧遗墨展”(2008/新加坡书协)

249.	“第十九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优胜作品展”(2008/新加坡书协)

250.	“第十五届全国青少年书法展”(2008/新加坡书协)

251.	“第二十届黄金岁月书法展”(2008/新加坡书协、新加坡文协、	

					新加坡书大)

252.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二届毕业生书法展览会”(2008/新加坡书大)

253.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创会40年历史图片展”(2008/新加坡书协)

254.	“第二十六届全国挥春大赛优胜作品展”(2009/新加坡书协)

255.	“潘受逝世十年墨迹展”(2009/新加坡书协)

256.	“2009第二十九届新加坡书法年展”(2009/新加坡书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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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第二十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优胜作品展”(2009/新加坡书协)

258.	“第十六届全国青少年书法展”(2009/新加坡书协)

259.	“王瑞璧遗墨展”(2009/新加坡书协)

260.	“第二十一届黄金岁月书法展”(2009/新加坡书协、新加坡文	 						

						协、新加坡书大)

261.	“日本北海道书道展”(2009/新加坡书协、日本每日书道会)

262.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三届毕业生书法展览会”(2009/新加坡书大)

263.	“第二十七届全国挥春大赛优胜作品展”(2010/新加坡书协)

264.	“2010第三十届新加坡书法年展”(2010/新加坡书协)

265.	“第二十一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优胜作品展”(2010/新加坡书协)

266.	“陈声桂书法展”(2010/新加坡书协、新加坡文协)

267.	“第十七届全国青少年书法展”(2010/新加坡书协)

268.	“第二十二届黄金岁月书法展”(2010/新加坡书协、新加坡老年	

					书法大学)

269.	“第一届全国毛笔与硬笔书法大赛三甲作品展”(2010/新加坡书协)

270.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四届毕业生书法展览会”(2010/新加坡书大)

271.	“第二十八届全国挥春大赛优胜作品展”	(滨海浮动舞台)(2011/	

					新加坡书协)

272.	“2011第三十一届新加坡书法年展”(2011/新加坡书协)

273.	“第二十二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优胜作品展”(2011/新加坡书协)

274.	“第十八届全国青少年书法展”(2011/新加坡书协)

275.	“2011第二十三届黄金岁月书法展”(2011/新加坡书协、新加坡	

					文协、新加坡书大)

276.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五届毕业生书法展览会”(2011/新加坡书大)

277.	“第二届全国毛笔与硬笔书法大赛三甲作品展”(2011/新加坡书协)

278.	“第二十九届全国挥春大赛优胜作品展”(滨海浮动舞台)	 	

					(2012/新加坡书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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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	“2012第三十二届新加坡书法年展”(2012/新加坡书协)

280.	“新加坡绍兴书法交流展”(2012/新加坡书协、中国绍兴书法家协会)

281.	“第二十三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优胜作品展”(2012/新加坡书协)

282.	“王瑞璧墨迹展”(2012/新加坡书协)

283.	“第二十四届黄金岁月书法展”(2012/新加坡书协、新加坡老年	

					书法大学)

284.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六届毕业生书法展览会”(2012/新加坡书大)

285.	“第十九届全国青少年书法展”(2012/新加坡书协)

286.	“第三届全国毛笔与硬笔书法大赛三甲作品展”(2012/新加坡书协)

287.	“第三十届全国挥春大赛优胜作品展”(滨海浮动舞台)(2013/新加	

						坡书协)

288.	“2013第三十三届新加坡书法年展”(2013/新加坡书协)

289.	“第二十届全国青少年书法展”(2013/新加坡书协)

290.	“第二十四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优胜作品展”(2013/新加坡书协)

291.	“第二十五届黄金岁月书法展”(2013/新加坡书协、新加坡文	 	

					协、新加坡书大)

292.	“王瑞璧墨迹展”(2013/新加坡书协)

293.	“第四届全国毛笔与硬笔书法大赛三甲作品展”(2013/新加坡书协)

294.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七届毕业生书法展览会”(2013/新加坡书大)

295.	“新加坡文化奖章三家书法展”(2013/新加坡书协)

296.	“第三十一届全国挥春大会”(2014/新加坡书协，用新名称)

297.	“2014第三十四届新加坡书法年展”(2014/新加坡书协)

298.	“第二十五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优胜作品展”(2014/新加坡书协)

299.	“第二十一届全国青少年书法展”(2014/新加坡书协)

300.	“王瑞璧墨迹展”(2014/新加坡书协)

301.	“第二十六届黄金岁月书法展”(2014/新加坡书协、新加坡文协、	新	

						加坡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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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第五届全国毛笔与硬笔书法大赛三甲作品展”(2014/新加坡书协)

303.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八届毕业生书法展览会”(2014/新加坡书大)

304.	“第三十二届全国挥春大会”(2015/新加坡书协)

305.	“2015第三十五届新加坡现代书家作品展”(2015/新加坡书协。	

					用新名称)

306.	“第二十六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2015/新加坡书协)

307.	“王瑞璧墨迹展”(2015/新加坡书协)

308.	“第二十七届黄金岁月书法展”(2015/新加坡书协、新加坡文	 						

					协、新加坡书大)

309.	“第二十二届全国青少年书法展”(2015/新加坡书协)

310.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九届毕业生书法展览会”(2015/新加坡	

					书大)					

311.	 “第六届全国毛笔与硬笔书法大赛三甲作品展”(2015/新加坡书协)

312.	“颜绿墨迹展”(2016/新加坡书协)

313.	“第三十三届全国挥春大会”(2016/新加坡书协)

314.	“中国当代书法大家作品展”(2016/新加坡书协)

315.	“2016第三十六届新加坡现代书家作品展”(2016/新加坡书协)

316.	“第二十三届全国青少年书法展”(2016/新加坡书协)

317.	 “第二十八届黄金岁月书法展”(2016/新加坡书协、新加坡文	 						

					协、新加坡书大)					

318.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十届毕业生书法展览会”(2016/新加坡书大)					

0610  新加坡的主要书法工作者 
1	)	陈声桂		1948年出生	 	 	

a	)	 新加坡艺术总会会长		

b	)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发起人、现任会长	 	

c	)	 中国同济大学顾问教授	 	

d	)	 2013获得新加坡书协“终身荣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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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2008年获得新加坡书协“终身奉献奖”	 	

f	)	 2003年获得新加坡书协“终身成就奖”	 	

g	)	 2002年获得“国际万宝龙艺术大奖”	 	

h	)	 2000年获得新加坡国家“文化奖章”(书法)	 	

i	)	 2000年获得新加坡书协“陈景昭书法奖章”	 	

j	)	 1992年获得“亚细安个人成就奖”(ASEAN东南亚国家同盟AAA/

书法)

k	)	 1978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奖(SYA)		

l	)	 1990年至2016年参加第一届至第十二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m	)	 1981年至2016年参加新加坡书法年展

	 	

2	)	何钰峰		1943年出生	 	

a	)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副会长	 	

b	)	 新加坡艺术总会副会长	 	

c	)	 2013年获得新加坡书法家协会“30年卓越功绩奖章金奖章”	

d	)	 2000年获得新加坡书协“陈景昭书法奖章”	 	

e	)	 1990年至2016年参加第一届至第十二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f	)	 1981年至2016年参加新加坡书法年展

3	)	符传国		1949年出生	 	 	

a	)	 原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副会长，高级评议员		

b	)	 2008年获得新加坡书法家会“10年金奖章”	 	

c	)	 2010年获得新加坡书协“陈景昭书法奖章”	 	

d	)	 2006年至2012年及2016年参加第七届至第十届及十二届国际

书法交流大展		

e	)	 参加多届新加坡书法年展	 	

f	)	 2005年参加新加坡书协赴巴黎书法展	 	

g	)	 2004年参加第三次新加坡韩国书法交流展	 	

h	)	 2003年参加印尼新加坡书法交流展

	 	

4	)	潘永强		1958年出生	

a	)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评议员

b	)	 2006年至2016年参加参加第七届至第十二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c	)	 参加历届新加坡书法年展

d	)	 2005年参加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赴巴黎书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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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林子平		1923年出生	 	 	 	

a	)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高级评议员	 	

b	)	 2003年获得新加坡国家“文化奖章”(绘画)	 	

c	)	 2000年获得新加坡书协“陈景昭书法奖章”	 	

d	)	 1990年至2010年参加第一届至第九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e	)	 1981年至2011年参加新加坡书法年展

	 	

6	)	陈建坡		1949年出生	 	 	

a	)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高级评议员		 	

b	)	 啸涛篆刻书画会顾问		

c	)	 2002年获得新加坡国家“文化奖章”(绘画)	 	

d	)	 2000年获得新加坡书协“陈景昭书法奖章”	 	

e	)	 1990年至2016年参加第一届至第十二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f	)	 1981年至2016年参加新加坡书法年展	 	

g	)	 举办多次个人书画展	

	

7	)	许梦丰		1952年出生	 	 	

a	)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高级评议员		 	

b	)	 2000年获得新加坡书协“陈景昭书法奖章”	 	

c	)	 1990年至2016年参加第一届至第十二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d	)	 1984年参加第一次、第二次(1986年)、第三次(1997年)新加坡

中国书法交流展	 	

e	)	 1981年至2016年参加新加坡书法年展	 	

f	)	 1998年举办个人书画展	 	

g	)	 著有《梦丰笔荟》	 	

h	)	 2016年获得新加坡国家“文化奖章”(书法)

	 	

8	)	朱碧妹(女)		1949年出生	 	 	 	

a	)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发起人，担任常务理事三十四年	 	

b	)	 2003年获得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终身成就奖”	 	

c	)	 2000年获得新加坡书协“陈景昭书法奖章”	 	

d	)	 1990年至2008年参加第一届至第八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e	)	 1981年至2006年参加新加坡书法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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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周昌嘉		1939年出生	 	 	

a	)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高级评议员	 	

b	)	 2000年获得新加坡书协“陈景昭书法奖章”	 	

c	)	 990年至2012年参加第一届至第十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d	)	 参加历届新加坡书法年展	 	

e	)	 2005年参加新加坡书法赴巴黎书法展	 	

f	)	 参加第一次(1984年)、第二次(1986年)、第三次(1997年)新加

坡中国书法交流展

	 	

10	)	杨昌泰		1946年出生	 	 	

a	)	 新加坡书法协家协会高级评议员	 	

b	)	 1989年获得新加坡书协“陈景昭书法奖章”	 	

c	)	 1990年至2016年参加第一届至第十二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d	)	 1984年参加第一次、第二次(1986年)、	第三次(1997年)新加

坡中国书法交流展	 	

e	)	 2005年参加新加坡书协赴巴黎书法展	 	

f	)	 参加历届新加坡书法年展

	 	

11	)	杨应春		1947年出生	 	 	 	

a	)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发起人、原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

b	)	 2003年获得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终身成就奖”	 	

c	)	 2000年获得新加坡书协“陈景昭书法奖章”	 	

d	)	 1981年至2005年参加新加坡书法年展	 	

e	)	 1993年至2008年参加第二届至第八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12	)	杨应然		1953年出生	 	 	

a	)	 原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理事	 	

b	)	 2003年获得新加坡书法家协会“30年卓越功绩金奖章”

c	)	 2000年获得新加书协“陈景昭书法奖章”	 	

d	)	 1990年至2006年参加第一届至第七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e	)	 1981年至2006年参加新加坡书法年展

	 	

13	)	吕永华		1943年出生	 	 	

a	)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高级评议员	 	

b	)	 2003年获得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廿年荣誉金奖章”	 	

c	)	 2000年	获得新加坡书协“陈景昭书法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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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参加1990年至2008年第一届至第八届及2012年第十届、2016

年第十二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e	)	 1981年至2016年参加新加坡书法年展

	 	

14	)		陈朝祥		1953年出生	 	 	

a	)	 新加坡艺术总会理事		

b	)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		

c	)	 2013年获得新加坡书法家协会“15年金奖章”	 	

d	)	 1997年获得新加坡书协“陈景昭书法奖章”	 	

e	)	 1997年至2016年参加第四届至第十二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f	)	 1998年至2016年参加新加坡书法年展

	 	

15	)	陈思平		1942年出生	 	 	

a	)	 新加坡书法家评议员		

b	)	 1991年获得新加坡书协“陈景昭书法奖章”	 	

c	)	 2000年至2012年参加第五届至第十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d	)	 参加多届新加坡书法年展	 	

e	)	 2003年参加印尼新加坡书法交流展

	 	

16	)	刘妙莲(女)		1959年出生		 	

a	)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评议员	 	

b	)	 1988年获得新加坡书协“陈景昭书法奖章”	 	

c	)	 参加2000年至2008年第五届至第八届，及2012年第十

届、2014年第十一届、2016年第十二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d	)	 2005年参加新加坡书协赴巴黎书法展	 	

e	)	 参加多届新加坡书法年展	 	

f	)	 1990年参加第一届、第二届(2000年)全国妇女书法展	

	

17	)	杨慧萍(女)		1950年出生		 	

a	)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评议员	 	

b	)	 2005年获得新加坡书协“陈景昭书法奖章”	 	

c	)	 2000年至2008年参加第五届至第八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d	)	 1990年至2007年参加新加坡书法年展	 	

e	)	 2005年参加新加坡赴巴黎书法展	 	

f	)	 2003年参加印尼新加坡书法交流展	 	

g	)	 2000年参加第二届全国妇女书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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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黄福元		1958年出生	 	 	

a	)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评议员	 	

b	)	 1988年获得新加坡书协“陈景昭书法奖章”	 	

c	)	 2000年至2016年参加第五届至第十二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d	)	 参加历届新加坡书协年展	 	

e	)	 2005年参加新加坡赴巴黎书法展	 	

f	)	 2003年参加印尼新加坡书法交流展	 	

g	)	 2001年参加新加坡台湾书法交流展

	 	

19	)	薛献霞(女)	1948年出生	 	 	

a	)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评议员	 	

b	)	 2005年获得新加坡书协“陈景昭书法奖章”	 	

c	)	 2006年至2016年参加第七届至十二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d	)	 2005年至2016年参加新加坡书法年展	 	

e	)	 2005年参加新加坡书协赴巴黎书法展

	 	

20	)	林爱莲(女)	1946年出生	 	 	

a	)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评议员	 	

b	)	 2014年获得新加坡书协“陈景昭书法奖章”	 	

c	)	 2006年至2016年参加第七届至十二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d	)	 2003年至2016年参加新加坡书法年展	 	

e	)	 2005年参加新加坡书协赴巴黎书法展

	 	

21	)	陈凤英(女)	1948年出生	 	 	

a	)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评议员	 	

b	)	 2009	年获得新加坡书协“陈景昭书法奖章”	 	

c	)	 2000年至2016年参加第五届至十二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d	)	 参加历届新加坡书法年展	 	

e	)	 2005年参加新加坡协赴巴黎书法展													 	

f	)	 2004年参加第三次新加坡韩国交流展

	 	

22	)	周德成		1973年出生	 	 	

a	)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评议员	 	

b	)	 参加2000年至2008年的第五届至第八届，及2012年至2014年

的第十届、第十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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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1994年至2014年参加新加坡书法年展	 	

d	)	 2005年参加新加坡书协赴巴黎书法展

	 	

23	)	黄建斌		1932年出生	 	 	

a	)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高级评议员	 	

b	)	 原新加坡艺术协会副会长	 	

c	)	 原新加坡美术总会副会长	 	

d	)	 2006年、2010年参加第七届、第九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e	)	 参加多届新加坡书法年展	 	

f	)	 2005年参加新加坡书协赴巴黎书法展	 	

g	)	 2004年参加第三次新加坡韩国书法交流展	 	

h	)	 2002年举行油画与书法个展	 	

i	)	 出版油画与书法集

	 	

24	)	李嘉仪		1944年出生					 	 	

a	)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评议员	 	

b	)	 2015年获得新加坡书协“陈景昭书法奖章”	 	

c	)	 2006年至2016年参加第七届至第十二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d	)	 2005年至2016年参加新加坡书法年展	 	

e	)	 2005年参加新加坡书协赴巴黎书法展

	 	

25	)	沈松机		1952年出生				 	 	

a	)	 2006年、2016年分别参加第七届、第十二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b	)	 2001年至2009、及2016年参加新加坡书法年展	 	

c	)	 2005年参加新加坡书协赴巴黎书法展

	 	

26	)	曾守荫		1938年出生	 	 	

a	)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高级评议员	 	

b	)	 心海书学会艺术顾问		

c	)	 2000年获得新加坡书协“陈景昭书法奖章”	 	

d	)	 参加1997年至2008年第四届至第八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e	)	 参加新加坡多届书法年展	 	 	

f	)	 著有《曾守荫草书千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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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	邱少华		1946年出生	 	 	

a	)	 南洋大学理学士	 	

b	)	 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校外进修系兼职书法导师	 	

c	)	 原新加坡醉墨轩书法学会主席	 	

d	)	 1993年举办个人慈善书法展	 	

e	)	 出版多本书法集	

	

28	)	李士通		1944年出生	 	 	

a	)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评议员	 	

b	)	 2014年获得新加坡书协“陈景昭书法奖章”

c	)	 2006年至2016年参加第七届至十二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d	)	 2005年至2016年参加新加坡书法年展

e	)	 2005年参加新加坡书协赴巴黎书法展	

	

29	)	黎见恩		1933年出生			 	 	

a	)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评议员	 	

b	)	 2006年参加第七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c	)	 1997年至2009年	参加新加坡书法年展	 	

d	)	 2005年参加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赴巴黎书法展	 	

e	)	 2004年举办个人书法展	

	 	

30	)	张有铄		1960年出生	 	 	

a	)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评议员	 	 	

b	)	 1988年获得新加坡书协“陈景昭书法奖章”	 	

c	)	 参加1997年、2003年、2006年、2008年、2012年、2016年，第四

届、第六届至第八届、第十届及第十二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d	)	 参加多届新加坡书法年展	 	

e	)	 2005年参加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赴巴黎书法展	 	

f	)	 2004年参加第三次新加坡台湾书法交流展	 	

g	)	 1986年举办个人书法展

31	)	徐祖燊		1926年出生	 	 	

a	)	 原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副会长、高级评议员

b	)	 2008年获得新加坡书法家协会“10年金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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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2000年获得新加坡书协“陈景昭书法奖章”

d	)	 1990年至2010年参加第一届至第九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e	)	 1981年至2011年参加新加坡书法年展	

32	)	林义兴		1956年出生	 	 	 	

a	)	 1988年获得新加坡书协“陈景昭书法奖章”	 	

b	)	 2006年参加第七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c	)	 参加多届新加坡书法年展																																						

d	)	 2005年参加新加坡书协赴巴黎书法展

	 	

33	)	陈德成		1940年出生	 	 	 	

a	)	 2006年至2010参加第七届至第十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b	)	 参加多届新加坡书法年展	 	

c	)	 2005年参加新加坡书协赴巴黎书法展	 	

d	)	 2001年参加第四次新加坡马来西亚书法交流展

	 	

34	)	吴惠嫦(女)	1962年出生	 	 	 	

a	)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基本会员		

b	)	 2000年至2006参加第五届至第七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c	)	 参加多届新加坡书法年展	 	

d	)	 2005年参加新加坡书协赴巴黎书法展

	 	

35	)	黄翡玉(女)		1948年出生		 	 	

a	)	 新加披书法家协会普通会员		

b	)	 参加2006年、2008年第七届、第八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c	)	 2005年参加新加坡书协赴巴黎书法展	 	 	

d	)	 2000年参加第二届全国妇女书法展	 	

e	)	 1999年参加日本新加坡妇女书法交流展

	 	

36	)	翁南平		1942年出生	 	 	

a	)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高级评议员	 	

b	)	 1992年获得新加坡书协“陈景昭书法奖章”	 	

c	)	 1990年、2000年，2006年参加第一届、第五届、及第七届国

际书法交流大展	 	

d	)	 参加多届新加坡书法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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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	林芳凤(女)		1946年出生		 	

a	)	 新加披书法家协会基本会员		

b	)	 1999年参加日本新加坡妇女书法交流展	 	

c	)	 1995年参加马来西亚新加坡书法交流展

d	)	 1992年参新加坡黑龙江书法交流展	 	

e	)	 1991年参新加坡吉林书法交流展	 	

f	)	 1986年参加香港新加坡书法交流展	 	

g	)	 1985年参加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马来西亚新加坡书法交流展

	

38	)	董乙 		1925年出生	 	 	 	

a	)	 新加披书法家协会普通会员		

b	)	 1987年获得新加坡书协“陈景昭书法奖章”	 	

c	)	 参加多届新加坡书法年展	 																													 	

d	)	 2003年参加印尼新加坡书法交流年展	 	

e	)	 2001年参加新加坡贵州和贵州新加坡书法交流展

	

39	)	林书香		1940年出生	 	 	 	 	

a	)	 1995年获得新加坡书协“陈景昭书法奖章”	 	

b	)	 2003参加第六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c	)	 2004年参加第二次新加坡韩国交流展	 	 	

d	)	 2001年参加第四次中国新加坡书法交流展					 	

e	)	 2004年参加第三次新加坡台湾书法交流展	 	

f	)	 2002年参加新加坡江苏书法交流展	 	

g	)	 2001年参加第二次贵州新加坡书法交流展

40	)	张雅梅(女)		1952年出生		 	

a	)	 1997年、2003年参加第四届、第六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b	)	 2003年、2004年参加新加坡书法年展	 	

c	)	 2005年参加新加坡书协赴巴黎书法展	 	

d	)	 2003年参加印尼加坡书法交流展	 	

e	)	 2001年参加第四次中国新加坡书法交流展

f	)	 2000年参加第二届全国妇女书法展	 	

g	)	 1999年参加新加坡日本妇女书法交流展	 	

h	)	 1999年参加新加坡北京书法交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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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	黄来兴		1953年出生	 	 	

a	)	 2004年、2005年参加新加坡书法年展	 	

b	)	 2005年参加新加坡书协赴巴黎书法展

	 	

42	)	罗惜銮(女)		1939年出生		 	

a	)	 参加多届新加坡书法年展			

b	)	 2005年参加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赴巴黎书法展	 	

c	)	 2001年参加全国硬笔书法展	 	

d	)	 2000年参加第二届全国妇女书法展

	 	

43	)	洪雅荫(女)		1956年出生		 	 	 	

a	)	 1990年获得新加坡书协“陈景昭书法奖章”	 	

b	)	 2004年参加新加坡湖北书法交流展	 	

c	)	 2004年参加印尼新加坡书法交流展	 	 	

d	)	 2002年参加第四次中国新加坡书法交流展					 	

e	)	 2002年参加新加坡甘肃书法联展					 	 	

f	)	 参加新加坡香港书法交流展		

g	)	 参加多届新加坡书法年展

	 	

44	)	陈泰福		1953年出生			 	 	

a	)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普通会员		

b	)	 参加多届新加坡书法年展

	 	

45	)	林崇兴		1949年出生	 	 	

a	)	 参加多届新加坡书法年展	 	

b	)	 2008年参加第八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46	)	英振泽		1921年出生	 	 	

a	)	 2000年、2006年参加第五届、第七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b	)	 参加多届新加坡书法年展	 	

c	)	 2004年参加第三次新加坡韩国书法展	 	

d	)	 2003年参加印尼新加坡书法展

	 	

47	)	薛振传		1947年出生	 	 	

a	)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评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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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2010年获得新加坡书协“陈景昭书法奖章	 	

c	)	 2003年至2014年参加第六届至第十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d	)	 参加多届新加坡书法年展	 	

e	)	 2005年参加新加坡书协赴巴黎书法展				 	 	

f	)	 2004年参加第三次新加坡韩国书法展	 	

g	)	 2003年举办薛振传行草书法展	 	

h	)	 著有《薛振传书法集》

	 	

48	)	陈芳华(女)		1945年出生		 	

a	)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评议员					

b	)	 第一届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书学研士、荣誉书学研士	 	

c	)	 2010至2014年参加新加坡第九届至第十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d	)	 参加多届新加坡书法年展

	 	

49	)	罗月秋(女)		1963年出生		 	

a	)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理事	 	

b	)	 第一届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书学研士、荣誉书学研士					

c	)	 2010年至2016年参加第九届至第十二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d	)	 参加多届新加坡书法年展					

e	)	 参加2015年中国书协“‘乞巧情女儿梦’国际妇女书法展”

50	)	梁静丽(女)		1950年出生		 	

a	)	 2010年获得新加坡书协“陈景昭书法奖章”	 	

b	)	 2010年至2014年参加第九届至第十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c	)	 参加多届新加坡书法年展	

51	)	李凌千		1933年出生	 	 	

a	)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评议员					

b	)	 2010年获得新加坡书协“陈景昭书法奖章”	 	

c	)	 参加2010年至2014年第九届至第十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d	)	 参加历届新加坡书法年展	

		 	

52	)	陈丽仙(女)		1962年出生		 	

a	)	 第一届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书学研士	 	

b	)	 参加多届新加坡书法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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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2012年参加第十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d	)	 2011年参加山东国际书法名家邀请展	 	 	

e	)	 2009年参加北海道新加坡书展		 	 	

f	)	 2000年参加第二届全国妇女书法展

	 	

53	)	萧雅悟		1951年出生	 	 	

a	)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普通会员		

b	)	 第三届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书学研士			 	

c	)	 2016年获得新加坡书协“陈景昭书法奖章”	 	

d	)	 2014年及2016年参加第十一至十二届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e	)	 参加多届新加坡书法年展	

			 	 	

54	)	曾广纬		1936年出生	 	 	

a	)	 狮城书法篆刻会发起人、现任会长	

b	)	 墨澜社顾问	

c	)	 2007年举办首次个人书法展	

d	)	 曾应新加坡旅游局邀请前往日本等国挥毫示范

	

55	)	邱程光		1950年出生	 	 	

a	)	 狮城书法篆刻会发起人，现任顾问	

b	)	 参加新加坡文化部国庆美展	

c	)	 1994年参加狮城墨韵书法展	

d	)	 1980年参加第三届新加坡硬笔书法展

	

56	)	廖宝强		1935年出生				 	 	

a	)	 布莱德岭华族传统艺术中心书法导师	

b	)	 1963年出版《廖宝强篆刻集》	

c	)	 1989年举办第一次书画篆刻展	

d	)	 2002年举办个人书法展

	

57	)	高桂(女)		1967年出生

a	)	 2009年第三届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毕业

b	)	 参加第九届至第十二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c	)	 参加多届新加坡书法年展

d	)	 参加2010年国际书法艺术联合韩国本部国际书艺交流(金海)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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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参加2015年中国书协“‘乞巧情女儿梦’国际妇女书法展”

58	)	许彩端(女)		1956年出生

a	)	 2008年第二届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毕业			

b	)	 2010年获得新加坡书大荣誉书学研士

c	)	 参加2014第十一届国际书法交流(泰国曼谷)大展

d	)	 参加多届新加坡书法年展

59	)	姚智		1956年出生

a	)	 英国伯明翰大学毕业

b	)	 2014年及2016年参加第十一届、十二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c	)	 参加多届新加坡书法年展

d	)	 原新加坡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东南区市长

60	)	朱添寿		1951年出生

a	)	 1973年毕业于纽西兰林肯学院，获园艺科学荣誉学位

b	)	 1981年毕业于澳洲国立大学，获得林亚硕士学位

c	)	 原国家艺术理事会理事长/原南洋艺术学院院长

d	)	 心海书法学会会员

e	)	 2016年举办个人书法展，之前出版个人诗集

61	)	洪子茵(女)		1947年出生

a	)	 新加坡书大荣誉书学研士

b	)	 2014年参加第十一届国际书法交流(泰国曼谷)大展

c	)	 2016年参加第十二届国际书法交流(中国天津)大展

d	)	 参加多届新加坡书法年展

62	)	陈泽华		1956年出生

a	)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统计学博士

b	)	 新加坡国立大学统计系教授

c	)	 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

d	)	 参加多届新加坡书法年展

e	)	 2014年参加第十一届国际书法交流(泰国曼谷)交流大展

	
 (陈朝祥整理 201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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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7章

新加坡的书法比赛
    

 0701  引介

 0702  1970全新大专中小学书法比赛

 0703  1973全新现场书法比赛

 0704  全国学生书法比赛

 0705  全国毛笔与硬笔书法大赛

 0706  2006第一届国际书法大赛

 0707  社区书法赛会

 0708  其他书法赛会

 0709  新加坡书法比赛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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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1  引介
070101　新加坡的书法比赛，最早是从校际开始。华人青年会于二十世纪

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初，曾经借用端蒙中学举办“全新中小学生书法比

赛”，由各校(华校)选派学生数人，参加中学组或小学组的毛笔比赛。

1964年12月杪，端蒙中学校长陈景昭调任中正中学总校任教之后，此

赛会无疾而终。

070102　1970年七月，陈景昭之门徒陈声桂接任南洋大学中国书画研究会

会长之后，遂以此会名誉与南洋商报联办“全新大专中小学书法比赛”。

这是一场称得上书坛分水岭的比赛，主要原因是:(1)在公开的全国赛

会，第一次加入钢笔书法项。此硬笔书法项后来为至今近五十年各种赛会

的滥觞，且发展至钢笔以外的其它笔种，如签名笔、铅笔、蘸水笔、万能

笔(即今日的Marker马克笔)、原子笔等(今日统称为硬笔/硬笔书法项)。(2)

组别众多，参加人数也多。

070103　1973年五月，陈声桂认识的星洲日报原副采访主任黄溢华晋升为

总经理，在一次相叙中，黄氏同意以星洲日报名誉与新加坡书协联办“全

新现场书法比赛”，在当年八月举行。

这场由陈声桂再次主导的全国性比赛，分为十一组竞逐，是迄今书法赛

会中，最多组别的一个。在报社强势的新闻报导与专稿推介下，共有849人

于端蒙中学大礼堂及课室一起领取赛题，一起书写。

此后，虽有各联络所、各社团、各学府，甚至中华总商会举办的各种大

小规模不等的书赛，但不及前二者人多势众。

070104　与此同时，基于当地书法活动的疲弱，新加坡书协的姐妹会新加

坡文化学术协会于1983年联办第一届全国挥春比赛，并在举办了两届之后

交回书协。书协举办至第七届(即1989年)，因经费无着，在1990年停办了

一年；1991年此赛会续办。

2002年，在将举行第十九次全国挥春比赛时，由于人数过千，于是书

协将“挥春比赛”四字改为“挥春大赛”，所以当年成为“第十九届全国

挥春大赛”。

由于社会强调家庭凝聚力，及三代同堂等亲家庭政策，为方便阖府同

欢、老少一堂，书协于2014年将“大赛”改名“大会”(编者按：由于已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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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会”，作者特将它归入第八章“新加坡的挥春活动”中加以叙述)。

070105　书协也由1991年起举办全国学生书法比赛，经年不断，至2016年

已有27届了。

070106　在四马路观音堂佛祖庙赞助下，书协也由2010起举办“全国毛笔

与硬笔书法大赛”，此大赛经首二年的努力耕耘，目前已发展为区域性的

赛会，新加坡、印尼、中国、马来西亚、澳门、香港均有人参加，旅居本

地或途经本地的各国人士，也参加角逐。

070107　自1975年起，书协也持续开展社区书法比赛。比较稳健的如哥罗

福、甘榜格南、武吉巴督、油池、牛车水、黄埔等，还有后来加入的乌鲁

班丹、武吉班让等等。

070108　其它赛会，顺手拈来，有：1975年哥罗福联络所举办的“中英书

法比赛”；1975年8月17日中华总商会主办的“全国华文书法比赛”；1981

年至1983年星洲日报与麟记联络所联办的“全国现场书法比赛”，以及布莱

德岭联络所与书协联办的“全新书法比赛”等。

还有1990年书协举办“健力士建国二十五周年书法公开大赛”，1995、 

1996、1997年书协举办第一、二、三届全国硬笔书法公开大赛，1999、 

2000、2001年书协与联合早报联办现场书法比赛等。

为庆祝建国40周年，新加坡书协与中华总商会于2005年合办“建国40

周年硬笔书法大赛”。

070109　现在每年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此起彼伏，包括国立新加坡大学

中文学会、南洋理工大学学生会、佛光山、福清会馆、义安文化中心等。

这些比赛，书协都尽量派一些专人去帮忙做评判或技术顾问。

070110　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新加坡书协为联系各国的书友及激励各国

汉字圈中的人士对书法的重视，主办了“第一届国际书法大赛”，得到18

个国家和地区的书法组织及书法同道踊跃投件，作品达4000件，并于2007

年5月7日由新加坡国会副议长、东南区市长暨书协名誉顾问姚智主持颁奖

礼，共有5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获奖者出席这一盛会。

0702  1970全新大专中小学书法比赛
070201“全新大专中小学书法比赛”是由南洋大学中国书画研究会与南洋

商报联合主办的，这赛会由1970年10月1日起征件至11月14日截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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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一个半月，总共收到作品1002件；其中毛笔书法367件，钢笔书法635

件。至于学府，则有大专、中学、小学，共90个单位参加；即大专组5个

单位，中学组45个单位，小学组40个单位，这是我国书坛一件空前盛事，

也是新加坡开埠150年来，规模最大的文艺性赛会，其影响的巨大及意义的

深长，是始料不及的！

此项比赛，旨在“发扬中华书法艺术，提高学生书法水准。”其实，年

来各学府对书法之提倡已不如以往的积极，小学生还被指定每周呈交习字若

干页，到中学时代已不硬性规定。进至高级中学，在功课重重压力之下，早

已“不写也罢”；大专方面，据说师资训练学院有书法研究会，此外，似乎

未闻有这类组织之存在。

在商业社会，艺术往往不受适当的尊重，中华书法的研究日趋式微，所

以会长陈声桂希望通过一种最有效的提倡方式，鼓起同学们及社会人士学习

中华书法艺术的热潮。 

070202　这次比赛收得的作品，以中学组最为可观，小学组次之，大专组

较少。毛笔书法与钢笔书法两者相较，则以后者居多。

在毛笔书法方面，小学组多属五六年级的同学，有一百几十位三四年级

的小弟弟小妹妹，也不让他人专美，毅然应征参加。他们虽然在整幅上格调

并不统一，但大都力透纸背，不乏可取之作。中学组以高级中学一二年级的

作品最多，中三、四同学也不少，就中有几十幅颇有可取之处。大专组或因

功课繁重，参加者未见十分踊跃；而南大本身的一些精英被罗致在庞大的工

作群中以致不便参加，也是另一个因素！

钢笔书法件数占了绝对优势，是预料中事，主办当局舍却毛笔小楷而改

用钢笔书写，此乃工具进步，无怪其然。现代社会，时间第一，钢笔越来越

广泛运用，为一种自然趋势，而且钢笔书法的笔法结构和毛笔书法基本上并

无不同。至如斗方大字，如布条标语、招牌匾额，虽不能不利用毛笔，但钢

笔未尝不能替代毛笔而写小楷。

070203　这次比赛，主办当局指定用钢笔写小楷以代替一贯用毛笔写小楷

的传统，有许多人愕然。陈声桂说：“平心而论，在今日，钢笔书法已非陌

生。当代中国书法家邓散木于1949年与白蕉一同精写《钢笔字范》一册，曾

在五十年代风靡一时；其后香港的书法家王植波也起而仿之。至于正式大规

模作公开比赛，则也此次为首例。两年前，我先行创设了‘中国钢笔书法研

究所’，以研究钢笔书法为宗旨，并开展函授课程，反应不错，足见其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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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用重视的一斑。因此，用钢笔书写，应该是工具进步使然，不足为怪。苏

东坡说：‘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将大楷小楷一并

作赛，是由此得到的启示！”

070204　陈声桂也解释何以各组只限书写楷书：“此次限于‘楷书’而不

接受其他书体，除避免分组过多分量不集中及加荷评选工作之外，主要是 

‘书法备于正(楷)书，后溢为行草！’苏东坡说：‘真(楷)生行，行生草；

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立而能行，未能行而能走者也。’从

楷书入手，是顺乎文字的实用价值及书法研究途径的！楷书是一切字体的根

基，在书法的范畴而言，它有如万丈高楼的地基。由这方面下工夫，不但可

以修练笔画工整、结构端正，也可以上通篆隶、下接行草，在各种书体中，

它原本便是一座重要的桥梁。”

070205　陈声桂说：“从这次比赛的工作中，我们深深体会了‘书法’仍

有由有关部门努力推行的必要，否则日旷久废下去，后果堪虞。我们寄望

教育部在各中小学实施书法强制研习的课程，以免学生的书法如春蚓秋蛇。

在原则上，这课程是可以脱离美术而独辟蹊径的。俗语说：‘上梁不正下梁

歪。’无好的师资，必难有好的徒弟，师资训练学院在这一方面，可聘请本

地书法家兼讲并授，指导该院学员在书法的领域内驰骋。成人教育局也可

酌需开设此类课程！这样，‘去芜存菁’的文化铁则，方可执行有效。”

070206　赛会的得奖作品，后来于1971年4月11日在国家剧场展览廊公展

并出版专刊，主宾是文化部长易润堂。

070207　当天陈声桂会长在会上说：“在这多元种族的社会中，基于各民

族文化自由发展的原则，我们提倡中国书法，强调华族的优良文化，并不是

含有何种沙文主义色彩，也没有一种泱泱大国的后裔的踌躇满志。其实，就

建立新加坡文化体系长远目标而言，华族的优良文化，实有助于陶铸一个新

的文化，从而使新加坡文化有更丰富的内涵。因而，在此时此地弘扬书艺，

该是适应时代潮流的。前人说：‘心正则笔正’，换言之，笔正则心可正，

而‘正人书法’，也就是‘正人心’的跬步。

“中华书法，是举世公认的最高艺术，因为它无色而具图画的灿烂，

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一字千字均准绳于画、千行百行都排列于直！其起

呼承应，或呼疾而应迟，或呼缓而应速，变化万端，无从穷止！就实用的

观点来看，文字是传播和记录历史文化、表情达意的重要工具，人认识了

字以后，要能将之正确地写出来，才可算完成文字作为工具的功用，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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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历史文化，也藉此递嬗万代，永恒不息！所以，研究及提倡书法，是

正当的！必需的！”

070208　陈君说：“让我们彻底摈除书法是‘风雅的附庸、富贵的装潢’的

道统观念，积极将它推至大众化普及化的阶段。我们也呼吁：长一辈的书法

家，对肩负接班的下一代，时予提携，时予鼓励，时予指导！ 

“发扬中华的书法艺术，提高书法艺术水准的道路还很漫长、很崎岖，

但愿咱们都有坚强的信心与毅力来克服一切困难。”

070209　四位评选员陈景昭、黄 吾、陈人浩及施香沱均表示这次赛会水

准颇高，收获至巨。以下为各组优胜者名单。

    (一) 毛笔书法

    大专组： 第一名：林万菁(南洋大学)

 第二名：杨玉花(师资训练学院)

 第三名：薛振传(南洋大学)

    中学组： 第一名：郑民贞(金声工艺中学)

             第二名：杨庆盛(中正总校)

             第三名：梁振康(成人教育局)

    小学组： 第一名：蔡建财(端蒙中学附小)

             第二名：卢清浓(养正学校)

             第三名：黄种源(宏文学校)

    (二) 钢笔书法

    大专组： 第一名：林万菁(南洋大学)

             第二名：余利溪(南洋大学)

             第三名：朱碧妹(师资训练学院)

    中学组： 第一名：杨庆盛(中正总校)

             第二名：陈金海(公教中学)

             第三名：彭世昌(中正总校)

    小学组： 第一名：蔡建财(端蒙中学附小)

             第二名：詹道善(兴亚学校)

             第三名：曾泽 (端蒙中学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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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3  1973全新现场书法比赛
070301　尽管陈声桂以南大中国书画研究会的名誉于1970年与《南洋商

报》联办全新大专中小学书法赛，但书法的气候仍极低迷。在书法发展极

为低潮之际，1973年刚在新加坡大学念完经济学位后，由副采访主任升任

《星洲日报》总经理的黄溢华，接受陈声桂联办全国书法比赛的献议，于

是,新加坡书协与星洲日报于1973年8月联办“全新现场书法比赛”。这一

比赛，有849人参加，除为书坛打入强心针外，也开启当地举办全国性“现

场”书法比赛之先河。 

070302　这次“全新现场书法比赛”是成功的，849人会聚一堂一齐挥毫的

镜头，历历眼前，任谁见之，也难磨灭。

值得提起的是，参加钢笔书法项的人，多达521人，占了总人数的三分

之二。公开组由于增设特大字项，所以在155人中，参加钢笔书法项的只有

79人，至于其他各项的参加人数，却有显著的差异：在高中组112人中，有

87人参加钢笔书法项，占本组人数的四分之三；初中组297人中，有202人

参加钢笔书法项，占本组人数的三分之二；高小组186人中，有103人参加

钢笔书法项，也是占本组人数的三分之二；初小组95人中，有50人参加钢

笔书法项，占本组人数的二分之一。

这种比例，显示了钢笔书艺的受人重视，并不让毛笔专美。而今天，每

个人袋子里所插的，正是钢笔。因此，我们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启示：要学习

掌握可以表现中华书艺真精神的毛笔，但也要及时运用新的书写工具，更恰

当地表现中华书艺，使书法的艺术价值，结合实用价值。假如能达到这一目

标，每一个人，或绝大部分人，自然会随时注意别人写的字句便条，推而广

之，书法的普及，将指日可待了！

070303　在赛前的1973年7月18日，工委会主席陈声桂在《星洲日报·新

闻版》发表《代表民族精神的中华书艺——写在全新现场书法比赛之前》造

势。文中他旁征博引：

星洲日报及新加坡中华书画研究会(即今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联合主办

的“全新现场书法比赛”，是近三年书法复兴运动的一座重要里程碑。举

办这次书法比赛的两个机构对本地整个书运的贡献与影响，不但在今后几

年可以预见，未来三几十年，依然可以见其余波荡漾。

本地书坛，在四年前，即1970年11月14日南大中国书画研究会联办

的“全新大专中小学书法比赛”后，步入一个新的转捩点。之后在19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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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华书画研究会举行的“1971中华书法展览会”，青年协会主办的“全国

美术书法比赛”及新加坡电视台播映的七期“笔阵墨池”节目。

去年，书坛也颇有生气，有马新琼联会青年科主办该馆青年学生书法

比赛、南大文物馆等三机构联办“近代名人书法展览会”、中华美术研究

会主办“中国书法美术展览会”、青年协会主办“全国现场书画比赛”。

值得提起的是，在“美术中心”一连展出十天的“近代名人书法展览

会”。这展览会共展出近代百位名人的作品，对沉寂的本地书坛，有相当

的影响。那时笔者乘大学年假之便，应主席团之嘱，在报上写了三则有关

的文章，相信曾使中华书艺与整个展览，予人一新的感觉与评价。此外，

由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及星槟日报赞助、马来西亚联合邦董总及教总于1971

年11月14日举办的“全国华校中小学学生书法比赛”，对本地书坛，也有

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千余年来，中华书法代表着我们华族的精神：我们将它看作衣冠仪

表、才能风度的象征。一个对书法修养有素，或者书法写得好的人，总令人

欣悦，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过去，“君子”们所必须兼备的雅事——琴

棋书画四绝中，书法便盘踞一席。今日社会，人与时代并进，许多不适宜的

旧事物，逐渐被摒弃、破除，或淘汰，只有这四绝，不分阶层、不分畛域，

从富商巨贾，至贩夫走卒；从学养深厚，至目不识丁，人们都有共同的喜

好。说得更贴切一点，音乐、弈棋、书法及绘画四件事，早已成为夙夜奔

劳的人民大众的调剂品与必需品。

070304　陈声桂在其长文总结时说：

像这种光华灿烂的书法没有被普遍注意及积极推动，是很可惜的。它不

普及的原因，主要三点。

第一，书法一向被误认为是富贵的装潢、风雅的附庸。爱好书法的人固

然多，但认识的人却少，这样一来，一种原本是代表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

代表华族的浑厚、仁慈、宽大，及博爱的文化遗产，便沦为少数人的专利品

了。所以，书法要有新的发展，新的方向，一定要打破这一陈旧的观念。

第二，有关部门的提倡尚感不足。

以文化部而言，该部每年举办规模庞大的“国庆美展”所见的书法作

品，寥寥可数。至于该部主办的“大众美术”所展出的书法作品，更如凤

毛麟角。

在教育部方面，自初小至高中，每个学生都得写大小楷。目前颁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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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校高级中学会考考试纲要》华文(一)中，仍有“书法指导”一项，共列

三点：“1.鉴于一般社会上对于毛笔写字需用尚多，高级中学学生对于毛笔

书法，不能不有相当训练，而且毛笔字训练之效果，可转移于钢笔字、粉

笔字，非如一般主张废毛笔者所谓无所用者也。2.惟上课时间有限，毛笔

书法之训练，可于课外行之，每周可着令学生交若干纸。3.每次作文批改

之后，可令学生以毛笔誊清，作为小楷成绩之一部分。”同时，高中会考

中，美术科的实用美术项，也有书法试题。例如1970年实用美术A第三道试

题，请考生应用任何一种所熟悉的书法以小楷书写七言古诗“琵琶行”168

字，及1972年写“秋雨叹”一诗140字。由此可证，从教育的立场来看，书

法仍值得提倡！

然而，在今日的教师中，有几位向人学过字，或者自己花点精神研习

过字的？在本地各中学中，成立书法研究会的有几间？其中有专门老师指导

的又有几间？就因师资人材大量缺乏，三年前，笔者即曾倡议新加坡师资训

练学院(即今新加坡教育学院)应设立这一课程，邀请本地名家专讲并授，否

则，没有好的老师，怎会有好的学生？(原文见1971年4月11日、12日各报)

笔者也曾在一则“龙跃天门，虎卧凤阙”中，建议订11月14日为新马“书法

节”(见1971年11月16日、17日星洲日报)，以使书运广开。

第三，对掌握新工具缺乏认识。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由最早的契刻，

至铜铸，至漆笔写，至毛笔写，都是利用当时的工具来表现中华书艺的。近

五十年来，钢笔大行其道，而钢笔书法代替毛笔小楷，正是工具进步使然，

不足为怪。可是一般抱残守阙或固执成性的人，不承认历史巨轮的前进，忍

看书法日渐湮废，不加提倡，反指斥这是“雕虫小技”，不屑一顾。因此，

笔者于今年(即1973年)3月中，特发表一则“书法研究的新领域”(见3月25日

及4月17日星洲、南洋二报)，强调钢笔书法正可为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中

华书法打开一条生路，创出新的境界。

070305　1973“全新现场书法比赛”颁奖典礼暨优胜作品展览会于1973年

10月13日下午二时半在中华总商会举行，主办当局出版了专辑。主宾教育部

政务部长蔡崇语为展览会主持开幕剪彩，到场出席典礼及参观展览的各界人

士至为踊跃，情况殊盛。

蔡部长在典礼中致词时指出，生活在城市化国家的新加坡是需要物质生

活与精神生活并重的，这样，我们才能平心静气地来谋求进步与造福人群，

因此，我们对于任何健康而富有意义的活动，都应给予积极的支持与鼓励。

蔡部长也引据心理学家的看法，认为书法不仅可以松弛紧张的情绪，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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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有助于神经衰弱的治疗。

蔡部长更为这次比赛的达致成功向主办当局祝贺。

星洲日报总经理黄溢华在致词时重申该报为社会服务的宗旨，在“取

诸社会，用诸社会”的大前提下，举凡有关国家社会利益的各种活动，在

该报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将积极地参加，俾能为广大的读者群服务，并作

出贡献。

070306　工委会主席陈声桂在会上说：

要提倡书法，使它普及，先要打破及摈弃近于钻牛角尖的理论，否

则“虽曰爱之，实则害之”，书法一定会被社会遗忘或淘汰；或者沦为少

数有闲人士的专利品。为避免书法被带入死胡同，我们寄望各界的前辈与

朋友，着重在行、楷、隶等较实用，及易于接受的体例上，循序渐进，再

上索石鼓文、钟鼎文，以至甲骨文，使我们年轻一代的儿女，对书法不致

退避三舍。

这次比赛，在提高本地书法水准，及促进本地书运开展，已作了贡献与

努力。我个人认为，书法比赛与弈棋一样，偶胜不足为荣，偶败不足为辱。

在虎榜题名固然可喜可贺，但仍须精益求精，力争上游；名落孙山的也不必

气馁，要秣马厉兵，以期他日卷土重来。须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些微表

现，实在渺小。只要自己时时抱着切磋研究的精神，那么成败得失，就没什

么可挂齿了。

我个人一向反对所谓“成名”“成家”的论调，环顾本地美术界，年

纪轻轻，自称“青年画家”的比比皆是，报上新闻、电台报导，成篇累牍，

所幸其中的一隅——书法界，还少见所谓“青年书法家”。我们非常希望

大家珍惜这一角落的干净，不要追逐这种虚名蝇利，做一个真正的“爱好

者”、“提倡者”，或“工作者”，那么，我们才会找到方向，而名利之

心，也自然澹泊。

新加坡只是一个弹丸小岛，与有八百万人口的上海相比，恰好是四比

一，与整个中国比较，相差之大，更不用说，可是中国称呼的书法家与画家

寥寥可数，而这儿的名家、青年画家却如过江之鲫，实在落人笑柄。藉这个

机会，我们希望，舆论界及美术界重视这个问题，不要把名衔乱封给别人，

重要的是，不要乱封给自己！

这一次的参加者，共有九位先生及女士年逾四十五岁，我们特地设

立“精神奖”，嘉奖在“安慰奖”后的六位书友，相信这对于鼓励更多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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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的书法爱好者出来参赛，会有倡导作用。未来的道路漫长着，老一辈

提携新一代成长更为需要与迫切。我们期望，来年会有更多书法耆宿，起

而匡助，及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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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4  全国学生书法比赛
070401　新加坡书协于1990年开始举办的全国学生书法比赛，是一个常年

性的赛会，一直到现今的2016年，共举办了27届，从不间断。全国学生书

法比赛最初15年是以杨启霖书法基金的年息，加上李氏基金、国家艺理会

及华文报集团的捐助进行。近十年(约2007年起)，杨启霖的公子杨应群也

加以赞助。

学生比赛在每年5月1日劳动节举行，7月第一个星期日，即“青年节”

颁奖。后因高中及初级学院的高一生，是在下半年(第三学段)开学后的第二

周第一天举行半年考，无暇参加颁奖典礼，因此，从2014年第25届开始，

在“5.1”当天比赛后，即刻颁奖！为给这批书坛生力军最大的鼓励，从

2000年开始，书协每年都把高中组最优秀的作品送去日本大阪参加国际高

校生选拔书法展览，让他们可为新加坡争光。

学生书法比赛的人数从过去的七十多人，到现在的整千人，队伍可说

越来越壮大，因此能在此赛事中得奖的，可说是获得新加坡学生书坛的最

高荣誉。

070402　第十五届全国学生书法赛

第十五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于2004年7月4日在新加坡书法中心李光前

堂举行颁奖典礼，优胜作品74件也同时公展。今年的参赛者共有640多人。

主宾蔡厝港区国会议员刘绍济副教授说，电脑的发达，并不意味着书法已没

有实用性，会逐渐被时代所淘汰。其实，书法负起了促进传统文化，加强社

会凝聚力的任务；书法艺术和教育工作者一样任重道远。电脑既不能取代教

育工作者，不能取代人脑，又怎能取代书法艺术呢？

070403　第十七届全国学生书法赛

2006年7月2日，宏茂桥集选区国会议员黄守金，在新加坡书法中心李

光前堂主持“第十七届全国学生书法赛”颁奖典礼。

070404　第十九届全国学生书法赛

2008年5月1日在新加坡书法中心进行大决赛的“第十九届全国学生书

法比赛”，是由新加坡华文报业集团、杨启霖书法基金赞助，《星期五周

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联合主办。

7月6日，丹戎巴葛集选区国会议员马炎庆受邀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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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405　2009年7月5日，荷兰、武吉知马集选区(乌鲁班丹分区)国会议员

狄舒沙律师为“第二十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颁奖。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

长陈声桂教授特准备了大中堂“舒”赠予狄氏。

为起倡导作用，陈声桂会长特为狄舒沙律师安排了四堂书法课。当天，

狄舒沙律师手执大笔，一笔一划地在现场挥写“平和”二字，博得好评。

070406　2010年7月4日，职工总会副秘书长兼裕廊集选区国会议员哈莉玛

为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举办“第二十一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颁奖。

070407　由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及《联合早报》联办，杨启霖书法基金、新

加坡华文报业集团、国家艺术理事会赞助的“第23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

于2012年7月1日上午11时，在新加坡书法中心举行颁奖典礼，白沙——榜

鹅集选区国会议员普杰立医生为颁奖主宾。

070408　新加坡白沙——榜鹅集选区国会议员兼通商中国总裁孙雪玲于2016

年5月1日中午12时在新加坡书法中心主持年度学生书法比赛颁奖典礼。她一

共颁发74个奖项予各组优胜者。

这项迈入第27个年头的常年全国性学生书法比赛，由新加坡书法家协

会及《联合早报》联合主办，杨启霖书法基金及新加坡华文媒体集团赞助。

经过评委筛选，共有9所高中/初级学院的43名学生、15所中学的62名学

生，及34所小学的59名学生(共164人)进入5月1日在新加坡书法中心举行的

大决赛，赛事竞争相当激烈。

孙雪玲议员在会上说：“良好的生活习惯要从小培养，而书法的学习，

也需要悉心栽培，从小学起便打好基础。今天看到那么多懂得怎么拿毛笔来

写字的学生，我心里感到很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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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7月6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左四)赠送书作予前来书法中心为第14届全国
学生书法比赛颁奖的国会议长阿都拉(左三)。陈会长以“万流景仰”赞颂议长受人敬仰，名留
青史。 左起杨应群、易峥嵘、杨国标、王振富、杨应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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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5  全国毛笔与硬笔书法大赛
070501　全国毛笔与硬笔书法大赛至2016年已举办了7届。2010年新加坡书

协得到新加坡名刹——四马路观音堂佛祖庙赞助，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毛笔与

硬笔书法公开大赛，恢复了38年前，即1973年的现场书写的模式。唯一不同

是，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场地容纳所有参赛者，所以书协只好均采用公开投件

的方式，经过初赛之后，再选出约500人进入现场大决赛。

070502　由于不少旅居新加坡的中、台、马、印、港、法、日的人士参加，

所以，书协从第二届(即2011年)起，特地在马来西亚报章刊登广告，也在书

协网上发布信息。2013年，第四届公开组季军，竟是来自中国吉林的崔维艳

(年初她获得书协主办的30届挥春赛冠军)。目前，这个大赛已是审视新加坡

甚至马来西亚书坛水平的一个主要的平台了。

为了把大赛办得更好，书协每年特别出版了比赛专刊，刊载所有得奖

者之名字，以及八组三甲24人的书作，并在观音堂大殿及新加坡书法中心

公展。

070503　第一届全国毛笔与硬笔书法大赛

2010年9月5日，第一届全国毛笔与硬笔书法大赛，在大雨倾盆之中顺利

完成赛事，八组184名优胜者顺利出炉，颁奖典礼也于当天中午如期举行及

完成，为这一常年赛会打响了嘹亮的第一声！

由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主办，观音堂佛祖庙赞助的这一个年度书坛最大

的盛会，共有近4000人参赛。当天凌晨4点，大雨滂沱，但浇不息各界人

士及院校学生参加赛会的热忱，他们于7点多如期报到，并在书协于四马路

观音堂佛祖庙左侧之步行街搭建的四个搭棚内奋笔作书；而公众人士到场

观看的颇多，极一时之盛。

当天，在天津出版的《中国书画报》社长何东也率领一个五人团前来采

访大赛实况；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陈疆等人也专程到会。

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及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傅海燕于中午12时到达赛场，

她颁发盾牌给大赛顾问陈春金医生、佘月琴。接着，她颁奖给184名优胜

者，时长1个小时。这次的奖金高达1万元。

雅好书法的傅海燕部长在致词中说：“我深信，书法学习跟华文学习是

相辅相成的。一个受过书法熏陶进至热爱书法的人，对华文学习的热忱与执

着也是一样的。借此，我鼓励大家，多拿起你的笔，不管是硬笔还是毛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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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它作为生活的良伴，让你的生活更加精彩！”

她又说：“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汉字越来越受到世人的瞩目：书法更

是人类社会的艺术瑰宝，是中华民族聪慧和创造力的体现，它挣脱了仅仅作

为符号的束缚，创立了自身的美感。因此，几千年来，祖先通过绢、帛及纸

留下来的墨迹，一直激励着我们，并陶冶着人们的心灵，同时构成璀璨的中

华艺术的一部分，吸引了无数的追随者！

本届大赛的筹办工作长达10个月，由市区重建局原停车场署署长陈有

康担任技术顾问。

工委会执行主席曾安慈认为，这次中小学六组之中，得奖学生散布至

广，除菩提学校的万鑫及南洋女中的徐时二同学分获双料冠军之外，各校

均有斩获，平分秋色，水平令人振奋。

大赛八组24名得奖作品，于当年11月21日起在新加坡书法中心公展两

周；又于12月在观音堂佛祖庙大殿之左侧展示二周，并出版专刊1000册。

070504　第二届全国毛笔与硬笔书法大赛

由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主办、观音堂佛祖庙赞助的“第二届全国毛笔与

硬笔书法大赛”于2011年8月28日在四马路观音堂佛祖庙左侧之步行街举

行。当日上午，这一书坛年度重点节目吸引了大批公众人士观看，现场人

潮汹涌，极一时之盛。

新加坡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兼外交部高级政务次长暨中区市长陈振

泉于中午11时半为大赛颁奖，他一共颁发了204份奖品予八组优胜者。这些

优胜者，是由5000余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的。陈次长也颁发特别表扬奖予参

加人数最多的聚英小学。这次全部的奖金多达万余元。

负责本届赛会的评审为我国十五位资深书法家，他们是：陈声桂、佘

月琴、何钰峰、符传国、吕永华、陈凤英、刘妙莲、陈朝祥、杨昌泰、黄

福元、陈思平、李嘉仪、李士通、潘永强、薛振传。

得奖作品于当年11月间在新加坡书法中心公展五天；12月则在观音堂

佛祖庙左侧展示一周。大会也出版特刊，以志其盛。

陈振泉高级政务次长致词说：“许多人认为书法是一门深奥的艺术。其

实，书法并不是那么高不可攀，只要大家以平常心看待书法，就知道它本来

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四十多年前，当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

接触书法了。虽然多年来因为公务繁忙，无法经常练习书法，但是我对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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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兴趣依然不减。因此，虽然无法时常握着毛笔写字，但是当有机会运用中

文书写，就像写这篇演讲稿一样，我总会非常珍惜这些机会。”

他说：“今天的书法大赛，是推动书法发展，把‘艺术生活化’的一个

好方法。我们虽然弘扬书法，但是我们也不期望每个人都成为书法家，增加

大家的压力。但是，我们可以希望大家都能成为书法的爱好者，在各自的生

活圈子里去推广书法，让它成为一项有益身心的活动。”

陈次长又说：“新加坡政府对书法的提倡一向不遗余力。1993年，政

府拨出市区的黄金地段供新加坡书协建立新加坡书法中心，并在 1995年书

法中心落成后，将每年对该会之拨款提高至6万余元。今年起，为表示政府

对保存及发扬传统艺术的重视，国家艺术理事会更拨助书协10万元，协助

它推动各项书法活动。这也显示了政府对传统艺术推广承传的重视。”

本届赛会，由2010年12月便开始筹备。从向人协选区办事处、土地局、

新加坡警察部队、国家环境局、新加坡民防部队、国家公园局、建筑物管制

局、市区重建局、陆路交通局、建屋发展局停车署等十个部门逐一申请准

证，到正式比赛，历时9个月。

070505　第三届全国毛笔与硬笔书法大赛

2012第三届“全国毛笔与硬笔书法大赛”于2012年9月23日上午顺利举

行。在新加坡人力部代部长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陈川仁准将于上午11

时半颁奖予214名得奖者后，这一有5200多人参赛的年度书坛及本年度文化

节的重头戏，正式落下帷幕。

陈部长在致词中说：“最近二十年，电脑科技一日千里，人们甚至可以

在电脑文件上打出不同的书法字体。由于人们大量运用电脑打字，提笔写字

的机会很少，因此关心书运的人士，对书法的发展与学习，无不担忧。”

他说：“推动书法发展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书展和比赛。今天举行

的‘全国毛笔与硬笔书法大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经过了三年的耕耘，

这个比赛受到书法界同好的认同和支持，每年都吸引超过五千人参加。”

他说：“举办一个老少咸宜的活动，并不容易。经过八个月的角逐，

以及今天早上的现场大决赛，今年的大赛终于圆满落幕了。过去两年，我

的国会同僚都给予这个比赛强力的支持；我也一样对它致以深切的祝福。

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能看到更多人士，甚至来自更多不同国家的朋

友前来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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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说，从今天大赛的盛况来看，书法还是受到许多人热烈支持的。

大家齐聚一堂，兴致勃勃地挥毫，这一个场面令人鼓舞。他感谢新加坡书法

家协会三十多年来，不只开办了无数的书法班级、比赛和展览；在推动本地

书法艺术普及上，也作出巨大的贡献。他祝贺2012“第三届全国毛笔与硬笔

书法大赛”圆满落幕。

今年进入第三年的毛笔与硬笔书法大赛获得新马二地的书友及各学府师

生的热烈支持，远自马来半岛北部的吉打、槟城，中部的彭亨、雪兰莪，及

南部的森美兰、马六甲均有人前来参赛，八组的214个奖项，有62个被他们

捧走。

得奖作品于11月间在新加坡书法中心公展。之后，移至观音堂佛祖庙

大殿左侧展示。大会也出版特刊，以志其盛。特刊上刊登所有得奖者的名

单，共印3000本。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是在观音堂佛祖庙赞助下，举办这一年一度的书坛

盛会，该会会长陈声桂高度赞扬马来西亚同道前来参赛。他说：1973年(即

39年前)该会举办“全新现场书法比赛”时，特大字组第一名便是由柔佛州

麻坡的叶发获得。新马原是一家，希望可以通过书法这一纽带，重温昔日

的亲情。

这次大赛共分八组(即毛笔项与硬笔项各有四组：公开、高中、中学、

小学)，奖金高达万余元，是新加坡各项赛会中奖金最为丰厚的一个。

070506　第四届全国毛笔与硬笔书法大赛

 2013“第四届全国毛笔与硬笔书法大赛”于2013年9月8日上午顺利举

行。当天上午11时30分，主宾、新加坡财政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杨莉

明亲自颁奖予214名得奖者，为这一有5000多人参赛的年度书坛重头戏，

拉下帷幕。

杨部长在致词时说：“自1985年以来，新加坡政府对书法的提倡便热忱

有加，最为显著的例子便是开始常年拨款赞助新加坡书协至于今日。四十年

来，我的国会同僚，也都给予书协方方面面的热烈支持，我也不例外！”

她说：“书法是一项真正的群众艺术，无论是耄耋之年的老者；还是咿

咿呀呀、憨态可掬的学龄儿童，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格调来书写，用自己的方

式来表达当下的快乐。”

她相信：“多数的朋友是把书法当作一项寓教于乐的休闲活动或学习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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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目的在增加文化素养和品味。像今天这样的赛会，他们无非是想挑战自

己、超越自己、实现自己的书法梦。”

今年进入第四年的全国毛笔与硬笔书法大赛，获得各国，特别是新马二

地的书友及各学府师生的热烈支持。

本届赛会的评审，均为我国资深书法家，他们是：林玉奎(名誉主任)、

陈声桂、何钰峰、符传国、陈朝祥、陈凤英、黄福元、李士通，及薛振传。

这次大赛中的三甲作品24件，已于当年10月分别在新加坡书法中心李

光前堂，及四马路观音堂佛祖庙大殿展示各一周。大会也循例出版特刊，

以志其盛。

工委会执行主席林隆惠说，今年有更多中国同道参赛且在各组中夺标是

令人欣喜的！希望来年参赛的中国同道会更多！

    全国毛笔与硬笔书法大赛经过四年的比赛，已成了新马书坛一年一

度的大会。获奖作品水平，也一年比一年高。

070507　第五届全国毛笔与硬笔书法大赛

由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主办、四马路观音堂赞助的“第五届全国毛笔与硬

笔书法大赛”于2014年8月31日上午8时至10时在滑铁卢街顺利举行；11时

半，主宾新加坡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李智 莅临致词及颁奖予214名得奖者。

李部长致词时说：“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自1968年成立以来，积极推广

书法研习，促进民众对书法的了解与欣赏。”

他说：“书法家协会于1995年在市中心四马路创建了新加坡书法中心之

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举办了不少大型活动，比如这场有近六千人参加的大

型书法比赛；参赛者还包括了一些国外朋友。这类比赛促进了新加坡跟其他

国家的文化交流，也增进了国与国人民之间的感情。”

他也说：“评审们发觉海外同好的参赛作品，除了数量增加，水准也有

所提高，这将能推动本地书法爱好者更上一层楼，提升自己作品的水平。”

今年得到马来西亚、印尼、中国、台湾、澳门、香港、日本同好的热

烈追捧，尤其是马来半岛的投件多达3000余件，第一次超越本地收到的件

数，使大赛赛情更为激烈。

负责本届赛会的评审为我国九位资深书法家：佘月琴(名誉主任)、陈声

桂、何钰峰、符传国、陈朝祥、黄福元、李士通、薛振传及李嘉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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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奖作品循例在四马路观音堂佛祖庙大殿及新加坡书法中心李光前堂

公开展出。大会也出版专刊，把214位得奖人之姓名、学校及三甲之作品

刊在其上。

070508　第六届毛笔与硬笔书法大赛

 “第六届全国毛笔与硬笔书法大赛”，于2015年6月14日上午8时至10

时在滑铁卢街顺利举行。当天上午11时半，新加坡中区市长兼摩绵——加冷

集选区议员潘丽萍前来赛场，颁奖予8组214名得奖者。

由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主办，四马路观音堂赞助的这一大赛，今年继续

得到马来西亚、印尼、中国、台湾、澳门、香港、日本同好的热烈支持，

马来半岛同道的投件，依然领先各国；九位我国资深书法家：佘月琴(名誉

主任)、陈声桂、何钰峰、符传国、陈朝祥、黄福元、李士通、薛振传及李

嘉仪，担任了本届赛会的评审。

潘丽萍市长致词时说：“全国毛笔与硬笔书法大赛今年进入第六届了。

参加人数一年比一年增加；得奖作品水平也一年比一年提高，这是可喜可贺

的！优美的诗词文句，浸淫久了，必然会影响一个人的行为举止、谈吐风

度！这是书法魅力永恒的原因。”

她也说：“作为人民协会的协作会员，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自1968年创

办以来，便积极推动书法发展、促进民众对书法的了解与欣赏，让书法走

入人们的生活中。他们每季度开设的50个书法班级，及每年三个大型的全

国性书法比赛、三个书法展览，也是艺术圈内外的亮点！”

会上，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教授特以行书中堂“荆 白石出，天寒红

叶稀。山路原无雨，空翠湿人衣”送予潘市长。

潘市长也颁奖予大会技术顾问陈有康，及名誉评审主任佘月琴等人。

得奖作品在四马路观音堂佛祖庙大殿及新加坡书法中心李光前堂公开展

出各一周。大会循例出版专刊，把214位得奖人之姓名、学校及三甲之作品

刊在其上；特刊免费分赠。

070509　第七届毛笔与硬笔书法大赛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主办、四马路观音堂赞助的“第七届全国毛笔与硬笔

书法大赛”，于2016年6月5日上午8时至10时在滑铁卢街顺利举行。当天上

午11时半，本届赛会主宾、麦波申区国会议员陈佩玲莅临，并颁奖予8组214

名得奖者，为这一6000人参赛的年度书坛重头戏，划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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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大赛继续得到马来西亚、中国、印尼、台湾、澳门、香港、日

本、法国同好的特烈追捧，单单马来半岛的参赛作品，便多达4000余件。

过去曾经在书协举办比赛获奖的陈佩玲致辞时说：“这场赛事，除了

本国人参加，也吸引了不少国外的同好参加；我想，这不但促进新加坡与

其他国家、地区的文化交流、增进同道间的了解，也对本国书法艺术水平

的提升，大有益助！

“新加坡书协成立于1968年，近五十年来，在书协会长陈声桂与他的团

队筚路蓝缕、克服困难之下，取得朝野人士瞩目的成绩。目前广大的民众、

各校的学生都喜欢学习书法、欣赏书法，新加坡书法的整体形势大好，也正

因为他们的坚持与努力，我们今天才会有这个连办多年的‘第七届全国毛笔

与硬笔书法大赛’！”

会上，新加坡书协会长兼新加坡艺术总会会长陈声桂教授也以行书中

堂“十里梅花香”送予陈议员。陈议员也颁奖予大会技术顾问陈有康，及

名誉评审主任佘月琴等人。

得奖作品于同年8月，在四马路观音堂佛祖庙大殿及新加坡书法中心李

光前堂分别公展。大会循例出版专刊，把214位得奖人之姓名、学校及三甲

之作品刊在其上。特刊免费分赠。

今年八组冠军为：

公开组毛笔：曾繁旺(马来西亚柔佛州，28岁)

公开组硬笔：王召军(马来西亚，48岁)

高中组毛笔：蔡庆豪(马来西亚柔佛州)

高中组硬笔：王怿(维多利亚初院)

中学组毛笔：毛瑞杰(立化中学)

中学组硬笔：杨舒淮(南洋女中)

小学组毛笔：吴佳颖(宏文学校)

小学组硬笔：卓于茵(马来西亚吉打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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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5日，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及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傅海燕(左四)主持新加坡书法家
协会主办、四马路观音堂佛祖庙赞助的“第一届全国毛笔与硬笔书法大赛”颁奖典礼。左起
为书协副会长何钰峰、中国书画报社社长何东、四马路观音堂佛祖庙信托委员会主席兼大
赛顾问陈春金医生、书协会长陈声桂教授、中国驻新加坡文化参赞陈疆、四马路观音堂佛祖
庙信托委员会财政兼大赛名誉评审主任佘月琴、书协副会长符传国。

2011年8月28日，新加坡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兼外交部高级政务次长暨中区市长陈振泉
(坐者左五)为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举办”第二届全国毛笔与硬笔书法大赛”颁奖。图为他与八
组冠军合影。坐者左三、四、六、七三人分别是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主席杨应群、赛会赞助
单位观音堂佛祖庙信托基金主席陈春金医生、书协会长陈声桂教授、大赛名誉评审主任佘
月琴居士。左一、二、八、九、十分别是曾安慈、何钰锋、陈佳模、符传国、符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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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23日，新加坡人力部代部长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陈川仁(致辞者)主持“第
三届全国毛笔与硬笔书法大赛”颁奖典礼，左三、四、五、七、八分别是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
主席杨应群、2012年华族文化节总工委会主席箫作鸣、赛会赞助人观音堂佛祖庙信托基金
主席陈春金医生、书协会长陈声桂教授、大赛名誉评审主任佘月琴。其他人士为林隆惠(左
起)、何钰峰、符传国、陈佳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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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8日，新加坡财政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杨莉明(中)主持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举
办的“第四届全国毛笔与硬笔书法大赛”颁奖典礼，并与八组冠军合影。左六为赛会赞助人
代表、四马路观音堂佛祖庙信托人林玉奎。坐者左起：林隆惠、杨民献博士、何钰峰、陈声
桂教授、杨应群、郑谦木、陈森富。

2014年8月31日，新加坡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李智 (中)主持第五届全国毛笔与硬笔书法大
赛颁奖典礼。左六、一、九为新加坡书法家协会正副会长陈声桂、林隆惠、何钰峰，左二、
三、四、七、八为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会董事黄锦美、主席杨应群、常务副主席佘月琴、常务
副主席林昭杰，及董事李焯然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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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14日，新加坡中区市长兼摩绵——加冷集选区议员潘丽萍(左七)主持新加坡书法家
协会主办的“第六届全国毛笔与硬笔书法大赛”颁奖典礼。图为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
桂教授(左八)将行书中堂赠予潘市长。左起曾安慈、黄锦美、杨民献博士、郑文麟、林隆惠、
佘月琴、杨应群、许庆喜(砂劳越)、陈佳模、周纯端、何钰峰。

2016年6月5日，新加坡麦波申区国会议员——陈佩玲(中)主持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主办、四马路
观音堂佛祖庙赞助的“第七届全国毛笔与硬笔书法大赛”颁奖典礼，并与八组冠军合影。会
上，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2000年国家文化奖章唯一得主陈声桂教授(左五)将行书中堂“
十里梅花香”赠予陈议员。左起陈森富、林隆惠、杨民献博士、郑谦木、佘月琴、陈佳模、陈
秋香、林丽娟、何钰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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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6  2006第一届国际书法大赛
070601　在2006年三月成功地举办了“第七届国际书法交流新加坡大展”

后，新加坡书法家协会随即举办了“第一届国际书法大赛”。这个比赛由新

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李氏基金、潘受书法基金，及陈景昭书法基金赞助。

大赛章则及报名表格于2006年5月正式发布，并寄发予散布在世界各

地的“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的会员及部分协作会员(包括马来西亚书艺协

会在各地的联委会)。

从6月起，各地报章陆续刊登有关“新加坡书协第一届国际书法大赛”

的信息，包括中国湖北《书法报》刊登三分之一版的大赛章则及报名表格、

新加坡书协《新加坡书法报》与网站同步刊载大赛的细节。此外，新加坡联

合早报、晚报、新明日报和各地报章也广泛报导大赛的相关新闻。

大赛获得《书法报》的鼎力支持，该报社从6月开始，自愿自发地代新

加坡书协接收中国各地的参赛作品，取得很大的成效！

070602　由于大赛获得出乎意料的热烈反应，工委会决定在原设的金奖、

银奖、铜奖，及优秀奖四组之外，特别增加“入选奖”，以鼓励各国各地

勤于耕耘的书法工作者。

070603　大赛工委会总共收到18个国家近四千件作品。这18个国家和地区

是：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华台北、澳门、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意大

利，及比利时。

070604　大赛由陈声桂担任主席、林书奋担任执行秘书；评选委员会则由

新加坡书法家陈声桂(58岁)、何钰峰(64岁)、徐祖 (82岁)，中国江苏苏州

书法家华人德(60岁)，马来西亚吉隆坡书法家朱自存(81岁)、马来西亚马六

甲书法家沈慕羽(89岁)等人组成(沈老后因身体不适，未能到会)。

评选委员会把所有收到的作品，经过多轮的初选、复选和总选后，选

出160件获奖作品。其中金奖2件、银奖3件、铜奖4件、优秀奖35件、入选

奖116件。

070605　大赛工委会于2006年11月25日发布成绩。在九个金银铜奖中，中

国囊括了七个，另两个归韩国，其他16个国家与地区的参赛者，只有分享优

秀及入选二项奖项的机会(荣誉榜见本章070611)。

070606　应各地参赛者的要求，工委会接受并欢迎参与此次大赛的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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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道，无论有无获奖，均前来新加坡出席颁奖典礼、访问与观光。

为了方便书友们安排颁奖时间、申办出国手续，工委会把颁奖日期订为

2007年5月6日(星期日)上午11时。

070607　在颁奖典礼上，所有金、银、铜及优秀四组的得奖作品公开展示6

日，即从5月2日开始至5月7日结束；而特为赛会编印的专刊，也在颁奖日同

步发行，专刊上刊登所有得奖及入选者的名单。

070608　大赛期间，不同地区参赛者，提出了不同的问题，也捎来不同的祝

福，高谊令人难忘。然而，由于信件实在太多，工委们工余的时间有限，所

以难以一一回答。工委会对于各方的支持和爱护，以及各同道寄来的贺词，

均深致谢忱！

070609　2007年5月6日(星期日)上午11时，新加坡国会副议长、东南区市

长暨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名誉顾问姚智在新加坡书法中心李光前堂主持“新

加坡书协第一届国际书法大赛”颁奖典礼，有50余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获奖

者出席这一盛会，济济一堂，为况殊盛。过后，他们出席书协为他们设的

联欢午宴。

姚市长说，新加坡书协主办的这个“第一届国际书法大赛”，朱实累

累，一共吸引了世界十八个国家与地区的4000名书法同道参加。这是非

常有代表性的，有别于各地举办的国际书法大赛。据他所知，在过去不论

韩、日、中举办的国际赛会，基本上是以本国人为主，其他国家的人士并

不踊跃！

他说，这次欧美各地参加比赛的人士，其表现虽然难与东亚等书法大国

相提并论，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这表明了目前“书法”国际化的步伐，是

特别加快了！

姚市长说，新加坡处于远东的十字路口，占尽地利之便；书协同人上

下一心，得了人和；新加坡正朝建设文艺复兴之城迈进，又兼具天时。在此

大环境下，这次“第一届国际书法大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令世人瞩目

的！他深信新加坡书协，对世界书坛可做出更大的贡献！

070610　在2007年5月6日颁奖礼上，工委会主席陈声桂说：

我出道较早，1970年便出任了南洋大学与南洋商报联办的“1970年全新

大专中小学书法比赛”的主席。那时，赛会分为大专、中学、小学三组，每

组设毛笔项、钢笔项。1973年，我又担任了新加坡书协与星洲日报的“全新

现场书法比赛”(新或星，均指新加坡国)的主席。赛会分为公开、高中、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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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小、初小五组，每组分为毛笔、硬笔两项，公开组还加设特大字项。

在全国仅有的两间华文大报先后相助之下，上述两个赛会的参加人数

均出乎意料地多。此后，我们还于1990年办过“建国二十五周年书法公开

大赛”、2005年办过“建国四十年硬笔书法公开大赛”等，其它尚有不下

百个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

这次各国各地同道反应之所以这么热烈，也许有以下几个原因：

1) 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各团体成员、协作组织，及展览伙伴均倾力支

持，它们不只通知其会友、学员，还协助发布新闻，充分显示了这个已经

有18年历史的联系机构，的确有它不可低估的作用。

2)《书法报》相助刊登广告、新闻，代收作品。事前，我们确实没有意

料到中国各地同道寄件会遇到重重困难，因为我们是生活在大都市里，诸事

讲求效率、速度、便捷，岂有汇款、寄件不便的道理？在好事多磨的当儿，

舟恒划社长拔刀相助，代为收件收费，隆情高谊，令人感佩！这也显见我们

与《书法报》二十多年的交往，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3) 中国各个书法网站及其它报刊竞相发布消息，与本会的网站及《新加

坡书法报》辉映成趣。新加坡人上网看书法新闻的并不多，但中国广大的网

民对书法这一块的热烈追捧，却是不争的事实。

4) 本会工作委员会有得力的三位主将：林书奋兄负责宣传、联络、行

政；何钰峰兄负责评审；陈朝祥兄负责赛事。一个赛会的成败，取决于这

三方面的工作，无疑地，他们均发挥了长才，由始至终，我们没遇到任何

问题。

参加比赛，当然会有人得奖、有人不得奖，得的人高兴、失的人懊恼

的现象，(所以，新加坡书协对以展览为名、在展览会上大事发给什么奖什

么奖的，均不予赞同！当然，为增添气氛，全场选出一、二或三位特殊份子

加以奖励，是无可厚非的，只是在一个展览中，选了一大堆“金主”、“银

主”，它与比赛何异？)然而这是一个国际性的赛会，有近二十个国家的同

道参加，所以我们得以国际视野来衡量作品，摒弃以本国的水准，来作为

国际的水准这一观念！

过去的十八年，我们都有幸目睹了各国的书法水准，特别是中、韩、日

三个书法大国的书作。因此，我们尊重评审委员会为满足大家得奖的倾向，

也尊重评审委员会摒弃中国国内不少赛会多发奖多收费(“得奖得付款”)的

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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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611　新加坡书协第一届国际书法大赛荣誉榜

A 金奖(2人)：伍志强(中国广东)、单凌雁(中国安徽)。

B 银奖(3人)：卢有年(中国广东)、丁荣山(中国辽东)。刘敏相(韩国)。

C 铜奖(4人)：刘善与(中国新疆)、祝鸿新(中国吉林)、张建中(中国甘肃)、

徐补善(韩国)。

D 优秀奖(35人)：李振兴(美国)、许崇辉(新加坡)、侯少岩(泰国)、张财(马

来西亚)、孟子珠(法国)、陆惟华(比利时)、毕巧利·泥可刺(意大利)、中田

兰石(日本)、姚吉聪(中华台北)、朱鹤寿(中华台北)、林奕辰(加拿大)、陈

汉忠(加拿大)、萧翠娥(澳大利亚)、张道钦(印尼)、池云梅(印尼)、董樵(印

尼)、卢志怀(香港)、袁立中(中国江苏)、张平均(中国河南)、李亚光(中国河

北)、程凯航(中国吉林)、法明仁(中国山东)、张照(中国安徽)、谢国强(中国

甘肃)、罗福源(中国广东)、张定友(中国安徽)、汪国金(中国安徽)、王吉汉 

(中国安徽)、靳富有(中国河南)、秦裔农(中国广西)、王西堂(中国河南)、倪

俊冬(中国吉林)、尹立安(中国河北)、张正渭(中国江苏)、张征(中国河北)。

E 入选奖(116人)： 

E01 新加坡(10人)：郭庆美、陈泰福、李嘉仪、薛献霞、陈明凤、祁展民、

吴多标、林义兴、谢鸿禧、陈思融。

E02 马来西亚(14人)：刘敬双、池春桂、陈炎、吴天生、曾庆贤、柯思迅、

王美玲、陈瑞麟、伍秀兰、黄纪隆、温观宝、邓百显、曾庆琪、郑辉忠。

E03 印尼(12人)：张慕宁、张宝训、丘慧、胡原菁、张水龙、彭涛、杨煌

林、张志超、刘云高、李宗庆、曾利生、许孙晰。

E04 中华台北(13人)：潘锦夫、萧鼎三、陈淑花、王耀东、侯明辉、张炳

煊、潘智相、罗顺隆、吴新助、林娜、廖中正、黄兰闵、叶茂青。

E05 韩国(13人)：金知楹、朱时 、洪景玉、韩重日、崔锡凤、郑庚姬、林

承述、李淑熙、李官镐、高昌富、金末淳、金种赞、金春子。

E06 加拿大(8人)：关穗生、锺宝桦、徐启明、黄大厚、梁燕萍、胡梓章、

郭儒祯、毕焕文。

E07 澳大利亚(5人)：黎秋明、许峰顺、范黄慧娴、何启樵、王宜敏。

E08 美国(4人)：柴之瑾、刘金仕、李兆银、金淳郁。

E09 香港(1人)：傅桂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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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0 英国(1人)：胡楚文。

E11 澳门(1人)：欧阳泽荣。

E12 菲律宾(1人)：王文汉。

E13 中国(33人)：刘华(河北)、陈安喜(江西)、王源达(江苏)、张朝阳(湖

北)、夏光江(吉林)、陈陀(山东)、 傅亚成(河北)、张洲阳(浙江)、刘金安

(黑龙江)、郝青山(内蒙)、苏大玲(广东)、马健(安徽)、吴茂礼(重庆)、曹贵

生(福建)、韩瑛(河北)、龙道乾(广西)、戴志江(新疆)、刘寒冰(湖北)、侯晋

军(山西)、周军(安徽)、徐永田(山东)、王得鱼(四川)、蓝聪(贵州)、方锡泉

(广东)、郭瑞明(福建)、陈峰(海南)、卢国俊(重庆)、毕和生(山东)、赵峰(江

苏)、徐伟(山东)、李晔(陕西)、曾令刚(湖南)、杨茂忠(山东)。

0707  社区书法赛会
新加坡书协开展社区书法活动之余，也为各社区、各学府主办书法比

赛，常年持续进行的有油池、武吉巴督、牛车水、乌鲁班丹等社区，以及

南洋理工大学中文学会及国立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等。此外，佛光山、义

安文化中心也有举办书法比赛。

070701　马林百列联络所“特大字现场书法比赛”

马林百列联络所于1998年2月22日下午2时至5时，在道南小学举行“特

大字现场书法比赛”，由该集选区国会议员吴俊刚颁奖。

070702　油池全国书法公开比赛

07070201　新加坡书协与油池基层组织合办“油池全国书法公开比赛”，

始于2000年。第一次赛事是当年的3月12日，在协和中学举行。

07070202 “2004年油池现场学生书法比赛”于2004年3月7日上午九时在油

池民众俱乐部举行，近500名各院校学生参加这一年一度的盛会。当天中午

12时，交通部长姚照东亲自给奖予各得奖者。

07070203　2007油池全国书法公开比赛 

2007年2月27日，油池民众俱乐部与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联办“油池全国

书法公开比赛”，主宾为丰加集选区国会议员、前交通部长姚照东。评审员

为陈声桂教授、何钰峰、徐祖 、吕永华、陈朝祥，王思宗，及杨昌泰。

07070204　2008油池全国书法公开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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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与油池民众俱乐部联办的2008年油池全国书法公开

比赛于2008年3月2日上午9时在油池民众俱乐部举行，原交通部长、丰加集

选区国会议员姚照东为赛会主宾；到访观摩的中国重庆市文联党组书记、市

政协常委李自治亦受邀上台颁奖。

07070205　2009油池全国书法公开比赛

由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与油池民众俱乐部联办的“2009年油池全国书法

公开比赛”于2009年3月1日(星期日)上午9时在油池民众俱乐部举行，参加

人数近400人。原交通部长、丰加集选区国会议员姚照东为赛会主宾。

07070206　2012油池全国书法公开比赛

由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与油池民众俱乐部联办的“2012油池全国书法公

开比赛”，于2012年3月4日(星期日)上午9时在油池民众俱乐部举行，参加

人数近400人。蔡厝港集选区油池分区国会议员任梓铭为赛会主宾。

070703　南洋现场书法比赛 

2004年3月14日，南洋民众俱乐部与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联合主办“2004

年南洋现场书法比赛”。上午11时比赛成绩揭晓后即举行颁奖礼，主宾是丰

加集选区南洋分区国会议员陈晓朋博士。

070704　牛车水书法比赛

07070401　河水山学生现场书法比赛 

2004年3月14日，河水山联络所妇女执行委员会与新加坡书法家协会

联合主办“河水山学生现场书法比赛”，于下午2时开始。颁奖礼于评审成

绩揭晓后举行，主宾是惹兰勿刹——牛车水集选区金声分区国会议员梁莉

莉医生。

07070402　2007牛车水学生现场书法比赛 

2007年3月18日，牛车水民众联络所妇女执行委员会与新加坡书法家

协会联办“2007年学生现场书法比赛”，主宾是惹兰勿刹集选区国会议员

梁莉莉医生。

07070403　2008牛车水学生现场书法比赛 

由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与牛车水民众联络所妇女执行委员会联办的“牛

车水学生现场书法比赛”于2008年3月2日下午2时在牛车水民众俱乐部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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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主宾为惹兰勿刹集选区国会议员梁莉莉医生。当天，中国重庆市文联

党组书记、市政协常委李自治也到会；他是专程带团来新加坡考察民间艺

术团体的运作的。

070705　武吉巴督全国学生现场书法比赛 

07070501　2008年武吉巴督全国学生书法比赛

由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与武吉巴督民众俱乐部联办的“2008年武吉巴督

全国学生现场书法比赛”于2008年3月9日上午9时在武吉巴督民众俱乐部举

行。裕廊集选区武吉巴督分区国会议员翁执中博士为赛会主宾。此赛会乃沿

袭2004年的甲申年武吉巴督全国挥春比赛而来。

07070502　2009武吉巴督全国学生现场书法比赛

由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与武吉巴督民政俱乐部联办的2009年武吉巴督全

国学生现场书法比赛于2009年4月12日(星期日)上午9时半在武吉巴督民众

俱乐部举行，赛会主宾为国家发展部暨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傅海燕，共有

300人参加赛会。

07070503　2010武吉巴督全国学生现场书法比赛

配合2010年华族文化节，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与武吉巴督民众俱乐部管

委会联办的“2010年武吉巴督全国学生现场书法比赛”，于2010年9月18

日(星期日)上午9时半在武吉巴督民众俱乐部举行。颁奖主宾为裕廊集选区

国会议员哈莉玛，有300余人参加赛会。

070706　乌鲁班丹全国书法比赛

07070601　2011乌鲁班丹全国书法比赛

2011年4月10日(日)上午9时，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与乌鲁班丹民众俱乐部

联办“2011年乌鲁班丹全国书法公开比赛”。大赛主宾为荷兰——武吉知马

集选区国会议员迪舒沙律师。

07070602　2012乌鲁班丹全国书法比赛

由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与乌鲁班丹民众俱乐部联办的“2012年乌鲁班丹

全国书法公开比赛”于2012年4月8日下午2时在乌鲁班丹民众俱乐部举行，

参加人数近300人。主宾为荷兰——武吉知马集选区国会议员狄舒沙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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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8  其他书法赛会
070801　2007全国书法大赛 

2007年2月11日，南洋理工大学中文学会在该大学南洋礼堂举行“2007 

全国书法大赛”，特邀新加坡书法家协会正副会长陈声桂、何钰峰，名誉副

会长吕永华、副秘书长陈朝祥、高级评议员杨昌泰五位为大赛的评审员。

070802　全国硬笔书法大赛

新加坡劳工部高级政务次长李玉胜在1996年11月10日主持“第二届全

国硬笔书法公开大赛”的颁奖礼。

这项硬笔书法比赛是由人民协会、联合早报、星期5周报及新加坡书法

家协会联办，李氏基金赞助的，共收到1054参赛者的1506件作品。

担任总审团的10位书法家是陈世集、陈声桂、黄明宗、许梦丰、杨应

春、朱碧妹、曾守荫、徐祖 、杨昌泰，及董乙村。

070803　SG50新加坡“国歌”硬笔书法大赛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次长兼西南区市长刘燕玲

在2015年1月1日颁奖给“SG50新加坡‘国歌’硬笔书法大赛”的97名得奖

者，为当年多姿多彩的新加坡50周年庆祝活动掀开帷幕。 

“国歌”书法大赛由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主办，是该会庆祝45周年的重

头节目，共有3500名新马印中的书法爱好者公开投件参加。

新加坡国歌是以国语(即马来语)书写的，题目是“前进吧！新加坡

(Majulah Singapura)”,以国歌作为比赛题材，在新加坡书法史上还是第一

次。

刘燕玲次长致词说：“今天是2015年1月1日，是欢庆新加坡建国50周

年的第一天！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同仁举办的这一场赛会，为今年SG50的

一系列欢庆节目，开响了第一炮！我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同

欢共乐、共襄盛举！”

她说：“文协秉持着弘扬华族文化，和优越学术的宗旨，每年仍然坚持

开展至少两项活动，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正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楷模。新加

坡的国歌，也正是反映了这种坚持不懈、努力前进的精神。因此，在欢庆建

国50周年的当儿，选择以国歌的中文翻译歌词，来歌颂国家的繁荣进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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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回顾建国初期的艰辛奋斗，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她又说：“大家都知道新加坡的国歌，是以马来语创作的。但是半个世

纪后的今天，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或是忘记了我们的国歌也有很振奋人心

的中文翻译歌词。因此，今天的书法大赛，以国歌的中文歌词为赛题，不但

能增进大家对国歌内容的认识，也更能启发年轻一代国人进一步认识国歌的

涵义，学习建国一代长辈们刻苦奋斗的精神，为国家作出积极的贡献。”

文协会长陈声桂在会上指出：“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是我们老华校生组

织的社团，这类社团，已不多了。老的老，散的散。然而，新加坡文化学术

协会是热血时代的年轻人的产物，让它存在的一天，也是历史存在的一天！

我们能发一份热，便发一份热：能发一份光,便发一份光。”

他说：“目前，新加坡的文化生态已越来越英语化了，要回复四十多

年前的辉煌已经不可能了！由于开展活动的困难，要维持一个社团，是不

容易的！我们对过去45年的业绩感到骄傲。我们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

下成立的，已经完成了我们的使命，所以无怨无悔。展望未来，我们仍会以

创会时所揭示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能为国家社会做多少就做多少！”

大赛工委会主席兼文协财政陈锦成表示，“SG50新加坡‘国歌’硬

笔书法大赛”，是本会理事们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项活动，在新马两地

发布新闻时，得到两地人民的热烈反应，令人振奋！大家从已遗忘的中

文“国歌”中，拾回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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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9  新加坡书法比赛一览
1. 全新大专中小学书法比赛(1970/南洋大学中国书画研究会、南洋商报)

2. 全新现场书法比赛(1973/新加坡书协、星洲日报)

3. 全国现场书法比赛(1982/新加坡书协、星洲日报)

4. 全国现场书法比赛(1983/新加坡书协、星洲日报)

5. 第一届全国挥春比赛(1983/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新加坡文华国际青年

商会)

6. 第二届全国挥春比赛(1984/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新加坡文华国际青年

商会)

7. 第三届全国挥春比赛(1985/新加坡书协)

8. 第四届全国挥春比赛(1986/新加坡书协)

9. 第五届全国挥春比赛(1987/新加坡书协)

10. 第六届全国挥春比赛(1988/新加坡书协)

11. 第七届全国挥春比赛(1989/新加坡书协)(注：1990年无经费，停办一届)

12. 健力士建国25周年书法公开大赛(1990/新加坡书协)

13. 第一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1990/新加坡书协)

14. 健力士第八届全国挥春比赛(1991/新加坡书协)

15. 第二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1991/新加坡书协)

16. 健力士第九届全国挥春比赛(1992/新加坡书协)

17. 第三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1992/新加坡书协、联合早报、联合晚报、新明

日报、星期五周报)

18. 健力士第十届全国挥春比赛(1993/新加坡书协)

19. 第四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1993/新加坡书协、联合早报、联合晚报、新明

日报)

20. 第十一届全国挥春比赛(1994/新加坡书协)

21. 第五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1994/新加坡书协、联合早报、星期五周报)

22. 第十二届全国挥春比赛(1995/新加坡书协、新明日报、联合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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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第一届全国硬笔书法公开大赛(1995/新加坡书协、人民协会、联合早报)

24. 第六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1995/新加坡书协、联合早报、星期五周报)

25. 第十三届全国挥春比赛(1996/新加坡书协、新明日报、联合晚报)

26. 第二届全国硬笔书法公开大赛(1996/新加坡书协、人民协会、联合早报)

27. 第七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1996/新加坡书协、联合早报、星期五周报)

28. 第八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1997/新加坡书协、联合早报、星期五周报)

29. 第十四届全国挥春比赛(1997/新加坡书协、新明日报、联合晚报)

30. 第三届全国硬笔书法公开大赛(1997/新加坡书协、人民协会、联合早报)

31. 第十五届全国挥春比赛(1998/新加坡书协、新明日报、联合晚报)

32. 第九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1998/新加坡书协、联合早报、星期五周报)

33. 第十六届全国挥春比赛(1999/新加坡书协、新明日报、联合晚报)

34. 第十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1999/新加坡书协、联合早报、星期五周报)

35. 第十七届全国挥春比赛(2000/新加坡书协、新明日报、联合晚报)

36. 学生现场书法比赛(2000/新加坡书协、梧槽民众联络所——第三次举办)

37. 第十一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2000/新加坡书协、联合早报、星期五周报)

38. 第十八届全国挥春比赛(2001/新加坡书协、新明日报、联合晚报)

39. 油池学生挥春比赛(2001/新加坡书协、油池基层组织)

40. 中小学生书法比赛(2001/新加坡书协、裕廊西南洋民众俱乐部)

41. 第十二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2001/新加坡书协、联合早报、星期五周报)

42. 第十九届全国挥春大赛(2002/新加坡书协、新明日报、联合晚报)  

 (注：今年起改用“大赛”取代“比赛”)

43. 第十三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2002/新加坡书协、联合早报、星期五周报)

44. 第十四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2003新加坡书协、联合早报、星期五周报)

45. 梧槽书法比赛(2002/新加坡书协、甘榜格南联络所)

46. 第二十届全国挥春大赛(2003/新加坡书协、新明日报、联合晚报)

47. 油池学生现场书法比赛(2003/新加坡书协、油池基层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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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第二十一届全国挥春大赛(2004/新加坡书协、新明日报、联合晚报)

49. 甲申年武吉巴督全国挥春比赛(2004/新加坡书协、武吉巴督民众俱乐部)

50. 油池现场学生书法比赛(2004/新加坡书协、油池基层组织)

51. 河水山学生现场书法比赛(2004/新加坡书协、牛车水妇女执委会)

52. 南洋现场书法比赛(2004/新加坡书协、南洋民众俱乐部)

53. 第十五届全国学生书法赛(2004/新加坡书协、联合早报、星期五周报)

54. 第十六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2005/新加坡书协、联合早报、星期五周报)

55. 第二十二届全国挥春大赛(2005/新加坡书协、新明日报)

56. 建国四十周年全国硬笔书法公开大赛(2005/新加坡书协、新加坡中华总

商会)

57. 第十七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2006/新加坡书协、联合早报、星期五周报)

58. 第二十三届全国挥春大赛(2006/新加坡书协、新明日报)

59. 第一届国际书法大赛(2006/新加坡书协)

60. 2007年全国书法大赛(2007/南洋理工大学中文学会)

61. 油池全国书法公开比赛(2007/新加坡书协、油池基层组织)

62. 牛车水学生现场书法比赛(2007/新加坡书协、牛车水妇女执委会)

63. 第二十四届全国挥春大赛(2007/新加坡书协、新明日报)

64. 第十八届全国学生书法赛(2007/新加坡书协、联合早报、星期五周报)

65. 第二十五届全国挥春大赛(2008/新加坡书协、新明日报)

66. 油池全国书法公开比赛(2008/新加坡书协、油池基层组织)

67. 牛车水学生现场书法比赛(2008/新加坡书协、牛车水妇女执委会)

68. 武吉巴督全国学生现场书法比赛(2008/新加坡书协、武吉巴督妇女执委会)

69. 第十九届全国学生书法赛(2008/新加坡书协、联合早报、星期五周报)

70. 第二十六届全国挥春大赛(2009/新加坡书协、新明日报)

71. 油池全国书法公开比赛(2009/新加坡书协、油池基层组织)

72. 武吉巴督全国学生现场书法比赛(2009/新加坡书协、武吉巴督妇女执委会)

73. 第二十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2009/新加坡书协、联合早报、星期五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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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第二十七届全国挥春大赛(2010/新加坡书协、联合早报)(注：今年起由联

合早报接手)

75. 油池全国书法公开比赛(2010/新加坡书协、油池基层组织)

76. 第二十一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2010/新加坡书协、联合早报、星期五周报)

77. 武吉巴督全国学生现场书法比赛(2010/新加坡书协、武吉巴督妇女执委会)

78. 第一届全国毛笔硬笔书法大赛(2010/新加坡书协)

79. 第二十八届全国挥春大赛(2011/新加坡书协、联合早报)

80. 第十二届油池全国书法比赛(2011/新加坡书协、油池基层组织)

81. 乌鲁班丹全国书法比赛(2011/新加坡书协、乌鲁班丹联络所)

82. 武吉巴督全国学生现场书法比赛(2011/新加坡书协、武吉巴督妇女执委会)

83. 第二届全国毛笔硬笔书法大赛(2011/新加坡书协)

84. 第二十二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2011/新加坡书协、联合早报、星期五周报)

85. 第二十九届全国挥春大赛(2012/新加坡书协、联合早报)

86. 油池全国书法公开比赛(2012/新加坡书协、油池基层组织)

87. 乌鲁班丹全国书法公开比赛(2012/新加坡书协、乌鲁班丹联络所)

88. 第三届全国毛笔硬笔书法大赛(2012/新加坡书协)

89. 武吉巴督全国学生书法比赛(2012/新加坡书协、武吉巴督妇女执委会)

90. 第二十三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2012/新加坡书协、联合早报、星期五周报)

91. 第三十届全国挥春大赛(2013/新加坡书协、联合早报、油池民众咨询委员

会)

92. 第二十四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2013/新加坡书协、联合早报、星期五周报)

93. 第四届全国毛笔硬笔书法大赛(2013/新加坡书协)

94. 油池全国书法公开比赛(2013/新加坡书协、油池基层组织)

95. 武吉巴督全国学生书法比赛(2013/新加坡书协、武吉巴督妇女执委会)

96. 第三十一届全国挥春大会(2014/新加坡书协、联合早报)(注：由2014第三十

一届起改用“大会”取代“大赛”)

97. 第二十五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2014/新加坡书协、联合早报、星期五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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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第五届全国毛笔硬笔书法大赛(2014/新加坡书协)

99. 油池全国书法公开比赛(2014/新加坡书协、油池基层组织)

100. 武吉巴督全国学生书法比赛(2014/新加坡书协、武吉巴督妇女执委会)

101. 第三十二届全国挥春大会(2015/新加坡书协、联合早报)

102. 第二十六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2015/新加坡书协、联合早报、星期五周报)

103. 第六届全国毛笔硬笔书法大赛(2015/新加坡书协)

104. 油池全国书法公开比赛(2015/新加坡书协、油池基层组织)

105. 武吉巴督全国学生书法比赛(2015/新加坡书协、武吉巴督妇女执委会)

106. 第三十三届全国挥春大会(2016/新加坡书协、联合早报)

107. 第二十七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2016/新加坡书协、联合早报、星期五周报)

108. 第七届全国毛笔硬笔书法大赛(2016/新加坡书协)

109. 油池全国书法公开比赛(2016/新加坡书协、油池基层组织)

110. 武吉巴督全国学生书法比赛(2016/新加坡书协、武吉巴督妇女执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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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8章

新加坡的挥春活动
   

 0801  引言

 0802  全国挥春比赛/大赛/大会

 0803  内阁新春园游会

 0804  岛国各地的挥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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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1  引言
080101　1982年年尾，以林碧峰为首的文华国际青年商会与新加坡书协会

长陈声桂开会，二者同意于次年携手举办挥春比赛，以把这民俗活动，借

助书法的力量，推而广之。

当时，新加坡书协正从“沙漠”起步，虽说，刚刚来展的日本书法，

甚至韩国书法(1981年书协举办第二届国际书法联合展，有7个国家与地区

参加)，给新加坡书坛注入新血，但东风乏力，进行一项新的活动，也是必

需的。

在筹备过程，文华国际青年商会中有人建议加入“书艺道”，使挥春比

赛成为三个“机构”合办。至此，陈声桂会长指出，书协目前正在积极清除

加拿大一位名叫郭农，以加拿大币100元注册的“世界书法家协会”在中国

甚至新加坡广召会员，赠送执行副会长、顾问、常务理事等名衔的遗毒。如

果注册为“公司”的书法单位，书协要正本清源，那放上没有注册的“书艺

道”如何向会员、顾问及社会人士交待？因此，若拟用新加坡书协的招牌举

办赛会，肯定不会被书协理事会通过，为了彼此的友谊，陈会长建议以同是

他担任会长的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与文华国际青年商会合办。这样，不会

给“书艺道”创办人难堪，也可以即刻开展工作。这即是书协没参加这一赛

事的主因。

080102　关于“书艺道”，这里应先补叙一笔。“书艺道”是原任南洋商

报行政秘书，时任书协顾问之一的黄国良，于1980年在报社退休后，借用

海南协会(原称琼州青年会，由星洲日报采访主任卢光池担任主席)会所开班

授徒【主要是学他的黄体曹全碑(隶书)】的字号。书艺道三字匾额，挂在海

南协会的门外。由于圈内人士普遍认为，书道、书艺均可(书道是日本人的

惯称，书艺是我们祖先的惯称)，用“书艺道”解释为“书艺之道”或其它

意思，均有语病，为顾全书协会内团结，“你用你的”(书艺道)，仅止于口

语，如果要用在正式文件或宴会，并不适合！

080103　言归正传，由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与文华国际青年商会联办的第

一届全国挥春比赛，于1983年2月20日(农历年初八)在大巴窑公园举行，正

式掀开至今遍布岛国各地各校的挥春活动，成为新加坡挥春活动的鼻祖。

挥春这一农历新年活动，比“春到河畔迎新年”还早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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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2  全国挥春比赛／大赛／大会
080201　挥春比赛赛名沿革

08020101　于1983年发轫至今的挥春活动，目前已是举国上下男女老少耳

熟能详的民俗活动，但回顾这一活动，仍感触良多。

08020102　全国挥春大会，至2016年一共举行了33次(1990年停办一次，

否则是34次)。

1983年2月20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的姐妹会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两会

的会长同是陈声桂)联合文华国际青年商会举办“第一届全国挥春比赛”。由

于参加人数不及百人，办了两届之后，新加坡文协决定交由新加坡书协接

办。从此“挥春”开始成了新加坡书坛的一个重头节目及国民生活的一个

部分！

08020103　第一届(1983年)至第七届(1989年)挥春比赛都在大巴窑公园举

行。第一届只有78人参加，第四届(1986年)起，参加人数渐多，主办当局

于是开始邀请国外书家担任赛会的评判。

08020104　1990年，因经费无着落，“挥春”停办了一届。

08020105　在陈声桂会长的努力奔走下，1991年，书协获得健力士赞助四

万元，举办第八届比赛。这一年，在人民协会总执行理事长兼书协顾问李宗

严协助下，赛事改在人民协会总部大草场举行。

在书协的大力推动下，这一年前来参赛的人数有400多人，评判工作也

邀请来访的中国书法家，一起进行。在人民协会大草场比赛，视觉效果(比

在大巴窑公园)更好、地方更宽敞，如厕更方便，加上岛国各学府书法学会

踊跃派队参加，于是会场春意浓郁，到处喜气洋洋！

1995年(第十二届)“挥春”由书协与《新明日报》、《联合晚报》联

合主办，健力士赞助。这时，开始出现许多家庭组合参加，场面特别温馨

感人！各组奖项也应赞助商建议，改为金银铜奖(即第一名、第二名、第三

名)，并增加各组得奖名额。

2000年的第十七届挥春比赛，不少马来西亚书法同好越过长堤前来参

加，会场上也开始出现金黄色头发的洋人在感染挥春的气氛：而不少在我

国读书的中国学生，也开始崭露头角，几乎垄断所有学校组别的冠军。而

中国、台湾、香港等地新移民的涌入，也成了挥春赛会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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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20106　2002第十九届起称为挥春大赛

 2002年(第十九届)，报名参加“挥春”的人数超过千人，再加上众多支

持者及参观者，约三千人挤满了整个人协大草场，气势壮观。因此，从那年

起，改名“全国挥春大赛”。当时的贵宾、交通部兼新闻、通讯及艺术部高

级政务部长许文远在现场挥写“止于至善”为参赛者打气，把十九年来的比

赛，推向另一个高潮！

2003年(第二十届)“挥春”时，出身印裔的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维文

医生(Dr Vivian Balakrishnan)在抵达赛场后，欣然提笔挥写“丰年”两个

大字，为这一赛会，增添新貌。维文医生是第一位出席“挥春”的非华族

部长。

2005年，马来裔国会议长阿都拉偕夫人担任第二十二届全国挥春大赛

主宾！最值得一提的是，东南亚三个有书法会的主席——新加坡书法家协

会的陈声桂、马来西亚书艺协会的朱自存，及印尼书艺协会的李秀贤一起

亮相。李主席表示，她对现场挥春非常感动，希望有机会把“挥春”的风

气带回当地。

2008年第二十五届“挥春”，被列入“2008年华族文化节”作为重点

节目，由新明日报与新加坡书协联办、李氏基金与新加坡报业集团赞助。

这一年，是挥春大赛最后一次在人协大草场举行，因为次年(2009)，人协

的总部由加冷搬去惹兰勿刹前维多利亚中学校址。所以，许多同好专程前

来重温旧梦，场面极为感人！

2009年，第二十六届“挥春”由联合早报及书协联办。这个长寿节目，

第一次在素有“新加坡文化街”之称的滑铁卢街及新加坡书法中心前院举

行，共有1272人参加，主宾是人力部代部长颜金勇。

2011年，第二十八届“挥春”改在滨海湾浮动舞台举行，这是联办

机构之一的联合早报的安排，主要原因是与在同地点举行的春到河畔“会

师”。这一次，参赛者第一次席地而书，公开组也改以大字书写，同好们

开始了一个新的尝试。

2013年，第三十届“挥春”的主宾是新加坡律政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

长英兰妮高级律师。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公开组冠军崔维艳(39岁)，是专程

从中国吉林赶来参加比赛的！新加坡书协倡议的书法一家，再次得到明证！

08020107　三十一年来，“挥春”在书协积极推动，国营电视台、电台、

华文报业及英文海峡时报的积极宣传下，已形成一股风气！现在，每逢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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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期间，岛国各个角落，不论社团、联络所、学府、居委会等等，都在举

办“挥春比赛”，而且参加人数都有二三百人。

08020108　2014第三十一届起称为全国挥春大会

以前“挥春”都在过年后才举行。2014年(第31届)起，“挥春大赛”

易名“挥春大会”，并改在农历新年前举行。这时，“挥春”可以自己一

个人独挥、可以二人一组、可以一个家庭、可以三五好友、可以一班同学书

写⋯⋯。他们题目自拟、书体不拘、张数不限、名次不设，真正发挥让更多

人参与、让全民参与的“挥春”精神。当年，主宾教育部兼通讯及科技部政

务部长沈颖也手书“吉祥”二字以飨观众。

为了奖励前来挥春的人士，书协特报销40件世界各地名家书作，以抽

奖形式送予挥毫者、参观者，及特别人士，作者包括：张改琴、刘欣耕、张

帆、高余丰、任雨农、夏光江、胡韵、陆炳顺、顾丁茵、杨奎章、白鸿、卢

乐群、刘湘雪、蜀 叟、陈硕、王易、王嘉慧、张军平、伍伯、史振岭等。

08020109 “第三十二届全国挥春大会”(即挥春第二次以“大会”形式举

行)一如去年，得到广大书法工作者、爱好者及旅居本地的印(尼)、德、法、

日、葡、西、韩、台、中各国及地区人士的支持，主宾是总理公署兼文化、

社区及体育部政务部长陈振泉。他以椽笔挥写“阳春”二字，以启丰年。

08020110 “第三十三届全国挥春大会”于2016年1月10日(农历12月初一)

在新加坡书法中心前院、后院、楼上、楼下、礼堂及外墙公路边举行，刚

于1月1日上任的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兼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许宝琨医生，

以椽笔写下“千祥万福”四个大字。

08020111 “第三十四届全国挥春大会”将于2017年1月15日(农历12月18日)

举行，主宾是新加坡文化社区及体育部政务次长马炎庆。据悉他会写“龙马

精神”四字。

080202　1983第一届全国挥春比赛

1983年2月20日(农历年初八)第一届全国挥春比赛，于大巴窑公园举行。

赛会由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新加坡文华国际青年商会联合主办，立新

工艺品有限公司赞助，其宗旨在发扬中华书艺和增添节日气氛。

比赛的奖品优厚，总值四千八百五十元，比赛地点选在大巴窑公园，是

一种突破，希望把中华书法从室内带到户外，让爱好书法的人士可以在柳影

明湖边下抒发思古之幽情。比赛的题目是以“春”字为主，每组有五个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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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参赛者选择其一，这些题目的字数从最少十字至最多四十字不等。各组命

题于现场分发。

比赛分为公开组和学生组。各初级学院、中学、小学、工艺中学、职

业学校的在籍学生，都可以参加学生组；而居住在新加坡的人士，都可以

参加公开组。

公开组须用传统书法用纸书写。学生组可用传统书法用纸，或用划有十

六方格的大楷方格纸书写。

字体方面，公开组可自由选用任何一种书体(篆、隶、楷、草、行)书

写。学生组则必须以楷书书写，一切书写需用工具，包括笔、墨、纸、砚

等，都要自备。

比赛当天上午10时,主宾教育部政务次长何家良为赛会主持开幕仪式，

他在会上蘸墨挥笔，写下“大地回春，万象更新”八个字。接着，我国书

法家陈之初、潘受、王瑞璧、黄国良、陈声桂也先后当众挥毫。

这项比赛共吸引了七十多名公众人士和学生参加，公开组和学生组的赛

题皆描写春色，如“司晨鸡唱早，出谷鸟鸣春”、“群芳含宿雨，寸草报春

晖”；孟浩然的春晓、杜甫的登楼；以及文字浅白、比喻生动的词句“春天

像一个小姑娘，花枝招展走着笑着”等。

当天，参赛者个个有备而来，有的孤军作战，一挥而就；有的父亲、母

亲、爱妻、幼儿、男友、女友在旁帮头帮尾、凝神观看！

全场年纪最大的比赛者是七十岁的老先生温耀曾。他精神爽朗，纸墨齐

备，却是带伤上阵。原来他在农历年二十九日，被两只野狗猛追不舍，跌倒

在地伤了右手；虽然裹着厚厚的纱布，温老先生书兴未减，还唤叫九岁孙儿

益和：“你躲到哪里去了？快来看我写字。”益和奉公公之命，乖乖伫立一

旁，不敢四处乱跑。

此次比赛，每组各奖首、二、三名，及安慰奖十名。成绩在3月5日公布

后，作品在立新工艺品有限公司(同济医院旧址)公展。展后，主办当局把上

述书家即席挥写的作品及得奖作品出售，收入捐予中华医院。

080203　2003第二十届全国挥春比赛

 2003年2月9日，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维文医生(Dr Vivian Balakrishnan)担任

新加坡书协联办第20届全国挥春大赛主宾。维文部长在书协正副会长陈声桂、

何钰峰，及新加坡华文报集团执行副总裁萧作鸣陪同下，挥笔书写“丰年”二

字，并将书作拿高，让各传媒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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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204　2007第二十四届全国挥春大赛

第24届全国挥春大赛于2007年2月25日在人民协会大操场举行，3月4日

在新加坡书法中心李光前堂举行颁奖典礼。四个组别的112名优胜者、七个

参赛人数在20人以上之单位，及五个非华族参赛者，均出席了此次颁奖礼。

当天会场还公展了所有得奖作品。

主宾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傅海燕主持颁奖仪式。

她在台上说：“挥春比赛有好几层特别的意义：首先，一千多人参加的

比赛，加上成倍数的亲朋戚友帮忙布置挥春道具、拉纸、擦汗、打气⋯⋯使

会场充满了喜庆的气氛、温馨的场面，这是其他赛会少见的！这不但加强家

庭凝聚力，也为优雅和谐的社会平添色彩。

其次，挥写的内容，有吉祥的祝福、有激励人心的祈愿、更有丰富的文

学传统与十分感人的人文精神，这一切均借助挥春大赛表现出来。在世界各

地，不同民族的不同节日或庆典，都是通过典礼、仪式或特定的活动来进行

的，绝少像华族挥春的形式，把一个很重要的民族艺术——书法，紧密地和

传统节日，结成一体，成为一个很有艺术气氛的活动！

再次，把文学与美术的特色，巧妙地结合起来，红彤彤的春联、强烈的

装饰效果，总会将人们的目光吸引住，并且直接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气息。在

今天的新加坡，如果不是因为节日，许多人还不知道该停下来歇一会儿。所

以这一赛会是极为特殊的！

第四，很高兴看到非华族同胞前来共襄盛举。优良的文化，应该让世界

各民族共享。我们生活在多元种族的社会，如有适当的机会，应让更多外籍

人士参与，这对建立一个和谐与谅解的社会，是极具成效的。”

负责本届大赛的评审员是：陈声桂、徐祖 、何钰峰、王思宗、及马来

西亚书艺协会首任会长朱自存、中国河南《书法导报》新闻编辑黄俊俭。

本届大赛由李氏基金，及新加坡报业控股赞助。

080205　2011第二十八届全国挥春大赛

    由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与联合早报联办的全国挥春大赛，今年依然得

到各界人士的热烈追捧，共有1300余名书法爱好者于2011年3月13日上午

参加了这个一年一度的书坛盛会，与往年平分秋色。大会贵宾是新加坡社

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政务部长符喜泉。

    这次挥春大赛最大特点是：①参赛者席地而书。②公开组以大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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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③第一次在滨海湾浮动舞台举行。

本届参赛年龄最幼者是：杨绚雯(6岁/女)、梁诗琪(6岁/女)，及魏正扬

(6岁/男)，最长者是：赵发富(83岁/男)、陈木炎(80岁/男)，及潘双涛(73

岁/男)；另有墨西哥人诺蔓 Norman Hinderliter (50岁/女)与日本人Hiroko 

Greulich (59 岁/女)，以及来自中国、马来西亚的几十位同道。　

挥春比赛最早是在大巴窑公园举行，到了80年代末期，改在加冷人民协

会总部大操场举行，以省却许多申报工作。2008年中，人协总部搬迁到旧维

多利亚中学，次年(2009年)书协把赛场移到滑铁卢街。2011年应“华庆”工

委会主席成汉通议员的邀请，改在滨海湾浮动舞台举行。　

因为以往比赛在公园、草地或公路举行，受诸多因素限制，今年在浮动

舞台的停车场，场地甚为宽敞、地面也平坦，不怕风雨，故而不用桌子，让

参加者就地书写，这样一来，写起大字也更能发挥。　

关于公开组改写大字，书协会长陈声桂说：“现在椽笔在市场上更普遍

了，因此决定尝试用大字书写，看起来也更有气势！”

080206　2012第二十九届全国挥春大赛

由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及联合早报联办的第29届全国挥春大赛，于2012

年1月29日(年初七)下午4时在滨海湾浮动舞台举行，随后现场发布成绩并

颁发四组共82个奖品。今年的主礼贵宾是新加坡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

代部长陈振声少将。

第二十九届全国挥春大赛与“春到河畔”同步举行，以为新的一年增添

异彩。今年共有1014位年龄介于6岁至85岁的海内外书法同好报名参加，包

括来自美国的Connie Kirker(62岁，兼职讲师)及Debra Chaunt(54岁)等。

本届赛会有三个特点：1)各组别均以较少的字数命题，以便参赛者可以

以大笔书学；2)比赛第一次在下午进行；3)参赛者都席地而书，不接受参赛

者搬运桌子前来赛场。

赛会之评审工作由本地四位资深书法家：陈声桂教授、何钰峰、符传

国及吕永华组成。

出席颁奖典礼的有：新加坡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兼外交部高级政务

次长暨中区市长陈振泉、荷兰——武吉知马集选区国会议员连荣华、新加坡

报业集团执行副总裁萧作鸣、副总裁林焕章、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主席杨应

群、新加坡宗乡总会会长蔡天宝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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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礼上，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教授以行书“振大汉之天 ”赠予陈

部长留念；后者对本次大赛顺利举行及圆满结束，表示快慰。

评审员之一的书协副会长钰峰说：“今年参赛的朋友，都下足功夫，

认真书写，基本功都不弱。其中，中小学组的楷书功力相当扎实，是好的

开始；高中与公开组涌现不少新秀，是书坛可喜的现象。”

本届大赛获得国家艺术理事会、李氏基金、新加坡报业控股常年赞助。

080207　2013第三十届全国挥春大赛

近1200人参加的“第30届全国挥春大赛”于2013年2月16日(年初七)下

午四时在滨海湾浮动舞台开赛、五时赛毕、六时半由大会贵宾、新加坡律政

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英兰妮高级律师颁奖，共有122人获奖。

这项由《联合早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油池公民咨询委员会联合

主办，国家艺术理事会、李氏基金及新加坡报业控股赞助的全国性盛会，

今年进入第三十一个年头，是本地各种挥春活动的鼻祖。它与中国中央电

视台春节晚会同于1983年倡办，为每年春节的一个大亮点！间中一年(1990)

因经费问题停办。

印裔的英兰妮部长在会上致词。她说：“能够在三十年间举办这项一

年一度的农历新年挥春大赛，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没有在场各位

方方面面的配合，本次大赛也不可能圆满闭幕。不论是书协的义务工作人

员、慷慨的赞助商、给予支持的各政府机关、各位参赛者，还是支持他们

的家人、朋友、老师、校长等，都是这项大赛得以一年接一年成功举办的

重要因素。”

她对参赛者说：“的确，你们通过不断地练习，表现出你们对学习书法

的热情和决心，也让书法成了你们毕生的兴趣和追求。今天，你们的参与，

显而易见地体现出你们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以及对保留其根基的渴望；也只

有这样，才能使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延绵不断地传承下去。”

英兰妮部长又说：“我也很高兴得知许多来自如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

的人士也在新加坡书法中心学习书法，并参与了今天的比赛。还有许多来自

邻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甚至远自台湾、香港，及中国的书法爱好者也

专程来此参加比赛。”

今年的“全国挥春大赛”，以崭新的面貌及四大特点迎接癸巳蛇年的

到来：1)奖项大量提高，共有一百多份！每位参赛者也可得一份纪念品。2)

今年的赛期比往年更早，且在下午四时举行，以吸引更多人潮，增添更浓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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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3)挥春内容均以少字为主，言简意赅。4)参赛者仿效古人席地而书，不

设桌椅。

这次的参赛者均得自备红纸、毛笔、墨汁、砚台、纸镇、旧报纸和垫

布，他们也携带字帖、字典进入赛场参考！

获得公开组冠军的是来自中国吉林的崔维艳(39岁)。她说，为了这次比

赛，她特地从中国飞到新加坡来。她在中国是一名指导外国人写书法的老

师，希望通过这次参赛了解新加坡书坛的情况。

她对《联合早报》说：“其实，这个比赛我在中国早已听说过，也曾听

其他国家的朋友提起过，可见这是个在国外有相当名气的赛会。我今天来这

里参赛，没想到自己得奖，很是高兴。我也发现这里原来还有不少海外华族

继续传承着这门艺术。我看了一些学生的书法，水准颇高，所谓后生可畏，

希望新加坡政府继续协助推广书法，让这门伟大的艺术发扬光大。”

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经济日报，及本国各传媒均派人前来采访！

今年的评审员，是四位本地资深书法家陈声桂、何钰峰、符传国，及

吕永华。

获得三甲的十二位得奖人依序是：1)小学组：周韵婷(南洋小学)、林炜

翔(南洋小学)、张楚乔(尚育小学)；2)中学组：林怡恬(淡马锡中学)、朱庆

媛(南洋女中)、王怿(淡马锡中学)；3)高中组：侯天慧(励仁高级中学)、林

德胜(柔佛友诺士国中)、侯怡汝(华侨中学)；4)公开组：崔维艳(39岁)、饶

麓歧(71岁)、刘运来(60岁)。

080208　2014第三十一届全国挥春大会

天朗气清，惠风和畅，2014年2月12日上午，640多人参加了第三十一

届全国挥春大会！

今年的大会，由新加坡报业控股、李氏基金、国家艺术理事会赞助，大

会用的红纸，则由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会名誉主席古兆娇报效。

大会主宾、新加坡教育部兼通讯及新闻部政务部长沈颖，开笔挥

写——“吉祥”二字，祝福新一年的到来，博得满堂喝彩！ 

20多位来自西班牙、美国、瑞士、荷兰、加拿大、日本、中国等国的

外籍人士及76岁的何光荣带领的11位新加坡铂金森症协会的书法同好，也

前来挥春，为盛会大大增添了春意！

这是历经31年，举办了三十次常年赛会后，第一次改以“大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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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大赛”形式的书友大集会。

沈颖部长致词时特别赞美联办机构之一的书法家协会。她说：“一个

民间团体，为了他们的理想和愿望，在过去的30年，每年广泛动员、风雨

无阻地举行一年一度的民族迎新活动——挥春，这是非常难得，也是非常

不容易的。”

沈部长说：“经过新加坡书协30年的努力推广，在农历新年前后举办挥

春活动已经渐渐普及。学校、联络所、文艺团体、宗乡会馆等等，都有相关

的活动。书协觉得应该换一个更轻松、更便利的平台让广大民众参与，所以

今年决定把这一活动改成“挥春大会”，迎接更多不同阶层的挥春大军，一

齐来感染挥春的气氛，也了解一下我们祖先流传已久的书写春联的情趣。我

个人认为，这一改变是值得赞许的，我们拿一张自己写的春联回家粘贴，肯

定比在街上购买一张现成的要意义深长得多。

“今天来挥春的人士，年龄上至七、八十岁的乐龄人士，下至五、六

岁的小朋友，大家不分种族、不分机构、不分学府，兴致勃勃地拿起毛笔，

潇洒地挥写，使今天的会场春意盎然。我很高兴看到很多学生参与今天的活

动，也感谢书协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让有兴趣的学生切磋书法艺术，加强

他们对华族传统文化的认识。希望这个富有意义的文化活动可以年复一年地

举办下去。”

已有31年历史的全国挥春大会由联合早报及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联办，

今年，为让更多人士，特别是年长人士参加，主办当局特将大赛改为“大

会”。

当天，挥毫者与参观者你来我往，把新加坡书法中心挤得水泄不通，

到处可见兄弟、夫妻、朋友、同学一齐挥春，其中72岁的周惟孝带领其女

儿及5位内外孙，组成祖孙三代团队在书法中心大门前挥毫，及杨民献博士

带领其二女二婿三孙共八人同来，也得到众人的赞许。由于这是交谊为主

的大会，所以大家心里毫无负担，互相串联！书写时也很率性，为甲午马

年，迎来了浓浓的春意！

不少院校的学生也发挥了他们的创意，例如将马字四点写成“2014”

年的模样，而维多利亚初级学院14位学生铺纸在书法中心左边通道分别书

写横披“大展宏图”及5字对联“贺新春祥瑞、看骏马飞腾”，也引来许多

同好们驻足。

现场也有不少前来参观的人士，到特设的挥毫指导站，接受专人的培

训，临时加入挥春大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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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时分，沈颖部长也亲自抽签将30位各国的名家书作赠送给挥毫者及

参观者；她也将一些书作赠送给参加挥春的各国书法同好及11位患有铂金森

症的人士。挥毫者也都拿到新加坡书协赠送的光碟或书刊，可谓皆大欢喜！

到场参观挥毫的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包括杨应群、陈泽华教授、黄永

元副教授、吴炳忠、陈森富、杨民献博士、刘炳杰等。

080209　2015第三十二届全国挥春大会

由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及联合早报联办、李氏基金及新加坡华文媒体集团

赞助的第三十二届全国挥春大会于2015年1月25日(农历十二月初六)上午10

时至12时在新加坡书法中心前院举行。

当天中午，新加坡总理公署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陈振泉以椽

笔写下“阳春”两个大字，以启丰年！

这场年度迎新活动，吸引了700人参加，大家不分男女老少种族国籍，

不分格式书体字句内容，写下个人美好的祝愿！

会上，陈部长致词说：“今天很高兴能与各位书法爱好者相聚在这

里。‘全国挥春大会’举办了32届，早已成为本地书法界的一大盛事。我

还记得以前这个活动是在人民协会总部的操场举行。我当时在人协任职，记

得每次举行这个活动，都吸引全国院校无数的学生及各族男女老少前来参加

及观赏。那时，人协操场一片红彤彤，煞是好看！壮观！

“这30多年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不遗余力地拓展这个活动，不仅为本

地书法爱好者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以展现实力和相互切磋，也弘扬和推广

了书法这门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

“经过三十二年漫长的岁月，挥春大赛成了春节的一个重要的民俗活

动，也成了当地书坛的一个品牌。不少学生，从小学组参加到中学组、高

中组、甚至公开组，他们的峥嵘岁月，可说是伴随挥春长大的。

“这三十二年来，全国挥春大赛也带动今日全国此起彼伏的挥春活动。

这点，我得在此肯定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同仁的努力和贡献。在新加坡这一个

多元种族的社会，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活动，以引起人们对于传统节日及

文化艺术更加重视；同时通过轻松的环境，让不同族群，通过学习艺术，

了解别人的文化和历史，从而促进种族和谐、塑造出一个更包容的社会！”

当天书协也以中外书家的25件书作作为幸运奖，以增添节日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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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210　2016第三十三届全国挥春大会

    本地挥春活动的鼻祖，自1983

年至今已有33年历史、比“春到河畔

迎新年”还早几年举行的全国挥春大

会，于2016年1月10日(星期日)上午9

时至11时，在市区滑铁卢街新加坡书

法中心前院、后院、楼上、楼下、李

光前礼堂及外墙公路举行，以迎接丙

申年(猴年)的到来。

当天上午11点，刚于今年元旦

上任的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兼国家发

展部政务部长许宝琨医生，在千名参

加者面前，以椽笔写下“千祥万福”

四个大字，为这一名为“第33届全国

挥春大会”的年度盛会掀开序幕。书

协会长陈声桂教授则以4尺宣纸书写

《后汉书》句子：“琨玉秋霜”(比喻人品高洁，言行谨慎庄重)相赠。

许宝琨部长在致辞时说：“40岁以下的国人对传统文化比较陌生，有些

人也许觉得提倡与发扬传统文化是父辈的事。其实在新加坡这么一个高度商

业化的社会，写字挥春能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之余增加生活乐趣，让我们宁

心定神、修身养性。”

他希望日后能有更多国人拿起毛笔，“把个人的吉祥祝愿挥写出来”！

大会由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及联合早报联办、李氏基金及新加坡华文媒体

集团赞助。书协也以中外书家的25件作品作为幸运奖，以增添节日的气氛。

挥春活动始于1983年。当年，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的姐妹会——新加坡

文化学术协会联合文华国际青年商会举办第一届全国挥春比赛。由于参加

人数仅有70多人，办了二届之后，新加坡文协决定交由新加坡书协接办。

从此“挥春”开始成了新加坡书坛的一个重头节目，及华人社会的一个重

要的民俗活动！

新上任的教育部兼通讯及新闻部政务部长普杰立医生，中国大使馆文化

参赞肖江华、二秘魏姣，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马红英也到会；联合早报、新加

坡电视台、中国中央电视台及中国经济日报也专门前来采访；中华台北驻新

加坡代表张大同伉俪也前来参观。

2016年1月10日(星期日)上午9时至11时，第三
十三届全国挥春大会在市区滑铁卢街新加坡
书法中心前院、后院、楼上、楼下、李光前堂
及外墙公路举行，以迎接新年的到来。右六
为主宾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兼国家发展部政
务部长许宝琨医生，右一为新上任的教育部
兼通讯及新闻部政务部长普杰立医生，他正
在观看他的三个儿子(杨悍、杨慨、杨天)与他
岳父杨民献博士四人挥春之影；其夫人杨米
雪医生不在镜头。右二、四、八为陈声桂、陈
佳模、何钰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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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2月16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举办的“第四届全国挥春比赛”在
大巴窑公园举行。左起书协会长陈声桂，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副会
长陈佳模，书协秘书长何钰峰，主宾新加坡交通及新闻部高级政务
次长、书协顾问何家良，马来西亚书协顾问、新加坡书协海外顾问黄石
庵，书协顾问潘受，第一次莅新访问的中国苏州书法家沙曼翁，书协顾
问王瑞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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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2月21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举办“第六届全国挥春比赛”。左起书协会长陈声桂，中
国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讲师、书法家侯德昌，书协顾问王瑞璧，主宾新加坡交通与新闻部
高级政务次长何家良，马来西亚书协顾问黄石庵，书协顾问潘受，马来西亚书法家陈光师，书
协顾问黄国良、书协秘书长何钰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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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2月23日，书协同人与三位挥春赛评审员在贵都酒店金凤楼四川酒家共进晚餐并贺新
岁。坐者左一为书协顾问潘受、左二为中国云南赵浩如教授、站者左一为书协秘书长杨应
春、内蒙何奇耶徒、湖北徐本一、书协会长陈声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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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3  内阁新春园游会
080301　前言

新加坡书协从1980年起(当年陈声桂受李光耀总理委任为新加坡艺术总

会出席人协之代表，即担任人协的协作会员)，每年都应约安排专人到总统

府，在“内阁新春园游会”上挥毫，以增添会场及节日的气氛，至今已有

三十多年。由最初的几人，发展为固定的10人。期间，有两年是应主办当

局要求，安排初级学院学生前往挥春的。

内阁新春园游会是总理与内阁部长每年以园游会的形式，招待全国各个

选区四千余位基层组织负责人的一个重要聚会。历任总统与夫人，以及退休

部长、国会议员，也在受邀之列。

080302　1993内阁新春园游会

1993年1月31日，书协秘书长何钰峰于总统府内阁新春园游会挥毫时，

赠送书法作品予时任总理的吴作栋及其夫人陈子玲律师。

080303　1994内阁新春园游会

1994年2月20日，新加坡总统府举行内阁新春园游会，书协应约选派

各院校优秀学生15人前往挥毫，以飨来宾。当天，总统王鼎昌、总理吴作

栋、副总理李显龙、新闻与艺术部长杨荣文等专门前来与挥毫学生合影。

080304　2007内阁新春园游会

新加坡总理及内阁全体成员于2007年2月25日下午四时至七时，在总统

府设园游会款待全国各基层领袖，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受承办其事的人民协会

之约，派多位书法家出席并现场挥毫。他们是陈声桂、徐祖 、何钰峰、吕

永华、符传国、陈朝祥、潘永强、林爱莲、黄翡玉等。

080305　2008内阁新春园游会

2008年初，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第29次应约选派书家在一年一度的内阁

新春园游会挥春，以增添节日的气氛。

新春园游会是由李显龙总理以他与全体内阁成员的名义，于每年春节期

间，特别邀请各族基层领袖及他们的配偶到总统府欢庆佳节、互相拜年的大

集会，目的是要感谢他们对社区服务的义务奉献。今年的园游会是在2月17

日举行，受邀参加者有4000人。

基层领袖们受邀到总统府参加这一园游会，除可与总统纳丹伉俪、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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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李显龙伉俪、国务资政吴作栋伉俪、内阁资政李光耀伉俪及部长们合照

留念外，也可观赏各民族团体呈献的文化活动，及享受不同民族的美食。

080306　2011内阁新春园游会

2011年的内阁新春园游会，是在2月13日下午三时半至七时举行。当天

中午12点多，新加坡书协同人忙完上午举行的第28届全国挥春大赛，在稍息

片刻之后，即整装赴一年一度的总统府新春园游会挥春。

今年受李显龙总理与全体内阁成员邀请参加的有5000人。

书协派出九位书家到场挥春，即陈声桂、何钰峰、符传国、陈朝祥、吕

永华、潘永强、李嘉仪、林芳凤、刘妙莲；负责接应的十人是：符和水、谢

珉、孙清德、郑人豪、高桂、陈月团、周惟孝、陈星光、林隆惠，及陈振

光。

080307　2012内阁新春园游会

2012年2月5日，李显龙总理及内阁同僚在总统府举行“内阁新春园游

会”，招待全国5000位基层领袖。

当天，专程前来书协挥春区并与大伙拍照纪念的有：主管公共服务的

新加坡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及内政部长张志贤，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主席、

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伉俪，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兼外交部高级政务次

长暨中区市长陈振泉，丹绒巴葛集选区(牛车水——金声分区)国会议员梁莉

莉医生等。

080308　2013内阁新春园游会

在2013年2月24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及内阁同僚在总统府举行内阁新

春园游会。当天下午，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兼通讯及新闻部高

级政务部长黄循财在书协挥春区提笔挥写“财”字。其他前来书协挥春区的

有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兼外交部高级政务次长暨中区市长陈振泉、新加

坡环境及水源部长维文医生(Dr Vivian Balakrishnan)及夫人、新加坡人民协

会新上任的总执行理事长、新加坡书法家协会新聘会务顾问洪合成等人。

书协派出九位书家到场挥春，即陈声桂、何钰峰、符传国、陈朝祥、

吕永华、潘永强、李嘉仪、刘妙莲、高桂；负责接应的九人是：曾雪琼、

符和水、谢 珉、陈春德、郑人豪、周惟孝、陈星光、林隆惠、及许岭秀。

080309　2014内阁新春园游会

2014农历新年，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同人，再次应约到总统府，在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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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内阁举办的“甲午内阁新春园游会”上挥春。

这是新加坡书协第35年在总统府挥春了。每年春节期间，历任总理均以

全体内阁成员的名义，在总统府举行新春园游会，邀请全国各区基层领袖及

他们的配偶到总统府欢庆佳节、互相拜年，以感谢他们一年来的奉献；今年

受邀出席的人士多达4000余人。

园游会是在2014年2月9日(甲午年初十)下午四时到七时举行。

当天，不少部长、次长及议员，先后到书协挥毫区欣赏书法家挥春，李

显龙总理也不例外！其中雅好书艺的外交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次

长陈振泉，也现场提笔奋书！

很多人以为红色是华族的专利颜色，其实红色也是各民族喜爱的颜色；

过年过节讨个吉利也不是华族所有，在红彤彤的宣纸上写个“福”字，同样

受到其它民族的欢迎！

今年挥毫的书家有陈声桂、何钰峰、陈朝祥、符传国、潘永强、李嘉

仪、刘妙莲、吕永华、林爱莲、薛振传、罗月秋；负责接应的还有周惟孝、

项翔栩、谢 珉、卢焯基、蔡克网、李敏、钟月满、许星耀、金弘、赵灵、

林隆惠、符和水、陈星光、陈川成等人。

陈庆炎总统伉俪、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伉俪、建国总理李光耀等政要也

在新春园游会上亮相。

当天上午，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也应邀参加李显龙总理在总统府举

行的“建国第一代感恩会”。这个有1500人出席的大会，主要在肯定他们

在建国初期，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做出的贡献。

上世纪七十年代，新加坡书坛一片荒芜，陈声桂会长带领同仁努力耕

耘、四处奔走，使书法从沙漠走向绿洲。所以，当天总理的约请，不啻肯

定了陈声桂等人当年的辛劳！

陈会长说：“当年人们口中的华文沙文主义、华文教育死硬分子等，

今天已无意义。雨过天晴，在当年左右阵营鲜明的年代，当权者以为我们

在搞沙文主义；左倾人士以为我们为当权派涂脂抹粉⋯⋯这已成为过去！”

陈会长1968年开始组建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四十多年来，长期协助文

化部举办国庆美展(1969-1997)等艺术活动。他也担任13年的文化部美术咨

询委员，负责遴选每年文化奖章得主，潘受和王瑞璧二人得奖就是在这样

的情况下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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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310　2015内阁新春园游会

2015年3月1日(农历乙未年十一)，作为人民协会协作会员的新加坡书

法家协会同仁，再次应约到总统府，在总理与内阁举办的“乙未年内阁新

春园游会”上挥春。

这是新加坡书协第36年在总统府挥春了。今年受邀出席的各界人士多

达4000余人。

当天，下午四时至七时，不少部长、次长。及议员，先后到书协挥毫区

欣赏书法家挥春，其中雅好书艺的总理公署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

的陈振泉，循例提笔奋书！

    今年挥毫的书家有陈声桂、何钰峰、陈朝祥、符传国、潘永强、李嘉

仪、刘妙莲、吕永华、林爱莲、薛振传、罗月秋；负责接应的有周惟孝、卢

焯基、蔡克网、金弘、林丽娟、邓瑞端、沈伶 、周美凤、陈刚、林隆惠、

符和水、陈川成等人。

动过手术，调养了十来天的李显龙总理，当天也初次亮相；陈庆炎总统

伉俪、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伉俪、张志贤副总理等政要也莅会。

080311　2016内阁新春园游会

2016年(农历丙申)由于总统府装修，内阁园游会改在乔治王道9号人民

协会总部(9 King George's Avenue, Singapore 208581)举行，日期是2月28

日(农历正月21日)下午六时三刻至九时一刻。

今年挥毫的书家有：陈声桂、何钰峰、陈朝祥、符传国、潘永强、刘妙

莲、吕永华、罗月秋、高桂；负责接应的有：陈锦成、周惟孝、卢焯基、金

弘、林丽娟、周美凤、林隆惠、符和水、陈川成等人。

当天盛况与人潮不减往年。总统陈庆炎徐美娟伉俪也到会并与大家合

影留念。

080312　2017内阁新春园游会

2017年内阁游园会将于2月12日在滨海南花园举行。新加坡书协应主办

当局的要求已先送上今年挥毫书家的芳名，即：陈声桂、何钰峰、陈朝祥、

符传国、潘永强、刘妙莲、吕永华、高桂、罗月秋、陈泽华、陈合新；负责

接应的则是：陈森富、陈锦成、金弘、林丽娟、龙丽音、白苏美、周美凤、

林隆惠、符和水、陈川成、赵灵、刘立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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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13日下午三时至七时，在总统府举行一年一度的内阁新春游园会。新加坡书协会
务顾问、人民协会总执行理事长杨雅镁准将(左四)与本会高级评议员兼人协策划组理事长
郑德铿(左五)专程走过来书法园区，与书协同仁相唔。左起高桂、何钰峰、陈声桂、符和水、
林隆惠。

2010年2月27日在总统府举行内阁新春园游会，外交部长杨荣文(左)与夫人抵达总统府园游
会的书法挥毫会场时，受到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教授迎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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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5日，李显龙总理(左九)及内阁在总统府举行新春园游会，招待全国5000位基层
领袖。图为当日李总理与应邀在场挥毫的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同仁合影留念。左八为书协会
长陈声桂教授。

2012年2月5日在总统府举行新春园游会上，主管公共服务的新加坡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
及内政部长张志贤(左七)与部分应邀到场挥毫的新加坡书协同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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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24日在总统府内阁新春园游会上，新加坡环境及水源部长维文医生(Dr.Vivian 
Balakrishnan)及夫人Joy与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教授(右)合影。维文部长十一年前曾向陈
氏习书。

2013年2月24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及内阁在总统府举行内阁新春园游会。新加坡文化、社
区及青年部代部长兼通讯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黄循财(中)正提笔全神贯注地挥毫“财”
字。协助拉纸者为新加坡书协副秘书长陈朝祥(右二)。左起周惟孝、陈春德、林隆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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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9日农历年初十，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同仁再次应约到总统府，在以总理与内阁名
义举办的“甲午内阁新春园游会”上挥春。图为李显龙总理(左三)与应邀在现场挥春的新加
坡书协同仁合影。左六、二为新加坡书协正副会长陈声桂教授、林隆惠。左起周惟孝、项翔
栩、陈朝祥、陈星光。

2015年3月1日，在总统府举行的新春游园会上，长于书艺的新加坡总理公署兼文化、社区及
青年部政务部长陈振泉(左十一)特地到现场与应邀到场的24位书协同仁合影。过去几年，
陈部长都到挥毫园区，与书家们一道挥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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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1日，在总统府举行的新春游园会上，雅好书艺的新加坡交通部长吕德耀伉俪(左
一二)与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教授合影。

2015年3月1日，在总统府举行的新春游园会上，雅好书艺的新加坡总理公署部长兼内政部
及贸易与工业部第二部长易华仁(左)与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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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28日，新加坡副总理兼经济及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主席尚达
曼(左十)与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达曼裕廊选区公民咨询委员会主席吴炳忠(左十二)到新加
坡书法家协会挥春柜台与大家合影。尚副总理之右为其书法导师、书协会长陈声桂教授(左
十一)。左起陈朝祥、周美凤、符传国、吕永华、高桂、周惟孝、潘永强、陈锦成、符和水、何
钰峰、林丽娟、卢焯基、金弘、刘妙莲、罗月秋。

在2016年2月28日，丙申内阁新春园游会上，徐芳达(左十一)特到书协柜台与在场挥毫的书协
同仁一一亲切握手、拜年。徐氏刚于2015年10月1日出任新加坡卫生部兼通讯及新闻部政务
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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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年2月28日总理新春园游会上，执政党国会党鞭、新加坡总理公署部长、全国职工总
会秘书长陈振声(左八)，专门到新加坡书协挥春园区探访。陈部长是书协于2012年1月29日举
办的第29届全国挥春大赛的主宾。

0804  岛国各地的挥春活动
080401　2004甲申年武吉巴督全国挥春比赛

2004年2月22日，武吉巴督民众俱乐部管理委员会、武吉巴督民众俱

乐部妇女执行委员会、新加坡书协联合举办“2004甲申年武吉巴督全国挥

春比赛”。当天共有300多人参加比赛并出席稍后举行的颁奖礼。颁奖礼进

行前，大会主宾、裕廊集选区武吉巴督分区国会议员兼新加坡书协名誉顾问

翁执中博士应邀上台挥写“日日吉日”四字。

080402　2010“挥春迎春”

为迎接虎年的来临，祈望来年生活更美好，并将“挥春”的传统习俗

发扬光大，更生美术研究会在SMRT企业有限公司(即新加坡地铁公司)赞助

下，于2010年2月5日上午11时至下午7时，在丹戎巴葛购物坊举办“挥春”

活动，为公众人士书写新春祝语与年画，以增添春节的热闹气氛。

在这项活动停止后，更生美术研究会也以同样的形式(即书写新春贺词

与绘制年画)，在一个名为春到河畔的常年迎春活动中挥毫。

080403　2015文化部政务部长陈振泉挥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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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7日，新加坡总理公署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陈振

泉出席武吉宝美基层组织举办的“跳蚤市场与挥春”节目，并在现场挥写

春联送予居民们。

080404　大约十年前，南洋艺术学院在每年农历新年之后的一个拜六上午，

也在其学院举行“南艺挥春雅集”。邀请当地书家画家及书法爱好者参加。

由于拜六上午有事无法到场的，也可送上一、二件春联展卖，南艺将销售所

得拨入南艺发展基金。2017年(鸡年)的南艺挥春，将在2月4日(六)上午11时

在第一校舍林学大展览厅举行。

080405　2016总统府丙申年初二开放日挥春

2016年2月9日丙申年初二总统府新春开放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应邀

派出12人现场挥写春联，一方面增添节日气氛，一方面为“总统慈善挑战

基金”筹款。当天，前往总统府参观的公众人士约数万人，热闹非常。

下午四时一刻，新加坡总统陈庆炎徐美娟伉俪特到场观看各项节目，并

到书协柜台与书法家们拜年。

到场的12人为：陈声桂、何钰峰、林隆惠、白苏美、曾安慈、叶剑雄、

陈延杰、卢焯基、叶思博、王振钦、郭书明、苏金龙。

080406　2017总统府丙申年初二开放日挥春

2017年总统府开放日的时间订在1月29日(丁酉年初二)上午十时至下午

五时。应总统府之约，新加坡书协已将选派前往挥春的13人的芳名送呈。

他们是：陈声桂、何钰峰、高桂、郭书名、安春来、林铭法、叶思勃、黄

洁贞、陈丽贞、吴瑞梅、廖朝云、汪 芫真，及金弘。

2016年12月30日，新加
坡电视台导播梁碧瑶
(左八)到新加坡书法中
心拍摄农历新年特备节
目“祖孙同台挥春”。在
80岁的杨民献博士(左
七)与其三名孙子杨悍、
杨慨、杨天(左三、五、
六)一齐挥毫后，访问了
书法老师高桂(左二)。左
一为摄影师张庆良，左
四为杨民献千金杨米雪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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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于猴年大年初二(2016年2月9日)在总统府开放日挥春，当日四时一刻，新
加坡总统陈庆炎徐美娟伉俪专门到书协柜台拜年，并送上一对大桔！右三起为新加坡书法
家协会会长陈声桂教授、曾安慈、何钰峰、卢焯基、郭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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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9章

设立网站、出版书报作为号角
    

 0901  绪言

 0902  印发《新加坡书法报》

 0903  发刊《中华书艺》

 0904  设立书协网站

 0905 《书论十一辑》出版

 0906 《五十年书坛巡礼》问世

 0907  新加坡书法出版刊物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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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1  绪言
090101　新加坡书法的出版刊物，向来贫乏，在中国锁国时期，除不多的本

土出版物之外，主要依赖港台入口。港台之书刊，有的翻印自中国大陆，有

的翻印自韩日(特别是日本)，大多数字迹或图版模糊。

新加坡政府于1980年代初开始放宽人民访问中国，先是让团体出访或

整团出访，较后个别人士也可前往。1990年10月新加坡与中国建交，两国

人民与团体往返开始频密。

090102　中国书法家协会于1981年5月脱离中国美术家协会独立之后，伴

随中国于上世纪(20世纪)九十年代日渐发达，书法也遍地开花，从而也滋

润了新加坡的书坛。

090103　所以，新加坡自2000年后所出版的书法刊物，绝大部分以集体展

览特刊或个人书法专刊为主，较为特殊的是陈声桂将十一本书法理论专著

合为《书论十一辑》，及将其五十年书法文稿编为《五十年书坛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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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2  印发《新加坡书法报》
090201　1994年5月1日，新加坡书协开始印发《新加坡书法》，至2016年

10月1日，已印发了90期，寄发全球45个国家与地区及中国31个省市的书法

同道及书法组织。每期也上载书协网站：www.ccss.org.sg

《新加坡书法》由2015年12月1日第86期正名为《新加坡书法报》，

印量为每期3500份。 

090202 《新加坡书法报》的出版，主要是配合当时在组建中的“新加坡书

法中心” 的完成及中心落成后开展的活动。目前每年印4至5期，是全球书

法圈内最受热捧的报纸之一，不只报导新加坡当地的活动，也报导世界各

地书坛的重要事件，成了一部“书法史”。

090203　新加坡书法报由陈声桂主编，编辑是陈朝祥与林隆惠。

090204　在题为《世界书坛的纽带》的发刊词，书协会长陈声桂写道：

《新加坡书法》于1988年5月11日获得新加坡交通与新闻部常务秘书批

准出版。当时，是打算让它在当年年杪新加坡书协庆祝20周年期间，与世界

各地同道见面的。可是二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很多，二十周年活动项目结束后

书协又忙于筹备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及第一届国际书法大会等，于是出

版工作一延再延，一晃之间，便是六年了。

在这六年中，书协在人民协会总执行理事长李宗严先生的力助下，有了

一个贮藏室、一间会所，也办完了许多令人赞不绝口的活动，如第一届国际

书法交流大展、第一届国际书法大会、建国二十五周年书法公开大赛，以及

设立了新加坡书法研究院、杨启霖书法基金、陈景昭书法基金等等。

去年12月13日书协25周年期间，国家艺术理事会又决定拨出市区黄金

地段的一栋战前的独立式洋房，给书协建立“新加坡书法中心”。

展望书法在本地的前景，以及新加坡书协将来在国际书坛上扮演的积极

角色，《新加坡书法》的出版工作，已刻不容缓了。

我们期望，《新加坡书法》的出版，能使各地的同道，对新加坡书坛

有较为全面的认识；也希望借它的出版，可以与各地的书法组织、书法报

刊，建立起新的联系。

090205 《新加坡书法报》的印刷费及邮资均由书协负责，每期的印费与邮

资各为30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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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起，国家艺术理事会开始赞助《新加坡书法报》的部分出版经

费。

090206 《新加坡书法报》发行网遍及全球45个国家与地区：新加坡、中

国、日本、韩国、台湾、香港、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挪威、英国、

美国、加拿大、汶莱、泰国、巴西、法国、澳洲、德国、意大利、匈牙利、

纽西兰、印尼、柬埔寨、澳门、瑞士、秘鲁、危地马拉(中美洲)、蒙古、南

非、越南、比利时、奥地利、西班牙、丹麦、荷兰、智利、印度、爱尔兰、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色列、瑞典、沙地阿拉伯、图瓦鲁、克里巴等地。

090207　之前，书协于1970年6月15日发行《会讯》，多期后停刊。《会

讯》的内容，主要是报导书协会员的动态。当时，该刊主编陈声桂在发刊

词中说：“君自会里来，应知会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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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3  发刊《中华书艺》
090301　1988年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中心(二年后改称联络会)在新加坡成立

之后，新加坡书坛中兴之态势已成，社会有识之士，对书法之命运，逐渐

改观。

为开展正式宣传工作，书协得到时任新明日报总编辑吴元华的支持，在

该报编辑《中华书艺》专栏。

090302 《中华书艺》第一期于1989年11月10日(星期五)出版，《新明日

报》以全版刊登。书协会长陈声桂在其发刊词写道：

1988年12月在新加坡召开“国际书法家庭的建立与书法艺术的交流”

大会时，85岁的马来西亚书艺协会顾问黄石庵先生，与78岁的中国书法家

协会全国主席爱新觉罗·启功教授一呼一应，决定在新加坡设立“国际书

法发展联络中心”。这不但为今后书法艺术走向世界艺坛做了历史性的决

定，也确定了新加坡作为世界书法活动中心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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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各国书法会均表示他们已有了各自的喉舌，诸如日本每日书道会

有《每日书道》、中国书法家协会有《中国书法》、韩国东方研书会有《书

通》、香港中国书道协会有《书艺》(刊于《香港时报》)、马来西亚书艺协

会有《书艺》(刊于《南洋商报》)、(台湾)中国书法学会有《会讯》，唯独新

加坡书协只有影印的会讯；至于去年中向政府申请发行的《新加坡书法》，

因经费关系，目前还束之高阁。

新加坡既然被各地书法组织公推为书法艺术的联络与活动中心，今后，

收到世界各地书法活动的讯息一定越来越多。因此，向国人介绍世界各国书

法发展的动向、引导国人欣赏与了解书艺，以及将本地书家带上国际书坛，

便显得意义深长了。

我们深信《新明日报》对中华书艺的贡献，将一如李氏基金扶助新加

坡书法活动一样，载入世界的书法史册，和赢得世界各地书法同好、书法

组织的赞赏！

090303　初期《中华书艺》每月二期(二次)，每期整版，后改为半版，此后

改为四分之一版，以至今日的六分之一版。出版次数，也由每月二次改为每

月最后一个星期六。这主要是报章的用纸越来越贵、版位越来越少。难得的

是，从吴元华后之总编辑成汉通、杜南发、许仁好、潘正镭，无一人喊停，

所以刊行至今(2016年12月，共有325期，其中有几期因出版日期调动，错过

收集的时机，因此，至少可多估十期)。

090304　后来，书协每月(即每期)订购《新明日报.中华书艺》若干，发送

各国友人与兄弟组织，以及我国政治领袖、政府机关、同道等等。

《中华书艺》主要在反映中外的书法动态，并以新加坡之活动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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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4  设立书协网站
090401　作为新加坡书坛的领军及旗舰，新加坡书协于2011年1月1日开

设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网站，以向世界及本地书坛汇报中外之书法活动、书

法发展。

该网站揭示“述而不作”的孔子学说，即网站只负责报导及陈述，对于

书法圈中的拉杂或是非事件，不予多言。

090402　会长陈声桂在献词写道：

本会崭新的网页将面向全球。之前的43年，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一直以

电子媒体及平面媒体作为宣传平台。现在世界科技如此先进，我们也只好

增加网页作为另一平台。

新加坡书协是一个志愿性的团体，理事与会员都有自己的业务、家庭、

朋友等等，他们平日要为生活奔波、要为个人的职业前途拼搏、要为亲朋好

友支援，时间不只宝贵，也极为有限。所以，我们能够将这网页做到什么阶

段，作出什么水平，只能用“有一份热发一份光”了！

任何国家与社会都一样，林子大了，鸟儿便多了，噪音也大了。读者们

应该知道，羊城书法家协会不会等于广州书法家协会；申城书协不会等于上

海书协。所以，用岛屿狮城新城作会名都无济于事，因为聪明的读者，会自

己判断其份量与身价。

顺笔一提的是，现在的一些所谓的国际性组织，其实从法律的角度来

看，不少是非法的。我们的高等法院前年在一宗案件的公开审讯中，确认

新加坡并无所谓的兰亭书会、国际书法联盟、国际书法促进联盟、国际书

法家协会一类的组织，易言之，这些均是幽灵来的(至于所谓“世界书法家

协会”，更是百分之百的商业公司)。

我们希望读者会认真看看我们40周年的特刊。有人说，一张图片胜过千

言万语，你们可以从中认识新加坡书坛的全貌。如果再有时间，可以看看我

们会长个人的书法集552面，还有我们的《新加坡书法》、(每月的) 《中华

书艺》等等，这样，读者们对新加坡书坛便不会陌生了。

这个网页将如孔子“述而不作”一样，只是呈献图文向世界同道汇报，

至于在网页上辩论或者上帖，我们没兴趣，也没时间与精力跟进，希望博雅

君子，海涵体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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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5 《书论十一辑》出版
090501　新加坡的书法组织或个别书家出版的理论书刊不多，早年以老书

法家张瘦石的《瘦石论书》及黄 吾的《白云红树馆书法选辑》的论书文

字称著。

090502　过后，书协会长陈声桂于2012年11月19日，将其先后出版的书法

理论11本合为《书论十一辑》发行，时间从1969年至2012年，跨越了近半

个世纪，这十一辑为：《泛论钢笔书法》、《书法研究的新领域》、《中华书法讲

话》、《硬笔书法在本地的发展及其前景》、《汉碑十六讲》、《书法漫谈》、《中国

书坛的怪现象》、《海外书法艺术的座标》、《东方书法钤印与西方设计标记的异

同》、《楹联书法题款八式》、《如何补救书法创作中的瑕疵》。

090503　在厚512面的《书论十一辑》后记，陈君写道：

四十三年来，我一共写了十一本书。其中六本已经编印成册，另二本不

知何故未印出来，还有三本最近才写完。

这十一本是：

1. 《泛论钢笔书法》1969(1985年12月17日出版)

2. 《书法研究的新领域》1973(1985年12月30日出版)

3. 《中华书法讲话》1976(1977年1月初版，1981年9月再版，1985 

  年5月三版)

4. 《硬笔书法在本地的发展及其前景》1978(1978年9月2日完  

  稿，1986年3月13日出版)

5. 《汉碑十六讲》1979(1985年12月15日出版)

6. 《书法漫谈》1981(1984年12月12日出版)

7. 《中国书坛的怪现象》1990(1990年5月31日定稿)

8. 《海外书法艺术的座标》2005(2005年9月1日定稿)

9. 《东方书法钤印与西方设计标记的异同》2010(2011年5月20日定稿)    

10. 《楹联书法题款八式》2010(2011年10月19日定稿)

11. 《如何补救书法创作中的瑕疵》2011(2012年6月16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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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十一本书，约有四个因素：一、当时的中国是个闭塞的社会，实行

锁国政策，在新加坡，几乎没有机会见到中国的书法刊物，即使港、台、澳

三地的书法刊物，当时也如凤毛麟角。因此，为了教学，也为了宣扬，我完

成了这些论著。二、由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书坛冷寂，一如沙漠，作为

书坛主流的新加坡书协，我们得发出呼声。三、新型书法工具(硬笔),应运而

生，不能视而不见。四、为总结个人的读书、教学，及研究所得。

去年，在国家艺术理事会开会时，他们希望我早点编写新加坡书法史。

我认为，我过去出版的书法理论专集及个人发表的书法论文，也是书法史的

一部分。所以，决定先把这十一本编成一本合集，并积极编辑个人的书法论

文成为另一本专集。

前七本书与后四本书之间相隔了二十二年，这段时间我为什么没有什么

专文发表呢？主要是因为中国已对外开放，书法队伍越来越庞大；书法理论

刊物，有如雨后春笋，遍布各地。其次，在这二十二年，中国各省市书协与

新加坡书协的双边交流频繁，新加坡书协会务繁重。第三，国际书法发展联

络会设在新加坡，全球书法组织之间的交流工作，无日无之。

现在再谈一下这十一本书。

排序第一的《泛论钢笔书法》虽说是1985年出版的，其实是在1969年完

稿，而于1972年1月在师资训练学院(同年中改名为新加坡教育学院)书法研究

会分两次讲完的讲词。1973年8月我回母校工作；次年，应庄为琅校长之约，

将全文修饰了发表在《中正中学分校1974年毕业特刊》上。第八篇《海外书

法艺术的座标》是于2005年9月9日上午在中国上海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

院主办的“全球化与中华文化的传播、交流”国际论坛上的讲词。第十一篇

《如何补救书法创作中的瑕疵》是我在2012年6月16日的一次公开演讲时的

讲词。时间刚好是相差了四十三年。毛泽东先生《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写道：“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岁月真是无情！

《中华书法讲话》是作于1976年的4月。当时教育部的华文专科视学组

主任、后来的国家文化奖章(文学)得主周国灿先生，邀请我去为全国中学华

文老师进修班讲课。我负责三讲九小时的书法课，谢泽文先生负责同样时段

的简体字课，共有九十多人参加，在南洋女中讲堂上课。谢泽文先生当时是

周先生的副手，后来担任新加坡教育部考试署副署长、文学与语文署副署

长，及德明政府中学校长。1976年杪，我的老朋友、友联书局总经理周立

良先生，善意的劝请我将此讲稿刊印成书，我如命照办。后来，它在1981

年及85年两次再版，共印了三千册。在华文教育奄奄一息的那几年，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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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罄了三千本，主要是因为当时新加坡的书法刊物真的是如凤毛麟角；而

且，它以提纲的哲学思维方式书写，较容易被读者们接受。

这十一本书中，最多人读过的恐怕就是《书法漫谈》了。它是在新加

坡建屋发展局的机关报《家》上发表的。《家》每两个月出刊一期，一共

刊了八期，时长十八个月。那时，新加坡有70%的人居住在政府组屋，他

们都有这本免费的双月刊。由于深入普罗大众的生活之中，这无形中也大

大提升了我的名气！ 

至于《中国书坛的怪现象》，是我们于1983年去中国访问28天后回来

的有感之作。在八十年代，中国书坛刚刚复苏，便似乎失去了方向，不知

道是要学日本，还是要学传统，于是大家为求出位，把书坛弄得乱七八糟。

所以有人说，中国文化大革命后的十年，也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中

国书坛，是茫然的！中国书协成立于1981年，而其开始起飞应该是在1985

年之后。那时，中国书坛的老前辈已几乎凋零殆尽，中生代应运而生，这

样，龙蛇混杂的局面是难免的！这篇文章，正好记录了当时中国书坛的面

目。发表之后，台湾报刊先行转载，马来西亚及欧美中文报刊随之，热闹

了整整一年！

另外两篇可与《泛论钢笔书法》衔接的就是《书法研究的新领域》和《硬

笔书法在本地的发展及其前景》。我们可以从文章中看出，新加坡的硬笔书法

艺术发展，比中国在九十年代后搞得红红火火的学习硬笔书法，早了整整十

年！新加坡书协在1980年决定举办书法年展后，不到四年，硬笔书法便被束

之高阁；而近十年中国的硬笔书法的命运，也与新加坡颇为相似。读这三篇

文章，可以窥见两地的书法发展，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就是说，在书法还没

有普及的情况下，硬笔也扮演了它的重要角色！

把这十一本结集是我早有的念头，敝帚自珍，更何况，它们都是历史

留下的脚印，记录了新加坡书坛这四十年来的曲折与沧桑！今日新加坡的

书坛已经从沙漠走向绿洲了，人们的怀旧情操已经不像我们这一代人那么

强烈了。但历史终归历史。正因为是历史，被保留了下来的这十一本书，

便有其价值了！

出版这十一本书合集之前，几经推敲，决定仿照清朝康有为的《广艺舟

双楫》的命名，称它为《书论十一辑》。

我要感谢本合集的主编高桂这一年来付出的辛劳；我也感谢项翔栩小姐

打完另外三本书的文字，以及陈朝祥先生协助我搜集的很多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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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此，我也特别感谢国家艺术理事会与李氏基金支持《书论十一辑》

的出版，尤其感谢李氏基金副主席李成智博士！李博士与其长兄成义博士

一样，三十多年来，对我诸多顾爱，这次他慨助了本书的全部出版费用，

山高水长，令人永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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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6 《五十年书坛巡礼》问世
090601　陈声桂也于2015年10月6日出版厚达924面的《书坛五十年巡礼》。

陈声桂透露，触发编辑这本书的主因是几年前艺术部门的官员希望在他

退休之前，可以把当地的书法史料保留下来。因此，他应承编写一本新加坡

书法史；在他撰写书法史的过程，他发现无可避免地要引述到过去自己主持

过的节目或发表过的言辞，因此，只好先行整理过去50年的文稿。

090602　这本《书坛五十年巡礼》，收集了300篇陈氏过去所写过或讲过的

文字，时间从1967年开始。书中涵盖三个主要部分：1)书法从一门华人重视

的艺术，因为语文环境的变迁而逐渐衰败，以及笔墨纸砚难找、裱店枯萎，

到今天从沙漠走向绿洲，各族以写书法为乐；而与书法相关的行业，不管是

裱店、书店、文房用品店，甚至是画廊，都欣欣向荣。2)他为新加坡这小红

点在世界书坛上留辉，共有27个国家参加的“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在新加

坡成立；之前，他主持设在新加坡的“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19年，促成书

法的奥林匹克——“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在新加坡举行，至今这大展

已在各国举行了十一届。3)1980年为新加坡引进各国书法，至今36年，从日

本、中国、台湾、马来西亚、香港、韩国，以至汶莱、英国、意大利、巴西

等等，打开国人的眼界。

090603　陈声桂于1965年正式拜师习书，迄今50年。他于1956年受到启

蒙，1967年杪组建新加坡书法家协会。除了其中三年在大学念书，他一直

当选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至今，领导着新加坡书坛从沙漠走向绿洲。中

外文化艺术界都给陈教授高度的肯定与崇高的认可，公推他是新加坡书法

的最大推手。1992年，他获得印尼亚细安个人成就奖AAA、2002年他获得

德国国际万宝龙艺术大奖、2014年他获得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华之光奖”

等，均使新加坡增光。

陈先生在1993年筹款135万元建立新加坡书法中心，2004年9月组建新

加坡老年书法大学，都是书法界所津津乐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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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7  新加坡书法出版刊物一览
新加坡出版的书法刊物，不论个人集体、不论理论技法、不论本地外

地，均以年份为序列下，无法查明或无法确定年份的附后。

1. 《陈景昭艺文遗集》(1972/新加坡书协)

2.  陈景昭楷书字帖《归去来辞》(1974年/新加坡书协)

3. 《陈景昭金石书画集》(1976/新加坡书协)

4.  陈景昭楷书字帖《正气歌》(1976/新加坡书协)

5.  陈声桂编著《中华书法讲话》(再版、三版)(1977/新加坡书协)

6.  黄 吾教授《白云红树馆书法选辑(第二集)》(1978/新加坡书协)

7. 《遐翁书画集》(1978/新加坡书协)

8. 《中华书学研究会10周年纪念书展特刊》(1978/新加坡书协)

9. 《全国硬笔书法展览会》(1978/新加坡书协)

10. 《第二届全国硬笔书法展览会》(1979/新加坡书协)

11. 《新加坡硬笔书法选辑》(1980/新加坡书协)

12. 《日本春秋书院书法选辑》(1980/新加坡书协)

13. 《黄国良书法选辑》(1980/新加坡书协)

14. 《颜绿翰墨集》(1980/新加坡书协)

15. 《潘受行书南园诗册》(1980/新加坡书协、国家博物院)

16. 《王瑞璧翰墨集》(1981/新加坡书协)

17. 《新加坡书法选辑》(1981/新加坡书协)

18. 《日本国际书道文化交流协会书法选集》(1981/新加坡书协)

19. 《陈之初书法 (二集)》(1982/新加坡书协)

20.   黄 吾教授《白云红树馆文钞》(1982/新加坡书协)

21. 《日新书法交流展》(即新日书法交流展)(1982/新加坡书协、日

本每日书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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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潘受墨迹》(再版)(1983/新加坡书协)

23. 《王瑞璧指墨》(1983/新加坡书协)

24. 《潘受近书三迹》(再版)(1983/新加坡书协)

25. 《颜绿遗墨》(1983/新加坡书协)

26. 《人浩书画》(1984/新加坡书协)

27. 《新韩书法交流展》(1984/新加坡书协)

28. 《新台书法交流展》(1984/新加坡书协)

29. 《新加坡书法选集》(1984/新加坡书协)

30. 《新中书法交流展》(再版)(1984/新加坡书协)

31.   陈声桂编著《书法漫谈》(1984/新加坡书协)

32. 《王瑞璧笔艺》(1985/新加坡书协)

33.   陈声桂编著《汉碑十六讲》(1985/新加坡书协)

34.   陈声桂编著《书法研究的新领域》(1985/新加坡书协)

35. 《新马书法交流展》(1985/新加坡书协)

36. 《黄石庵墨迹》(1986/新加坡书协)

37. 《第一届朝花书法展》(1986/新加坡书协)

38. 《第二次中国新加坡书法交流展览》(1986/新加坡书协)

39. 《穗新书法交流展》(1986/新加坡书协)

40. 《新港书法交流展》(1986/新加坡书协)

41. 《陈声桂书法》(第二次个展)(1987/新加坡书协)

42. 《儒家思想与石公书法》(1988/新加坡书协)

43. 《王瑞璧指墨二集》(1988/新加坡书协)

44. 《新加坡中华书学协会二十年》(1988/新加坡书协)

45. 《周志高书法》(1989/新加坡书协)

46. 《秦 生秦燃欧广勇书画作品选集》(1989/新加坡书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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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日本现代书法艺术新加坡展》(1989/新加坡书协)

48. 《第一届全国妇女书法展》(1990/新加坡书协)

49. 《1990年全国青少年书法展》(1990/新加坡书协)

50. 《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1990/新加坡书协)

51. 《费新我八八书迹》(1991/新加坡书协)

52. 《新加坡吉林书法交流展》(1991/新加坡书协)

53. 《新加坡黑龙江书法交流展》(1992/新加坡书协)

54. 《王瑞璧九十书艺》(1993/新加坡书协)

55. 《周纯端画展》(1993/新加坡书协)

56. 《新加坡浙江书法交流展》(1993/新加坡书协)

57. 《日本刻字展》(1993/新加坡书协)

58. 《新加坡河南书法交流展》(1994/新加坡书协)

59. 《曾守荫书法集》(1994)

60. 《新加坡内蒙古书法交流展》(1995/新加坡书协)

61. 《王瑞璧九三书艺》(1996/新加坡书协)

62. 《新加坡安徽书法交流展》(1996/新加坡书协)

63. 《中国当代百家妇女书法展》(1996/新加坡书协)

64. 《陈启汉书法集》(1997/新加坡书协)

65. 《周金标书法集》(1997/新加坡书协)

66. 《第三次新中书法交流展》(1997/新加坡书协)

67.   吴得先《守琴轩书法集》(1997年/吴 )

68. 《徐祖 书法集》(1998/新加坡书协)

69.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三十年》(1998/新加坡书协)

70. 《陈启汉反体书法集》(1999/新加坡书协)

71.    吴得先《守琴轩书法集》(续集)(1999/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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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吴得先《守琴轩墨迹》(1999/吴 )

73. 《潘受书法全集》(平装/精装)(2000/新加坡书协)

74. 《黄寿松书法集》(2000/新加坡书协)

75. 《陈景昭楷书归去来辞》(二版)(2000/新加坡书协)

76. 《陈景昭楷书正气歌》(二版)(2000/新加坡书协)

77. 《遐 先生楷书真 》(《广东省得名》)(2000/新加坡书协)

78. 《第二届全国妇女书法展》(2000/新加坡书协)

79. 《新加坡云南书法交流展》(2011/新加坡书协)

80.   吴得先《守琴轩篆刻集》(2001/吴 )

81. 《2001年新加坡硬笔书法选辑》(2001/新加坡书协)

82. 《徐祖 书法集》(第二辑)(2002/新加坡书协)

83. 《潘受三帖》(2004/新加坡书协)

84. 《张九桓书法集》(2004/新加坡书协)

85. 《第三次新韩书法交流展》(2004/新加坡书协)

86. 《新加坡湖北书法交流展》(2004/新加坡书协)

87. 《新加坡书协赴巴黎书法展》(2005/新加坡书协)

88. 《第七届国际书法交流新加坡大展》(2006/新加坡书协)

89. 《新加坡书协第一届国际书法大赛》(2007/新加坡书协)

90.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一届毕业特刊》(2007/新加坡书大)

91.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二届毕业特刊》(2008/新加坡书大)

92.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四十年》(2008/新加坡书协)

93.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三届毕业特刊》(2009/新加坡书大)

94. 《陈声桂书法》(第三次个展/平装)(2010/新加坡书协)

95. 《陈声桂书法》(第三次个展/珍藏本,含图片)(2010/新加坡书协)

96. 《第一届全国毛笔与硬笔书法大赛》(2010/新加坡书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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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四届毕业特刊》(2010/新加坡书大)

98. 《第二届全国毛笔与硬笔书法大赛》(2011/新加坡书协)

99.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五届毕业特刊》(2011/新加坡书大)

100.   陈声桂著《书论十一辑》(2012/新加坡书协)

101. 《第三届全国毛笔与硬笔书法大赛》(2012/新加坡书协)

102.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六届毕业特刊》(2012/新加坡书大)

103. 《第四届全国毛笔与硬笔书法大赛》(2013/新加坡书协)

104.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七届毕业特刊》(2013/新加坡书大)

105. 《新加坡文化奖章三家作品展》(2013/新加坡书协)

106. 《林炳文诗词集》(2014/新加坡书协)

107. 《第五届全国毛笔与硬笔书法大赛》(2014/新加坡书协)

108.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八届毕业特刊》(2014/新加坡书大)

109.   许允之《郑文公碑》(2015/新加坡书协)

110. 《潘受书法新集》(2015/新加坡书协)

111. 《第六届全国毛笔与硬笔书法大赛》(2015/新加坡书协)

112.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九届毕业特刊》(2015/新加坡书大)

113.   陈声桂著《五十年书坛巡礼》(2015/新加坡书协)

114. 《第七届全国毛笔与硬笔书法大赛》(2016/新加坡书协)

115.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十届毕业特刊》(2016/新加坡书大)

116. 《中华书艺》(新明日报专栏)第1期至325期(1989至2016/新加坡 

  书协)

117. 《新加坡书法报》第1期至90期(1994至2016/新加坡书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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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新加坡开展国际书法交流
与催生国际书法组织成立

   

1001  序言

1002  1980日本春秋书院来展

1003  1981国际书法联合展

1004  新加坡与日台韩中马港六国/地代表性书会先

办交流展        

1005  新加坡与中国各省市书协联办交流展(含双向

展)

1006  1990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新加坡大展

1007  历次(10次)国际书法交流大展一览

1008  2006第七届国际书法交流新加坡大展

1009  2011组建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

1010  新加坡与各国/地个人展/团体联展/其他

1011  参加历届 “国际书法交流大展”新加坡书家

名册

1012  “新加坡书协国际友谊金奖章”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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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  序言
100101　在书法及华文教育极为低沉的七十年代末期至八十年代中期，新

加坡书协揭示了“走出去，请进来”的工作方针。

1980年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有意识地在新加坡引进日本书法，是新

加坡书坛从此走进国际书坛的一个开端。

100102　这一套“请进来”的措施，令新加坡书艺的发展活动活泼多姿！

新加坡书协先于1980年引进有五万个会员的日本春秋书院前来办展及访问。

100103　此后，新加坡书协几乎每年都介绍至少两个国外书法组织在新加

坡公展。新加坡书协与日本每日书道会、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国际书法

艺术联合韩国本部(之前为东方研书会)、中国书法家协会、马来西亚书艺协

会、香港中国书道协会、澳大利亚书法协会、菲律宾中华书法学会、澳门书

法家协会、美洲中华书法学会、巴西中华书法学会、文莱中华书画协会、泰

国泰华书法家协会(之前为泰国盆景书画协会)等全部挂钩，在新加坡举行了

新日书法交流展、新台书法交流展、新韩书法交流展、新中书法交流展、新

马书法交流展、新港书法交流展、新澳(澳大利亚)书法交流展、新印书法交

流展等，并且出版了专刊，以及与韩港日马四地书法会结为姊妹会。

100104　新加坡书协不但于1981年联办了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二届国际书法

联合展，也参加了以后各届(即3、4、5、6共四届)的国际书法联合展，及

各地的国际书法展。

100105　新加坡书协也派团到台、日、港、中、马、韩、澳(门)、文(莱)、

法、印(尼)、泰等国出席会议及访问。这些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书坛盛事。

100106　新加坡书协也参加了韩国的一些活动，到金海、首尔、醴泉郡(庆

尚北道)、麟蹄郡(江原道)去。他们也到日本的东京、大阪、京都，到澳门，

到香港，到越南胡志明市，到印尼的雅加达等国家和地区。可以说，新加坡

书协在开展国际书法交流与书法网络等方面，做得相当成功。

100107　毛笔书艺源头来自中国，加强与中国书艺团体的联系，以为借镜，

可取事半功倍的效益。1983年，新加坡书协特组织26人团访问中国十大城

市(上海、屯溪、杭州、苏州、南京、武汉、西安、洛阳、北京、广州)。

100108　1984年，新加坡书协举办新中书法交流展，为新加坡书艺的发展

掀开新的一章。这次书展，也带动了文房用品的展销及字帖、理论书籍的

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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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新加坡书协再次组团18人访问中国。1989、1992，及1995

年，第3、4、5次组大团北上中州。他如会员三五人组团去中国的次数也

颇多。

1991年，新加坡书协开始筹办与中国各个省份的书法交流展，后来扩

大至市级书法交流展。一年一个，或两个，或三个，至2006年，超过中国

一半的省、直辖市及其他地级市的书协来过。

100109　新加坡书协也在1981年举办新日书画交流展，1982年举办日新

书法交流展(同时参加国际书道文化交流协会主办的“国际书道展”)，书协

1983年举办日本书画交流展，1984年举办日本书法交流展，1985年举办台

湾青年书法竞赛入选展，1987年举办日本穗真书法展，1989年举办日本现

代书法艺术新加坡展、马来西亚全国华文书法比赛优胜作品展，1992年举

办日本刻字展、中国硬笔书法家作品展，1995年举办中国硬笔作品展、马

来西亚当代百家书法展、中国西安金石拓片展、江苏寒山88家书法展、中

国中央电视台第三届中国书法篆刻优胜作品展，及中国当代百家妇女书法

展等等，均可记入史册。

1002  1980日本春秋书院来展
100201　拥有5万名成员的日本春秋书院，于1980年9月19日南下举办其会

员书法展，并出版书法专刊。春秋书院书法展，掀开了书协引进各国书法展

的序幕，为当地书法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100202　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在《日本春秋书院书法选集》撰写《引进

国外书法第一响》一文，他写道：

大和民族与中华民族是同种同文的。因此，新加坡作为一个华族后裔

群集的地方，在文化上，有许多是可以与日本交流探讨的。书法艺术便是

其一。

日本的书法，其源于中国。可是日本人却推波助澜，发扬光大，有青出

于蓝而胜于蓝之势。难怪不久前，日本的书道团在访问台湾后，发出豪语：

再过几十年，中国人要学书法，恐怕要到日本去。

文化艺术是不分畛域的，日人西至中国，或汉人东至日本，都没有什

么不可，原因是学无先后，达者为师，任何有文化修养的人，都可以接受

别人的雨露滋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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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目前正积极向日本学习工艺技术方面的知识。在文化艺术方面，

更有需做进一步的研究与联系，所以，这次日本书法南来，尽管是第一次，

但我们相信这并不是终结，而是一个起点。今后，我们希望日本的书法随时

会到这儿展览、日本的书家随时会到这儿访问。我们也希望，有朝一日，

我们有机会将书法带到日本去，让那儿的同道品评、与那儿的同道切磋。

艺术是一种共同语言，这句话一点也没错。尽管我们之中有许多人不

谙日语，可是日本的书法，或如水如云，或如林如鼎，我们还是可以尽情

欣赏，尽情玩味的。

这册选辑，收集了春秋书院旅新书展的部分佳作，足以让国人从一斑而

窥全豹，进至了解日本书坛的情况，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愿日、新的书法联系与交流，随日月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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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9月19日，
由新加坡书法家协
会、新日文化协会
联办的“日本春秋
书院书法展”于新
加坡国家博物院
画廊举行。左起书
协会长陈声桂、国
家博物院院长许亮
贤、书协顾问潘受、
新加坡艺术理事会
(即今新加坡艺术
总会)财政陈笃山、
日本春秋书院院长
大日方鸿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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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  1981国际书法联合展
100301　1981年在香港中国书道协会会长凌云超的帮助下，新加坡书协在

新加坡和中华美术研究会联合举办第二届国际书法联合展。

这联合展一共举办了六届，第一届在香港(1980年)，由香港中国书道

协会主办；第二届在新加坡(1981年)。第三届在韩国，由东方研书会主办

(1982年)；第四届在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当时没有书法组织，所以交

给马来西亚马华公会属下的马来西亚文化协会举办(1983年)；第五届在日

本，由东京都书道连盟举办(1984年)；第六届在中华台北，由中国书法学

会举办(1986年)。

100302　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二届国际书法联合展，于1981年6月11日在国

家博物院开幕，主宾是文化部政务部长邝摄治，当时港、马都有书家前来

观礼与交流。

国际书法联合展的作品，是凌先生以个人的关系去征集的。凌先生先是

从香港跑到印尼去做生意，后来在印尼发迹，他也是新加坡的永久居民。凌

氏是亲台的，所以他在台湾拜张大千做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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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03　这个联展的参展者来自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日本、

台湾，还有印尼、菲律宾、澳门等，作品多由当地某一、二位人士征集，

所以没有什么代表性。

可以说，这联合展是新加坡书协1980年举办日本春秋书院书法展的后续

节目，在那两年，日本的书法组织陆续前来举办了五、六个活动。

100304　第四届国际书法联合展于1983年12月23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

时，新加坡书协会长特组团前往，香港中国书协理事长梁钧庸也到会。陈声

桂会长做了一场公开演讲——行书漫谈。

100305　第五届于1984年8月22日在日本东京银座隆重举行，日本小野田

雪堂、新加坡陈声桂、韩国金膺显、香港梁钧庸都有到会。

100306　在京都书道连盟办完第五届之后，停了一年，1986年台湾中国书

法学会在台北国立博物馆举行第六届。此后这个联合展便无疾而终了。其中

最重要的原因是：从香港、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台湾至日本，全部办

展开销均由凌氏报效，凌氏一走(去世)，便没人接得起了。

100307 　 国际书法联合展的出台，正值新加坡书坛最低潮的时候，有这个

书法展，让新加坡人了解，在国际上，除了中国、日本、马来西亚、台湾、

韩国、菲律宾外，还有很多国家有人在书写汉字，这多鼓舞人心啊！与此同

时，新加坡书协打开了书法的天窗，取得了和台湾、韩国等地联络的线索，

并且对香港、澳门的书坛也掌握了一些宝贵的资料，为新加坡书协以及其会

长陈声桂开展国际书法交流，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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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  新加坡与日台韩中马港六国/地代表性书会先

办交流展
              (陈声桂按：那时菲、印写字的人屈指可数，难有作为)

100401　1982新日书法交流展(原用日新，后为与这之后的各项交流展名称

统一，改用“新日”)

10040101　1982年9月2日，新加坡书协与日本书坛第一大会——每日书道

会联办“新日书法交流展”(原称“日新书法交流展”)，是近年书坛的一大

盛会，日本每日书道会旗下十三位极富盛名的书法家，提供51件作品，送至

新加坡，与书协成员的作品一起公展。同时，每日新闻社常务董事永田忠章

亲自出马，领导参展书家青山杉雨、村上三岛、梅舒适、上条信山、木村知

石，及殿村蓝田组团南下雅集，期间掀起的波澜，至今仍历历在目。展览会

于国家博物院举行，由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李炯才揭幕。

这13人，有12人出品四件，一个出品三件，一共51件。由于作品的水

平颇高、装潢清淡高雅，所以，展览期间，风靡了整个星洲文化艺术界，

展前展后佳评如潮。从此，新加坡书协和每日书道会也正式建立起兄弟般

的友谊。

10040102　早在1982年，新加坡书协与每日书道会便联络上了。1981年，

南洋商报执行编辑林品找上新加坡书协的门说，日本每日新闻社属下每日书

道会有意组团南来办展！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欣然应允力促其成。

《每日新闻》是日本第三大报，日销420万份，名列《读卖新闻》、 

《朝日新闻》之后，《每日》每天卖出的报纸，超过了新加坡公民的人口。

10040103　书协会长陈声桂在展览专刊撰写《开启向日人学习的另一天

窗》一文：   

日本每日书道会十三位名书家的五十一件佳构南来新加坡展览、二十

人书法访问团南来新加坡访问、“新日书法交流展”特刊在新加坡发行，

是新加坡书坛的盛事。

每日书道会是日本声誉颇隆的一个书法组织，先后在美国、西班牙、巴

西、法国、意大利等地举行书展，佳评如湖，这次选择新加坡作为东南亚书

法交流的第一站，对当地书法活动的巨大冲击，以及对当地书法工作者的深

远影响，是可以预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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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目前正积极向东方学习。我们耳濡目染许多日本先进的技术，与

最新的发明，也看到大家从经济、科技、人际关系各方面积极向日本学习与

讨教。今年初，全国生产力局更在各个领域展开品质管理圈(QCC)活动，使

生活在1982年的新加坡人民，对日本人的一切，更加的熟悉。

令人感憾的是，许多人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对日本枝壮叶茂的文化，甚

少介绍，尤其是对日本文化中最大支柱之一的书法，更无提及。

新日书法交流展的举行，正好使我们开启另一面向日本人学习的天窗，

希望藉此机会使人了解，没有坚强的文化堡垒，经济的建设与发展，是国家

社会中营养失调的孩子。

我们很高兴看到日本书坛祭酒青山杉雨，及其他日本书界名宿的大作

与本地书家集合在一起展览。未来，相信我们二会的书法交流工作，将做

得更加积极！更加出色！

100402　1983新台书法交流展

10040201　1983年9月7日至11日，新加坡书协与台湾中国书法学会于新

加坡国家博物院举行新台书法交流展。书展由环境发展部兼交通部部长王

邦文揭幕，台湾驻新商务代表胡 也到会。台湾中国书法学会一共提供了

50件书作。

10040202　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在《新台书法交流展》专刊写下《台湾

老中青书家全貌》的献词：

新台书法交流展由1983年9月7日至11日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院画廊举行，

各方佳评如潮。原因是，台湾与新加坡书法发展的轨迹与方向是一致的；而

台湾书法家的笔势、笔法及笔意，我们也易于体会。

书展的成功举行，标志着我们与书法发源地——中原的接触已日渐靠

近。这与过去我们只能单凭书刊上的图照，或一二书家前来举行展览提供的

零星断片揣测，不可相提并论。我们不但从这次的交流展上看到台湾老中青

书家的全貌，也从会上感受到中华民族艺术的博大精湛与出神入化。这对今

后本地书艺的推动，是大有帮助的。

书法展的举行，也进一步促进了我们与台湾的书法代表组织——中国书

法学会的联系。来年，我们期待有更多的书法交流展举行、更多的书法刊物

流通，使书法大家庭，更有生气、更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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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了，我要特别感谢促成这一书展的熊光华先生与张炳煌先生，也特别

感谢台湾驻新商务代表胡 先生拨冗到场指导。

100403　1984新韩书法交流展

10040301　1984年8月3日，新加坡书协与韩国东方研书会联办新韩书法

交流展，于新加坡大会堂举行开幕典礼，国防部高级政务次长潘 厘为盛

会揭幕。到会的还有书协名誉顾问、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内定驻日韩

全权大使李炯才，及韩国会长金膺显及其团员们。新韩书法交流展共举行6

天，至9日结束。

10040302　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为《新韩书法交流展》专刊撰写了《新

韩书家交往掀开新页》，并以此作为新韩书法交流展开幕之演词：

韩国书法家访问团一行十二人，在韩国东方研书会兼韩国篆刻学会会长

金膺显先生及理事长金瑞凤教授率领下，于前天(1日)抵步。今天，韩国东方

研书会与本会联办“新韩书法交流展”，并与本会缔结为姐妹会。

东方研书会拥有会员5710名，是韩国三个主要书会中，会员最多的一

个，这次经港来新举行这富有历史意义的展览会，是值得本地爱好中华书

艺的人士称道的。过去，我们也举行过“新日书法交流展”、“国际书法

联合展”，及“新台书法交流展”，让本地书坛人士，就便比较各自的优

劣短长，收“他山之玉，可以攻错”之效。

近年来，由于新加坡书协的推波助澜，新加坡已成了各地书法组织及

书法家在东南亚活动的中点，我们先后与香港中国书道协会、日本每日书

道会结为姐妹会，并与中国与台湾书法领导团体时有往还，这次与韩国缔

盟之后，大概整个书法家庭联系已全部完成。这是可以告慰十五年来支持

我们发展的许多机构与人士的。

韩国的书法艺术，基本上与港、台、新、马是一路的，意即他们以汉字

作书，以汉字表达民族的精神。

我们在学校语文源流即将统一、汉字学习被普遍忽略的今日，看到远方

客人，以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文字、工具、方法表达中华书艺，并且传播中华

书艺，内心到底是羞愧？还是爱慕呢？

“新韩书法交流展”由今天(3日)举行至9日，期长一周，共展出韩国

四十八位书家的六十八件作品及新加坡二十六位书家的二十六件作品，琳

琅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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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谨祝“新韩书法交流展”成功，新韩二地人民的友谊长青。

末了，我借此机会感谢李氏基金拨款7600元，赞助这回书展；并向热

爱华族文化的国防部高级政务次长潘 厘先生致谢。

100404　1984新中书法交流展

10040401　1984年12月12日，新加坡书协与中国书法家协会(全国总会)联

办的“新中书法交流展”，在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终于顺利地在国家博

物院开幕，并连续举行一周。这是新加坡书法发展史上的分水岭，是所有

热爱中华书艺的人士最感兴奋与快慰的事。环境发展部长王邦文为盛会揭

幕，并致欢迎词。由中国书法家协会选派的四人代表团(团长朱丹在来新前

不慎跌倒，在医院留医)，在常务理事沈鹏率领下莅新访问一周，并参加一

系列的书法活动(另二位为夏湘平、张荣生)。

10040402 书协会长以《新加坡书坛的分水岭》一文作为《新中书法交流

展》献词：

1980年，可以说是新加坡书坛的分水岭。

这一年，成立了十一年的新加坡中华书学协会(即今新加坡书法家协

会)，开始为国外书法团体举办集展，有组织、有计划地介绍外国高水平的

书法作品在本地公开展出。

先是1980年的日本春秋书院书法展，依次是1981年的第二届国际书法

联展、新日书画交流展，1982年的新日书法交流展，1983年的新台书法交

流展、日本书画展，及今年的新韩书法交流展、日本书法展、新中书法交

流展。

新中书法交流展的举行，及中国书法代表团的南来，可以说是新加坡

书协进行的一连串国际高水平书展的巅峰。新加坡的书法爱好者，在观摩

了港、日、台、韩这四个书法家庭的一流书家的一流作品后，现在有机会

见到书法的发源地——中国的一流书家的真迹，这是我们对这一书展十二

分重视的主因。

过去一段漫长的时间，我们对中国书坛的状况，及书法的水平，一直

止于纸上的资料及图照的认识，即使与个别书家稍有往来，所知也非常有

限，这种种的因素，都是我们不畏艰辛与困扰，决心办成这个书展的动力。

近年未，由于新中人民的友好访问日渐增加，关系密切，本会乃于去年

(1983年)组织书法访问团往中国访问。一则完成这么多年来的心愿，二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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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了解经过多年政治变迁后的中国书坛动态。

新加坡书法访问团在中国逗留了二十六天，足迹遍及十大城市；本会同

人也乘访问之便，攀登黄山之巅。所到之处，当地的书法组织，均给予热烈

的欢迎，并进行书艺的交流。最为难得的是，除了中国书协同意派团及提供

作品来新之外，浙江书协、陕西书协也兴致勃勃，决定前来，这是令人鼓舞

的。艺术原无国界、畛域、政治之分，于此得到充份的体现。

这次，中国书协由全国二十九省市，挑选名家七十二人，提供近作七十

二件(书法六十七件、篆刻五件)前来展览，并践本会之约，派遣书法代表团

一行四人莅新访问，这标志着新中的书法交流掀开新章，也意味着新中书法

家的友谊进一步发展，这是有利於我国文化的保留与发扬的，值得支持。

中国的书法活动，自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较为蓬勃的发展；书法

的研习，也得到进一步的鼓励。特别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于1981年5月9日成

立后，各省各市的书法讲习、交流、示范、比赛、研究、观摩活动，此起

彼伏；书法刊物，也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版；毛笔、墨条、砚台的品质，

也大大地提高。这对繁荣书法艺术，特别是加强国外人士学习书法，及研究

书学，助益至大、居功至伟。此外，中国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书法》、    

《书法研究》，中国书法家协会出版的《中国书法》，湖北省书法家协会出

版的《书法报》，安徽省书法家协会出版的《安徽书法简讯》、《安徽书法

集讯》等等，均是非常有价值的书法杂志，有助于书运的发展。

祝愿新加坡与中国的书家的友谊常青，两地的书艺交流频繁；也祝愿

新、中二地的书坛百花齐放、万笔齐挥。

10040403　1986第二次中新书法交流展在北京隆重开幕

1986年6月2日，第二届中新书法交流展开幕之前的上午8时30分，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委员、前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书协名誉理事方

毅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接待了新加坡访问团，在场的还有中国文化部常务

副部长暨中国书协名誉理事高占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主席暨中国书

协名誉理事林林、中国文联书记暨中国书协第一副主席陆石、中国书协副主

席沈鹏，及副秘书长刘艺等。9时展览会由方毅开幕，新加坡何家良名誉团

长、中国陆石副主席分别致辞。过后，方毅、何家良、潘受及陈声桂四位

分别挥毫，可谓极一时之盛。

10040404　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以《加速书法走上国际艺坛的步伐》为

1986《第二次中国新加坡书法交流展》专刊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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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书法交流展在中国与新加坡两地书协的负责人的积极筹划下，定

于1986年6月2日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馆隆重开幕，这是中新两国爱好书

法的人士所喜闻乐见的事，我们热烈祝贺这一书展的成功举行!

为了纪录这一中新书法交流史上划时代的壮举，我们特地派出一个由书

协名誉顾问、会务顾问、常务理事等具有较为广泛代表性的书法访问团，飞

抵北京。

记得1984年12月12日，第一届“新中书法交流展”在新加坡国家博物

院由我国内阁部长王邦文先生揭幕时，中国书法代表团代团长沈鹏先生(团

长朱丹先生因病不克成行)，在会上致词，邀请新加坡中华书学协会(即今新

加坡书法家协会)，在明年(85年)的恰当时间，莅临中国访问，并举行展览。

当晚，新加坡广播电台、电视台(午夜重要新闻)，及次日新加坡各报

章，均以此事作为头条新闻，加以报导!

这项邀请，对于人口只有四分之一北京，地方仅有618平方公里的新加

坡，无疑地，是一项殊荣！特别是新加坡与中国尚未建立邦交，并且在过去

从未进行过正式的文化交流，更显得寓意深长。

我们经过一年的研讨，决定报聘中国书法家协会，并拜会中国书法界同

人，以加强彼此的联系。

新加坡与中国，在经济方面，已有了初步的合作基础及蓝图；在文化方

面，则尚待有心人士的推动与策划。

我们深有感者，由于新加坡的中立不结盟外交政策，使新加坡书协在

过去五年，顺利地与香港中国书道协会、日本每日书道会、韩国东方研书

会、台湾中国书法学会、中国书法家协会，及马未西亚书艺协会，举行“第

二届国际书法联合展览会”、“新日书法交流展”(原称“日新”，后订正

为“新日”)、“新韩书法交流展”、“新台书法交流展”、“新中书法交流

展”、“新马书法交流展”、“韩新书法交流展”，及“马新书法交流展”

等。为了突出香港中国书道协会与新加坡书协的友谊，我们也决定于今年

(1986年)9月16日至23日，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院举行“新港书法交流展”。

我们相信，上述地区或国家的书法代表组织与新加坡书协进行书艺交

流、建立密切联系，有助于加速书法的国际化及书法大家庭成员的早日会

聚！

我们相信，中国书法家协会，作为全国性的书法领导机构，也会赞同我

们的发展方向，并一同携手合作，使中华书艺，在世界书坛开出更灿烂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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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结出更香美的果实!

新加坡中华书学协会为民间一志愿性的书法组织，我们展开的活动及进

行的书法联系，主要取决于筹得的经费。未来，我们希望在经济能力许可的

范围内，向中国这个书法的发源地，进行更多的访问与交流！

中国书法家协会诸位执事，特别是刘艺先生，对这一书展所作的贡献，

我谨此致予万二分的谢意！

10040405　1997第三次新中书法交流展在新加坡举行

新加坡国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主席、执政党国会副党鞭翁执中博士于

1997年11月8日在新加坡书法中心为“第三次新中书法交流展”主持开幕仪

式。中新书法交流展始于1984年，当时是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院举行，由环境

发展部长王邦文揭幕，盛况空前。第二次展览于1986年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

宫开幕，由中国国务委员兼政治局委员方毅主持，蔚为中国书坛的盛事。这

次中国书协的代表团，由刘正成带领，团员有白煦及胡抗美。

10040406　新加坡书协陈声桂会长以《为书法的国际化共同努力》作为

1997《第三次新中书法交流展》之献词：

1983年5月杪，新加坡书协书法代表团首次踏上神州国土。在26天历经

十大城市的破冰之旅中，我们与中国书法界同人，特别是成立不久的中国书

法家协会，作了初步的接触。

我们在北京见到了沈鹏、欧阳中石、萧琼、顾丁茵四位书法家，并进

行了笔会；沈鹏先生也指引我们如何落实“新中书法交流展”这一划时代

的书法活动的窍门。次年(1984年)，中国书协选派朱丹副主席带领四人团

来新。后因朱先生骤遇意外事故，于是沈鹏先生兼摄团长，与夏湘平、张

荣生联袂同来。

新中书法交流展是新加坡书坛的分水岭，它的影响历久不衰，至于今

日，这是每位新加坡的书法工作者所津津乐道的。

1986年，我们报聘中国书协，在北京举行“第二次中新书法交流

展”，为新中文化的交流开拓了一个新的空间。

岁月不居，转瞬十年过去了。去年9月，当中国书协秘书长谢云先生

莅新时，热情地建议，两会于今年在新加坡举行“第三次新中书法交流

展”，并于适当时间，在北京举行“第四次中新书法交流展”。我们欣然

应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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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十年，随着中国门户的开放、经济的起飞，中国书协的活动及形

象，翻了几番。目前，中国书协枝壮叶茂、人材济济，令人刮目相看。

新加坡书协尽管僻居南洲，但也尽力完成每年三项比赛、二项对外展、

二个全国展的指标。其余如广开书法班，组建新加坡书法中心，举行妇女书

法展、青少年书法展、乐龄书法展、中国省级书法交流展、各国书法交流

展，出版专刊等等，无月无之，也算尽了炎黄子孙的天责。

新中这两个书法组织，虽然各自发展，了无障碍，但仍不时顾及二会兄

弟之情，例如我们组团到各省市访问，他们都尽情招待；路过京城，书友们

总忙里偷闲，飞赶出来赴宴赴约。至于中国各地同道来新，我们也尽情地接

待他们、协助他们，从不言累。

我们两个组织也许在小枝节上不同，但在大原则上相同。譬如说，为

尊重中国书协，我们除了与省书协办交流展外，从来不办任何名目下的中

国书法团体的交流展。

我们均热切地等待二十一世纪早日到来。二十一世纪，是亚太的世纪，

也是东亚的世纪，及书法的世纪，我们希望新中二地书会可以根据彼此的优

势，互补、互助、互爱，共同为书法的国际化做出贡献！

10040407　2001第四次中新书法交流展在北京开幕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的一个四人书法代表团，于2001年11月16日飞赴北

京出席第四次新中书法交流展开幕礼。

本次书法交流会，新加坡一共提供40件作品，与中国的70件作品在北

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同堂展出，是新中二地书协自17年前联办交流展以来，

较为令人瞩目的一次。

新加坡书协的代表团由副会长何钰峰率领，团员有副会长徐祖 、副

秘书长符传国，及常务理事陈朝祥，他们在北京逗留多日，出访费用，获

得李氏基金赞助。

中新二地书法家协会联办交流展，始于1984年，是新中二国书界最高

档次的一个书展。1984年第一次新中展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院举行，为期十

日，由时任环境发展部长的王邦文开幕，盛况空前。第二次展览于1986年

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幕，由中国国务委员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方毅开

幕，蔚为中国书坛的盛事。第三次展览于1997年在新加坡书法中心举行，由

新加坡国会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主席兼执政党国会副党鞭翁执中博士开幕，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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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一时，二十年来各界对两地的书作水平均给予极高的评价。

100405　1985新马书法交流展

10040501　1985年9月8日，新加坡书协与刚成立的马来西亚书艺协会在

国家博物院举行第一届新马书法交流展，由国家发展部长郑章远开幕。马

来西亚书艺协会一行十余人，在会长朱自存率领下，特由吉隆坡赶来参与

此盛会。

10040502　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特撰文《为东南亚书坛点起爝火》作为

1985《新马书法交流展》之献词：

新马书法交流展的举行，将使原本一家的两地书友，更加亲善，更加

了解。

马来西亚的华文中小学目前遍及全国南北东西，中华书法艺术，随着华

校的存在，及华族文化工作者的提倡，而普及各校，这给马来西亚书法发展

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特别是马来西亚书艺协会成立后的今天，马来西亚

的书法发展情势，正所谓的：一片大好。只要有人出钱，有人出力，不下十

年八载，必定人才辈出。

新加坡中华书学协会(即今新加坡书法家协会)成立十七年，一直为繁荣

当地的书法艺术而努力匪懈，特别是近五、六年来，华校学生急剧下降，使

我们愈形觉得任重道远，责无旁贷。原因是书法艺术的发展，可以带动对于

汉字的学习，以及对于汉字语言艺术的钻研，它们二者是有血胤关系的。

自1980年新加坡书协引入日本书法，举办“日本春秋书院书法展”后，

我们于1981年举办“第二届国际书法联合展”、“新日书画交流展”，1982

年举办“新日书法交流展”(原称“日新”后订正为“新日”)，1983年举

办“新台书法交流展”及“日本书画展”，1984年举办“新韩书法交流展”

及“新中书法交流展”。

在短短的六年中，把书法大家庭的书法，几乎全部带入新加坡。今天，

我们与有书法发展的国家，除了尚待举办的“新港书法交流展”之外，可以

说，该联系的或可以联系的，我们都完成了工作。

目前，我们除了举办常年挥春比赛、全国书法比赛之外，正积极在各

中学、初级学院、联络所开设书法研究班，并且与国立新加坡大学校外进

修系、新加坡潮安联谊社合办十余种书法、篆刻进修班级，以普及当地的

书法与篆刻学习，我们也做到了每年至少举办两三个外来书展，及出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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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印刷精美的书法书刊的指标。不少的座谈会、示范会也陆续加以举办。

我们希望，新加坡书协在克服种种困难、阻挠之中，能维持一定的社会活动

能力。

新马二地之书协，今后有许多地方可以合作，特别是大型比赛的互派评

选员、地区性的展览会互相介绍至对方国家举行，以及刊物的交流及订阅等

等。这对双方的书人及热爱书艺的人士，都很有裨益。

我们是唇齿相依的国家，也是唇齿相依的民族。在文化上、商业上，我

们相依相从的例子更多，今后，在共同的目标与意愿之下，一定可以携手为

东南亚书坛点起爝火。

我祝愿：

我们二地之书协联系频仍。

二地之书友交流密切。

10040503　次年(1985)12月21日，马来西亚书协在吉隆坡精武画廊举办第

一届马新书法交流展；1988年9月13日，新加坡书协在国家博物院举办第二

届新马书法交流展；1995年8月19日，马来西亚书协在柔佛州统一酒店举办

第二届马新书法交流展。

100406　1986新港书法交流展

10040601　1986年9月16日至23日，新加坡书协与香港中国书道协会在国

家博物院举行“第一届新港书法交流展”。16日傍晚，书协名誉顾问、交

通与新闻部高级政务次长何家良为书展开幕。当天，香港中国书道协会会

长凌冯毓莹暨公子凌志申，理事长梁钧庸叶连清伉俪均到会。

10040602　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以《新港书家齐开颜》作为1986《新港

书法交流展》专辑之献词：

新港书法交流展订于1986年9月16日至23日在国家博物院举行一周。这

是新港两个姐妹会史上的一件大事，我们相当重视。

1981年6月，当香港中国书道协会主导的“第二届国际书法联合展览

会”在新加坡举行时，新港二地书协正式缔结为姐妹会，两会会长也同时出

任对方的顾问以加强联系。较后，我们经常往还，也进行一些合作项目；特

别是香港书协已故会长凌云超先生是新加坡永久居民，他的公子志申在新加

坡念书，因此，我们的联系，从未松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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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公于1985年8月20日捐馆后，香港书协经过四个月的群龙无首，终于

今年1月初，公推凌夫人冯毓莹为第二任会长。在继承其夫弘扬与发展中华

书艺的心愿的驱使下，冯女士责无旁贷，毅然挑起重任。各地书会闻及，

莫不深庆港方甄选得人。

今年4月，本会设宴款待冯会长，席间决定于今年举行“新港书法交流

展”以纪念二会缔结为姐妹会五周年。

新港书法交流展是新加坡书协为各国(地区)代表性书法组织举办交流展

的最后一个，新日(原称“日新”，后用“新日”)、新台、新韩、新中、新

马，我们都搞得热闹非常，这回新港展，相信也会得到当地人士的热烈欢

迎。

这几年来，新加坡书协为了鼓励更多国人学习书法，每年都举办两三

个规模盛大的书法交流展或书法展，也出版了好些印刷精美与典雅的书法

刊物。

现在，可以做的展览，应该做的展览，已经做得七七八八；可以开的渠

道，应该开的渠道也已经开得差不多。多年的劳累，“知我罪我”，我们均

无所谓。总之，明年开始，我们这群义务工作者，可以将精力与金钱集中在

另一方面的工作上了。

祝愿：新港书法交流展成功举行！新港书家友谊长青！

100407　至此，新加坡跟地球上有

书法组织的六个国家和地区均联络上

了，也合办了交流展，及见到对方的

负责人，这就促成了在两年后的1988

年，当新加坡书协成立20周年时，有

办法和有渠道邀请到以上世界六个书

法团体到会，并举行了影响至今的“

国际书法家庭的建立与书法艺术的交

流研讨大会”的主因。 

此外，2000年新加坡书协与澳

大利亚东方书法协会合办新加坡澳洲

书法交流展，2005年新加坡书协与印

尼书艺协会联办新加坡印尼书法交流

展，均值得写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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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9月7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设宴招待“新台书法交流展”暨“日本书画展的代表”。左
起书协会长陈声桂，书协顾问潘受，书协名誉顾问、新加坡交通部长兼环境发展部部长王邦
文，书协顾问、香港中国书道协会会长凌云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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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8月3日至9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与韩国东方研书会(国际书法艺术联合韩国本部前
身)联办“新韩书法交流展”。书展于新加坡大会堂举行，主宾是国防部高级政务次长潘 厘
(右一)。 坐者左三、四、五为韩国金瑞凤、韩国韩金膺显及新加坡陈声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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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开始引进外国书法，先有日本、接着是台湾、韩国，现在是书法的
家乡——中国。新加坡书法爱好者终于有机会看到三个东亚书法大家庭的书法真迹了。图为
1984年12月12日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沈鹏在国家博物院小剧院公开示范隶书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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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2月12日，由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与中国书法家协会(全国总会)联办的“新中书法交流
展”，在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终于顺利地在国家博物院开幕，并连续举行一周。这是新加
坡书法发展史上的分水岭，是所有热爱中华书艺的人士最感兴奋与快慰的事。盛会由环境
发展部长王邦文揭幕，并致欢迎词。这是次日(13日)的书法座谈会，左起中国书协常务理事
沈鹏、新加坡陈声桂、中国书协常务理事夏湘平、中国书协干部张荣生。

1986年5月31日至6月23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组织新加坡“中国书法访问团”第二次北上访
问中国。18人于5月31日早晨直飞北京，出席6月2日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
举行的“第二次中国新加坡书法交流展览”开幕典礼。图为中国文联书记暨中国书协第一
副主席陆石致开幕词，坐者右起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副主席林林、中国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
占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国国务委员方毅、何家良、潘受、陈声桂、中国书协副主席沈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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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1月8日，新
加坡书法中心名誉
主席、大收藏家杨
启霖设宴款待中国
书法代表团。坐者
左一为人民协会总
执行理事长兼书协
顾问李宗严、左二
为书协顾问潘受。
后排左起新加坡书
协会长陈声桂、杨
氏公子杨应法、中
国书协副秘书长刘
正成。

1986年6月4日，中
国书法家协会主席
暨中国书协北京分
会主席启功教授
(左二)在北京同和
居宴请潘受(左一)
及陈声桂(左五)，
作陪的有主持书协
日常业务的副秘书
长刘艺(左三)及中
国书协副主席沈鹏
(左四)。 

1986年6月20日上
午，新加坡书协在
中国广州举行“穗
新书法交流展”开
幕礼后，新加坡陈
声桂会长(中)、何钰
峰秘书长(左一)，与
广东省广州市领导
浏览作品。右起梁
威林、吴南生、杨
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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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1月8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在新加坡书法中心举行“第三次新中书法交流展”开幕
礼。左起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中国书协吴抗美，新加坡书协顾问潘受，中国书协副秘书
长刘正成，主宾国会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主席、执政党国会副党鞭翁执中博士，中国书协白
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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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9月8日，书协在国家博物院举行第一届新马书法交流展，由国家发展部长郑章远开
幕。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一行十余人，在会长朱自存率领下，特由吉隆坡赶来参与此盛。开幕
礼上，书协顾问王瑞璧(左一)赠送墨迹予郑部长(左二)，左三为陈声桂会长。

1986年9月16日至23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在国家博物院举行“第一届新港书法交流展”
及“一九八六年新加坡书法展”，书协名誉顾问、交通与新闻部高级政务次长何家良为展览
揭幕。1981年6月，当香港中国书道协会主导的“第二届国际书法联合展览会”在新加坡举行
时，新港二地书协正式缔结为姐妹会，两会会长也同时出任对方的顾问以加强联系。左起：
叶连清、梁钧庸、凌冯毓莹(香港书协会长)、何家良、凌志申、陈声桂、何钰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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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  新加坡与中国各省市书协联办交流展  
    (含双向展)
100501　1989年11月，新加坡书协第三次组团去中国(其实，自从1983年

书协到中国访问之后，由于新中两国人民之往来限制逐渐放宽，新加坡书

协的会长与个别理事，几乎每年均到中国访问或旅游)。那是书协20周年后

的第一个访问团，这次是访问中国的北京、吉林、黑龙江。

在吉林时，吉林书协要求新加坡书协在新中交流展之外，也举办与中国

各省的书法交流展，如果新加坡书协乐意，他们愿打头阵。新加坡书协会长

陈声桂答应回新加坡后再研究，并预期后年(即1991年)在新加坡举行。到黑

龙江访问时，黑龙江书协也提出同一要求。这可说是新加坡与各省市合办交

流展的滥觞。所以，新加坡与各省市交流展的第一炮，就是1991年的“新加

坡吉林书法交流展”了。

100502　新吉展(以下为方便读者阅读特加数字)之后，新加坡书协于

1992年举办新加坡黑龙江书法交流展，1993年举办新加坡浙江书法交

流展，1994年举办新加坡河南书法交流展，1995年举办新加坡内蒙

(古)书法交流展，1996年举办新加坡安徽书法交流展，1999年举办新

加坡北京书法交流展、新加坡河北书法交流展，2000年举办新加坡重

庆书法交流展，2001年举办新加坡云南书法交流展，2002年举办新加

坡江苏书法交流展、新加坡甘肃书法交流展，2003年举办新加坡新疆

书法交流展，2004年举办新加坡湖北书法交流展，2005年举办新加坡

江西书法交流展、新加坡延边书法交流展，2006年举办新加坡湖南书

法交流展、新加坡苏州书法交流展，2008年举办第二届新加坡重庆书

法交流展，2012年举办新加坡绍兴书法交流展⋯⋯。至此，新加坡书协

已为一半以上的中国省市(省份/直辖市)举办交流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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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4月2日至7日，新加坡书协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院举行“新加坡吉林书法交流展”暨
1991年“新加坡书法年展”。这两个书展由新闻及艺术部高级政务次长兼书协名誉顾问何家
良主持开幕礼。中国吉林书法家协会特组一四人团——团长任国民、团员刘乃中、冯巨中，及
吴竞到访。共有两地77位书家的一百余件作品参加展出。这个展览获得新加坡新闻及艺术
部、新加坡艺术总会、李氏基金、新加坡文化基金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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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  1990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新加坡大展
至2016年，国际书法交流大展一共举行了12届(声桂按：为方便叙述，

在新加坡举行的第1及第7届，各独立为一节，其余10届归为另一节)。

100601　1988年12月11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时称新加坡中华书学协会，

简称新加坡书协)在庆祝成立20周年时，假新加坡第一大酒店举办了一个“国

际书法家庭的建立与书法艺术的交流研讨大会”，出席该大会的各国书法代

表共41人，即来自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启功教授、陆石、佟韦、牟小东、章景

怀，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的廖祯祥、释广元法师，日本(财团法人)每日书

道会的稻村云洞、铃木桐华，香港中国书道协会的梁钧庸、叶连清，大马书

艺协会的朱自存、何维城、黄石庵、彭士 、程道中、刘 伐、陈邦真、陈

雅萍，韩国东方研书会的金膺显、陈泰夏教授、尹基声，以及新加坡书协的

陈声桂、潘受、王瑞璧、黄国良、林国梁、黄葆芳、杨应春、何钰峰、朱碧

妹、杨应然等十八人。

100602　在研讨大会上，各国代表热烈讨论，达致几项协议，其中最重要

的是先行设立“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of Chinese 

Calligraphy简称“国际书联”)，国际书联办事处设在新加坡，由新加坡书

协会长陈声桂主持；其次是订于1990年12月在新加坡举行第一次联合展览

会；展览会定名为：“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1st International Chinese 

Calligraphy Exchange Exhibition)。

于是，作为“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中心”执行理事长的新加坡书协会长

陈声桂，便在国际书法研讨大会结束之后，积极地开展筹划第一届大展的

工作。

100603　1990年6月间，新加坡书协收到了除新加坡以外的八个国家与地区

的220件作品。这220件佳作，是由世界各国及各地区的220位著名书法家所

提供的，即中国书法家协会90件，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24件，日本(财团

法人)每日书道会32件，韩国东方研书会20件，香港中国书道协会22件，马

来西亚书艺协会18件，菲律宾书法家6件，以及美国书法家8件。连同新加坡

书协征集的26件，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新加坡大展的书法作品共有246件。

100604　此次参展地区与国家，除菲律宾和美国之外，中、台、港、日本、

大马、韩国与新加坡都曾参与1988年的国际书法研讨大会。虽然菲律宾中国

书法学会于1989年6月召开筹备成立大会，然而在征件时尚未获得菲律宾当

局批准。因此，国际书联决定让菲律宾中国书法学会筹备会之代表以“菲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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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书法家”之名誉参展。至于美国书法家的参展是因为国际知名拍卖馆太古

佳士得的中国字画鉴定家黄君实经常途径新加坡，于是新加坡书协也邀请他

约请美国书法家八位参与这次的盛会。

100605　这个被世界书法圈誉为“当代兰亭”的“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

展”，于1990年12月18日下午六时假新加坡国家博物院举行开幕典礼，敦

请新加坡共和国副总理王鼎昌主持仪式并致开幕词；同日(18日)上午9时起

至31日下午6时，一连两周，在博物院之四大画廊(狼牙门、淡马锡、拓荒

者、伊斯干达画廊)公展。

100606　为促进国际书法艺术的交流、联系各区域书法家的友谊，并为积

极发展新加坡成为世界书法中心，作为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主办国家的

新加坡书协，获得新加坡社会发展部(含文化处)、李氏基金、新加坡文化基

金、丰隆基金、新加坡艺术理事会(即今新加坡艺术总会)、新加坡旅游促进

局等重要机构拨出巨款赞助；另外，热心人士及该会会员也慷慨捐献，款达

新加坡币八万余元(约计美金43,000元)。

100607　此外，为纪念这一重大的盛会，除了展开一系列的书法交流活动之

外，新加坡书协也出版了厚达300页的《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专刊，

由中国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启功教授署 ，

以作为开启世界书法活动的里程碑！

100608　笔飞墨舞我岂敢，会聚佳客才是乐

1990年12月18日傍晚，王鼎昌副总理在国家博物院画廊“第一届国际书

法交流大展”开幕礼上致词后，大笔一挥：“笔飞墨舞我岂敢，会聚佳客才

是乐”这幅对联于焉出炉，为此一轰动世界艺坛的盛会掀开序幕。   

这项在世界书法圈内有“当代兰亭”美誉的大展，展出中国、中华台

北、日本、韩国、香港、大马、菲律宾、美国与新加坡的246件书作，为

期两周。      

应邀前来的73位各地书法家，在这期间也进行一系列的书法交流活动，

为促进世界书法运动、提高书法艺术水平而努力。

王鼎昌副总理在开幕礼上致辞说，我国政府鼓励民众联络所开办更多

的书法学习班，因为越来越多国人爱上书法，把写字当做一种嗜好，可以

提高他们的气质。              

王副总理指出，书法为中国最高的艺术形式之一，只有懂得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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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语言的人，才能充分欣赏这门艺术；跟普通流行的绘画艺术比较起来，

书法“能更好地表达思想和传达信息”。

王副总理过后当场挥毫的作品，正好印证此语——他对各地书坛群英云

集新加坡做客的欢迎之情，全流露在笔墨之间。

开幕礼的气氛也由此炽热起来，贵宾、各国主要代表与大众传媒人

员把凝神挥毫的王副总理团团围住，屏息观看。王副总理写好后谦逊地笑

问：“像不像样？”新闻及艺术部代部长杨荣文准将与高级政务次长何家

良、内政部兼劳工部政务次长翁执中博士，还有国会议员符喜泉、吴俊刚

等均在场观礼。      

参与盛会的各地代表，还有中国启功教授、中华台北陈其铨教授、日本

金子鸥亭教授、韩国金膺显、香港梁钧庸、大马何维城、菲律宾陈敦三、美

国黄君实和新加坡潘受、陈声桂等艺坛宿将。

    虽然同出于一个源头，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发展、演变，各地书法都形

成自己的风格，千姿百态，美不胜收。(编者按：本文据《联合早报》改写)

100609　主宾王鼎昌在会上致词的要点包括：

① 书法是一门可以令人培养气质的艺术，也是学习华文和中华文化的

有效途径。这是越来越多新加坡人喜欢上书法的原因。

② 许多新加坡人现在已把学习书法当成是一种嗜好，因此书法班广受

欢迎。

③ 由于学书法能培养艺术气质，也有助学习华文，因此政府也鼓励在

我国的民众联络所，开办更多的书法学习班。

④ 书法是中国最古老的艺术之一。但是无可否认的，书法并不象绘画

一样流行，所以，近年来我国举行的画展多过书法展。

⑤ 大多数的画作都有人购买，有些售价还创纪录，这也许是因为画作比

书法更受人欢迎，有些人甚至会说一幅画胜过千言万语。不过，书法在中国

一直是最高的艺术形式之一，享有崇高的地位。只有懂得中华文化和语言，

以及对书法有所认识的人，才能充分欣赏这门艺术。

⑥ 其实，书法也有胜过绘画的一面。书法能比绘画更好地表达思想感

情和传达讯息。

⑦正因如此，学者和领袖人物经常以书法作品作为礼物互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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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中华书法是四千多年中华历史的精华，具有一定的价值，在社会和

艺术领域里享有崇高的地位。

⑨ 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让来自各国的书法家共聚一堂，共同展

出书法作品，确实难得一见。

⑩ 这次的国际交流展，使到各方可借这个盛会，互相观摩，提高本身

的艺术水平；同时这也是培养人民大众对书法兴趣的大好机会。

100610　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致词重点如下：

① 王副总理第一次为书法集展开幕，意义深远。

② 他特向到场观礼的新闻与艺术部代部长杨荣文准将致谢，他

说：“这是杨部长上任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我们感到荣幸。”

③ 今天的开幕礼是一个好的开始，正如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启功教授

说的：“我们已经迈开了第一大步。”今后，我们将继续迈开第二步、第三

步，争取澳门、加拿大、法国、澳洲、英国、美国、苏联、泰国、汶莱、缅

甸，北韩等地的书法家参加，使书法大家庭中的成员的距离慢慢地缩短。

④ 这次大展，各国老、中、青书法名家的作品，均在会场出现，蔚为

历来仅见的一个高水平的书法展，这不仅给国人或途经的旅客一个真善美

的享受，同时也奠定新加坡作为世界书法中心的基础。

⑤ 这个国际性的盛会能成功地举行，是新加坡书协60多位义务工作人

员，任劳任怨、出钱出力的结果。

⑥ 他说：“这几天，各国的书法家与我们叙谈。他们认为，这个书法

世界的‘奥林匹克展览会’在新加坡举行，与其说是新加坡书协的光荣，

不如说是新加坡国家的光荣。我借此机会将这句话转达给千千万万书法爱

好者、支持者”。

100611　莅会各国(地)书法代表团

A 中国书法家协会

团长 ： 爱新觉罗·启功教授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

团员 ： 陆石 (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佟韦 (中国书法家协会党领导小组组长、理事)

        刘炳森 (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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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殷教授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

        牟小东教授 (九三学社中央联络部副部长)

        章景怀 (启功主席内侄)

B (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

团长 ： 陈其铨教授(中国书法学会理事长)

团员 ： 廖祯祥(中国书法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

  释广元(中国书法学会常务监事)

C 日本(财团法人)每日书道会

团长 ： 金子鸥亭教授(每日书道会全国理事)

副团长 ： 大平山涛(每日书道会全国理事)

秘书 ： 小野富次(每日书道会全国总秘书)

团员 ： 明石春浦教授(每日书道会评议员、审查员)

          野崎幽谷(每日书道会评议员)

D (韩国)东方研书会

团长 ： 金膺显(东方研书会会长)

团员 ： 陈泰夏教授(东方研书会理事)

E 香港中国书道协会

团长 ： 梁钧庸(香港中国书道协会理事长)

团员 ： 叶连清(香港中国书道协会理事)

F 马来西亚书艺协会

顾问 ： 朱自存(马来西亚书艺协会顾问)

团长 ： 何维城(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会长)

副团长 ： 陈雁白(马来西亚书艺协会副会长)

秘书 ： 刘 伐(马来西亚书艺协会总务)

财政 ： 程道中(马来西亚书艺协会财政)

团员 ： 张晓梅(马来西亚书艺协会联络主任)

          王　雅(马来西亚书艺协会理事)

          郭清文(马来西亚书艺协会理事)

          黄金炳(马来西亚书艺协会研究主任)

          黄世龙(马来西亚书艺协会执行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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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新加坡中华书学协会(即今“新加坡书法家协会”)

名誉顾问 ：王邦文　李炯才　何家良　吴俊刚　翁执中博士　李卫国  

  李宗严　黄友江　黄溢华　林靖忠　杨启霖　林炳文　 

  陈有康　曾华德律　陈玉书律师　李元昱律师　许钟发医生

名誉团长：潘　受　王瑞璧　林国梁　黄国良

团长 ： 陈声桂

副团长 ： 杨应春

秘书 ： 何钰峰

团员 ： 杨应然　吕永华　朱碧妹　黄耀銮　刘维平　朱德发　 

  陆英洪　林清辉　陈剑波　余亚顺　陈　凤　刘妙莲 

  陈兆祥　陈新华　林芳凤　陈佳模　李丽萍　黄志鸿

  洪树樟　颜慧明　张金汉　谢美琪　黄雍乐

H 菲律宾中华书学会

代表 ： 王文汉【菲律宾中华书法学会(筹)会长】

          陈敦三【菲律宾中华书法学会(筹)副会长】

I 美国

代表 ： 黄君实(美国佳士得拍卖行书画部副总裁)

100612　主宾及各国(地区)书会献词

A 献词

                                                      新加坡共和国副总理

                                                      王鼎昌

中国书法可说是最古老的一种艺术表现方式。许多远至公元前一千多年

的中国甲骨文字形，至今依然沿用。中国书法是活泼、生动的，因为它是结

合艺术和智慧的精华。书法家的书写风格，不论在形式和意义上，往往深受

象形和意形文字的影响。

新加坡欢迎由来自中国、香港、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

和美国优秀书法家所组成的这个国际盛会。我相信这次的大会和展览，必定

能为中国书法注入一股新动力，对促进和发扬中国书法的独特艺术性，也扮

演着一定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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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献词 

                                                  新加坡中华书学协会会长

                                                  陈声桂

被誉为“当代兰亭”的“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The 1s t 

International Chinese Calligraphy Exchange Exhibition)，经订1990年12

月18日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院隆重揭幕，新加坡共和国副总理王鼎昌先生将

亲临主持盛典，并致开幕词。次日(19日)“第一届国际书法大会”(The 1st 

International Chinese Calligraphy Congress)也将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议

厅召开。漪矣盛会，确是当今书坛的大事。

当两年前(1988年)的12月11日，新加坡中华书学协会庆祝创会20

周年之际，莅会各国及各地区代表，倡议创设“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中

心”(International Centre of Chinese Calligraphy)，并决定于四年内举行第

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及第一届国际书法大会。

我们过后曾经统计一下当日莅会的各国及各地区代表的年龄：中国启功

教授77岁、陆石先生69岁；大马黄石庵先生86岁；新加坡潘受先生78岁、

王瑞璧先生84岁；日本铃木桐华先生67岁、稻村云洞先生63岁；香港梁钧

庸先生58岁；台湾广元法师60岁。以各国及各地区书家的高寿，我们等四

年后才来办展，原无不可。可是这些年长的先生们曾说，自己的身体，有

如一副价值连城的家私，但一拆开来再装回去，便容易出毛病。

因此，为了使大家在短时间内，可以再次欢聚一堂，见证这历史性的日

子，这两年来，我们一直马不停蹄地筹备这次的大集会。

第一届国际书法大展的246件作品，232件全部是由创会的七个组织向会

友征集的，它们都具有法人的地位。菲律宾与美国的同道，因为缺少这一条

件，我们只好另行情商及邀约，前者参加6件，后者参加8件。

这么多个国家与地区，我们才征集到246件作品，难免有遗珠之憾，不

少书法家，特别是中国、日本，及马来西亚的书法家，都自行投件到本会，

请求本会给予公展，我们均一一加以婉谢。这里，我应该向这些书友特别申

谢，也顺便申歉。

这次筹备工作之所以能顺利进行，一方面是，二十二年来，新加坡书协

一直是我国唯一的合法书法组织，受政府的大力支持及扶助，享受着书法总

会的地位。另一方面是，全体理事带动40位义务效劳的会员，夙夜匪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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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任怨、出钱出力地工作——我们从创会至今没有请过一位受薪职员；他们

公尔忘私的奉献，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饮水思源，我们也要特别感谢马来西亚书艺协会顾问黄石庵先生，及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启功老教授，没有他们两人在两年前一呼一应，共底

于成，今天，我们恐怕就没有这个盛会了。 

                                            1990年10月6日

C 祝词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

                                                      爱新觉罗·启功

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终于在新加坡中华书学协会的积极筹办下如期

举行了。这是近几年来书法界值得大书特书的喜事。

这次的国际书法交流大展，乃是落实二年前各国及各地区书法代表组织

前赴庆祝新加坡书协成立二十周年纪念时的决议。当时与会代表都认为各国

书法团体若能建立更密切、更有组织的联系，对推动书法走上国际艺坛，将

会有事半功倍之效，于是决定成立“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中心”，并以新加坡

作为“国际书联”秘书处。

新加坡优越的地理位置、先进发达的资讯系统、不结盟的外交政策，

加上新加坡书协的组织严密，为该国唯一的书法组织，这些得天独厚的条

件，使她在负起联络与召集各国书法团体的工作上，发挥了至大的效用。

这次的国际书法交流大展，规模之宏大、参展作品之众多，实属空前。

这提供了一个极为难得的良机，让各国的书法代表聚集一堂，除了彼此互相

观摩切磋书艺、交流心得、增进情谊外，也让大家了解各国书坛的发展情

况，更重要的是让大家有机会为今后书艺的发展方向，共谋大计，以使书

法这门艺术，能在世界各国更蓬勃地发展，为更广大的群众所接受与喜爱。

因此，这次的交流大展，意义的重大与影响的深远，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已经迈开了第一大步。现在，让我们为第一届的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的成功而鼓掌，并且再接再厉，迈开第二大步、第三大步⋯⋯使到中华书艺

最终能在全世界的土壤上开出璀璨的芬芳的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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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贺词

                                      (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理事长

                                       陈其铨    

1988年12月参加新加坡中华书学协会成立二十周年盛会之各国及各地

区书法团体(中国书法家协会、日本每日书道会、韩国东方研书会、香港中

国书道协会)等代表，经取得共识筹设“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中心”于新加坡，

并共推新加坡中华书学协会主办1990年“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兹

欣见其开花，实值得庆幸。此胥赖新加坡中华书学协会之详尽规画与贡献

所赐，敬表谢忱！ 

汉字文化，幸经前贤创制毛笔且使其特性发挥淋漓尽致，诸如——线

条·结构·章法以及气韵生动之美。换言之，由单纯之符号写法发展为一

门书法专技，更由技进而艺之最高境界，已开拓汉字书法之博大且精深之

领域，此是汉字圈民众之一大幸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国(地区)间之书法交流渐趋频仍，然一般

而言，尚止于友谊性之交流而对于书法文化之推动，似有待加强。亟盼此次

交流大展之成功，为国际书法交流开创新契机，无任企祷。

E 祝词

                          (财团法人)每日书道会理事长 每日新闻社社长

                            渡边襄

这次经新加坡中华书学协会的大力协助，才能够举办“第一届国际书法

交流大展”之事宜，使我感到无比的高兴。

我们从 “每日书道会”选上了32名书法家，也展出各书法家的最新作品

共32幅。这些被选上的书法家，均是本书道会的理事、监事、总务、评议员

等，属于最高干部等级的。换言之，是由日本现代第一流书法家里筛选了最

高水平的作品。我相信这些作品都一定能够得到各位的注意。

每日书道会与每日新闻社举办的“每日书法展览会”，是日本一个最大

规模的，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展览会。今年已经有42年的历史了。我们书

道会的目标是做出不管时间的迁移都能胜于当时评价的创造，它由汉字、日

语假名、近代诗、一字、篆刻、刻字等七个部门构成。每日书道会，是由这

七种字体中，已具个人风格且位居领导地位的书法家所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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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书法展览”自从(1982年)在新加坡举办首展以来，每次都得到大

家的好评。今天和汉字文化地区的各位一起搞、一起展览，这使我们感到非

常光荣。我相信经过这届展览会之后，更促进双方的友好关系。同时希望双

方对于书法的发展做出贡献。

最后，对于各方各位的大力协助，表示感谢。并祝各位幸福！

(编者按：文中的“每日书法展览”指“新日书法交流展”)

F 祝词

                                                 (韩国)东方研书会会长

                                                  金膺显

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成功地在新加坡举行，我谨代表东方研书会表

示庆贺。这次共有九个书法团体参与这个盛会，书法艺术原本就是一个大家

庭，这个聚会，就是让这个大家庭中的各个成员团聚一堂。

参与这个盛会的有中国书法家协会、日本每日书道会、(韩国)东方研书

会、香港中国书道协会、(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马来西亚书艺协会、新

加坡中华书学协会以及美国和菲律宾的书法家。这是书法史上规模最盛大的

一项交流展。

这个当代兰亭盛会，参展的作品皆是当代知名书法家的力作。这将有

助于提高书法的鉴赏或创作水平，对于普及书法艺术也将起着极大的推动

作用。如果各国书法家能在这次的聚会上交流彼此的心得与经验，相信对

于要建立一个书法的大同世界，会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这次的书法交流大展，有点类似武林人士的会盟武当论剑，共研书艺。

在创作上，我们应力求推陈出新，开拓新境地，切勿固步自封，应在学习古

典书艺的基础上，开创新的技巧，并坚持正确的方向，使到书法能形成百花

盛开的局面，并开出芬芳的花果。不过我们不应为了创新而标新立异。学习

书法，首先要思想正确、根基稳固扎实、循序渐进、十年如一日地持续不

倦，方能有所成就；若想投机取巧，那必定一无所成的。

最近在各国的一部份书法圈里，毒草好象更芳香一样，没有正统的书体

流行。虽然好此道者以创新为口号，但是，却没有基本的笔法。我们应该积

极排斥这种现象，绝对不能让好新趋奇之萎靡书风，充斥书坛；并从中认识

国际书法联合之重要性与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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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我们必须提倡弃邪显正之书法精神，才是正鹄。

    这次的国际书法大展在新加坡中华书学协会的积极筹办及万众的瞩目

下成功举行，实在令人兴奋与激赏。希望这类的聚会就象奥林匹克运动会一

样，数年定期举行一次，以至永远，以使中华书艺得以发扬光大。

G 贺词

                                            香港中国书道协会理事长

                                            梁钧庸

书法是中国独有的文化艺术，在世界艺术圈中占着重要的一环，它不单

限于采用汉字的国家，而欧美各国也有不少学者探索和研究。由于它使用毛

笔，在书写运用上有起止、轻重、缓急、转折、映带、回环、偏正、藏露等

线条变化，反映出雄浑、遒劲、高古、朴拙、潇洒、雅逸、秀丽、韵味的表

现，各尽其态，蕴藏着真、善、美三者的内涵，使人看了引发美感，成为人

类生活中所必需。

归纳来说，书法功能可以扩大人的德性、启发人的智慧、陶冶人的性

灵、变化人的气质，达到“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 修养，成为老少咸宜

的艺术，例如青年人血气方刚，习之可获得内心清净，化暴戾为祥和；中

年人事业繁重，情绪紧张，习之可使心气平和，有助事业的发展；老年人

精力衰退，习之可媲美运动而延年益寿。

两年前(1998年)，新加坡中华书学协会为了把书法发扬光大，加强国际

人士的认识，且又适逢该会创立二十周年大庆，乃邀请了亚洲区内七个国家

与地区的书法巨擘，彼此在集思广益的精神下，共同商讨，一致认为现阶段

中的书法确有推广的必要，乃通过组织：“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中心”以群

策群力，团结力量去实行，并以新加坡为联络总站，由中华书学协会统其

成，负责秘书工作，定下两年后在十二月份期间举行一次“国际书法交流

大展”，以后则由各国与各地区采取轮替方式续办。

新加坡中华书学协会，是新加坡政府支持下唯一的书法组织，全国的书

法家均在该会旗下共同开展书法活动，他们经过了二十二载的耕耘，前后进

行的各项书法活动极多，包括出国挥毫，出国展览，出国访问，国内展览、

演讲、座谈，举办外地名家和当地名家展出以及书法比赛等百数十宗，会长

陈声桂先生及创办人朱碧妹、杨应春先生，以及现任秘书何钰峰先生等，已

竭尽心力，才有今天的成果，是目前国际间书法组织的鳌头，近年来更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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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政府旅游促进局和航空公司的扶助，不时派出会员前往美国、英国、加拿

大、澳洲、法国、西德、瑞士、瑞典、日本、比利时、丹麦、荷兰、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奥地利、埃及、菲律宾、挪威、马来西亚等国家挥毫示范，实

地宣扬，予国际人士具体的认识。

此次“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由其领先在国家博物院举行，意义深

长，除了藉书法透过文化交流外，并增进了人类的感情和互相了解，达到和

平与友谊，本人谨以芜词，敬祝展出成功。

H 贺词

                                                    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会长

                                                    何维城

1988年12月，新加坡中华书学协会廿周年纪念盛典时，由各出席国家

书艺团体创议成立国际书法大家庭；并且设立联络中心于新加坡，同时在

1990年12月举办“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国际书法大家庭的成立，举办首届国际书法大展，值得大家的庆贺。

书法艺术有悠远的发展历史，为东方文化发出美丽的光彩。书法艺术以

文字象形、文字内涵，配合笔墨砚纸书写工具，创造和发展成为一种独特和

光辉的艺术，这是我们东方人的光荣和骄傲。

马来西亚是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这是构成马来西亚国家多姿多

彩、独特风格的重要因素。但是，要建立和发展多姿多彩，具有独特风格的

文化，马来西亚各民族同胞必须负起更艰钜的责任和努力。马来西亚书艺协

会全体会员和理事愿在书法艺术一环，作出我们的努力和贡献。

际此首届国际书法大展，我们谨虔诚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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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2月17日，前来参加新加坡书协主办的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的中国书法家协会
代表团抵达樟宜机场时，受到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右五)等人之热烈欢迎。右三起为中国
刘炳森、佟韦、启功教授、陆石、康殷、牟小东和章景怀七人。

新加坡副总理王鼎昌抵达新加坡书协主办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会场(国家博物院)之
影。右一为新加坡书协会长、大会主席陈声桂，右三为书协副会长杨应春，右四为新闻与艺
术部高级政务次长何家良，右五为书协秘书长何钰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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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0年12月18日第一届国际书法大会开幕前夕的17日，新加坡旅游促进局执行局长白福
添(右六)代表政府在亚洲文明馆中之四季厅酒楼宴请各国及各地莅新的团员，左一为白夫人
陈翠春，其余为各国各地代表团团长，即左二起：香港梁钧庸、马来西亚何维城、新加坡陈声
桂、中华台北陈其铨教授、中国启功教授、日本大平山涛、韩国金膺显。 右一为朱碧妹。

1990年12月18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主办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在国家博物院由副总理
王鼎昌开幕。会上，新闻及艺术部代部长杨荣文准将应邀颁发纪念品予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
兼全国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启功教授，中为工委会主席、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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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  历次(10次)国际书法交流大展一览
100701　1993第二届国际书法交流北京大展

10070101　按照1990年各国代表团一起出席的“第一届国际书法大会”的

议案，第二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在中国北京举行，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

第三届在日本东京举行，由每日书道会主办。

10070102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中国书协主席及党组领导人于1990年回

京后不久，即遭到批判，“罪名”是中国书协作为官方机构之一，岂可掉

入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之中，而这一罗致的罪名，剑指新加坡书协会长

陈声桂。

10070103　这真是荒谬之极。新加坡发起国际书法交流大展是1988年12

月。那时新中、新台并无建交；新加坡与中国建交是1990年10月初，当时，

将于12月举行的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已万事齐备，只欠东风(主宾已请

到、经费已筹足、地点已租到、作品已收齐、特刊已付印，⋯⋯只等12月

各国代表到来)；而12月为第一届大展主礼的是新加坡副总理王鼎昌及刚上

任的新闻与艺术部代部长杨荣文。这莫须有从何谈起！？

10070104　当时，作为国际书法交流大展的发起国及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

执行理事长的陈声桂，在听闻中国书协不会举办第二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后，写了几封信寄给中国政府高层。

10070105 　 有一天，据说当时的中国总理李鹏的办公室打电话给中国人民

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原驻联合国大使韩叙，请他处理此事。韩氏于是接触中

国书协，中国书协于是在1993年在北京静悄悄地举办了第二届国际书法交流

大展。说它静悄悄，是只有各国作品展览，及出版专辑，其它什么也没有。

100702　1995第三届国际书法交流东京大展

“第三届国际书法交流东京大展”于1995年11月27日至12月3日在东

京银座中央美术馆举行。

27日上午10时，日本众议院主席土井多贺子为盛会主持开幕典礼。鲜

少曝光的日本全国第三大报每日新闻社社长兼每日书道会会长小池唯夫、

每日新闻总编辑兼主笔 藤明二人均到会。14个参展国家与地区的代表团

团员与嘉宾共四百人，见证了这历史性的一页。小池社长在会上讲了许多

热情洋溢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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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于11时举行祝贺会，由中国书协副主席李铎代表全体致词。6时举

行欢迎会，由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代表全体致词。在这之间的下午2时，

也举行了各国书家挥毫大会。

11月28日，每日书道会的秘书长丸谷亘主持了第三届国际书法大会——

各国书法会会长联席会议，决定第四届书法大展交由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主

办。韩国东方研书会会长金膺显、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理事长连胜彦、

菲律宾中华书法学会副会长陈敦三等人，均为下届主办单位得人祝贺。大

马书协会长钟正川表示，一定把第四届书展办好。

100703　1997第四届国际书法交流吉隆坡大展

10070301　1997年11月29日，第四届国际书法交流吉隆坡大展开幕。

10070302　在当天下午举行的“第四届国际书法大会”上，决定由中华台

北于2000年续办第五届，并由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会长兼大会主席钟正川把

会旗授予下届(第五届)主办机构(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会长连胜彦，在场

见证的有各国及各地区书法组织的与会代表。

10070303　应大会的邀请，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以国际书法发展

联络会代表的身份，在开幕礼上致词。他说，自1988年七个国家及地区的

同道在新加坡开会发起倡议成立“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并于1990年落

实以来，每两年一届的这一盛会，转眼已是第四届了。回顾过去三届的交

流活动与书艺发展，我们可以自豪地指出，当初成立“国际书法发展联络

会”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10070304　新加坡代表团一行12人，在副团长吕永华及秘书杨应春带领

下，于1997年11月30日由吉隆坡北上吡叻州怡保观光，得到霹雳洞主持、

书法家张英杰的热烈欢迎。

100704　2000第五届国际书法交流台北大展

10070401　轮值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主办的“第五届国际书法交流台北

大展”，于2000年元月11日至19日在台北国父纪念馆隆重举行；来自世界

各地书法组织的169位代表，见证了这两年一度的国际盛会的开幕典礼。

10070402　由台、日、韩、马、新、菲、港、澳(门)、美、加、汶、印

(尼)、巴(西)、澳(洲)等十四个国家与地区的书法组织提供的292件作品(每

人一件)，也使这被世人誉称“当代兰亭”的书法大展，为新千年的中华书

法艺术发展，呈现出波澜壮阔、光华灿烂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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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0403　由新加坡书法家协会於1988年发起，1990年首办的“国际书法

交流大展”，每二至三年由各国代表性的书法协会举办一次，第二届由中国

书法家协会举办，于1993年在中国北京举行；第三届由日本每日书道会举

办，于1995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第四届由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举办，于1997

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

10070404　由于以各国及各地代表性的书会为主，因此这一大展十二年来

深受世界各地书界同人重视，而参加之地区及国家也逐届增加。与第一届

的九个单位相比，目前已多至十四个。

10070405　在本届大展举行期间，大会也召开了各国书法组织代表大

会——第五届国际书法大会，会上一致公推大韩民国作为2002年第六届大

展的主办国；韩国是以东方研书会作为主干的“韩国书法艺术联合韩国本

部”为代表。

新加坡书协这次在李氏基金赞助下，选送了28件佳作参展，这些精裱

的作品，已全数送赠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存为纪念。

100705　2003第六届国际书法交流SEOUL大展

10070501　备受世界各国书坛瞩目的“第六届国际书法交流SEOUL大展”

于2003年6月18日在韩国汉城隆重开幕，轮值本届主席的国际书法艺术联

合韩国本部主席权昌伦，对各国书家踊跃莅会、各国书会迅速征集作品参

加，至表欣慰，大加表扬。本届共有十九个国家与地区的书法团体参加，

书作近四百件。

10070502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作为此大展之发起国，在6月19日之国际书法

大会上，获选为下一届，即第七届的主办国。为此，自1990年开始，历经6

个不同城市举行的国际书法交流大展，于三年后重回新加坡与国人见面。这

是新加坡书坛莫大的荣幸。

10070503　应大会主席权昌伦的邀请，新加坡书法家协会派出一个四人书

法团赴会，该团由书协副会长何钰峰带领，随团的有徐祖 、杨应春，及

符传国。

何钰峰团长应约在大会开幕礼上致词，并与杨应春一同出席“第六届国

际书法大会”；他也与徐祖 参加国际书家笔会。

韩国书坛泰斗、即大会主席权昌伦之业师金膺显也专门到会二次，与

各国代表相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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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0504　何钰峰在开幕礼上说，在过去14年举行的六届国际书法交流大

展，每届都有新的地区与新的国家加入，这不但使这个书法大家庭的成员

大增，也使这书法交流大展更具代表性，成为当今书坛最具盛誉的大会。

李氏基金及国家艺术理事会赞助了这次代表团出访的费用。

10070505　贺词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

                                         国际书法交流大展发起人   陈声桂

1988年12月11日，当新加坡书协庆祝20周年之际，曾邀请各国书法团

体的会长及主要负责人来新参加会庆，并举办“国际书法家庭的建立与书

法艺术的交流”研讨大会。

在各国代表热烈讨论后，达致了几项协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先行设

立“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of Chinese Calligraphy 

简称“国际书联”，两年后，“中心”改为“会”，即“国际书法发展联络

会”)。国际书联办事处设在新加坡，由新加坡书协主持；其次是定于1990

年12月在新加坡举行一次联合展览会；展览会定名为：“第一届国际书法交

流大展”(1st International Chinese Calligraphy Exchange Exhibition), 由时

任中国书协主席的爱新觉罗·启功教授署 ，配合交流大展的举行，也召开 

“第一届国际书法大会”(1st International Chinese Calligraphy Congress)。

两年后，这个被世界书法圈誉为“当代兰亭”的“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

大展”，于1990年12月18日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院开幕，由新加坡共和国副

总理王鼎昌先生主持仪式并致开幕词。是日上午九时起至卅一日下午六时，

一连两周，在博物院的四大画廊(狼牙门、淡马锡、拓荒者、伊斯干达)展出

各参展国家及地区提供之作品246件，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的使命于焉完成！

自1993年起，世界各国的书法家协会代表们或相聚于中国，或共叙于

日本，历经新、中、日、马、台五地，每隔二到三年便举行一次交流大展，

转眼已举行了五届。虽然各国书协之间的财力、人力各有不同，但书法交流

大展还是绵延不绝，且参加队伍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其国际影响，也

越来越显著，可见当时发起这一国际书法大展的倡导者们，是多么的富有远

见。美中不足的是，发起人中，有的已经作古，如新加坡的潘受、王瑞璧、

林国梁，中国的陆石、康殷，马来西亚的黄石庵，日本的金子鸥亭；有的因

年事已高，难以飞越重洋，如中国的启功、中华台北的陈其铨、香港的梁钧

庸。无论如何，国际书法交流大展这一书坛盛事，还是薪火相传，为书法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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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艺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要维持及举办这个二至四年举行一次的国际性大展确实不易，我们必须

积极组织那些尚未参加的国家与书法团体加入阵容，帮助他们在国际书法艺

坛的舞台上不断发展、壮大。只要我们能够坚持不懈，也许再过另一个十五

年，我们这个国际书法大展，会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我谨祝本届国际书法大展及国际书法大会成功举行！

                                                        2003年3月24日

(编者按：第七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见1008)

100706　2008第八届国际书法交流北京大展

10070601　备受世界艺坛瞩目的“第八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于2008年6

月28日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广场隆重揭幕。

当天，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韩启德、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家正、李建华

与郑万通等四位中国国家领导人，连同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兼副主席胡振民、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张海，及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教授七人一齐为

大会剪彩。后三人也上台致词，为况殊盛！

来自世界五大洲的20个书法团体呈献了近600件作品，共有160余位各

国代表、70余位中国各省市书协代表，及上千名观众，见证了这历史性的

一刻！

有“当代兰亭”之誉的“国际书法交流大展”第一届于1990年，由新加

坡书协主办，经过16年在6个国家与地区轮流公展后，第七届国际书法交流

大展于2006年，再次由轮值发起国——新加坡举办。中国书协续办了本届即

第八届大展，与它联办的尚有中国文联、北京市文联。

10070602　当天(28日)下午，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工作会议(即第八届国际

书法大会)在北京国际饭店国际厅召开，由执行理事长、中国书协分党组书

记、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赵长青与中国书协主席张海联席主持。会上一致

通过将原称“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改为“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并授

权执行理事长草拟新章则交予各会员团体审议。会上也一致通过2010年第

九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由日本每日书道会主办。每日书道会即席宣布，到

时将在古都奈良举行，顺庆祝奈良建都1300年！

10070603　新加坡书协特派出6人代表团出席盛会，由会长陈声桂领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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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包括二位副会长何钰峰、徐祖 ，副秘书长陈朝祥，新加坡书法中心名誉

主席陈森富与董事廖振福。

代表团一行人在京期间受到极高规格礼遇：中国书协主席张海伉俪特设

午宴宴请代表团一行、赵长青书记专程到酒店送行。而新加坡提呈的32件书

作，也获得各国同道的好评。

10070604　在京期间，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教授也在中国书协书记赵长

青见证下，将“新加坡书协国际友谊金奖章”颁予原中国书协党领导小组

组长、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硕果仅存的中国代表团团员佟韦，及主持

1993年第二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的中国书协原副秘书长、原中国艺术报社

长张虎。

10070605　对于本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的盛大与隆重举行，陈声桂会长对

记者慨叹：

“十五年前的1993年，由于当时主持中国书协会政的人士忽略了‘两岸

虽然暂时分家，但却同在一个民族的屋檐下’这一事实，把原本与自己骨肉

相连、血浓于水的同胞无情地抛弃了；借用中国名作家、原副总理郭沫若先

生的诗便是：‘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所以我们在那年的第

二届大展上，看不到台湾同道们的作品！

“今天，‘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鲁迅诗)，历史已还复

原来的洁白！所以，我要特别借用中国著名诗人柳亚子先生(1950年写予毛

泽东先生)《浣溪沙》词中的“不是一人能领导，那容百族共骈阗？良宵盛

会喜空前”来盛赞今天大会的成功举行！”

在京会毕，陈声桂教授由京赴上海同济大学讲学。

100707　2010第九届国际书法交流奈良大展

10070701　被公认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书法艺术展览会——“第

九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于2010年10月14日在日本古都奈良县文化馆隆

重开幕，这也是庆祝日本第一个首都——奈良建都1300年的一项大型活动。

共有世界20个国家与地区的477名书家参加这一由日本每日新闻社、每

日书道会，及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联办的国际书法大展。

10070702　大展开幕典礼由奈良县知事(省长)荒井正吾亲自主持。他致词

说：“这一大展给了我们一个通过书法向国内外传递奈良历史文化的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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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有助加深国际间的文化交流。”

每日新闻社社长兼每日书道会会长北村正任在会上表示：“热切期望这

次奈良大展，站在友好交流历史之舞台、展望书法艺术美好之未来，继往开

来，形成具有创造性的交流盛会。”

10070703　在当晚(10月14日)的祝捷宴上，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教授应

邀在会上致词。他说：“22年过去了，有三点是值得我在这里陈述的。第

一、我们于1988年决定成立‘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中心’，1990年改为‘国

际书法发展联络会’，现在，我们正迈向‘国际书法家联会总会’前进。

第二、1990年只有七个地区的书法团体参加，也就是说，当时各国各地区

的书法团体非常有限。可是，今天参加的团体及单位已超过20个，显示了我

们的书法队伍日益壮大，国际书法家庭更加兴盛繁荣。第三、当年发起这一

个称得上举世瞩目的大展的七位同道中，有五位已经谢世，即使健在的马来

西亚书艺协会前任会长朱自存先生，也已淡出书坛，而我与中华台北的廖祯

祥先生也年近或年逾古稀。所以，我们正在呼唤世界书坛新一代领袖出台，

以继承书法这千秋大业。”

他感谢各国各地区的书法协会，在过去二十年，克服种种障碍与困难，

以坚忍不拔、持之以恒的精神，把这国际书法交流大展交接主办下去。

10070704　10月15日，各国各地区代表团也于会场——奈良日航六星酒

店“天空厅”会议室召开“第九届国际书法奈良大会”。会议由每日新闻社

长兼每日书道会理事长北村正任主持，陪同出席者尚有每日书道会最高顾问

恩地春洋、专务理事糸贺靖夫、联络主任郑丽华，与刚卸任的专务理事寺田

健一等人。会议通过决议①2011年6月17日至19日在新加坡开会、审查国际

书法家联合总会章程；会议结束后，于6月20日至23日访问泰国。②马来西

亚书艺协会承办第10届国际书法大展。③选举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教授为

国际书联唯一的名誉主席。

10070705　当天下午，日本二王子秋 宫与王子妃纪子伉俪亲临会场观赏并

会见各国代表团团长及团员；秋 宫王子伉俪在欣赏新加坡书协代表团团长

陈声桂教授的作品“烟”后，在中国书协党组书记赵长青及每日书道会最高

理事恩地春洋的引见下，与陈声桂教授寒暄。陈教授以英语告诉王子，去年

5月9日，新加坡纳丹总统国事访问日本面赠其父明仁天皇陛下的国礼——行

书大中堂(“明”)，是出自他的手笔。

10070706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这次应大会的邀请，从2010年新加坡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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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选出老中青书法家30件作品参与其事；书协也派出一个25人代表团见证

这个盛会。

新加坡书法代表团也参加京都大学大学院教授阿 哲次教授以中日两

种语文同步主讲的“日本天平文化和书法座谈”，及参观墨厂，游览法隆

寺(607年建)、招提寺(759年建)、药师寺(8世纪建)等著名古建筑。代表团

回程时也到京都(日本第二个古都)与大阪市访问。

10070707　早一天(13日)，当书协陈声桂会长抵步时，也特地前往兵库县养

父郡养父町中米地天理教阴阳分教会，拜祭他1969年大学时代的同房、经于

22年前辞世的宫本丰，并会见其故友之遗孀宫本千代子及公子宫本南海男。

10070708　新加坡书协派出的代表团，由会长陈声桂教授率领，副团长为何

钰峰，团秘书长为林隆惠，副秘书长为陈朝祥、高桂；团员有：符国标、陈

星光、古兆娇、杨民献博士、陈芳华、罗月秋、郑人豪、杨宝清、张美瑞、

戴奕乔、陈娟、黄敏容、林琼瑛、陈秋香、许彩端、陈淑群、黎忠贞、林素

香、李森严、古兆娇。

100708　2012第十届国际书法交流吉隆坡大展

10070801　第10届国际书法交流吉隆坡大展，于2012年12月8日在马来西

亚首都吉隆坡创价学会三楼视听会堂隆重开幕；配合这次大展召开的第十

届国际书法大会也于次日下午举行，会上一致通过：第十一届大展于两年

后在泰国曼谷举行，由刚成立的泰国泰华书法家协会主办。

共有21国的书法家提供364件作品参与本次大展。马来西亚卫生部长廖

中莱于8日上午12时为大展揭幕。新加坡驻马大使王景荣、中国驻马公使(政

务)陈德海，及来自世界各国的四百位书法家、书法爱好者参加了开幕盛典；

展品则在一楼(楼下)、阁楼，及七楼共三层楼举行。

10070802　本次大展，由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与前年(2011年)6月正式挂牌成

立的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联办，并由后者赞助人民币壹拾万元(折美金15,763

元/新币19,231元)。马来西亚创价学会也列为联办机构之一。

10070803　本次大展循例于首日下午举行雅集，次日(9日)召开各国代表会

议(国际书法大会)。第十届国际书法大会由马来西亚书协署理会长曾木华主

持，国际书总秘书长赵长青、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会长王雅、大展工委会主席

纪永辉、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等四人应约在台上联袂主持。 

大会先通过泰华盆景书画协会退出“协作会员”身份及泰国泰华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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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入会三个议案；随后通过修改总会章则一个议案。(全文见100912国际

书法家联合总会在2012年隆通过四议案) 

10070804　当天大会之高潮是选举下一届主办单位，由于只有泰国书协申

请，会议一致通过由泰国承办，日期预订为2014年8月14日。 

国际书总秘书长赵长青也介绍其办公厅主任王冰，成员韩宇虹及蒙建

军予各会认识。他也汇报了各会这一年半来的进展。会议结束后，全体合

影纪念！ 

10070805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派出22人到会，人数与2010年出席在日本大

阪的第9届大会人数不遑多让。他们先到马来西亚霹雳州的怡保逗留一晚再

南下吉隆坡。事毕，又往云顶高原度假胜地勾留。

作为组建国际书联的大推手，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教授也在几

天的活动中备受各方的赞誉及推许。 

陈声桂会长表示，1988年在新加坡倡议成立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时，

即决定各国二至四年举办一次国际书法大展及书法大会，现在短短25年之

中，已办了十届，可见它已建立起其声誉及品牌。

他说：“当1988年在新加坡开会时，新加坡与中国尚未建立邦交，海

峡两岸也各自为敌。当1990年12月18日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由新加坡

副总理王鼎昌主持开幕礼时，新加坡与中国刚建交两个月(10月3日建交)。

可是不幸的是，这一国际盛会，被北京几个好事之徒诬蔑为新加坡书协搞

一中一台。

“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海峡两岸书艺交流，正是滥觞于1990年中国

书协主席启功、党领导小组组长佟韦、中国书坛大家康殷与刘炳森几人当

时在新加坡与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的理事长陈其铨、常务理事释广元的

相聚。历史终于还原他个人及新加坡书协的清白，这是邪不胜正的明证！” 

10070806　第十届国际书法大展为期9天。配合这次大会，马来西亚书协也

出版了《第十届国际书法交流吉隆坡大展》专刊。 

本次到会的各国书坛巨头，包括：巴西中华书法学会刘树德、加拿大

中国书法协会潘德章、中国书法家协会赵长青、香港中国书道协会陈灵熙、

印度尼西亚书艺协会李秀贤、日本(财团法人)每日书道会船本芳云、国际书

法艺术联合韩国本部权昌伦、澳门书法家协会欧耀南、马来西亚书艺协会王

雅、菲律宾中华书法学会陈敦三、新加坡书法家协会陈声桂、中华台北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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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学会沈荣槐、泰国泰华书法家协会黄汉城等。

100709　2014第十一届国际书法交流曼谷大展

10070901　第十一届国际书法交流曼谷大展，于2014 年8月14日在泰国中

国文化中心二楼大厅隆重开幕；共有18个地区的书法家提供503 件作品参与

本次大展。配合这次大展召开的第11次国际书法大会也一致决定下一届 (第

12届)将于两年后在中国北京举行。 

10070902　在同一国际书法大会上，中国书法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

主席兼秘书长陈洪武 (萧风)也获各国代表一致通过，取代退休的赵长青出

任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秘书长。 

10070903　14日上午10时，泰国前文化部长颂塔耶·坤本为盛会揭幕，随

后中国书协分党组书记陈洪武、中国驻泰文化参赞陈疆、泰国中华总商会主

席刘锦庭、泰国中国文化中心主任蓝素红、泰国泰华书法家协会会长黄汉城

相继致词。六人致词完毕，中国驻泰国临时代办吴志武与各国书会主席或代

表联袂剪彩。 

10070904　本次大展循例于首日举行书家雅集，并召开各国代表会议。国

际大会本由泰国泰华书协会长黄汉城与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新秘书长陈洪

武联席主持，但会议一开始，黄氏即委托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教

授代表他主持会议。会议在二陈主持下，进行极为顺利，并选举中国书法

家协会为下一届的主办国。 

当晚，各国代表也出席黄汉城会长九秩、黄夫人陈秀香八秩晋二寿诞暨

二人钻婚三庆喜宴。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以陈声桂会长书写的条幅“美眷”向

黄主席伉俪申贺。 

15日，代表团一行人游览泰国著名的地标——耀华力街，并享用当地的

美食。是晚，欢送宴在龙城花园举行。会上，在新加坡陈声桂会长充当(普通

话与潮州话)通译之下，泰国会长黄汉城将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会旗交予中国

书协秘书长陈洪武，各国代表也互赠纪念品。 

10070905　本次到会的各国书坛巨头，包括：中国书法家协会陈洪武、潘

文海，(财团法人)日本每日书道会鬼头墨峻、糸靖贺夫，国际书法艺术联合

韩国本部权昌伦、赵琮淑，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沈荣槐、叶国华，马来西

亚书艺协会王雅、纪永辉，新加坡书法家协会陈声桂教授、何钰峰，香港中

国书道协会陈灵熙，澳门书法家协会连家生，菲律宾中华书法学会陈敦三，



488

陈
声
桂

巴西中华书法学会刘树德，加拿大中国书法协会梁国华，印尼书艺协会陶璧

如，澳大利亚书法协会吴晓云，文莱中华书画协会俞庆在等人。 

10070906　新加坡书法代表团由陈声桂及何钰峰担任正副团长、陈朝祥担

任秘书长，团员包括：姚智、许惠珊、罗月秋、萧雅悟、高桂、周德成、

林雪琴、陈秋香、赵善铭、陈星光、谢亚妹、陈楚娟、萧孙庆，共16人。

100710　2016第十二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10071001　被称为书法奥林匹克的第12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于2016年9

月20日在天津美术馆由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李一揭幕，来自世界19个国家

与地区及京津冀的二百多位书法家、书法工作者，见证了中国书法史上这

重要的一刻。

第12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乃由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及中国书法家协会联

合主办，第一届是于1990年12月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院举行。

开幕礼上，李一、中国书协主席苏士澍，及中国天津党组书记兼驻会副

主席万镜明三人分别致词，并联袂颁发“国际书法交流特别贡献奖”予1990

年首办这一盛宴的 7个书会的会长。由于五个书会的会长已经作古、时任马

来西亚书艺协会会长的何维城已近九十无法到会，所以只有新加坡书协会长

陈声桂亲自上台领奖。其它中国(启功)、香港(梁钧庸)、日本(金子鸥亭)、韩

国(金膺显)、中华台北(陈其铨)，则由代表领奖。

10071002　由大会约请的各国书法家，于9月19日在北京会齐，20日上午一

起到天津美术馆参加开幕典礼。次日(21日)，由天津(津)转赴河北(冀)参观；

复由河北回北京(京)，于22日举行书家笔会，及举行第12届国际书法交流大

展工作会议(即第12次国际书法大会)。

会议正式通过，由新加坡书法家协会接办第13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预

期2018年秋季举行。会议结束前，中国书协党组书记兼驻会副主席陈洪武，

将国际书总会旗授予新加坡出席会议的三位代表陈声桂、何钰峰，及高桂。

由陈洪武主持的这一会议，也审议了各国的提案，包括通过英国诗书画

学会为“协作会员” 。

10071003　由于跟中国的书法界的渊源长达35年，所以新加坡书法团 13人

特地提前一天到北京拜访三位相当熟稔的老朋友。

19日，他们先去沈鹏的家。沈鹏曾经担任中国书协代主席9 年及主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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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总共主政书坛14年。他们也去拜会担任书协主席十年，刚刚卸任的中

国书协主席张海，及1988年、1990年二度莅新的中国书协秘书长陆石的遗

孀赵中。

当天，大伙一早先去沈鹏的家，得沈鹏的秘书张静，以及正在拍摄42辑

王羲之专集的张智重相迎。86岁的沈鹏，先把中国国家博物院出版的《沈鹏

送馆藏品》专册与刊登他的五律的《中华诗词》、新著《三余笺韵》，及他

个人的诗集，一一签名送给客人，并跟全团合影。

沈先生跟新加坡代表团正副团长陈声桂及何钰峰于1983年 6月在北京

两次相晤，次年(1984年)，他带领中国书法家协会代表团来新加坡参加第

一届“新中书法交流展”，为新中书法发展掀开新章。

陈声桂会长也特别感谢沈老在1994年10月第二次来新加坡访问时，专门

到组建中的新加坡书法中心参观，并给他们在筹款和建设方面指引与激励。

一个小时后，沈先生亲自从三楼寓斋下来送别新加坡代表团，并且在其

公寓园内，再次拍下纪念照。

当天中午，沈氏的公子沈千帆，在四代同堂特设午宴，跟全团一起餐

叙，到会的还有张智重。沈千帆在五年前(2011 年10月)曾经以共青团北京市

委副书记的身份来新加坡管理大学进修，过后在职场一帆风顺、步步高升。

10071004　午饭后，大家前往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的张海府上拜访。张海在

他的公寓楼下等候大家光临并合影后，引领大家到他的寓斋茶叙。

张先生提供多本他个人的书法集，并把他刚刚在2016年3月26日举行的

个展开幕后所收集的图片集，送给每人一册。在图片集中，大家惊讶地看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夫人彭丽媛，也到现场参观。

张海日后将在北京和河南两头跑，他老家的郑州大学，特别设立了书

学院，由他出任院长。张海特把即将在10月投入运作的书学院专用水盂，

送给陈团长留念。

张海曾经在1990年应新加坡书协之约，来新加坡九天，其中六天主持隶

书专修班。次年(1991年)他与老师费新我前来访问并且参加新加坡书协主办

的“费新我88书迹展”开幕礼。

过后，大伙前往中国文联前秘书长(中国书协1981年建会时，他任秘书

长)陆石的家。陆老已去世多年，他夫人赵中年纪也大，不很灵活，不过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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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知道老朋友到访时，特地换衣出来相迎，并且留下了热泪，令人感动。

整个访问由他的女婿贾晋生全陪。

10071005　在9月20日的开幕礼上，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第一个上台讲

话。陈声桂在会上对中国书协历任主席(第二任开始) 启功、邵宇、沈鹏、

张海以及现任(第六任)主席苏士澍对这一国际交流大展的支持及奉献，由衷

感激！他也也别感谢在任内主持第七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的中国书协主席张

海，及时任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首任秘书长的中国书协党组书记兼驻会副主

席赵长青，对这一国际书坛盛会给予的鼎力相助。

他说，“本届大展，国际书总秘书长、中国书协党组书记兼驻会副主

席陈洪武承先启后，居功至伟。”他也说，“国际书法总会在中州大地落

户了，我们海外遥望中原，大家都对中国怀着莫大的期许。有了来自世界

以不同语言作为母语的国家与地区的拥护，并选择以中国北京作为国际书

法中心，中国书协是义不容辞、任重道远的！” 

10071006　陈会长也跟20年前应他之约前来新加坡访问的现任中国主席苏

士澍有多次非常友好与亲切的互动。当文物出版社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与

中国中央电视台合办“中国书法篆刻电视大奖赛”时，陈声桂与何钰峰分

别在1995年及1997年前往北京担任评判；而这个赛会的作品，也在 1996

年到新加坡公展。他与苏主席因此结下了良好的友谊，有长达二十年的交

往。过去，陈声桂在北京访问期间，也曾经与苏主席的老师启功，去过文

物出版社访问。

10071007　第12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开幕后，陈会长接受了多个媒体的访

谈，包括书法频道等等。参展的各国书法家，也在场频密交谈及合影，他们

包括新加坡的老朋友、印尼书艺协会创会主席李秀贤、现任主席陶碧如等。

新加坡书法代表团13人异口同声欢迎大家两年后重游星洲。

10071008　在22日，大会在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敬一亭举行笔会，新

加坡由陈声桂、何钰峰代表上阵。

10071009　新加坡代表团13个人是陈声桂、何钰峰、高桂、龙丽因、卢焯

基、邓瑞端、罗月秋、王振钦、李志强、马绮玲、萧雅悟、沈伶 ，及林

铭法。

10071010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兼艺术总会会长陈声桂在天津美术馆开

幕的“第12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致词全文：

主宾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兼副主席李一先生、中国书协主席兼全国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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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苏士澍先生、中国天津文联党组副书记兼驻会副主席万镜明女士、各位

嘉宾、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第十二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在天津隆重举行。我们欣喜地

看到，这次展览的规模盛况空前，各国和地区的参展作品，也是异彩纷呈，

技艺高超，代表了国际书法的水平。可以说，这次展览，将国际书法的创作

和交流都推上了又一个高峰。作为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的主要成员国和发起

人，此刻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感慨。

书法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华文化中最为普及的艺术形

式。有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我曾说：“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书

法。”新加坡书法协会，以及我本人，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国际书法的交

流事业，亲身见证了历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的发展历程。上世纪八十年代，

受中国、日本、韩国等国的推举，我出任“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中心”执行理

事长，于1990年在新加坡举办了“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其后，大展

在世界各地接力举行，所到之处，无不掀起一次又一次传播书法艺术、弘扬

书法文化的浪潮。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各发起国和成员国，也竭尽心力，承

办展事，使大展不断完善，规模不断壮大，影响力和辐射力不断提升，二十

年多年来，“国际书法交流大展”已经发展为世界书法界的“奥林匹克”，

在国际间享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多年来，“国际书法交流大展”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考验。我们欣喜地看

到，积极向上和友谊合作的方面总是主流，团结协作和发展壮大的趋势是不

可遏止的。国际间书法交流的大势，如汤汤河水，奔腾不息。新加坡书法家

协会作为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的主要发起国，对国际间书法艺术交流事业的

发扬光大，仍然重任在肩，责无旁贷。在本届大展期间，新加坡书法家协会

将申办2018年“第十三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的主办权，时隔二十多年之

后，“国际书法交流大展”拟将回到它的首办地。借此机会，我向多年来

为国际书法交流事业坚持不懈的各位书法同道表示感谢！

特别是中国书协历任主席，尤其是启功、邵宇、沈鹏、张海诸位先生

以及现任主席苏士澍先生对这个交流大展的支持与奉献。我也要特别感谢

在任内主持七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的张海先生，及时任国际书法家联合总

会首任秘书长的赵长青先生，对这一国际书坛盛会给予的鼎力相助！本届

大展，国际书总秘书长、中国书协党组书记兼驻会副主席陈洪武先生居功

至伟，我也特此向他申谢。

欢迎大家2018年在新加坡再次相聚！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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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1月29日第四届国际书法交流吉隆坡大展在马来西亚举行，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
陈声桂以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执行理事长的身份，在开幕礼上致词。他说：“回顾过去三届
的交流活动与书艺发展，我们可以自豪地指出，当初成立‘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的这个决
定是正确的！”

2000年1月11日，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主办的第五届国际书法交流台北大展在台北国父纪
念馆举行。各国、各地区书法代表团为大展剪彩。左十起大会主席、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
理事长连胜彦、新加坡书协常务理事何钰峰、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会长钟正川、国际书法联合
韩国本部(东方研书会)会长金膺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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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6月28日第八届国际书法交流北京大展开幕式上，中国书协主席张海(上图右)、中国文
联党组书记兼副主席胡振民(上图左)及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教授(上图中、下图左二)三人
在会上致词后，与中国人大副委员长韩启德、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家正、李建华、郑万通四人一
起剪彩(下图)。

2008年6月28日午后二时，第八届国际书法大会在北京国际饭店国际厅召开，这是国际书法
发展联络会秘书处由新加坡移交到中国后的第一次会议。图为四点半，会议结束后，出席的
20个世界各国各地区代表齐集一堂，合影留念。左四为中国赵长青，左五为新加坡陈声桂
教授，左六为中国张海主席。



495

陈
声
桂

1008  2006第七届国际书法交流新加坡大展
100801 “第七届国际书法交流新加坡大展”于2006年3月10 日下午4时由

新加坡共和国总统纳丹阁下隆重揭幕。为起倡导作用，时年 82岁的印裔国

家元首，在剪彩之后，以椽笔当众挥毫写下“丹心”二个大字。中国大使

张云、文化参赞朱琦博士，法国大使雷欧、王秀惠伉俪，马来西亚经济参

赞惹米 (Jamil Derus Ahmad)等各国使节，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郑维

荣，200余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书会代表，40余位本地书家，与200位嘉宾合

计500人，在新加坡书法中心李光前堂，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有“当代兰亭”美誉的“国际书法交流大展”，经过16年在六个国家

与地区轮流公展后，再次由轮值发起国——新加坡举办。这回共有21个国

家与地区参加、16个国家与地区的200余位代表到会、372件书作公展，三

者均刷新过去六届的记录。 

100802　大会主席、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教授在开幕典礼上 

说：“的确，我们18年的努力并不白费！看看我们的姐妹艺术——音乐、

舞蹈、戏剧、美术、摄影等等，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比他们走前了好

几年，因为我们已有了书坛的‘奥林匹克’了! 

“我们18年的辉煌，也可从过去出现的此起彼伏的不少名为国际、宇

宙、世界、天下、环球的书法展览得到旁证。由于历史给予新加坡书法家

协会机缘与荣誉，所以新加坡书协在国际交流大展举行后的第16年，再次承

办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由各国及地区代表性书法组织参展的国际大会！今

天，亚洲、欧洲、大洋洲、北美洲及南美洲五大洲的同道的作品同时公展；

2010年10月14日，第九届国际书法交流奈良大展在日本古都奈良县文化馆隆重开幕，左十
一为主办单位每日新闻社社长、每日书道会理事长北村正任。次日举行“第九届国际书法大
会”，会上也让各地区代表对中国书协提呈的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章程加以审查。在这一会
上，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教授(左五)被选为国际书总唯一的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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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余位书家在此会聚相叙；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新加坡书协作为朝野中

外公认的新加坡书法总会，在天时地利人和配合之下，动员全会上下整百

人，无怨无悔、任劳任怨地工作，是‘书法一家’的体现！ 

“这次大展，是各地新一轮办展的第一站，不论作品的数量、莅会的人

数、展厅的数目、专刊的厚度，均刷新过去的纪录，让世人对这原为文人书

斋的艺术有新的体认，这是国际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新里程碑，我把这份荣

誉归给在场的每一位人士，及全球的书法同道。 

“个人认为，好的作品几张几十张便够了。不必为有人一天可写出车

载斗量或黄金万两而鼓掌；好的组织一个便够了，不必身上挂满宇宙、地

球、世界，或天下联盟的名衔。国际书法交流大展，在18年前发起时，当

时在世的许多老前辈，均表现出俗人莫之能御的浩然正气，倡导不造作、不

流俗、不故弄玄虚、不欺世骗人，今天，尽管不少长者已经仙逝，然而，承

前启后、继往开来，正是我们未竟之功，愿世界全体同仁，共同努力！”

100803　陈声桂会长也代表大会赠送行书中堂“一片丹心照汗青”予纳丹

总统。 

100804　开幕礼后，纳丹总统与全体到会的书家合拍集体照，与各地各

国的代表团、新加坡书协理事会、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会、七届大展工委

会、七届大展赞助人、书协办公厅人员一一拍照，费时一个小时又一刻，

殊为难得。

100805　次早(3月11日)10时1刻，纳丹总统特于总统府设茶会招待前来出

席“第七届国际书法交流新加坡大展”的16个世界各地书法会的代表团团长

与五个报刊杂志的社长，历时50分钟。总统首席秘书陈永明、副官张炳荣少

校也参加了会见。宾主相聚一堂，气氛至为融洽。

受邀作为国宾到会的有中国书法家协会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兼秘书

长赵长青、Chinese Taipei(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理事长释广元法师、日

本每日书道会理事野口白汀、国际书法艺术联合韩国本部理事长权昌伦、

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会长黄金炳、澳门书法家协会主席连家生、加拿大中国书

法协会会长陈汉忠、菲律宾中华书法学会副会长陈敦三、印尼书艺协会主席

李秀贤、香港中国书道协会理事长陈灵熙、美洲中华书法学会副董事长李振

兴，以及英国杨希雪、比利时陆惟华、泰国侯少岩、汶莱俞庆在等。报社代

表有中国广州《诗词》社长吴东峰、印度尼西亚《华商》报专栏记者蔡卡美

拉、《中国书画报》(天津)社长何东、记者曹玉文、《书法报》(湖北)社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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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发、记者兰干武。此外，新加坡书协正副会长陈声桂、徐祖 ，常务理事

余亚顺，及新加坡书法中心俱乐部总干事林隆惠等人也陪同出席。纳丹总统

在会见时，不只一一与诸人合照留念；在散会前，也与大家在总统府正门合

影。　　　　　　　　　　　　　　　

100806　在同天(3月11日)上午九时，各国各地之书会也在新加坡书法中心

李光前堂召开“第七届国际书法大会”。会上一致通过，推选中国书法家

协会为下一届主办国。会后，来自世界的百多名书坛名家(包括11时1刻由

总统府回来的各国各地书法会会长)也在新加坡书法中心前院举行“国际百

人笔会”雅集，至十二时许结束。一时笔飞墨舞，盛况空前，不逊于当年

的“兰亭”雅集。　

100807　新加坡书协对这次交流大展至为重视，动员会内百余人义务工作；

在3月10日晚上的欢迎宴，特约请了该国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政务部

长符喜泉为主宾，并约请各国各地代表轮流发言。

在3月11日中午的祝捷宴，特约请了贸易与工业部兼教育部政务部长曾

士生为主宾，并请他见证新加坡书协陈声桂会长将大会会旗授予下届(第八

届)主办国——中国书协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赵长青。

在3月11日晚上的饯别宴，书协则约请了东南区市长姚智为主宾。

100808　当晚，各国代表自由上台发言。发言者中，以Chinese Taipei(中

华台北)团团长、中国书法学会理事长释广元法师的讲话最为感性，老法师

说：“大会主席陈声桂会长、各国代表书法家、大家好！我是台湾中国书

法学会理事长释广元，带团参与由新加坡主办的第七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得与诸位聚会一处，颇感因缘殊胜。我想乘此将我与新加坡中华书学协会

(即今天的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的来往经过略作报告：　　　　　　　　　　

“1988年12月11日，新加坡中华书学协会在庆祝成立二十周年庆祝活

动中，假第一大酒店举办了一个‘国际书法家庭的建立与书法艺术的交流’

研讨大会，出席该大会的各国书法代表共41人，廖祯祥先生与我，代表了

台湾中国书法学会应邀出席。在大会上，经过各国代表热烈讨论，达成几

项决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先行设立‘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中心’，中心办事

处设在新加坡，由新加坡主持，并订于1990年12月在新加坡举行第一次联

合展览会，定名为‘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同时召开第一届国际书

法讨论大会。1990年，我复代表台湾中国书法学会随当时的理事长陈其铨

先生应邀出席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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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被世界书法圈誉为‘当代兰亭’的第一节国际书法交流大展，是

假新加坡国家博物院举行开幕，展出书法共246件。经各国媒体报道后，立

刻轰动全世界艺坛，真是盛况空前。大展不仅推广发扬了中华文化，更促进

了国际书法艺术的交流，联系各区域书法家的友谊及邦交。此种不可思议的

功德，皆由新加坡‘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中心’的执行理事长陈声桂会长及他

领导的工作同人所成就的。请大家鼓掌致敬。

“按大会组织章程，规定每两年由会员国主办一次，第一届至第四届

交流大会，先后由新加坡、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马来西亚等地区主办

过了，第五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系经1997年11月30日于吉隆坡第四

届国际书法交流大会决议由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承办，至感荣幸。由当

时的中国书法学会理事长、现任本会名誉理事长连胜彦先生领导本会同仁竭

尽心力筹备，务使此项活动办得圆满成功。大展于2000年1月11日在台北市

国父纪念馆中山国家画廊隆重揭幕，共有14个国家地区参加，展出作品294

件，各国代表亦多出席，为本次大会增光不少。

“此次第七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本会应邀组成19人团出席，以是因

缘，得与世界各地书法大家聚会一处，切磋领教，倍感荣幸。此次大会因

由创会地主国主办，故世界各国书法界皆纷纷响应，有20多个国家与地区

的代表与作品会聚一堂，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蔚为奇观！

“复此次国际书法交流大展，对尊重东方传统文化与书法艺术的继往开

来，具有深远的意义，并且对各国文化之交流、邦国之促进、民间之亲善与

情感之增进，亦必有大的贡献，进而造福人类，促进世界和平。

“又此次各国代表齐聚一堂，研讨精究，相信必能得到最好的结论而奠

定国际文化交流的基础，以及东方文化的发扬，最终臻于大同理想社会最高

的境界，也就是本大会的成功。

“‘文字般若，书法三昧，交流国际，功创新会’，这是我撰写的对大

会的贺偈，敬请各位指教。最后谨借此机会，敬祝大会圆满成功，各位代表

先生身心自在，万事如意。”(编者按：三昧，佛教指心神平静、杂念止息)

100809　3月12日，新加坡书协也特地安排各国各地代表们，到油池选区参

观一个由该会与社区联办的书法比赛——油池全国现场书法比赛，并与该区

国会议员兼交通部长姚照东相叙。

100810 “第七届国际书法交流新加坡大展”由20 06年3月10日至31日连续

三个星期在新加坡书法中心李光前堂、南洋艺术学院展览厅1、展览厅2，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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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厅3(至3月15日为止)同时公展，展出来自亚欧美五洲21个国家与地区的

书法家提供的372件佳构。(中50件、港10件、日58件、韩56件、马32件、新

42件、中华台北46件、菲4件、加6件、法6件、印尼10件、澳门6件、澳洲6

件、巴西5件、汶4件、美8件、荷3件、泰7件、比利时4件、意大利3件、英

国6件)。配合这次大展，大会出版了“第七届国际书法交流新加坡大展”专

刊，厚488面，内容收集了历次展览的主要图片、史料，及本次展览的372件

书作与本次盛会的图文32面，典雅大方。

100811　本届大展总开销为新币22万元(折美金13万元)，获得新加坡国家

艺术理事会、李氏基金、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观音堂佛祖庙信托

基金、丰隆基金、新加坡艺术总会、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义安公司、油

池社区基金、油池公民咨询委员会、油池民众俱乐部管理委员会、新加坡书

协杨启霖书法基金、陈景昭书法基金、颜绿书法基金、黄勖吾书法基金、潘

受书法基金、大士伯公宫、Hitachi Asia Ltd等公私机构赞助；个人赞助的，

有杨应群、易峥嵘、刘泰山、曾庆海、陈佳模、林友兴、梁华森、刘升谚、

颜挺尧九人。

本届大展是由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主催、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主办，中

国书法家协会、香港中国书道协会、(财团法人)日本每日书道会、国际书

法艺术联合韩国本部、马来西亚书艺协会、Chinese Taipei(中华台北)中

国书法学会、菲律宾中华书法学会、加拿大中国书法协会、法国书法家协

会、印尼书艺协会、澳门书法家协会、巴西中书法学会联办；澳大利亚书

法协会、文莱中华书画协会、美洲中华书法学会协办。同时也得到荷兰邱

玲珍，泰国林耀、林薇，比利时陆惟华，意大利Nicola Piccioli，英国杨希

雪等人士的协助征件。                                                                                                          

第七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的会员增至13个【中国、香港、日本、韩国、

马来西亚、新加坡、Chinese Taipei(中华台北)、菲律宾、加拿大、法国、印

尼、澳门、巴西]】；非会员国由原先的菲律宾(菲律宾于1996年5月称为会员

国)及美国两个，增加至今天的九个(美国、澳大利亚、文莱、荷兰、泰国、

比利时、意大利、英国、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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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10日，新加坡共和国总统纳丹阁下为“第七届国际书法交流新加坡大展”主持开
幕典礼并题字留念。图中左三为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教授，立于总统背后者为新加
坡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郑维荣。

在2006年3月10日第七届国际书法交流新加坡大展开幕礼上，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教授(
右四)特准备了书作“一片丹心照汗青”赠予新加坡纳丹总统(右三)留念，并借此表达新加坡
书法家协会同仁对他的为国为民，永铭于心。右一、二为新加坡书协副会长徐祖 、国家艺
术理事会主席郑维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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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纳丹总统(左二)于2006年3月10日莅临第七届国际书法交流新加坡大展时，受到与会
500余位来宾们的热烈欢迎。图为大展工委会出版部副主任高桂(左四)为总统别上襟花之
影。左六为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郑维荣。其余四人左起梁华森、陈声桂教授、易峥
嵘、曾台邦。

新加坡共和国总统纳丹(前排左四)在“第七届国际书法交流新加坡大展”开幕礼上，特邀出
席大展的16个书法会代表团团长，及专程为报导本届大展的外国媒体代表，于2006年3月11
日上午10时一刻到总统府茶叙。图为当天众人在总统府正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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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  2011组建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
100901　2011年6月18日为国际书法发展史分水岭。当天上午10时30分，

新加坡新闻通讯及艺术部兼环境发展及水源部高级政务部长傅海燕亲临主

持国际书家联合总会成立典礼。从此，六大洲共27国的书家共襄盛举，书

法遍地开花！

当天，书总的13个基本会员全部到齐，即：中国书法家协会、新加坡书

法家协会、香港中国书道协会、(财团法人)日本每日书道会、国际书法艺术

联合韩国本部、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菲律宾中华

书法学会、加拿大中国书法协会、法国书法家协会、印尼书艺协会、澳门书

法家协会，及巴西中华书法学会。

另有以公司形式注册的美洲中华书法学会与澳大利亚书法协会，及四

个多功能的艺术组织：汶莱中华书画协会、泰国书画盆景协会、比利时华

夏书画艺术研究院，与英国诗书画学会，合共6个。加上以个人名义协作联

系的荷兰、意大利、纽西兰、瑞士、印度、缅甸、埃及、摩洛哥等八国人

士，则这个刚成立的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有27个国家的书家参加，涵盖

面遍及亚、欧、非、南美、北美、大洋六大洲。

2006年3月11日，各国代表团团长在新加坡参加“第七届国际书法大会”后合影。前排左起韩
权昌伦、中赵长青、新陈声桂、台释广元法师、日野口白汀、马黄金炳，后排左起泰侯少岩、新
徐祖 、印尼李秀贤、港陈灵熙、澳门连家生、菲陈敦三、加陈汉忠、美李振兴、比陆惟华、
新何钰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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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02　傅海燕部长在会上高度赞扬国际书总的成立，她说：“我要表扬

各书法艺术家在国际舞台上传承书法艺术的热忱与期望。‘国际书法发展

联络会’在1988年成立至今，一直不断地激发各国书法组织更上一层楼，

并鼓励还未成立书法团体的国家成立全国性书法组织。各国书法会对贵联

络会的鼎力支持，促使了‘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的成立。这个由世界六

大洲的27个书法组织与个人代表所组成的‘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是国

际书法艺术发展的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

傅部长又说：“在此，我想表扬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自成立至今，积极地

提倡书法艺术并栽培书法人才的精神。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也不遗余力地弘扬

传统书法艺术，努力不懈地举办各种书法比赛、课程和交流活动，把书法艺

术带到社会各阶层。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在推动和延伸书法艺术中所付出的努

力和精力，实在令人深感敬佩。”

最后她说：“我深信，贵联合总会的成立，不仅有助于促进书法艺术的

跨国交流，也能大大提升书法艺术在国际艺坛上的水平和位置。我也借此机

会祝贵联合总会前程似锦。我衷心祝愿贵总会能本着对书法艺术的热忱，继

续把书法艺术发扬光大。”

100903　国际书总的成立可以说为古老的中华艺术国际化，再迈前了巨大

的一步。

隆重的国际书总成立典礼，在新加坡书协副会长何钰峰主持下顺利完

成，不啻为酝酿了二十三年的世界19个国家的书法组织及8个国家的书法代

中午12时，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主席杨应群特设接风宴六席于御宴酒楼；

晚上六时，新加坡书法中心名誉主席杨民献博士也在亚洲金阁酒楼设祝捷

宴；次日(19日)中午新加坡书法中心名誉主席古兆娇在富临(阿一鲍鱼)酒楼

设饯别宴。

国际书法家总会得以成立，归功于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及中

国书法家协会党组书记兼驻会副主席赵长青二位推手。陈君主持于1988年成

立的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十九年，于2007年11月11日移至北京，由赵长青承

其大业，担任第二任执行理事长，至于今日(2011年6月18日)。  

在成立典礼后举行的首次会议上，中国书协党组书记兼驻会副主席赵长

青，正式获选为首任秘书长。 

为期三日的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成立大会事毕之后，各地代表再赴泰国

做三日集思之旅，共策国际书总发展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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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04　国际书总的诞生，与号称“当代兰亭”的“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是不可分割的一对孪生兄弟。

国际大展可追溯至1988年12月10日，当时新加坡书协假首邦翠华楼举

行创会20周年晚宴，宴请远道而来的中、日、韩、港、台、马等地书会的

代表，即中国书法家协会、香港中国书道协会、日本每日书道会、国际书

法艺术联合韩国本部(前身为东方研书会)、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以及(中华

台北)中国书法学会。

次日(11日)上午，新加坡书协假客人下榻之第一酒店会议厅举行“国际

书法家庭的建立与书法艺术的交流研讨大会”。最后决议创设“国际书法发

展联络中心”，并决定于四年内举行“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及“第一

届国际书法大会”。 

同一大会也通过联络中心之秘书处设在新加坡，由新加坡书协会长陈

声桂主持。 

在陈声桂会长的积极筹备下，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于两年后的1990

年12月18日，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院四个画廊一起隆重开幕。当天，新加坡共

和国副总理、后来的首任民选总统王鼎昌亲临主持盛典；新闻及艺术部代部

长杨荣文准将到会。王副总理除致开幕词外，也提笔书写：“笔飞墨舞我

敢，会聚佳客才是乐”对联相赠。而杨荣文部长则颁发纪念盾牌予中国书协

主席启功等七国书协主席。

次日(19日)，“第一届国际书法大会”也顺利召开，并通过将“国际书

法发展联络中心”易名为“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

自此以后，七会员团体轮流主办各届书法交流大展：1993年于中国

北京、1995年于日本东京、1997年于马来西亚吉隆坡、2000年于中华台

北、2003年在韩国首尔。

16年(2006)后，大展又回到创始国——新加坡。而经过了16年，会员也

增加了菲、加、法、印(尼)、澳(门)、巴(西)六个，至十三个。协作团体也同

样增加了六个，即美、澳、汶、泰、比、英等，二者合计十九国(地区)；另

有荷、意、纽、瑞(士)、印(度)、缅、埃、摩等八国热爱书艺的人士，也自

发参加，总数是27国(地区)。堪为全球唯一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书法组织。

在新加坡第二次举办国际书法大展及国际大会之后，此二节目依序于

2008年由中国续办、2010年由日本续办、2013年是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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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尽管这个国际书展一路走来并不平坦、几经波折，难得的是各

成员团体都能互相扶持、体谅，使大展大会一直沿袭下来，并形成一股巨大

的力量，这也是今天国际书总水到渠成的主因。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2006年3月10日，新加坡共和国第二任民选总统

纳丹为“第七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揭幕。这位当年82岁的印裔国家元首

在剪彩仪式后，当众挥毫“丹心”两个大字，并于次日于总统府设茶会招

待各地书会代表团团长与中日韩五个报刊杂志的社长。这是国际书法大展

史上最为隆重的一次！

2007年11月11日，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到北京亲自将国际书法发展联

络会秘书处移交予中国书协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赵长青。于是，

拥有13个团体会员、6个协作会员，及8个代表的“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

也即是“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的前身，最终落户书法的家乡——中国！ 

2010年10月14日国际书联在日本奈良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陈声桂当

选名誉主席，赵长青当选主席。

2011年6月17日至19日，世界各国书法组织的代表，在热烈讨论之后，

宣告国际书总正式成立，为书法史上树立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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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05　傅海燕部长在“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成立典礼上讲词全文：

尊敬的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教授、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筹委会

主席兼中国书法家协会党组书记赵长青先生、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我很荣幸能够受邀出席“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的成立典

礼。首先，我要热烈欢迎由世界各地远道而来的书法代表。我也要对“国际

书法家联合总会”的成立表示衷心的祝贺。

传统艺术在塑造新加坡的独特身份、并增加新加坡的文化艺术资产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新加坡政府因此对传统艺术表示支持和重视，让国人通

过这条管道，更深一层地了解及认识我们文化艺术的遗产和根源。为确保传

统艺术的传承，政府也在过去二十多年以来，积极地鼓励国人参与各种传统

艺术活动，更以不同的津贴方式协助传统艺术的发展，让传统艺术能够继续

延伸到下一代。

然而，政府的努力需要民间多方面的配合，才能继续取得预期的效果。

在此，我想表扬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自成立至今，积极地提倡书法艺术并栽

培书法人才的精神。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也不遗余力地弘扬传统书法艺术，

努力不懈地举办各种书法比赛、课程和交流活动，把书法艺术带到社会各

阶层。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在推动和延伸书法艺术中所付出的努力和精力，

实在令人深感敬佩。

在此，我也要表扬各书法艺术家在国际舞台上传承书法艺术的热忱与期

望。“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在1988年成立至今，一直不断地激发各国书法

组织更上一层楼，并鼓励还未成立书法团体的国家成立全国性书法组织。各

国书法会对贵联络会的鼎力支持，促使了“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的成立。

这个由世界六大洲的27个书法组织与个人代表所组成的“国际书法家联合总

会”，是国际书法艺术发展的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

最后，我要表扬各书法组织和代表为推广书法发展当中所付出的努力。

我深信，贵联合总会成立不仅有助于促进书法艺术的跨国交流，也能大大提

升书法艺术在国际艺坛上的水平和位置。我也借此机会祝贵联合总会前程似

锦。我衷心祝愿贵会能本着对书法艺术的热忱，继续把书法艺术发扬光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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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06　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是国际性书法联合组织，是联系世界各国

和地区书法家和书法工作者的桥梁与纽带。

第二条　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以尊重书法艺术规律、推动书法艺术繁

荣发展为宗旨，以交流、兼容、合作、共赢为方针，坚持古为今用、继承

创新，引导广大书法家和书法工作者，积极开展有益的书法活动，促进世

界各国和地区间书法艺术的交流和提高，为构建和谐世界做出积极贡献。

第三条　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的会员应遵守各国和地区各项法律、法

规，尊重社会公德和民族习俗，认真履行本会《章程》。

第二章　名称、会址

第四条　本会名称为“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英文名称“International 

Calligraphers' Federation”,简称“ICF”，会址及秘书处设在中国北京。

第三章　任务

第五条　本会的任务：

1. 发挥联络、协调、服务的职能，开展各种形式的书法交流、理论研究

等相关关活动，增进世界各国和地区书法家之间的友谊；

2 .着眼于世界文化的发展前沿，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优秀文化成果，

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各种形式的书法展览和评奖，繁荣书法创作，推出优

秀人才；

3. 积极开展国际间的书法评论及学术活动，创造条件，适时出版会刊

《世界书法》；

4. 加强与非会员的各国书法艺术团体及书法家的联系与合作，逐步扩

大书法艺术的国际影响；

5. 依法维护本会的合法权益，按照本会《章程》提供相应的服务。

第四章　会员

第六条　本会实行团体会员制

由于“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继承自“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所以

中国书法家协会、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香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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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书道协会、国际书法艺术联合韩国本部、日本每日书道会、新加坡书法

家协会、菲律宾中华书法学会、加拿大中国书法协会、法国书法家协会、

印尼书艺协会、澳门书法家协会、巴西中华书法学会13个团体，均自动成

为发起团体会员。

第七条　凡代表其所在国家的全国性书法团体(注册)，赞成本会《章

程》，提出申请，经代表会议投票，并获三分之二以上代表同意后，均可

成为本会会员。

第八条　本会全体会员原则上每个国家和地区只吸收一个代表性、权威

性、非营利性书法组织为会员单位。如有特殊情况，需另行申请入会者，经

代表会议投票，并获全体三分之二以上代表同意后，方可吸收为原发起会员

之附属会员。此附属会员，不能出席代表会议。

第九条　会员的义务与权利

1. 义务：遵守本会《章程》，执行本会决议，积极参加本会活动，维

护本会权益。

2. 权利；本会会员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对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的工

作进行监督和提出意见、建议的权力；会员也有退会的自由。

第十条　会员未能履行《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章程》规定的义务，经代

表会议决可停止该会员所享有的权利，甚至取消其会员资格。

第十一条　会员退出本会，需提前六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秘书处，秘书

处将征求所有会员意见，获三分之二以上会员同意后，即可生效。

第五章　机构

第十二条　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的组织机构如下：

       1. 代表会议

        2. 秘书处

第六章　代表会议

第十三条　代表会议为本会的最高权力机构，由会员单位按规定名额推

荐代表及特邀代表，由秘书处审核代表资格，由代表会议组织委员会审批。

每团体会员推选一位代表。

第十四条　代表会议与本会交流展同步，每二年召开一次；必要时召开

特别会议，特别会议的议程由秘书处征求所有会员的意见后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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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代表会议应自行制定议事规则。

第十六条　代表会议的主要任务：

1. 决定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的工作方针和任务；

2. 审议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的工作报告；

3. 制定和修改《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章程》；

4. 任命秘书长；

5. 设置其他必要的机构；

6. 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第十七条　代表会议开会法定人数，应超过会员三分之二以上，方可

有效。

第十八条　代表会议进行表决时，每个团体会员均有一个投票权，决议

需赞成票超过三分之二以上方可通过。

第七章　秘书处

第十九条　秘书处为本会的执行机构。秘书处在秘书长负责下处理本会

的日常性工作和事物。

第八章　经费

第二十条　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经费来源：会员会费、会员所在国家

和地区政府拨款、友好团体单位和开明人士的捐赠、企业赞助等其他合法

收入。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秘书处将向代表大会通报收支情况。

第九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会原名为“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于1988年成立，

秘书处设在新加坡，2007年11月移至中国。2008年更名为“国际书法家联

合总会”。

第二十二条　本章程自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代表会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其修改权属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代表会议。《章程》条文的解释权属国际书

法家联合总会秘书处。 

                                     2011年6月18日

                                     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成立大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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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012年12月9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第10届国际书法大会”通

过下列与章程相关之议案。

“在代表会议休会期间，除修改章程及新会员申请入会之外，遇有重要

事项，可以召开特别会议，或采取以下方式进行表决：由申请人向秘书处提

出提案，秘书处以挂号信或国际快递的形式发函征求所有会员意见，各会员

意见允许用信函、邮件、传真的形式，自发出邮件日(以邮戳日期为准)起(或

由秘书处三次确认)一个月内回复，若一个月内秘书处未收到回复，则视为该

会员弃权。另各会员须将原件经会长签字并加盖团体机构公章后寄至秘书处

存档。秘书处根据各会员的意见按章程规定作出决定，并通报各会员。”

100907　2011年6月18日在新加坡书法中心举行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成立

典礼。

1. 以下为《莅会各国代表名录》

团长 ： 赵长青(党组书记/ 驻会副主席)

副团长 ： 张业法(副主席/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

秘书 ： 潘文海(副秘书长)

团员 ： 袁维学(会员)

团员 ： 郭志鸿(会员)

2. 日本每日书道会

团长 ： 恩地春洋(最高顾问)

副团长 ： 船本芳云 (理事)

秘书长 ： 糸贺靖夫(专务理事)

副秘书长 ： 鬼头墨峻(秘书长)

团员/ 通译： 郑丽华 (企划联络委员/女)

3. 国际书法艺术联合韩国本部

团长 ： 权昌伦 (理事长)

团员 ： 赵琮淑 (副理事长/女)

团员 ： 金宝今 (副理事长/女) 

团员 ： 宋信一 (副理事长)

团员 ： 沈载荣 (副理事长/女) 

团员 ： 朴炳先 (事务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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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

团长 ： 谢季芸 (理事长/女)

副团长 ： 沈荣槐 (副理事长)

秘书 ： 曾胜贤 (副秘书长)

5. 马来西亚书艺协会

团长 ： 王 雅(会长)

顾问 ： 钟正川(顾问)

团员 ： 黄爱生(副会长)

团员 ： 陈宝华(秘书长)

6. 香港中国书道协会

团长 ： 陈灵熙(理事长)

顾问 ： 徐贵三(顾问)

秘书 ： 冯玉贞(理事/女)

团员/公关：邱以东(副理事长)

7. 菲律宾中华书法学会

团长 ： 陈敦三(副会长) 

团员 ： 张玲玲(会员/女)

8. 加拿大中国书法协会

团长 ： 徐启明(会长)

9. 法国书法家协会

团长 ： 梁 扬(副主席)

10. 印尼书艺协会

团长 ： 李秀贤(主席/女)

团员 ： 蔡细友(秘书/女)

11. 澳门书法家协会

团长 ： 连家生(主席)

12. 巴西中华书法学会

团长 ： 刘树德(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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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

    团长 ： 陈声桂(会长)

    副团长  ： 何钰峰(副会长)

    副团长  ： 符传国(副会长)

    秘书 ： 林隆惠(秘书长)

    团员 ： 陈朝祥(副秘书长) 

    团员 ： 曾安慈(副秘书长/女)

    团员 ： 罗月秋(财政/女)

    团员 ： 符国标(理事)

    团员 ： 陈星光(理事) 

    团员 ： 孟莱妮(理事/女)

    团员   ： 符和水(理事)

    附A.协作会员

    1. 澳大利亚书法协会

    2. 美洲中华书法学会

    3. 汶莱中华书画协会

    4. 泰国书画盆景协会

    5. 比利时华夏书画艺术研究院

    6. 英国诗书画学会

    B.各国代表

    1. 摩洛哥

    2. 埃及

    3. 荷兰

    4. 意大利

    5. 瑞士

    6. 纽西兰

    7. 缅甸

    8.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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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08　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教授在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成立典礼上演

说全文

尊敬的傅海燕部长、赵长青书记、各国各地代表及同道：

上午好！

1988年12月10日，“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在新加坡成立，2007年11

月11日，秘书处移至中国，至今共有23年。

1988年，国际书联成立时，只有7个基本会员，到了2006年，当第七

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在新加坡举行时，基本成员已增加至13个，另有6个多

功能书法组织，及8名人士在八个国家代表国际书联征集作品。算一算，地

球上六大洲的27个国家与地区的书法工作者均参与了这个组织！即北非的

摩洛哥、埃及，欧洲的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瑞士，北美

的加拿大、美国，南美的巴西，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纽西兰，及亚洲的中

国、韩国、日本、中华台北(台湾)、香港、澳门、印尼、马来西亚、菲律

宾、泰国、汶莱、缅甸、印度等。可以说，书法在地球上，已遍地开花！

2008年1月4日，主持国际书联工作的中国书协致函全体会员建议改名

为总会(即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同年6月28日在北京第八届国际书法交流

大展时，在赵长青书记、张海主席联袂主持的会议上得到一致通过。去年

(2010)10月15日在奈良由每日新闻社北村正任社长主持会议进一步确认。

所以我们今天这儿举行成立典礼，可说水到渠成！

感谢各位由东西半球飞来见证，特别是巴西与法国的代表！

100909 1988年——1997年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执行理事长陈声桂在国际书

法家联合总会成立大会成功举行之后谈话：

2011年6月18日，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隆重举行成立大会。这是世界书

法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当天，我解下了头上遮着的筹委会名誉主席

的薄纱，正式“裸奔”！ 

从2007年11月至2011年6月刚好是3年8个月。这可是一段不短的岁月

啊！群众已走在领袖的前头了，我们是没有再推迟举行成立大典的理由了，

何况会名、章则、会址早已一一审订及通过。

基于个人与各兄弟会有逾二三十年的友情，今后，我还是会继续关

心“总会”的发展。我当年(2007年11月11日)在北京移交仪式上时说过一

个家乡的故事:“当家里贫穷，或战乱，或孩子患上顽疾难养，或环境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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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留在身边时，父母亲会把孩子送与邻居或外乡人抚养。若干年后，往往

会有养母觉得时机成熟，或生母要求养母送回孩子的事。在养母生母交接那

一刻，依依不舍的养母会不期然地对孩子说:“你安心跟你生母去吧！她一定

会比我们更爱你，更疼你！不过，有一天，你如果要回来我们的身边，我们

还是随时开门迎接你的。”这些话会时在念中！ 

就我个人从事社团40余年的经验，我们的章程已够用了，不必再消耗时

间去修订，何况起草人是秘书处所在的中国书协！至于会名，已与世界接轨

了，不但切合也切听，更不能改动！以免授人以柄！

至于总会的发展，我希望主持其事的人记得:书法是清水衙门，除中国

书协是官办的、每日书道会是每日新闻社支持的之外，全世界的书法组织

的负责人都是业余的，大家都是出钱出力出时间的，唯有多多联络、多多

接触、多多往还，才能取得对方的支持与友情！最后，我希望国际书总在

继续开拓会务时，会时常记得1988年各会一同宣告的:“重视老朋友甚于结

交新朋友。”

100910  2011年6月18日陈声桂向各国代表汇报“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

筹备过程

应每日书道会的邀请，新加坡书法家协会派出25人代表团出席2010年

10月14日在日本古都奈良县文化馆举行的“第九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的

开幕式。160余位来自世界18个地区的书法会及日本各地的千名同道出席了

隆重的开幕典礼。文化馆共展示世界20个国家与地区的477名书家的力作，

新加坡书协也精选30件本地书家的佳作参与其盛。 

15日上午，出席的18个地区与国家的书会代表在下榻饭店——奈良日航

六星酒店之天空厅召开“第九届奈良国际书法大会”。会议有两个议程， 一

是决定下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的举办地；二是审议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章

程。会议由日本每日新闻社社长兼每日书道会会长北村正任主持。 

会议在推选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为下次主办国后，也推选中国书法家协会

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赵长青为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筹备工作委

员会主席、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教授为筹备委员会名誉主席。 会

议上，各成员对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的章程提出诸多增删。最后，决定于

2011年6月17日至19日在新加坡开会议作最后的审订，并举行成立典礼。

会上也通过在六月开会后集体出发去泰国观光、访问，由泰国书画盆景

协会主席黄汉城负责三日三宿的膳食与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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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号称“当代兰亭”的国际书法交流活动，可追溯至1988年12月10

日，当时新加坡书协(原称新加坡中华书学协会)假首邦翠华楼举行庆祝创会

20周年晚宴，宴请远道而来的中、日、韩、港、台、马等地的书会代表。当

时，莅会的各国及各地区代表性书法组织有：中国书法家协会、香港中国书

道协会、日本每日书道会、国际书法艺术联合韩国本部(前身为韩国东方研

书会)、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以及Chinese Taipei (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

次日上午，新加坡书协假客人下榻之第一酒店会议厅举行“国际书法家

庭的建立与书法艺术的交流研讨大会”。 中、日、韩、台、港、马及新加坡

的代表各抒己见。最后大会倡议创设“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中心”，并决定于

四年内举行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及第一届国际书法大会。各代表也决议

联络中心秘书处设在新加坡，由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主持。 

在陈声桂会长的积极筹备下，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在1990年12月

18日，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院画廊隆重开幕。 

当天，新加坡共和国副总理王鼎昌亲临主持盛典，除致开幕词外，也提

笔题联祝贺；刚上任的新闻及艺术部代部长杨荣文也到会。 

次日，“第一届国际书法大会”顺利召开，并通过将“国际书法发展

联络中心”易名为“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 自此以后，七会员团体轮流

主办各届书法交流大展：1993年于中国北京、1995年于日本东京、1997

年于马来西亚吉隆坡、2000年于中华台北、2003年在韩国首尔。16年后，

大展又回到创始国——新加坡，此时会员也增至13个(中国、香港、日本、

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华台北、菲律宾、加拿大、法国、印尼、澳

门、巴西)及9个非会员国(美国、澳大利亚、汶莱、荷兰、泰国、比利时、

意大利、英国、瑞士)。 

大展与大会依序2008年由中国续办、2010年日本、2012年马来西亚

⋯⋯多年来，尽管这个国际书展一路走来辛苦、几经波折，难得各成员都

能互相扶持、体谅，使大展一直沿袭下来，并形成一股力量，继往开来。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2006年3月10日，新加坡共和国总统纳丹为“第七

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揭幕。这位当年82岁的印裔国家元首在剪彩仪式后，

当众挥毫；并于次日于总统府设茶会招待各地书会代表团团长与五个报刊杂

志的社长。同日(3月11日)上午九时，各国各地之书会在新加坡书法中心光

前堂召开“第七届国际书法大会”。会上，中国书法家协会分党组书记、

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赵长青陈词力争第八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的主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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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展后，陈声桂陪同赵长青书记，及蔡祥麟、高新3人去马来西亚及印

尼二地访问多日。由于深感赵书记是一位对书法事业执着性很强，可以放

下身段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的人，陈教授于是认为交棒的时机到了。 

回新之后，陈声桂先说服全会上下并开会通过；再发函予各地团体会员

及代表请他们予以认同，结果获得半数以上的积极回应。 

2007年11月11日，应赵长青书记之约，新加坡书协派出以会长陈声桂、

副会长何钰峰、资深常务理事余亚顺、副秘书长陈朝祥的高层代表团出席在

北京陶然大厦举行的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秘书处交接仪式。 

出席观礼的贵宾除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兼副主席覃志刚外，还有中共中

央宣传部文艺局副局长汤恒，外交部国际司参赞蒋勤、文化部外联局副局长

于兴义、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张飙、主席张海、副主席段成桂、申万胜等领

导以及传媒与书法家百余人。 

覃志刚在会上致词中，高度赞扬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教授及同仁在过

去十九年，以顽强的生命力，及高度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发挥国际书联秘书

处的作用，为世界书法事业的促进与发展、为书法同仁的交往与沟通，做出

不可磨灭的贡献！ 

拥有13个团体会员及9个协作会员的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也即是世界

书法家联合总会最终落户在书法的家乡——中国，是书坛的大事，新加坡书

法家协会二十年来不负世界各国友会的付托，可谓功德无量。 

100911　国际书总45人访问泰国

2011年6月7日至19日，13个国家与地区的书法代表团体在新加坡三日

期间，除了开会，也游览了新加坡市容。随后，除日本、马来西亚、加拿

大的代表有事先回国之外，其他各国书友共45人续程到泰国访问。次日(20

日)一早，87岁的泰华书画盆景协会主席黄汉城到代表团下榻的大华酒家与

诸人相叙，并陪同部分代表前往中国大使馆拜会中国驻泰国大使管木；陪

同管大使接见的尚有公使衔参赞吕健、文化参赞秦裕森等人。 

过后，代表团一行人前往金佛寺，参观世界最大的金佛。接着，驱车

赴北揽。途中，参观拉差龙虎园紧张、精彩、有趣的动物表演，并在黄汉城

夫人陈秀香、二媳妇廖慧贤及会员章侠英、沈梅君等人陪同下，享受该园特

设的鳄鱼大餐，令团员们大叹口福不浅。赴芭堤雅途中，还参观了宝石博物

馆。晚间，入宿芭堤雅第一沙滩酒店。是夜，观赏闻名遐迩、令人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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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ALCACAR人妖表演。 

21日早晨，全体团员回曼谷途中，顺参观蜂园，午后抵达黄汉城豪宅。

黄氏在其会议室举行简单的仪式。会上，他祝福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在陈声

桂及赵长青的领导下，会不断发展。过后，他也请陈氏与赵氏讲话，并互赠

纪念品留念。仪式结束后，黄氏引领众人参观陈列在四楼的个人书画作品及

个人收藏。宴会开始前，代表团及来宾也参观了花园的千盆盆景，并在庭院

雅集。出席者有中国驻泰国公使吕健、文化参赞秦裕森、多位泰国著名侨

领及泰华书画盆景协会的会员们，筵开11席，宾主欢聚一堂，气氛融洽。 

    饭后，代表团们重回耀华力街大华酒店住宿。是夜，团员们逛游曼谷

唐人街，欣赏唐人街繁华的夜景。隔日清晨，大家同游湄南河，观看海军总

部、郑皇庙，以及水上市场。回国前一日，大家参拜远近驰名的四面佛，及

游览暹罗百丽宫购物广场。 

在泰三天之旅，全部开销均由黄汉城报销，为这次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

成立大会，划下完美的句号。

100912　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2012年在隆通过四议案

2012年12月9日，马来西亚书协在吉隆坡举行“第十届国际书法大

会”，通过下列议案：(注意：第四条为修改会章)

(一) 根据章程第四章(会员)第九条与第十一条，接受泰国泰华书画盆景

协会申请退会。 

(二) 根据章程第四章(会员)第六条，接纳泰国泰华书法家协会成为本会

基本会员(2012年8 月1日提出申请)。 

(三) 授权泰国泰华书法家协会为第十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之主办团

体。 

(四) 在代表会议休会期间，除修改章程及新会员申请入会之外，遇有重

要事项，可以召开特别会议，或采取以下方式进行表决：由申请人向秘书处

提出提案，秘书处以挂号或国际快递的形式发函征求所有会员意见，各会员

意见允许用信函、邮件、传真的形式。自发出邮件日(以邮戳日期为准)起(或

由秘书处三次确认)一个月内回复，若一个月内秘书处未收到 回复，则视为

该会员弃权。另各会员须将原件经会长签字并加盖团体机构公章后寄至秘书

处存档。秘书处根据各会员的意见按章程规定作出决定，并通报各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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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各地团体会员代表团团长名录(法国缺席)： 

 1.  巴西中华书法学会　团长：刘树德 

 2.  加拿大中国书法协会　团长：潘德章 

 3.  中国书法家协会　团长：赵长青 

 4.  香港中国书道协会　团长：陈灵熙 

 5.  印度尼西亚书艺协会　团长：李秀贤 

 6.  日本(财团法人)每日书道会　团长：船本芳云

 7.  国际书法艺术联合韩国本部　团长：权昌伦 

 8.  澳门书法家协会　团长：欧耀南 

 9.  马来西亚书艺协会　团长：王雅 

 10. 菲律宾中华书法学会　团长：陈敦三 

 11.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　团长：陈声桂 

 12. 中国书法学会(中华台北)　团长：沈荣槐 

 13. 泰国泰华书法家协会　团长：黄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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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新加坡与各国/地个人展/团体联展/其他
101001　个人：新加坡书协“请进来”的国外个别书法家有：台湾林斌书

法展(1979)、香港梁钧庸叶连清伉俪书画展(1984)、砂劳越孙莘农书法展

(1985)、台湾张源书法展(1985)、台湾陈寿恒书画展(1985)、中国苏州沙曼

翁书画展(1986)、马来西亚黄石庵八四墨迹展(1986)、中国关山月教授画展

(1986)、中国四川吴一峰书画展(1987)、加拿大周士心个人书画展(1988)、

澳门5人书法篆刻展(梁披云等，1989)、中国广东三名家书画展(秦 生、秦

燃、欧广勇，1989)、中国浙江谭其蔚书法个展(1989)、中国上海周志高书

法个展(1989)、中国篆刻名家周哲文篆刻展(1990)、中国福建尹德懋书法展

(1991)、香港马国权书画展(1991)、中国江苏费新我八八书法展(1991)、法

国梁扬书法展(1992)、马来西亚槟城任雨农书法展(1993)、中国浙江吴身元

硬笔书法展(1993)、台湾陈其铨教授书法展(1994)、中国浙江王介南硬笔

书法个展(1994)、中国广东揭阳佘慧文林盛灼书法展(1994)、中国福建庄

锡仲书法展(1996)、中国沧州韩焕峰篆刻展(1996)、菲律宾陈敦三书法展

(1997)、中国沈岩书画展(2000)等等。

101002　团体来展的有：日本春秋书院书法展览会(1980)、日本国际书道

文化交流协会展(1982)、日本书画展(1983)、日本书法展(1984)、台湾青

年书法竞赛入选展(1985)、日本穗真书法展(1987)、马来西亚全国华文书

法比赛优胜作品展(1989)、日本现代书法艺术新加坡展(1989)、1992年日

本刻字展(1992)、中国硬笔书法家作品展(1992、1995)、马来西亚当代百

家书法展(1995)、第一、二届新加坡中国师生书法交流展(1994、1999)、

中国苏州寒山会社80家书法展(1996)、中国长安历代金石拓片展(1996)、

中国当代百家妇女书法展(1996)、日本当代名家书法展(1997)、中国河南

全省书法展(1997)、中国浙江60家书法展(1997)、中国百花书法展(1998)、

新台书法联展(1998)、新港书法联展(1998)、新韩书法联展(1998)、新日友

好妇女书法展(1999)、中日韩书法联展(2000)、赛克勒杯国际书法赛优胜作

品展(2002)、日本书道艺术院第55回纪念新加坡海外展(2002)、新渝青少年

书法联展(2003)、2003年国际书法名家名作展(2003)、中国福建省教师书法

作品赴新展(2005)、新加坡贵州河南四川学生书法交流展(2006)、第五届新

中师生书法交流展(2006)、东南亚书法展(2007)、中国当代书法大家作品展

(2016)等等。

101003　其他

10100301　纪念黄遵宪国际书画艺术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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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书协于1990年12月19日至23日在中华总商会举行“纪念黄遵宪

国际书画艺术展览会”，获得香港南源永芳集团赞助。展览会由新闻及艺

术部高级政务次长何家良揭幕。展览期间，中国驻新加坡首任大使张青到

场参观。

10100302　日本书法展 

1984年9月26日，书协与新日文化协会联办的“日本书法展”在潮州八

邑会馆文教中心举行。

10100303　中国浙江卢乐群书法展

配合2004年华族文化节，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与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于

2004年3月13日至17日在新加坡书法中心李光前堂联合主办“中国卢乐群

个人书法展”。卢乐群在开幕礼后，舞动手中的椽笔，写下新加坡书协会

训“爱我中华”四个大字。

10100304　中国大使张九桓书法展

新加坡交通部长姚照东于2004年3月26日为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主办、李

氏基金赞助的中国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张九桓的个人书法展览会揭幕，到

会的尚有环境发展部长林瑞生、社会发展部原高级政务部长庄日昆及各界嘉

宾200人，济济一堂，极一时之盛。

张九桓为中国岭南人(客属)。小时候，在溪畔放过牛、上山打过柴、下

地扶过犁，自谓大山的儿子。后来他走出大山，上北京大学求学。大学毕业

后进入外交部，成为一名职业外交官，历任中国驻泰国使馆参赞、驻尼泊尔

大使、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张氏于2000年初冬由中国持节来新，三年半后任期届满，调任中国驻泰

国大使。书协在他离任前，特别为他举办个展，并出版《张九桓书法集》。

10100305　2005新加坡延边书法交流展

由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主办的“新加坡延边书法交流展”于2005年11月5

日由西北区市长张 宾博士揭幕，张市长也会见来访的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

族自治州的书法家协会四人代表团：主席夏光江、副主席董世杰、名誉理事

马建国，及高志刚。中国文化参赞朱琦博士也出席盛会。

延边书协主席夏光江致词说，多年来延边与新加坡书协一直保持了亲

密的友好往来。八十年代末的一个仲冬，书协会长陈声桂曾率团造访过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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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乘兴游览了举世闻名的长白山，与延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原延边书

协主席王文斌等四位书法家先后访问新加坡，使这种友谊得到了更大的拓

展。今天大家所看到的是延边与新加坡两地书协为弘扬中华文化艺术所续

写的新篇章。

新加坡书协副会长何钰峰也在会上代表新方讲话，他也追溯1989年自

己作为新加坡书法代表团秘书访问延边的情况。

10100306　新加坡贵州河南四川学生书法展

2006年7月16日，“新加坡贵州河南四川学生书法展”揭幕，中国贵州

书家江世光带领25人师生代表团到会。

10100307　第五届新加坡中国师生书法交流展

“第五届新加坡中国师生书法交流展”于2006年9月23日由新加坡东

南区市长暨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名誉顾问姚智揭幕。姚市长与来访的26人中

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研究会代表团见面。中国文化参赞朱琦博士也到会。

之前，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研究会与新加坡书协也合办了几次“新中师

生书法交流展”。

1985年6月17日至25日
间前来参加“新粤乙丑
诗人节雅集”的广州诗
社代表团一行人，在
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
同人陪同下，游览旧南
洋大学校园——云南
园。图为全体团员于南
洋大学建校纪念碑前
合影。站者左起：杨奎
章、黎雄才教授、黄施
明、文协会长陈声桂、
许士杰、关山月教授、
杨应彬、陈一民、杨和
明。蹲者左三四五为
林强华、苏华、林墉。
团长欧初、大会顾问
新加坡林子勤不在镜
头。代表团原本有13
人，但吴南生因审批关
系，未克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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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9月3日，新加坡书
协主办的关山月画展在国
家博物院开幕，主宾新加
坡社会发展部政务部长庄
日昆(左三)代表国家博物
院接受关山月教授馈赠之
画作——苍松。左起书协
名誉顾问王邦文(左一)、政
务次长何家良(蹲者)、关山
月教授、中国驻新代表荣
风祥、社会发展部副常务
秘书(文化)李卫国、书协会
长陈声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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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于1991年9月5日至8日在中华总商会举办“中国费新我八八书法展”，图为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陪同费新我及张海前往詹匐院拜会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广
洽老法师(坐者右一)。站立者右一为广老门生吕依莲、右二为陈声桂、右三为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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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书协于1992年10月3日至6日在珊顿道新加坡大会堂举行“1992年日本刻字展”及“刻
字讲习会”。日本刻字协会34人在代表团团长斋藤云仙带领下，莅新访问。他们展出60件作
品并主持刻字讲习会两天。图为日本刻字代表团与书协代表于机场合影。

1994年9月3日至6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与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研究会在新加坡大会堂联
合举行“第一届新加坡中国师生书法作品交流展”。书协顾问杨启霖(坐者左三)设宴为于9月
1日抵新的代表团洗尘。坐者左起团长路棣、新加坡环境发展部高级政务次长何家良、中国
文化参赞赖祖金、书协顾问潘受、中国书协副主席佟伟。站者左起书协会长陈声桂、副团长
郭永福、书协顾问陈有康、团员陈振濂，及团员席树业(周秋生不在镜头)。

1996年8月10日，“中国当代百家妇女书法展”在新加坡书法中心开幕。中为环境发展部高级
政务次长何家良，右三、右五为中国大使傅学章、李凯荣伉俪，右二、七为中国妇女书法团的
二位代表：北京董正贺、南京孙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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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3月28日，中国中央文史馆馆长启功教授在“中国中央文史馆书画展”开幕礼上致词。
左二起新加坡艺术总会副会长兼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会长陈声桂、中国驻新加坡特命全权
大使傅学章、大会贵宾新加坡艺术总会会长何家良、新加坡文协名誉会长兼新加坡书协顾
问潘受、原新加坡文化部美术咨询委员会主席刘抗。

1998年3月13日，出席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主办的“中国百花书法展”的中国女书法家40余人到
大收藏家暨书协顾问杨启霖(左七)府上浏览历代书法名迹。左六为书协顾问潘受，右一三为
杨氏二公子杨应群及陈美甘夫妇，左一二为杨氏长公子杨应法及Josephine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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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社会发展及体育部代部长兼回教及马来事务主管部长雅国副教授(左六)、中国驻新
加坡特命全权大使张九桓阁下(左十) 与美国赛克勒基金会主席赛克勒夫人(左四)联袂于
2002年5月11日为新加坡书协主办的“赛克勒杯国际书法赛优胜作品展”剪彩。左三为中国书
协副主席刘炳森、右四为书协会长陈声桂。

中国广东三家(秦 生、秦燃、欧广勇)书法展于1989年6月12日，在新加坡大会堂举行。由于
发生天安门风波，只有秦燃在开幕时到会，其余二人7月方得以成行。图为广东书法家协会主
席秦 生在书协研究会场挥毫示范之影，左二为书协会长陈声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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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参加历届 “国际书法交流大展”新加坡书家
名册

1990 第一届

潘　受　王瑞璧　林国梁　黄国良　陈声桂　何钰峰　朱碧妹　

吕永华　杨应然　黄耀銮　陆英洪　许梦丰　林子平　周昌嘉　

曾守荫　郑子硕　陈新华　黄寿松　王思宗　陈建坡　周金标　

翁南平　陈　洪　徐祖 　杨昌泰　傅子昭 

1993 第二届

潘　受　王瑞璧　林国梁　黄国良　陈声桂　何钰峰　朱碧妹　

吕永华　杨应然　黄耀銮　许梦丰　林子平　周昌嘉　曾守荫　

陈新华　黄寿松　王思宗　陈建坡　周金标　翁南平　陈　洪　

徐祖 　杨昌泰　傅子昭　林振衣　董乙村 

1995 第三届

潘　受　王瑞璧　黄国良　陈声桂　何钰峰　朱碧妹　吕永华　

杨应然　黄耀銮　许梦丰　林子平　周昌嘉　曾守荫　郑子硕　

陈新华　黄寿松　王思宗　陈建坡　周金标　翁南平　陈　洪　

徐祖 　杨昌泰　傅子昭　林振衣　黄明宗　董乙村　刘妙莲　

陈思平　谢楚秉

1997 第四届

潘　受　王瑞璧　陈声桂　何钰峰　吕永华　杨应春　朱碧妹　

杨应然　黄寿松　徐祖 　陈　洪　林振衣　傅子昭　董乙村　

王思宗　英振泽　黄明宗　周昌嘉　曾守荫　陈思平　张雅梅　

黄福元　陈朝祥　陈建坡　杨昌泰　许梦丰　张有烁　周德成

1999 第五届

陈声桂　黄国良　吕永华　何钰峰　杨应春　杨应然　朱碧妹　

徐祖 　陈朝祥　许梦丰　林子平　周昌嘉　曾守荫　王思宗　

陈建坡　翁南平　陈　洪　傅子昭　董乙村　刘妙莲　陈思平　

周德成　黄福元　吴惠嫦　杨慧萍　陈凤英　英振泽　张雅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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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第六届

陈声桂　黄国良　何钰峰　徐祖 　杨应春　杨应然　吕永华　

朱碧妹　陈朝祥　黄寿松　陈建坡　王思宗　许梦丰　周昌嘉　

曾守荫　林子平　杨昌泰　董乙村　吴惠嫦　陈剑波　陈思平　

杨慧萍　陈凤英　陈德成　林书香　张雅梅　英振泽　刘妙莲　

薛振传　张有烁 

2006 第七届 

陈声桂　徐祖 　何钰峰　林子平　陈建坡　王思宗　许梦丰　

朱碧妹　周昌嘉　陈剑波　杨昌泰　黄寿松　符传国　杨应春　

杨应然　吕永华　陈朝祥　陈思平　刘妙莲　杨慧萍　黄福元　

薛献霞　林爱莲　陈凤英　周德成　薛振传　黄建斌　李嘉仪　

沈松机　曾守荫　何业波　李士通　黎见恩　张有烁　潘永强　

林义兴　陈德成　吴惠嫦　黄翡玉　英振泽　翁南平　林　尔　

2008 第八届  

陈声桂　何钰峰　徐祖 　朱碧妹　杨应春　林子平　陈建坡　

吕永华　许梦丰　周昌嘉　王思宗　符传国　陈朝祥　陈剑波　

刘妙莲　杨昌泰　曾守荫　薛振传　黄福元　陈凤英　薛献霞　

陈思平　黄翡玉　林爱莲　李士通　李嘉仪　杨慧萍　林崇兴　

张有烁　潘永强　周德成　何业波 

2010 第九届 

陈声桂　何钰峰　符传国　徐祖 　陈建坡　林子平　王思宗　

许梦丰　周昌嘉　杨昌泰　陈剑波　吕永华　黄建斌　陈朝祥　

陈凤英　林爱莲　薛振传　李嘉仪　李士通　潘永强　陈思平　

黄福元　高　桂　陈芳华　罗月秋　萧雅悟　梁静丽　陈德成　

王怀正　李凌千 

2012 第十届

陈声桂　何钰峰　符传国　陈建坡　许梦丰　周昌嘉　杨昌泰

吕永华　陈朝祥　薛献霞　李嘉仪　林爱莲　陈凤英　薛振传　

刘妙莲　潘永强　李士通　黄福元　周德成　陈芳华　梁静丽　

李凌千　高　桂　罗月秋　陈丽仙　陈德成　张有烁　陈思平　

林义兴　谢余哲



541

陈
声
桂

2014 第十一届

陈声桂　何钰峰　姚　智　陈建坡　许梦丰　杨昌泰　陈朝祥　

李士通　李嘉仪　薛振传　潘永强　黄福元　刘妙莲　林爱莲　

陈凤英　吴惠嫦　李凌千　周德成　高　桂　萧雅悟　梁静丽

陈芳华　许彩瑞　罗月秋　洪子茵　陈树群　陈泽华　赵善铭　

黄敏容　谢余哲

2016第十二届

陈声桂　何钰峰　陈建坡　杨昌泰　许梦丰　薛献霞　黄福元　

李士通　王怀正　沈松机　潘永强　林爱莲　李嘉仪　梁静丽　

陈朝祥　林端媛　刘妙莲　陈凤英　李凌千　吕永华　姚　智　

高　桂　张有铄　谢余哲　罗月秋　符传国　陈德成　萧雅悟　

洪子茵　　

1012 “新加坡书协国际友谊金奖章”名册 

 颁奖者 受奖者

序号 日期 地点 人士/机构 职称 人士/机构 职称

1. 26.11.03   中国湖北
省武汉市

陈声桂 书协会长 《书法报》 社长赖云峰

2. 26.11.03   中国湖北
省武汉市

陈声桂 书协会长 铸　公 原《书法报 》总
编辑、中国湖北
书协副主席兼秘
书长

3. 24.12.03  新加坡书
法中心李
光前堂

陈声桂 书协会长 中国教育学
会书法教育
研究会

常务理事、原常
务副理事长路棣

4. 24.12.03 新加坡书
法中心李
光前堂

陈声桂 书协会长 路　棣 中国教育学会书
法教育研究会常
务理事、原常务
副理事长

5. 26.11.03 新加坡书
法中心李
光前堂

陈声桂 书协会长 朱关田 中 国 书 协 副 主
席、中国浙江书
协主席、西泠印
社副社长

6. 27.11.03 新加坡新
敦煌酒店

陈声桂 书协会长 马来西亚书
艺协会

会长黄金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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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7.03.04 新加坡佳
登酒家华
乐酒家

陈声桂 书协会长 金膺显 国际书法艺术联
合韩国本部顾问

8. 27.03.04 新加坡华
乐酒店

陈声桂 书协会长 权昌伦 国际书法艺术联
合韩国本部理事
长

9. 27.03.04 新加坡华
乐酒店

陈声桂 书协会长 国际书法艺
术联合 韩国
本部

事务局局长宋信
一

10. 16.04.05 中国河南
省偃师市

陈声桂 书协会长 张　海 中国河南书法家
协会主席

11. 27.08.06 中国北京
全家福酒
家

陈声桂 书协会长 赵长青 中国书法家协会
党组书记、驻会
副主席兼秘书长

12. 14.03.08 中国上海
同济大学

陈声桂 书协会长  蔡建国教授 中国上海同济大
学国际文化交流
学院院长

13. 28.06.08 中国北京
国际饭店

陈声桂 书协会长 佟　韦 原中国书协党组
临时领导小组组
长

14. 28.06.08 中国北京
国际饭店

陈声桂 书协会长 张　虎 原中国书协副秘
书长

15. 17.12.14 中国北京
伯豪瑞廷
酒店

陈声桂 书协会长 马小明 中国人民对外友
好协会外联部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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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嘉宾莅临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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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过去我们经历英国殖民地、马来亚独立、新加坡自治、新加坡在马

来亚联邦，以至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但不时都有书法家、书画家经过

或逗留在这里，他们均有不同的理由，或来开展、或来旅游、或来探亲。

真正来访的书法家或者团体，我们可以1980年为界。下列以年份为序，

记载来访之各国嘉宾芳名。8个阿拉伯数字，前4个为年，依次2数字为月，

最后为日期。

19800607　日本新驻新加坡文化参赞高桥勇在新日文化协会义务秘书陆汉

威陪同下访问书协。

1980xxxx　香港中国书道协会会长凌云超冯毓莹夫妇来访。

19820902　日本每日新闻社常务董事永田忠章率领日本六名大书家青山杉

雨、村上三岛、梅舒适、上条信山、木村知石，及殿村蓝田来访。

19820906　日本国际书道文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日吉白耀、香港中国书道

协会会长凌云超来访。

19830907　中华台北驻新商务代表处代表胡炘、秘书余冲，香港凌云超来

访。

19840222　美国书法家及书画鉴定家黄君实来访。

19840426　香港中国书道协会理事长梁钧庸叶连清夫妇来访。

19840803　韩国东方研书会会长金膺显来访。

19841230　日本书法篆刻大师暨新加坡书协海外顾问梅舒适夫妇来访。

19850303　中国福建省书法家尹德懋夫妇来访。

19850314　东马来西亚砂劳越老书法家孙莘农来访。

19850327　中华台北书家张源夫妇来访。

19850617　中国艺坛巨匠关山月、黎雄才，广东画家林镛、书家苏华、杨

和明、杨奎章，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杨应彬，广州市

原副市长欧初，以及陈一民、黄施民、林强华来访。

19850908　马来西亚书协会长朱自存、顾问黄石庵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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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0216　中国江苏苏州书家沙曼翁、马来西亚吉隆坡书家黄石庵来访。

19860311　中国著名男高音、中国政协全国委员胡松华来访。

19860903　中国艺坛巨匠关山月李小平夫妇、千金关怡、义子关伟来访。

19860903　中华台北东吴大学教授暨新加坡书协海外顾问翁同文教授访新。

19860916　香港中国书道协会会长凌云超冯毓莹夫妇访新。

19870604　中国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教授任之玉访新

19870618　中国四川画家吴一峰来访。

19870703　中国北京书家王念堂(即画家王明明父亲)访新

19870724　日本穗真书道会会长濑户秀穗访新。

19870904　日本画家大冢抱节来访。

19870905　中国北京老篆刻家孙竹、中国驻新商务代表荣风祥、副代表杨

柏森来访。

19870921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启功教授访问

新加坡，同行有著名工笔画家潘 兹及牟小东、章景怀。

19880207　中国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任之玉副教授来访。

198803Xx　加拿大画家周士心教授与其门人香港画家项永昌来访。

19880416　中华台北画家曾光雄、中华台北驻新商务代表胡 、秘书陈忠

来访。

19880526　中国广西画家陈玉圃来访。

19880810　香港《书谱》社长暨新加坡书协海外顾问梁披云来访。

19880811　香港《书谱》总编辑马国权夫妇访新。

19890118　中华台北著名雕塑家朱铭、中华台北驻新加坡代表处副代表王

晓祥来访。

19890307　中华台北青年雕塑家朱 (即朱铭之子)来访。



546

陈
声
桂

19890523　香港画家周宗琦来访。

19890612　中国山东黑陶艺术家仇世海仇世森来访。

19890612　中国广东秦燃来访。七月，高龄89岁的广东书协主席秦 生、

副秘书长欧广勇也来访。

19891110　日本每日新闻社中部董事经理兼每日书书道会中部会长新实慎

八率领139人来访，担任随团顾问的是每日书道会专务理事(总秘书)小野富

次。团秘书长是野崎幽谷。新实、野崎及另二书法家共四人，也到总理公

署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19891130　中国上海书法家、《书法》编辑周志高来访。

19900308　中国驻新加坡商代处副代表(公使级)杨柏森来访。

19900426　中国新疆画家马泉艺来访。

19900525　中国河南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张海来访。

19900524　中国福建篆刻家周哲文、老书法家沈觐寿、名画家吴乃 来访。

199006xx　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副董事长邵宇

与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总经理兼中国出版有限公司总裁娄明到访。

19900831　中国北京书家杨再春来访。

19900916　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会长何维城、顾问黄石庵、书家黄金炳，及

中国浙江书家谭其蔚、辽宁书家潘松年来访。

19901025　香港草书家林征杨来访。

19910126　河北省博物馆馆员孟繁峰到访。

19901028　中国画家范曾及其女伴南莉来访。

19901117　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副主席邵宇与娄明来访。

19901220　中国名学者蔡建国博士来访。

19910905　以左笔名世的88岁高龄书法家费新我与中国河南书协副主席兼

秘书长张海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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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0925　中国上海画家陈家泠来访。

19910401　中国吉林书协任国民、刘乃中、冯巨中、吴竞莅访。

19910529　中国福建书法家尹德懋到访。

19910530　中国北京现代派书家林信成来访。

19911208　中国名书画家关山月、李小平夫妇及黎雄才夫妇来访。

19911212　香港蝇字书法家温永琛来访。

19911222　旅美画家刘云山来访。

19920116　香港书家谢举贤来访。

19920209　马来西亚书家朱自存、陈邦真，中国书家王景芬、王立鹏，菲

律宾书家陈敦三来访。

19920311　法国书家梁扬来访。

19920312　中国陕西画家罗国士、刘保申、张义潜，书家张兴斌夫妇五人

来访。

19920423　中国广东汕头画家魏照涛来访。

19920526　中国黑龙江书家胡建良、李克民、崔学路来访。

19920804　香港老书法家饶宗颐教授来访。

19921003　日本刻字协会34人代表团在团长斋藤云仙带领下来访。

(陈声桂按：日本刻字协会代表团来访之前，其会长长扬石先行来安排此事。他颁“国际

刻字贡献奖”给我，并表示可以协助新加坡书协发展刻字艺术，但因新加坡书协得姐妹

会日本每日书道会通知，此会乃由其常年“每日展”中分划出来，为不伤及与每日之友谊，

加上新加坡书协打算先发展篆刻艺术，所以没有应日本刻字协会要求，继续推动刻字)。

19921007　中国上海发画家丁贵兴、安徽画家朱修立来访。

19921022　中国广州诗社副社长兼《诗词》总编辑赖春泉来访。

19921201　中华台北86岁老书法家谢宗安率团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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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XxXx　中国大使张青及吉林版画家戈沙来访。

19930126　中国浙江书家袁一凡、朱关田、俞建华来访。

19930131　马来西亚书家朱自存、刘 伐、黄纪坦，香港书家梁钧庸来访。

19930315　中国新华社原社长穆青、副处长陆浩明、驻新加坡首席邢和平

蔡锡梅夫妇，及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赖祖金来访。

19930328　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理事长陈其铨教授与其千金陈韶芬、如

夫人张月华、驻新加坡台北代表处代表陈毓驹、副代表张金钧来访。

19930502　中国海南省青年联合会名誉主席萧若海及副秘书长何锦堂带领

省青年管理者培训考察团21人来访。

19930808　中国北京书家张虎、宁夏书家柴建方、新疆书家邱零与延边画

家曹乾立四人来访。

19930911　马来西亚书家任雨农来访。

19931229　中国画家吴冠中来访。

19940219　中国河南书法家协会四人团：刘清惠、王澄、宋华平、周俊杰

来访。

19940510　中国女画家、原中国高级副总理邓小平千金邓林来访。

19940716　中国上海画家陈幼华与画商夏漪萍来访。

19940903　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路棣、国家教

委郭永福、中国书协副主席佟韦，及席树业、陈振濂、周秋生来访。

19941027　中国书法家协会代主席沈鹏、苏州书法家沙曼翁、沙老公子沙

培其来访。

19941030　法国书法家熊秉明教授来访(熊氏后来出任刚成立的法国书法家

协会首任主席)。

19941101　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夏湘平、中年书法家周俊杰，及中国

书协驻会干部王冰来访。

(编者按：新加坡书法中心的改建工程及筹款工作是一起进行的。从1994年10月至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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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月，许多国内外的朋友及同道前来工地参观。)

19950211　中国内蒙古书法家协会三人代表团，即高延青、康庄，及康新

民来访。

19950223　日本财团法人每日书道会秘书长丸谷亘、日本每日新闻社董事

经理久富胜次、每日书道会理事兼全日本书道联盟常务理事稻村云洞三人

来访。

19950301　中国辽宁原副省长林声来访。

19950304　马来西亚书艺协会顾问任雨农、朱自存，会长钟正川来访。

19950531　中国驻新加坡文化参赞舒晓来访。

199505xx　中国女画家、原中国高级副总理邓小平千金邓林来访。

199508xx　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原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令郎杨少明来访。

19951104　中国常州画家周南平来访。

19951111　中国海南省书法家协会书法代表团一行14人，在秘书长兼中国

书法家协会理事吴东民率领下来访。

19951122　中国福建艺术家戈壁、中国驻新加坡大使傅学章来访。

19951217　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全国政协常委刘炳森来访。

1995xxxx　中国北京三中年书法家王友谊、孙宝麟、贾文龙与隋东来访。

19960211　中国浙江书画家洪世清来访。

19960224　中国安徽书法家协会三人书法家代表团，莅新访问。他们是团

长兼安徽书协副主席刘天明，团员凌卓平、徐立。

19960406　中国陕西西安中国历史艺术博物馆倪志俊及杨清盛来访。

19960406　中国苏州瞿慰祖(团长)、陆鸿升、董文政、王铭和、费之雄、

王锡麟六人来访。

19960517　中国西安画家苗重安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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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0629　由中国中央电视台及文物出版社等单位联办的“第3届中国书法

篆刻电视大奖赛”的优胜作品，在新加坡书法中心李光前堂公展，中国中央

电视台特派三人团：程宏、苏士澍、王荣启来访。

19960720　中国书法报社社长饶兴成、湖北省文联副主席邹明山、书法报

社办公室主任樊中岳及编辑雷志雄来访。

19960810　中国两位女书家孙晓云、董正贺来访。

19960831　中国书法教育学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书画报》副社长兼总

编辑路棣莅新访问。团员是王邸、赵西林、刘景茂、靳维贤、李桂珍，江世

光、陈守常、刘欣耕、付庚、穆希亭、常生俊、董成章、汤钟音、周廉、徐

树民、侯春林、韩观根、张凤环、曹宗仁、张凤江、李晓梅、及郭宝智。

199609xx　中国书法家协会秘书长谢云及办公厅副主任吕如雄二人来访。

19961107　中国人民日报社长邵华泽与外事局局长景宪法、文艺部主任记

者郭运德、国际部主任记者黄晴来访。

19961111　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会长钟正川及秘书长李汝强来访。

19961113　中国河北省沧海印社社长韩焕峰来访。

19961220　中国天津书家唐云来、顾志新，画家毕恭、史振岭四人来访。

19961222　马来西亚艺术学院院长钟正山夫妇来访。

19961230　中国北京市佛教协会访问团郭锡民、牟小东、哈金起来访。

199612xx　原中华台北驻新加坡代表处副代表余冲来访。

19970113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代表团一行六人，在团长高占祥带领

下，前来新加坡书法中心访问。来的有罗扬、顾佩芳、姚有多、于俊海，

及朱根全。

199701xx　中国河南书法家阎石轩来访。

19970202　中国西安书协副主席张湘华及云南书家赵浩如来访。

19970216　中国湖北徐本一、云南赵浩如、内蒙何奇耶徒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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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0328　新加坡书协热烈欢迎第四次到新加坡访问的海外顾问爱新觉罗·

启功教授，及其中国中央文史馆团成员：王楚光(国务院参事、副部级)、许

麟庐、秦岭云、刘继瑛、林锴、钟山(赞助商，浙江中大集团董事长)、谢丽

娟、陈文英、郑哲(启老内侄章景怀夫人)、赖祖金(原中国驻新加坡文化参赞)

十人。当天，中国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傅学章、文化参赞孙更新、文化一

等秘书李津偕夫婿谢常献、大使秘书李少青夫妇、一等政务秘书蒋端、二等

政务秘书杨建及夫婿缪建兴领事也到访。

19970328　日本全国书教研联盟会长细矢肇(香卷)来访。

19970330　诗人兼书法家洛夫(原名莫洛夫)与马来西亚柔佛新山市文化界

名士姚新光来访。

19970414　中国福建厦门市书法家协会理事吕俊瑶来访。

19970414　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会长钟正川夫妇及理事朱绍瑛来访。

19970420　中国广东大埔书法协会副会长罗福源来访。

19970424　英国女画家Lesley Banks来访。

19970604　中国上海少儿书画代表团来访。

19970720　中国江苏苏州沙曼翁来访。

19970907　中国北京田雨欣来访。

19970920　原中国驻新加坡代办杨柏森来访。

19971108　中国书法家协会代表团刘正成、胡抗美访问新加坡。

19971126　菲律宾陈敦三来访。

19980224　中国山西书法教育代表团一行17人，在《小学生习字报》编辑

部主任任功名及社长张才东带领下到访。

19980307　中国临时代办萧正荣公使来访。

19980307　中国21个省市的40余位女书法家来访。

19980307　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出身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书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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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王文柱参赞与一等秘书房利来访。

19980327　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主席庞中华与其夫人王昌芝来访。

19980511　德国慕尼黑书法家余冲来访。

19980512　中国福建省书法家沈岩来访。

19980606　中国山东省济宁市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书法家协会主席段玉

鹏与书协秘书长乌峰来访。

19980702　中华台北财团法人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执行长简静惠及奖助处

组长张振丰来访。

19980731　日本新泻国际情报大学教授、早稻田大学研究院兼任讲师蔡建

国博士与同窗顾忠钦来访。

199807xx　中国吉林指画家王劲华张维国夫妇来访。

19981022　中国云南省昆明书画协会会员马晓鸿来访。

19981031　马来西亚书艺协会理事刘顺发及该会新山联络委员会主席姚新

光来访。

19981101　中国河南周口地区文艺家考察团一行七人，即周口地委副秘书

长张天兴、李之鹏，周口地区文联副主席王猛仁，周口地区侨联副主席董

锦燕，郸城县文化局局长丁义才，项城市文化局主任孔祥荣，沈丘师范学

校讲师刘国礼。

19990227　中国北京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宣祥鎏率领孟令芳、孙宝麟、丁知

度来访。

19990619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艺术部政务次长洛兰埃利奥特夫人(Mrs 

Lorraine Elliott)来访。

19990807　中国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旭宇与副主席熊基权、李尚才，常

务理事陈茂才、韩焕峰来访。

19990925　西班牙著名旅游作家维拉·亚历士(Mr Alexis de Vilar)来访。

19991011　新加坡书法中心与日本读卖新闻西部本社联合呈献1999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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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友好妇女书法交流展”，日本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桥本宏来访。读卖新

闻社西部本社特组织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访新团，在总团长中村天香的率领下

来访。随团的还有顾问小仓国干、师村妙石、法元康州、松永鹤云，副总团

长吉村宣枝，以及参展的女书家百余人。

19991016　纽西兰李健庄、冼锦燕夫妇来访。

19991120　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路棣带领张韬、杨

金镛、杨烈侃、洪凯美，李珍，及赵翼荣来访。

19991207　法国记者迈克(Mr. Michael Nuridsany)来访。

20000302　香港艺术发展局秘书长郑新文与香港芭蕾舞团行政总裁吴杏冰

来访。

20000406　马来西亚砂劳越诗巫书法家陈瑞麟来访。

20000417　内蒙古书法家协会代表团，在主席康庄带领下来访。另三人为

刘国旗、杨敏、陈青青。

20000419　中国海南省书协三人团：王应际、詹冰莹，及李美华来访。

20000427　中国浙江书协顾问、兰亭书会会长沈定庵与其公子大晔来访。

20000507　中国河南省周口地区华夏学校校长王锦义偕子来访。

20000712　澳大利亚书法协会七人团：孙桂权(会长)、李荔华、麦锦途、

尹义萍、赖建华、陈丽萍、王桂 来访。

20000916　中国北京女书家骆 来访。

20000924　北京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抵新访问。团长王学勤，团员

是田淑芳、张劲林、王文胜。

20001001　西安美术学院院长王胜利教授伉俪来访。

20001021　中国光大亚太总裁解植春、副总经理李志良与国大中文系副教

授李焯然博士前来访问。

20010203　中国贵州省书法家协会和贵州省书法教育研究会联合组织的一

个23人代表团来访。贵州的代表团由贵州书协顾问赵西林率领，团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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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王邸，及李兴国。团员有杨霜、包俊宜、江世光、赵文林、何本安、周

运真、章维崧、邓健、周加加、徐永超、邱世鸿、李维力、蓝永堂、刘奇

卡、朱德荣等人。

20010325　中国天津九州书画院杨东日一行来访。

20010406　日本大阪每日书道会访新代表团来访。团长是恩地春洋，团员

有每日书道会大阪总务林俊三。

20010519　美国赛克勒基金会主席赛克勒夫人在其助手Mr Miguel 

Benavides及友人黄自得博士夫妇陪同下来访。

20010609　中国云南书协16人团来访。团长为刘鸿渝，团员有云南书协主

席郭伟等人。

20010703　中国天津《中国书画报》四人团在社长何东带领下来访。

20010721　全马书法比赛工委会主席、东马砂劳越州诗巫市书法家许长南

夫妇来访。

20010722　马来西亚书艺协会新会长黄金炳率领一六人访问团莅新。团员

有副会长黄炳强、副秘书长黄爱生，及新山联络委员会主席黄逢荣、副主

席杨福贻、秘书姚新光诸人。

20010912　中国书法家王景芬、阮增宝夫妇来访。

20010922　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会长黄金炳率领12人代表团来访，这12人是

黄金炳、余斯福、李汝强、黄炳强、连小凤、高一贵、王荣昌、黄逢荣、杨

福贻、杨金荣、蔡轩，及刘敬双。

20011130　中国宁夏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胡介文、主席吴善璋来访。

200111xx　中国西安书学院副院长王定成与办公厅主任余铭来访。

20020205　日本每日书道会代表山田久九和在郑芳雄陪同下来访。

20020216　中国来新办展的书画家重庆胡文富、重庆尹洁，及西安李增厚

三人来访。

20020216　由日本来新洽谈八月日本书道艺术院新加坡书法展的 元大云、

种谷万城(种谷扇舟之子)一行四人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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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304　中国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董良 (中国已

故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千金)偕夫婿张氏来访。

20020309　驻新加坡台北代表处代表欧阳瑞雄、一等秘书林鼎翔来访。

20020309　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理事长连胜彦带团来访。

20020311　中国文联代表团一行6人，包括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李准、中

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林岫、中国文联办公厅巡视员朱晓嘉、中国文联国际

部亚洲处干事曹俊、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副主任张宏森、天津文联秘

书长孙福海来访。

20020323　中国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张九桓、公使刘谨凤、文化参赞邵

一 博士、一等政治秘书刘彦涛、二等秘书周剑来访。

20020323　中国江苏书协主席尉天池、副主席兼秘书长言恭达、理事黄正

明来访。

20020511　美国赛克勒基金主席赛克勒夫人再次莅访。同来的有其总裁卡

特(Cutter)及中国书协副主席刘炳森。其它的团员还有林地、吴继华、傅亚

成、邓莉丽、于洋。

20020721　中国北京书法家黄日旭夫妇来访。

20020728　美国华侨陈煜均夫妇来访。

20020807　中国书法报四人代表团，在原任该报总编辑、现任湖北省书法

家协会副主席铸公带领下来访。另三人是副总编兼采编部主任杨坤炳、采

编部副主任籍楚玲和办公室副主任何正红。

20020808　日本书道艺术院院长恩地春洋带领120名书法家与书法同道来

访。

20020808日本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桢田邦彦到访。

20020816　美国画家余震谷博士来访。

20020916　中国北京荣宝斋美术师骆 来访。

20020922　中国天津书法家陈云君，与青岛美术工作者周玉莹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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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012　中国文化部副部长、中国国家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副主席艾

青春带领国家大剧院艺术办公室主任周志强，及秘书何世海来访。

20021126　中国上海书法家蔡慧苹与其夫婿王铁麟来访。

20030206　中国书法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贵州省书法教育研究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贵州省书法家协会理事江世光率领19人贵州省书法教育代表团

来访。

20030207　中国新疆书法家协会三人书法代表团来访，即新疆文联书记刘

宾、新疆书协主席赵彦良，及秘书长于小山。

20030219　中国重庆副市长程贻举，偕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余恢毅及

教委副处长刘先海来访。

20030314　日本每日书道会专务理事(即秘书长)寺田健一、理事稻村云洞、

理事大井武司、理事恩地春洋及评议员 元洋一来访。

20030517中国北京画家司徒美珍(即新华社驻新社长朱昌都夫人)来访。

20030517中国大使张九桓唐黎珍伉俪、新上任公使罗照辉、参赞兼总领事

黄晓健来访。

20030608　中国远洋船务公司新加坡办事处总经理郑仕俊来访。

20030718　印尼书艺协会一行32人，在团长叶维汉、副团长李秀贤带领

下，到新加坡访问。代表团包括名誉主席张庆寿、周健华，顾问胡原菁、

张喜顺、蔡剑声、沈贤士，文书林有应、饶以明，秘书饶韵人，世界日报

社团主任谢梦涵，国际日报采访主任刘 华等。

20030808　香港兰亭学会会长王齐乐夫妇来访。

20030814　中国江西景德镇工艺美术家李菊生教授、张景辉教授来访。

20031022　中国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副书记孔祥玉与天津市书法

家协会秘书长唐云来来访。

20031031　中国北京文化部侨联文华阁书画院副院长杨春燕、陈岳平带领

杨华成、马惠民、于寒村、魏根生、张森洲、梁文敏等10余人来访。

20040215　中国大使张九桓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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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313　中国浙江书法家卢乐群到访。

20040327　韩国书法代表团一行九人来访，她们是代团长沈载荣、副团长

李敦兴，团员朴赞奕、金宝今、李松子、曹甲女、郑良和、朴仁香，及宋

信一。

20040330　中国重庆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陈高山、新闻文化处处

长郑晓立、重庆歌舞团团长蒋永康、重庆市川剧院院长助理李萍来访。

20040404　旅居澳洲之新加坡书协已故顾问潘受之千金潘小芬偕契友古瑞

昊(Carl Goodrick)来访。

20040519　印尼苏门答腊棉兰苏北书画学社发起人、棉兰苏北中医公会文

书许菁栽来访。

20040529　中国辽宁省大连市书法家协会理事梁茂鸿在其女儿梁世音、女

婿李浩亭陪同下来访。

20040530中国河南省硬笔书法家协会主席叶殿迎及河南省华侨书画院秘书

长沈钊昌来访。

20040628中国河南省安阳市常务副市长张笑东率领其代表团七人来访。包

括安阳市外侨办科长柳红英、安阳市文化局局长王春杰、安阳市外侨办副

主任郭怀生、安阳市旅游局局长韩永昌、安阳市财政局局长贾玉录，及殷

墟博物院主任杜九明。

20040919　中国苏州张新与上海刘福生来访。

20040919　印尼书协主席李秀贤来访。

20041001中国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传播基

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麦友直来访。

20041106　中国大使张云到访。

20041106　中国湖北书法家协会14人代表团来访。14人团是由团长铸公

(湖北书协驻会副主席)、副团长夏奇星(湖北书协副主席)、团秘书长徐怀德

(湖北书协副秘书长)、团副秘书长吴长庆(湖北书协办公室副主任)及团员尤

中会、陈永贵、胡顺江、李相国、贺少安、吴中华、何慧敏、范福珍、刘

正清，及陈艳荣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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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111　马来西亚青年体育部副部长翁诗杰来访。

20041128　中国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常健君率领五人书法代表团访

问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另四人为王祥云、张根群、冼成明、李慎民。

20050222　中国北京音乐家姜嘉锵夫妇来访。

20050304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福建梅山学院负责人李土元来访。

20050316　中国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华东协作组成员赵文卿偕其夫人祝基

来访。

20050318　中国《书法报》代表团在副社长陈一生带领下来访，团员包括

刘欣耕等三人。

20050319　印尼大使莫罕默德来访。

20050319　印尼书艺协会主席李秀贤率领27人书法访问团来访。

20050604　由菲律宾、泰国、英国等国前来本地采访新加坡艺术节的十余

位记者来访。

20050617　来自英国、纽西兰、马来西亚，及菲律宾的媒体人来访。

20050622　中国福建广播电视大学校长樊祺泉教授、副校长康乃美博士来

访。

20050723　中国江西省书协三位副主席喻贵森、张鉴瑞、崔延瑶来访。

20050727　中国河南省安阳市委书记兼市政府高级顾问靳绥东带领副市长

朱明、外事暨侨务办公室党组书记宋海军、文物局局长陈爱兰来访。

20050729　中国上海书法家协会会员徐家荣来访。

20050806　比利时陆惟华侯杏妹夫妇，其友人伊里士(Mr　Idriss)吴兰诗夫

妇来访。

20050922　在中国天津运作的《中国书画报》执行社长何元东率领该社执

行总编辑王惠智、编委会秘书长袁卫平，及出版部主任魏胜利来访。

20051016　印尼棉兰陈喜生夫妇莅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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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024　印尼的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合作协会顾问麦培满来访。

20051024　中国上海书画工作者陆伟杰来访。

20051029　常健君率领中国北京华夏风情书画院一行12人来访。包括：陈

金奎、沈玉萍、吴建翔、姚建祥、朱至仪、隗光辉、徐子久、张国忠、李

连武、孙更俊，及路洪祥。

20051105　中国文化参赞朱琦博士来访。

20051105　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书法家协会4人代表团：主席夏光

江、副主席董世杰、名誉理事马建国，及高志刚来访。

20051121　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研究会副秘书长杨存珍率领15人来访。

20051210　中国文联副主席王兆海率领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孙志

钧、中国政协常委兼中国音乐家学会理事雷蕾、中国文联国际部亚洲处处

长赵平、中国军事科学院秘书赵贤光，及中国文联国际部亚洲处干事何梅

等人来访。

20060110　中国西安市书法家协会理事王若木来访。

20060218　中华台北中国弘道书学会理事长施永华等15人团来访，团中包

括张月华、陈昭瑜、陈韶芬。

20060227　已故书协老顾问潘受女儿潘小芬偕其男友古瑞昊(Carl Goodrick)

由澳洲来访。

20060415　巴黎书画学会正副会长孙桂礼与马剑虹来访。

20060423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海外顾问、马来西亚马六甲州书法名家沈慕

羽来访。

20060506　中国江苏崇安少年宫20人代表团来访，包括宫长杨培麟、书法

总监辛济仁。

20060619　中国广东澄海殷商王壮鹏来访。

20060704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胡正跃、秘书花烨、西泠出版社社长江

吟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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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708　中国湖南书协主席何满宗、副秘书长吴萍率团来访。

20060708　中国北京《青少年书法报》报社副社长李强及李晓军来访。

20060716　中国贵州江世光带领25人师生团来访。

20060812　中华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黄永川率领馆内七名专家来访，

包括刘平衡博士、周澄教授、陈永模、张克齐等人。

20060923　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研究会26人代表团来访。

20061105　中国浙江书协原副主席、现任温州书画院院长林剑丹率领戴宏

海、张索、陈默、孙艺奇、马胜凯、李砚、林翼如、郑方伟、林晓林及康

祈信等人来访。

20061111　中国苏州书法代表团在团长华人德带领下来访，团员有：王伟

林、潘振元、葛鸿桢、李大鹏、王健生、陈建军、杨鼎美、王国安、陈道

义、冷建国、邢静、汪苏春、严琳、阙瑞明，及陈勤。

20070506　五十余位获得“新加坡书协第一届国际书法大赛”之各国同道

来访，包括法国孟子珠、中国安徽单凌雁。

20070714　中国苏州寒山艺术会社社长瞿慰祖来访。

20070721　中国珠海市青年联合会主席、团市委记书记庄晓东与珠海中国

书学院院长张法亭，率领10人代表团来访。

20071222　马来西亚原教育部长丹斯里苏莱曼医学博士来访。

20080130　斯里兰卡学者丹玛来访。

20080219　中国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常委任玉岭教授来访。

20080311　中国重庆书协代表团一行11人来访。重庆代表团以重庆市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市政协常委李自治为首，其他人士还有重庆市书

协驻会副主席漆钢、副主席毛锡雄、邹鲁滨，团秘书长周庶民，团员有曹

建、傅胜德、吴茂礼、卢国俊、曾学斌及胡正好。

20080406　印尼书艺协会主席李秀贤与其夫婿、荣誉主席张庆寿来访。

20080410　中国湖南书法同道刘志昂与千金刘银燕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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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410　中国北京书法同道李国豪来访。

20080415　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兼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组委会秘书长祝君

波与办公厅副主任丁峰联袂由上海来访。

20080509　中国浙江青年书法家协会会员姚建祥来访。

20080516　中国西安市书法家协会会员范琨来访。

20080619　中国山东花鸟画家刘世骏来访。

20080701　中国安徽省泾县宝林斋宣纸厂东主吴宝琳来访。

20080715　印华作家协会资深名誉主席李顺南来访。

20080724　中国广东大埔县书法家罗福源、蓝巨案来访。

20080803　中国歌唱家丁一来访。

20080811　韩国金 镐来访。

20080814　日本北海道新闻社局长 藤正明来访。

20080910　中国浙江省女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王蕊芳、宁波市女书法家协

会主席周芳来访。

20080916　《中国书画家》执行总编李浪木一行九人来访。

20081007　印尼书艺协会主席李秀贤偕其夫婿张庆寿来访。

20081009　美国西雅图创新管理培训专家宋峰(Ryan Kent Smith)来访。

20081022　中国湖北省厅级干部周洪伟、处级干部王臻良到访。

20081102　马来西亚国际现代书画联盟主席谢忝宋来访。

20081109　中国13位书画同道吴大崴、石磊、孔庆鲲、孔繁培、雷显平、

刘玉喜、谢志林、蔡名宏、张玉奎、洪锐、崔德峰、蔡正雅及张金荣来访。

20081117　印尼书艺协会主席李秀贤来访。

20081118　中国福建厦门书法家白鸿来访。

20081121　中国《奇石》导报主编李晓坤、中国观赏石协会科学顾问侯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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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及夫人张新领、副会长张建升、及北京人才协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严

德忠、陕西安康市美协副主席谢荧、青海保国安、安徽张士侠、山东徐言

荣、福建陈如林、湖北欧阳峰明、北京支汉杰、杜亮、刘景安及朱言荣、

徐孝才、杨栋等多名书画、奇石收藏家来访。

20081122　菲律宾作家王勇林素玲夫妇来访。

20081127　香港老收藏家白德超李景芬夫妇来访。

20081220　中国北京农业银行会计师、青年书法家于志超来访。

20081222　马来西亚古晋建筑师何美燕来访。

20081222　中国广东社会科学院客座教授黄明学来访。

20081223　中国吉林青少年书法报记者綦宏伟来访。

20090110　中国北京市书法家张景阁来访。

20090112　中国天津市书法家夏德成来访。

20090113　中国重庆市同道袁佳镜来访。

20090203　印尼书艺协会名誉主席张喜顺梁春玲夫妇来访。

20090208　马来西亚书法家朱自存来访。

20090226　中国沈阳市人民政府驻东南亚经贸代表处曹阳、李力铭来访。

20090406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郑晓华教授来

访。

20090414　中国云南陈申来访。

20090418　中国广东硬笔书法学会理事蔡晓斌来访。

20090426　中国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李如章、广东

省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杨剑钊、广东省高级法院陈洪浩来访。

20090506　缅甸同道穆立瑞来访。

20090506　南京季远程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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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30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郑晓华教授，陪

同该大学徐悲鸿艺术研究院院长徐庆平教授、书法硕士研究生梁炳伦、周明

及中共泉州市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孙碧良、《经济日报》高级记者罗霄、《书

画名家主编》马奔、山东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纪君、陕西书法家协会理事卫

双良、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常委、工会主席张宁等40人来访。

20090727　中国河南省洛阳市书法家田培钦来访。

20090820　中国上海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中国全国政协委员

蔡建国教授来访。

20090826　日本北海道书道展事务局长若林直树、伊藤智教、斋藤正明及

余佐凯来访。

20090827　中国湖北武汉同道刘亦农来访。

20090915　中国南充市书法家协会会员何文军来访。

20091013　中国福建厦门谢伟东来访。

20091016　中国青岛张永强偕夫人来访。

20091024　日本北海道新闻社75人代表团来访，该团由社长菊池育夫带领。

20091119　香港名收藏家白德超来访。

20091221　中国戏曲学院音乐系副教授王欣、国际商务联盟秘书长刘宝珍

及其父亲，在《两岸三地杂志社》编辑刘晓莉陪同下来访。

20100112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常委、中国河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主

席董锦燕来访。

20100208　中国重庆三峡画院副院长尹洁来访。

20100224　中国上海画家陈伟业与书法家王家良来访。

20100403　中国浙江义乌市贸易经济代表团在义乌文化产品办公室副主任

潘文锋率领下来访。随行的有楼小明、楼永虎、施旭中、周建平、陈建英

等五人。

20100418　中国上海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蔡建国教授来访，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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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三人是孙宜学教授、崔志鹰教授，及刘根洪。

20100420　中国郭 若书画院院长潘海溶来访。

20100426　中国河北涿州市书法家彭冬梅来访。

20100506　中国北京严德忠，与阎立耕父女三人来访。

20100517　中国烟台市政府驻新加坡办事处主任孙赋欣来访。

20100519　中国安徽省六安市书法家协会理事李继祥来访。

20100626　印度加尔各答同好Rajib Bhattacharjee来访。

20100627　中国山水画家尹天石来访。

20100628　中国画家黄忠良来访。

20100720　中国北京哈罗英国学校中文教师李萌与女儿来访。

20100808　中国上海书法同道葛教仙来访。

20100816　中国重庆书法同道游国祥来访。

20101217　中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前外交部长李肇星率领“和平之

旅——中国新加坡艺术家书画笔会”的10人代表团来访。团中包括组委会

秘书长邵常淳、空军美术书法研究院副院长王界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

授郑艺、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刘孔喜、深圳大学教授刘声宇等人。

20110114　斯里兰卡人斯里丹玛法师来访。

20110115　中国湖南省书法家协会理事陈迎楷偕其千金来访。

20110121　中华台北同道尤世贤与李为来访。

20110312　中国驻新加坡代办戴兵、文化参赞陈疆来访。

20110402　中国艺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张庆善教授、中国书协理事

李一教授，及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镛教授三人来访。

20110404　中国湖北日报传媒集团董事长江作苏来访。

20110411　中国广东省揭阳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林灵志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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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13　中国广东商学院院长雍和明带领处长杨蒙，及李焕荣、江冰、

陈相军等人来访。

20110421　印尼书艺协会名誉主席张喜顺夫妇来访。

20110423　中国河北省山海关美协副主席张振波及广东汕头市书协会员梁

德洲、马生湖、陈颢君、任瑞平、陈 方等人来访。

20110801　中国海南省海南大学教授张朔人来访。

20110802　中国书画家协会一行28人来访。

20110815　新加坡书协已故顾问潘受之女小芬偕其友人古瑞昊来访。

20110818　高雄国立大学第一科技大学主任秘书朱国立博士来访。

20110820　加拿大卑斯大学维真学院中国研究部主任梁燕城博士来访。

20110905　中国北京曲艺家崔琦来访。

20110906　中国深圳国安集团陈伟华来访。

20110907　中国深圳刘野、刘晓莉来访。

20110909　中国广东书法家协会会员攀哲雄来访。

20110914　中国海南省书法同道郑仕钦来访。

20110915　中国广东书法家协会会员蔡喜明来访。

20110928　中国江苏老年大学校务委员会研究室主任陈雨时来访。

20110928　中国海南省龙敏与庞启坤二人来访。

20111010　中国外交学会中外友好国际交流中心主任柯志华来访。

20111010　缅甸书法同道穆立瑞来访。

20111017　中国上海尚德实验学校高级教师张财来访。

20111025　中国北京市共青团副书记、北京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沈千帆来

访(沈君是中国书协原主席沈鹏的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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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28　中国上海人民政府参事室代表团一行四人，即上海市人民政府

参事室副主任、上海市政委员薜洪玉、全国政协委员薛洪教授，以及周洁、

陈燕玲来访。

20111220　中国江西省书画家张榕山偕其夫人及侄儿来访。

20120117　中国文联基金会三人代表团郭希敏、孙颖、牛彤来访。

20120205　缅甸书法协会秘书赵振恒偕其公子广裕来访。

20120307　中国驻新加坡文化参赞萧江华偕其秘书丁松来访。

20120307　中国河南安阳市海外交流协会理事郭怀生、内黄县政协主席赵

宪法、内黄县副县长张庆伟、内黄油脂安阳公司总经理杨现中、统一粮油

有限公司许志平等人来访。

20120317　中华台北淡江大学荣誉教授曾昭旭博士、王邦雄博士来访。

20120321　印尼谢映辉及夫人陈慧宝来访。

20120419　中国驻新加坡武官于海波与副武官张晓健来访。

20120425　中国汕头市书法家协会主席陈锡镇来访。

20120501　中国绍兴市书法家协会13人书法代表团来访。代表团以主席袁

长寿为首，团员有章钰、朱仲夫、王建华、傅琳琳、陈建明、何来胜、陈

民、王志刚、钱小良、严四友、王雅娟，及张敏权。

20120511　中国江西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张鉴瑞偕其千金张钰璐来访。

20120517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促进会执行会长张一千与北京友谊旅行社程

燕来访。

20120518　中国安徽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戴治国来访。

20120609　中国苏州独墅湖高等教育区公安分局副局长钱玉清来访。

20120615　中国驻新加坡参赞、总领事龚春森与夫人刘洋调往荷兰海牙中

国裁军代表团之前来访。

20120705　中国宗教学会会员吴柯阳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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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822　中国北京篆刻家李玉柱来访。

20120904　德国何心敏博士及侄儿何思成来访。

20120911　中国北京名书画家张源的儿子张彤群与杨朝晖二人来访。

20120913　马来西亚书协亚庇联委会主席黄文章来访。

20120916　中国文房四宝协会副社长兼机关报主编李晓坤夫妇，及采编部

主任钟德来访。

20120917　中国沈阳书家陈子党来访。

20120917　中国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促进会执行会长张一千率领中国当代书

画名家代表团一行人来访。

20121006　新西兰侯雅安来访。

20121013　中国参赞兼总领事刘红梅来访。

20121018　中国陕西西安市慈善书画艺术理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晓军、

理事长李功名、荣誉理事长赵栋、张锁峰、高建军等九人代表团来访。

20121020　中国山东尚铭戴益群夫妇来访。

20121024　美国 智企业集团主席兼总裁张永瑜、执行董事杜百龄来访。

20121107　中国北京中央电视台编审崔文华及助手田利国来访。

20121126　世界舜裔宗亲联谊会暨姚氏大宗祠理事会永远荣誉理事长姚泽

嘉一行六人由中国广东揭阳来访。

20130114　中国广东雅典美术馆馆长梁伟超夫妇来访。

20130124　加拿大奥克兰书法同道张永瑜来访。

20130206　中国苏州亚太能源与环境发展有限公司总裁朱琪仲与妻子来访。

20130213　中国南京书法家协会会员陈惠滋率领19人代表团来访。

20130326　中国重庆同道李萍偕公子来访。

20130413　中国驻新加坡临时代办戴兵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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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501　中国北京同道佟刚与谢伟东来访。

20130507　中国上海书法家协会会员田文惠偕夫婿来访。

20130520　美国中美文字交研会会长黎家活来访。

20130622　中国北京大兴区书法家协会主席窦志疆、中国北京大兴区第七

小学副校长王洪江，及4位老师带领该校10名学生来访。

20130704　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代表团在主席张庆华带领下来访。团中尚有

副主席兼秘书长李冰、名誉副主席郑文义、执行秘书长熊洁英、常务理事

沙仁义、名誉理事康建勋。

20130704　欧洲墨尔本John Dardemann偕夫人来访。

20130806　中国江苏省青少年书法代表团来访。该团团长苏金海、副团长

王春霞、李建军。

20130826　来自瑞士的Mr　Frederic带领一班朋友来访。

20130902　纽西兰教会神父狄摩迪(Timothy)来访。

20131112　泰国泰华书法家协会会长黄汉城夫妇来访。

20140103　中国湖北书法家协会会员段志国、周卫博来访。

20140109　中国广东省书家罗福源来访。

20140118　中国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副院长张永军、王公义来访。

20140119　中国郦汾阳与南海书画院书法教师刘真来访。

20140128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文化交流部主任马小明、处长周建华、

副处长汪清来访。

20140307　中国天津写经书法家张学武与夫人王玉莲、公子张驰来访。

20140310　中国宁波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陈启元吴静芬夫妇来访。

20140330　中国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研究室副主任路智勇、西安博

物院小雁塔副院长孔正一，法门寺博物馆副馆长任新来、西安碑林博物馆

宣传教育部主任贺华(贺忠辉千金)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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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01　中国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萧贵玉，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

理局、上海市文物局局长胡劲军等人来访。

20140419　中国陕西西安美术学院总经理沈恒、新加坡声乐教师协会理事

李昕、珏羽创意董事经理王华磊来访。

20140628　中国杭州书协会员俞明杰来访。

20140702　中国北京同好徐 来访。

20140702　中国上海同道陈好 、郑凌霄来访。

20140719　中国江苏范国仁一家来访。

20140720　中国新疆书协主席赵彦良之孙女陆晰来访。

20140724　中国广东潮汕高级工艺美术师陈湘鑫来访。

20140801启琴偕郭馨、范汉熙、吕安琪来访(启琴是已故中国人民代表大会

副委员长楚图南媳妇、楚泽涵之夫人)。

20140811　中华台北同道朱国光来访。

20140812　原中国驻新加坡大使傅学章来访。

20140904　中国岳飞文化促进会艺术总监王振宝率领13人代表团来访。

20140919　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正部级)姜建清，在新加坡工行行长张武

伟陪同下来访。

20141001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副主席、南方大学学院理事长黄

循积、新山南大校友会书画班学院吴锦珍、许美凤、郑淑桦、李三妹、李

添顺、黄细妹、陈玉香来访。

20141025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编导刘毅、摄影师杨波来访。

20141103　中国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促进会执行会长张一千，副会长刘树洪、

中国国际大篆文化研究院院长德盛、刘峰来访。

20150115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王晓晖来访。

20150209　中国孙云生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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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213　中国辽宁美术家艺术馆策展人刘秀英来访。

20150214　中国对外好友协会副会长谢元带领6人团访问新加坡并举行“中

国文字博物馆汉字展”，其他五人为韩英杰、夏国珠、李俊国、高卫民、甘

钎 。

20150302　中国广东女书法家协会会员、珠海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徐雪

鉴偕女儿来访。

20150314　中国福建中华连氏宗亲联谊会会长连文成率领13位中国各地的

连氏宗亲来访。团员为连成慧、连慧芳、连明富、连志虹、连喜才、连建

英、连美忠、连加利、连建华、连政、连伟、连宏伟、连乾坤。

20150408　中国文化中心马红英主任与秘书李乾清来访。

20150423　中国段洁龙大使夫人李蓓在其秘书赵玲玲陪同下来访。

20150606　日本白扇书道会种谷万城(和信)之妹种谷由美子(Yumiko)、女儿

英美(Emi)、孙女玲莱(Rena)与友人幸子(Sachiko Taylor)来访。

20150610　中国深圳书画研究院院长陈祥来访。

20150613　砂劳越古晋中华书画研究会7人代表团许庆喜、杨添木、沈捷

平、田荣喜、蔡明卫、黄汉华、林大鹏来访。

20150615　印尼书法家协会主席、原印尼书艺协会主席李秀贤来访。

20150624　经济日报首席记者刘威来访。

20150716　中国汕头殷商王壮鹏携带夫人、儿子王博宁及女儿来访。

20150803　中国广东潮州刻字家、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郑锦木来访。

20150804　中国湖南农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陈敬铭到访。

20150824　旅居澳大利亚的新加坡书协已故顾问潘受之侄儿潘家雄与其夫

人黄英钻来访。

20150828　北京溪梦轩书画艺术工作室的顾建刚偕妻子陆雪芬及女儿顾庆

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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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15　中国内蒙古书法家协会已故老会员杨鲁安千金杨晓香及其夫婿

张智强在其友人廖春玲陪同下来访。

20151005　中国陕西省西安市的韩蒙与武涛来访。

20151012　中国上海浙东孔少凯来访。

20151106　中国浙江省绍兴市书协12人团来访。团长胡祥林，副团长喻革

良、朱非。

20151111　中国中央电视台特约记者叶金真到访。

20160111　中国河北省任仁义与其千金任芙蓉到访。

20160114　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邓雪梅、新华社包雪琳及经济日报记者

刘威来访。

20160126　目前住在美国旧金山、在硅谷工作的杜明伦(沈鹏外孙)来访。

20160217　中国湖北襄阳陈春明，携妻蔡磊、女儿宁曼来访。

20160313　中国辽宁省沈阳市墨千宁书艺院王凤辉、王宁来访。

20160317　东马沙巴书法家范宗孝夫妇来访。

20160329　中国北京书法家孙宝麟与夫人及公子孙寅到访。

20160330　中国CCTV记者邓雪梅来访。

20160401　中国原外交部长助理、原驻澳门最高专员胡正跃来访。

20160410　中国山东青岛朱建龙、孙培彦、胡家方来访。

20160421　中国西安市碑林博物馆前负责人贺忠辉之子贺林来访。

20160426　印尼书艺协会名誉主席张喜顺与夫人来访。

20160501　传媒工作者柳崇文、张学敬、黄苑莹来访。

20160505　香港大收藏家白德超与夫人李景芬及千金、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内科部门主管、白明珠教授来访。

20160627　前总统纳丹秘书杨国强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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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01　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会名誉主席陈振光与其千金陈莉艳陪同英

国陶瓷收藏家Gemma Hall来访。

20160712　中国贵州的38位学生及27位家长，由陈星翠领队来访。

20160729　对中国推动一带一路素有研究的中国同济大学教授、同大亚太

汉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全国政协委员蔡建国博士来访。

20160801　中国广州诗社副社长袁建华张英夫妇来访。

20160819　中国广东崇正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许习文、副总经理麦杰来访。

20160913　马来西亚金马伦高原三宝万佛寺远福法师与其师侄法鉴法师来

访。

1984年9月24日，日本书法家原田观峰在人民协会大礼堂当众挥毫，以书会友。新加坡书协
会长陈声桂作为人民协会协作会员，受命安排此事。图为原田观峰在人民协会大礼堂当众挥
毫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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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2月30日，日本篆刻大师暨新加坡书法家协会海外顾问梅舒适夫妇(左四、五)抵新与
书协同人共度新年佳节。左七为书协会长陈声桂。

1985年6月17日，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名誉会长潘受(右六)与会长陈声桂及同仁在新加坡樟
宜机场欢迎莅新参加“新粤乙丑诗人节雅集”的中国广州诗社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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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9月27日，中国启功教授与潘 兹教授、牟小东、章景怀一行四人(左三、四、五、一)，
联袂访问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并在书协研究会场演讲及挥毫示范，左二为陈声桂会长。启、
潘二人是于9月21日莅临新加坡访问，并在新联办书画展。启功教授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
暨中国书协北京分会主席、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新加坡书法家协会海外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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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1月17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在敦煌酒家设宴欢迎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国
际文化出版公司副董事长邵宇，与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总经理兼中国出版私人有限公司
总裁娄明。坐者左起娄明、潘受、邵宇、陈声桂。后者左起何钰峰、吕永华、刘维平、朱碧妹、
陈凤、杨应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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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以左笔名世
的88岁高龄著名书法
家费新我(左二)，应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邀
请，于1991年9月初在
中国河南书法家协会
副主席张海(左三)陪
同下莅新访问。访新
期间，新加坡书协会
长陈声桂(左四)陪同
费老及张海拜访老书
法家王瑞璧(左一)。
新加坡书协于1991年
9月5日至8日在中华总
商会举办“中国费新
我八八书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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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9月6日中国公使衔参赞杨柏森宴请中国名书家费新我及原中国文化部长王蒙伉俪。
坐者右起王蒙伉俪、杨柏森参赞、新闻与艺术部高级政务次长何家良、费新我。站者右三、
四为国家艺术理事会节目署副署长连金水、署长刘进才，右二为张海、右六为书协会长陈声
桂。

1991年12月8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在百龄麦旋转酒楼宴请来访的中国名书画家关山月伉俪
及黎雄才伉俪。左起黎雄才教授、中国公使衔参赞杨柏森、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兼广东
美协主席关山月教授、新加坡新闻与艺术部高级政务次长何家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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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女画家、原中国高级副总理邓小平千金邓林女士(中)，于1994年5月初重访新加坡并
举行个展。新加坡书法家协会顾问潘受(右)、会长陈声桂(左)应约与邓女士会面并餐叙。

1994年10月27日上午，书协会长陈声桂前往接载陪同中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光英来访的中国书
法家协会代主席沈鹏(左二)并陪后者前往海外庐与潘受(中)相叙，顺与早二日到新加坡之书
协海外评议员、中国苏州书法家沙曼翁、沙公子沙培其(左四、五)相见。较后，陈君又载三人
同去参观正在施工的新加坡书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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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书法中心的改建工程及筹款工作是一起进行的。从1994年10月至1995年6月，许多国
内外的朋友及同道前来工地参观。图为1994年10月30日，法国书法家熊秉明教授参观正在
修建中的新加坡书法中心之影(熊氏后来出任刚成立的法国书法家协会首任主席)。

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原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令郎杨少明于1995年8月国庆期间抵新，图为
杨主席与陈声桂会长于8月10日在世界贸易中心书展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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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6月28日，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陪同中国中央电视台代表团，与原先约好的书协顾
问杨启霖一同到潘受府上相叙。左起中国王荣启、苏士澍(他在2015年12月8日当选中国书协
主席)、团长程宏、潘受、杨启霖、杨氏秘书刘容慧、杨应群、陈声桂。

中国人民日报社长邵华泽于1996年11月7日下午四时抵达新加坡书法中心相叙及挥毫。右起
书协副会长何钰峰、书协副会长吕永华、新加坡华文报集团编辑行政经理林焕章、人民日报
外事局局长景宪法、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记者黄晴、书协会长陈声桂、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
记者郭运德、邵华泽社长、书法中心董事主席郑文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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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的四尺
中堂(单一巨字“飞”)于2001年
4月24日，由亚洲MTV网(即亚洲
音乐电视频道)总裁法兰克布郎 
(Frankel Braun)送予国际流行乐
曲巨星理奇马汀(右，Ricky Mar-
tin)，亚洲音乐电视频道的总部
设在美国。为庆祝在新加坡启
业六年，该频道(网)由美国专程
请来天皇巨星理奇马汀演唱几
首歌曲，门票400张，只让相关
人士购买，一张2000新元。理
奇马汀4月24日当天由美国乘坐
私人专机来新，陪同他前来的，
还有他的哥哥及妹妹。当晚唱
毕，便兼程回国去了。陈先生的
作品在他演唱完后，由法兰克
布朗代表新加坡观众送给他，
并由理奇马汀携回他的老家。

2004年11月5日下午5点，中国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张云阁下(左四)特于百忙中，在大使馆
大会客厅接见中国湖北省书法家协会的14人代表团。图为湖北书协代表团团长铸公(左三)赠
送其书作予张云大使之影。铸公这次是带领湖北书协代表团前来参加新加坡书协主办的新
加坡湖北书法交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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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新加坡书家纷纷奉派出国挥毫 

 1201　1978年政府选派首位书家出国

 1202　新加坡旅游局选派出国之书家

 1203　新加坡航空公司选派出国之书家

 1204　政要在国外挥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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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  1978年政府选派首位书家出国
1978年，新加坡旅游促进局首次决定派人出国挥毫书法，以弘扬我国文

化，并吸引游客来新观光或定居，陈声桂是第一位获选出国的书法家，开创

了书协会员出国挥毫的先河。陈君是由当时的旅游促进局主席陈似桐，连同

会议署署长蔡琼莹，从几个机关推举的人选中脱颖而出的。

此后十五年，至少有卅位书协成员出国宣扬书艺，足迹遍及亚洲、欧

洲、大洋洲、非洲及北美洲等五大洲三十余国。

由于收效良好，新加坡航空公司、总理公署、财政部，也请书协派书家

出国挥毫，以完成其特定之任务，例如：配合香港回归中国，新加坡总理公

署连续三年在香港设立规模庞大的“新加坡节”以吸引港人移居新加坡，当

时书协会长陈声桂三次奉派到港，即是一例。

书协会员出国挥毫，不仅扩大了自己的视野、弘扬了新加坡的书艺，

对他们学习书法也是一种激励——毕竟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新加坡人也

难得有机会出国。

陈声桂会长前后应邀出国挥毫，共有十次，即1978年赴美国波士

顿、1980年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1981年赴菲律宾、1982年赴瑞士、1984

年赴日本、1990年、1991年和1996年赴港、1993年赴韩国。第十次是应阿

联酋航空公司之约于1994年赴英国。

1202  新加坡旅游局选派出国之书家
01  杨应然：1983年赴英国、1985年赴加拿大、1991年赴香港、1992

年赴法国。

02  林国 ：1983年赴日本。

03  何钰锋：1983年赴意大利、1985年赴澳洲、1986年赴马来西亚、

美国与加拿大、2000年赴韩国。

04  周昌嘉：1983年赴澳洲、日本。

05  蔡建才：1983年赴澳洲。

06  曾广纬：1983年赴日本，1985年赴美国。

07  朱碧妹：1984年赴澳洲、1985年赴日本、1988年赴美国。

08  杨应春：1984年赴美国、1986年赴美国、加拿大、1993年赴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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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陈剑波：1984年赴美国，1986年赴美国、加拿大。

10  许梦丰：1985年赴日本。

11  郑俊杰(子硕)：1985年赴英国、荷兰、比利时、法国。

12  曾守荫：1985年赴丹麦(哥本哈根)、挪威(奥斯陆)、

  瑞典(斯德哥尔摩)、 文莱。

13  许永良：1985年赴澳洲、1985年赴西德。

14  陈建坡：1985年赴美国、1986年赴日本。

15  杨庆盛：1985年赴美国、1986年赴纽西兰。

16  吕永华：1986年赴加拿大、美国，1993年赴韩国。

17  陈新华：1986年赴澳洲。

18  林芳凤：1986年赴纽西兰。

19  黄耀銮：1987年赴匈牙利、1990年赴英国。

20  蔡曼 ：1987年赴英国、丹麦、瑞典。

21  陈峰诗：1987年赴日本。

22  吴丽英：1987年赴意大利。

23  王淑霞：1988年赴西德。

24  刘妙莲：1988年赴纽西兰。

25  黄雍乐：1992年赴美国。

26  林清辉：1992年赴意大利。

27  陈思平：1992年赴南非(开普敦)。

28  陈 凤：1992年赴纽西兰。

29  韩德畴：1993年赴南非。

1203  新加坡航空公司选派出国之书家
01  曾守荫：1983年赴文莱。

02  吕永华：1984年赴埃及、1985年赴奥地利。

03  朱德发：1986年赴西德、1987年赴西德。



588

陈
声
桂

1204  政要在国外挥毫
120401　尚达曼部长在中国沈阳挥毫

2007年6月1日，学书四年的新加坡教育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尚达曼，

在中国辽宁省省会沈阳市的一个集会上，以遒劲有力的笔法，潇洒地写下

了“年年华茂”行书中堂一幅，博得在场省市党政一把手齐声赞好，掌声不

断。据知，尚部长在随后几日的访问中，辽宁省及各市的党政领导，均纷纷

以笔砚相送。其中，省委书记李克强赠予的大型墨砚，砚池既凉且滑，还有

几个砚眼，为一难得的文房藏品。

120402　纳丹总统在少林寺挥毫

2008年8月17日下午，新加坡总统纳丹在访问中国名刹少林寺时，

应少林寺方丈释永信之盛情邀请，在方丈室现场挥动椽笔，写下了巨

字——“禅”，博得河南省及郑州市党政领导及少林僧人的一致好评。

纳丹总统是于8月12日至15日在北京进行工作访问，会见了中国国家主

席胡锦涛及外交部长杨洁篪等人后，于16日抵达河南省郑州访问。次日(17

日)上午，他游览了天下闻名的“龙门石窟二十品”。

随行的有新加坡驻中国大使陈燮荣，总统首席秘书陈永明，2000年新

加坡文化奖章得主、总统书法导师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教授，外

交部礼宾司司长林清河，公益金主席蔡琼莹等十余人。

1978年8月8日，
陈声桂(坐者左)
应新加坡旅游
促进局之约，前
往美国东岸波士
顿挥毫，图为陈
君与该局官员及
新航空姐合影。
陈声桂是第一位
应政府之约出国
挥毫的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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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钰峰应邀出国挥毫四次，1983年赴意大利，1985年赴澳洲、1986年赴马来西亚、1986年
赴美国与加拿大。

陈声桂应邀出国挥毫十次，这是1980年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杜拜挥毫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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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曾守荫应邀赴文莱挥毫。

许梦丰应邀于1985年赴日本挥毫。这是许氏在其挥毫台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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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华应邀于1986年赴澳洲挥毫。

黄雍乐应邀于1992年赴美国挥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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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新加坡书家出访

1301　绪言

1302　1973年组织西马观光团

1303　1983年组织中国书法访问团

1304　1983年组织马来西亚书法访问团

1305　1984年组织中华台北观光团

1306　1984年陈声桂赴日本东京访问

1307　陈有康、陈声桂、陈佳模访问广州

1308　潘受、陈声桂访问广州

1309　1985年组织马来西亚书法访问团

1310　1986年组织中国书法访问团

1311　1988年书协组织三人高层代表团赴北京

1312　1989年组织书法访问团访问中国东北

1313　1990年书协派人赴京参加国际书法邀请展

1314　1992年陈声桂赴砂劳越讲学

1315　1992年组织第四次中国书法访问团

1316　1993年组团参加日本第一届国际高校生选拔书展

1317　吕永华率团赴中国开会

1318　陈声桂赴京担任第三届中国书法篆刻电视大赛总审

1319　陈声桂赴中华台北担任“第一届养乐多杯全国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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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书法比赛”总评

1320　书协组团参加第三届国际书法交流东京大展

1321　新加坡书协组团参加第一届中新师生书法交流展

1322　书协会长陈声桂随艺术部长赴港

1323　书协组团赴马参加第四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1324　1998年书协四人团参加中国书法教育研究会十周年庆

1325　书协组团赴重庆参加书法交流展

1326　何钰峰担任第四届中国书法篆刻电视大赛总审

1327　书协组团参加2000第五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1328　书协组团参加澳门第二届国际书法教育学术会

1329　书协派团参加中国书协二十年庆

1330　书协赴京参加第四次中新书法交流展开幕

1331　书协组团参加天津第四届中新师生书法展

1332　书协派团访问贵州

1333　书协组织2002年新加坡书法团访印华社

1334　新加坡书协派团申贺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四十年庆

1335　书协组团参加第六届国际书法交流SEOUL大展

1336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代表团访问中国湖北

1337　书协组团参加印尼新加坡书法交流展开幕礼

1338　陈声桂出访北婆三邦

1339　新加坡书协十人团访越南

1340　新加坡书协代表团赴马六甲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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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1　书协会长陈声桂出席中国张海书法艺术馆开幕

1342　新加坡书协十人团访印尼 淡岛

1343　陈声桂、杨应群在上海访问

1344　新加坡书法家访问巴黎

1345　陈声桂率团赴京向启功告别

1346　陈声桂出访港、澳、珠三地

1347　新中二国书友联袂访问马印二书会

1348　新加坡书协访问团赴吴、沪、京访问

1349　新加坡书协再次访问马六甲

1350　新加坡书协八人团访问京、鄂、浙、吴

1351　书协陈会长陪同新加坡教育部长赴沈阳

1352　书协组团参加第二届重庆新加坡书法展

1353　陈声桂赴京参加中国篆刻艺术院院庆

1354　新加坡将国际书联移交中国书协

1355　书协组织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学员赴沪研修

1356　书协组团参加第八届国际书法交流北京大展

1357　书协派团参加日本每日书道会60年庆

1358　陈声桂会长陪同新加坡总统在少林寺挥毫

1359　陈声桂参加世界书艺全北双年展

1360　陈声桂带团去澳门

1361　陈声桂赴京参加张海书法展开幕

1362　书协组团访问马来西亚书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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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3　书协派团参加第九届国际书法交流奈良大展

1364　陈声桂带团赴韩国金海

1365　王瑞璧遗墨展在马举行

1366　陈声桂在京参加骆 篆刻展开幕

1367　陈声桂出席中国文联全国代表大会

1368　书协派团参加第十届国际书法交流吉隆坡大展

1369　书协派团参加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50年庆

1370　新加坡书协访问闽、潮、粤三地

1371　陈中参加中国世界杰出青年行

1372　何钰峰出席云南亚洲书法邀请展

1373　新马两地书协领导喜相逢

1374　书协派团参加第十一届国际书法交流曼谷大展

1375　新加坡派团参加韩国国际名家书艺邀请展

1376　何钰峰参加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开幕式

1377　新加坡派团参加北京国际妇女书法展

1378　何钰峰出席马书协30年庆

1379　韩国如初艺术馆面向书法世界

1380　何钰峰赴京参加张海书法展开幕

1381　新加坡代表团参加第十二届国际书法交流天津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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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1  绪言
新加坡书协成立后，即有出访邻国的计划，但当时新加坡整体经济低

迷，人民生活一般，所以这一理念，很难实现。但是，几年之后，新加坡

书协同人还是克服困难付诸行动。以下略举若干实例。

1302  1973年组织西马观光团(即原马来亚联合邦/

马来半岛)
书协西马观光团于1973年12月21日出发去西马吉隆坡、槟城、怡保、金

马仑高原旅游及访问，全程五天，共有18人参加。会员及非会员各占一半。

1303  1983年组织中国书法访问团
130301　这是新加坡书协第一次组织这么大型的访问团出访。它获得的成果

是，为新加坡书协与中国各省市书协联系取得了极为重要的线索，促成了次

年(1984年)轰动世界书坛及当地艺坛的“第一届新中书法交流展”的举行，

也为日后连绵不断的中国书画家南下，铺平了道路。

130302　中国是汉字书法的发源地，是书法大国，与中国的书法交流，无

异为新加坡的书法界同道打开一个天窗，进一步拓宽了与包括中华台北在

内的中国各省市，以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与欧美各国的

交往。在新加坡人扩大世界视野的同时，像一条纽带的书法，也使世界认

识和了解新加坡。自1983年访问中国之后，作为“民间文化使者”的新加

坡书协与新加坡书家，每三年都有大团出访，间中也有三、五人结伴出门。

130303　新加坡书协这个破冰之旅，共由26人组成。他们一行，由1983年

5月28日至6月22日，走了26日，途经上海、屯溪、杭州、苏州、南京、武

汉、西安、洛阳、北京、广州10大城市并游览了天下名山——黄山。访问团

回程途经香港(6月22日)、澳门，勾留四日(6月25日飞新，合计29日)，也与

当地的中国书道协会同人欢叙。

130304　以下为访问团在各地见到的主要人士(以书协随团秘书何钰峰在回

国后提呈予理事会之报告加以补充)：

28.05.1983 (星期六) 新加坡——香港——上海

上午：乘中华航空CI818 直飞香港

下午：由香港转乘国泰CX900 直抵上海，投宿上海宾馆

           国旅社总社陪同：张龙，上海陪同：老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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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5.1983 (星期日) 上海

上午 ： 游外滩浦江公园、玉佛禅寺、上海美术工艺品服务部

下午 ： 豫园、虹口公园鲁迅墓、朵云轩

晚上 ： 观赏杂技表演/见到丰一吟

30.05.1983 上海

上午 ： 访问上海书画出版社(上海衡山路237号)

宋心屏 ： 上海书画出版社(朵云轩)副社长、中国出版工作者社协会上

海分会理事

吴惠霖 ： 《书法研究》总编辑

方传鑫 ： 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会员、《书法》杂志编辑

周志高 ： 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会员、《书法》杂志编辑

高式熊、许宝驯、祝君波、方去疾、越坚 ：《书法》杂志编辑

挥毫者 ： 陈声桂、郑民贞、方传鑫、周志高、高世熊、许宝驯

下午 ： 访问上海中国画院(上海岳阳路 197号)、中国书协上海分会

王个  ： 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杭城西泠印社副社长

程十发 ： 上海中国画院教师

周慧  ： 上海画院专业书法家

陈佩秋 ： 上海画院画师、上海美协理事

韩天衡、钱茂生、张迪平、汤增桐：上海画院画师

挥毫者 ： 郑民贞、许梦丰、王个 、韩天衡、钱茂生

晚上 ： 会见谭其蔚夫妇

31.05.1983 (星期二) 上海——屯溪——黄山

上午 ： 乘包机飞抵屯溪，转巴士上黄山(陪同：老蒋)

下午 ： 抵黄山桃园宾馆 (陪同：小李、王小姐)

晚上 ： 电影：黄山纪录片、福州动物园、吉普赛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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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1983 (星期三) 黄山

上午 ： 一早由慈光阁登山、半山寺、文殊阁(登高1600公尺、长约

15公里、共有石级20000余级)，费时五小时

下午 ： 玉屏楼(三批人不同时间抵达玉屏楼，有11点到、有13点到、

有15点到)

02.06.1983 (星期四) 黄山

上午 ： 直登北海

下午 ： 抵桃园宾馆

03.06.1983 (星期五) 黄山

抵北海下榻桃园宾馆

晚上 ： 于黄山画店会见安徽省书协秘书长黄宁、安徽省书协理事忻

小渔(忻可权)

04.06.1983 (星期六) 黄山——杭州

上午 ： 赴屯溪乘专机飞杭州、下榻杭州饭店(陪同：小陈)

下午 ： 游花圃、访问浙江美术学院 

刘江 ：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协浙江分会副主席、西泠印社

理事

王冬龄 ： 中国书协会员、中国书协浙江分会常务理事、西泠印社社员

陈振濂 ： 中国书协会员、西泠印社社员、山水画师

宋学善、吴绍珍

挥毫者 ： 陈声桂、曾广纬、刘江、王冬龄、陈振濂

晚上 ： 会见洪世清、洪世川兄弟

05.06.1983 (星期日) 杭州

上午 ： 乘游艇游西湖、三潭印月、花港观鱼、灵隐寺

中午 ： 陈声桂去景云村拜会诸乐三夫妇。随后浙江美术学院教师洪

世清在大华

酒楼宴请陈君及诸乐三夫妇、洪世川及其子洪建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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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 游览秋瑾墓、岳王庙(岳飞坟)，访问西泠印社

沙孟海 ： 西泠印社社长

郭仲选 ： 西泠印社副社长

吕国璋 ： 西泠印社副秘书长

邹梦禅、李伏雨、丁茂鲁、蒋北耿：西泠印社

挥毫者 ： 曾广纬、许梦丰、沙孟海、郭仲选、邹梦禅

晚上 ： 于玉泉“山外山”饭店宴请浙江美院诸人(于席上初见省书协

副秘书长朱关田)

06.06.1983 (星期一) 杭州——苏州

上午 ： 乘坐火车离杭州赴苏州  

下午 ： 抵苏州饭店，游宝带桥、沧浪亭(陪同：周先生)

晚上 ： 观看江苏歌舞团演出之轻音乐会

陈声桂去沙曼翁府上访问

07.06.1983 (星期二) 苏州

上午 ： 游虎丘、寒山寺、万景山庄、

下午 ： 参观苏州湖笔厂、网师园

晚上 ： 与“苏州市书法印章研究会”交流

沙曼翁 ： 江苏省书法家协会理事、苏州市书法印章研究会副会长

朱第 ： 秘书长

卫东晨(瓦翁)：理事

谭以文、奚乃安、许宪、李大鹏(景仰)：书法家

挥毫者 ： 沙曼翁、朱第、谭以文、卫东晨

08.06.1983 (星期三) 苏州——南京

上午 ： 参观苏州刺绣(苏绣)研究所、拙政园

下午 ： 游狮子林、北塔，乘火车赴南京

晚上 ： 抵南京饭店(陪同：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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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6.1983 (星期四) 南京

上午 ： 游中山陵、灵谷寺、烈士塔、昭孝陵(明太祖墓)

下午 ： 访南京艺术学院

陈大羽 ： 中国书协理事、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南京书画院副院

长

滕克金 ： 中国书协会员、南京艺术学院图书馆主任

沙子惠 ： 南京艺术学院办公室主任

陈积厚、黄 、徐利明：美术研究生、画师

挥毫者 ： 陈大羽、陈积厚、黄 、徐利明、陈声桂、曾广纬、

  郑民贞、许梦丰

再参观清凉山、莫愁湖、胜棋楼

晚上 ： 电影：特殊任务的警官、记录短片

10.06.1983 (星期五) 南京

上午 ： 访江苏省国画院

武中奇 ： 江苏省书法家协会主席、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

亚明 ： 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

郁文盛 ： 江苏书法家协会会员、篆刻家

萧平 ： 江苏国画院画师、中国书协会员

徐学凯 ： 江苏国画院摄影师、画家

游中华门城堡、雨花台、江苏美术馆

下午 ： 鼓楼、南京长江大桥、玄武湖、九华山、秦淮河畔

晚上 ： 京剧、杂技

11.06.1983 (星期六) 南京——武汉——西安

上午 ： 游南京明故宫。乘专机飞西安、临时停武汉数小时

下午 ： 游东湖、湖北博物馆、武汉长江大桥、古琴台。

飞西安、抵西安，下榻西安宾馆(陪同：韩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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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6.1983 (星期日) 西安

上午 ： 游华清池、秦皇兵马俑、秦始皇陵

下午 ： 游半坡博物馆(6000年前先民遗址)、大雁塔、文宝斋

晚上 ： 在五一饭店宴请书画家

薛铸 ： 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协理事、陕西省博物馆(西

安碑林)负责人、碑林研究室主任

田明、陈广林、张湘华：省书协会员

郭盛力 ： 长安书画研究会副会长 (文宝斋)

任子匡 ： 长安书画研究会理事(文宝斋)

杜中信 ： 陕西省博物馆

13.06.1983 (星期一) 西安

上午 ： 游西安碑林(中午宴请国旅社西安分社经理尹绍祖)

下午 ： 游清真寺、鼓楼、西门(在人民大厅观看录影带《西安事变》)

晚上 ： 仿唐歌舞

(夜车赴洛阳)

14.06.1983 (星期二) 洛阳

上午 ： 抵洛阳、下榻友谊宾馆、游洛阳博物馆

下午 ： 王城公园(东西汉墓)、白马寺、老城市场购物

15.06.1983 (星期三) 洛阳

上午 ： 游龙门石窟

下午 ： 关林、洛阳工艺美术馆

晚上 ： 杂技

(乘晚上列车赴北京)

16.06.1983 (星期四) 北京

上午 ： 游北海公园(九龙壁)、投宿华都饭店

中午 ： 在东来顺饭店与北京书法家交流

沈鹏 ： 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

美术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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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丁茵 ：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业系讲师、中国书协会员

萧琼 ：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

欧阳中石 ：北京师范学院讲师、中国书协会员

王镛 ： 中央美术学院讲师、中国书协会员

白煦 ：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组联部干部 

挥毫者 ： 沈鹏、顾丁茵、萧琼、欧阳中石、王镛

17.06.1983 (星期五) 北京

上午 ： 游荣宝斋、颐和园

下午 ： 游北京动物园(看熊猫)、天坛

晚上 ： 观看中国解放军总政治部成立三十周年音乐舞蹈晚会

18.06.1983 (星期六) 北京

上午 ： 访谒毛泽东纪念堂，游西长安街(四合院)、大栅栏区之地下

防空壕

下午 ： 游天安门、故宫紫禁城。在全聚德北京烤鸭店用膳

晚上 ： 团长陈声桂外出访问     

钱钟书、杨绛：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大作家(陈声桂去其府上——三

里河国务院宿舍相叙)

叶圣陶、叶至善父子：大作家、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声桂去其府上——三

里河国务院宿舍相叙)                              

19.06.1983 (星期日) 北京

上午 ： 游八达岭、万里长城

中午 ： 戴继清：中国国际旅行社亚非拉处长

庄明理 ： 中国全国侨联副主席(只与陈团长餐叙)

下午 ： 游明十三陵

晚上 ： 在仿膳饯别中国书协同道原班人马及国旅社亚非拉处长戴继

清(沈鹏带了在京公干的中国书协理事、中国书协河南分会副

主席陈天然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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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983 (星期一) 北京——广州

上午 ： 游雍和宫(喇嘛庙)、北海公园、三希堂

下午 ： 飞抵广州下榻白天鹅宾馆

21.06.1983 (星期二) 广州

上午 ： 游烈士公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六榕寺、象牙雕厂广州

书法篆刻学会(六榕路89号)

下午 ： 游玉雕厂、陈氏书院、光孝寺

晚上 ： 观看歌舞会

22.06.1983 (星期三) 广州——香港(九龙)

上午 ： 乘火车离广州赴香港(由虎豹张先生导游)下榻新世界酒店

下午 ： 游太空馆

23.06.1983 (星期四) 香港

上午 ： 游海洋公园

晚上 ： 香港中国书道协会理事长梁钧庸于翠香楼宴客，与香港书协

同仁共进晚餐

接待者 ： 梁钧庸夫妇、李震欧、陈定生、周世聪

24.06.1983 (星期五) 香港——澳门

上午 ： 赴澳门。游普济禅院

下午 ： 入住葡京大酒店

25.06.1983 (星期六) 香港——新加坡 

下午 ： 到启德机场，乘中华航空CI817飞返新加坡

晚上 ： 7点15分抵返国门

130305　书协此次组团赴华，获得出乎意料之成功，对中国之书坛近况已

取得了讯息及线索；当时中国书界的前辈、新血及画坛巨擘，多已会见及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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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5月28日至6月22日，新加坡书协26人书法访问团访问了中国10大城市(上海、屯溪、杭
州、苏州、南京、武汉、西安、洛阳、北京、广州)及游览了天下名山——黄山(26天)，6月22日，访
问团由广州经过港澳，也与香港中国书道协会同人欢叙(6月25日由港回新)。这次的访问，为
书协与中国各省市书协的联系取得了重要的线索，并促成了次年(1984)轰动书坛的“第一届
新中书法交流展”的举行，也为日后连绵不绝的中国书画家南下，铺平了道路。图为5月28日上
午新加坡书协两位顾问潘受、林国 (站者十一、九)前来送机之影。

新加坡书法访问团于
1983年5月30日访问上海
书画出版社时，该社高
式熊(右二)现场以篆书书
写“振兴中华”赠予新加
坡书法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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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5月30日，新加坡书协访问团访问上海中国画院时，得老院长王个 教授亲自接见。图
为王教授作字之影。在画院，代表团也与画家程十发、陈佩秋，书法家周慧 ，篆刻家韩天
衡等人相叙。

1983年6月4日下午，新加坡书协访问团访问浙江美术学院(即今中国美术学院)，与浙江美院
中国画系主任暨中国书协浙江分会副主席刘江教授(右十三)等人合影。右十二为年轻书法家
陈振濂，右十七为书法家王冬龄。右十五为团长陈声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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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6月10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代表团访问江苏国画院时，得到江苏书协主席武中奇(站
者前排左五)及该院院长亚明(站者前排左三)等人亲自接待，并合影留念。站者前排左四为团
长陈声桂。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代表团于1983年6月5日在访问西泠印社时，该社社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
席暨浙江分会主席沙孟海特由医院出来会见新加坡同道并书写“墨池清兴”相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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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代表团于1983年5月28日至6月23日访问中国。6月16日在访京期间，团长陈
声桂、秘书何钰峰(左六、七)与北京书法家萧琼、顾丁茵、欧阳中石、沈鹏(左一、二、三、四)等
人在天安门旁之东来顺涮羊肉店雅集，左五为中国书协干部白煦。图为陈声桂团长致欢迎词
之影。

1983年6月16日，在北京东来顺(涮羊肉)饭庄饭前的雅集上，北京欧阳中石(左)即席挥毫行书
条幅赠予新加坡书法访问团，由团秘书何钰峰接领。右一为团长陈声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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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6月16日，新加坡书法代表团团长陈声桂 (坐者右三)在北京与书法家顾丁茵、沈鹏、欧
阳中石在东来顺(涮羊肉)饭庄相聚（坐者右二、四、六）。站者右五为中国书协干部白煦。另
一位书法家为大画家蒋兆和之夫人萧琼，不在镜头。

1983年6月17日新加坡书协访问团参观中国北京北海碑林拓片店铺时，大家观赏嵌于壁上的
部分碑文之影。左起陈剑波、杨庆盛、陈佳模、吕永华、许梦丰、郑民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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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5月28日至6月23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26人书法访问团访问中国。6月18日在京期间，
团长陈声桂特到北京三里河国务院宿舍拜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大学者钱钟书教授及
夫人杨绛教授，左为钱院长。

1304  1983年组织马来西亚书法访问团
1983年12月23日，新加坡书协组团访问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参加大

马华人文化协会举办的第四届国际书法联合展。访问团见到马来西亚书坛

耆宿黄石 (子贞)、画家钟正川、书法家陈光师，由港来马的香港中国书道

协会会长凌云超、理事长梁钧庸及夫人叶连清、理事李震欧等人。

1305 1984年组织中华台北观光团
1984年6月9日至16日，新加坡书协组织中华台北观光团8天，由陈声桂

带团。在畅游台北、野柳、花莲、太鲁阁、基隆、高雄、日月潭、彰化、台

中、山地族文化村、故宫博物院等城市、名胜及文化区外，也会见新加坡书

协海外顾问、唐宋史考据专家翁同文教授。

1306 1984年陈声桂赴日本东京访问
1984年8月22日至26日，第五届国际书法联合展在日本东京举行，陈声

桂专程赴日参加开幕典礼，并与韩国金膺显、日本小野田雪堂、香港梁钧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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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相见。二年后，在中华台北举行第六届，并正式画上句号。

国际书法联合展乃由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大韩民国东方研书会、美

洲中华书法学会、香港中国书道协会、东京都书道联盟，及新加坡书协主催

(当时，马来西亚书艺协会尚在筹备中)。

1307  陈有康、陈声桂、陈佳模访问广州
1985年5月杪，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顾问陈有康、会员陈佳模联袂

访问广州，及深圳，在中国书法家协会广东分会两位副主席杨奎章和杨和明

相陪之下，三人游览了广州几处古迹与名胜。

1308  潘受、陈声桂访问广州
1985年12月9日，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与顾问潘受在香港及广州访

问。在广州时，二人拜访了中国著名画家关山月教授及其夫人李小平、女

儿关怡。二人在穗时，由广州书法家杨奎章、诗人江星相陪。

 

1985年12月10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左二)与潘受(左五)在香港及广州访问。在广
州逗留期间，二人拜访了中国画坛巨匠关山月教授(左四)及黎雄才教授(人不在镜头里)，并与
广州书法家杨奎章(左三)合影于关老家中。左七为关夫人李小萍(李秋璜)、左六为江星、左一
为关老千金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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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受行书立轴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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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9  1985年组织马来西亚书法访问团
1985年12月21日，“第一届新马书法交流展”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精武

体育会画廊举行，这是大马书会成立后的第一个交流项目。之前，他们曾

于9月8日在新加坡与新加坡书协联办“第一届新马书法交流展。”

    为踵其事，陈声桂会长特与书协秘书何钰峰等人带团北上，并与马书

协会长朱自存、顾问黄石 、马来西亚艺术学院院长钟正山相见。代表团后

来再北上霹雳州怡保，会见女书家彭士 等人。

1310  1986年组织中国书法访问团
131001　1986年5月31日至6月23日，新加坡书协组织新加坡“中国书法访

问团”第二次北上访问中国。访问团由书协名誉顾问何家良任名誉团长，顾

问潘受任顾问，会长陈声桂任团长，秘书何钰峰任秘书，一行18人，于5月

31日早晨直飞北京，出席6月2日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

举行的“第二次中国新加坡书法交流展览”开幕典礼，及6月20日由广州

市书法协会与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广东分会联办的“穗新书法交流展”

开幕典礼。

配合这二盛会，新加坡书协在李氏基金赞助下，出版了《第二次中国新

加坡书法交流展览》及《穗新书法交流展》两册专刊。在京期间，沈鹏副主

席特陪同何、潘、陈三人到中国书协首届副主席、中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府

上相叙，这是三人首次与朴老结识。

131002　第二次中新书法交流展在北京隆重开幕

1986年6月2日，第二届中新书法交流展开幕之前的上午8时30分，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委员、中国科学院前院长、中国书协名誉理

事(相当于今天称的顾问)方毅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接见了新加坡书法访问

团，在场的还有中国文化部常务副部长暨中国书协名誉理事高占祥、中国人

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主席暨中国书协名誉理事林林、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暨中

国书协第一副主席兼秘书长陆石、中国书协副主席沈鹏及副秘书长刘艺等。

9时展览会由方毅开幕之后，新加坡团名誉团长何家良、中国书协副主

席陆石分别致词，并一齐剪彩。过后，方毅、何家良、潘受及陈声桂四人

分别挥毫，可谓极一时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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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03　书协访问团足迹

书法访问团较后分为三批，即何家良、邱珠茵伉俪转程东北，潘受、潘

思颖父子继续留京活动，余14人由陈声桂带团续程武汉、长江、小三峡、重

庆、成都、峨眉山、乐山(乐山大佛)、昆明、桂林及广州(在广州参加穗新书

法交流展开幕，请参阅本章131004)，并于6月21日抵达香港，接受香港中国

书道协会会长凌冯毓莹及理事长梁钧庸的接待，而于23日返新。

131004　穗新书法交流展

1986年6月20日，新加坡书协与广州市书法协会和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

心广东分会联合主办“穗新书法交流展”，在广州文化公园举行。广东省、

广州市党政领导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刘田夫、广东省政协主席吴南

生、副主席杨应彬、中共广州市第一书记许士杰、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主任

欧初、广州市政协主席罗培元、广州市原副市长梁威林、中国书法家协会广

东分会第一任主席商承祚教授、副主席杨奎章、广东画院院长关山月教授

等，均莅会参观，可谓冠盖云集。

1986年5月31日至6月23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组织的新加坡“中国书法访问团”第二次北上
访问中国，并参加第二次中新书法交流展开幕典礼。访问团由书协名誉顾问何家良任名誉团
长、顾问潘受任顾问、会长陈声桂任团长、秘书长何钰峰任秘书，一行18人于5月31日早晨直
飞北京。图为潘受、何家良、陈声桂(左三、四、五)于6月1日与中国书协副秘书长刘艺、主席启
功教授、副主席沈鹏三人(左一、二、六)在中国北京郊游时留影。此为潘、陈、启初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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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5月31日至6月23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第二次组团访问中国并参加中新书法交流展开
幕。代表团较后分为三批，即何家良、邱珠茵伉俪转程东北; 潘受、潘思颖医生父子继续留
京活动；其余14人由陈声桂(坐者左四)带团续程武汉、长江、小三峡、重庆、成都、峨眉山、乐
山(乐山大佛)、昆明、桂林及广州访问。图为新加坡书协访问团与湖北书法家协会在晴州饭店
餐叙及笔会后合影，站者左一为《书法报》名记者铸公(张明明)，站者右一为湖北省摄影家
协会主席樊德寿。

1986年5月31日至6月23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第二次组团北上。他们在京举行“中新书法交
流展”后，也在广东举行“穗新书法交流展”。左一起中国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新加坡书协
代表团秘书何钰峰、中国书法家协会广东分会副主席杨奎章、新加坡书协代表团团长陈声
桂、广东省政协主席吴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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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6月1日至9日，中国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邀请潘受、黄葆芳、陈声桂三人访问北京9日，
下榻于当时第一饭店——北京饭店。6月3日，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启功教授(左三)陪同三人参
观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举行的“舒同书法展览”开幕。左起陈声桂、黄葆芳、潘受、启老好友牟
小东。

1311  1988年书协组织三人高层代表团赴北京
131101　新加坡书协顾问潘受、黄葆芳，及会长陈声桂一行三人，应中国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的邀请，于1988年6月1日至9日访问北京。9日下午四

时，潘、陈二人南下广州；黄氏则与夫人会和，专程回乡省亲。在北京，

一行会见了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任主席、现任名誉主席舒同伉俪、现任(第

二任)主席启功教授等文化、艺术、政治各界名士。

131102　此外，潘氏三人也见到画家王明明及其父王念堂，书家虞愚，中国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主席周培源，全国政协常委孙承佩、赵伟之，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周绍良，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武连元，中共中央出版局局

长许力以，原中国驻新商处代表处代表荣风祥，著名书画家董寿平，中国书

协党领导小组组长佟韦、第一副主席兼秘书长陆石，九三学社中央联络部副

部长牟小东，中国侨联副主席庄明理。

131103　在广州时，潘受与陈声桂见到广东画院院长关山月、教授黎雄才，

广州原副市长欧初，广东政协副主席杨应彬，中山大学著名教授王起，广

州《诗词报》总编辑赖春泉，广州市委常委邬梦兆，广州诗社副社长杨奎

章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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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  1989年组织书法访问团访问中国东北
新加坡书协于1989年第三次组织大团赴中国访问，由1989年12月2日

起至15日结束，对中国四省一市——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及北京

市进行访问。

1988年6月5日，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著名书画家董寿平伉俪(左二、三)，特来北
京饭店与潘受(左起)、黄葆芳、陈声桂相叙。

1988年6月3日，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舒同(中)、夫人王云飞(左)与陈声桂会长合摄于中国
革命历史博物馆“舒同首次书法艺术展”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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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书协同意分期邀请吉林延边朝鲜族人访新，及于1991年举办“新

加坡吉林书法交流展”、1992年举办“新加坡黑龙江书法交流展”。

书协访问团也在京会见了中国书协主席启功教授，并得到中国书协副主

席兼秘书长陆石、副主席沈鹏、副秘书长刘艺、权希军、展出主任张源等的

迎送及宴请。中国文化部对外联络局副局长刑秉顺、二秘林朝中也专门在仿

膳宴请。访问团由陈声桂任团长、何钰峰任秘书。

1989年12月14日，中国书协主席启功教授(中)在其北师大红二十四楼书斋专门接见新加坡书
协访问团一行，左一为启老挚友牟 小东，左二为团秘书何钰峰，左四为陈声桂。

1313  1990年书协派人赴京参加国际书法邀请展
1990年5月11日，中国书法家协会为庆祝创会十周年，特于北京劳动人

民文化宫举行“国际书法邀请展”，该会约请新加坡书协组团前往观礼。书

协特派会长陈声桂、秘书何钰峰、研究主任吕永华前往。

在京，三人团晤见中国书协第一任主席舒同、王云飞伉俪，中国书协

主席启功，中国书协常务副主席邵宇、副主席王学仲、陆石、沈鹏，中国

书协常务理事夏湘平，著名书家康殷、刘炳森，日本友人田中冻云、梅舒

适、种谷扇舟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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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5月11日，
中国书法家协会
为庆祝创会十周
年，特于北京劳
动人民文化宫举
行“国际书法邀
请展”。书协特派
会长陈声桂、秘
书长何钰峰，研
究主任吕永华同
往。在场外，何
钰峰秘书与中国
书法家协会第一
任主席舒同王云
飞伉俪合影。

1990年5月11日，中国书法家协会为庆祝创会十周年，特于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国际书

法邀请展”。晚上，中国书协常务副主席邵宇(右二)亲自到北京饭店向下榻于该处的陈声桂、

何钰峰、吕永华问好。



620

陈
声
桂

1314  1992年陈声桂赴砂劳越讲学
应马来西亚书协诗巫联络委员会之约，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于1992年

9月11日至13日在砂劳越诗巫主持三日书法讲座。讲座会开幕礼由砂劳越侨

领刘会干主持，华社领袖孙春富、房年胜、黄志渊等倾巢相见。

1315  1992年组织第四次中国书法访问团
131501　新加坡书协组织的第四个书法大团共23人，在1992年12月5日至

20日，到天寒地冻的中国华北及西北三个省份及两个大城市，进行15天友

好访问及书法交流。

131502　这次访问的重点，在于了解内蒙古和宁夏两省的书坛情况。

访问团所到之处，都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除了中国书坛巨擘、书协名

誉主席启功教授、中国书协代主席沈鹏(原第三任主席邵宇遽世)、副主席刘

炳森、刘艺、佟韦、顾问陆石等先生连续会见与宴请之外，中国文化部部长

助理高运甲、中国宁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程法光、山东省曲阜副市长杨春炳

等各地政府领导，也设宴款待。

自1983年以来，这是新加坡书协第四次组织大团到中国访问。访问团由

会长陈声桂与副会长杨应春率领，于12月5日飞抵北京。陈声桂、杨应春、

何钰峰、吕永华四人，与中国书协副主席佟韦、正副秘书长谢云、张虎、外

联部副主任白煦，就两会的合作及国际书法艺术交流等课题，交换意见。

131503　12月8日，访问团抵达天津市，受到天津书法家协会领导唐云来、

顾志新、陈骧龙诸先生，以及中国书画报常务副社长路棣等人的迎接。当

晚，原天津市副市长、中国书画报社长路达宴请，到会者有天津市政协副

主席兼中国书画报总编辑萧元，及该社编采部同人。

在走访了曲阜和济南两市后，访问团在12月13日抵达回族聚居的宁夏回

族自治区省会银川市，受到宁夏书协主席胡介文、副主席柴建方的迎接。访

问团也参观了西夏王陵及登上贺兰山，感受“踏破贺兰山缺”之壮志豪情。

访问团在12月16日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受到内蒙文联常务副主席

包明德、书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康庄、副主席何奇耶徒三先生的欢迎。

过后，访问团在零下17度的严寒气候中，参观了昭君陵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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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6  1993年组团参加日本第一届国际高校生选拔
书展

新加坡书协常务理事朱碧妹率领廖锦源、陈中二位初级学院学生，携带

了新加坡高中生书作18件，参加日本每日书道会在日本大阪举行的“第一届

国际高校生(高中生)选拔书展”。 

第一届国际高校生选拔书展会期由1993年2月22日至3月1日，书协三

人团于2月26日抵达，逗留至3月2日回新。会上廖、中二位初院生同获金

牌奖。

此书法展共有来自中、马、巴(西)、澳、港、加、法、新等国之学生

参加，初赛作品征得5万余件。主持工作的是每日书道会专务理事丸谷亘。

1992年12月新加坡书协访问团抵京时，顺庆祝新加坡书协创会24周年。12月18日，访问团在
北京饭店，宴请北京中国书协领导层及理事等人，筵开七席，中国书协在京之主干，在代主席
沈鹏率领下，几乎全部到齐。图为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在晚宴上致词。前排左起
为中国书协原副主席现任顾问陆石、代主席沈鹏、副主席刘炳森、名女书法家萧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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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2月26日，每日书道会主办的日本第一届国际高校生选拔书展在大阪举行。新加坡两
位学生获得金牌，左为维多利亚初级学院学生陈中，右为华中初级学院学生廖锦源。图为二
人在其书作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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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7  吕永华率团赴中国开会
由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研究会主办，中国教育学会协办的“首届国际

书法教育学术理论研讨会”于1994年6月18日至24日连续一周在中国北京举

行。新加坡书协应大会之邀请，特派研究部主任吕永华率领新加坡代表团前

往参加，团员有书协理事杨应然及第二展出主任黄耀銮。

1318  陈声桂赴京担任第三届中国书法篆刻电视大
赛总审

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于1995年10月26日至29日赴北京担任中央电视

台及文物出版社联办的“第三届中国书法篆刻电视大赛”评审，到会的海外

评判还有香港刘才昌、澳门连家生，及中华台北苏安德。在京，陈声桂与名

家欧阳中石、中国书协名誉主席启功教授、康殷、刘炳森、佟韦等人相晤。

主持这一工作的是文物出版社社长苏士澍，他是满州裔。

10月28日，第三届中国书法篆刻电视大赛优胜作品在天安门中国历史博

物馆公展，由中国广播电视部副部长兼中央电视台台长杨维光开幕。开幕之

前，中国书协代主席沈鹏与副主席佟韦也与陈会长晤谈。

陈声桂会长于1995年10月26日至29日赴北京担任中央电视台及文物出版社联办的“第三届
中国书法篆刻电视大赛”评审，到会的海外评判还有香港刘才昌、澳门连家生及台湾苏安
德。图为10月27日颁奖仪式主席台，左二为陈声桂、左三为欧阳中石、左六为中国书协名誉主
席启功教授、左八九十为康殷、刘炳森、佟韦。这个大赛是由文物出版社社长苏士澍亲自操
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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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9  陈声桂赴中华台北担任“第一届养乐多杯全
国小学生书法比赛”总评

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于1995年11月11日飞赴中华台北担任实践设计

管理学院(大学)主办的第一届养乐多(Yakult)杯全国小学生书法比赛评审，

及参加1995年中华书法笔会观摩大会。

参与这二盛会的，还有日本书坛巨匠今井凌雪、马来西亚艺术学院院

长钟正山，及六名中华台北书界台柱：谢宗安(89岁)、李普同(78岁)、苏安

德(60岁)、孔依平(60岁)、杜忠诰(51岁)，及张炳煌(47岁)。大会总负责人

为刘弘景。

11日晚，陈声桂会长也拜会新加坡书协海外顾问、年已八十的东吴大

学研究教授翁同文。

陈声桂会长(右四)于1995年11月11日飞赴台湾担任实践设计管理学院(大学)主办的第一届养
乐多(Yakult)杯全国小学生书法比赛评审，及参加1995年中华书法笔会观摩大会。参与这二盛
会的，还有日本书坛巨匠今井凌雪(右五)、马来西亚钟正山(右八)，及六名台湾书界台柱：谢
宗安(89岁，右三)、李普同(78岁，不在镜头)、苏安德(60岁，右九)、孔依平(60岁，右七)、杜忠诰
(51岁，右六)，及张炳煌(47岁，右二)。最左为大会总负责人刘弘景。

1320  书协组团参加第三届国际书法交流东京大展
132001　被誉为“当代兰亭”的“第三届国际书法交流东京大展”于1995

年11月27日至12月3日在东京银座中央美术馆举行。

132002　11月27日上午10时，日本众议院主席土井多贺子为盛会主持开幕

典礼；鲜少曝光的日本全国第三大报每日新闻社社长兼每日书道会会长小池

唯夫、每日新闻社总编辑兼主笔 藤明二人均到会。14个参展国家与地区的

代表团团员与嘉宾共四百人，见证了这历史性的一页。小池社长在会上讲了

许多热情洋溢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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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03　大会于当天(11月27日)11时举行祝贺会，由中国书协副主席李铎

代表全体致词。6时举行欢迎会，由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代表全体致词。

在这之间的下午2时，也举行了各国书家挥毫大会。

132004　11月28日，每日书道会的秘书长丸谷亘主持了各国书法会会长联

席会议，决定第四届书法大展交由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主办。大马书协会长

钟正川表示，一定会把第四届书展办好。

132005　作为这一大展的发起国，新加坡30位书家的作品受到大会的重视，

挂于展览厅大门之入口处。

1321  新加坡书协组团参加第一届中新师生书法交
流展

132101　新加坡书协十二人书法代表团于1995年12月1日赴北京出席中国

教育学会书法教育研究会主办的“第一届中国新加坡师生书法交流展”开

幕礼。

开幕礼由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原国家教委副主任张承先及新加坡书协会

长陈声桂联合剪彩，共有一千嘉宾及学生到会，至为隆重。剪彩前，中国书

法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路棣教授与陈声桂分别讲了话。

132102　随后大会向新加坡团员逐一赠送纪念品；新加坡书协也以“书道

金兰”盾牌回赠。

132103　这次交流展一共展出110件作品，其中40件来自新加坡。展览会

在北京市少年文化宫举行，为期四日。主办当局为这次展览出了专刊，在

中国艺坛影响力颇大的《中国书画报》也出版了专号刊载所有展品。中国

书协副主席刘炳森、王学仲、佟韦、刘艺，正副秘书长谢云、张虎等几十

位名家也到场祝贺。

新加坡书协十二人书法代表团于1995年12
月1日赴北京出席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研
究会主办的“第一届中国新加坡师生书法交
流展”开幕礼。开幕后，中国书法教育研究
会设午宴款待各界嘉宾，面对镜头左起新
加坡书法家协会秘书长何钰峰、中国书法家
协会副主席兼天津市主席王学仲教授、新
加坡书协陈声桂、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张承先
(不在镜头)、中国书协副主席佟韦、中国书法
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路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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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  书协会长陈声桂随艺术部长赴港
132201　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于1996年7月18日随同新闻及艺术部长兼

卫生部长杨荣文准将率领的代表团赴港参加“1996年新加坡博览会。”此

大型博览会占地50,000平方英尺(4,456平方米)。

132202　7月19日至21日，陈君为前来参观的七万名观众示范书艺。在19

日开幕典礼上，陈君也应主办机构新加坡总理公署之约，奉送行书各一件

予主礼贵宾——香港署理布政司兼财政司曾荫权，及新加坡新闻及艺术部长

杨荣文；他也在7月22日离港之前，与香港中国书道协会理事长梁钧庸共进

早餐。

1323  书协组团赴马参加第四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132301　新加坡书协组织14人团于1997年11月29日赴马，参加第四届国际

书法交流吉隆坡大展，主宾是马来西亚国际贸易与工业部副部长郭洙镇。当

天，马来西亚书协顾问沈慕羽、任雨农、郭良树、彭士麟，澳门书协主席连

家生，国际书法艺术联合会韩国本部理事长金膺显，日本每日书道会领导大

平山涛，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会长钟正川，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会长连胜

彦，美洲书法界代表李振兴、澳大利亚书法界代表张大我也到会。

132302　会上，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以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代表

的身份，在开幕礼上致词。他说，自1988年七个国家及地区的同道在新加

坡开会发起倡议成立“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并于1990年落实以来，每

两年一届的这项盛会，转眼已是第四届了。回顾过去三届的交流活动与书

艺发展，我们可以自豪地指出，当初成立“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的这个

决定是正确的！

1324  1998年书协四人团参加中国书法教育研究会
十周年庆

132401　应中国书法教育研究会的邀请，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的一个四人代

表团，特于1998年11月26日前往北京出席该会成立十周年纪念大会。

132402　代表团由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率领，团秘书为书协秘书长杨应

春，团员为书协常务理事余亚顺及理事王振富。

132403　新加坡书法代表团除了参加中国书法教育研究会的大型十周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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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节目外，也列席参加该会“二届五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暨第四次书法教

育学术研讨会”

132404　全名称为“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研究会”的中国书法教育研究

会，是由中国全国政协常委刘炳森任理事长、《中国书画报》常务副社长

路棣任常务副理事长。该会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均设有分会，是中国从事

书法教学研究、书法教材编纂的唯一全国性组织。

 

1325  书协组团赴重庆参加书法交流展
132501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的一个五人书法访问团，在中国第四个直辖市

重庆参加“重庆新加坡书法交流展”时，受到中国高规格的接待。不但政

治文教艺术各界领导齐出招待，该直辖市的副市长程贻举，也特地在外事

办公厅会见他们。

132502　新加坡书法家一行五人，是在书协会长陈声桂率领下到重庆访问

的。团中还有顾问陈有康、秘书王振富、团员徐祖 及杨应然四人。在渝期

间，他们也参加了二地书家的笔会、茶话会，及游览了世界名胜古迹——大

足石刻、宝顶山，及南山风景区等。

132503　1999年4月11日，重庆新加坡书法交流展在重庆市博物馆举行盛

大的开幕礼，当天重庆市政经文学艺术各界领导及书家二百余人云集，为

况殊盛。市政协副主席韦思琪，市中共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刘庆渝，书

协主席、原重庆市委副书记周春山，文联党组书记蓝锡麟、主席陆 、顾

问殷白等均到会。

132504　新加坡陈声桂会长致词时说，新加坡书法家这次来渝，希望可以增

1998年11月26日，新加坡书法代表团团长陈声桂(中)应邀在“中国书法教育研究会庆祝创会
十周年大会”上致词。左一为大会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刘炳森，左二为大会顾问、原贵州省贵
阳市书记王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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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两地书界的认识及书家的交往，同为“书法一家”而努力。重庆书协主席

周春山说，新加坡书法同道有很多经验值得学习，他们的作品为重庆众多书

法爱好者提供了观摩与学习的机会。市政协副主席韦思琪、市文联主席陆

等人也在会上致词。重庆报章、杂志、电视等传媒，为这次“重庆新加坡书

法交流展”，做了极为广泛的报导。

132505　4月12日上午10时，重庆副市长程贻举在市外事办公室接见了新

加坡书法家协会代表团。在场的还有市政府副秘书长叶贵本、外事办公室

副主任陈高山，市文联党组书记蓝锡麟、主席陆 、顾问殷白，书协主席

周春山、常务副主席周永健、常务副秘书长刘阳等。

在半小时的会见中，程副市长对新加坡书法家不远千里来渝出席“重庆

新加坡书法交流展”开幕礼及开展系列书艺交流活动，表示热烈欢迎，对新

加坡书家作品的书法水平也表示特别的赞赏。他也吁请更多新加坡人到重庆

观光，访问或投资。

132506　在4月12日晚的饯别宴上，重庆市人大副主任兼中国全国人大常委

冯克熙，政协副主席韦思琪伉俪、文学艺术界名流陆 、蓝锡麟、殷白、牟

森万、梁上泉、魏宇平、李耀国、杨钟岫、蒋维亮等百人到会。周春山主

席、陈声桂团长分别在会上讲话。访问团顾问陈有康也将新加坡书协的一

个纪念盾“书道金兰”送予周春山主席。

132507“重庆新加坡书法交流展”是由重庆市书法家协会与新加坡书法家

协会联合呈献，双方各出作品40件。

1999年4月10日新加坡书协在重庆举行“重庆新加坡书法交流展”，4月11日下午2时30分，新
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应邀主持书法讲座，讲题为“新加坡的书法发展”，左起重庆周永健、
新加坡陈有康、重庆周春山，新加坡陈声桂、新加坡徐祖 、新加坡王振富、新加坡杨应
然。随后，陈声桂、徐祖 、杨应然也即席挥毫，以飨来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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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6  何钰峰担任第四届中国书法篆刻电视大赛总
审

新加坡书协常务理事兼研究部主任何钰峰于1999年10月24日至31日前

往中国北京担任“第四届中国书法篆刻电视大赛”评审员，并参加中国辽

河碑林落成典礼。10月28日，“第四届中国书法篆刻电视大赛”优胜作品，

及评审员现场挥毫作品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在京，何钰峰与沈鹏、

陈其铨、佟韦等几位老同道相遇。

1327  书协组团参加2000第五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132701　轮值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主办的“第五届国际书法交流台北大

展”，于2000年元月11日至19日在台北国父纪念馆隆重举行，来自世界各

地书法组织的169位代表，见证了这两年一度的国际盛会的开幕典礼。

132702　在本届大展举行期间，大会也召开了各国书法组织代表大会，会

上一致公推大韩民国作为2002年第六届大展的主办国；韩国是由以东方研

书会为主干的“韩国书法艺术联合韩国本部”为代表。代表新加坡出席大

会的是书协常务理事兼研究部主任何钰峰(团长)、随团的另三位团员是徐祖

、杨应然及吴世忠。

1328  书协组团参加澳门第二届国际书法教育学术会
132801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的一个15人代表团，9月初赴中国特别行政区澳

门参加“第二届国际书法教育学术研讨会”。第二届国际书法教育学术研讨

会由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研究会与澳门艺林书法学会联合主办、澳门书法

家协会协办，由2000年11月5日至8日在澳门南粤酒店举行，到会的有新、

台、中、泰、韩、港、及澳(门)等国家与地区的书法工作者百余人。中国书

协副主席王学仲、佟韦也专程赴澳门参与此盛会。

132802　在会议期间，主办单位也举行了“东南亚教师书法作品展”，及

讨论成立“亚洲各国和地区书法教育联盟”的事宜。前者展示了80余幅作

品，后者提呈了30多篇论文。

132803　新加坡代表团这次是在李氏基金赞助下成行，他们也顺道访问了

深圳、珠海及香港。

132804 “第一届国际书法教育学术研讨会”是于1994年在北京召开，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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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会议将于2002年在台北举行。在澳门举行的本次大会，乃由中国教

育学会书法教育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靳维贤主持。她在11月6日的

开幕礼上说：“中华民族的汉字和书法，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和载体，要把它

继承下来，得注意教育青少年写好规范字、及打好语言文字基础。”

132805　新加坡书协副会长徐祖 应邀于开幕礼上致词；另一副会长杨应

然则赠送盾牌予主办当局及各友会。他们一行，也应澳门书协兼艺林书法

学会主席连家生的约请，参加了澳门书协成立5周年，及艺林书会成立11

周年的庆祝活动。

1329  书协派团参加中国书协二十年庆
132901　新加坡书协的一个高层书法代表团于2001年5月7日赴北京出席中

国书法家协会二十周年庆，并参加“国际书法邀请展”开幕典礼。

132902　代表团由书协会长陈声桂率领，团员有副会长何钰峰、徐祖 、

余亚顺、秘书长杨应春及副摄影主任陈泗光。他们六人的出访费用，有李

氏基金赞助。

132903　在京期间，代表团会见了中国书协名誉主席爱新觉罗启功、顾问

佟韦、谢云，原顾问周而复、欧阳中石，主席沈鹏，副主席张飚、刘炳森、

林岫、张海、聂成文、旭宇、申万胜、尉天池，正副秘书长郭雅君、张虎、

吕如雄、张传凯等人。

132904　新疆书协秘书长于小山、江苏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言恭达也与陈

声桂专门晤谈。

132905　陈声桂会长应邀在国际书法邀请展开幕礼上，与中国全国政协副

主席万国权、中国书协主席沈鹏、全日本书道联盟代表团团长新井光风，

及韩国国际书法联盟会长赵守镐等人一同为盛会剪彩。

132906　中国中央文史馆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爱新觉罗启

功教授，特于5月10日在北京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设全席烤鸭午餐，款待新

加坡书法家协会一行。

132907　中国书协主席沈鹏特地将其刚出版的巨册《沈鹏书法集》署名送

予陈声桂，并与六人代表团留影纪念；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书协副主席刘

炳森也将其近作光碟、字帖等署名送予陈声桂。

132908　5月10日傍晚，中国文联机关报——《中国艺术报》社长张虎(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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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协副秘书长)，与总编辑李树声，也在首都酒店衍庆厅与新加坡书协同道

餐叙。

132909　陈声桂会长在北京谈话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于2001年5月7日获得公假专程前往北京

出席中国书法家协会20周年会庆。陈会长是2000年国家文化奖章唯一得主，

八年来也当选新加坡艺术总会副会长，他自1979年担任政府艺术咨询委员至

今。以下为陈会长的谈话重点：

01. 18年前，也即是1983年，我带领了一个26人访问团到中国10个城

市访问。6月16日，我们在北京见到了沈鹏、欧阳中石、萧琼(故)、顾丁

茵、王镛、夏湘平、白煦等人(19日也见到陈天然)，掀开了我们这18年交

往的序幕。

02. 1984年12月10日，中国书协代表团(由沈鹏带团)来新访问并参加    

“第一届新加坡中国书法交流展”的开幕典礼，为新中民间文化交流打开

了天窗(展览会由环境发展部长王邦文开幕)。

03. 1986年5月31日，新加坡书协也赴京访问，并参加于6月2日开幕

的“第二次中国新加坡书法交流展”(展览会由政治局委员兼国务委员方毅

开幕，方毅、潘受、陈声桂即席挥毫)。

04. 此后15年，中国各地书家书团来新无月无之、无周无之，许多人回

国之后，担任了人代、政协、文联、书协等机构之领导。

05. 我也不下十次到中国访问，见到了中国书协四任主席。其中后三

位，我都在新加坡接过他们的飞机，也送他们登机。启功主席来新加坡四

次，第一次逗留时间最长，一共17天，我陪了他15天。

06. 自1991年至今，我们也为10个中国的省份及直辖市举办了交流展

(至2001年6月，共有11个省市前来)。

07. 近千名中国新老书家也应本会之约南来，例如秦 生、费新我、康

殷(大康)、刘炳森、陆石、刘艺、佟韦、朱关田、旭宇、张海......

08. 我们对二会过去18年的交往，十分的缅怀与珍惜！

09. 由香港南望，有正式全国性书法组织的国家只有新加坡与马来西亚

两个。我们有共同的语言，也有共同的奋斗目标。

10. 去年，新加坡书协已被政府划入国家“文艺复兴计划”之中，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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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超过五万新加坡币的运作费及行政费。

11. 新加坡书协是16个表演艺术团体外，唯一的视觉艺术团体，获得扶

助。所有个人或团体对书协的捐款，一律可以豁免百分之26的税收。

12. 今后，书协每年的运作费、行政费将视需要继续增加，最高，会得

到20万元。

13. 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丁关根在去年(2000年)12月中国书协第四次代表

大会期间，希望(中国)书法家协会多做书法的普及工作，把普及与提高很好

地结合起来，积极开展群众活动，有了群众基础，书法艺术就有旺盛的生命

力。这正是我们这三十年来积极在做的工作。

14. 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度，有不同的国情、不同的人事、不同的思想，

加上一些红眼病症患者的干扰，所以在交往的过程中，不免有不平坦的道

路，在考验我们的情感与定力，这是任何一门事业发展中所不可避免的。

尽管如此，我们在各方面还是尽力做到最好、最完美，以表达我们对中国

书协与本会长期联系的重视。

15. 让我们为新加坡书协与中国书协的另一个或多个18年的交往，添上

新的彩笔！

132910　新中书协的关系

13291001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与中国书法家协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1983

年5月28 日，新加坡书协组织了一个26人书法代表团，前往刚刚开放门户的

中国访问。那次的破冰之旅，共走了十个城市、攀了一座黄山，26天后，

书法团抵达香港，顺在港澳二地勾留了三天(前后四天)，全程一共29日。

13291002　通过那次的访问，我们掌握了中国书法家协会及中国各省市书

协的原始资料，此后，新加坡书协每三年一大团、每一年一小团，走遍了

中国二十几个省份及直辖市，持续不断地展开互访及交流的活动。

13291003　1984年，新加坡书协克服重重困难(那时二国还未建交)，邀请

中国书协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院举办“第一届新中书法交流展”，由环境发

展部长王邦文揭幕，其空前热烈的情况，被视为新加坡书法发展史上的分

水岭。当时带团的书协常务理事沈鹏，正是今日的中国书协第四任主席。

13291004　1986年新加坡书协报聘，于北京举行“第二次中新书法交流

展”，由中国政治局委员兼国务委员方毅开幕，新加坡书家潘受、陈声桂

现场挥毫，亦让中州同道引为美谈。



634

陈
声
桂

13291005　此后(1991年起)，新加坡书协逐年与各省市书协联办书法交流

展、与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研究会联办新中/中新师生书法交流展、中国

书协再次来新举办第三次新中书法交流展、中国书协第二任主席启功四下

新加坡、第三任主席邵宇来访⋯⋯等等，尤为新中书法交流史留下美丽灿

烂的篇章。

中国中央文史馆馆长、新加坡书协海外顾问爱新觉罗启功教授(右五)于2001年5月10日上午11
时12分在北京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馨鑫厅，设宴招待新加坡书协代表团，午宴于1时30分结
束，宾主在全聚德大门前合照。右四为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右六至九为中国章景怀、新
加坡何钰峰、中国陈达、中国乔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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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  书协赴京参加第四次中新书法交流展开幕礼
133001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的一个四人书法代表团，于2001年11月16日飞

赴北京出席“第四次中新书法交流展”开幕典礼。

本次书法交流展，新加坡一共提供40件作品，与中国的70件作品在北

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同堂展出，是新中二地书协自17年前联办交流展以来，

较为令人瞩目的一次。

新加坡书协的代表团由副会长何钰峰率领；团员有副会长徐祖 、副

秘书长符传国，及常务理事陈朝祥，他们在北京逗留多日，出访费用，获

得李氏基金赞助。

2001年5月10日，在北京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设宴款待陈声桂会长(左)的启功教授，特于饭
后与陈先生合影留念。这是启先生去世前，二人最后一次长时间(二小时)相叙。爱新觉罗启
功教授为中国中央文史馆馆长、中国书协名誉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
会主任委员、中国书协第二任主席，是满洲宫廷文物典章权威，时年八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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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02　中、新二地书法家协会联办交流展，始于1984年，是新中二国书

界最高档次的一个书展。1984年第一次新中展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院举行，

为期十日，由时任环境发展部长的王邦文开幕，盛况空前。第二次展览于

1986年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幕，由中国国务委员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方毅开幕，蔚为中国书坛的盛事。第三次联展于1997年在新加坡书法中

心举行，由新加坡国会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主席兼执政党国会副党鞭翁执中

博士开幕，盛极一时。二十年来各界对两地的书作水平均给予极高的评价。

1331  书协组团参加天津第四届中新师生书法展
133101　在李氏基金赞助下，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的一个11人代表团，于 

2002年6月2日抵达中国天津，出席由中国书法教育研究会及新加坡书法家

协会联办的“第四届中国新加坡师生书法交流展”开幕典礼。

新加坡书法代表团是以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会主席易峥嵘为领队(名誉

团长)，新加坡书协正副会长陈声桂、徐祖 担任正副团长，秘书杨应春，

财政余亚顺，总务陈朝祥，团员有杨应然、陈汉荣、朱碧妹、吴秀英，及

陈婉琴。

这次两会的交流展，新加坡照旧提供40件书作与中国师生同堂展出，

即教师、高中生、中学生，及小学生，每组各10件。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院士、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

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研究会理事长刘炳森，中国教育部副总督学郭振有，中

国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司副司长王铁琨，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中国教育学

会书法教育研究会顾问王学仲，天津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孙宝发、秘书长唐

云来和有关方面的代表及观众数百人出席了在天津市美术展览馆隆重举行的

开幕式。

开幕式由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研究会秘书长李大鹏主持。易峥嵘、陈

声桂、郭振有、王学仲、路棣为开幕式剪彩。

133102　回溯这一交流展，始于1994年，当年9月3日至6日，新加坡书协

与中国书法教育研究会在新加坡大会堂联合举办第一次“新加坡中国师生

书法作品交流展”。

为了见证这意义深长的盛会，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路棣亲自带团前来，副团长是任职国家教委的郭永福，顾问是中国书

协副主席佟韦。团员有席树业、陈振濂，周秋生。他们莅新七天，会见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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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与工业部兼交通部政务部长吴志伟等政要。

展览会于3日下午2时30分由新加坡环境发展部高级政务次长兼新加坡艺

术总会会长何家良揭幕。随后，十位来自我国小学、中学及初级学院的学生

在会场即席挥毫，以让中国同道了解新加坡学子学习书法的情况。

中国这次参展的作品，是由中国书法教育研究会向全国公开征集得来

的，该会19岁以上为教师组，选出书作20件；另从中学生及小学生中各选

出22件及21件，共63件。新加坡的参展作品，则由书协由小学、中学，及

初级学院中各选出10件，另加约10位原任教师或兼任书法教师参展，合共

40件。双方总计为103件。李氏基金、国家艺术理事会、新加坡艺术总会

赞助了这次书法展的经费。

133103　1995年12月1日，“第二次中国新加坡师生交流展”在北京开幕，

新加坡书协特派一个12人代表团赴北京报聘。盛会由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原

国家教委副主任张承先与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联合剪彩，共有一千嘉宾及

学生到会，至为隆重。

133104 “第三次新中师生书法交流展”于1999年11月20日在新加坡书法中

心李光前堂揭幕，主礼贵宾是总理公署特委政务部长兼全国职工总会副秘书

长姚智；为了见证这意义深长的盛会，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研究会常务副

理事长路棣亲自带领七人团来新访问。

1332  书协派团访问贵州
133201 “第二次贵州新加坡书法交流展”于2002年6月4日在中国贵州省省

会贵阳市开幕。为见证这一盛会，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的一个11人代表团，特

地到该省访问五天。团内有易峥嵘(领队)、陈声桂(团长)、徐祖 (副团长)、

杨应春(秘书)，及余亚顺、陈朝祥、杨应然、陈汉容、朱碧妹、吴秀英、陈

婉琴等11人。出访费用，获得李氏基金部分赞助。

133202　在中国贵州省贵阳市举行的“第二次中国贵州新加坡书法交流展”

是贵阳第一次迎接的外国团体。中共贵州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张健，及该省

副省长龙超云二人接见了新加坡书法代表团,并亲自主持了开幕式，前者还出

席了当天中午贵州书界的盛大欢迎宴。

133203　龙超云副省长在开幕礼上致词热烈祝贺书展的举行。她希望两地

书艺同道及艺术同道今后更加频密来往，互相取长补短、携手同行。她更

呼吁新加坡同道多到贵州做客，“亲戚越走越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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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书法家协会、贵州书法教育研究会的主要台柱江世光、赵文林(赵西

林之胞弟，篆刻家)，以及贵阳市书协同人均分别热情招呼新加坡客人多日。

133204　这次书展的主席、原贵阳市副市长、贵州二书会的顾问赵西林临

行赋诗七绝：

笔洒松烟意趣多，且抒友谊柱绫罗。 

祈天缩地三千里，暮暮朝朝共砚磨。

133205　新加坡、贵州两地书法家协会(贵州书法教育研究会也参与)联办

交流展始于2001年，是新、贵两地书界最高档次的一个书展。第一次书展

于2001年2月3日在新加坡书法中心李光前堂举行，为期九日，由时任总理

公署及卫生部政务次长、新加坡书协名誉顾问曾士生揭幕，盛况空前，新

加坡书界对两地的书作水平均给予极高的评价。

1333  书协组织2002年新加坡书法团访印华社
133301　2002年9月1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代表团抵达印尼首都雅加达进

行五日的访问，并与印华书法界、宗乡亲友们会面交流。印尼书法同道结社

的并不多，有几个宗亲会馆设有书法组织，所以拜访宗亲乡亲团体能起到投

石问路之意。

133302　南安同乡接待新加坡书法团

为使此次访问印尼的工作顺利，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特委托《世界日报》

协助联系印华书法人士，同时也安排访问几个华人会馆。11月9日上午十

时半，书法团拜访的第一站是南安同乡联谊会，南安同乡联谊会监事长林

永福、监事黄正泉、许善教，秘书长戴俊德，一同接待新加坡客人。会上

双方互相介绍后，新加坡书法家协会易峥嵘领队和陈声桂会长都讲了一番

话，气氛热烈亲切。

陈会长表示，这是新加坡书协在印尼改革开放后，第一次组织大团正式

访印，他对印尼禁锢华夏文化三十几年，迄今仍有书法人士存在而感动，因

此希望借此机会，了解更多印华书法状况。陈会长说，新加坡书协有意发展

东南亚书法，希望能在新加坡或印尼举办一个联合书法展览。印尼华人数量

多，书法在印尼的拓展具有很大的空间和潜在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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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03　金门互助会招待新书法团 

    会址离南安联谊会不远的金门互助会，成为接待星洲贵宾的第二站。

书法团会见了南安同乡联谊会主席黄进益，副主席陈国铭、王万权，秘书长

许经汉，和数位名誉顾问。主席黄进益和几位名誉顾问纷纷发表了谈话，

代表星洲书法团讲话的易峥嵘老先生和会长陈声桂都得到在场金门乡亲热

烈的回应。

一位金门名誉顾问对印尼华文的断层深感忧虑。黄进益主席表示，金门

互助会在推动华裔青年从事华社活动以继承华人结社习俗，作了一些精心筹

划，例如九月廿一日金门会馆青年部，将举办一个同乡联欢宴，让所有的年

轻一代对结社组团风气有更深的了解。

金门同乡互助会午间招待贵宾尝试雅加达著名的鱼头汤佳肴。还以卡

拉OK轻松娱乐一番。黄进益主席、陈国铭副主席、王万权副主席、陈声桂

会长、吕纪葆秘书都有天生的好嗓子，唱得大家忘了时间。

133304　世界日报举办书法交流大会

13330401　9月1日下午3时至5时，世界日报在报社三楼，为新加坡书法访

问团举办了一个书法讲座，安排了一个书法交流大会。该报社长黄政吉、总

编辑黄政雄、总经理杨清安一同出席参加。

13330402　首先由该报社团版谢梦涵主任介绍世界日报的领导人和工作人

员，新加坡代表团方面则由秘书吕纪葆介绍。《世界日报》社长黄政吉对

新加坡书法家来印尼进行书法交流，表示热烈的欢迎。黄社长谦虚地说，虽

然他是从台湾来的，但因读书时书法学得不精，所以书法是外行的。新加坡

代表团领队易峥嵘也发表讲话。这位八十三高龄的老先生是新加坡书法中心

董事会主席。易先生说，台湾的书法发展得很蓬勃，台湾好多高官都是出色

的书法家，黄社长是过于自谦。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在会上介绍了

新加坡书法中心一些日常活动，例如接受小至五岁，大至八十岁的书法研修

班。陈会长同时也大略阐述了一些学术性的书法课题。

黄社长、黄总编辑和杨总经理因报社事务繁忙，接下来的座谈会由当

地书法界人士与新加坡书法代表团自由交谈发言。从老远万隆赶来的蒋萸

棣老师，率领了几位万隆书法同好参加。蒋萸棣老前辈在会上讲述了万隆

书法学习的状况。雅加达书法家发言的包括叶维汉、胡原菁、蔡剑声、李永

扬(伯五)、杨松江、黄国楠等人。其场面热烈，是印华书法界卅几年来华文

解冻后打响的第一炮(编者按：此段参考印尼世界日报记者谢梦涵的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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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4  新加坡书协派团申贺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
四十年庆

133401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一个四人代表团，在李氏基金赞助下，于2002

年9月27日飞赴台北出席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成立四十周年会庆。新加坡

书协是唯一应约到会的兄弟团体。

133402　新加坡书协代表团由副会长何钰峰率领，团员有副会长徐祖 、

副秘书长符传国，及网页主任陈祺炜。

133403　新加坡代表团在台北逗留四日，即27日出席该会为代表团所设的

欢迎宴；28日上午出席在国立国父纪念馆举行的庆祝大会，中午由中国书

法艺术基金邀宴(该会顾问张光宾、王静芝、廖祯祥，及总统府资政倪搏九

等作陪)，傍晚参加由该会主办之“书法家美食飨宴”盛会；29日由林政辉

秘书长陪同观光；30日回返新加坡。

133404　为了迎接成立四十周年，该会陆续举办了系列的庆祝活动，在9月

28日庆祝大会上颁发了首届“书法薪传奖”奖章、“书法功劳奖”奖章予该

会王静芝、陈其铨、廖祯祥、李超哉、吕佛庭、张光宾等有功人士，该会也

举办了四十周年书法特展及书法比赛优胜作品展。

133405　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创立于民国51年 (公元1962年) 9月，系由

大陆来台与台湾本省书法家丁念先、曹秋圃等四十二人发起组成的。近年

来，在理事长连胜彦领导下，该会更扩大推展国际书法交流活动，除与各

国举行交流展外，并曾举办“何绍基二百周年诞辰纪念特展”、“千禧年

第五届国际书法交流台北大展”、率团参加第二届新加坡台湾书法交流展

等大型活动。由于连胜彦一向对推展传统书法不遗余力，所以获得台北县

县长苏贞昌亲自颁奖表扬。

1335  书协组团参加第六届国际书法交流SEOUL
大展

133501　备受世界各国书坛瞩目的“第六届国际书法交流SEOUL大展”于

2003年6月18日在韩国汉城隆重开幕。轮值本届主席之国际书法艺术联合

韩国本部理事长权昌伦，对各国书家踊跃莅会、各国书会迅速征集作品参

加，至表欣慰，大加表扬。本届共有十九个国家与地区的书法团体参加，

书作近四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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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502　应大会主席权昌伦的邀请，新加坡书法家协会派出一个四人书法

团赴会，该团由书协副会长何钰峰带领，随团的有徐祖 、杨应春，及符

传国。

133503　何钰峰团长应约在大会开幕礼上致词, 并与杨应春一同出席国际书

法大会；他也与徐祖 参加国际书家笔会。

133504　韩国书坛泰斗，即大会主席权昌伦之业师金膺显也专门到会二

次，与各国代表相晤。何钰峰在开幕礼上说，在过去14年举行的6届国际

书法交流大展中，每届都有新的地区与新的国家加入，这不但使这个书法

大家庭的成员大增，也使这书法交流大展，更具代表性，成为当今书坛最

具盛誉的大会。

1336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代表团访问中国湖北
133601　应中国历史最为悠久、声誉最为卓著的《书法报》的盛情邀请，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于2003年11月23日至26日到中国湖北省访

问。随团的有书协副秘书长符传国(代表团秘书)、副会长徐祖 ，及高级评

议员陈剑波。

133602　新加坡书法代表团于23日上午11时步出湖北省省会武昌天河机场

时，受到湖北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原书法报总编辑铸公，湖北文联秘书

长、书法报社长兼总编辑赖云峰，副总编刘欣耕、雷志雄、杨坤炳，办公

厅主任何正红，主任编辑籍楚龄等接机。省文化厅副处长、原中国驻新加

坡大使馆二等文化秘书严荣利也到来相会。

中午12时，书法报在亢龙太子酒轩为代表团接风。文联书记兼常务副

主席李传锋、副主席朱莎莉、书协主席钟鸣天、副主席戴浩书，及上述接

机人士，与樊中岳等人到会，代表团特送盾牌予书法报及湖北书协纪念。

晚上湖北省文化厅厅长蒋昌忠宴请。严荣利副处长、铸公、赖云峰三

人作陪。

133603　11月24日代表团去襄樊(由襄阳樊城二地合之)访问，铸公陪同。

中午抵达襄樊市火车站时，其书协主席涂延多、副主席王太雄、田文化、

徐礼金、刘水露、杨晓琳、秘书长胡秋明等十余人接车，情至隆重。中午

襄樊市书协宴于丰泽苑大酒店，总经理汤新洲、领班江晓萍来会，并在摺

页中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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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游古隆中孔明草庐、米公(芾)祠、襄阳古城、襄阳水畔、仲宣(王

粲)楼，由涂主席等相陪，并约市电视台同行拍摄。晚宴时，市人代常委会

副主席程仁发、原副主任吴老(78岁)来会，并作雅集。

133604　11月25日由襄樊市回武昌，《书法报》原社长、湖北书协副主席

饶兴成，及现任社长赖云峰特来共进午餐。

午后，饶兴成及铸公陪四人团去黄岗游东坡赤壁，得市书协主席贺少

安、副主席兼秘书长段志国、市文联主席王浩洪三人相迎。傍晚市书协宴

请，市宣传部黄部长特到会。

133605　11月26日上午，书法报常务副总编刘欣耕与代表团同去黄鹤楼。

得白云阁馆长王守俭相陪、符小姐前引、黄鹤楼书记茶叙。雨中去湖北省

博物馆，听编钟演奏、看楚国出土文物。

中午，书法报在湖锦大酒店饯别，文联副主席朱莎莉致词欢送。文化厅

副处长严荣利、原文联副主席邹明山也到会(邹氏于1996年以书法报团顾问身

份来过新加坡)。莅会的还有书法报社长兼总编赖云峰，湖北书协正副主席

钟鸣天、戴浩书，1996年来新的雷志雄、邹明山、饶兴成、樊中岳，2002

年来新的铸公、何正红、籍楚龄、杨坤炳，以及随中国教育学会书法研究

会来新访问书协的刘欣耕等人。

陈声桂会长代表新加坡书协35届理事会，将第一个“新加坡书协国际

友谊金奖章”团体奖授予《书法报》，由社长赖云峰领取；第一个个人金

奖章授予铸公，二者得到一页奖状，及美金一百元。湖北书协、书法报也

送纪念品予新加坡书协。

下午四时，铸公、赖云峰、严荣利送书法团去天河机场，后者续程去

上海访问。

李氏基金赞助新加坡书法代表团出访。       

1337  书协组团参加印尼新加坡书法交流展开幕礼
133701　备受印尼华社瞩目的“第一次印尼新加坡书法交流展”，于2003

年12月5日在中国驻印尼大使卢树民主持下隆重开幕。

为了表示对这奄奄一息的中华古老艺术的支持，卢树民大使在看完会场

的二国书作之后，欣然写下“艺术之光”四尺条幅一件，为印尼建国以来的

第一个书法交流展，写上美丽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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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的一个九人代表团，在陈声桂会长率领下，亲赴雅加

达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团员包括易峥嵘、郑文麟夫妇、何钰峰、徐祖 、

陈朝祥、朱美英、周民光等。李氏基金赞助了新加坡书法团出访。

印新二地的交流展是于雅加达八达维亚(Batavia)酒店举行三日，双方共

出品60件书作，主方另附展近200件，盛况空前。

应印尼书艺协会主席李秀贤的要求，新加坡书协的30件作品，在展览

结束后，也送予印尼书协作为纪念。

出席典礼的贵宾，除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周济、三等秘书吴航之外，印

尼旅游与文化国务部长代表Dr Bakri、雅加达西区市长Sarimur，以及散布在

雅加达各处的华人侨领、报人、文化人等，倾巢而出，盛极一时。新加坡领

队易峥嵘、团长陈声桂也受邀一起为盛会剪彩。

133702　这次交流展，把新印二地同道，又提升至另一个台阶，他们再一次

在笔会中观摩、在展厅中切磋、在出游中交换出版专刊、裱背作品、选用工

具等等方面的知识，为今后二地进一步加强交流铺平道路。

133703　印新书法展的发起人为新加坡书协会长、国际万宝龙艺术大奖得

主陈声桂，他于2002年9月组团到印尼进行破冰之旅，会见散居各方的印

尼同道。

133704　2003年7月18日，印尼书法同道32人到新加坡与书协交流三日。8

月1日，印尼书艺协会正式获得政府批准成立，于是，新加坡书协建议开展

这次二国交流展活动。

2003年12月5日，“印尼新加坡书法交流展”在印尼首都雅加达掀开序幕，图为新加坡书法代
表团名誉团长易峥嵘(右一)及团长陈声桂(左四)受邀上台剪彩。左二、三、五、六为印尼书协
荣誉主席白德明、主席李秀贤、印尼西区市长Sarimur、中国大使卢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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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8  陈声桂会长出访北婆三邦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于2004年6月8日至13日出访北婆三邦——

沙巴、沙劳越、汶莱六天。在东马来西亚沙巴首府亚庇市，他与马来西亚书

艺协会亚庇联谊会主席范孝宋夫妇、署理主席陈湘荣、副主席黄文章、秘书

骆文辉、理事周有才等见面。在汶莱首都士里巴加湾市，他与汶莱中华书画

协会主席俞庆在，以及陈宏江、林荣裕等相叙。

1339  新加坡书协十人团访越南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一行10人于2004年6月17日至21日赴越南进行访问。

这十人是陈声桂、杨国标、杨应春、朱满、余亚顺、杨应然、陈朝祥、符国

标、陈剑波及周民光。

1340  新加坡书协代表团赴马六甲访问
134001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一个12人书法代表团，于2004年9月4日访问马来

西亚马六甲州书艺协会二日。

代表团一行人于5日上午拜访马来西亚书艺协会顾问兼马书协马六甲联

络委员会永久顾问沈慕羽，并随他访问马六甲孔教会及视察其少儿书法班

的上课情形，正副团长陈声桂、何钰峰、徐祖 三人也挥毫示范。

134002　代表团后续往沈老寓斋并与马六甲书艺协会的正副主席黄田明、

蔡喜保、秘书刘明亮等人对话，互赠纪念品。之前，新加坡书协也将海外

顾问之聘书面交沈老。过后陈会长受邀当众挥毫。

中午沈慕羽宴请新加坡代表团于麦哥娘惹餐厅。

134003　沈先生是一位极具威望的长者，是马国多个重要华教团体的创始人

及主席，高龄93仍为当地华文教育奔波、请命，以前虽因此而三度入狱，但

从未放弃其崇高理念，永不言悔。他坚信华文是华族的灵魂，华人应多用华

文、多用华语，方免数典忘祖。

134004　新加坡书法代表团由书协会长陈声桂领军。随团除了二位副会长

何钰峰、徐祖 外，还有杨应春、符传国、杨应然、陈朝祥、吴秀英、朱

满、符国标、蔡依琏，及周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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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1  书协会长陈声桂出席中国张海书法艺术馆开幕
134101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与副秘书长陈朝祥应邀于2005年4

月16日出席中国“张海书法艺术馆”的隆重开幕典礼。

134102　张海书法艺术馆是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主

席张海出生的中国河南省偃师县的领导及乡亲父老，以张海的名义在其母

校偃师高中新址建立的书法艺术馆，目的在表彰张海对书法艺术的贡献。

134103　配合此馆的建立，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亦应约征集了新加坡10位书

法家的作品，供该馆珍藏，他们是陈声桂、何钰峰、徐祖 、陈建坡、王

思宗、许梦丰、周昌嘉、陈剑波、陈朝祥及杨慧萍。

134104　张海曾于1990年5月25日，应新加坡书协之邀来新讲学；次年 

(1991年)9月5日，陪同他的业师、以左笔名世的88岁高龄书法家费新我莅

新办展及举行公开演讲，是新加坡书协的院士暨海外高级评议员。  

134105　2005年4月16日，一起在河南省偃师县出席“张海书法艺术馆”开

幕的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与创刊于1984年的中国第一家书法专业报

刊——《书法报》的新任社长兼总编辑舟恒划喜相逢，年轻的舟社长特到陈

君下榻之房间相叙。较后，陈君也与《书法报》编辑兼记者兰干武相叙。

134106　座落于中国河南省偃师县的“张海书法艺术馆”开馆仪式后，大会

负责人安排到会的海内外来宾游览洛阳的名胜古迹并观赏盛开的牡丹花。当

天，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李刚田，特为中国书法

家协会副主席林岫，及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副秘书长陈朝祥之全

陪。较后，他们也一同到洛阳市观赏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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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  新加坡书协十人团访印尼 淡岛
2004年12月12日，以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王为森为首的新加坡书法家协

会文化考察团访问印尼 淡岛。当地实业家林国利特拨冗到码头迎接此10人

代表团，并陪同客人旅游及介绍当地名胜。其余九人是陈声桂、周民光、陈

有康、符传国、谢镇亮、郑德铿、徐祖 、林隆惠，及陈朝祥。

1343  陈声桂、杨应群在上海访问
2005年4月25日中午，联袂在上海访问的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

与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主席杨应群，出席朵云轩拍卖公司副总经理李年才的

宴会并与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戴小京见面。较后，陈会长也出访

广东汕头、福建厦门。

1344  新加坡书法家访问巴黎
134401　应法国书法家协会，及法国巴黎书画学会、法国青田同乡会、新世

界中国城集团等多个华团的邀请，新加坡50位书法家的书作，于6月登陆法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左四)与副秘书长陈朝祥(左二)应邀于2005年4月16日出席中
国“张海书法艺术馆”的隆重开幕典礼。张海书法艺术馆是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
书法家协会主席张海所出生的中国河南省偃师县的领导及乡亲父老，以张海的名义在其母
校偃师高中新址建立的书法艺术馆，目的在表彰张海对书法艺术的贡献。左五、六为张海杨
凤兰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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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首都巴黎公展，这是新加坡视觉艺术团体第一次到世界最著名的艺术之都

公展，其实质与象征意义，可谓深长。

134402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这次组织书作集体赴巴黎公展，一方面是响应

国家艺术理事会介绍我国艺术工作者步上国际舞台的号召；另一方面也让

世人更进一步认识新加坡、知道新加坡，进而前来新加坡。

新加坡书协正副会长陈声桂、徐祖 亲自带领一个16人书法代表团出席

开幕礼，其成员有：梁华森、陈朝祥、陈佳模、郑德铿、陈剑波、陈志辉、

孙淑琪、崔子燕、王为森、吴秀英、梁展如、周美姬、戴超然、及廖月女。

他们于2005年5月31日出发，6月9日回国，在法国期间，也曾顺道访问比利

时、卢森堡与荷兰。

134403　这次书协征集的50件作品，订名为“新加坡书协赴巴黎书法

展”，参展的50位书家，均为新加坡书坛的实力派，老中青三代都有，他

们以不同的技法与构图反映了新加坡书法家的精神面貌，以及对书法的探

索创新。通过这次展览，观众可进一步了解新加坡书坛近四十年嬗变及演

进的痕迹。

134404　新加坡书协赴巴黎书画展于2005年6月3日在巴黎粤海中国城大酒

店会议厅举行，7日结束。

6月3日开幕礼上，法国主流传媒，如：欧洲时报、星岛日报、中国新

闻社的记者，及凤凰卫视的传媒人员，均到场采访，并与陈会长作了专访。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一等秘书王旭东伉俪，法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柯乃柏教

授、秘书长梁扬，巴黎书画学会正副会长孙桂礼、马剑虹，法国青田同乡会

会长卓志雄，法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会长吴官雄、监事长胡宗飞，欧

洲龙吟诗社社长刘锦权，新加坡书法家代表团等百余位法、中、新文化艺术

界名人，一起见证了这美丽与重要的一刻。

134405　主宾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一等秘书王旭东在会上致词说，这是巴黎第

一次汇集这么多中国书艺作品公展，它为同文同种的海外华人，特别是巴黎

的华人，提供了一次难得的交流机会；也让古老的民族艺术，在巴黎散发出

耀目的光芒。他希望巴黎华团以这次书展为起点，持续努力，开拓更多国家

与人民前来巴黎开展书艺活动。

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在开幕礼上说，自1980年起，新加坡书协就已

制订了“请进来，走出去”的书法交流方针。二十五年来，书协已把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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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同道的作品介绍至世界十多个地区与国家公展，这次来巴黎办展，是这

一工作的延伸。

1345　陈声桂率团赴京向启功告别
134501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院士、海外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原任主席、

现任名誉主席、西泠印社社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兼博士生导师、中国中

央文史馆馆长、中国全国政协常委启功，于2005年6月30日凌晨2时25分辞

世、享年93岁。

134502　启功来过新加坡四次：第一次是1987年，当时是与著名工笔画家

潘 兹联袂来新举办书画展，住了17天; 第二次是1988年，他率团来新出席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20周年会庆，住了14天；第三次是1990年，他为出席书协

所主办的“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住了9天；最后一次是1997年，他

率领中国国务院中央文史研究馆代表团访新，住了10天。

启功是一位非常谦卑又博学多才的长者，对文物鉴定和考据有卓越的

成就。书法方面，他专长于行楷，融合了元朝赵孟 、明朝董其昌和清朝

成亲王的字体，自成一格。他的字不愠不火、人书俱老，达到了炉火纯青

的境界。

134503 　启功遗体于7月7日上午在中国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加坡书协

会长陈声桂特率领二位副会长徐祖 、何钰峰及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余亚

顺赴京出席启氏追悼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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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504　同天中午，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兼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蔡建国博士

于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新加坡书协四人代表团。出席者包括：蔡建国教授、

中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顾凤凰。蔡博士为中国已故教育家蔡元

培之侄曾孙，曾于1990年12月及1998年7月来新讲学。

134505　同天晚上，中国文联机关报——《中国艺术报》社长、中国书法家

协会副秘书长张虎于北京饭店宴请新加坡书协四人代表团；中国艺术报总编

辑李树声亦出席晚会。之前，张虎、李树声二人在新加坡书协邀请下，曾分

别率团莅新访问。

134506　7月8日中午，中国中央文史馆原副馆长王楚光亲自引领新加坡书

协代表团参观新馆设施，并于馆内设宴款待代表团一行，到会的有原中国

驻新加坡文化参赞赖祖金、文史馆业务司司长刘松林。当天，新加坡代表

团也巧遇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徐志坚，

134507　书协四人代表团也到北京市佛教协会荣誉会长牟小东府上访问，

得到牟小东姜燕伉俪的迎迓。牟氏年高85，为启功教授三代之交，曾于

1987、1988、1990三度陪同启访问新加坡，后又与北京市宗教事务局副局

长哈金起与北京广化寺监院怡学法师于1996年12月来新访问。

1346  陈声桂出访港、澳、珠三地
2005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特地出访

香港、澳门、珠海三地，并会见三地同道。在中国珠海与珠海中国书学院

院长张法亭见面。

1347  新中二国书友联袂访问马印二书会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在第七届国际书法交流新加坡大展开幕

礼后二日(即2006年3月12日)便马不停蹄地陪同中国书法家协会党组书记、

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暨中国代表团团长赵长青、中国书协外联部主任蔡祥

麟、办公厅副主任高新访问马来西亚书艺协会及印尼书艺协会。

2006年3月15日印尼书艺协会主席李秀贤与副主席黄国楠饶韵人夫妇，

陪同四位来访的贵宾参观印尼雅加达名胜“国家缩影”。陈君也在其学生、

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林承嵘陪同下，抽空探望其故友、原香港中国书道协会

会长凌云超之子志申及凌府管家何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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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8  新加坡书协访问团赴吴、沪、京访问
134801　在中国苏州市书法家协会倾力支持下，“新加坡苏州书法交流展”

六月成功地在苏州大学展览厅举行。新苏书法交流展是由苏州书协及新加坡

书法家协会联办，开幕典礼于2006年6月4日下午二时在苏州大学展览厅举

行。当天，嘉宾与同道云集，极一时之盛。难得的是苏州市委宣传部部长

周向群、副部长郦方、缪学为，文联正副主席张澄国、朱建华，书协正副

主席华人德、王伟林、潘振元等均倾巢而出；年逾97岁之老书家瓦翁(卫东

晨)也到会，并参加入晚的宴席(编者按：瓦翁曾于1983年6月7日晚与新加

坡书协代表团在苏州雅集)。

由新加坡书法家协会正副会长陈声桂、徐祖 二人带领的一个29人代表

团也出席了当日的典礼，并会见许多新朋旧友，包括专程由沈阳锦州乘飞机

前来观礼的魏金国、由浙江徐州坐火车来会的斐元庆。

苏州市政府相当重视这次的交流活动，代表团由下榻的苏州市议会中心

出发到苏州大学展览厅，一路上有警车开路。

这次两会各出品36件书作参展，苏州书协为展览出版了图文并茂的专

刊；双方也在苏州大学图书馆举行茶话会。

代表团在苏州勾留数日期间，也访问了1986年莅新担任全国挥春比赛

评判的91岁老书家沙曼翁，及于1996年在新办展的寒山艺术会社主席瞿慰

祖等书画家。

134802　新加坡书协代表团续程去上海访问，得同济大学国交院院长蔡建

国教授设宴款待。

134803　二日后的6月8日晚上11时，代表团抵达北京，中国书法家协会党

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赵长青，及外联部主任蔡祥麟等人亲往机场

接机，并献上鲜花。

次日(9日)，赵长青书记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的午宴，并与新加坡驻中

国大使馆领事参赞彭志伟、商务参赞孔桂珍、原官委议员庄绍平相叙。入

晚，中国书协在和平宾馆宴请新加坡书协一行29人。席上，赵长青书记代

表中国书协颁授荣誉奖牌予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党组副书记兼副秘书

长陈洪武则代表中国书协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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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晚，赵长青书记出席新加坡书协在和平宾馆之饯别宴，并与原

中国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傅学章、李凯荣伉俪、原新加坡官委议员庄绍平

等人同桌欢叙。此次交流展获得李氏基金及国家艺术理事会赞助。

1349  新加坡书协再次访问马六甲
应新加坡书协海外顾问沈慕羽之约，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于

2006年6月17日，率领一个29人书法代表团赴马来西亚马六甲州访问。一

行先到培风中学参加93年校庆，后参观刚落成的孔教大厦。

1350  新加坡书协八人团访问京、鄂、浙、吴
135001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八人团于2006年8月26日出访京鄂浙吴四地，

受到热烈的欢迎。

先是书协代表团27日与中国书协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赵长

青，及外联部主任蔡祥麟在下榻的北京和平宾馆咖啡厅开会，商讨国际书

法发展联络会的未来动向与发展。

会后，中国书协在全嘉福酒楼设宴款待代表团，出席者还有新加坡驻

中国大使馆领事参赞彭志伟、商务参赞孔桂珍。会上，陈声桂会长颁发“

新加坡书协国际友谊金奖章”予赵长青书记，以肯定赵氏对国际书联及书

坛的贡献!

135002　代表团于当晚(27日)由京抵达湖北省省会武汉，虽已深夜，但湖北

省书法家协会驻会副主席铸公，及《书法报》社社长舟恒划等人仍热情迎接

代表团并专车载送至东湖宾湖。

次早(28日)，书协代表团访问湖北文联、湖北书协，会见了文联党组

书记兼常务副主席李传锋、副主席朱莎莉，及书协主席梁清章等老朋友。

代表团也到中国第一家专业书法报刊——《书法报》社，与该社全体

同人欢叙。中午，文联、书协与《书法报》宴请。入晚，省文化厅宴请，

人事处处长严荣利、副处长陈爱武、外联处处长杨利民，以及铸公、舟恒

划等人出席。

135003　28日晚上9时，代表团由武汉天河机场飞至杭州萧山机场，又是

一个深夜。难为了中共湖州市委宣传部宋捷副部长、王一品斋笔庄东主许

阿乔、浙江书协顾问卢乐群，及湖州市书协主席朱元更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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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日(29日)，湖州市政府在国际大酒店包厢招待代表团早餐，浙江省湖

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王伯安，接待办公室副主任姚勇等人到会。

上午参观王一品斋笔庄后，到市委拜会中共湖州市委常委、湖州市人民

政府常务副市长谈月明。会见后，谈市长在浙北大酒店群贤厅设宴欢迎代表

团。出席午宴者有湖州市政府副秘书长王伯安、市委办副主任/接待办主任钮

建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宋捷、市文联主席潘荣昌、市文联副主席、市书法

家协会主席朱元更、市书协顾问谭其蔚、市老年书法研究会会长金家耀、台

州市文联主席暨省书协顾问卢乐群。陈会长也在酒店与中国书协副主席暨浙

江省书协主席朱关田相叙。

下午三时，中共湖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沙铁勇陪同代表团游览中国湖

笔博物馆、赵孟 艺术馆。

随后，主宾一行一同参观飞英塔，在湖州市文化名人园漫步。

离别湖州前，沙铁勇部长代表市委及市政府在国际大酒店百盛厅设宴

为代表团一行人饯别。

135004　29日晚上九时赴苏州前，团员们与沙部长一一握手道别后，由警

车护送至湖州地界；与来时从杭州地界护送入城一样。

30日中午，代表团与苏州书协正副主席华人德、王伟林餐叙，敲定当

年11月11日在新加坡举行二会交流展。

代表团在苏州二日，特到阳澄湖享受道地的大闸蟹，到松鹤楼享用江

南名菜酱方。

组成这次书协八人团的是书协正副会长陈声桂、何钰峰、徐祖 ，及陈

朝祥、符国标、陈森富、黄温淳、林尔。

1351 书协陈会长陪同新加坡教育部长赴沈阳 
135101　2007年6月1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教授陪同学书四年

的新加坡教育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尚达曼赴中国辽宁省省会沈阳市。当

晚，尚部长在一个集会上，以遒劲有力的笔法，潇洒地写下了“年年华茂”

行书中堂一幅，博得在场的省市党政第一把手齐声赞好，掌声不断。尚部长

在随后几日访问中，中国辽宁各地的党政领导，均纷纷以笔砚相送。其中，

省委书记李克强赠予的大型端砚，砚池既凉且滑，还有几个砚眼，为一难得

的文房藏品，过后尚部长将之转送陈会长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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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02　在沈阳期间，陈会长也与新加坡代表团一起会见辽宁省省长张文

岳，在见面握手时，张省长对陈会长说，我知道你是尚部长的书法老师，

我也喜欢写字，我学的是颜鲁公。

1352  书协组团参加第二届重庆新加坡书法展
135201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一个23人书法代表团于2007年6月 8日出访重

庆，参加重庆升格直辖市十周年大庆，及首届文化艺术节之“第二届重庆

新加坡书法交流展”，受到极高规格的礼遇。

在重庆3200万人中排名第五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何事忠，特于书协

代表团下榻之万豪酒店会客室会见全体团员。他说，他于书法展开幕次日

专程到展厅观赏二地书作，对新加坡书家重视传统技法、重视基本功夫训

练，留下深刻的印象。

135202　此外，全国政协常委、市政协副主席夏培度，市人大副主任刘文，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易飞先，原市委副书记周春山，市文联书记李自治等高

官，参加了6月9日的开幕式。

全国人大常委、原副市长程贻举，原市委副书记周春山，市文化体制改

革与文化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原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刘庆渝，市文联党组

书记李自治，市书协主席周永健等参加了6月15日的饯别宴。冠盖云集，胜

友如云，洵为新加坡重庆二地书坛难得的盛会！

135203　由重庆市政府、市书协主办的“第二届重庆新加坡书法交流

展”，6月9日上午10时，于重庆三峡博物馆隆重揭幕，新加坡书协会长陈

声桂率领的23人代表团，见证了这历史性的一刻。

开幕礼上，市书协主席周永健致词。

市政协副主席夏培度也代表人大、政协及总工会讲话，他赞扬新加坡书

协是一个在国际上有资望、有影响力的艺术团体，相信通过这次的书展，两

地会在艺术领域上会共同促进与共同提升。

陈声桂会长致词，谈及自1983年以来，三度到访重庆的观感，他认为

今日重庆，更具活力与朝气，人民更加丰衣足食，一派繁荣景象。

135204　在渝期间，代表团也与同道举行对话会、笔会，双方也交换书刊、

书作。代表团也畅游了长江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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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览了三峡大坝后，团员们乘坐的长江一号在湖北宜昌泊岸，代表

团一行人顺与省文化厅人事处处长严荣利、湖北书协驻会副主席铸公、《书

法报》报社社长舟恒划等人相叙。较后代表团乘机回渝，参加市书协饯别

宴，及游览重庆市容。

1353  陈声桂赴京参加中国篆刻艺术院院庆
135301　应中国篆刻艺术院之约，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副秘书

长陈朝祥、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陈森富三人组成代表团于2007年9月19日

出席该院成立一周年庆典。

中国篆刻艺术院是中国文化部辖属的一个最高篆刻研究机构，新加坡书

法家陈声桂教授是该院东南亚唯一的顾问；书画篆刻家陈建坡是研究员。中

国篆刻艺术院附设于中国艺术研究院，此院建于1951年。

135302　中国篆刻艺术院一周年庆典为期三日，19日上午开幕式在中国艺术

研究院剧场举行，出席之群英包括国内外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艺术家，

他们包括中国艺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王文章、副院长高显莉、中国篆刻

艺术院常务副院长骆 、中国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收藏家协

会会长史树青、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李铎、副主席林岫等。

1354  新加坡将国际书联移交中国书协
135401　应中国书法家协会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赵长青之约，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派出以会长陈声桂、副会长何钰峰、资深常务理事余亚

顺，及副秘书长陈朝祥的高层代表团，于2007年11月11日出席在北京陶然

大厦举行的“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秘书处交接仪式。

135402　出席观礼的贵宾，除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兼副主席覃志刚外，还有

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副局长汤恒，外交部国际司参赞蒋勤、文化部外联局

副局长于兴义，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张飙、主席张海、副主席段成桂、申万

胜等领导以及传媒与书法家百余人。

135403　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兼副主席覃志刚在会上致词，高度赞扬新加

坡书协会长陈声桂及书协同仁在过去十九年，以顽强的生命力，及高度负

责任的态度，积极发挥国际书联秘书处的作用，为世界书法事业的促进与

发展、为书法同仁的交往与沟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书协书记赵长青也在讲话中赞赏陈声桂教授十九年来，为世界书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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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团结与友谊，任谤任劳、尽心尽力。

仪式在陈声桂与赵长青签毕交换协定书及中国书协张海主席、段成桂副

主席揭开秘书处的牌匾后圆满结束。陈教授会后接受了中国中央数家电视书

画频道及多家报刊的访问。

135404　为对陈声桂教授十九年来默默地执行“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执行

理事长”的职务表示谢意，新执行理事长赵长青特准各了一幅意义深长的

嵌首对联“声名远寄品格美、桂树高标翰墨香”予陈君。书作由中国书协

办公厅主任吴震启挥就。

135405　拥有13个团体会员及9个协作会员的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也即是

世界书法总会，最终落户书法的家乡，是书坛的大事，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二

十年来不负世界各国友会的付托，可谓功德无量。

135406　中华书法这门古老的艺术，正式归入世界艺坛的主流，至今尚无

任何其他艺坛有此创举。今天，世上尽管有不少名为国际、世界、宇宙之

类的书法展，但以代表性团体组成的国际书法交流大展，仍是唯一的一个。

陈声桂说，坚守十九年后能顺利地将秘书处移回书法的母国，特别是

有“与他一样决定将一生岁月奉献给中华书艺的赵长青书记，”他感到非

常轻松，也非常安慰。

(请参阅第10章1006及1009)

135407　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在北京讲话重点：

13540701　绪言

1．十九年来，国际书联一步一个脚印，从沙漠走过来。目前共有13个

团体会员及9个协作成员。

2．1983年5月，我便带团到中国访问，历任中国书协主席，除舒同外，

我均在新加坡接机、载送、送机：

2.1　舒同主席：1988年举行个展，我参加了开幕典礼。

2.2　启功主席：1987年、1988年、1990年、1997年莅新四次，我都

当他的司机与全陪。

2.3 　邵宇主席：1990年莅新。    

2.4　沈鹏主席：1984年、1994年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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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张海主席：1990年、1991年莅新。

3．1984年新加坡书协突破诸多困难，在新加坡举行“新加坡中国书法

交流展”(被当地传媒喻为新中艺术交流史上的分水岭)。1986年新中二会在

北京举行中国新加坡书法交流展，由中国副总理方毅开幕。

4．1991年新加坡书协与吉林书协联办第一个省级交流展，至今来新办

交流展的各省市自治区有二十余个。

5．我们促成中华台北陈其铨到京展、中华台北释广元与启老二人在京

合展、启老找到他在中华台北之友人、原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台静农。

6．国际书联催生了今日宇宙上许多幽灵的出现，尽管这些幽灵，不过

是几个人的小集会，没有合法注册，仅是涓涓细流，但也吹得大如昆仑。

13540702　吃酸葡萄者流行的二句话

1．新加坡书协搞两个中国   

1.1　1988年的实况是：台海两岸关系紧张，台湾国民党政府与中国共

产党政府不相往来。

1.2　1988年时新加坡既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也无与世界人士通

称的台湾即Chinese Taipei建交。

1.3　香港尚未回归，拒“共”思想强烈。

1.4　我们受委托举办过两次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1.4.1　第一届是1990年由副总理、后来的第一任民选总统王鼎昌开幕、

致词、即席挥毫、接见代表团；第二届是2006年由第二、三任民选总统纳丹

开幕、即席挥毫、公开对各传媒发言、招待代表团至总统府当国宾。怎么我

们新加坡书协以及国家的首长，均被诬蔑为搞两个中国？

1.4.2　是不是有人要说，参加书展开幕的两位中国政协常委——启功、

刘炳森也在搞一中一台?

1.4.3　如是搞一中一台，那么，新加坡与中国于1990年建交之前的历

任商务代表，建交后的历任大使都积极参加新加坡书协的活动，并一再到

书协访问，是不是在助长我们搞一中一台的声势？

1.4.4　台湾不是祖国的河山？其人民不是同胞？

2．中国是书法的母国，书联不设在中国国内，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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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在1988年，中国书协的组织结构、财务经费、人力资源正待提

升，这是客观的事实。

2.2　香港人基本上“排共”，特别是文化艺术教育这一块。

2.3　书联设在语言难通的日本、韩国才满意吗？

2.4　国际组织在中国以外遍地即是：联合国大会在美国纽约、世界裁

军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国际儒学会在新加坡、国际奥林匹克大会在希腊雅

典——中国参加还是不参加？

13540703　机缘

我在2006年3月中旬七届国际交流大展后陪同赵长青书记、蔡祥麟主

任、高新三人去马来西亚及印尼二地访问多日，深感赵书记是一个办事果

断、勇于负责、对书法事业执着性很强、可以放下身段去团结一切可以团

结的人士的人，于是认为交棒的时机到了。

回新加坡之后，我先说服全会上下并开会通过；再发函予各地团体会员

及代表，请求他们的认同，结果获得半数以上的积极回应。 

13540704　结语

我的故乡广东省潮州市流传这么一个故事：当家里贫穷，或战乱，或

孩子患上顽疾难养，或环境不允许孩子留在身边时，父母亲会把孩子送与

邻居或外乡人抚养。若干年后，往往会有养母觉得时机成熟，或生母要求养

母送回孩子的事。在养母生母交接那一刻，依依不舍的养母会不期然地对孩

子说：“你安心跟你生母去吧!她一定会比我们更爱你、更疼你！不过，有一

天，你如果要回来我们的身边，我们还是随时开门迎接你！”

现在我们四人代表新加坡书法家协会把哺育了19年的国际书法发展联

络会交予英姿焕发的中国书协书记赵长青。我们要这么说：有一天，万一

赵长青书记顾不来，或厌倦，或要退休，但一时又找不到适当及可靠的人选

或国家交接。那么，请交回新加坡吧！我们仍会热烈欢迎它的“归来”的！

1355  书协组织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学员赴沪研修
135501　2008年3月9日，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校长陈声桂教授亲自带领38

位学员参加上海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主办的第一次中华文化研习班。

135502　中华书法研习班，受到新加坡书大在籍学员及毕业生的热烈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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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年(2016)，已组织了九届。今年去的人数为历届之冠，共有61人。历

年团员中，包括一位高级政务部长、一位政务部长、两位大学教授、好几

位博士等等。

(请参阅第15章1504)

1356  书协组团参加第八届国际书法交流北京大展
135601　备受世界艺坛瞩目的“第八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于2008年6月

28日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广场隆重揭幕。

135602　当天，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韩启德、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家正、

李建华与郑万通等四位中国国家领导人，连同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兼副主席

胡振民、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张海，及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教授

七人一起为大会剪彩。后三人也上台致词，为况殊盛！

135603　来自世界五大洲的20个书法团体呈献了近600件作品，共有160

余位各国代表、70余位中国各省市书协代表，及上千名观众，见证了这历

史性的一刻！

135604　当天(28日)下午，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工作会议在北京国际饭店

国际厅召开，由执行理事长、中国书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赵长青与中国书协主席张海联席主持。会上一致通过将原称“国际书法发

展联络会”改为“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并授权执行理事长草拟新章则

交予各会员团体审议。

135605　新加坡书协特派出6人代表团出席盛会，由会长陈声桂领军，团员

包括何钰峰、徐祖 、陈朝祥、陈森富、廖振福。

代表团一行人在京期间受到极高规格礼遇：中国书协主席张海伉俪特设

宴午宴请代表团一行人，赵长青书记专程到酒店送行。

1357  书协派团参加日本每日书道会60年庆
135701　新加坡书家协会的一个四人代表团，在会长陈声桂带领下，于2008

年7月10日赴日本东京出席每日新闻社庆祝60周年、每日书道会创立60周年

及每日书道展公展60周年三庆活动；团员包括余亚顺、陈剑波及高桂三人。

每日书道会也借三庆之际，举行“国际书坛代表作家邀请展”，新加坡

书协会长陈声桂的书作，受主办当局的特别关注，挂于展厅之首，依次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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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中国书协主席张海、国际书法艺术联合韩国本部理事长权昌伦、中华台

北中国书法学会理事长谢季芸等国际书坛大家的作品。

135702　陈声桂会长在7月11日的庆祝大会上代表全体海外兄弟组织致词。

他说，中国老话有：“天下武功尽出少林”，而日本则有“日本书家尽出

每日”之说。他对每日新闻社六十年前，独具慧眼创建每日书道会、发行

《每日新闻》，从而奠下今天每日书道会引领世界书坛的地位，加以礼赞！

在这庆祝会中，每日新闻社及每日书道会的大将，几乎倾巢而出，除

社长兼会长北村正任及最高顾问稻村云洞参加各项活动及接机之外，十位理

事：关正人、岸本太郎、饭岛春美、菅野清、船本芳云、贞政少登、米木幸

子、林竹声、大井锦亭，及恩地春洋也全部出台招待与会见各国及日本各地

的书法家，为日本书坛当年最大的盛会！

 

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教授(左八)在“纪念第60届每日书道展”开幕式上，代表全体海外兄
弟组织致词。左三为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理事长谢季芸，左七为国际书法艺术联合韩国本
部理事长权昌伦，左九为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会长李汝强。左一、十、十一为新加坡团员高桂、
陈剑波、余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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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8  陈声桂会长陪同新加坡总统在少林寺挥毫
135801　2008年8月17日，新加坡总统纳丹在访问中国名刹少林寺时，

应少林寺方丈释永信之盛情邀请，在方丈室现场挥动椽笔，写下了巨

字——“禅”，博得河南省及郑州市党政领导及少林寺僧人的一致好评。在

场的还有他的书法老师陈声桂教授等人。

135802　纳丹总统是于8月16日抵达河南的。之前，他于8月12日至15日在

北京进行工作访问，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及外交部长杨洁篪等人。抵

达河南时，他得到省委书记徐光春、代省长郭庚茂及郑州市市长赵建才、常

务副市长李柳身等人的迎迓。

135803　在豫时，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得到河南省华侨联合会主席董锦

燕的宴请；他也与省书协主席宋华平、副主席李强、胡秋萍，《书法导报》

新闻部主任黄俊俭，省文物局局长陈爱兰，省涉外管理与新闻处副处长王跃

进等友人相叙。

1359  陈声桂参加世界书艺全北双年展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教授参加2009年9月19日在大韩民国全罗

北道(省)的“第七届世界书艺全北双年展”。书展由大韩民国全罗北道政府

及社团法人“世界书艺全北Biennale 组织委员会”联办，于2009年9月19日

在全北“韩国Sori(声音)文化之殿”举行，期长一个月。 

由于A型H1N1流感肆虐韩国，所以开幕典礼及研讨会“东亚书艺流派

的形成与东方书艺的萌芽”均取消，至于韩国歌曲和韩国书艺展、刀法书艺

展、全罗北道新兴书艺展、旗帜书艺展、韩国大学书艺、东洋书艺展、07年

纪念大奖赛，及大奖作家邀请展等等，则照常举行。 

参加这一次盛会的东亚各个流派及西方书艺的作品共有1439件，是目

前世界单一机构主办的最大综合性书法展览会。 

韩国于1945年光复后，在12月8日通过韩文专用政策，遂使汉文书法

教育脱离了全国教育的重心。这专用语文政策(即只用韩国本身的写法)持

续了50年，使到许许多多韩国人在传统文化遗产的面前，成了睁着眼睛的

瞎子——因为没有人能读出以汉字书写的作品的真正内容！ 

韩国的汉字书法艺术，自1945年后，只有在私塾里传授。上世纪80年

代，韩国通过与中华台北交流书艺，开始看到了邻国书法艺术的韧性；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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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韩国与中国建交，也才开始有了书法艺术的交流。 

一直以来，韩国书法艺术的研究与创作，都是由国内以弘第扬中华书

艺为已任的书家主导。书法既然是在私塾中教导，所以它有百分之九十以

上的传授是师徒式的。这样一来，各个私塾因教法与爱好不同，风格也就

不同了。 

种种历史因素促成全罗北道政府义不容辞地从1997年开始举办“世界

书艺全北双年展”。过去的六次展览，均获得国内外名家的大力支持，蔚

为世界书坛一道亮丽的风景。 

在两年前的第六届全北书法研讨大会上，各地书法界代表对今日电脑科

技发达，以致脚踏实地地研究书法的人士不多，感到遗憾。会上认为，目前

许多以“书家”自诩的人士并不足取；他们口谈“创新”，却腹无点墨。大

家对一部份人士仍迎合这种肤浅的流势，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尤其慨叹！会

议希望书艺工作者，特别是年轻的书艺工作者，应多注重传统技法，真积力

久，不要为近乎怪异的口号迷惑！ 

1360  陈声桂带团去澳门
为庆祝澳门回归中国十周年，2009年12月6日中国书画报和澳门书法家

协会联办“庆澳门回归十周年——世界名家书画作品交流展暨首届国际书画

艺术发展论坛”。在这隆重的庆祝仪式上，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教

授获颁“国际突出贡献书画艺术家奖”。以表扬陈氏四十余年来，无怨无悔

地推动书法艺术走向世界所作出的贡献。陈君也应约在“首届国际书画艺术

发展论坛”上演讲及在“世界名家书画作品交流展”开幕式上代表出席的十

余个地区的书画组织与书画家上台致词并剪彩。陈声桂与何钰峰参加这一展

览。与陈氏同团的有书协的副秘书长陈朝祥、林隆惠、副仪式主任高桂、特

别会员戴超然。 

8日一大清早，新加坡书协代表团一行人越过澳门拱北口岸，前往珠

海，会见曾于2007年率团莅新访问的珠海中国书学院院长张法亭教授，并

参观学院在珠海市图书馆的课室、设备、教学等。 

午后，代表团一行人回澳向主人辞行，续程访问深圳、香港等地作文化

考察，于12月10 日返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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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1  陈声桂赴京参加张海书法展开幕
2010年4月30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教授与林隆惠、符国

标、陈森富四人，应中国政协常委、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张海之邀请，出

席在中国美术馆的个人书法展开幕典礼，陈会长也应邀在会上致辞。并与

张海夫人杨凤兰见面。

2010年4月30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教授(左一)与林隆惠、符国标、陈森富(左四、
五、六)四人应中国政协常委、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张海(左三)之邀请，出席其在中国美术馆
的个人书法展开幕典礼；陈会长亦应邀在会上致词。左二为张海夫人杨凤兰。

1362  书协组团访问马来西亚书协
2010年9月8日，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教授，正副秘书长林隆惠、陈

朝祥、财政曾安慈等理事，于吉隆坡云顶高原第一世界酒店与马来西亚书艺

协会前任会长李汝强、现任副会长曾木华、秘书长杨碧玉，以及杨福贻、杨

金荣、赖慧芹等人相叙。

1363  书协派团参加第九届国际书法交流奈良大展
136301 “第九届国际书法交流奈良大展”，于2010年10月14日在日本古

都奈良县文化馆隆重开幕，这也是庆祝日本第一个首都——奈良建都1300

年的一项大型活动。

共有世界20个国家与地区的477名书家参加这一由日本每日新闻社、每

日书道会，及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联办的国际书法大展。

136302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这次应大会的邀请，从2010年新加坡年展中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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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老中青书法家30件作品参与其事；书协也派出一个25人代表团见证这个盛

会。由会长陈声桂教授率领，副团长为何钰峰，团秘书长为林隆惠，副秘书

长为陈朝祥、高桂；团员有：符国标、陈星光、古兆娇、杨民献博士、陈芳

华、罗月秋、郑人豪、杨宝清、张美瑞、戴奕乔、陈娟、黄敏容、林琼瑛、

陈秋香、许彩端、陈淑群、黎忠贞、林素香、李森严、古兆娇。

1364  陈声桂带团赴韩国金海
136401　国际书法艺术联合韩国本部岭南支会为庆祝成立20周年，特于

2010年11月2日至7日在庆尚南道金海市——千年古都伽 的中心地，举

办“八个国国际书法交流展”。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应大会之邀请，特提供

15件作品参与其盛。 

136402　2010年11月2日，由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教授、副秘书长陈朝

祥、副仪式主任高桂，及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会名誉主席陈森富组成的四

人代表团，出席了该盛会。四人抵达昌原金海空港时，受到韩国国书联岭

南支会会长韩相烈、副会长孔炳赞、事务局长李在文、理事鱼顺熙等人的

热烈迎迓。

136403　大展在金海市金海文化殿堂举行。当日(11月2日)出席者，除新

加坡书协代表之外，还有日本每日书道会的事务局长西村修一、书家神郡

爱竹、中原茅秋，及秘书郑丽华；(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的沈荣槐、曾胜

贤；韩国国书联的副理事长沈载荣、赵琮淑、理事宋信一、金宝今以及各支

会的200余名代表。

136404　陈声桂教授受邀代表海外7个国家与地区的参展同道上台致词，

他表示，尽管这次参展与展览的作品水平不一，却能反映时下各地书坛的

实况。他也说，这是岭南支会二十年发展史上的分水岭，他期待岭南支会

为书坛做出更大贡献！

136405　主办单位特安排代表团游览金海市市容、博物馆，及金首露王陵

等历史名胜。

136406　开幕式后，各国书家入宿韩国农舍，体验韩国农民生活。

1365  王瑞璧遗墨展在马举行
2011年7月3日，马来西亚居銮中华中学举办“王瑞璧校长遗墨展”，以

缅怀于1961年至1966年担任该校校长的王瑞璧。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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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桂教授应大会主席黄添才、孙清德盛情邀请，特率领10人代表团与会，

并于早一日(7月2日)在该中学图书馆作书法专题演讲；“东方书法钤印与

西方设计标记的异同”。

1366  陈声桂教授在京参加骆 篆刻展开幕
2011年9月21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教授，与在北京公干的

长子陈中出席在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的“骆 篆刻书法艺术展”开幕

式。骆 为中国篆刻艺术院常务副院长。

1367  陈声桂出席中国文联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文联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11年

11月22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联合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亲自莅会发表重要讲话。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教授在新加坡中国大使馆推荐下，特出席

于2011年11月20日至25日在北京召开的文代会。 

中国文联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这是该会成立62年来，第一

次邀请海外代表出席这个重要的会议；陈声桂是新加坡唯一的代表！

在2011年10月18日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深化文

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发展大繁荣的决议。所以，中国文联这次代表大会破

天荒地邀请海外一国一人赴会，显然是为了贯彻六中全会的议案。

从1983年起便经常带团到中国访问的陈君，这次在北京逗留一周。这位

新加坡文学艺术界的“书法大使”，除出席会议之外，也顺便到几位“老文

联领导”家中作客。

1368 书协派团参加第十届国际书法交流吉隆坡大展
136801　第10届国际书法交流吉隆坡大展，于2012年12月8日在马来西亚

首都吉隆坡创价学会三楼视听会堂隆重开幕。    

136802　共有21国的书法家提供364件作品参与本次大展。马来西亚卫生部

长廖中莱于8日上午12时为大展揭幕。新加坡驻马大使王景荣、中国驻马公

使(政务)陈德海，及来自世界各国的四百位书法家、书法爱好者参加了开幕

盛典；展品则在一楼(楼下)、阁楼，及七楼共三层楼举行。

本次大展，由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与前年(2011年)6月正式挂牌成立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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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书法家联合总会联办，并由后者赞助人民币壹拾万元(折美金15,763元/新

币19,231元)。马来西亚创价学会也列为联办机构之一。

136803　本次大展循例于首日下午举行雅集，次日(9日)召开各国代表会议   

(国际书法大会)。第十届国际书法大会由马来西亚书协署理会长曾木华主

持，国际书总秘书长赵长青、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会长王雅、大展工委会主

席纪永辉、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等四人应约在台上联袂主持。 

136804　新加坡代表团有：陈声桂(团长)、郑文麟、吴凤群、林隆惠、陈朝

祥、符传国、陈有康、黄良萍、高桂、陈川成、罗月秋、陈星光、林福伦、

陈锦成、邢妙新、陈声月、符家佐、单芙蓉、陈秋对、蔡美珍。

1369  书协派团参加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50年庆
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于2012年12月22日举办“翰耕墨耘五十周年书

艺大展”，以庆祝创会50周年。 

大展在中华台北中正纪念堂一楼中正艺廊举行，主宾为台湾监察院院

长王建煊。他在开幕式上致辞肯定台湾中国书法学会五十年来的贡献并寄

予厚望。 

受邀出席盛典的除台湾各地书坛巨擘之外，中、新、韩、日四国书会也

应约派团到会。此外，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硕果仅存的发起人、现任顾问

廖祯祥，健在的历任理事长连胜彦、释广元法师、谢季芸、沈荣槐也联袂到

会。其他到会的还有中华民国书法教育学会理事长施伯松、中华民国书学会

会长张炳煌、台湾山水艺术学会理事长周澄等，为况殊盛！ 

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教授应邀上台致词提到新台二地书会关系可追

溯至上个世纪的80年代，即30年前。他1982 年开始筹办“新台书法交流

展”、1983年成功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院举行新台书法交流展，并于1984年

6月组团到台访问。 

谈起新台交往，他说，1988年12月该会庆祝创会20周年时，释广元

法师与廖祯祥到会；1990年12月新加坡书协主办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时，陈其铨教授、释广元法师出席；1991年2月，廖祯祥来新担任1991年

健力士第八届全国挥春大赛评判；1993年3月，陈其铨教授莅新举办个人

书法展；1997年12月，连胜彦理事长带团访问新加坡书协；2000年元月，

中国书法学会主办第五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新加坡书协派出4人团出席盛

会；2002年3月，连胜彦理事长莅新出席第二届新台书法交流展；2002年

9月，新加坡书协派4人团祝贺台书协40年会庆；2006年2月，张月华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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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铨遗作并举办“台湾陈其铨教授遗墨展”，同行者还有陈教授爱女昭

瑜、韶芬姐妹及台湾中华弘道书法学会理事长施永华；2006年3月，新加

坡书协主办第七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释广元法师、连胜彦、谢季芸、廖

祯祥等20人出席；2008年新加坡书协庆祝创会40年，陈昭瑜、韶芬姐妹专

程到会；2011年6月，谢季芸、沈荣槐出席由新加坡书协主持的国际书法

家联合总会成立大会，并同游泰国三日。30多年来，中华台北书法学会历

任理事长陈其铨、连胜彦、释广元、谢季芸以及新上任的沈荣槐，都与新

加坡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陈会长在会上特别强调：“就因为陈其铨、释广元二位同道在1990年

在新加坡与中国的同道，特别是中国书协主席启功先生相晤，从而打开了

海峡两岸书法交流的大门，为两岸的艺术交流，掀开了天窗！我们相信，

新加坡无意中促成的这一历史性大事，将永远载入两岸的艺术交流史册！”

新加坡代表团由陈声桂带团，团员有6人，即：陈朝祥、陈芳华、黄敏

容、陈声月、许彩端、高桂。 

1370  新加坡书协访问闽、潮、粤三地
137001　2013年5月26日至6月1日，新加坡书协闽潮粤访问团一行十人，

在中华台北金门，广东潮州市、汕头市，及广州市四个地方访问。在厦门

时，他们到连氏山庄参观台湾将军书法展。

137002　5月29日在潮州市，创校110年的中国潮汕著名学府韩山师范学院

副院长兼教授庄东红博士，代表院长林伦伦教授将客座教授聘书颁予陈声桂

教授，在场的还有该院党组书记陈庆联教授。

137003　5月30日在汕头市，代表团在张文质及洪泽鸿二人的陪同下，拜访

及参观以新加坡吴氏基金主席吴清亮的母亲、父亲命名的秀英小学、松昌中

学、松昌实验学校、秀英医院及秀英亭。

137004　5月31日上午，代表团前往广东省委大院拜会广东省原省委书记、

原政协主席吴南生。

137005　6月1日，代表团抵达上海，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教授受

邀参加由中国同济大学主催的“从泰戈尔到莫言：百年东方文化的世界意

义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他也应约将书写的行书横披“世界大同”赠

予大会，并在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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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1  陈中参加中国世界杰出青年行
在新加坡中国大使馆的推荐下，38岁的新加坡书协基本会员陈中，参

加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主办的“第九届世界华裔杰

出青年华夏行”。这个活动主要是针对在海外和港澳台生长的华裔各界杰

出青年500人。 

这次活动由2013年5月27日至6月3日，为期一周。28日至29日为国家

领导人接见。开幕式后，知名专家学者进行专题演讲。随后举办世界各地

华裔杰出青年互动交流。陈中为新加坡政府国际企业发展局奖学金得主，

负笈清华大学，获得商业行政硕士(MBA)，目前在北京从商55tuan.com(窝

窝团)。他的作品在1993年参加大阪日本第一届高校生选拔书展获得金牌。

1372  何钰峰出席云南“亚洲书法邀请展”
2013年6月4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副会长何钰峰代表新加坡参加在中

国云南昆明举行的“亚洲书法邀请展”。书展由云南书法家协会联办，新

加坡书协选送陈声桂、何钰峰及陈朝祥三人书作参加。

1373  新马两地书协领导喜相逢
2013年6月25日至8月19日，马来西亚书艺协会在国家视觉艺术画廊举

办“第六届马来西亚全国书法大展”。8月7日，该会邀请新加坡书法家协

会会长陈声桂教授到场演讲“东南亚书法发展概况”。

在演讲前茶叙时，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会长王雅及三位前任会长郑维城、

李汝强，及黄金炳与前秘书长刘顺发也来相会；另一位前任会长钟正川则

于次日中午宴请陈氏。陈君与马来西亚书界关系之深厚，由此可见一斑。

1374  书协派团参加第十一届国际书法交流曼谷大展
第十一届国际书法交流曼谷大展，于2014 年8月14日在泰国中国文化

中心二楼大厅隆重开幕；共有18个地区的书法家提供503 件作品参与本次大

展。配合这次大展召开的第11次国际书法大会也一致决定下一届(第12届)将

于两年后在中国北京举行。 

在同一国际书法大会上，中国书法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兼秘

书长陈洪武 (萧风)也获各国代表一致通过，取代退休的赵长青出任国际书法

家联合总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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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上午10时，泰国前文化部长颂塔耶·坤本为盛会揭幕，随后中国

书协分党组书记陈洪武、中国驻泰文化参赞陈疆、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刘

锦庭、泰国中国文化中心主任蓝素红、泰国泰华书法家协会会长黄汉城相

继致词。六人致词完毕，中国驻泰国临时代办吴志武与各国书会主席或代

表联袂剪彩。 

本次大展循例于首日举行书家雅集，并召开各国代表会议。国际大会

本由泰国泰华书协会长黄汉城与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新秘书长陈洪武联席

主持，但会议一开始，黄氏即委托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教授代表

他主持会议。会议在二陈主持下，进行极为顺利，并选举中国书法家协会

为下一届的主办国。 

新加坡书法代表团由陈声桂及何钰峰担任正副团长、陈朝祥担任秘书

长，团员包括：姚智、许惠珊、罗月秋、萧雅悟、高桂、周德成、林雪琴、

陈秋香、赵善铭、陈星光、谢亚妹、陈楚娟、萧孙庆，共16人。

1375  新加坡派团参加韩国国际名家书艺邀请展
国际书法艺术联合韩国本部(韩国书协)主办的2014国际名家书艺招待

展，于2014年10月14日在韩国庆尚北道醴泉郡隆重开幕，新加坡书协正副

会长陈声桂、林隆惠特往参加。

1376  何钰峰参加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开幕式
2015年4月21日上午，第31届中国兰亭书法节于绍兴举行，新加坡书协

副会长何钰峰特代表新加坡前往参加。

1377  新加坡派团参加北京国际妇女书法展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乞巧情·女儿梦国际妇女书法展”于2015年8

月17日在北京隆重开幕，新加坡派高桂与邓瑞端、沈伶 三人组团前往。

代表团团长高桂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会场与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原

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第一任秘书长赵长

青等人相叙。

1378  何钰峰出席马书协30年庆
应马来西亚书艺协会约请，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副会长何钰峰于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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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专程前往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附近的加影新纪元学院参加该会

30年庆及第7届(2015)马来西亚全国书法大赛开赛典礼。何氏也在会上即席

挥毫及致词。

1379  韩国如初艺术馆面向书法世界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代表团于2015年10月13日应约参加韩国江原道麟蹄

郡“如初书艺馆”举办的“国际书法名家邀请展”开幕典礼。代表团由陈

声桂任团长，团员是林隆惠及高桂。

1380  何钰峰赴京参加张海书法展开幕
2016年3月26日上午，新加坡书协副会长何钰峰赴京参加中国书协原主

席张海的个人书法展——“追梦之旅——张海书法展”开幕礼。

1381  新加坡代表团参加第十二届国际书法交流天
津大展

被称为书法奥林匹克的第十二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于 2016年9月20

日在天津美术馆由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李一揭幕，来自世界19个国家与地

区及京津冀的二百多位书法家、书法工作者，见证了中国书法史上这重要

的一刻。 

由大会约请的各国书法家，于9月19日在北京会齐，20日上午一起到天

津美术馆参加开幕典礼。次日(21日)，由天津(津)转赴河北(冀)参观；复由河

北回北京(京)，于22日举行书家笔会，及举行第12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工作

会议 (即第12次国际书法大会)。 

会议正式通过，由新加坡书法家协会接办第13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预期2018年秋季举行。

由陈洪武主持的这一会议，也审议了各国的提案，包括通过英国诗书画

学会为“协作会员” 。 

由于跟中国的书法界的渊源长达35年，所以新加坡书法团13人特地提

前一天到北京拜访三位相当熟稔的老朋友。 

19日，他们先去沈鹏的家，午饭后，前往张海府上。过后，大伙前往

中国文联前秘书长(中国书协1981年建会时，他任秘书长)陆石的家，拜会

他夫人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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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代表团13个人是陈声桂、何钰峰、高桂、龙丽因、卢焯基、邓

瑞端、罗月秋、王振钦、李志强、马绮玲、萧雅悟、沈伶 ，及林铭法。

2016年9月19日，参加北京第十二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的团员在新加坡书法家协会陈声桂会
长(前排左四)与何钰峰副会长(前排左六)的带领下，拜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第四任主
席沈鹏(前排左五)，得到沈老的热情招待。过后，沈老亲自下楼送别，并在离开前在其寓所外
合照。

2016年9月19日下午二
时，新加坡书法家协会
代表团拜访中国书法
家协会名誉主席、第五
任主席张海，并与张
海(前排中)在其公寓进
门处合影。左四、二为
正副团长陈声桂、何钰
峰。前排左一、五为罗
月秋、高桂，后排左起
卢焯基、龙丽因、马绮
玲、李志强博士、林铭
法、王振钦。

坐井天庭远，观书雨露滋。三餐唯嗜粥，一念不忘诗。搜索枯肠涩，重温旧梦丝。闲来耽异
想，随处启新知。——五律·闲吟 / 丙申 / 声桂兄枉驾 / 请两正 沈鹏 (2016年9月21日晚，年
逾86的沈老托秘书张静及学生张智重送至酒店予陈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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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组建新加坡书法中心
    

 1401　缘起

 1402　洒净、动土

 1403　改建

 1404　筹款

 1405　启用

 1406　开班

 1407　开幕

 1408　碑文

 1409　四任新加坡总统莅临

 1410　四方贵客来访

 1411　历次周年庆祝会

 1412　八届董事会阵容

 1413　邱程光盗名始末

 1414　附：新加坡书法中心简介(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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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1  缘起
140101　新加坡书协从1967年杪筹组时，每周日上午即借用中正中学总校

书法研究会会所及高一G.H 二间教室作为写字、集会、茶叙的地方。

140102　书协于1968年12月13日获得批准注册，并于同月22日礼聘金石

书画家陈景昭为导师后，由1968年12月29日起改用陈氏寓斋莱益路7号(7, 

Lloyd Gardens, Singapore)百虹楼为研究会场，陈氏去世后，百虹楼移去

金岭道72号(72, Gold Hill Avenue)，研究会场因之搬移至新址。

140103　1974年9月8日，书协历经四排坡教育中心(Blk 29，#01-495, 

Outram Park, Singapore 。1974年9月8日搬入)——陈声桂会长私宅(#10-327, 

BIK 506, Bedok North Ave 3，Singapore，1976年3月21日搬入。这期间，

有四位会友送去芽笼28巷38号(38, Lorong 28 Geylang Rd安海公会接受书协

顾问颜绿的书法辅导)。——武吉巴梳路颜氏公会天台(18，Bukit Pasoh Rd, 

1976年7月3 日搬入)。——潮安联谊社(25B, Bukit Pasoh Rd. 1977年8月7日

搬入此社，此社后来与楼下的潮安会馆合并)。

每逢星期日上午九时至十二时，全体顾问与会员、同道，一定聚集在它

的礼堂，互相讨论、观摩、研究，风雨无阻。

这时，书协已搬了六次了。

140104　从1967年筹组到1987年的二十年中，书协不只是当地唯一的书法

组织，也是当地最为活跃的视觉艺术组织。

140105　随着书法队伍越来越大，以及书协出版的书刊与积存的文件越来

越多，书协的确需要一个较大的地方甚至固定的地方。

140106　由潮安联谊社主席林炳文及其好友林国 、辜美作等人介绍去的

潮安联谊社，不只地点适中(在大坡牛车水武吉巴梳路)、地方宽敞【该址

用潮安会馆三楼为社址，有一个大礼堂，三楼阁楼为冷气麻将房，二楼出

租给铮铮丝竹社，楼下(一楼)是潮安会馆会所】、停车容易，而且环境清

幽。每星期天早上，武吉巴梳路一片清寂，可以好好地写字，书协的老顾

问潘受从1979年起，在这里一写便十几年，至1995年，因年岁已大，难爬

楼梯上楼才停止。

140107　但梁园虽好，非久居之家，何况①会馆人事多变、人多嘴杂，一

天，当老一辈走了，壮年人接棒，思路会有不同; ②书协要壮大，应有自己

的“梁山”；③书协展览与比赛的群众性活动积极开展，需要一个行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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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中心等等。

140108　所以，以陈声桂为首的历届书协理事会，均积极地想方设法要

解决会所这一难题。大约在1985年左右，书协顾问、人民协会(Pelople's 

Association)总执行理事长李宗严介绍书协到汤申路上段尾端(即在要转入

左侧万礼路前)的义顺南(Ngee Soon South)旧联络所，以及甘榜景万岸

(Kampong Kembangan)旧联络所、芽笼士乃(Geylang Serai)旧联络所。三

者都因路途或老旧而被婉拒。于是，有心的李总，先将人民协会总部进门

左侧社交联系组后边的旧屋【人协在加冷的总部,原是旧加冷机场(Kallang 

Airport)所在】给书协作为“书刊文件贮藏室”。

140109　几年后，人协改修青年楼完成，又拨出此楼的二楼10号作为书协

的办公室。地方虽只有半间课室那么大，但人协修整得极为精致，只需买

一张挥毫的大桌，一套迎客的沙发，及装上三边墙壁的木制壁橱，便成一

个“家”了。于是书协虽然仍用潮安联谊社为研究会场(该社允许书协摆放

二个铁柜，以贮存挥毫道具及一些应急的文件或纸张)，但1991年8月17日，

也搬入了人民协会总部的“家”。搬后不久，书协还让人民协会的董事会副

主席(主席是总理李光耀)兼劳工部长李玉全“开幕”。

140110　是的，家是小得很，只可容下10人，如陶渊明“审容膝而易

安”，但这是书协的第七站了，多不容易啊【书协于1995年8月27日入住

小坡滑铁卢街48号(48, Waterloo Street)新加坡书法中心，并于9月1日正式

运作之后，遂于1996年9月20日致函人协告予书协将于1997年1月4日将这 

“家”归还人协；贮藏室则仍保存至2011年人协总部搬迁至现址九号乔治

王道(9 King George's Avenue) 】。

140111　1993年5月，成立了两年的国家艺术理事会写信给书协及当时的

六十几个艺术团体(据估计，1993年中期，全国约有艺术团体及仿照西方国

家以非牟利有限公司注册成立的艺术公司合计80家，但到了2015年12月，

艺术社团与艺术公司二者合计，已有1300家。二十几年中的增幅，委实惊

人)，到原公教中学校址(51，Waterloo Street)四楼出席建立“新加坡艺术

区(Art Belt)”的汇报会。

140112　在汇报会上，市区重建局官员介绍，政府准备把三马路(Queen 

Street)到六马路(Selegie Rd)打造为新加坡艺术区，所以，让出Prinsep 

St(布连拾街，俗称六马路)与Selegie Rd(实利己路，俗称七马路)交叉处的

一个二楼店屋(陈声桂按：即今新加坡摄影学会所在)，Middle Rd(密驼路)与

Waterloo Street(滑铁卢街，俗称四马路)的一座旧旅社、一座旧教堂，Qu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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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奎因街，俗称三马路)原St. Anthony Convent(旧圣安东尼修道院毗邻一

座三层楼)(陈声桂按:即后来的戏曲学院)以及滑铁卢街的八间楼房，共12个

单位，作为新的艺术之家。

这样，连同原本在Waterloo Street四马路观音堂对面的Stanford 

Art Centre(史丹福艺术中心)，Queen Street(三马路)街口的新加坡美术

馆(Singapore Art Museum)、新加坡美术馆对面的国家博物院(National 

Museum)，以及先后会座落在Bencoolean Street(明古连街，俗称五马路)

的南洋艺术学院与在Prinsep St的拉萨艺术学院(La-salle Art College),“新

加坡艺术区”可以正式形成了。

140113　在滑铁卢街这个层面，门牌52、54、56三间是分开供选择的。在

现场倾听演讲及放映幻灯片后，新加坡书协同人决定瞄准48号为第一选择，

因为书协这时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书法班机已有二十几个，需要约五间教室才

够安顿；第二选择是60号，再次是42号。

140114　经过两个月的审查，最终书协如愿获得48号，即今天中外闻名的

新加坡书法中心/新加坡书法家协会所在。

140115　谈到滑铁卢街的艺术之家，这里要补说一事：①密驼路与滑铁卢

街交叉处的一个旅社、一教室旧址，后来二合为一，成了新加坡雕塑广场 

(有限公司)；②滑铁卢街52,54,58号，三合为一，建成了新加坡青年音乐家

协会(有限公司)；③滑铁卢街96号因无人(没有一个团体)合格，所以退回市

建局，后者将它转送出去，变成了今日新加坡妇女组织理事会(Singapore 

Council of Women's Organization / SCWO)。它如42号成了 Action Theatre

行动剧场(有限公司)，60号成了聚舞坊(有限公司)。

总括来说，到2000年滑铁卢艺术街形成时，只有五个艺术之家，即行动

剧场(42号)、新加坡书协(48号)、新加坡青年音乐家协会(52、54、56号)，聚

舞坊(60号)，及雕塑广场(155 Middle Rd/ Waterloo Street)。

140116　由于新加坡是个国际大都会，为生计忙忙碌碌的人们，只有在周末

才有暇参与艺术活动(即吃饱买包)，艺术难以当饭，所以到2014年杪，仅有

书协、聚舞坊二家屹立，其它三间已凋零易主了。

申请改建为艺术中心是离不开钱财的，何以像中华美术研究会、新加坡

艺术协会这类老字号，以及新加坡美术总会这类大字号榜上缺名呢？国家艺

术理事会披露，申请之团体或有限公司，均得提呈过去十年的财政进支表及

管理层名单，从中确认申请团体的筹款能力，及管理层的持续性与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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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国家理事会如此小心如此苛求，但不及二十年，五家去了

三，也是笔墨所难以表达的！

140117　在新加坡，艺术事业难为，要身历其境的人才了解，特别是艺

术社团的领导人！试看比这个计划稍早提出的电力站艺术中心(亚迷年街 

Armenian Street)的创办人，策划了五年、经营了五年，刚好十年便下堂求

去，这可作旁证。

140118　领导书协改建48号的陈声桂会长事后多次坦言：这是他一生投入

艺术活动中，最为揪心最为困难的事。

他说：“当时，我在淡滨尼初级学院担任五个主任之一的语文部(编者

按：中、巫、印、法、德、日)主任，也兼任华文科主任，每周得授课12小

时，共有两个进度，一个是高级华文主修，一个是华文副修。除了每天有一

大堆的会议、文件、电邮之外，还有人事、考试、应酬等等得处理。每周在

院的时间是三天长两天短(即三天长天到五点，两天短天到三点)，除了得兼

顾新加坡书协、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二会的正常活动之外，还得参加新加坡

书法中心的工程会议，并开展宣传及进行劝募。这两年中的超量工作，毕生

难忘。所以，我迄今一直感念当时的两任院长耶雅先生(yahya Aljaru)及李家

全先生，给予的多方谅解及行动自由。还有滨初办公厅的印籍职员Devi帮我

接听电话及写下留言，他们是我及书协的恩人兼贵人！”

这里，顺殿一笔，书协在搬入书法中心的这近三十年(1967-1995)，一

直沿用陈声桂的寓所作为注册会址。目前，仍有不少书协早年的出版刊物，

贮在其家中。

国家艺术理事会于1993年
12月13日致函新加坡书法
家协会，决定拨出市区黄金
地带四马路(48 Waterloo 
Street,Singapore187952)一间
战前的旧建筑物给书协作为“
新加坡书法中心”。图为书协
会长陈声桂(左起)于1994年3
月14日陪同两位老顾问潘受、
王瑞璧首次参观这栋大楼之
影。二老之后为理事黄耀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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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同人于1994年3月14日第一次获准进入滑铁卢街48号巡视之影。左起陈
翠春、陈声桂次子陈华、顾问潘受、秘书长何钰峰、会长陈声桂。

1994年3月14日参观即将装修成新加坡书法中心的百年双层独立式旧洋房后，书协负责人及
来宾在楼前留影。左四起新加坡艺术协会会长何和应、书协会长陈声桂、顾问潘受、顾问王
瑞璧、顾问林国 。右二为书协秘书长何钰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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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2  洒净、动土
140201　自1968年12月13日新加坡书协成立起，及至后来的30年中，没有

哪一个事件，可以与新加坡书法中心的建立相提并论。

1993年12月13日(历史上一个美丽的巧合，这一天是书协创会25周年

吉日)，国家艺术理事会致函书协，决定拨出市区黄金地段、素有地王之

称的“小坡四马路地段”——滑铁卢街48号(48 Waterloo Street Singapore 

187952)的一间市值一千四百万元的战前旧建筑物给书协作为“新加坡书法

中心”，以进一步发展书法事业。具体情况如次：

(1) 这是座落在市中心的“地王”地段，即四马路观音堂近邻，新加坡

美术馆、原公教中学的对面。

(2) 它是一幢独立式的战前建筑物，共有两层楼，面积是800平方公尺

(即8888平方英尺sq.ft)，屋身则占600平方公尺(即6666平方英尺sq.ft)，庭

院可停放12部私家车，市价1，400万元。

(3) 它是国家土地局的产业，书协可以使用30年，约满再续。

(4) 国家艺术理事会拨出25万元作为屋身的装修费，不敷的，由书协自

行募捐。

(5) 捐款者可以将支票开给国家艺术理事会或书协，凡开给国家艺术理

事会(转来)者，一律豁免所得税(公司税为27%)。

(6) 书法中心主要包括两部分，一个是展览厅(长21.5米、宽10.5米)，一

个是新加坡书法研究院。展览厅一年可举行五十次书法展；书法研究院设有

五间讲堂，可开设50个班级。

(7) 书法中心也有一会议室、一研究室、一办公室、一迎宾室。

(8) 书法中心可由书协组织一个独立的董事会自己管理。

140202　书协于1993年12月19日回函接受。次年(1994年)1月27日国家艺

术理事会正式向社会宣布此事，书协随即聘请王荣温为义务绘测师，主持

整个改建工程。

140203　1994年3月14日上午11时，书协同人正式打开这座荒芜已有几十

年的二战前老屋，并由四马路观音堂信托、如切观音堂住持周育民师父进

行洒净工作。洒净后，书协同人给这座新加坡第一代建筑物12个字：外观

古朴典雅，内部宽敞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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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以9个月改建为新加坡书法中心的滑铁卢街48号，是座落于国家美术馆的左侧。它于
1994年10月16日上午11时举行动土典礼，预期次年(1995年)6月完成全部工事，图为部份参
加动土典礼的同道在这间战前的独立式洋房前合影。前排右四为陈声桂会长，右二为义务
绘测师王荣温。 

1994年10月16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三位顾问林国 、潘受、王瑞璧(左二、四、五)参加新加
坡书法中心动土典礼后，于前门合影。左起书协秘书长何钰峰、理事吕永华、理事刘维平、副
会长杨应春、会长陈声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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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3  改建
140301　新加坡书法中心的改建工作(即屋身不动，只可改动屋内。屋身

外壳用的窗户拱木及琉璃圆柱等均得照拍下之照片，以相仿的物件加以布

局)，由义务绘测师王荣温执行。至10月初，各种改建工事获得市区重建局

批准后，书协于10月16日举行动土典礼。此后的9个月中，政府、社会团

体、个人均给予新加坡书法中心鼎力支持与慷慨捐助；书协成员，在陈会长

的领导下，从理事到会员，更是全力以赴。他们不仅出资，而且出力，书法

家以握毫之手，挥动铁锹、扫帚，为中心的建设投入了自己的辛苦和汗水。

140302　改建中的中心，共有大小课室五间，及迎宾室、挥毫室、会议

厅、办公室、研究室各一间。五间课室，让书协得以将散布在岛国各处的

50个班级全集合在一起；中心楼下的宽大展览厅，名“李光前堂”，可悬

挂60件书画作品。

140303　改建过程，整个经费的预算，超出了一倍以上，使带头筹款，自

况一无官二无财的书协会长陈声桂十分的困扰：

1. 1993年5月，市区重建局对这项改建工程的估计是55万元。

2. 1994年初新加坡书协举行公开投标，最低标价是69万5千元。

3. 1994年12月新加坡大雨连下两周导致旧墙倒塌，加上通货膨胀与政

府实行消费税，几经周折，必须加倍支付，至少要111万元方可建成。

4. 另加室内装修、铺设庭院及停车场地砖、置添大厦设备等20万元，

是以整座中心之总改建费至少为131万元。

5. 如加适量的家具，非有135万元不可。

140304　经过九个月的马不停蹄地施工，至1995年6月，书法中心的工程已

经进行到了最后阶段，按照华人的习俗，我们于同月18日，再次约请了四马

路观音堂信托委员兼如切观音堂住持周育民师父前来洒净。

140305　1995年8月27日，书协正式搬进了书法中心(即把潮安联谊社的两

个铁橱及其它教学用的文具家私一一搬入，并为整栋大厅挂上各室的名称等

等)。为了使它可以如期在9月1日对外公开开放，当天上午，书协同人“用手

劳动”，把书法中心楼上楼下、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

140306　1995年9月9日，新加坡书法中心正式启用，由于改建费用居高不

下，各种不可预估的费用无日无之，所以前后院及四周的地砖，只好以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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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成，走路颇为不便，一些在书法中心上课的稚龄小孩，往往用脚将碎石踢

入水沟，造成“碎石成沟”的现象。

1996年2月，陈声桂会长约请时任环境发展部高级政务次长的书协名誉

顾问何家良前来参观，并请他关切碎石成沟的情况。何氏因约其选区南洋联

络所主席许哲财，为整座中心的前后院铺上地砖，费用约五万元。铺砖工作

利用当年三月的学校假期进行，为期五日。

140307　这是改建书法中心的重要日志：

1. 1993年12月13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THE CHINESE CALLGRAPHY 

SOCIETY OF SINGAPORE)，收到国家艺术理事会的函件，表示拟将滑铁

卢街48号的一座旧独立式洋房交给书协，以改建为新加坡书法中心；书协

于同月19日复函接受。

2. 1994年1月27日，政府向报界正式宣布此事。书协随即聘请王荣温为

义务绘测师，主持整个改建工程。

3. 1994年3月14日，书协同人第一次巡视书法中心原址，并请如切观

音堂住持周育民洒净。 

4. 1994 10月16日，书协举行了书法中心动土典礼。

5. 1994年12月12日，书协决定第一届董事会人选。26日召开第一次会

议，并于次年(1995年)1月1日上任。

6. 1995年6月18日，改建工程基本完成，书协再请如切观音堂周育民

师父前来洒净。

7. 1995年7月10日，建筑承包商正式将整座建好的建筑物移交书协；书

协即刻进行“入伙证”的申请工作。

8. 1995年8月27日，新加坡书协正式搬入新加坡书法中心办公。

9. 1995年9月9日，新加坡书法中心正式启用，23个书法班同时开课。

当晚适逢乙亥年8月15日中秋佳节，顺举行“新加坡书法中心开放日暨新加

坡书协中秋晚会”，由环境发展部高级政务次长何家良主持仪式，这是滑铁

卢街第一间改建完成的艺术中心。

10. 1995年11月4日，书法中心展览厅——李光前堂正式启用。

11. 1995年11月25日，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许通美教授伉俪率其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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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滑铁卢街48号未重建
前楼下大厨房的原貌。

这是楼下左边通往后院
的通道。左侧毗邻的建
筑物，是将改作戏剧中心
的滑铁卢街42号。

署长联袂前来本中心访问。

12. 1995年11月26日，社会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庄日昆莅访(编者按：

文化处，即后来的国家艺术理事会，当时是归入社会发展部)。

13. 1995年12月2日，书法中心取得公共工程总长发出的书法中心永久

入伙证。

14. 1995年12月13日，四马路观音堂、八十岁老住持陈勤川师父来访。    

15. 在组建书法中心期间，有一件事值得顺为记述的是：1996年1月10

日，已有近30年历史的新加坡中华书学协会(新加坡书协)升格，获政府批准

正名为“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至此，会员总数达420名。

16. 1996年5月27日，新加坡书法中心举行隆重开幕典礼，由内政部长

兼人民协会副主席黄根成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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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院横木堆积、垃圾遍地，一片狼藉。 从正门看这栋旧楼。左边是第一扇门，中间
是正门，右边是窗户。

正门前有一巨石，
是历来我们祖先所
谓的“石敢当”，为
镇宅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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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楼前面天台四周的旧栏杆，早已坏损。

1994年10月16日上午11时动土典礼后，建筑
公司的劳工以传统的“工地拜神仪式”祈求
职工施工期间平安大吉。

这是从楼下向上看二楼已朽的地板。

破烂的楼梯、破烂的窗户。

滑铁卢街48号正门的面貌。右边的墙壁即滑铁卢街52号，即将改做音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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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家协会代主席沈鹏、苏州书法家沙曼翁、沙老公子沙培其(右二、三、四)，在新加坡
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引领下，于1994年10月27日到还在施工的新加坡书法中心参观。

1995年6月18日，书法中心工程已进行到了最后的阶段，按照华人的习俗，书协约请了四马路
观音堂信托委员兼如切观音堂住持周育民师父第二次前来洒净。礼毕，同仁们在前院留影。
前排左五起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务顾问兼书法中心名誉主席林炳文、周育民师父、书法中心
董事主席郑文麟、副主席陈佳模、董事陈利溪、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



687

陈
声
桂

1404  筹款
140401　滑铁卢街48号在1994年3月14日洒净后，书协一方面交托义务绘

测师王荣温进行绘图交图的呈报工作，一方面积极开展筹款工作。

140402 “新加坡书协”成立之初，七迁其址，正是苦于没有一个属于自己

可以永久使用的会址，限制了协会的宏观发展计划。如今，虽有地有房子，

然还需要一番修葺，使能物尽其用。最初，市区重建局对这项改建工程的费

用估计是55万新元。1994年初，“新加坡书协”举行公开投标，则是69万5

千元。后因1994年底，旧墙在连绵大雨中倒塌，加上通货膨胀与政府实行消

费税，改建费猛涨至111万新元。如再加室内必需的装修、铺设庭院及停车

场、添置设备等，总计整座改建费用为130万至135万。筹建这笔巨款本已

不易，要在短期内筹足就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这里牵涉到社会各界人

士对“书协”的社会地位的认同与支持，与此同时也是对“书协”同仁的

凝聚力与理事会的号召力的一次考验。

140403　从国家艺术理事会送出滑铁卢街48号这幢建筑物，已经足以肯定“

新加坡书协”的社会地位，政府率先拨款新币25万元作为装修费，并豁免所

有捐款人士的个人或公司所得税，更进一步说明“新加坡书协”在社会上的

声望。而作为蝉联“新加坡书协”会长一职长达25年的陈声桂，更加明白负

起这次筹款的重大责任。他以其一贯果敢踏实的办事精神，夙夜匪懈，任怨

任劳地率领众理事及会员，于1994年3月开展捐款活动，仅年余就筹得新币

86万元，其中李氏基金主席李成义博士捐款20万元；许兄弟公司报效铺设庭

院及停车场费用5万元；观音堂佛祖庙及茶阳(大辅)会馆各捐款5万元；并有

海外热心团体与个人鼎力捐助，例如：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研究会捐助人

民币10万元(折新币1万7000元)、马来西亚书艺协会捐助新币1万元、(中华

台北)中国书法学会会长陈其铨教授捐助新币5千元、印尼李荣扬捐助新币2

千元、中国福建书家沈岩捐助新币1千元。其余款项，则是社会热心人士、

书协顾问、评议员、会员，及学员捐献的。上述种种，再一次说明“新加

坡书协”享有的崇高社会地位与社会声誉，是毋庸置疑的。

140404　除了以书面及口头的劝募之外，书协也通过一次宴会筹得6万余

元、一次发行地铁卡筹得8万余元。此外，书法中心也在2008年，得到新加

坡原财政部长胡赐道及其兄长胡赐德周纯端伉俪等捐助13万元。

14040401　书协在1995年7月1日晚上举行慈善晚宴，为改建中的新加坡书

法中心筹得了6万余元的装修费。慈善晚宴共开51席，出席嘉宾包括环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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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部高级政务次长何家良伉俪、国家艺术理事会执行局长代表连金水署长伉

俪、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赖祖金伉俪及大使馆秘书与官员8人，华文报业统

筹经理林焕章、书协顾问李卫国、潘受、陈有康、林炳文、李元昱律师、

陈玉书律师，书法中心董事会副主席蔡敷仪、陈佳模、许钟发医生、刘泰

山等等。

14040402　书协于1995年10月8日发行新加坡第一张书法地铁卡——启功书

法地铁卡，获得各界人士的热烈支持，一共筹得新币8万多元。

当天，热心支持书协的公众，在早一天(7日)下午5时半后，便开始前来

中心门外排队，并带了饼干、草席、汽水、被单以供露宿之用。当天新加坡

中英各报、电视台、电台均倾全力报道此事，轰动一时。

8日清晨，只见热烈支持书协的人士，由书法中心一直排至滑铁卢街

口，再右折入海湾大酒店(Bay View Hotel)正门的五马路(即明古连街)。他

们很有耐心地等着、等着⋯⋯2000张限制发行的书法地铁卡，不到二小时

内便被抢光！

所谓启功地铁卡，是面值8元的地铁卡，它与《新加坡三十名家书法

集》是一个配套，这个配套的卖价是50元。购买者人人持着书法集请陈声

桂会长签名，至中午才正式结束。                                                                                            

14040403　名医胡赐德、周纯端伉俪等捐助13万元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于2008年12月13日将新加坡书法中心会议厅命名

为“胡载坤医生会议厅”以纪念一代名医、大坡海山街(Upper Cross Street)

南洋医院创办人胡载坤医生。

在这之前，胡氏之三公子、我国原财政部部长胡赐道博士与其兄胡赐

德医生周纯端伉俪，以及其他兄妹子侄，合捐了13万元，给书协作为运营

经费，令书界同人至为感念！

胡载坤医生在战前是新加坡社会名人，祖籍福建省永定县，原名胡在

坤，1895年12月29日于新加坡出生。他自幼聪颖好学，学贯中西。1915

年考进香港大学医学院；1921年考获医学学士及外科学士学位，返新行

医；1922年，他创设南洋医院，服务社会。在胡氏行医的数十年间，他屡

次参加有关医学及其他学术演讲会或研讨会。

胡氏平日诸事躬亲，热心社会公益，尤其对书画艺术工作者，扶持良

多；80高龄之后，仍悬壶济世。1984年10月23日胡氏逝世，享年8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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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医生和夫人关馥馨育有二女五子，即长女恂如、次女威如；五子赐

德医生、赐明、赐道博士、赐彰、赐 ；其中三郎胡赐道博士曾任新加坡

财政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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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支持书协的人士，由书法中心一直排到滑铁卢街口，再右折入海湾大酒店正门的五马路
(即明古连街)。

书协于1995年10月8日发行新加坡第一张书法地铁卡——启功书法地铁卡，获得各界人士热
烈的支持，一共筹得新币8万多元。热心支持书协的公众人士，在早一天(7日)下午5时半后，
便开始前来中心门外排队，并带了饼干、草席、汽水、被单以供露宿之用。当天新加坡中英各
报、电视台、电台均倾全力报道此事，轰动一时。长长的人龙，由书法中心正门延伸出去，他
们很有耐心地等着、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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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张限量发行的启功书法地铁卡，二小时内被抢光。

面值8元的地铁卡与《新加坡三十名家书法集》是一个配套，这个配套的卖价是50元。图为
观众排队要求书协会长陈声桂在书法集上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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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5 启用
140501　书协耗资135万元改建的“新加坡书法中心”于1995年7月初落

成，经过两个月积极进行“入伙证”的申请工作，8月27日，书协正式搬入

小坡四马路48号(48 Waterloo Street, Singapore 187952)的新大厦办公，9

月1日 开始对外开放。所有的新旧课程，一共23班，于9月9日全部开课，为

新加坡书法的发展，掀开新的一章。

为使关心此中心的人士了解书法中心的发展动向及内部设备，书协于9

月9日晚上6时30分，举行书法中心开放日，暨书协乙亥年中秋晚会，书协

顾问、评议员、会友、同道、支持者及书法中心董事等，特携眷参加，热

闹非常。

140502　提起“滑铁卢”三个字，人们经常联想到的是拿破仑的失败，

如是，凡是以“滑铁卢”命名的街道，或是其他什么的，好像也不见

光彩。香港的Waterloo St,不是译成“滑铁卢街”，而是译成“窝打老

道”，是否避嫌，不得而知，当地人却戏谑为“我打老豆”(“我打父

亲”，老豆意即“父亲”)。然而，若是在新加坡提起“滑铁卢街48号”，

我们获得的是另一个时代的骄傲，另一种激励人心的讯息。隶属新加坡书

法家协会(The Chinese Calligraphy Society of Singapore)之 “新加坡书法

中心”(Singapore Calligraphy Centre)就座落在这里。它的诞生，是新加坡

书法史上的新里程碑。

140503　新加坡书法中心使用之前，其董事会成员先于1994年12月12日

委定，12月26日召开第一次会议，1995年1月1日运作。随着书法中心的启

用，书协也成立书法中心艺术总监会议以策划及执行日常工作。艺术总监

乃由七至九位义务人员组成，至2007年，此会议改为“行政委员会”，其

职能职务一样。但由于工作量越来越大，为长远计，特将行政与专业二者

分开。行政方面，设有执行主任(Chief Executive officer)；专业方面，设有

艺术总监(Artistic Director)。

在过去的二十余年，真可谓：书法中心名扬遐迩，书家知己慕名而来。

140504　世界上第一座书法中心的启用，我们不得不提到陈声桂会长的高

瞻远瞩、胆色与谋略。“新加坡书法中心”纪念碑文有这样一段话：“无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孜孜不倦推广书艺，则无新加坡书法中心；无国家艺术

理事会鼎力支持相助，则无新加坡书法中心；无陈声桂会长倾力奔走，则

无新加坡书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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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声桂又名陈磐，另署游子、苦行僧，生于1948年，广东潮安人，新加

坡公民。1972年毕业于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获得文学士学位。

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建国。1967年底，只有20岁的陈声

桂就以智者的智慧，高瞻远瞩，邀约朱碧妹、杨应春等七人发起成立“新加

坡中华书画研究会”(“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前身)，经过整整一年的努力与

奔波，1968年杪始获批准。

说他们“高瞻远瞩”，因为立国伊始，百业待兴。社会百态如同雾里看

花，时局的发展却是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令人眼花缭乱，一时难辨

真伪。眼光短浅的，或是只顾眼前，或是急功近利。唯有智者独具慧眼，能

高瞻远瞩，陈声桂会长正是这类智者，站得高，看得远。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最重要的因素。人的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社会

的发展。如是，在解决社会上各种课题，朝向国强民富的目标时，百年树人

是一项长远的、不能掉以轻心的工作。国民要具有高素质的内涵，才可能群

策群力，共同建设一个优雅的社会，不会满身铜臭，面目可憎。

中华文化五千年，各类文学艺术的遗产是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精神食粮。其中，书艺是独一无二的瑰宝。尽管有人对走这条路心存怀

疑，认为艺术不能解决民生，书艺更是一门“将死的艺术”。陈声桂会长

却深信这是一条提高人民素质，通向优雅社会的康庄大道。他在成立典礼

上就说过，“中华书画艺术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历史悠久，有其独特的地

位。”“我们与其在茫茫然的万花筒社会中迷惘，倒不如承先启后。”他深

信通过书法可以体现方块字的独特艺术结构，予人一种欣赏的美感享受，从

而提升我们认识并对这一文字产生亲切感与兴趣，促进大家进一步去学习、

掌握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只要持之以恒，必能对社会有所贡献，乃至大放

异彩。日后的事实也证明，70年代华文教育急剧衰退时期，“新加坡书协”

的成立、书艺活动的推广，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逐渐走入低潮的华文教育。

说他们有胆色，因为新加坡立国之前，本是英国殖民地，是英国人控制

下的一个商品转口码头，走的是急功近利的商业路线，文化上实行的是奴化

教育。中华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备受排斥。立国初期，仍未完全摆脱殖民地

文化的枷锁。如是，要在人力、物力、财力都不足的条件下，献身于中华文

化的书画艺术，少一分胆色，恐怕连跨出第一步的勇气也没有。更不要说立

心，乃至以实际行动来打一辈子的持久仗。

年轻人多半有胆色，所谓初生之犊不畏虎，但不一定有谋略。陈声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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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却是一个有谋略的人。他的谋略就是开门办书艺，打破少数人，或有

闲人士左右书艺发展的局面。他坚持一条“还书法于民”的路线，所以书

协在他的领导下，能在逆水中克服重重困难，从小到大，最后赢得新加坡

政府在1983年予以升格 (编者按：由研究会升格为协会)，从而确定了“新加坡

书协”作为全国书法总会的地位。

    所有这些活动说明，成立新加坡书法中心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书法中心不只名扬于新加坡书法发展史，也名载于中华书坛史册。

所有这些活动能有效地进行、开展，说明书法中心是新加坡史上首个组

织健全及完善的书法机构。这个机构的存在，对新加坡书艺的发展必将产生

深远的影响，对整个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推展也起桥梁的作用。

 

耗资135万新元建成的新加坡书法中心，于1995年8月27日启用，1995年9月9日正式对外开
放。门前左右两侧分别是潘受题写的“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和启功题写的“新加坡书法中
心”。新加坡书协于1995年9月1日正式搬入新加坡书法中心。自9月9日起，书协所有的书画篆
刻班级(共23)班，正式在书法中心上课，为书协及新加坡书法发展史掀开新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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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9月9日，新加坡书协为刚修建竣工的新加坡书法中心举行“中秋晚会暨开放日”。由
环境发展部高级政务次长何家良担任主宾。在开幕后，书协会长陈声桂陪同书协顾问潘受
(左五、四)参观大门外他手书的招牌。右一为书法中心董事、国立教育学院讲师张延明副教
授。

1995年11月25日，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许通美教授及五署署长联袂访问新加坡书法中心以
支持及了解第一间在艺术之家计划下完成修建的团体。在离开前，许主席(前排左七)与宾主
同人留影。左三为书协会长陈声桂，左六为书协顾问潘受。



698

陈
声
桂



699

陈
声
桂

1406  开班                     
140601　新加坡书协自1974年开设书法班级至今逾四十年。其历程可简述

如下：

⑴ 新加坡书协在1968年12月13日成立后，便积极发扬书艺。书协的研

究班，开了当代公开传授书艺的先河。

⑵ 1974年书协首次设立了钢笔书法研究班。

⑶ 1975年3月，书协开办毛笔书法与钢笔书法课程。

⑷ 1979年开设了硬笔书法及毛笔书法各2班，共4班。次年，继续开设

毛笔书法班。

⑸ 1981年至1990年，书协与国立大学校外进修系合开书法班，每年四

季，一季数班，长达十年，培育了近千名书法工作者。

⑹ 1985年至1995年，书协与潮安联谊社联合设立“潮安艺苑”，为期

十年，每年四季，每季开设书法班12班，中画班1班，继续培育更多书法工

作者。

⑺ 1985年6月在南洋艺术学院(原称南洋美术专科学校/院)开班。

⑻ 1990年1月1日，新加坡书协成立“新加坡书法研究院”以开展更多

的活动。

⑼ 1995年至2004年在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国立教育学院

中文系开设书法课程。

⑽ 1995年9月9日新加坡书法中心启用，使新加坡28年来的书法活动及

书艺教育进入一个新的里程碑。

⑾ 2005年2月5日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开课。   

140602　目前新加坡书法中心有四十余个书法班级，加上中国绘画班、篆

刻班及中小学语文进修班，一共有50个班，每学段学生人数约560名。

2004年9月书协创办的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也于2005年初在新加坡书

法中心上课。目前，有一、二、三，三个年级共三班，连同荣誉班一班，合

计四班，学生70余人。

因此，在书法中心学习的人数，每季度有630多人，一年四季为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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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次，加上书协的660位会员。书法，在新加坡这么小的地方，是百花齐

放、欣欣向荣了！

140603　平日，书法中心的部分课室也用作个别人士或学校浸濡的研习会

场。

140604　这里有不少退休或在任的政府内阁阁员与国会议员挥毫练字，也有

正规学校的师生租一两个下午做书法工作坊，或国际学校师生借这里开办书

法浸濡班。还有一些路过的国际旅客，喜欢听听书协同人讲解展厅或墙上挂

着的书法作品，观看书法光碟或自己用手写字(Hands on).

140605　来书法中心写字的，在政府内阁当官的有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

兼东北区市长再诺(2007)、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傅海燕(2007)、卫生部政

务部长王志豪(2007)、国家发展部兼贸易与工业部政务部长许宝琨医生

(2015／16)；退休前及退休后前来写字的有原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姚智

(1997)，原社会发展、体育及青年部政务部长符喜泉(2011)，原财政部政务

部长邓思沾(2011)；另有当地巨富吴清亮、四马路观音堂信托委员会主席陈

春金医生等等，也曾在这中心的课室习字(请参阅第04章)。

1407  开幕                    
140701　1996年5月27日下午6时，由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耗资135万元改建

及布局的新加坡书法中心，由内政部长兼人民协会董事会副主席黄根成开

幕，约有600余位来宾出席了这一隆重的盛会。

此次的开幕典礼，可称别开生面。当天，黄根成部长在书法中心庭院的

花丛处放送彩球，并配合鸣枪放射彩带。更难能可贵的是黄部长现场挥毫，

传为当年书艺界的一大盛事。

140702　新加坡书法中心座落于市中心滑铁卢街，原是一座残旧的独立式

双层楼洋房，面积8888平方英尺。1994年1月27日，国家艺术理事会正式

把该建筑物移交给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之后，书协各理事马上积极展开改建

翻新的大计，一方面马不停蹄地进行策划、绘测、督建、设计；一方面夙

夜匪懈地开展筹款活动。在会长陈声桂的领导下，一共筹得101万310元

($1,010,310.00)，连同新加坡书协先付的5万，及许哲财报效铺设庭院四

周地面之费用5万，合计1百10万310元($1,110,310.00)(捐款细目可参阅

本章1408碑文)。

由于各种单据继续如雪片纷飞送至，陈声桂会长因请一基金会、一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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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捐5万，再取出书协最后的老米15万，合计25万元，清还全部账款。所以

新加坡书法中心最终是以135万元建竣！

140703　经过20个月的努力，美轮美奂的新加坡书法中心于1995年8月27

日启用了，楼下是一个宽大的展览厅，名为”李光前堂”，它也可作为演讲

会之用；另有迎宾室、挥毫室、潘受讲堂、颜绿讲堂、贮藏室等。楼上则有

三个讲堂——王瑞璧讲堂、黄勖吾讲堂、陈景昭讲堂，及一个办公室、一个

研究室、一个会议厅。

140704　27日入晚七时卅分，书协特假中国大酒楼举行“新加坡书法中心

开幕典礼谢宴”，感谢各界人士在书法中心修建过程中给以的协助与支持，

新加坡李氏基金主席、大慈善家李成义张治华伉俪也到会，筵开30席，为

况殊盛。

新加坡内政部长兼人民协会副主席黄根成(中)主持新加坡书法中心开幕典礼。右起新加坡
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李氏基金主席、大慈善家李成义博士，国家艺术理事会艺术设施
顾问委员会主席、原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局长刘太格，新加坡书法中心第一届董事会主席郑
文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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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5月27日，在新加坡书法中心开幕礼上，黄根成部长为起倡导作用，特提起已停了38
年的毛笔，写下“祥云”二个擘窠大字。右起专程前来观看夫婿作字的黄夫人、国会议员翁
执中博士、环境发展部高级政务次长何家良、书协副会长何钰峰、李氏基金主席李成义博士
张治华医生伉俪、书协会长陈声桂。

1996年5月27日，当新加坡内政部长兼人民协会副主席黄根成(左四)宣布新加坡书法中心正
式开幕后，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左五)特以该会顾问潘受的行书中堂，奉送黄部长
清赏。左起书协副会长何钰峰、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刘太格、李氏基金主席李成义博士、书
法中心第一届董事主席郑文麟、书协秘书长杨应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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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8  碑文                   
新加坡书法中心纪念碑文              

中华文化，广博精深，而书艺乃其中独一无二之瑰宝。历代名家，独树

一帜，各领风骚。书艺既登峰造极，臻于化境，进而远播世界艺坛，无远弗

届，粲粲然大放异彩。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自1968年12月13日创立伊始，即积极宏扬书艺，一

波接一波，一浪接一浪，不敢怠懈。除举办讲座、书展、挥春比赛外，新加

坡书协本着重实际、不浮夸的精神，于1974年开办书法班，1979年增设毛笔

书法班。1981年书协再接再厉，与国立大学校外进修系联办书法班，每年四

季，一季数班，长达十年。1985年，书协与潮安联谊社开设“潮安艺苑”，

每季四班，每年十三班，为期十年。学员反应热烈，成绩显著。其中能者已

崭露头角，具备一家风范，国人啧啧称羡。为钻研书艺、交流心得，书协于

1990年1月1日成立新加坡书法研究院。理论与实践得以并重，兼善兼美矣。

国家艺术理事会鉴于书协积极培育人才、发扬书艺，为国家文化事业鞠

躬尽瘁，特于1993年12月13日宣布拨滑铁卢街(俗称四马路)48号一战前、富

历史气质之建筑为新加坡书法中心之永久地址。经建筑师王荣温之义务绘

测、历两年之修葺，新加坡书法中心于1995年10月落成，傲然屹立。

无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孜孜不倦推广书艺，则无新加坡书法中心;无国家

艺术理事会鼎力相助，则无新加坡书法中心；无陈声桂会长倾力奔走，则无

新加坡书法中心；然而，向来热心支持艺术事业之机构、商家、社会贤达、

公众人士当仁不让，慷慨解囊，则欣欣然使得新加坡书法中心之落成指日可

待，终于遂愿。幸哉！爱护书艺之我辈；佩甚！支持书艺之贵人商贾。兹录

乐捐款项之芳名、商号、机构以铭谢忱，并资纪念。

捐款＄250000者 国家艺术理事会

捐款＄200000者  李氏基金

捐款＄50000者 观音堂佛祖庙、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

捐款＄17000者  中国教育学会书法研究教育会

捐款＄12000者  林炳文、杨启霖、郑文麟、蔡敷仪

捐款＄11000者  陈佳模、牛车水人民剧场基金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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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10000者  新加坡博彩局、马来西亚书艺协会、刘泰山、曾庆海／

林利群               

捐款＄8000者  如切观音堂

捐款＄7000者  张兼嘉

捐款＄6000者  陈利溪、王龙山、蔡耀兴、曾台邦

捐款＄5400者  王雅娇

捐款＄5000者  陈其铨(台湾)、郭明富、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余大中、

林友兴、王邦文、陈镜洲

捐款＄3500者  符传国

捐款＄3000者  郭锦彪、许钟发、陈声桂／朱碧妹

捐款＄2000者  李荣扬(印尼)、洪树樟、何钰峰、吕永华、杜崇谦

捐款＄1500者   洪福全、王荣温／陈新华、余亚顺、黄雍乐、陈玉书、

刘伟英、傅有权

捐款＄1400者  陈荣华

捐款＄1200者  蔡 萱、吴耀远、陈 凤、邱少华

捐款＄1100者  杨应春

捐款＄1000者  南北武术体育会、王思宗、陈爽洋、谢贵兴、黄寿松、

叶汉源、沈懋兰、林国梁、刘维平、

 新加坡日本文化协会、姚领群、黄天星、沈 岩(中国)、

 苏清吉、释文静、陈维仁、许彩扇、杨应然、梁展如、

朱德发、泛太平洋建筑公司、符懋奋、吕纪葆、

 林国光、陈汉容、林德容／陈明珠

捐款＄800者   李丽萍、黄耀銮

捐款＄700者   李慧玲、陈思平、陈爱玉

捐款＄600者   蔡慕贞、颜慧明、陆汉威、杨天雄

捐款＄500者 罗惜銮、张良材、邵雪白、陈松兴、邹哲明、李武德、

佘月琴、黄丽华、刘友庆、张进宝、郑志高、董乙村、

许梦丰、苏今澜、林启发、曾庆亮、林仪贞、郑汉芳、

杨九塔、王锡财、苏晓燕、Low Kuan Y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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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400者 何玉梅、林子平、王再春、蔡曼 、陈兆祥、王淑霞、

林鸿正、锦昌运动奖品供应公司、吴大

捐款＄300者 李山礼、孙玉兰、冯志和、陈照坤、韩德畴、陈克武、

辜美秀、姚天佑、黄旭亮、王学曾(德国)Yung Meng 

Hup Construction Company 

捐款＄260者 黄翡玉

捐款＄250者 雄利企业

捐款＄200者 谢批纾、陈清福、柯川贵、吴晓燕、黄静瑜、陈赛钻、

 白慕英、符昌桂、颜章楚、林良荣、何 文、陈朝祥、

 谢泽文、陈敬贤、罗炳炎、冯亚兴、余亚良、洪金九、

 梁文生、陈亚狮、卓可思、谭永簪、翁南平、郑淑美、

 周昌嘉、杨丽卿、曹慧林、骆伟权、关元转、陈 中、

陈 华、林振衣、蔡炳新、李元本、林汉精、赖石泉、

 陈振翔、林月娟、张金汉、黄永锡、曾月秋、廖锦源、

 潘怡民、黄雪娥、曾守荫、傅子昭、杨柏森(中国)、

 Goh Kim Ban、Poh Kai Sing、Cheang Lin Thia、

 Eng Sin Renovation (P) Ltd、Siak How Metal Work 

Construction、Kian Hock Construction

捐款＄100者  陈荣照、卢国意、杨慧姿、黄婉秋、黄惜凤、林例锦、

 黄晖钫、游银儿、翁淑锦、赵玉珍、唐梧英、陈美 、

 黄丽芬、孙佩玉、谭国扬、王锡权、何亚欢、谢德成、

 陈月琼、吕静怡、高长泰、王和隆、苏宜权、袁进坤、

 陈洽光、陈国靖、李滨 、刘小英、符貌芩、丘诗铭、

 江妙云、曾庆秀、林爱莲、张志平、吴秀环、陈峰诗、

 林 琳／林湘蒂、陈天成、沈佩琪、林东 、曾潮华、

 吴秀英、梁展铨、吕静葳、李 霞、陈丽珍、周昌炽、

 李伟梁、张华媚、陈华淑、黄孟文、陈启汉、余南龙、

 何华琳、周奕年、邓朱明、林清辉、胡矩湛、林书勉、

 崔 琦(中国)、Chee Swee Ann、Ng Beng Kheng、 

 Ng Beng Kheng、Choe Fei Lin、

 Tham Poh Cheng Engineering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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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50者 范友山、吴金花、成汉通

(捐款总计$864,360.00)

1995年7月1日举行慈善晚宴，收入$64,500.00

1995年10月8日发行书法地铁卡，收入$81,450.00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捐献$50,000.00

何 家 良 次 长 约 请 许 哲 财 报 销 铺 设 庭 院 四 周 停 车 场 之 款 项 ( 约 为

$50,000.00)

(总收入：$1,110,310.00 折美金US$793,078.00)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第28届理事会泐

                                         1996年5月27日

1409  四任新加坡总统莅临
140901　新加坡书法中心启用之后，中外名人纷至沓来，不只成了艺术街

的亮点，也成了新加坡的地标。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除总理之外，三位

副总理黄根成、尚达曼、张志贤也曾光临、第二任总理吴作栋之夫人陈子

玲多次驾临并出任书协荣誉赞助人，以及四任总统先后驾到，其中黄金辉

总统及纳丹总统还携夫人同行。

140902　新加坡第四任总统黄金辉博士伉俪驾临

14090201　新加坡前总统黄金辉博士及夫人于1997年7月25日傍晚参观了

新加坡书法中心。黄博士伉俪对书法中心提供一站式的学书服务，留下深

刻的印象。他们也步入第一讲堂与书法家吕永华指导的学员见面，并逐一

握手及寒暄。

14090202　黄总统于下午6时抵达书法中心时，受到新加坡书法家协会正

副会长陈声桂、吕永华，常务理事杨应然、梁展如；名医胡赐德及周纯端

伉俪等人的迎迓。

14090203　新加坡政府最大的控股公司新电讯集团主席兼南洋理工大学理

事会主席许文辉也到会。

14090204　黄前总统先到书法中心李光前堂，随后步上中间的楼梯。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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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先到会议厅，观赏黄前总统四年前与书协会长陈声桂在总统府的合影，

及其夫人于1990年主持新加坡书协“第一届全国妇女书法展”的照片。接

着，他在楼上办公室及四间讲堂一一驻足参观。半点多钟后，他沿后院楼

梯下楼。近45分钟的漫步，黄博士伉俪对他们眼中的“年轻朋友”以二十

个月建立起来的这座新加坡书法中心，赞美及赞叹兼而有之。

14090205　 在楼下第一讲堂，一位在淡马锡理工学院担任讲师的外籍学

员，及其他十余位学员，对黄前总统伉俪的平易近人，发出“人民的总统”

的声音。

黄前总统是新加坡第四任总统。共担任了总统两届，时间长八年余，

至1993年9月首任民选总统王鼎昌上任后才卸下子肩。他原是当地唯一英

文日报海峡时报的总编辑，曾任新加坡广播局主席、驻马来西亚大使、驻

日本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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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903  第一任民选总统王鼎昌驾临

14090301　新加坡总统王鼎昌于1999年5月28日下午四时莅临新加坡书法

中心访问。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主席刘泰山、新加坡书法家协会正副会长

陈声桂、吕永华，秘书长杨应春，常务理事何钰峰、杨应然、梁展如、符

传国、王振富，理事陈朝祥、吴秀英、吴世忠及陈泗光等二十人，热烈款

待了王总统。

    陪同王鼎昌总统莅访的有总统副官里札、国家艺术理事会执行理事长

朱添寿、副署长陈铭禧、许碧芬、助理署长林三美，及艺术促进官詹丽彬。

14090302　王总统在刘泰山、陈声桂等人引领下，先看了书法中心大厦入

口处的书协会徽、书法中心落成纪念碑文，然后步入李光前堂参观“中国

五省妇女书法展”。

14090303　在李光前堂，书协以茶水糕点招待了王鼎昌总统。陈声桂会长

将文房四宝、书协30周年特刊、书协30年活动唯读光碟，亲送王总统。陈

会长也以其四尺行书中堂“鼎”(小字：鼎新革故，万物以昌)送赠王总统。

心情愉快的王总统在欣赏了陈声桂的擘窠大字后，特请陈会长取出他书写         

“鼎”字用的特大楂笔一观。

新加坡前总统黄金辉博士(右)与夫人于1997年7月25日傍晚抵达新加坡书法中心访问。甫出
车门，即得到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左)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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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90304　王总统在步入四马路观音堂挥毫室时，观看了时任第二副总理

的他于1990年12月18日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院主持新加坡书协主办的“第一

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开幕礼时，在世界各国书法界领袖面前所写的四尺

行书对联“笔飞墨舞我岂敢，会聚佳客才是乐”。

14090305　王总统从挥毫室途经走廊步上二楼时，驻步观看了在李光前堂

外的陈声桂行书瓷盘唐诗七绝，及潘受行书中堂题黄鹤楼。步上二楼，王总

统先看映入眼帘的中国人民日报社长邵华泽，及中国文联党组书记高占样分

别在书协挥写的行书中堂。在看到中国大画家关山月、黎雄才，与新加坡名

画家黄葆芳、名书法家潘受合作的五尺横披“松竹图”时，王总统说：这幅

大画的价值很高(编者按：潘、黄、关、黎、四老已作古)。

14090306　在书协办公厅门外稍停之后，王总统步入了书协会议厅观赏书

协的重要历史性图片。这些图片包括王总统当年主持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

大展开幕时挥毫、前总统黄金辉伉俪访问新加坡书法中心、李光耀任总理

时在总统府接见日本每日书道会书法代表团等等。

他对其前内阁同僚、现任内政部长兼人民协会副主席黄根成在书法中心

开幕时所挥写的四尺行书中堂“祥云”赞叹与惊讶兼而有之。

14090307　随即，王总统观赏了中国书协前主席启功的四尺行书中堂，并

在书协的嘉宾名册上签名。

14090308　王总统关切地问起书法中心的收支情况。陈声桂会长说：书法

中心目前一共开设27个书法班级，每年四季，一季十周，学员的费用、及

李光前堂的租金，基本上可以应付讲师的车马费，以及中心的租金、保险、

冷气、保养、水电、电话、字帖、纸、墨、砚、 布、邮费、茶水、复印、

灭白蚁等种种开支，唯独两位受薪职员的年薪四万余元，得年年向书法中心

董事及热心人士劝募。

14090309　陈会长特别向王总统提到：李氏基金主席李成义博士、及四马

路观音堂的已故住持陈慎谦居士，对书法中心的发展至为关心，他们常常

静静地把款项送来帮助我们。

14090310　在离开书法中心之前，王鼎昌总统与书法中心及书协的陪同人

员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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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904  第二任民选总统纳丹驾临

14090401　新加坡总统纳丹为第七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揭幕

1409040101 “第七届国际书法交流新加坡大展”于2006年3月10日下午4

时由新加坡总统纳丹揭幕。为起倡导作用，时年82岁的印裔国家元首，也

在剪彩之后以椽笔当众挥毫写下“丹心”二个大字。

1409040102　中国大使张云、文化参赞朱琦博士，法国大使雷欧、王秀惠

伉俪，马来西亚经济参赞惹米 (Jamil Derus Ahmad) 等国使节，新加坡国

家艺术理事会主席郑维荣与40余位本地书家，200余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书

会代表，以及当天莅会的200位嘉宾，合计500人，在新加坡书法中心李光

前堂，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1409040103　 大会主席、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教授在开幕礼上代

表大会赠送行书中堂“一片丹心照汗青”予纳丹总统。

1409040104　开幕礼后，纳丹总统与全体到会的书家合拍集体照，与各

国各地的代表团、新加坡书协理事会、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会、七届大展

工委会、七届大展赞助人、书协办公厅人员一一拍照，费时一个小时又一

刻，殊为难得。

1999年8月1日早上10点，陈声桂会长率领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同人集体前往新加坡总统王鼎
昌私宅大威园1号凭吊王夫人林秀梅。陈声桂会长(左二)手扶王鼎昌总统向到场的书协理事
致意。背向镜头左起三人为常务理事兼研究部主任何钰峰、副会长吕永华、副秘书长符传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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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90402　纳丹总统为第二十七届新加坡书法年展剪彩

1409040201“总统挥毫为慈善暨第27届新加坡书法年展”于2007年5月10

日在新加坡书法中心李光前堂揭幕，新加坡总统纳丹亲临主持仪式并当众

挥毫。他的书作“仁心”，被四马路观音堂以10万元之高价买下，创下本

地书法作品售价最高纪录。当年筹得的善款为31万1430元。

1409040202　这是当选第二、三任民选总统的纳丹第二次驾临新加坡书法中

心，当日陪同出席的有总统夫人乌美拉(Urmila)、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兼东北

区市长再诺、卫生部政务部长王志豪、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傅海燕、新加坡

国家福利理事会会长郭守仁等。同时见证这历史性一刻的还有各赞助人士或

机构代表、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理事、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及参展书家们。

总统挥毫为慈善暨第27届新加坡书法年展”于2007年5月10日在新加坡书法中心光前堂揭
幕，新加坡共和国总统纳丹特亲临主持仪式并当众挥毫。他的书作“仁心”，被四马路观音
堂以10万之高价买下，创下本地书法作品售价最高纪录。今年筹得的善款为31万1430元。
当日陪同纳丹总统(左三)出席开幕礼的有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兼东北区市长再诺、卫生部政
务部长王志豪、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傅海燕(左五、六、二)。左一为总统夫人，左四为国家福
利理事会会长郭守仁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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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905　陈庆炎总统莅临新加坡书法中心访问

14090501　新加坡第四任民选总统、原副总理陈庆炎博士，于2011年8月

5日傍晚六时，莅临新加坡书法中心为“2011年黄金岁月书法展”揭幕。

14090502　陈庆炎博士是于2011年8月27日当选为新加坡第三任民选总统

的，为期六年。之前的两位民选总统是王鼎昌，任期6年；纳丹任期12年    

(两任)。

14090503　8月5日当天，二百嘉宾云集。莅会的包括新加坡原财政部政务

部长邓思沾，中国驻新加坡公使衔参赞戴兵，新加坡新闻、通讯与艺术部

高级司长廖俊文，新加坡华文报业执行副总裁萧作鸣、副总裁林焕章，人民

协会原总执行理事长现任外交部副常任秘书李宗严、人协原副总理事长陈敬

贤，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荣誉校长古兆娇、周纯端、教授苏新鋈博士，新加

坡书法中心董事主席杨应群、名誉主席郑文麟、杨民献博士、陈森富、副主

席陈佳模、董事兼义务秘书刘炳杰、董事陈振光等等。 

14090504　5点50分，当陈博士抵达新加坡书法中心时，书协会长陈声桂、

常务理事兼工委会主席孟莱妮等人引导他参观整栋大楼并在二楼会议室茶

叙。茶叙时，陈博士对书协40余年的工作成绩诸多赞赏。

14090505　书协常务理事兼工委会主席孟莱妮主持这次的仪式。她说：      

“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教授向我提及，在1995年，当这幢大楼重

修之后，已故国会议员翁执中博士曾邀得陈庆炎博士为这幢大楼主持开幕

典礼。陈博士是当时国家的副总理，碍于官阶过高，国家艺术理事会认为

不宜请他担任主礼嘉宾；再加上沿着四马路艺术街改建的其他艺术中心尚

未修毕，故改请当时内政部部长黄根成先生前来主礼”。

14090506　孟莱妮小姐说：“我知道陈博士素来对中华书法有极浓厚的

兴趣。在2000年2月9日陈博士六十大寿那天，三巴旺集选区的全体议员及

民众替陈博士安排了一个大型寿宴，特别邀请陈声桂教授现场写了一个大         

‘寿’字作为贺礼。在2001年7月7日，陈博士主持维多利亚初级学院校庆

时，也接受院方以陈声桂会长的书作‘高歌取醉’作为纪念！‘高歌取醉’

这诗句是来自李白的名诗‘南陵别儿童入京’” 。

14090507　孟莱妮小姐说：“过去多年，我们非常荣幸地得到三位总统莅

临新加坡书法中心探访，即前总统黄金辉先生、首任民选总统王鼎昌先生和

现任总统纳丹先生，他们前来，均为新加坡书法中心增辉，如果陈庆炎博士

于本月杪当选，新加坡书法中心，将有四位总统驾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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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90508　孟小姐也提及新加坡书协目前有660位会员，及500余位学员，

这些学员，来自五湖四海。

14090509　当书协会长陈声桂教授在会上致词时，已是下午6点25分了。在

仪式结束前，陈声桂会长以“国以贤兴”行书中堂相赠。对于陈会长书作，

他一再发出“Wonderful”(妙极了)的赞声！在陈博士剪彩后，他浏览了会场

全部61件作品，并与参展者及其家属或友人一一在作品前留影，情至欢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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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  四方贵客来访              
141001　新加坡书法中心从1994年初宣布即将组建，至1995年9月启用，

至1996年5月正式开幕，是书法界甚至艺术界一件划时代的盛事，不但在

新加坡引起轰动，随着新加坡书协与世界各地的书界艺界广泛交往，也令

世人瞩目。不少国内外政艺文工商各界名士，都先后光临【本章只介绍新

加坡四任总统(请参阅本章1409)及若干重要宾客莅临。至于详细名单，请

参阅第11章】。

141002　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许通美教授来访

国家艺术理事会第一任主席许通美教授及李顺福、刘进才、张夏帏、

连金水和许国华等五位署长，于1995年11月25日中午莅临刚修葺完成的新

加坡书法中心访问，他们受到新加坡书协会长及全体理事的热烈欢迎。过后

他们巡视了整座中心的实况，也参观中心里的一项书展。当天许主席的夫人

及书协三位年老的顾问都出席了这一聚会，他们是85岁的潘受、93岁的王瑞

璧、79岁的黄国良，过后主宾双方在皇廷酒楼共进午餐。

141003　中国驻新特命全权大使傅学章莅临

中国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业余书法家傅学章，在其文化参赞赖祖金

陪同下，于1996年2月28日专程前来新加坡书法中心访问。

141004　国家艺理会艺术设施顾问委员会主席刘太格到访

1996年5月9日，担任国家艺术理事会艺术设施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刘太

格(不久后接任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在国家艺术理事会艺术设施署署长许

国华等人陪同下，专程前来新加坡书法中心访问，受到新加坡书协多位理事

的热烈迎迓，他们包括陈声桂、杨应然、符传国、余亚顺、朱碧妹，及前来

书法中心洽办事务的新加坡艺术总会理事兼新加坡美术总会会长许延义。

141005　新加坡新闻与艺术部常务秘书陈振忠准将来访

新加坡新闻与艺术部常任秘书、我国新闻事业与文化活动的老总陈振忠

准将于1996年6月14日莅临新加坡书法中心。陈准将对书法中心之改建、设

备、开设的班级，及展开的活动，诸多赞许。临别时，他郑重地说：“他日

我将回来这儿学习书法”。

陈准将是在我国艺术理事会执行理事长符名梁、艺术设施署署长许国

华、副署长陈铭禧(Stacy Tan)、助理署长郭茵茵等八人陪同下，于当天下

午3时抵达书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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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声桂会长等人引领他们一行参观了整间书法中心。最后，大家在二

楼会议厅稍歇及对话。

在半小时的逗留中，陈准将对新加坡书法事业的学习与开展，不时流

露出关切的语气。

141006　新加坡国会新闻与艺术委员会主席周亨增来访

新加坡国会新闻与艺术委员会主席周亨增一行，于1997年5月14日专

程前来新加坡书法中心访问。周先生说，他这次前来，为的是获取“基层

经验”，也就是亲身了解民间团体在自力更生的情况下，如何有效的运作

及维持的经验。

也是尤诺士集选区国会议员的周亨增说，国会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向部

长反应民情、进行回馈。他希望书协，或其他文化艺术团体有何难题，可直

接向他反映，如有需要，它也可将民意带入国会。

周氏也赞誉书法中心在过去短短20个月中取得不俗的成绩。他说，目

前中心生气勃勃，令人快慰。

周氏一行，也在为5月尾国会辩论总统施政方针，及7月国会辩论新财

政年度各部门开支预算作准备工作。

随同周氏访问的国会新闻与艺术委员会委员有赖文龙(武吉知马集选区

议员)、成汉通(宏茂桥集选区议员)、雅国博士(惹兰勿刹集选区议员)，及

咨询委员韩福光、林金发、Raman Daub 等。此外，新闻与艺术部副常务

秘书朱发民、国家艺术理事会正副执行理事长符名梁、朱添寿(兼艺术设施

署署长)、三署署长刘进才、张夏帏、连金水，及艺术设施署副署长陈铭禧

等高官也随行。

较早时，书协在李光前堂举行了欢迎仪式，由书协理事陈长平医生简介

情况、主宾周亨增主席致词，随后是对话与茶会。

在陈声桂会长等人的引领下，国会代表团一行参观了李光前堂陈列

的“中国浙江六十家书法展”的作品，及挥毫室、讲堂、研究室、会议厅

等设备。他们也在其中二间讲堂分别了解书法中心少儿书法班，及特选青

少年书法班的部份学员学习的情况。

在参观完整座中心后，宾主在前院留影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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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07　吴作栋总理夫人来访

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夫人陈子玲，于2000年8月26日下午四时，前来新加

坡书法中心主持“第二届全国妇女书法展”开幕典礼。

共有64位妇女书法家及妇女爱好者出品参加这一书展。当天出席的有，

新加坡华文报业集团总经理(编辑统筹部兼发行部)萧作鸣、四马路观音堂佛

祖庙主席陈春金医生、国会议员成汉通等二百余人。中国大使馆领事处一等

秘书房利伉俪、文化处秘书朱琦、新华社驻新社长朱昌都伉俪等诸多各界嘉

宾也参与盛会。

吴夫人在剪彩之前也接受了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赠送的四尺

中堂“卧听”(卧听萧萧雨打窗——苏东坡句)作为纪念。开幕后，她也参观

整座书法中心、与书协及全体参展者分别合照，以及亲切会见应书协邀请刚

于24日到新加坡访问的《中国艺术报》代表团李树生(树声)、张荣生、吕凤

波，并与他们合照留念。

141008　中国文联机关报《中国艺术报》代表团莅访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联)机关报《中国艺术报》的一个三人代表

团，于2000年8月24日晚抵达新加坡访问，为期6日。中国艺术报代表团是

由总编辑李树生(树声)率领，二位团员是张荣生(荣升)及吕凤波，他们于26

日参观了新加坡书法中心。

141009　曾士生次长率领华社联络组国会议员来访

2000年8月29日下午6时，新加坡总理公署兼卫生部政务次长曾士生率

领华社联络组四位国会议员在书法中心与艺术界同道对话。这四位议员是

贸易与工业部高级政务次长陈原生、洪茂诚、成汉通，及吴俊刚。

较早时，他们五人在书协会长陈声桂引领下参观了整个书法中心，并对

新加坡书法中心迅速成为名副其实的书法中心表示赞赏。

在对话会结束后，次长们及议员们也一起参加书协特设的自助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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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月15日，新加坡交通部兼新闻、通讯与艺术部高级政务部长许文远(左七)、新闻、通
讯与艺术部政务次长雅迪曼·尤索夫、常务秘书陈振南博士、副常务秘书朱发民(左十、九、
六)，在新加坡书法中心前院与新加坡书法中心同人合影。图中行书中堂大字“远”为陈声桂
会长(左八)送予许文远部长之新作。

2004年2月15日，现任财政部长、时任贸易及工业部常任秘书的王瑞杰与其夫人(时任卫生部
副常任秘书)章慧霓及其男女公子一家四口，到新加坡书法中心观看“潘受遗墨展”。图为王
府一家及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右一)在新加坡书法中心门口相见欢！陈会长是于1990年与
王氏结识的，当时王氏担任裕廊警署署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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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  历次周年庆祝会         
141101　新加坡书法中心庆祝成立五周年

14110101　新加坡书法中心一共举行了三次周年庆祝会。2000年9月8日下

午七时，新加坡书法中心在李光前堂举行五周年联欢晚宴，主礼贵宾是总理

公署特委政务部长姚智。

14110102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借此宴会，颁发了16个“2000年陈景昭书法

奖章”给在本地书坛有一定名望与水平的知名书法家。

这16个人是陈声桂、杨应春、朱碧妹、杨应然、何钰峰、吕永华、徐

祖 、黄国良、王思宗、周昌嘉、陈建坡、许梦丰、黄明宗、黄寿松、曾

守荫，及林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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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昭书法奖章”源自“陈景昭书法优秀奖”，由书协于1987年设

立。这个奖章每年在“新加坡书法年展”中颁发给那些特殊和有才华的新

一代生力军。2000年7月，新加坡书协为了提升此奖章为新加坡书协给予

新加坡书法界的最高奖项，决定改称“新加坡书协陈景昭书法奖章”，简

称“陈景昭书法奖章”，并照例于每年举行之“新加坡书法年展/新加坡现

代书家作品展”颁发。

这次得奖的16人，其中6位因担任书协理事而与此奖无缘；另10位则是

书法界的名家，他们过去没有参加角逐这一奖项。

14110103　当晚，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以行书中堂“松风”赠送

予姚智部长。

14110104　此联欢晚宴共开35席，于书法中心前院并沿滑铁卢街左侧摆

设，为况殊盛。

141102　新加坡书法中心庆祝成立十周年

14110201　新加坡书法中心于2005年9月10日在新敦煌海鲜城设宴35席，

庆祝创立10周年，当晚之主宾为中国驻新加坡公使衔参赞黄勇。

14110202　当晚，书法中心过去的三任主席郑文麟、刘泰山、易峥嵘，及现

任主席杨应群均到会。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兼领事向山、新加坡艺术总会会

长何家良、国立新加坡大学中文系主任李焯然教授、原文化部文化处长黄友

江、著名西医陈镜洲博士等均莅会。觥筹交错，极一时之盛。

14110203　以135万元建成的新加坡书法中心于1995年9月9日启用，经过

了10年的营运，现在共开设了近50个班级；东南亚第一间老年书法大学也

在这里开课；许多展览、赛会、示范，也在这里举行。

14110204　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主席杨应群及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

桂分别在会上讲话。

14110205　杨主席说：经过了37年的经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已在海内外

建立了品牌；而创建10年的新加坡书法中心，也成为新加坡的一个亮点。

每年有不少路过、定居，或游览的外国人，都特地到中心，在启功或潘受

两位先生生前所写的牌匾前拍照留念。其虔诚的行径，与教徒朝山膜拜几

乎是一样的！

他说，十年来，新加坡书法中心一共经历了四任董事会。值得庆幸的

是，主持日常行政工作的书协会长陈声桂兄与各行政委员，都能脚踏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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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节流。所以，书法中心运作了九年，每年赤字不大，只有5千元左右，

若以一年书法中心上课的学员二千人次计算，每人只不过补贴区区的二元

半而已。即使我们再请一位职员，一年也只不敷2万元之谱，环顾周遭的姐

妹艺术团体的入不敷出，我们的运作与补贴是很低的；而相对于滨海艺术

中心一年国家得津贴不敷近四千万($4,000万元)，更是九牛一毛。

杨应群说，较诸国防、教育、卫生、交通及其他民生问题，政府对艺术

的拨款是有限的。因此，全国性的艺术机构，即使是滨海艺术中心、国家交

响乐团、新加坡华乐团等等，均仰赖民间机构或热心人士的鼎力支持！各区

的民众俱乐部、学校，部分的法定机构、官方组织，也都成立董事会或咨询

委员会，来共同研究与策划筹款的工作，让全国上下，发挥有钱出钱有力出

力的精神，从而减轻政府的负担。因此，他希望大家本着乐善好施的美德，

每年都能把个人用剩的、多余的，捐出一点来给书法中心。让中心的营养更

加丰富，成长得更加健康！

当晚，主宾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公使黄勇主持切礼糕仪式。

141103　新加坡书法中心庆祝成立二十周年

14110301　2015年11月1日，新加坡书法中心在李光前堂庆祝成立20周年，

当天的主宾是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荣誉赞助人、新加坡荣誉国家资政吴作栋之

夫人陈子玲律师。吴夫人在会上颁发新加坡书法中心20年金奖章予林炳文、

陈佳模、刘泰山、陈声如、陈声桂，及许钟发六人。

14110302　仪式之后，新加坡书法中心在富临酒家阿一鲍鱼举行20周年午

宴，宴开十席，嘉宾云集，包括前高级政务部长姚智、前高级政务次长何

家良、原建屋发展局/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刘太格、新加坡华文媒体集团执

行副总裁陈康威、新加坡政府投资集团联席主席、董事总经理兼总投资官

(GCLO)林昭杰、国家实验室总裁郭锦彪等百余人。宴会全场由杨应群主席

报效，场面热烈。

14110303　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会主席杨应群在会上说：1.新加坡书法中

心在这20年走过的步伐是比较曲折的，也是比较辉煌的。2.说它曲折，是因

为它是一个民间社团，要维持一时容易，要维持长久困难！社团一般上需要

两才，第一是钱财，第二是人才。钱财方面，书法中心在过去的二十年，得

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善长仁翁及机构组织的支持，特别是国家艺术理事会、李

氏基金、观音堂佛祖庙、新加坡华文媒体集团，以及包括跟我一起担任董事

的许多人士，及陈会长的许多学生。说到人才，现任新加坡书协会长兼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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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艺术总监的陈声桂教授四十余年来网络广阔，很能团结与动员朋友及学

生，不时增加义工队伍，加强领导阵容，这是极为难能的！3.说它创建了辉

煌，是因为20年来，它不只是滑铁卢文化街的亮点，也是新加坡艺术圈的亮

点。过去20年，世界各国，超过30个国家的同道先后前来参观访问，使这一

栋小楼欣欣向荣。一个机构好像是一座庙堂；一个庙堂，若有一个德高望重

的住持，香火便会旺盛，新加坡书协会长身上尽是闪闪的奖章，有了他，近

悦远来，热闹非常！

14110304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兼新加坡书法中心艺术总监陈声桂在会上

致词说：1.建立新加坡书法中心，而且是建立在市中心之内，是大家意想不

到的事。过去，我们只是幻想也许有哪一个先生，或是长者，在新加坡的什

么地方，给我们一个小地方，让我们作为运作中心，以协调一年中的许多比

赛与展览，并与全国各院校、会馆、联络所保持联系；再有可能的话，将它

作为开会场地及储存文件之用。现在既然政府给我们这个良机，于是我们就

不顾一切，决心完成这一工程。其实，当时我们在人民协会总部，已经有一

个小小的会所了。如果不是为了理想，不一定要建设这座中心。回忆当时建

设这座大楼，可以说用尽了所有的关系，历经了千辛万苦。2.我要在这里特

别感谢李氏基金的正副主席李成义博士、李成智博士，他们对书协四十年来

的不离不弃，对于这栋楼，他们所捐的，不会少过国家艺术理事会所捐的！

我们也感谢观音堂佛祖庙已故住持陈勤川居士，及现在的信托佘月琴居士，

他们帮助我们克服了许多经济上的困难。当然，世界各地书友的相助，也使

这座大楼添上了不少砖瓦。3.这二十年来，我们尽心尽力地去运作它，目前

每年四季各有五百多位学生，一年有两千多人次。我们也在这里开设了东南

亚第一间老年书法大学，至今运作了11年，共有四个年级，学生年龄大者

93岁，小者37岁。这些学生什么行业，什么学历都有。每周我们也接待数

批中外同道或旅客！4.如所众知，长期维持一个团体是非常不容易的，特别

是在现今的社会，要找义工长期工作，并非易事，所以我们改变过去用人的

方针，长工短工都要。也许，这是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一起来，一人

加一点柴，长的短的、大的小的，火焰就会越升越高，因而造就了我们今天

书法中心的辉煌。5.我们感到非常骄傲的是，中国书法家协会历任的主席，

除第一任年纪比较大的之外，其余四任都来过书法中心，有三位至少来了两

次；还有韩国、日本、香港、中华台北(台湾)、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

地的书协领导们，也都来过这里，我们切切实实做到滑铁卢街48号是新加坡

书法中心，也是亚洲甚至是世界的书法中心。6.借此再一次感谢吴作栋夫人

的光临，还有过去来过这里的四位总统、三位副总理及新加坡一半以上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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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成员；此外，社会名流，包括公认的大富豪李成义、吴清亮等人多次来访

及在这里上课，也使到新加坡书法中心一日比一日，一年比一年更光辉、更

璀璨！7.希望我们再创造一个二十年的辉煌！

1412  八届董事会阵容                                                
A) 第一届董事会(01.01.1995—31.12.1997)

第一届董事会于1994年12月12日委定，26日在人民协会总部举行就职

典礼及第一次会议，1995年1月1日上任，共有28人及1位义务秘书，任期

三年。即

名誉主席： 杨启霖、林炳文

主席： 郑文麟

副主席： 蔡敷仪、陈佳模、许钟发专科医生、刘泰山

董事兼义务秘书：杨应春

义务秘书： 黄雍乐

董事： 曾台邦、蔡 萱、张兼嘉、曾庆海、王龙山、蔡耀兴、符传国、

 王荣温、符懋奋(亚庄)、陈汉容、陈玉书律师、郭锦彪、

 刘伟英副教授、陈爽洋、陈有康、陈声桂、何钰峰、王雅娇、

戴华成、林友兴

B) 第二届董事会(01.01.1998—31.12.2000)

第二届董事会于1998年1月1日上任，共有33人及一位义务秘书，任期

三年。即

名誉主席： 林炳文、郑文麟

主席： 刘泰山 

副主席： 蔡敷仪、陈佳模、许钟发专科医生、曾台邦

董事兼义务秘书：杨应春

义务秘书： 黄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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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蔡 萱、张兼嘉、曾庆海、蔡耀兴、符传国、王荣温、

 符懋奋(亚庄)、陈汉容、陈玉书律师、郭锦彪、陈爽洋、陈有康、

 陈声桂、何钰峰、林友兴、陈镜洲医学博士、郑维诚专科医生、

张延明副教授、王振富、吕永华、符国标、易峥嵘、沈懋兰、

 吴耀远、刘升谚

C) 第三届董事会(01.01.2001—31.12.2003)

第三届董事会于2001年1月1日上任，共有30人，任期三年。即

名誉主席： 林炳文，郑文麟、刘泰山

主席： 易峥嵘

常务副主席： 陈佳模

副主席： 蔡敷仪、许钟发专科医生、曾台邦、杨应群

董事兼义务秘书：杨应春、王振富

董事：蔡 萱、张兼嘉、曾庆海、蔡耀兴、符传国、符懋奋(亚庄)、

 陈汉容、郭锦彪、陈声桂、林友兴、陈镜洲医学博士、

 郑维诚专科医生、张延明副教授、符国标、吴耀远、刘升谚、

 李焯然副教授、梁华森、王为森

D) 第四届董事会(01.01.2004—31.12.2006)

第四届董事会于2004年1月1日上任，共有25人，任期三年。即

名誉主席：          林炳文、刘泰山、易峥嵘

主席：     杨应群

常务副主席：     陈佳模

副主席：    许钟发专科医生、曾台邦、佘月琴

董事兼义务秘书：梁华森

董事： 曾庆海、符传国、梁懋奋(亚庄)、郭锦彪、 陈声桂、林友兴、

 陈镜洲医学博士、郑维诚专科医生、王振富、符国标、吴耀远、

 刘升谚、李焯然副教授、王为森、郑德铿、颜挺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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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第五届董事会(01.01.2007—14.11.2009)

第五届董事会于2007年1月1日上任，共有33人及1位义务秘书，任期

三年。即

名誉主席：林炳文、刘泰山、郑文麟、古兆娇、汪非、陈森富、            

杨民献博士

主席：      杨应群

常务副主席：   陈佳模、佘月琴

副主席：   林承嵘、许钟发专科医生

董事兼义务秘书：梁华森、刘炳杰

义务秘书：    林书奋

董事： 郭锦彪、林友兴、郑维诚专科医生、刘升谚、符亚庄(懋奋)、

 陈声桂、陈镜洲医学博士、李焯然副教授、吴耀远、颜挺尧、

 王为森、郑德铿、符国标、曾国祥、沈石麟、林 尔、蔡良乾、

廖振福、陈振光

E) 第六届董事会(15.11.2009—31.10.2012)

第六届董事会于2009年11月5日上任，共有25人及1位义务秘书，任期

三年。即

名誉主席：    林炳文、郑文麟、刘泰山、古兆娇、陈森富、汪 非、

      杨民献博士、许钟发专科博士、周纯端

主席：                  杨应群

常务副主席：       陈佳模、林承嵘、佘月琴

义务秘书：           林书奋、刘炳杰(兼)

董事：郭锦彪、沈石麟、林友兴、陈声桂教授、李焯然副教授、

 颜挺尧、曾国祥、刘炳杰、廖振福、陈振光、黄永元副教授



729

陈
声
桂

F) 第七届董事会(01.11.2012—30.10.2015)

第七届董事会于2012年11月1日上任，由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之夫人陈

子玲律师主礼，共有26人及1位义务秘书，任期三年。即

名誉主席：林炳文、刘泰山、郑文麟、古兆娇、周纯端、陈森富、       

杨民献博士、许钟发专科医生、林峥嵘

主席：   杨应群

常务副主席：     陈佳模、佘月琴、郑谦木、林昭杰

义务秘书：         蔡德明

董事：李焯然副教授、刘炳杰、汪 非、陈振光、黄永元副教授、

 陈泽华教授、吴炳忠、黄锦美、庄绍平、邱武烈、曾雪琼、

 陈声桂教授

G) 第八届董事会(01.11.2015—30.10.2018)

第八届董事会于2015年11月1日上任，由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之夫人陈

子玲律师主礼，共有32人(其中一位兼任秘书)，任期三年。即

主席：     杨应群

常务副主席：  郑谦木、林昭杰、陈佳模、佘月琴

名誉主席：林炳文、古兆娇、周纯端、黄锦美、刘泰山、曾台邦、        

杨民献博士、林承嵘、郑文麟、陈森富、陈振光、许钟发医生

董事兼义务秘书：陈秋香

董事： 陈康威、萧孙庆、吴炳忠、曾雪琼、李焯然副教授、

 黄永元副教授、章金福博士、林丽娟、李胜存、陈泽华教授、

邓瑞端、刘炳杰、蔡德明、陈声桂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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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  邱程光盗名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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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 邱程光盗名始末

【编者按：据新加坡书协2010年4月1日出版的《新加坡书法报》86期披露：邱程光破产。

据本会法律顾问李与李公司2010年3月9日送来的文件，新加坡高等法院已于2009年12

月17日宣布邱程光破产(DC Suit No.1541 of 2007/Q Bankruptcy Order 1932 of 

2009/D)。按照新加坡法律，破产者不能担任任何社团职务、公司董事等，其护照也被有

关当局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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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4  附：新加坡书法中心简介(中/英)
耗费135万元改建完成的新加坡书法中心(Singapore Calligraphy Centre)

是于1996年5月27日由新加坡内政部长兼人民协会副主席黄根成揭幕，约有

600余位来宾出席了这一隆重的盛会。

黄根成部长特在开幕礼上挥毫“祥云”两个大字，以广收倡导之效，这

是黄部长从政以来的首次公开挥毫，获得书法同道的一致好评。 

新加坡书法中心座落于市中心滑铁卢街(48 Waterloo Street Singapore 

187952)，原是一座残旧的独立式双层楼洋房，总面积为8888平方英尺(约

800平方公尺)，屋身则占6666平方英尺(约600平方公尺)。1994年1月27日，

国家艺术理事会正式把该建筑物交给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之后，书协各理事马

上积极展开改建翻新的大计，一方面马不停蹄地进行策划、督建、设计；一

方面夙夜匪懈地展开筹款活动。在会长陈声桂的领导下，理事们积极展开劝

募的工作，结果得到国家艺术理事会、李氏基金、四马路观音堂佛祖庙、书

协会员、书法同道、各界热心人士，以及海外书法家与书法组织的鼎力支

持，一共得款135万元，顺利地完成了筹款工作。 

经过二十个月的努力，美轮美奂的新加坡书法中心于1995年8月27日启

用，23个新的书法班级，也于9月9日正式开课，把新加坡三十年来的书法活

动及书艺教育，带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书法中心的楼下是一个宽大的展览厅，名为“李光前堂”，也可作为演

讲会之用；另有迎宾室、挥毫室、贮藏室及二个讲堂，名为潘受讲堂，及颜

绿讲堂。楼上则有三个讲堂——王瑞璧讲堂、陈景昭讲堂、黄勖吾讲堂，及

杨启霖办公厅、林国 研究室、胡载坤会议厅。 

每周，不少各地的书法组织、同道，以及本地的社团、学生，及各界

人士前来参观。 

目前，书法中心共有近五十个班级，学员有560人；2005年初，新加坡

老年书法大学也落户在这儿，目前，书大学员共有四班，约70余人。总人数

是630多人，一年四季约有二千五百人次。 

这期间，还有以下事件值得记述： 

1995年1月1日，任期三年的新加坡书法中心第一届董事会开始运作，

由28位热心书法事业的各界人士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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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月10日，已有近30年历史的新加坡中华书学协会(新加坡书协)

升格，获政府批准正名为“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当时书协会员总数达420

名，今天书协会员总数达698名。 

新加坡书法中心建成后，国内外政要、名流、贵宾接踵造访，他们当

中，有：四位新加坡总统黄金辉、王鼎昌、纳丹(共来三次)、陈庆炎博士，

三位副总理黄根成、尚达曼、张志贤；国会议长阿都拉、哈里玛及十几位部

长【包括基础建设统筹部长兼交通部长许文远，新加坡新闻与艺术部长杨荣

文准将(三次到访)，新闻与艺术部长吕德耀少将，时任贸易与工业部常任秘

书、现任财政部长王瑞杰】；新加坡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夫人陈子玲；新加

坡新闻与艺术部三位常务秘书陈振忠准将(后调任外交部常秘)、严昌明(后调

任建屋发展局局长)、陈振南博士；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四任主席许通美教

授(后专任巡回大使)、刘太格、郑维荣、陈庆珠；中国六任大使傅学章、陈

宝鎏、张九桓、张云、张小康、陈晓东；中国人民日报社长邵华泽；国家艺

术理事会三任执行理事长符名梁、朱添寿、李泉香；中国文联党组书记高占

祥；中国书协主席启功教授等等。而国内外书法同仁每周也来往频仍、各种

书事接连不断、书法活动全面展开，呈现繁荣发展的空前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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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Introduction of Singapore Calligraphy Centre
The Singapore Calligraphy Centre, refurbished and renovated at a cost of $1.35 

million, was inaugurated by Mr. Wong Kan Seng, Minister for Home Affairs and Deputy 
Chairman of the People’s Association, on 27 May 1996. Altogether more than 600 
distinguished guests had attended this important and historical event.

At the ceremony, Minister Wong Kan Seng, performed his first ever public 
demonstra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by writing two big characters, “祥云”. His 
impressive strokes had earned him a high acclaim from all calligraphy enthusiasts. 
Indeed, the demonstration had paved the way for a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of this 
cultural art in Singapore.

The Singapore Calligraphy Centre, situated at 48 Waterloo Street Singapore 
187952, has transformed from a dilapidated two-storeyed building which occupies a 
land area of 6666 sq. ft (about 600 sq. m) and stands on a site of 8888 sq. ft (about 
800 sq. m). After the taking over the building, the committee members of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Society of Singapore (CCSS) immediately started on the refurbishments. 
On one hand, meticulous efforts were taken to plan, design, and supervise the building 
process and on the other hand, relentless efforts were put in to canvass for financial 
support from all sectors and to appeal for donations. Under the able leadership of Prof. 
Tan Siah Kwee, President of CCSS, the committee embarked on a faithful donation 
drive which witnessed the untiring efforts of all concerned in achieving a satisfactory 
result. Not only the supports were forthcoming from the National Arts Council, the 
Lee Foundation, Kwan Im Thong Hood Cho (Temple), CCSS members, calligraphy 
enthusiasts and the public but also donations were received from overseas calligraphers 
and other calligraphy establishments. A total of $1.35 million were raised and which 
met the financial commitment of the refurbishment work.

Enduring a face-lifting process of 20 months, the Singapore Calligraphy Centre 
finally evolved into an attractive and functional building and began its mission on 27 
August 1995. On 9 September 1995, with the commissioning of 23 new calligraphy 
classes, Singapore’s 30 years of calligraphy activities and calligraphy art education 
began to embark on a new milestone.

On the ground floor of the Centre is the spacious “Lee Kong Chian Hall” for 
exhibition and auditorium purposes. There are two lecture rooms, viz. the “Pan S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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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ture Room” and “Gan Kee Leong Lecture Room” in addition to a reception room 
and a store room.

On level 2, there are 3 lecture rooms, viz. the “Wang Sui Pick Lecture Room”, the 
“Tan Keng Chew Lecture Room” and the “Hwang Sheo Wu Lecture Room”. Occupying 
the same floor are also the “Yeo Khee Lim Administrative Office” , the “Lim Kok liang 
Research Room” and the “Dr. Hu Tsai Kuen Conference Room”.

Every week, the Centre plays host to numerous visitor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ncluding local and overseas calligraphy organizations and calligraphy enthusiasts as 
well as students.

At the moment, the Centre has close to 50 classes with some 550 learners. In the 
beginning of 2005, the Singapore Senior Citizen Calligraphy University Centre set its 
root at the Centre and presently, has 4 classes with around 70 students.

The following events which happened during the period are also worth mentioning:

On 1 January 1995, the first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Singapore Calligraphy 
Centre which consisted of 28 calligraphy enthusiast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started their 
three-year term of office.

On 10 January 1996, the 30 over year-old Chinese Calligraphy Society of 
Singapore’s Chinese Name was upgraded upon Government’s approval to rename it 
as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 which now have a membership of 698 persons. 

Since completion of the Singapore Calligraphy Centre, many local and overseas 
political leaders, honourable distinguished guests and VIPs have visited the Centre. 
They include 4 Singapore Presidents: Mr. Wee Kim Wee, Mr. Ong Teng Cheong, Mr. S 
R Nathan (Mr Nathan had visited the Centre 3 times)and Dr. Tony Tan Keng Yam, two 
Deputy Prime Ministers, Mr Tharman Shanmugaratnam, and Mr. Teo Chee Hean, two 
Speakers of Parliament, Mr Abdullah Tarmugi and Madam Halimah Yacoh. Additionally, 
more than 10 ministers have also paid visit to the Centre. Other dignitaries who have 
visited the Centre include Mrs. Goh Chok Tong (ex-Prime Minister’s wife); Brigadier-
General Tan Chin Tiong, Permanent Secretary to th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Arts 
(later transferred to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s Permanent Secretary); Niam 
Chiang Meng, (later transferred as CEO of 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 Dr. Tan 
Chin Nam; Mr. Heng Swee Keat,(The then Permanent Secretary to 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 current Minister for Finance) 4 Chairmen of the National Arts Council: 
Professor Tommy Koh (later appointed Ambassador-at-large), Liu Thai Ker, Edm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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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 Wai Wing and Chan Heng Chee, 6 Ambassadors of China: Fu Xue Zhang, Chen 
Bao Liu, Zhang Jiu Huan, Zhang Yun,  Ms. Zhang Xiao Kang and  Chen Xioa Dong; 
Mr. Shao Hua Ze, President of the China People’s Daily; 3 CEOs of the National Arts 
Council: Foo Ming Liang , Choo Thiam Siew and Lee Suan Hiang; Gao Zhan Xiang, 
Party Secretary of the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Brigadier-General 
George Yeo, Minister for Information and the Arts (visited 3 times); RADM Liu Tak Yiu 
Minister for Information and the Arts; Professor Qi Gong, Chairman of China Calligraphy 
Society, etc.

With the frequent exchanges of activities with calligraphy enthusiasts, both within 
and without, almost on a weekly basis, the busy schedule of the  Centre is full steam 
and beyond borders. It is now ushering into a unpresented era of prosperity and growth 
to the envy of its predecessors.

                                                       2016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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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创建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
    

 1501  绪言 

     1502  综合介绍

     1503  书大历届毕业典礼概况

     1504  书大学员赴同济大学浸濡

     1505  其他

     1506  附：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简介(中/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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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  绪言
150101　2004年9月初，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注册成立新加坡老年书法

大学，同月7日获得批准；书协随即委任陈会长为首任校长，积极筹备于次

年开课。

150102　2005年2月5日第一届书学研士班开课，共有17人报读。

150103　2009年1月第一届荣誉书学研士班开课，共有8人报读。

150104　2008年1月7日，书大成功注册为慈善团体，这意味着中华书学迈

向另一个崭新的阶段。

150105　创办老年大学，为的是要为老年人提供一个比较高素质的学习环

境。之前，陈会长一直希望开设为期两年的书法理论和书法学习并重的班

级，但一直没有适当的机会。问来问去，大家总觉得学费多了一点，书法

本来是个消闲的东西，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钱？老年大学在2005年正式开

学前，考虑到学生来源有限，不知道能开多少年？也许开五年，也许开八

年、十年，但是出乎国人的意料，今天老年大学开了十三年，而且一片欣欣

向荣。此外，新加坡书协在新加坡书法中心开设的班级也全部稳健发展，近

五十班合起来有630多个学员，一年有2500人次。至于书协会员们在其他社

团、俱乐部、学府开设的班级，人数也一直持续不断地增加，新加坡书协推

动书法研究工作的成功，由此可以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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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2  综合介绍
150201　书大信托委员会：由陈声桂、孟莱妮、陈兆祥、符和水四人组成。

150202　书大管理委员会：由新加坡书协理事会直接管理书大的日常业务。

书协设立以校长为首的六至八人管理委员会，处理日常工作。

150203　书大名誉校长：书学研士古兆娇、荣誉书学研士周纯端、文学博

士蔡建国。三人先后出任书大名誉校长。

A. 古兆娇于2008年1月1日受聘出任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名誉校

长；2011年1月1日起续任三年；2014年1月1日再续聘至今。

B. 周纯端于2011年1月1日起出任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名誉校长，为期

三年；2014年1月1日再续聘至今。

C. 蔡建国教授于2013年6月1日受聘出任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名誉校

长，为期三年；2016年6月1日再续聘至今。

150204　莅校贵宾

A1 三年后的2007年11月24日，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一届学员从现任

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及金融管理局主席、时任教育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

长的尚达曼手中接获书学研士毕业证书。尚氏也在会上致词。

A2 2008年11月8日，书大举行第二届毕业典礼，主宾是时任总理公署

部长暨人民协会董事会副主席、现任淡马锡控股主席的林文兴。他致词并

颁发证书予毕业生。

A3 2009年11月14日，新加坡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再诺为第三届书大

毕业典礼主礼，他在会上致词并颁发毕业证书。

A4 2010年11月6日，新加坡国会议长阿都拉为第四届书大毕业典礼主

礼，他在会上致词并颁发毕业证书。较早时的3月13日，新加坡国会副议长

暨东南区市长姚智为书大于 2009年开办的第一批荣誉书学研士班颁发毕业

证书，他也在会上致词。 

A5 2011年11月5日，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兼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李奕

贤为第五届书大毕业典礼主礼，他在会上致词并颁发毕业证书。当年4月9

日，西北区市长张 宾博士在第三十一届新加坡书法年展开幕式上颁发第

二届荣誉书学研士毕业证书予毕业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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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2012年11月3日，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为第六届书大毕业典

礼主礼，他在会上致词并颁发毕业证书。同日，许部长也颁发第三届荣誉书

学研士毕业证书予毕业学员。

A7 2013年11月2日，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兼新加坡新闻

及通讯部高级政务部长黄循财为第七届书大毕业典礼主礼，他在会上致词

并颁发毕业证书。同日，黄部长也颁发第四届荣誉书学研士毕业证书予毕

业学员。

A8 2014年11月1日，新加坡卫生部长兼华社自助理事会主席颜金勇为

第八届书大毕业典礼主礼，他在会上致词并颁发毕业证书。同个场合，颜部

长也颁发第五届荣誉书学研士毕业证书予毕业学员。

A9 2015年11月7日，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医生主持第九届书大毕业典

礼，他在会上致词并颁发毕业证书。同日，维文部长也颁发第六届荣誉书学

研士毕业证书予毕业学员。   

A10 2016年11月5日，新加坡教育部长兼交通部第二部长黄志明中将主

持第十届书大毕业典礼，他在会上致辞并颁发毕业证书。同日，黄部长也颁

发第七届荣誉书学研士毕业证书予毕业学员。    

150205 课程内容   

新加坡书大的课程设计，分为书法理论和书法创作(占90%)，及中华文

化知识(占10%)两部分，课余活动有观摩展览、观看比赛、出国交流、出国

观展，以及通过新加坡书协的网络，与世界各地书法组织和同道交往等，目

的在以书会友，以书交友。

150206 交流与浸濡

书大每年都有组团到中、港、马、印等地访问与交流，或与中国名牌

大学联办浸濡课程。

C1 2008年3月9日，书大校长陈声桂教授带领38位学员参加上海同济大

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中华文化研习班，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

赵山林教授与上海同济大学朱恒夫教授负责培训。结业时，由同大副校长杨

东援教授致辞并亲自颁发证书。

C2 2009年3月13日，陈教授第二次率领学员30人参加同济大学国际文

化交流学院的中华文化研习班，由同大国交院副院长孙宜学教授与同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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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恒夫教授负责教导。结业时，由同大副校长伍江教授主持仪式并致辞。

C3 2010年5月28日，陈声桂教授第三次率领学员33人参加上海同济大

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中华文化研习班，由同大国交院副院长孙宜学教授等

人负责教导。开课时，副校长董琦教授到会主持。

C4 2011年5月26日，陈声桂教授第四次率领学员17人参加上海同济大

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中华文化研习班，由孙宜学教授、崔铭博士负责教

导。开课时，副校长伍江博士到会。

同日，陈声桂教授于同大国际文化交流学院316学术报告厅主讲：“东

方书法钤印与西方设计标记的异同”。

C5 2012年5月25日，陈声桂教授第五次率领学员28人参加上海同济大

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中华文化研习班，由同大国交院副院长孙宜学教授，

以及刘德隆、杨先国、吴敏、及李健医生负责教导。同大常务副校长陈小龙

教授主持开课式，副校长董琦教授参加毕业晚会并致辞。

C6 2013年5月31日，陈声桂教授第六次率领学员24人参加上海同济大

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中华文化研习班，由孙宜学教授、廖增湖博士、刘强

副教授、蔡建国博士(原同大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负责教导。6月1日，学

员们还受邀出席由同济大学主催的“从泰戈尔到莫言：‘百年东方文化的

世界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式。结业时，由孙宜学副院长主持。

C7 2014年5月30日，陈声桂教授第七次率领学员52人参加上海同济

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中华文化研习班，由同大国交院副院长孙宜学教

授及作家周锡山、同大中文系副教授刘强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引

驰教授、上海侨办副主任蔡建国博士负责教导。结业时由陈强院长及蔡建

国副主任主持。

C8 2015年5月29日，陈声桂教授第八次率领学员50 人参加上海同济

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中华文化研习班，由同大国交院副院长孙宜学教

授、上海大学蓝凡教授、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朱崇志副教授与张屏瑾副教授

及女子学院陈珏讲师负责教导。结业时由同大常务副校长江波教授及国交

院院长陈强教授主持。

6月5日，陈声桂教授于同大国交院会议厅主讲：“楹联书法题款八式”。

C9 2016年5月27日，陈声桂教授第9次带领学员61人参加上海同济大

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第九次中华文化研习班，由同大蔡建国教授、孙宜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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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朱崇志教授、赵卫东副教授及聂伟副教授五人主讲。结业仪式由同大副

书记马锦明博士与国交院院长兼文科办主任陈强教授主持。

6月3日上午9时30分，陈声桂教授在同大国交院主讲：“书法的落款”，

并由中国超星学术视频拍为专辑。

150207　招生范围

书大面向中、港、台、新、马、印、澳等地国招生，凡年龄30岁以上

者，不论书法水平高低，均可参加。自开校以来，反应热烈，每年报名者

远远超过了预期招生的人数。

目前书大有来自中国、中华台北(台湾)、香港、马来西亚、印尼等地，

及新加坡的学员，大家和睦相处、同窗学习，打破了国籍与语言的藩篱，达

致建校的旨趣！

150208　学费与学制

E1 “书学研士”班：书大与现行大学一样，实行两学期制，书法理论

与技法并重，每学期为15周，期间休假一周，每周上课一次3小时。每年招

收新学员一批，每班不超过20人，上课地点在新加坡书法中心(Singapore 

Calligraphy Centre  48 Waterloo Street, Singapore 187952)。学员毕业可

获“书学研士”衔(Calligrapher, SSCCUC)。学员之学费每半年为$1200，

一年为S$2400。

E2 “荣誉书学研士”班：凡在书大修毕获得书学研士者，方可修读此

课程。每年两学期，每学期15周，期间休假一周，每周上课3小时，为期一

年或二年，书法理论与创作并重，主要在培训行书与大字书。学员修毕可

获“荣誉书学研士”衔(Hon. Calligraphy Researcher)。学员之学费每半年

为$1200，一年为S$2400。

150209　毕业条件

F1 “书学研士”班：①上满80%的课，②提交至少三件作品，获

得“毕业生作品审查委员会”通过，③与同学合编或自撰十篇论文。

F2 “荣誉书学研士”班：①上满超过80%的课。②提交至少四件作品，

获得“毕业生作品评审委员会”通过，这四件作品必须包括：a)临写本家的

行书字帖150字以上(四屏)，b)以本家书写作品一件(中堂)，c)每字一尺见方

的榜书一件(中堂)，d)创作或者临写书作一件(对联、条幅 或中堂)。③呈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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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介绍本家的专题文稿。

150210　学员素质

学员的素质与背景，各异其趣，有：原政务部长，原政务次长或议员之

夫人，原政府部门常务秘书(第一把手)，新加坡驻外大使，大学会计或统计

或教育教授，建筑学博士，古董或书画收藏家，挂牌公司董事或总裁，民俗

与风水师，大学文理工商学士，股票行董事或经纪，电台经理，教堂执事或

牧师，中小学校长或教师，律师，会计师，画廊老板，中医师，小贩，德士

司机，家庭主妇等等。这些人当中，有的还是夫妻、兄弟、姐妹、同学、师

生等。他们中最年长的已有90岁，最年轻的才37岁。

同学们放下身份、职业、学历、年龄、贫富，一起在同一讲堂中学习，

他们不是为了一纸证书、一份荣誉，为的是让自己的黄金岁月更绚丽多彩、

在生活中结识多三几同好。所以，他们的心境和以前不同，讲堂不时传出

笑声。休息时，大家一起喝茶、品尝同学带来的糕点美食，更多时候像一

个大家庭，很温馨、很快乐，充分地体会了唐朝大诗人刘禹锡的诗：“莫

道桑 晚，微霞尚满天”的意境，这或许是陈声桂教授开创书大时所没有

意料到的收获！

150211　师资

H1 指导书法的陈声桂教授是中国百年名牌大学——上海同济大学的顾问

教授兼亚太汉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国百年老校韩山师范学院客座教授等，

他是书坛一颗耀眼的明星，曾获得四十多个国内外大奖，包括新加坡政府颁予

艺术家的最高荣誉“新加坡国家文化勋章”(Cultural Medallion, CM) 、新加坡

政府颁予青年的最高荣衔“新加坡杰出青年奖”(SYA) 、南洋理工大学颁予    

“南洋校友成就奖”、万宝龙国际文化基金颁予万宝龙(Mont Blanc)国际艺术

大奖(与国际明星成龙、杨紫琼等人同天登上名榜)、亚细安协会(东盟)颁予

亚细安个人成就奖( AAA)(与泰国原首相达信、泰国公主诗琳通、新加坡试

管婴儿之父勒南教授同台领奖)等。2014年，陈氏更得到书法的母国----中

国的高度肯定，获颁中国给予世界各国华人华侨最尊荣的中央电视台第三

届“CCTV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人物奖”。2016年中国书法家协会也

颁予“国际书法交流特别贡献奖”。

陈教授自1970年起函授书法，1974年起公开授徒至今。他于1981年起

兼任国立新加坡大学校外进修系书法讲师10年(1981-1990)、1995年起兼任

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中华语言文化系/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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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书法讲师10年(1995-2004)、潮安艺苑书法讲师10年、新加坡书法中

心讲师15年等。陈氏的书法创作、书法教学、书法理论经验丰富；文字涵养

与研究积力深厚，桃李满天下，卸任新加坡总统、卸任国会议长、三位现任

及卸任副总理及近20位现任及或卸任内阁部长先后向他习书。

陈教授是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的创会会长、现任会长、终身荣誉会长，他

也是新加坡艺术总会现任会长。

H2 负责文史通识课程的是原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及国立新加坡大

学中文系副教授、卸任开放大学教授苏新鋈博士。他是位学养与文采俱佳的

哲学与古文专家。

150212　历届毕业典礼贵宾良言

I1 2007年11月24日，现任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及金融管理局主

席、时任教育部兼财政部第二部长尚达曼在书大第一届毕业典礼上说：“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创办的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是终身学习的先行者，就我们

所知，它在东南亚还是首创的。老年书法大学这次的毕业生共有13位，这13

人，三年前便开始当起开荒者，今天，他们终于完成学业了。三年来，他们

花了不少时间上课，忙于书法技术的学习与理论的探讨，但始终坚持不懈，

现在，他们终于成功了。”

他说：“现在，这13位毕业生，对中华文化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更重要

的是，他们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让同学们和新一代的年轻人了解，追求

知识是不受时间和年龄限制的，虽然离开了正规学校一段长时间，但人的学

习是终身的！无休止的！”

尚部长说：“终身学习是我国政府的治国方针之一，不但可提升国人的

从业能力，也使我国社会更具活力与爱心。他说，不论年纪多大，我们都可

以从学习中实现理想，而‘再学习’也可以使我们与时并进。”

他说：“跟我们的上几代人相比，我们的生活素质进一步提高了，寿命

更长了，健康更好了，受高深教育的机会更多了！目前，我们的生活水平也

比二十年前好得多！未来的日子是怎样，虽说难以揣测，但未雨绸缪，将能

使我们度过任何难关。”

最后，部长热烈恭贺毕业生们说：“你们的成就是值得我们骄傲的”！

I2  2008年11月8日，总理公署部长也是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主席林文兴

在第二届毕业典礼上致词时强调：“书大为我国年长者提供了一个先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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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修场所。在这三年的课程里，书大提升了他们的生活素质及个人的成就

感。换言之，书大的设立是合时宜的，它符合了政府所推行的改善老人生

活与健康的政策！”

I3 2009年11月14日，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再诺在第三届毕业典礼上

说：“看到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在实现乐龄人士终身学习的使命上，扮演它

应有的角色，我感到非常高兴。它具体地实现了我们国家日增的乐龄人士的

终身学习的愿景。我谨此祝贺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与我们的乐龄人士，都

稳健地朝向他们下一个生命的阶段前进。”

再诺部长说：“虽然你们的俗务烦杂、周遭能使你们分心的事物很多，

但你们还是学成毕业了，这就显示了这一课程的价值与魅力，也说明了新

加坡老年书法大学在对书法的发展与关心乐龄人士两者间所扮演的积极角

色。”

I4  2010年11月6日，新加坡国会议长阿都拉在第四届毕业典礼上说： 

“作为第四届毕业生的你们，应将过去三年所学，与你们同龄及年老的国

民分享。本地的民众俱乐部、文化团体，及宗乡会馆，都有开设书法班的

场地，唯独欠缺有资格教学的书法老师。这里，我期望你们会主动地参与

这一工作。”

I5  2011年11月5日，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兼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李奕

贤在第五届毕业典礼上说：“根据统计，我国到2030年，会有九十万人的

年龄在65岁以上，有鉴于此，李显龙总理在2006年国庆群众大会后，特别

成立了一个部长级人口老龄化委员会，积极拟定政府未来的应对措施！所

以，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的成立是切合时宜的，它不但迎合了政府改善老

年人生活与提供老年人健康的身心活动的目标，也满足了国家日增的乐龄

人士终身学习的愿望。”

I6  2012年11月3日，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也是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主席

许文远在第六届毕业典礼上说：“像新加坡这么一个社会，建立一间正规的

书法学校，正好让那些有志于此道的人士，可以通过三年有系统的学习以及

有步骤的考核，写好书法。虽然，浩瀚的书学，不可能在三年之内学毕，但

它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他说：“书法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达到古人说的文以载道。不论你是在生

命的高峰，或是人生的低谷，你都可以通过毛笔把你的思绪，或难忘的诗词

歌赋写在纸上，以达到物质生活、感情生活中不能达到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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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说：“书法是一种温柔敦厚的艺术，人们长期受到书法的影

响，也自然是温柔敦厚的。所以，我认为更多人拿起毛笔、更多人学习书

法、更多人观看书法展览，社会将更加和谐、更少争议。”

I7 2013年11月2日，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兼新加坡新闻

及通讯部高级政务部长黄循财在第七届毕业典礼上说：“老年书法大学在

成立的九年里，不仅普及书法，更在普及与提高中，成为专业化、系统化

教授书法的机构。”

会上，他也赞赏并肯定书协在过去四十五年为我国文化建设做出的贡

献。

I8 2014年11月1日，新加坡卫生部长颜金勇在第八届毕业典礼上

说：“回顾书大这十年的发展，可说是一个不俗的十年。各阶层的人士都

在这里学习，包括了政府官员、挂牌公司的首脑、大学教授、小贩、德士司

机、家庭主妇等等⋯⋯他们有的为了兴趣、有的为了圆梦、有的为了娱乐、

有的为了扩大生活圈子⋯⋯但更多的，是想通过再学习，以感受一种‘新生

活’ 的到来。”

他说：“在新加坡，书法的明天是宽阔的，明亮的，希望各位以及你们

的亲戚朋友，也拿起毛笔写字。我相信写毛笔的人越多，社会越优雅、人民

越文明、社会越和谐、生命越长久。”

I9  2015 年11月7日，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医生在第九届毕业典礼上说： 

“通常，许多人退休后在家休息，享受劳碌后的成果。但你们却利用退休后

悠闲的时间积极地充实自己，学习新技巧，掌握新知识，真是令人敬佩。你

们充份展现了‘活到老，学到老’这句名言包含的底蕴，也证明了博学是

能超越年龄及社会阶层，你们也从中为我们下一代树立了学习的典范。”

I10  2016年11月5日，新加坡教育部长兼交通部第二部长黄志明中将在

第十届毕业典礼上说：“人的一生其实都在学习。毕了业，离开学校，踏入

社会，所谓的‘社会大学’也有修不完的课程。退休后，不少人老年生活同

样多姿多彩，就像你们这一班孜孜不倦、退而不休、热爱学习的老年书法大

学的学子，实在是终身学习的好榜样。当然，你们这一届也有几位正在职场

上继续为社会服务的人士，在工作之余，不忘学习。所谓‘行有余力，则以

学文’，你们对学习的热忱令人敬佩，也是年轻人的楷模。

“新加坡土地小、资源少，我们最宝贵的资源就是人力资源。你们这一

届有几位建国一代国民，在建国之初勤勤恳恳、刻苦耐劳、义无反顾地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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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私的贡献，现在走进课堂，拿起毛笔，研究书法，力求让退休生活过得充

实、更有意义。你们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为新加坡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在陈声桂校长的领导下，已培养出十届毕业生，

让书法艺术在社会上继续发扬光大。书大的一些精英，在全国各阶层发挥重

要作用，他们有不少已经成为书法界的先驱，指导和培养下一代学习书法、

参加全国大大小小的各种书法比赛与展览，负起薪火相传的重任。

“我希望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越办越好！祝贺第十届毕业生再攀高峰！

也希望各种艺术如绘画、诗歌、音乐、舞蹈等等，在我国蓬勃发展，并且有

更多艺术学院和团体，以老年书法大学为榜样，让更多国人有机会终身学

习，使拥有‘花园城市’美誉的新加坡，也能成为百花齐放的学习之都、

艺术之城！”

150213　历年学生名册

书大05级第一届学员(13人毕业)

符和水 李慧娟 吴生发* 明应劭* 陈丽娇 彭月妹 古兆娇　

郑锐锦* 刘松涛*  罗月秋 林彩云 陈梦云 李仰庆*  李文昭* 

陈丽仙 陈芳华 沈石麟 许静芳 吴仰正

书大06级第二届学员(14人毕业)

洪珠英 罗守学 卓靖   蔡锦贤 陈森富 王镇光*  林俐娇*  

吴茂洲 何光荣 许彩端 黄美英 陆鸿昌 李以侨 林景顺  

廖振福 高慧芳 单芙蓉* 

书大07级第三届学员(17人毕业)

吴丽云* 高　桂 卢志强 王运开 萧雅悟 陈水花* 杨民献　 

叶翠杏* 谢汝存 陈锦泉 顾凤娇 陈淑温 傅耀建 黄永元

周仪卿 陈淑群 温秀玉 苏娟娟 佘恒嘉 陈振光

书大08级第四届学员(18人毕业)

佃永福 程朝明 陈月倩* 陈月团 骆伟权 潘秀琴 郭　宽 

张月娥 林雪琴 周纯端 陈金枝 林美美 符策明 周惟孝

蔡庭坡*  陈秋对 陈泰至 黎民碧 谢 珉 林春发

书大09级第五届学员(8人毕业)

刘炳耀  陈学娟* 胡碧霞*  卓宝珠* 洪金格* 梁雅富* 李朝日

柯俊元 陈秋香 林丽华* 孙清德 李家曙 黄　珑*  李森严

罗莲华　林琼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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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大10级第六届学员(8人毕业)

萧孙庆 单芙蓉 李福裕 叶婕婕 李玉喜 梁浩源*  戴奕乔*  

廖子良* 张贻福* 陈明玉* 黄敏容 陈慧芳 郭嘉宝* 郑人豪

李芳芳* 李宝城*  陈　娟*  邝秀慧*  王昭颂* 吕梁素均*

书大11级第七届学员(9人毕业)

李惠汶 邓思沾* 张再兴 谢茂德* 李秉萱* 陈美锦 吴丽英

陈泽华 刘桂妗 邹济南* 吴荣兴* 傅幼菁*  钟月满 谢国霞

林明珠* Lesley Ho*   陈添成(毕业前身故)    

书大12级第八届学员(12人毕业)

汤丽珠 何启汉 冯瑞聪* 林　蔚 焯基 吴宗原 梁素英* 

刘福财 陈月倩 张文才 陈忠仁 郑林 * 朱俊杰* 陈杏玉

吴瑞梅 林丽娟 范　 * 邱琳珠*

书大13级第九届学员(16人毕业)

伍丽安 龙丽因 陈昌国 章金福 陈蕙兰 谢帝坤 谢华隆* 

李　敏 薛祖成 蔡克网 张贵华* 胡坤添 赖　英 卢保亨* 

何清福 邓瑞端 沈伶  陈　刚*  许进福*  王兴光*  李金荣  

周美玲*  姚苗华丽*    梁雅富

书大14级第十届学员(15人毕业)

洪晓春 谢有元* 区美琨* 冯清发 林黛梅*  郑源荣 黄美娇  

许星耀 陈雅真*  施玉堂 王利鹏*  廖朝云 修蕙*  龙靖   

李思颖*  叶思勃 陈延杰 金　弘 高光美 陈树兰 梁定树

汪 芫真   

书大15级第十一届学员

叶宏伟 邱镇发 陈丽贞 高新华* 苏金龙 陈爱月 姜志民 

张双俭 陈美兴 白苏美 谢志强 王振钦 吴　  陈劲有

郭书明 郭秉威 潘秀  黄洁贞 方　瑛 白能春*  李思颖* 

书大16级第十二届学员

许丽雅 郭子  马宏彦 何汉然 林铭法 马绮玲 吴彦汕

李志强 张　芳 谢仰匡* 白荣根* 黄汉平 周聪景 吴水石

曾　荣 谭美凤*  陈和平   李胜才* 李浩亭*  何伟麟 谢源

安春来

*注：半途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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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历届荣誉书学研士毕业生名单

第一届　2010年3月13日 罗月秋　陈芳华

第二届　2011年4月9日 陈淑群　洪子茵　何光荣　许彩端　李以侨

第三届　2012年11月3日 骆伟权　周纯端　李家曙

第四届　2013年11月2日 叶婕婕　林雪琴　萧孙庆

第五届　2014年11月1日 钟月满

第六届　2015年11月7日 陈秋香　何启汉

第七届　2016年11月5日 刘桂妗

150214　结语

随着年长者经济与教育水平的提升，他们已不满足于简单的休闲、娱

乐活动，而需要更高层次的净化与精神的享受。因此，能够使人达到忘我

的境界、且有气功健身法之称的“书法艺术”，便受到了广大年长人士的

喜爱；而陈声桂教授早在三十多年前(1984)就已萌发的创办老年大学的理

念，也在这时开花结果！

2007年8月27日，主管老年事务的新加坡总理公署部长兼人民协会副主

席、现任淡马锡控股主席林文兴在新加坡第三龄(老年)理事会成立典礼上致

词说道：“最近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设立了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这是东南亚

首创这一类性质的学院。它贴近了我们的生活，所以广受欢迎。”

的确，新加坡老年大学的创立，已为年长人士丰富优雅生活、发展中华

文化、弘扬书法艺术、促进国际书法交流等方面作出了贡献。

新加坡书协于2004
年9月7日成立东南
亚首间老人大学
──“新加坡老年
书法大学”(简称书
大)。第一批学生于
2005年2月5日正
式上课，于2007年
11月24日毕业。图
为2005年陈声桂
教授指导学员习书
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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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07年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三届(2007-2009)学员上课之影。

书大学生年龄有高至八十的，也有四十一、二的，图为导师陈声桂教授(坐者)在点评第二届
(2006-2008)学员作品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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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3  书大历届毕业典礼概况
150301　2007年/第一届

15030101　毕业典礼实况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的第一届学员，于2007年11月 24日下午6时，从

教育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尚达曼手中接获证书，为三年的辛苦学习，划

上句号。 

在过去的三年，他们从书法理论的学习与书法技巧的实践、十篇论文

的撰写，以及提交书作参加毕业生展览等，修毕了全部课程，获得“书学

研士”！ 

从12月1日起升任教育部长兼财政部长的尚达曼特别为第一届毕业特刊

撰写盛情洋溢的献词。他也在毕业典礼上致词，并颁发证书予每一个毕业

生。尚部长说, 终身学习是我国政府的治国方针之一,不但可提升国人的从

业能力,也使我国社会更具活力与爱心。他说,不论年纪多大，我们都可从学

习中实现理想，而“再学习”也可以使我们与时并进。他说,跟我们的上几

代人相比，我们的寿命更长了，健康更好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更多了，

生活素质也进一步提高了。我们目前的生活水平，比20年前好得多，未来

的日子是怎样，虽说难以揣测，但未雨绸缪，将能使我们渡过任何难关。 

他说,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创办的“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是终身学习的 

“先行者”，就我所知，它在东南亚还是首创的。老年书法大学这次的毕

业生共有13位。这13人，三年前便开始当起拓荒者，今天，他们终于完成

学业了。三年来，他们花了不少时间上课，忙于书法技法的学习与理论的

探讨，但始终坚持不懈，现在，他们终于成功了。

尚部长说，现在，这13位毕业生，对中华文化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更重

要的是，他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让同学和新一代的年轻人了解：追求

知识是不受时间和年龄的限制的，虽然他们离开了正规学校一段长时间，但

学习的精神是永恒的！ 

最后，部长热烈恭喜毕业生们：“你们的成就是值得我们骄傲的！” 

书大校长陈声桂教授说：“成立老年大学的概念已有二十几年了，但一

直没有机缘。三年多前，我终于决定付诸行动，于是，东南亚第一所老年大

学在贵人们相助之下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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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老年书法大学，为的是通过较漫长的技术训练与较系统的理论辅

导，及较深入的探究各个书法课题，为本地的书坛增添优秀的师资。其次是

为老龄人口渐多的我国社会，提供优质的文化与艺术生活，共同为新加坡迈

向文艺复兴之城尽点心力！ 

“在三年的实践中，这两个重要的旨趣，基本上达到了。所以，今天，

第一批毕业生将从校门步出校外了，我为个人的理想得以实现；为新加坡书

法家协会得以为社会做出另一贡献；为毕业同学三年有成而高兴！今天的主

宾尚达曼部长也是我们的道友，尚部长用心学习书法迄今四年，从来没有一

个月停顿过，他现在的字，笔划提按到位、运笔娴熟老练。他在日理万机之

中仍持之有恒、不畏困难的学习精神，是值得我们仿效的！ 

“对于毕业同学，明天起你们将走入一个新的里程了，古人说：儿走千

里母担忧。我是‘徒走千里师担忧’，毕竟三年相处，大家求同存异、相濡

以沫，感情越过一般，非同一般！千言万语，我简单地对你们说：‘今后爱护

与支持你的同窗，爱护与支持你的师长，爱护与支持你的母校！” 

毕业典礼后，尚达曼部长也为毕业生书法展揭幕；配合展览会出版的

毕业专刊也在会场同步发行。当晚也举行毕业晚宴。次早，全体学员也组

团与校长陈声桂教授及家人到中华台北作九天的毕业之旅。明年春，他们

将赴中国上海同济大学浸濡诗词课程。毕业生们表示，他们毕业后会在现有

的基础上，继续探索书法的精妙并提升自己的文学修养，充实个人的“字外

功”与“字内功”！ 

出席这次盛典的有中国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张小康阁下、文化参赞朱

琦博士、前高级政务次长、现任艺术总会会长何家良博士，前国会议员白振

华、国防部国家实验室总裁郭锦彪、金融管理局资讯科技应用司司长陈惟政

等三百人，为况殊盛。 

本届的毕业生共3男10女，他们是：符和水、李慧娟、 陈丽娇、彭月

妹、古兆娇、罗月秋、林彩云、陈梦云、陈丽仙、陈芳华、沈石麟、许静

芳、吴仰正。 

成立于2004年9月，并于2005年2月5日正式上课的东南亚第一所老人

大学——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简称书大)，开启本区域老年人再学习的热

潮。2006年全国大选后，政府进一步重视老年人生活。先是委任林文兴部

长主管老年人事务；其次是于同年8月成立老年委员会；再次是李显龙总理

在国庆群众大会上提到重视老年人渡过绚丽多彩的退休生活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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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新加坡书法中心共有3个老年书法班级，学员除了上书法技法

课和理论学习课之外，也参观展览、观看比赛、出国交流、浏览岛国名家书

迹、观摩书家示范、与各地老年大学交流，以及出国浸濡等。 

    为让个别学员有机会打好基础，书大每班不会招收太多学员。目前，

陈声桂教授负责书法理论与技法这一部分，原南洋大学教授苏新鋈博士负责

指导文化知识课程那一部分。

15030102　主礼贵宾新加坡教育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尚达曼为毕业特刊

撰写《献词》

Guest-of-Honour
Mr Tharman SHANMUGARATNAM
Minister for Education and Second Minister for Finance

MESSAGE

The 1st Graduation Ceremony of the Singapore

Senior Citizen Calligraphy University Centre

Lifelong Learning is a key pillar of our Singapore’s strategy to enhance the 
employability of its citizens.It is also part and parcel of an active and gracious 
society,where people of all ages gain satisfaction from Learning and gaining a better 
appreciation of the world. It helps us all stay relevant, and get the most out of life.

When compared with previous generations, we are now living longer and are 
healthier than ever before. We enjoy better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while young, and 
an improved quality of life throughout our lives. this means that we have more days 
ahead of us than the norm even two decades ago.The days ahead may be sunny or 
rainy. Therefore, we need to prepare ourselves ahead of whatever comes,so that we 
can live to the fullest at each and every stage of our life.

The Singapore Senior Citizen Calligrephy University Centre managed by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Society of Singapore has been among the pioneers in supporting 
life long learning. I understand the programme is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Southeast 
Asia. 13 spirited individuals embarked on this untrodden path 3 years age have now 
graduated from the course. They spent countless hours attending the course. doing 
their “homework” and refining their skills in calligraphy. Given their other commitments, 
they would not have done this so successfully had it not been for their perseverance, 
dedication, and concentration of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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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have now equipped themselves with a deeper and ric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culture. More importantly, they have set a good example to others like them 
and to younger Singaporens that the quest for knowledge is never limited by age and 
time. We do not graduate or complete our learning when we leave school or university.

Let me offer my warmest congratulations to all those graduating from the first 
programme! Their achievements give us all pride.

15030103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校长兼导师陈声桂教授为毕业特刊撰写

《献词》

为了寻找一个二十多年前编织过的梦、为了避开文山会海、为了年近周

甲、为了帮助书协开源、为了教育部宣布：两年后高中生升入大学，第二语

文的分数不再计算，即日起凡学生第二语文考到7便可修可不修——我决定从

一生逗留最长的机构——淡滨尼初级学院卸任。在我32年半的教学生涯中，

我有十八年是在这里度过的，是滨初所谓的开国元老!

语文部主任是一份不错的差使，差六元便七千了，外加公积金，及三

个月的拉杂补贴，平均每月万元。可是，走便走吧！尽管，教育部长尚达

曼先生亲自来电，与我谈了足足四十五分钟，说尽一切理由，用尽一切美

言。但，我终于在2005年12月31日走下“翠岭”——我在滨初诞生时为它

取的“别字”。这别字，比当时其它十三间初院的“别字”要美得多；今

天，学院还沿用着!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的成立，催生了人们追求优质艺术与学习生活的新

章，毕竟，人们已不能满足简单的休闲、娱乐、教育，而需要更高层次灵魂

的净化与享受。说它是东南亚第一间老年书法大学，说它是世界上第一所以

书法命名的大学都次要；重要的是，它的种籽已播下了，日后新加坡甚至东

南亚老年书法大学林立，它是领头羊。人生能做得成一件事并非易事，我做

了，且做成功了，其它种种又何足道哉？

老年书法大学“但为风气不为先”，三年前付诸行动时，没想到政府

隔年(2006年)5月大选后也将老年问题提上日程，且有专管老年问题的部

长，而李显龙总理也在今年(2007年)8月的“国庆群众大会”，高调谈及这

事。所以，书大自动成为今日新加坡积极重视老年人生活的见证！记得其

母体——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在四分之一世纪前见证了“书坛是沙漠”，而今

天，书坛是一片绿洲！老年书法大学，让我们为你的茁壮成长高歌！

岁月如流，三年前报读书大的十七名学员中，除了第一二年先后掉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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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之外，其余的将于今年毕业了! 三年，在一个人学书的长河中，实在是

极为短暂的，但同学们的书艺已初具基础，且略有小成，只要真积力久，快

则三五年，慢则十年八载，肯定可以在书坛占据一席之地，自古“师父引入

门，修行靠个人”，百业百艺均是如此。我对十三位同学切实寄有厚望焉！

五四运动先驱胡适之博士曾在北京大学的毕业礼上说：“大学毕业，并

不是标示人生一段学期的结束或完毕，而是一个新生活的开始!”是的，同学

们正要开始自己的新生活、新天地了。近几个月，我尽管对他们不舍与惋惜

之情不断涌现，然而，天下毕竟没有不散之筵席！

我们(我与同学们)日后当会时时念兹在兹：二丽(陈丽仙、陈丽娇)、二

云(陈梦云、林彩云)、二娇(陈丽娇、古兆娇)、二芳(许静芳、陈芳华)、二

月(罗月秋、彭月妹)⋯⋯还有水(落)石(出)、慧(娟)(仰)正⋯⋯

注：水，即符和水；石，即沈石麟；慧，即李慧娟；正，即吴仰正。    

15030104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文史通识课程导师苏新鋈教授为特刊撰写

《献词》

莫道桑榆晚，金霞尚满天。

莫道桑榆晚，“金”霞尚满天，这是我改写了中唐名臣，也是诗文名家

刘禹锡的名句而成的诗语。

禹锡在《酬乐天(白居易)咏老见示》诗的原句，是“微”霞尚满天。这

是禹锡回应白居易赠给他的《咏老赠梦得》一诗的末尾结语。意在描述老而

益壮的神采。他们两人，年纪相若，晚年交往甚密。白居易非常欣赏刘禹锡

的诗歌，对禹锡的《石头城》，尤其高加称赞，说这诗中的“潮打空城寂寞

回”，乃“空灵超脱”之笔。

如今，我在这里借用这两个句子，却又把“微”写作“金”，不为别

的，只希望这样更能恰切表达我内心的感觉。

进入老年书法大学的同学们，虽说已都是年届不惑、知命，乃至来到

了、逾越了耳顺之士。但他们两年多来，尤其是到了现今即将毕业之期，

更是人人一如黄金般的刚健有光彩，一如金色彩霞般的亮朗，辉映满天。

因此，我便只好说“莫道桑榆晚，金霞尚满天”了。

我在书法大学讲的只是文化课，校长声桂教授，才是为首真正的在传

授书法艺术。我于第一节讲过课后，他告诉我：同学们上课，一开始就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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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喜笑嘻嘻的，下课又是乐得喜笑嘻嘻的。的确，我深觉这种情景，实即是

书法大学同学们的风格特色之一。他们在课室里听讲、练习写字，固然心情

畅快愉悦；在中间的茶点时间、欢宴的聚会之际、与世界各地的书法家观摩

交流书艺心得之时，又何尝不是心情万分畅快愉悦的？他们可以随时起兴，

雅乐不休。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说：“欣于所遇，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

至”，这不就是同学们已快告三年、都在书法大学不断地欢聚在一起时，所

体现出来的悦乐美好的情景吗？

同学们的书法，无论是基础未稳的，或已有根基的，一进入书法大学，

都纷纷快乐地一步一步踏上了高楼的层层阶梯，开广了无远弗至的视野，不

断地提升着那永无尽头的心智，拓展着那广大无垠的书艺江天。学着、学

着，进步着、进步着，同学们就这样稳稳地来到了今天，已近在眼前的领

取文凭的吉期，这是人生多么快乐的大事啊！

我非常高兴地为同学们庆幸，庆幸同学们可以有这样的一所大学，提供

这样令人快乐的一种进修书艺的机会，在书法的造诣上，学到了有今天这样

一种为书法大学认可的高度水平，这不但是同学们的光荣，也是新加坡的荣

耀。新加坡常被人称为只是一个弹丸小岛，但它竟然也能有这样的一所书法

大学，培养出有高水平的书艺人才，难道这不是岛国可以发亮的钻石吗？不

也是令人瞩目、不可小觑的钻石岛国吗？

时代来到了21世纪，已是一个万象益加飞速更新的时代。前人说的人生

七十古来稀，今人早已改言七十小妹弟，八十多得是，九十不稀奇，一百二

十岁，人人可期冀，医学界有说，是天赋之理。

书法大学即将毕业的同学们，学有所成，我满心欢喜，除了以“莫道桑

榆晚，金霞尚满天”来抒欣悦情怀之外，姑且再写一小诗，藉供大家引发回

味三年学程的悦乐欢愉，并资庆贺：

书艺中心笔触情，法高碑帖字生情。

大欣天下英才会，学乐三秋四美迎。

注：三秋：1.三年；2.秋播、秋耕、秋收，此诗兼含以上二义。

四美：良辰、美景、赏心、乐事。

150302　2008年/第二届

15030201　毕业典礼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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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的第二届毕业班学员于2008年 11月8日(六)下午6

时，从总理公署部长兼人民协会副主席林文兴手中接获证书，为三年的努力

进修划上美丽的句号。与第一届学员一样，他们在过去的三年，从书法理论

的学习与书法技巧的研究、十篇论文的撰写、出国浸濡，以及提交书作参加

毕业生展览等，正式修毕全部课程。 

毕业典礼于新加坡青年音乐家协会礼堂举行，毕业书法展览会则于新

加坡书法中心李光前堂同步举行。配合展览会出版的毕业专刊在会场同步

发行，随后举行毕业晚宴。次日，学员也组团与校长陈声桂教授到中国山

东等地做十天的毕业之旅。 

本届的毕业生共有14名，他们是：洪珠英(子茵)、罗守学、蔡锦贤、陈

森富、吴茂洲、何光荣、高慧芬、许彩端、黄美英、陆鸿昌、李以侨、林景

顺、廖振福、卓靖  。 

成立于2004年9月，并于2005年2月5日正式开课的东南亚第一间老年

大学——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简称书大)，开启了本区域年长人士再学习的

热潮。第一届的13名学员已于2007年11月24日，从当时的教育部长兼财政

部第二部长尚达曼手中接获“书学研士”证书。毕业后，他们都在现有的

基础上，继续探讨书法的精妙并提升自己的文学修养，充实个人的“字外

功”与“字内功”。 

目前，陈声桂教授书法理论与技巧这一部分，原南洋大学教授苏新鋈博

士则教授文化知识那一部分。老年书大的成立，也可回溯往事至2006年全国

大选结束之后，当时政府开始重视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先是执政党主席林文

兴部长受委为老年人事务的主管部长，积极探讨人口老年化的问题，以及如

何使年长人士生活无忧；其次是政府鼓励年长的国民继续工作，以及终生学

习；第三是于2007年8月成立老年委员会。同年，李显龙总理也于“2007年

国庆群众大会”上提到重视老年人渡过绚丽多彩的退休生活的愿景！而新加

坡书法家协会早一年成立的老年书法大学，正合时宜！

15030202　主礼贵宾新加坡总理公署部长兼人民协会副主席林文兴为特刊

撰写《献词》

Mr LIM BOON HENG
Minister, Prime Minister’s Office
Deputy Chairman of The People’s Association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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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ing is a natural process. But when life expectancies rise while birth rates fall, 
then societies age. Every nation, whether developed or still undergoing development, 
ha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needs of a growing population of senior citizens. Some 
needs have to be addressed well before people grow old.

By the Year 2030,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number of people above the age of 65 
years old will reach 900,000. In this regard,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 in the 
2006 National Day Rally has addressed the challenges of our ageing population in the 
future.I was appointed to lead a Ministerial Committee on Ageing Issues, to study the 
needs and challenges of these long term concerns.

One broad area is financial security. Will people have enough money for their old 
age? We encouraged people to continue to work-for as long as they can, and as long 
as they wish, not necessarily in the same job or at the same pay. They should imbibe 
the philosophy of learning to a ripe old age to have skills that are needed.Employers 
are encouraged to offer re-employment beyond the current retirement age. By 2012 
the law will require employers to do so.The CPF savings scheme was improved to 
build in a compulsory annuity plan so that people will have a stream of income for as 
long as they live.

The second broad area is health care and long term care financing. We have in 
place the Medisave, Medishield and MediFund scheme for hospitalization charges. 
MediShield has been restructured, with individuals allowed to buy additional plans. 
Government tops up the Medisave accounts of senior citizens from time to time. For 
those who require long-term care, we have the Eldershield plan, It is a basic plan, and 
we need to improve it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frail elderly.

The third broad area is to enable people to live active, healthy and happy lives. 
We have launched the Wellness Programme as a pilot programme. The People’s 
Association is steering 12 sites to develop the programme. When it is ready,it will be 
implemented across the country. In this programme we encourage people to pursue 
their areas of interests. Calligraphy can be one such interest.

The Singapore Senior Citizen Calligraphy University Centre was established in 
2005, and is the first of its kind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the South East Asia region. 
It is the pioneer in the field to offer a degree-course education, underpin by academic 
rigour and geared to the aesthetic development of its senior students in Chinese Culture 
and Calligraphy. It actively leads its students to reach a higher level of self-actualization 
and personal fulfillment in its three-year programmes. The University Centre th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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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odies the long term societal aims of lifelong learning and personal enrichment for 
our growing numbers of senior citizens.

There are 14 students in this year graduating batch. They are the 2nd batch to 
graduate. They are all successful individual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hree years ago, 
they enrolled as students with dreams and hopes, just as any newcomers to a different 
school experience. They want to achieve goals and to fulfill dreams and aspirations. 
Under the able and caring guidance of their teachers,  they worked hard and enjoyed 
themselves too. They demonstrated for many young Singaporeans the wise adage of 
lifelong learning for a fulfilling life experience.

Today I congratulate the 2nd Batch of Graduating students of the Singapore 
Senior Citizen Calligraphy University Centre. I hope you will carry the Calligraphy Torch 
passed on by your beloved Principal, Professor Tan Siah Kwee and bring honours to 
your alma-mater and our country. Congratulations to one and all.

15030203　林文兴部长《献词》译文

老龄化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当人寿预期提升而同时出生率下降时，社会

便会趋于老化。每一个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都要关注日益

增长的乐龄人士的需要，而有些需要应在人口未老化前先行处理。

据估计，到2030年，我国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的将会有九十万人。有

鉴于此，李显龙总理在2006年国庆群众大会演讲中提及政府开始重视老年

人的生活，并委任我主持一个部长级人口老龄化委员会来探讨长远的措施，

并解决他们的需要及难题。

第一个概括性议题是财务保障。乐龄人士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来支付他

们的生活费用呢？我们鼓励他们还能工作时继续工作，他们能做多久便做

多久，及他们愿意做多久便做多久，并不一定要在同一工作岗位或收同一

的薪酬。他们应该采用“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尽量学习他们终生所

需的技能。我们亦须鼓励雇主再用已达退休年龄的员工。在2012年将会立

法规定雇主这样做。公积金计划已经改进，包括一项强制性的养老金，以

便乐龄人士在他们有生之年不会断炊。

第二个概括性议题是医药保健及长期护理资金。我们已有保健储蓄计

划、健保双全计划及Medifund计划来支付入院费用。健保双全计划已经重

组，使到个别人士可加买额外保险计划。政府已不时注资填补乐龄人士的

保健储蓄计划户口。对于那些需要长期护理的人士，我们亦有Eldershield

计划来配合他们的需要。这是一个基本计划，我们需要把它改善以便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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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弱长者的需要。

第三个概括性议题是要让人民多姿多彩、健康，及快乐地生活。我们推

行了“康乐计划”作为试点。人民协会现在在12个地区推展这计划。当一切

成熟时，便会在全国推行。在这方案里，我们鼓励民众去学习他们感兴趣的

项目，而书法亦是其中有趣的活动之一。

老年书法大学设立于2005年，是东南亚首间老年大学。它为我国年长

者提供一个先驱的进修场所。在这三年课程里，书大提升了他们的生活素

质，及个人的成就感。换言之，老年书法大学的设立是合适宜的，它符合

了政府所推行的改善老人生活与健康的宗旨。

今年的书大第二届毕业生共有14名，他们是成功人士，来自不同的背

景与领域。三年前，他们抱着共同的理想，要为自己的黄昏岁月增添些许

色彩，在资深教授的谆谆善诱下，孜孜不倦地学习，终于学有所成，踏出

学习书法的第一步。他们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是年轻人学习的

好典范。

我也在此恭祝这一届毕业生顺利完成学业，并希望全体毕业生秉承你

们的校长陈声桂教授对书法的热忱，推动书法艺术的发展，使它在我国的

书坛上继续发扬光大。

15030204　校长陈声桂讲词全文

敬爱的林文兴部长、各位来宾、各位同学：

大家下午好！

今天很荣幸地请到新加坡总理公署部长兼人民协会副主席林文兴先生在

百忙中抽空前来主持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二届毕业典礼。林先生也是总理

委任的第三龄委员会的主席。他的出席，相信对第三龄生活的另一面，会有

更好的关切。 

新加坡书协在过去的三十年,一直是人民协会的协作会员，我们曾经动

员全部人力，帮忙人协组织布莱德岭华族传统艺术中心，运作了16年。在

过去25年，我们也协助超过20间联络所联办书法比赛。20年前，我们也开

始借用了人民协会总部大草场，于农历新年举办超过千人参加的全国挥春

大赛等等！现在我们与全国18间民众俱乐部联办书法课程，并继续举办比

赛、讲座、挥毫、雅集！   

我们的会所，在搬来新加坡书法中心之前，曾在人协总部运作了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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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的贮藏室还在人协(声桂按：如果是从人协于1989年6月18日提供储藏室

算起是8年)。

如果说，我国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跟全国职工总会有共生的关系，那么我

们跟人协也有共生的关系。尽管我们现在运作的滑铁卢街48号是国家艺术理

事会的艺术之家之一，但是丝毫不影响我们与人协三十年来共同合作与发展

的情谊。明年，我们也会参加国家艺术理事会与人民协会为加强老年人对书

法艺术的认识所开展的各项outreach活动！

因为这一渊源，人协的历任总执行理事长：李卫国、林靖忠、李宗严、

王景荣、陈文发，都担任新加坡书协的顾问，参加了书协的活动。

过去人协的两任副主席，其一的李炯才先生是个书法爱好者，常拿起

毛笔写字，也参加书协的活动、聚会，及接待来访的各国代表团；接任的

黄根成先生，也参加我们的书法活动，主持新加坡书法中心的开幕典礼并

当众挥毫，以及亲自参加公益金书法展的筹款活动。黄副总理曾在内政部

的旧凤凰园及新凤凰园拿起毛笔，一笔一划地练字到晚上七八点。所以我

们希望，林文兴部长从今日开始也跟我们打成一片，对书协的活动多多支

持、多多参与！ 

在欧洲、韩国、日本，特别是中国、香港、澳门，老年大学已非常普

遍，中华台北把老年大学叫做“社区大学”，在过去10年里，开设了99

间。所以，新加坡书协开设的这间老年大学，可说是开启了本地老年大学

的先河。

所谓老年大学，是一个专有名词，是对老年人坚持一个较长时间及较有

系统的学习的尊称。易言之，之所以用“老年大学”，是对年长者的尊重。

在外地，甚至还有函授大学、电视大学、广播大学、旅游大学、烹饪大学等

等，当然这与正规大学不能相提并论。就如我们有旅游大使、文化大使、亲

善大使、F1大使等等，是对某种工作的认同与尊重，与正式大使并不一样。

新加坡书协开办的老年大学尽管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已开始引起新加坡

社会各界的注目与重视。在今年(2008年)1月7日，它也获得了慈善团体的称

号，余款可以不用纳税，为日后开展更多活动作好准备。

我们相信，再过十年，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也会像新加坡书法中心一

样，成为新加坡社会的品牌。

转眼间, 书大06级的同学毕业了。短短的三年，我们不可能将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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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成为书法家，但至少，他们作为一个书法爱好者，把书法作为下半生的

爱好，该无问题。 

对即将离开的诸位，我应该说：“今天你们以学校为荣，它日学校以

你们为荣！”希望你们的毕业，会为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再添一层重彩。

借此，我代表书协全体同仁祝愿林文兴部长在公共服务生涯中，再上

层楼！

谢谢各位！ 

15030205　校长/书法导师陈声桂教授为毕业特刊撰写《献词》

转眼间, 书大06级的同学即将毕业了。

在过去的三年里，同学们放下身段、年龄、职称，一起上课、一起游

览、一起琢磨，总算修业期满。 

短短的三年，我们不可能将每一个人培养成为书法家，但至少，你们作

为一个书法爱好者，把书法作为下半生的爱好，该无问题。 

这里我借用欧阳修《学书消日》的话：“自少所喜事多矣，中年以来，

渐已废去，或厌而不为，或好之未厌，力有不能而止者。其愈久益深而尤不

厌者，书也”。送给本届毕业诸君共勉。 

三年来，同学们知道我苦心维持书协不易、维持书法中心不易、维持老

年书法大学不易，为免让我流为“文化乞丐”，大家都从各个层面给我支持

与动力，这是我最为感动的！据我的理解，一座建筑物之所以有生命，也许

是因为身在里头的人赋予它感情; 也许是经由外在历史的嬗变而添加它的沧

桑！特别是不同的人，因为际遇、经历和理解各异，所以对一座建筑物的感

情与追忆也不一样。话虽如此，我与同学们三年的紧密交往，深知你们未来

对新加坡书法中心这一栋大楼是会魂牵梦绕的！              

岁月如流，今年我已周甲了，想起四十五年前随师习书，三十五年前课

徒写字，恍如春梦，实在是不堪回首。 

对即将离去的诸位，我应该说：“今天你们以学校为荣，它日学校以

你们为荣！”希望你们的离开，会为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再添一层重彩。

15030206　文史通识课程导师苏新鋈教授为毕业特刊撰写《献词》

登高宽视野，书艺拓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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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快乐不已，幸福无疆。向往真懂欣赏书法，创造墨宝的一班。

为什么是快乐不已的呢？我每次来讲文化课，一踏进课室，看到的都

是笑意满脸的面容，听到的都是嘻哈悦耳的笑声。为什么这么快乐开心？

一位同学说了：他们正在“返老还童”。读书上课，以前都是适龄学童的事

嘛！他们现在又来到了课室，坐在学童坐的位置，用阅读书写用的桌子，面

向白板，静听教课。这种情景，怎不令人返老还童？又一位同学说了：他们

正在讲双关语、滑稽话，是戏谑？是作弄？是真赞扬？是假恭维？都不清不

楚了，此中乐趣，还不引得大家前俯后仰、嘻哈大笑吗？在书法大学上课，

就是这样在课前已营造出一种快乐开心的情境，而接着便马上愉快认真地听

课，一丝不苟地学习的。

为什么是幸福无疆的呢？放眼天下，全球各地大学虽多，但设有中国

书法专“院”、专“系”的，却相对稀少。而在一个小岛上的花园城国新

加坡，却竟然开办了一所书法大学，由享誉东南亚、东亚各国的书法名家

传授书法艺术，让新加坡与世界各地爱好书法的乐龄才杰：

——不但有缘在这所书法大学欢聚一堂，开心地学习书法艺术，定时细

听师长的宝贵教益，随时与同窗切磋琢磨，以求有成。

 ——而且还会遇上纷至沓来的种种书艺良缘，在书法中心的“李光前

堂”，欣赏到远近各地前来交流、开书展的名家书法佳作，耳濡目染地受

到他们的熏陶，从中得益。

 ——甚至也有机缘在师长的带领下远游东亚，与各国书法名家聚首观

摩，热诚交流，聆听心得，使自己更加坚持练习，更能写好每一幅书艺作

品，创造自己的独特风格。

这样，在花园城市，就有如此令人惬意地学习书艺的书大可进，有如此

美好的学书经历之可得，这还不是一种幸福无疆的人生吗？

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到东晋时代的王羲之，他使汉朝末年以来的楷

书、行书、草书，都在他手上作了一次水平极高的跃升。他的这种成就，

前无古人，因而被称为“书圣”，尊为书坛泰斗。然而，他是怎样研练书法

而达到如此成就的？简单地说，王羲之是对各种书体，都不断地观赏研磨，

他欣赏、吸收各家各体书艺精美、优越的种种笔法，把他们适当地融合、表

现在他的作品中。他的书艺作品的精美，风格的独特，“贵越群品，古今莫

二”。“书圣”就是如此研练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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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著名的诸多书法作品中，对后世影响最大、最深的莫过于《兰亭

序》，它被世人誉为天下第一行书。自有《兰亭序》以来，从公元353(东晋

穆帝永和九年，农历三月初三)，迄今(2008年)共一千六百五十五年，临摹他

的世人，不计其数。世上成名的书法家，谁没临过《兰亭序》？

《兰亭序》留存世间，是这样的有生命力。《兰亭序》成为如此这般

的“墨宝”，它的寿龄不是已全如神仙，无法计算了吗？只要是成功的书

法艺术作品，都会成为“墨宝”，像《兰亭序》一样，是“寿如仙”，无

法有终年可计的。

人们常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要拳术打得精，歌曲唱得妙，是必须天

天勤练拳、日日勤练唱的。要书法写得好，也不例外。同样是必须长期不断

地勤研勤练的。勤研勤练、勤练勤研，天天如此“心”、“手”运动，一旦

研练有成，这时，把毛笔沾着墨汁写在纸上，便即刻成为“墨宝”了。这是

多么令人高兴，令人愉快的啊！

黄金、钻石、和氏璧，都是天然形成的。人造的，价值不如天然的。然

而，“墨宝”，非天地可以自然而然地形成，却是人造的才有价值。它是人

通过其“心”、其“手”长期运动，研练出来的。这样，虽说“墨宝”是人

工的产品，然而，这种产品，人文价值高，艺术美感无穷，绝不是黄金、钻

石、和氏璧可以匹比的。

再过一个月，同学们就要上台领取书法大学颁发的毕业文凭了。这是大

学对同学们的书艺、鉴赏、写作，以及许多相关知识的掌握，都已高达大学

专业水平的郑重肯定，是非常可喜可贺的事。极盼同学们此后无时不快乐，

无时不幸福，仍旧能继续长期不断地勤研书法、勤练书法，以致继续再有步

步登高，步步更“宽视野”、广“拓江天”的高而又高的成就。

兹谨写一小诗，藉表喜贺之情：

墨宝寿如仙，兰亭怎计年？

登高宽视野，书艺拓江天。

极愿大家都能不忘勤研勤练，眼高而手不低，广拓书艺江天。

150303　2009年/第三届

15030301　毕业典礼实况

在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三届毕业典礼上，主宾、新加坡外交部高级政

务部长再诺说：“看到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在实现乐龄人士的使命上，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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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应有的角色，我感到非常高兴。它具体地实现了我们国家日增的乐龄人士

的终身学习的愿望。我谨此祝贺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与我们的乐龄人士，

都稳健地朝向他们下一个生命的阶段前进。” 

再诺部长接着说：“虽然你们的俗务烦杂、周遭能使你们分心的事物

很多，但你们还是学成毕业了。这就显示了这一课程的价值与魅力，也说

明了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在对书法的发展与关心乐龄人士两者间所扮演的

积极角色。”

老年书大的毕业典礼，是于2009年11月14日下午五时在新加坡青年音

乐家协会礼堂举行，本届共有17人毕业。毕业生书作展则于新加坡书法中

心李光前堂同步举行，也出版毕业专刊。

随后，毕业生举行毕业晚宴，并组团与校长陈声桂教授到中国广东、福

建等地作毕业之旅。他们是：卢志强、王运开、萧雅悟、杨民献博士、谢汝

存、陈锦泉、顾凤娇、陈淑温、傅耀建、黄永元副教授、周仪卿、陈淑群、

温秀玉、高桂、苏娟娟、佘恒嘉、陈振光。

在毕业礼上，书协副会长徐祖 也代表校方赠送中堂行书“和谐”予

再诺部长纪念。

在过去的三年，书大07级第三批学生，从书法理论学习与书法技巧的研

究、十篇论文的撰写、到中国名牌大学浸濡，以及提交书作参加毕业生展览

等，正式修毕全部课程，获授“书学研士”衔。

校长陈声桂教授说:“开办了五年的书大，在引领风气、在教学内容、在

技法训练、在浸濡学习种种的设计、执行与成效，应当如何诠释呢？这里我

用中国湖南长沙岳麓书院乾隆时代的院长旷敏本的话括之，即：‘是非审之

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

陈校长又说：“ 在过去的三年，你们有的埋头苦修，有的平淡过日！

以后者而言，平淡过日并无不对，因为是老年大学嘛，老年人了，‘乐夫天

命复奚疑？’消遣消遣，把书法当着太极练练即是，不必焚膏继晷！至于前

者，则有立志作为一位书家的宏愿！我想，这些学生，对书坛未来二三十年

的传承工作，肯定会有深远的影响！” 

早先，陈校长致词时说：“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最繁忙的时候，新加坡

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再诺先生还是如约地拨出他宝贵的时间亲临主持第三届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的毕业典礼。我谨代表新加坡书法家协会、新加坡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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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大学及全体毕业生向再诺部长敬致谢意！

“再诺部长是我们书协的老朋友，有着很深的渊源。他的一件书法作

品，曾参加书协联办的2007年公益金筹款活动，筹得义款两万元。也许你

们不知道，再诺部长写字很认真，也写得很好，上个月初我在总统府协助

布置内阁会议室时，就看到他写的‘和谐’两个大字挂在左边。这个内阁

会议室，是在Sri Temasek(淡马锡大楼)的二楼，也是今早开幕的亚太经合

会议的会场。我相信，今早到会的美国奥巴马总统、中国胡锦涛主席等国

家领袖看了，也会非常惊奇与赞叹！” 

毕业生工委会主席萧雅悟说：“缘起一班热衷书法的人士的坚持，在四

十年前创建了书法家协会；而其中我们老年书法大学的校长陈声桂教授，四

十年来更是在风雨飘摇中，健步坚持至今，并创建老年书法大学，到今天我

们已经是书法大学所栽培出来的第三批毕业生了。”

成立于2004年9月，并于2005年2月5日正式上课的东南亚第一间老年

大学——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简称书大)，开启了本区域年长人士再学习的

热潮。第一届的13名学员已于 2007年11月24日，从当时的教育部长兼财政

部第二部长尚达曼手中接获毕业证书；第二届的14名学员的毕业证书，则于

2008年11月8日，由总理公署部长兼人民协会副主席林文兴颁发。

15030302　主宾新加坡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再诺为毕业刊撰写《祝词》译文

你们已完成了三年的书法课程了，可喜可贺！虽然你们的俗务烦杂、周

遭能使你们分心的事物很多，但你们还是学成毕业了。这就显示了这一课程

的价值与魅力，也说明了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在书法的发展与关心乐龄人士

两者间所扮演的积极角色。

作为现代的，而且优雅的新加坡的新一轮的社会文化与教育大环境变迁

下的一分子，今天你们的收获，不仅仅是书法的学习而已！

我们今天生活得更健康，我们也可以预期人寿会更久长，所以我们应该

为未来的生活做好准备，而终身学习就是实现充实生活的枢纽！

看到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在实现乐龄人士的使命上，扮演它应有的角

色，我感到非常高兴。它具体地实现了我们国家日增的乐龄人士的终身学

习的愿望。我谨此祝贺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与我们的乐龄人士，都稳健

地朝向他们下一个生命的阶段前进。                                                          

15030303　主宾再诺部长《献词》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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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atulations and Best Wishes

Message by Zainul Abidin Rasheed

Congratulations on the completion of your Calligraphy Course. This is in spite of 
the many commitments and attractions around you. That says a lot about the value 
and the beauty of the course, and the role that Singapore Senior Citizen Calligraphy 
University Centre has played in calligraphy development and its care for senior citizens.

More than the stroke of art, today you are part of the next wave of the broader 
changes in the socio-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lanscape of our modern, yet cultured 
Singapore.

Today, we live healthier. We are expected to live longer. We therefore have to be 
better prepared for whatever lies ahead. Life-long Learning is key to a more fulfilling life.

I am most happy to see that SSCCUC has played its part to help our senior citizens 
realise their aspiration. SSCCUC embodies our nation’s vision of life-long learning for 
our growing population of senior citizens. May SUCCUC and our senior citizens stay 
their healthy course as they both grow up the ladder of life.

Zainul Abidin Rasheed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Foreign Affairs)
29 October 2009

15030304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校长/书法导师陈声桂教授为毕业刊撰写

《献词》   

又是一年芳草绿。书大第三批毕业生即将离开了。

开办了五年的书大，在引领风气、在教学内容、在技法训练、在浸濡学

习种种的设计、执行与成效，应当如何诠释呢？这里我用中国湖南长沙岳麓

书院乾隆时代的院长旷敏本的话括之，即：

是非审之于己，

毁誉听之于人，

得失安之于数。

学习书法，基本上得弄清三法，即笔法、章法、墨法。诚然，第四

法——意法，也不可少；以四者为圭臬，我们也才有办法在掌握毛笔之外，

也掌握钢笔及粉笔。

在学习的过程中，前人有所谓“入古方能出新”，也有“既入师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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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破师门”的论点！ 

所以，我向来不认同学生临摹我的字迹；几个人行，但不是大多数人

如此；偶而行，但不是大部份时间如此。因为照临我的字，永远无法跳出我

的圈子。说得浅白一点，我累积了五十年的精力才形成自己的风格，只可有

一，不可有二，学生应当掌握学书的方法，然后去走自己的道路！

在过去的三年，你们有的埋头苦修，有的平淡过日！

以后者而言，平淡过日并无不对，因为是老年大学嘛，老年人

了，“乐夫天命复奚疑？”消遣消遣，把书法当着太极练练即是，不必焚

膏继晷！ 

至于前者，则有立志作为一位书家的宏愿！我想，这些学生，对书坛未

来二三十年的传承工作，肯定会有深远的影响！

所以，我决定在此，略抒管见！ 

我于1975年当上了国庆美展(即新加坡文化部每年举办一次的国家级美

展)东方书画组的五人评审团之一，1978年当上了国家博物院年展的评判。

对于一位书法家的成型，认为得具有三个基本条件：

一、才气；

二、对于书法史上重要的各家各派的作品与特色，有较为透澈的了解；

三、深厚的文化及艺术涵养。

书大三年的教学，对于第二点几涵盖殆尽，即使当代书家，也不从缺；

至于第三点，苏新鋈博士文化课的教授，尤其有创新滤旧之效。

不过，任何一位书法家，他日如果要屹立书坛，除上述三个条件之外，

最好有第四个条件：运气！

说到运气，它有点玄之又玄。简单地说，运气有时不是从天而降，而

是：①要靠真才实学争得若干的荣誉；② 要靠机缘与工作得到几个大奖； 

③ 要有缘与名家名士交往；④ 要在书协担任适当的职位；⑤更重要的是，

要有大师级的人士的青睐与支持！

这样说来，第五个条件比“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曹雪芹《红楼梦》句)

更难吗？不会！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这片圣土，在国外，特别是中国甚至东亚

的韩、日、台三地，不知照应了多少具有“运气”的书法家！？只要你们明

了，在同一屋檐下，同道应当相互扶持照应，及守护“梁山”滑铁卢街4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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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职志。那么，今后新加坡一年之内出现三两位书法家，是指日可待的了！

因此，我祈望个人有另一个二十年，而书大也有另三个五年！

知我者当知我心所忧者何！所待者何！

桃花潭水，明月清风。祝本届诸君：“电视可以不看，书法不可以不

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官可以不做，国不可以不救”)

15030305　文史通识课程导师苏新鋈教授为毕业刊撰写《献词》        

光阴似箭，一眨眼间，老年书法大学栽培的第三届书法精英，又已登达

成功之域，宣告毕业了。 

这又是快乐无已的一班。大家有缘自各行、各业、甚至是荣休而来，

加入学书的行列，一起对书艺在国内、国外切磋琢磨， 怡怡地学习。这

样，还能有丝毫忧绪可以渗入那已专心一意地研赏写练书艺的快乐情怀吗？

记得在同学们来上文化课的第一节，我就曾讲过刘禹锡赠白居易诗中的

名句：“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的诗意，藉以赞扬同学们在已至、

已过不惑之年再前进的步伐中，还加走了一条认真深入地鉴赏研练书艺道

路之可嘉精神与选择。

三年来同学们都如仙般愉快地学习，进步神速。回想起去年大三毕业

同学的晚宴庆祝会上，当时各位只刚大二课业结束，就已传出有些同学的书

艺，已高达毕业的水平了。又有同学发出了挑战当晚盛会的声音，说来年的

表现要更风光。这些不知是一时兴起的戏语还是确实的真言。不过，都已令

我眼睛为之一亮了，大家有所知的也发出了不少悦乐的笑声。

今年书艺毕业的同学们，看来的确也是不愿落人之后，要大有作为、营

造出满天都是夺目的绚丽彩霞的一班。我想我在上第一节课时，把禹锡的诗

句，写在白板上，用的是作“为”霞，而不是“微”霞的版本，真是一点都

不错，这也是要营造满天绚丽彩霞的一班啊！

如今，我姑且在禹锡名句之上，再加撰两句，成为：

学书乐似仙，笔艺誉前贤。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极愿这一小诗，还可以有引发同学们回味学书之乐的功能，并以之祝盼

大家今后仍能继续悦乐不已地鹏翔书坛，创造绚丽的彩霞，日子继续辉煌。            

150304　2010年/第四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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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30401　毕业典礼实况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的第四届毕业班学员，已于2010年11 月6日下午5

时半，从新加坡国会议长(国会主席)阿都拉手中接获证书，为三年的努力进

修划上美丽的句号。

毕业典礼于新加坡青年音乐家协会礼堂举行，毕业书法展览会则于新

加坡书法中心李光前堂同步举行，约有二百余人参加，包括阿都拉议长之

夫人、书大名誉校长古兆娇、新马教育界前辈：前麻坡中化中学校长徐其

礼、前南侨女中校长高亚思、前南洋初级学院院长冯焕好及夫婿何乃强医

生等人。

书法展举行8日，至11月14日结束，配合展览会出版的毕业专刊在会

场同步发行，随后举行毕业晚宴。过后，他们也到中国海南省作五天的毕

业之旅。

本届的毕业生共有18名，他们是：佃永福、程朝明、陈月团、骆伟权、

潘秀琴、郭宽、张月娥、林雪琴、周纯端、陈金枝、林美美、符策明、周惟

孝、陈秋对、陈泰至、黎民碧、谢 珉、林春发。

国会议长阿都拉赞扬老年书法大学已积极地、有效地帮助学生达致终

身学习的目标。 

他说：“作为应届毕业生，你们可将过去三年所学，与你们同龄及年

轻的国民分享。本地的民众俱乐部、文化团体，及宗亲会馆，都有开设书

法班的场地，唯独欠缺有资格教学的书法老师。这里，我期望你们会主动

地参与这一工作。”

阿都拉也说：“我也知道，通过长期及积极的练习书法，会使我们更加

长寿。在中国各地，游客们经常可以观赏书法家们在公众场合展现他们的才

华。他们大多数八九十岁，终身与书法为伍。我想，这正是我们要过健康与

愉快的生活的榜样。”

现年83岁、担任厦门大学毕业生校友会名誉会长多年的工委会主席周纯

端在致词时说：“相处三年，相互鼓励、相互切磋；共同提高书法水平；共

同参观、浸濡、看招牌；共同完成作业；共同享受同学们带来的拿手美食，

这些点点滴滴，都历历在目，同窗之谊，令人难忘！”　

周大姐又说：“三年来，在陈声桂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在同学们锲而不

舍的努力下，有基础的同学书法水平提升到更高层次，而没有基础的也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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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坚实的根基。苏新鋈教授的文化课，丰富了我们的世界观与字外功，在此

感谢二位老师！”

校长陈声桂教授希望：“毕业生继续笔耕不辍、提升自己的水平，并

且终身与书法为友；至于以书法作为消闲的，则依旧舞文弄墨，提升自己

的生活内涵。”

他说：“如果我们以十中取一来检视我们得来不易的成果，应该说，

再过五年，新加坡书坛，肯定会增添一批生力军。这批生力军不只在技法

方面受过三年或三年以上的良好训练；在理论方面，也有比一般学书者更有

扎实的基础。至少，在浩瀚的书学海洋里，他们知道从哪里寻找营养、补充

营养。更重要的是，当他们将来从事书法教学的时候，也能够对学生做出正

确的指引、发表正确的看法。这对书坛的发展，是会起着重要的作用的！” 

结束讲话前，他说：“我四十多年来，出钱出力、任谤任劳，为新加

坡的书法运动，付出了一生的精力，至今仍是三无先生(一无股票、二无定

期、三无保险)。所以，我不敢期待，还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走我同样的

路！但我想，你们有时花点时间为你的母校服务，或自发地开一张支票寄

给你的母校，是可以试试的！毕竟，饮水思源、乐善好施，均是人类不可

或缺的崇高美德！”

15030402　主宾新加坡国会议长阿都拉为毕业特刊撰写《祝词》译文

谨此表达我衷心的祝贺！

三年前，你们报读了由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专门为年长人士所开办的

课程而再次成为学生；值得一提的是，这设计独特的三年课程在东南亚尚

属首创。你们身体力行，体现了终身学习所带来的乐观思想，促进我国迈

向更优雅的社会；同时迎合了我国致力于发展为全球化城市和充满活力的

艺术中心的愿景。

随着我国人口老化，大家都应该各尽其责、发挥其长。今天，人们已拥

有更加健康的体魄，其寿命也相应延长；与上一代相比，现代人一搬都受过

良好的教育，生活也过得更富足。纵然步入老年，但只要拥有乐观积极的态

度，与同辈或年轻一辈分享你们学习书法的乐趣及心得，将帮助你们迈向更

健全、更有意义的人生。对于你们积极的人生观以及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对此

项活动的鼎力推动，我在此表示赞赏。

除此之外，通过对书法的学习及传授，将有助于提高华文水平。希望借

此让年轻一代从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古人的智慧及儒家道德观念中受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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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助于对各族文化的了解，并利于推动我国朝向多元文化的社会迈进。

让我再次祝贺你们——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四届毕业生，祝愿你们：

身体健康！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5030403　主宾、新加坡国会议长阿都拉Mr. Abdullah Tarmugi为毕业特

刊《祝词》原文

CONGRATULATION MESSAGE BY MR.ABDULLAH TAARMUGI, SPEAKER OF 
PARLIAMENT, ON THE OCCASION OF THE 4TH GRADUATION CEREMONY OF 
THE SINGAPORE SENIOR CITIZEN CALLIGRAPHY UNIVERSITY CENTRE

Congratulations,

Three years ago, you had enrolled as students in the Singapore Senior Citizen 
Calligraphy University Centre to pursue its uniquely designed three-year formal course 
of studies for senior citizens;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South-East Asia. By taking this step, 
you demonstrate that lifelong learning is key to active ageing and fulfillment and in 
developing a gracious society. This is in line with our nation vision of remaking Singapore 
as a global city and a vibrant hub of the arts.

Indeed, as our society ages, every one of us has a role to play. Today, people are 
healthier and live longer, and compared with previous generations, they are generally 
better educated and financially better off. Being active while getting on in age will help 
you to lead a healthier, more meaningful life of sharing your knowledge and interest in 
Chinese Calligraphy with your peers and the young. I commend your positive outlook 
on life and the good work done by SSCCUC.

Furthermore, in the learning and teaching of Calligraphy, the standard of Chinese 
Language is raised. This will benefit young learners greatly as the age-old wisdom 
which abounds in Confucian proverbs and morals are learned to appreciate the stori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at has lasted 5,000 years. This will surely help to promote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ty integration in our multi-ethnic society.

Let me again congratulate all of you, graduates of the 4th course of the Singapore 
Senior Citizen Calligraphy University Centre. May I wish you good health and further 
success in your future endeavours.

15030404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校长/书法导师陈声桂教授为毕业特刊撰写

《献词》

转眼间，第四届的毕业生快离校了。在第一届的毕业礼，我们邀请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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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尚达曼先生担任主宾，第二届邀请了新加坡总理公

署部长兼人民协会副主席林文兴先生，第三届邀请了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再

诺先生，今年邀请的是国会议长阿都拉先生。

他们四人之讲词及献词，均给予老年大学诸多的鼓励、肯定与鞭策。

最近(7月9日)新加坡新闻、通讯与艺术部长吕德耀少将在主持我的(第三

次)个展时，也同样对老年大学加以赞美，他在向500位来宾致词时说：“陈

教授于2005年创立了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这不但在新加坡是项创举，甚至

在东南亚，也是首开先河。老年书法大学让银发族能有终生追求及欣赏文化

艺术的渠道；为期三年的课程，除了教授书法理论与技巧外，也包括文化知

识课程，借此培养更多的本地书法家以及爱好者。”

可见老年书法大学，得到诸多的支持！所以应届毕业生在顶戴光环之

余，是更加任重道远了！

    这六年来，在发展这东南亚第一间老年大学时，我们一步一个脚印，

相当谨慎，为的是让它在稳健中前进。

老年大学，固然为年长一辈的银发族提供了高层次的文化艺术活动，

但由于学员之年龄从37岁到83岁，相差整整46年，所以，我们也可以借它

启发及培育那些较为年轻的学员，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表现才华，或崭露头

角，像前三届毕业的芳华、丽仙、月秋、雅悟、高桂，已经逐渐能够站得住

脚了。紧接在后的，还有彩端、美美、月团、婕婕等人。

如果我们以十中取一来检视我们得来不易的成果，应该说，再过五年，

新加坡书坛，肯定会增添一批生力军，这批生力军不只在技法方面受过三年

或三年以上的良好训练；在理论方面，也比一般学书者更有扎实的基础。至

少，在浩瀚的书学海洋里，他们知道从哪里寻找营养、补充营养。更重要的

是，当他们将来从事书法教学的时候，也能够对学生做出正确的指引、发表

正确的看法。这对书坛的发展，是会起着重要的作用的！ 

对于你们这一届毕业生，我希望你们毕业后继续笔耕不辍、提升自己的

水平，并且终身与书法为友；而那些以书法做为消闲的，则希望你们依旧舞

文弄墨，提升自己的生活内涵。

我四十多年来，出钱出力、任谤任劳，为新加坡的书法运动，付出了一

生的精力，至今仍是三无先生(一无股票、二无定期、三无保险)。所以，我

不敢期待，还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走我同样的路！但我想，你们有时花点

时间为你的母校服务，或自发地开一张支票寄给你的母校，是可以试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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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饮水思源、乐善好施，均是人类不可或缺的崇高美德！

祝应届毕业生：前程万里！

15030405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文史通识课程导师苏新鋈教授为毕业特刊

撰写《献词》

今年令人欣喜不已的大事，实也不少。如果只说两件，应该首先说的，

总不会不是我们的校长声桂教授举行的个人书法大展吧！

这个大展于7月9日开始，每周换新展品一次，展足一个月。所谓字如其

人，展出的作品，就我的观感而言，实都是校长无比高逸的情怀、奋发有为

的兴志通过书艺作品的展现。展现着的这种情怀兴志的感染力的盛大，实已

使得当时的李光前堂，充满了“墨香满壁，风雅盈庭”的高雅气氛，直令观

赏的同道、书法爱好者，人人都满心舒适，美感频生。这是多么成功、有高

价值、令人衷心钦佩、万分欣喜、永难忘却的一个书艺大展啊！

第二件令人要同样会欣喜不已的大事，则自然非今年又按例会有一届书

艺精英，要宣告学有所成的大事莫属了。这是将会隆重地举行毕业典礼，大

事庆祝一番的天大喜事，是校长很有奋发有为的兴志与毅力，创办出了老年

书法大学来，才随之而有的每年一次的重大喜事。

今年这一届毕业精英，和以往各界一样，也无不是学艺三秋，而都悦乐

三秋，享有许多令人刻骨铭心、永难忘却之乐的。这不是吗？

在这里学书，有听讲精彩的书艺学问知识与智慧之乐，有勤练用笔用墨

表现内心情意之乐；表现得称心如意固然自有一种开心的大喜大乐；表现得

不合意、不够理想，不是也会有一种一声苦笑、以致多所自嘲，要切磋来、

切磋去、切磋东、切磋西的悦乐吗？

还有每逢学书过程中的茶点时间一到，大家不是又在院子厅堂中，有

着共享名摊、名家，以至同窗们亲自制作的拿手可口的糕点边吃边欢谈之乐

吗？这种一同品尝美食，深入交流讯息、议论天下、闲话家常的情谊，其乐

也融融的气氛，又是何等的难得、何等的悦乐的人生享受啊！

品尝美食，除了上述的情景之外，有时也会全班在蜚声国际的海鲜馆，

在同窗设计雅致的家中厅堂、在家中池边宽敞的庭院中进行。这是多么深厚

交心的友谊啊！大家吃薄饼、吃马来风味食品、吃福建厦门的特产、吃名贵

的海鲜等等，无不一片欢声笑语。有一次，享用海鲜时，那鱼虾滋味的鲜

美，绽放在人人口中，大家都赞不绝口。我还在心中暗生了两个深感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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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万副实的赞语，曰：

国际海鲜名国际

海鲜国际名海鲜

这两个句子，收藏了一阵子，后来在课堂上讲到和对联有关的问题时，

终于忽然兴起，说了出来，彰显了心中暗赞、感谢多时的机密与情思。

本届毕业的书法精英，也一如以往各届，一方面是承教于校长亲自的悉

心指导熏陶，另方面也不时地往国外观摩，向名家请益，辅助自己功力的提

升，以致结果达到的书艺水平，都是超及格的高度，达到都可以上壁展览，

与观赏同道见面的优秀程度。这是何等令人欣悦不已的大喜事啊！这就毕业

精英而言，学书有这样的得益与悦乐，而如今竟要结束这样的悦乐生涯了，

怎能不依依不舍。我写了一首小诗：

艺道有成将欲行，益珍庠序切磋声。

鹏程璀璨纵千里，难忘同窗三载情。”

这似乎就是毕业精英们如今的情怀吧！

极愿大家在金榜有名的大喜之后，仍能继续勤练书艺，高高兴兴地展

望未来，大展宏图；同时，也高高兴兴地记得过去曾经拥有的欢乐，纵令

是任何一笔一画的切磋琢磨之乐，都可以一思即得，情景历历在目，永远

悦乐安康。

150305　2011年/第五届

15030501　毕业典礼实况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的第五届毕业班学员，已于2011 年11月5日(星期

六)下午6时，从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兼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李奕贤手中接获

证书，为三年的努力进修划上美丽的句号。

在过去的三年，他们从书法理论的学习与书法技巧的研究、十篇论文

的撰写、到中国大学浸濡，以及提交书作参加毕业生展览等，正式修毕全

部课程。 

毕业典礼于新加坡书法中心李光前堂举行，毕业书法展览会也在同地

点举行。配合展览会出版的毕业专刊在会场同步免费发行，随后举行毕业

晚宴。过后，学员也组团与校长陈声桂教授到中国山东作十天的毕业之旅。 

本届的毕业生共有8名，他们是：刘炳耀、李朝日、柯俊元、陈秋香、

孙清德、李家曙、李森严及罗莲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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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毕业礼上，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以“仁智而贤”立轴送予爱

好书艺的李奕贤部长。 

李奕贤部长在会上说：“2004年9月，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创办了新加坡

老年书法大学并于2005年初开课。三年后，即2007年11月，第一批学员修业

期满，当时，现任副总理，即当时的教育部长尚达曼先生受邀主持第一届毕

业典礼。他在致词中，对这些终身学习书法的先行者，给予嘉奖与肯定！从

而打响了老年书法大学的第一炮！也鼓舞了更多乐龄人士挥毫落纸如云烟！ 

“如所周知，老龄化是今日社会的自然趋势。一个社会，当人民的寿命

延长而出生率下降时，社会便老化了。所以，世界上，无论是发达国家或发

展中国家，都在关注乐龄人士的需求，有些国家，甚至在人口未老化之前，

已先行规划了老年人的生活！ 

“根据统计，我国到了2030年，会有九十万人的年龄在 65岁以上，有

鉴于此，李显龙总理在2006年国庆群众大会后，特别成立一个部长级人口

老龄化委员会，积极拟订政府未来的应对措施！

“所以，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的成立是切合时宜的，它不但迎合了政府

改善老年人生活与提供老年人健康的身心活动的目标，也满足了国家日增的

乐龄人士终身学习的期望！ 

“我们的一些乐龄人士，平时还很忙碌，他们为子为孙、为媳为婿，事

务烦杂、心境难平，而且，周遭能使他们分心分神的事务也多。难能可贵的

是，第五批书大的学员们，在过去的三年，还是风雨无阻地将课程修完。这

是我应当在此表扬的！ 

“我青少年时代在学校也学过书法。从书法学习中，我知道，通过长期

持续不断的练习，会使一个人更加平和、冷静、宽容。这也是书法经历两千

年的变迁而不衰的主因。过去十几年，我到中国公干频繁，经常在公众场合

观赏到书法爱好者一身轻松地展纸挥笔，他们之中，不少人是八九十岁的老

年人，但精神矍铄，每天仍与书法为伍。我想，这正是国人所要度过的健康

与愉快生活的榜样。 

“孔子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礼记》说：‘老有

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今天，生活在新加坡这国土上的许多乐龄人

士，确实是老者安之，老有所终！借此，我寄望本届毕业生们日后继续笔耕

不辍，提升自己的书法水平、书法内涵，并且终身与书法为伍。”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兼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校长陈声桂教授语重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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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说：“过去的三年，应届毕业生利用他们的黄金岁月，每周风雨无阻地来

上课，一笔一划地在宣纸上耕耘。他们的欢声笑语，增添了新加坡书法中心

许许多多美丽的回忆与脚印，这是非常珍贵的！ 

“今天，我很兴奋地在这里欢送他们。我要告诉他们：过去你们以学校

为荣，将来学校以你们为荣。希望同学们离开后，继续保持联络，能出钱的

出钱，能出力的出力，把母校办得更出色！” 

工委会副主席柯俊元代表全班致词，他说：“首先，我要代表本届同

学感谢李奕贤部长对书法大学发展的关心和支持；更要感谢陈声桂老师和

其他为书法大学授课的老师们。老年书法大学的老师都是有名望的教授、

专家，他们热爱书法教育事业，循循善诱、深入浅出、教学有方、满腔热

情地为学员着想，激发了我们的学习热情，相信将来我们也会为新加坡书

法事业做出各自的贡献。 

“三年的时光，我们勤勤恳恳、奋发向上，同学相互鼓励、相互学习，

我们壮心不已、志在千里，把老年书法大学当成对书法追求的新起点。通过

学习，锻炼了书法、愉悦了身心、交到了朋友、找到了精神寄托、焕发了青

春、实现了梦想，感悟了书法文化之神韵。 

“古语有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年龄从来不会阻

碍我们对书法的追求，毕业后，我们一样保持对书法的热情，不求成为书法

名家，但求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15030502　主宾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兼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李奕贤为毕业

特刊《献词》

2004年9月，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创办了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并于2005年

初开课。三年后，即2007年11月，第一批学员修业期满。现任副总理，即当

时的教育部长尚达曼先生受邀主持第一届毕业典礼。他在致词中，对这些终

身学习书法的先行者给予嘉奖与肯定，从而打响了老年书法大学的第一炮，

也鼓舞了更多乐龄人士挥毫落纸如云烟！

如所周知，老龄化是今日社会的自然趋势。一个社会，当人民的寿命延

长而出生率下降时，社会便老化了。所以，无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

都很关注乐龄人士的需求。

根据统计，到了2030年，新加坡65岁以上的人口将达90万人。有鉴于

此，李显龙总理在2006年国庆群众大会后，特别成立了一个部长级人口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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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化委员会，积极为保障年长国人的晚年生活拟定措施。

所以，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的成立是切合时宜的。它不但朝向政府改善

老年人生活与提供老年人健康的身心活动的目标迈进，也满足了日增的乐龄

人士终身学习的期望！

我们的一些乐龄人士，平时还很忙碌，他们为子为孙、为媳为婿，事

务繁杂、心境难平，而周遭能使他们分心分神的事物也很多。难能可贵的

是，第五批书大的学员们在过去三年，还是风雨无阻地将课程修完。这是

我应当在此表扬的！

我在青少年求学时期也学过书法。从书法学习中，我知道，通过长期

持续不断的练习，会使一个人更加平和、冷静、宽容。这也是书法经历两

千年的变迁而不衰的主因。过去十几年，我到中国公干频繁，经常在公众

场合看到书法爱好者一身轻松地展纸挥笔。他们之中有不少是已步入耄耋

之年的长者，但精神矍铄，每天仍与书法为伍。我想，这正是国人所向往

的健康与愉快生活的写照。

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礼记》说：“老有所

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今天，生活在新加坡这片国土上的许多乐龄人

士，确实是老者安之，老有所终！借此，我寄望本届毕业生们日后继续笔耕

不辍，提升自己的书法水平和内涵，并且终身与书法为伍。

15030503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校长兼书法导师陈声桂教授为毕业特刊

《献词》

新加坡的书法队伍，笔耕不辍者有之，如炸薯条者有之。所以，新加

坡老年书法大学未来的生源如何？前景如何？谁也难以预料！倒是这七年

来，它办得红红火火，为新加坡书法发展掀开新的一页，甚至惊震各地书

坛，是值得我们雀跃的！

组建老年书法大学七年，以及过去二十多年见证各地老年大学的发展，

我个人觉得有两个共同现象，是可以略抒管见的：

(一) 同班同学之间水平参差不齐：同学间水平参差，是学习任何一门艺

术任何一门学问的常态，在老年大学中尤其显著。

老年人学书，主要是想在黄金岁月度过欢乐时光，所谓“人间重晚

晴”！他们不在乎是否成为书法家，也不在乎社会人士的誉毁！最重要的

是，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字”，变成“一幅作品”，送给自己的老友、老



795

陈
声
桂

伴、子侄、学生等，怡己怡人。你说他们希望薪火相传？或是要完成儿时

的美梦？都无关紧要！

因此，大家观看老年书大的作品时，不必用衡量书法展的同一把尺去

衡量它们！我们应该以“看庭前花开花落”的心情，来肯定老年们学习的

热忱与执着！

(二) 退而不休，退而难休：在这么一个忙碌的社会，许多老人还肩负孙

子的保姆、媳妇的靠背的使命！接送孙子上学、督促孙子读书、参加孙子课

外活动，甚至督促佣人工作、陪伴孙子看医生，也是日常课业。当然，他们

还得参加朋友的聚会、婚嫁、吊唁等等。所以，我们应该以“老骥伏枥、志

在千里”赞美他们！

过去的三年，应届毕业生利用他们的黄金岁月，每周风雨无阻地来上

课，一笔一画地在宣纸上耕耘。他们的欢声笑语，增添了新加坡书法中心

许许多多美丽的回忆与脚印，这是非常珍贵的！

今天，我很兴奋地在这里欢送他们。我要告诉他们：过去你们以学校为

荣，将来学校以你们为荣。希望同学们离开后，继续保持联络，能出钱的出

钱，能出力的出力，把母校办得更出色！

借此，再次感谢李奕贤部长的鼎力支持！

15030504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文史通识课程导师苏新鋈教授为毕业特刊

撰写《献词》

又是认真对待课业的一班书艺精英要穿上礼袍、戴着方帽，乐享隆重的

毕业典礼盛会的愉悦气氛、美好情景的时候了。

这一届的毕业同学，不消说也都是已业有所成、居有所安的成功人士。

他们在百忙中、消闲中、行有余力中，仍能欣然喜乐地进到盛名响彻遐迩的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来奋力勤学书艺。这种学而不厌的坚毅精神，是多么地

令人赞佩不已啊！

书艺之学，早在古圣贤的教育课程中，就已列为“六艺”之一；相传

距今三千年前，周公制礼作乐后，便已经有了，见于《周礼·地官司徒·

保氏》的一段记载，既有这样的说明：

养国之子之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

驭(御)，五曰六艺，六曰九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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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说的六艺，就是简而言之的所谓：礼、乐、射、御、书、数。

这在《周礼·地官司徒·第二》有关“六艺”的叙述，也是这样简说的。

这些都是技艺行为，是增长人生品德兴志、功业才能，需要培养锻炼的六

项技艺。

历代学者大都认为孔子对弟子的教学，除了“六经”：礼、乐、书、

诗、易、春秋之外，也教这“六艺”。

“六艺”虽然有时也指“六经”而言，例如写《史记》的司马迁，在

《滑稽列传》中，便称“六艺”为“六经”，以“六经”的内容为“六艺”

的内容。还好这并没有影响到人们由此而以为孔子教“六艺”，就是教“六

经”，并没有再教什么“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人们还是

信从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的“艺”，指的是礼、乐、射、御、书、数。这是历代注释家如郑玄、孔

安国、何晏、朱熹等，都这样了解的。而这样的 “六艺”中的“书”之为

技艺，实就是“书法艺术”的意思。这和“六经”中的“书”，指“道事”

而言，大不相同。

因此，我们实可确切地了解到，孔子把“书”列为“六艺”之一，是

何等的高度看重“书法艺术”的价值功能，何等地振奋书坛啊！他对书法

艺术价值的肯定，实令书法爱好者的爱好情志，都一一地得到精神上巨大

无比的鼓舞。书法艺术的爱好者，实可完全毫不犹豫地更加振奋起来，更

是以无比兴奋的情怀来看待自己力学书艺的手笔的无已锻炼、书艺水平的

一高再高地提升。

我于此谨以以下写的一首小诗，庆贺同学们的书法艺术，今已高达大学

毕业水平的可喜，以及今后成就日日再高的可期。

奋游艺海笔挥强，难忘书坛墨绽香。

今后兴头应不减，层楼益上高翱翔。

150306　2012年/第六届

15030601　毕业典礼实况

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在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六届毕业典礼上

说：“像新加坡这么一个社会，建立一间正规的书法学校，正好让那些有志

于此道的人士，可以通过三年有系统的学习及有步骤的考核，写好书法。 虽

然，浩瀚的书学，不可能在三年之内学毕，但它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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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部长说: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起源于法国的老年大学，今天在中

国、日本、韩国等地非常红火。特别是在中国，老年大学更是遍地开花、

群山同鸣。因此，只要社会上的人士，对老年大学稍加扶持，它一定能发

展得更好。”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的第六届毕业班学员，是于 2012年 11月3日下午6

时，从许文远部长手中接过证书，为三年来的努力进修，划上美丽的句号。 

在过去的三年，这批书友们从书法理论的学习与书法技巧的研究、十

篇论文的撰写、到中国大学浸濡，以及提交书作参加毕业生展览等，正式

修毕全部课程。 

也是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主席的许部长指出：“兼备静态与动态的特殊性

与优越性的书法，对我们社会的文明建设，以及对老人晚年生活的充实，是

有着正面的效益的。” 

他说：“书法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达到古人说的文以载道。不论你是在

生命的高峰，或是人生的低谷，你都可以通过毛笔把你的思绪，或难忘的

诗词歌赋写在纸上，以达到物质生活、感情生活中所不能达到的境地。” 

最后，他说：“书法是一种温柔敦厚的艺术，人们长期受到书法的影

响，也自然是温柔敦厚的。所以，我认为更多人拿起毛笔、更多人学习书

法、更多人观看书法展览，社会将更加和谐、更少争议。”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兼书大校长陈声桂教授说：“开办老年书法大

学，原本就不是期望所有一起写字的人都能成为书法家，卓然立于书法之

林。因为每个人的天分、机遇、基础，及所投入的时间与精神都不一样。

三年，甚至三十年都不一定能造就出一位书法家！但各位的路子已走对了，

只要不懈地努力，一定能写出一手好字，同时锻炼出更加健康的身体！” 

书大文史通识课程教授苏新鋈博士说：“承传中华书艺，能有承传的

良好殿堂，让书艺钟爱者：一、可以共聚一堂，聆听书艺理论、技法、章

法，以至书艺文化发展的历史、整个中华文化的要义精神等等讲述；二、

能共聚一堂，有切磋琢磨、激励上进、和乐欢愉地学习的气氛等等；这是

最好莫过的。非常庆幸，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就是具备了这些条件的一

座书艺殿堂。 

“一位名扬四海的书法家陈声桂教授，很有远见，早在八年前，他就和

多位有识之士，领先于东南亚各国，奔波劳碌，在新加坡创立起一所文化意

义重大深长的老年书法大学，随即光荣的成为书大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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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班工委会主席萧孙庆说：“通过三年的不断学习，书法不仅舒解

了我的心情与思路，而且还陶冶了我的生活情趣。所以对中华文化的艺术

追求、对学习书法的信念，我将会用一辈子来坚持，直到我的手提不起来

为止。” 

会上，陈声桂教授也赠送行书中堂：“五蕴本空，六尘非有”予许文

远部长。 

书大第六届毕业典礼是于新加坡书法中心李光前堂举行，出席的嘉宾

200余人，包括中国驻新加坡文化参赞萧江华、参赞兼总领事刘红梅、一等

秘书兼领事温鹏辉、二等秘书兼领事李义勤，原新加坡内阁秘书刘和民、新

加坡书法中心董事主席杨应群等；毕业书法展览会也在同地点举行。配合这

次展览会出版的毕业专刊，也在会场同步免费发送，随后举行毕业晚宴。

本届的毕业生共有8名，最长的76岁，最年轻的39岁，他们是：萧孙

庆、郑人豪、叶婕婕、黄敏容、李福裕、李玉喜、陈慧芳，及单芙蓉。

15030602　主宾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为毕业刊撰写《献词》

年初，陈声桂会长邀请我来主持这个典礼的时候，我不禁想起九年前

两人的一次对话。当时，陈先生告诉我，他将在四个月后离开教育界，于

次年1月，主持老年书法大学。我问他：“你的生活怎么样？”他说：“生

活可以很简单。”我又问他：“老年大学的学生可以收几年？”他说：“五

年应该没有问题！”想不到，转眼已经是八年了。 

像新加坡这么一个社会，建立一间正规的书法学校，正好让那些有志

于此道的人士，可以通过三年有系统的学习及有步骤的考核，写好书法。

虽然，浩瀚的书学，不可能在三年之内学毕，但它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同学们今天在会场上呈献的作品，尽管并非件件是精品，但却是“三年心血

非寻常”！ 

近年，书法的学习风气已经渐渐地普及，长一辈学书的人数也逐年上

升。听陈会长说，去年毕业班上有两位八十五岁的学员。我们的老总统纳丹

先生，在退休之后，又于今年七月拿起毛笔。可以这么说，兼备静态与动态

的特殊性与优越性的书法，对我们社会的文明建设，以及对老人晚年生活的

充实，是有着正面的效益的。 

书法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达到古人说的文以载道。不论你是在生命的高

峰，或是人生的低谷，你都可以通过毛笔把你的思绪，或难忘的诗词歌赋

写在纸上，以达到物质生活、感情生活中所不能达到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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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是一种温柔敦厚的艺术，人们长期受到书法的影响，也自然是温柔

敦厚的。所以，更多人拿起毛笔、更多人学习书法、更多人观看书法展览，

社会将更加和谐、更少争议。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起源于法国的老年大学，今天在中国、日本、韩国

等地非常红火。特别是在中国，老年大学更是遍地开花、群山同鸣。因此，

只要社会上的人士，对老年大学稍加扶持，它一定能发展得更好。 

我在这里，祝福那些三年来风雨无阻、日夜修炼，最后抵达“书山”的

终点的毕业生们：“梅花香自苦寒来”，你们付出的精力，与受到的磨砺是

值得的！祝大家幸福、平安！

15030603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校长陈声桂为毕业特刊《献词》

这是老年书法大学第六届毕业典礼了，我很愉快地在应届毕业生的这

一专刊上写几句话。 

首先，我得由衷感谢许部长年初满口应承前来主持这一典礼。许部长

向来是我及同道们心中的儒将，他的名作“天净无沙”也更令许多中外来

访的客人引颈欣赏！ 

九年前决定成立老年书法大学时，大家都公推这是东南亚的首创。令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现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同道们也要成立老年大

学了。他们分别来新加坡了解我们的运作方式与组织系统等等。 

可以说，我这一生只做成了书法这件事！四十多年来，许多人在半路

下车，或是只是维持十年八载，但我不管个人生活的高峰或浅滩，都没有

离开过我在书协的工作岗位；博得了差堪告慰的“任谤任劳，出力出钱”

八个字。 

转眼间，老年书法大学已经运作了八年，有六届毕业生和三批荣誉书

学研士了。可以说，书法的种子已经散播出去了，至于现在或将来的收成怎

样，已经不重要了！如果我们按照十中选一的算法来看，那么这六年来，书

坛差不多已经多了整十个出色的书法工作者了。 

学习书法跟学习其他的艺术一样，理论和实践是缺一不可的。我们相

信，三年的技法训练给同道们比较充分的机会实践，而三年的理论引导肯定

让一个爱好书法的人，一生受用无穷。更难得的是，三年中，同学们一起学

习、一起出游、一起讨论、一起吃饭、一起活动等等，从而建立了不可替代

与难以言喻的感情，这对他们今后的书艺道路是影响深远的。如果说，每个

人都在班上交到一两位，甚至更多位要好的朋友，那么，鲁迅录清代何瓦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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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写给瞿秋白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正为老年书

法大学的成功，作了注脚。 

过去五年，我们在跟中国百年名校同济大学的合作交流活动中，都取

得了成功。特别是对那些没有机会进大学，却又渴望可以体验大学生活、

听听大学教授讲课、看看神圣的大学殿堂的同学，是三年中的另一次难忘

的回忆！

这五年来，我们到同济大学培训时，他们最少会指派一名副校长前来主

持我们的开学礼或毕业礼。今年，同大的常务副校长陈小龙和副校长董琦教

授先后出席了我们的开学礼和毕业礼。同大的董琦副校长甚至建议，让参加

了五次交流活动的学员，可以成为同济大学校友会的成员。我想，这对那些

在年轻时候，或因为战争，或因为家庭，或因为机缘等失学而未能踏入大学

门槛的老年书法大学的学员们，是学习上的另一条康庄大道。 

开办老年书法大学，原本就不是期望所有一起写字的人都能成为书法

家，卓然立于书法之林。因为每个人的天分、机遇、基础，及所投入的时

间与精神都不一样。三年，甚至三十年都不一定能造就出一位书法家，但

各位的路子已走对了，只要不懈的努力，一定能写出一手好字，同时锻炼

出更加健康的身体的！看看我们这里最老的同学，90岁的纳丹先生，86岁

的吴清亮先生、周纯端和李家曙先生，便是最佳的例子了！ 

我们祝福那些年纪较长的同学，“莫道桑榆晚”，继续提起毛笔，临

池不辍，有时写得满意的(字)，不妨送送子孙、后辈或朋友，所谓独乐乐

不如众乐乐！那些较为年轻的同学，则可以追求一个更远、更高的目标，

圆一 个书法家的美梦。 

总之，机会都握在你们自己的手上。今天毕业，只代表这一阶段学习的

结束，未来还有更长远的道路需要奔走。祝你们前程万里！

15030604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文史通识课程导师苏新鋈教授为毕业班撰

写《献词》

又是快乐的一届书艺精英，要宣告已来到毕业的门槛了。这是多么令

人高兴的大喜事啊！

想想这一届的精英，对书艺又是多么的特有钟爱。他们在人生的旅途

中，献力社会事业、尽心家庭生活两方面，实都原已大有所成。然而，近今

三年，却又对书艺特有钟爱，一起加入了老年书法大学的学习行列，步步踏

实地前进。迄今，可说在美好的人生过程中，又添加了一份心境怡悦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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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深长重大的书艺成就。他们传承着全球各国文字中特有形方质丽之美，

可以使欣赏者心悦神怡的中华书艺。

承传中华书艺，能有承传的良好殿堂，让书艺钟爱者：一、可以共聚一

堂，聆听书艺理论、技法、章法，以至书艺文化发展的历史、整个中华文化

的要义精神等等讲述；二、能共聚一堂，有切磋琢磨、激励上进、和乐欢娱

地学习的气氛等等；这是最好莫过的。非常庆幸，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就

是具备这些条件的一座书艺殿堂。

一位名扬四海的书法家陈声桂教授，很有远见，早在八年前，他就和多

位有识之士，领先于东南亚各国，奔波劳碌，在新加坡创立起一所意义重大

深长的老年书法大学，随即光荣地成为书大校长。

新加坡有了老年书法大学，一年一年地吸收国内外的书艺钟爱者，进入

书大做大学程度的书艺学习，完成大家要一过、或再过一次于大学生活的愉

快无比的人生、提升书艺欣赏写作的功力。

一个月后，今年毕业的书艺精英，便在隆重的毕业典礼中兴高采烈地

领取书学研士文凭、拥有书学研士的荣衔了。这是万分可喜可贺的一天啊！

研练大学程度的书艺，肯定是快乐的，只不过有时的快乐，却也要经由

艰辛、苦涩的煎熬，才能获致、才得享有而已。一般人的所谓：“不经一番

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这不就是很好的激励话吗？

典礼过后，精英们虽说是离校了，但三年来与同窗共学、共享茶点的欢

乐，见到师友、看到处处墙上的墨宝，楼下的李光前堂，庭院内的花草树木

等等引起的快乐，怎么会一离校就消失殆尽呢？一位同学婕婕说：“书大生

活在我心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母校培养了我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让我

树立远大目标，为艺术而战，规划自己的艺术道路。”书大能造就这样情怀

的精英，这是多么令人敬爱的书大呀！

我再这里，谨以两首小诗，真诚地为大家庆贺祝福。

(一) 手把笔挥字价千，贴堂众赏乐翻天。

       三年学艺知音在，哪怕欢愉不似仙。

(二) 修艺难何在？成功随志来。

       原皆勤动笔，乐上更高台。                                 

150307　2013年/第7届

15030701　毕业典礼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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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七届毕业典礼，于2013年11月2日在新加坡书法

中心李光前堂隆重举行。当天，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兼新加坡

新闻及通讯部高级政务部长黄循财亲临致词、颁发证书予本届毕业生，并为

毕业生作品展剪彩。 

在会上，陈声桂会长特将今年2月24日黄部长在总统府新春园游会上写

的“财”字装框璧还他，引来阵阵的掌声。黄循财部长致词时，不只对书大

的运作倍感欣慰，对于书大之母体——新加坡书法家协会45年来的工作，尤

其推崇有加。 

黄部长说：“老年书法大学在成立的九年里，不仅普及书法，更在普

及与提高中，成为专业化、系统化教授书法的机构。老年书法大学除了培

养一大批业余书家外，还让其中的精英，通过高级的研究课程，成为并带

出一批新加坡书坛的活跃分子。他们在书协的引介下，与各国的同道积极

地交流，形成了普及——提高，提高——再普及的独特格局。这是令人鼓舞

与欣慰的。” 

黄部长接着赞赏书协说：“我也借此肯定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在过去四

十五年，为我国的文化建设做出的贡献。书协长期不懈地通过举办展览、比

赛、课程、示范，及进行出版、交流、互访、接待，让新加坡书坛在世界书

法家庭占据重要的一席，是国人有目共睹的，我谨此祝愿书协精益求精，更

上层楼；也祝福书大毕业生书艺有成，百花开放。” 

书协会长兼老年书法大学校长陈声桂教授说:“经过45年的奋斗，书协

已从一个40多人的志愿性社团，发展至今天拥有六百多位会员及五百多位

学员的全国性组织，并且在国际书坛上，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这

一切的成果，离不开政府、传媒、民族文化工作者、社会人士，及善长仁

翁的协力支持！尤其是文化部从1985年至今28年不间断的‘常年赞助’！ 

“过去十余年，在书法一家的概念下，我们积极扩大书法班级的非华

裔与不同国籍的学员人数，取得可喜的成绩。我们也在全国各院校，及联

络所、宗乡组织广泛开设书法班级。目前，全国院校有近百间有书法会或

书法组织，30个宗乡组织与联络所有书法班级。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政府内阁中的五位非华族部长都提起毛笔，包括

尚达曼先生、维文医生、易华仁先生、雅国博士，及尚穆根先生。你们也知

道，老总统纳丹先生也曾每周拿着毛笔写了七年。 

“我们希望，在雅好书艺的黄循财部长积极关注及支持下，书法早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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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成为全民的艺术！全民的太极拳！” 

书大本届毕业班工委会主席、国立新加坡大学统计系教授陈泽华博士致

词称：“我们从书大毕业了。用陈声桂教授的话说：下山了。其实，我们不

是下山了，而是刚刚进山——刚刚进入书法艺术这座宝山。这座宝山中，还

有无数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还有无限的风光等待我们去领略。我们将在这

座宝山之中，乐而忘返，不知老之将至。 

“我们在书大毕业了，但是我们的心不会离开书大。我们永远是书大

的成员。书大这棵大树，需要不断培育；书大兴隆，大家俱有荣焉。我们

将竭其所能，尽绵薄之力，为书大多施一点肥、多浇一点水，让这棵大树

永葆长青。” 

在过去的三年，书大第七届学生从书法理论的学习与书法技巧的研究、

十篇论文的撰写、到中国大学浸濡，以及提交书作参加毕业生展览等，正式

修毕全部课程。 

配合这次毕业生展览会，他们出版了毕业专刊；他们也在御宴酒楼举

行毕业晚宴，筵开15席。本届的毕业生共有9名，最年长的70岁，最年轻

的43岁，他们是：陈泽华(56岁)、钟月满(66岁)、谢国霞(50岁)、陈美锦(58

岁)、吴丽英(64岁)、张再兴(70岁)、刘桂妗(48 岁)、李惠汶(43岁)，及陈添

成(已故)。他们的书法展，为期六天。另者，今年有三位学生，即萧孙庆、

叶婕婕及林雪琴也修毕第四届荣誉课程，他们也在同一典礼中由黄部长手中

接过证书。 

到会者有中国驻新加坡文化参赞萧江华、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主席杨应

群、副主席陈佳模、郑谦木，及毕业班家眷、书法同道等等，约200余人，

为况殊盛。

15030702　主宾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兼新闻及通讯部高级政

务部长黄循财为毕业特刊撰写《祝词》

汉字是依指事、象形等法则构成的单体语言符号，书法则是用毛笔来表

达线条字体的艺术。书法也同时是中华传统文化独特美学，也是修身养性的

法门之一。写书法可以缓解情绪，放松精神。人们可以从写字的过程中，潜

心专注，达到“定静生慧”的境界。书法的表现手法可以变化万千，它带给

人的是时而儒雅含蓄、时而风流倜傥、时而狂放不羁的视觉感受。“书为心

画”，书法是书者将意愿、心态、情绪，甚至人生感悟一一以视觉化表达的

沟通方式和艺术语言。



804

陈
声
桂

书法是一种温柔敦厚的形象艺术，书法的教学也同样散发出温柔敦厚的

气质。这样的文化气质，给人带来的不仅是书写者本身获得的情趣，还有他

的理念、精神，与气质；而改变的，不仅是我们的书法学者，更多的是给社

会带入温和含蓄的能量源泉，让社会多一份儒雅平和，少一些浮躁极端。

老年书法大学在成立的九年里，不仅普及书法，更在普及与提高中，

成为专业化、系统化教授书法的机构。老年书法大学除了培养一大批业余

书家外，还让其中的精英，通过高级的研究课程，成为并带出一批新加坡书

坛的活跃分子。他们在书协的引介下，与各国的同道积极地交流，形成了普

及——提高、提高——再普及的独特格局。这是令人鼓舞与欣慰的。

我也借此肯定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在过去四十五年，为我国的文化建设

作出的贡献。书协长期不懈地通过举办展览、比赛、课程、示范，及进行出

版、交流、互访、接待，让新加坡书坛在世界书法家庭占据重要的一席，是

国人有目共睹的，我谨此祝愿书协精益求精，更上层楼；也祝福书大毕业生

书艺有成，百花开放。

15030703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校长/书法导师陈声桂教授为毕业特刊《献

词》

转眼老年书法大学第七届毕业生即将离去了。

三年相聚，多少欢歌笑语、多少书坛雅事，历历在目！

去年，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先生在主持第六届毕业典礼时指出新加坡需

要一间书法学府，以备有兴趣的书法爱好者，进行有系统地、有组织地学好

书法，进一步肯定了老年书大创立的价值！今年七月初，许部长在跟我餐叙

时再次谈起书大的运作。他说，市场决定了书大的存在，由于市场上有这样

的需求，所以它今日依然受到青睐！

许部长一语中的！因为当初我以为新加坡书法人口有限，能够经营五年

就差不多了。可是，现在已经九年，明年就是十周年了。

其实老年书大跟其他的书法研习机构一样，提供了两条道路：一条是走

上休闲的路，一条是走上书家的路！

所谓走上休闲的路，是让那些书法爱好者一圆学书的梦。通过这三年的

进修，知道怎么入门、怎么模仿、怎么选帖、怎么欣赏、怎么辨识、怎么创

作、怎么寻师等，让他们的生活中多了一支毛笔，空闲时得意时写写，写多

写少、写好写坏、写大写小、写楷写行，随性抒发个人的心情、增加生活的

色彩，自我陶醉、自得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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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的学员，世人不必用特别苛求的眼光来要求他们，以为他们三

年就能学到满身功夫、技艺超群。说实在的，书法哪有学三年就学会的？三

年便“毕业”了的？三年是一个学程，即使正规大学的其他艺术科系，甚至

科技宇航研究，所需的三年五载，只是提供他们一个基础、一个优势，何况

很多人读完大学，也不一定从事本科的工作，例如读医药的不一定做医生；

读工程的，不一定做工程师！所以同学们尽可以不必为修读三年会学到什

么、会得到什么、会写出什么而增加自己的压力！

何况，过去的教育不普及，可以进入大学的人士寥若晨星，同学们正

可通过老年书大这一平台，每年到正规大学去听课，做一两周的大学生，

满足一个人进入最高学府上课的梦想、了解大学学习与生活的真正情况！

另一种人是准备终身与书法为伍，当一个书法家的。那么，书大三年

学院似的训练，正可以给他们了解书法是一个浩瀚的海洋，不论理论与技

法，绝不可能无师自通、从天而降！没有前人的营养、前人的经验，是如

墙头芦苇，根浅枝摇，无法立足的！至于自诩创新创意，更是无稽与欺人

之谈！每个书法家的成长，都是艰苦的、漫长的，不少技术上与理论上的

问题，是需要长时间探索的！在前人宽阔的书法巨臂上，任何造势、炒作、

吹捧、标榜，都会被滚滚的书法洪流冲入无边无际的汪洋之中！只有日以继

夜、废寝忘食、真积力久，才可进入书法的殿堂！这是任何成功的艺术家的

道路，也是任何要成为书法家的人的道路！愿意走这条道路的人，正可以走

进老年书法大学的大门，作为踏上书法家的起点、一生理想与愿望的台阶！

总之，不管你们是选择两条路中的哪一条，都是对的！好的！我们过

去六届毕业生，有不少开始从事书法教学，进行书法薪火相传的工作；有

不少长期结伴旅行，走遍世界；有不少每年一同出国浸濡，不断提高个人

的文化修养⋯⋯

所以，种子已经播散出去，老年大学能够维持多久，已经不需要我说

太多了。

敬祝应届毕业同学爱我中华、爱我书大！

15030704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文史通识课程导师苏新鋈教授为毕业特刊

撰写《献词》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由陈校长奋发有为地为使书艺文

化，在新加坡也有大学体制之高度水平发展而创立的“新加坡老年书法大

学”，已经来到了迅即又有一团第七届书艺精英，要在即将到来的毕业礼

中，领取誉为“书学研士”的毕业文凭了。这是多么令人又高兴不已的书



806

陈
声
桂

艺文化的盛大喜事啊！

第七届毕业的书艺精英，与前此各届一样，也是极悦乐，细心无比地研

练书法笔艺的深爱书艺者，他们研练时，都能冷静专心，除却书艺外，再也

没有任何其他思绪杂念。他们意动笔挥，下墨必以能创作出心仪可观、可赏

的墨宝为目标的。这样，实就已可预知他们的研炼，是会大有所成，可以享

有大学程度毕业之荣誉的成果无疑了。

在励志小品的许多话语中，用上“宝剑”、“梅花”的词汇来作句子

的，常有所见。例如：“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便是极其佳

美之作，已成为对句楹联的名句了。不过，这里说的“苦寒”，在老年书法

大学研炼的书艺爱好者，却不是非有不可的经历。他们在书法名师悉心指导

研炼的过程中，都一帆风顺，只有无比的高兴快乐之感，只知是在勤炼，是

一种享受人生的勤炼，以至终有所成而已。这是老年书法大学年年都能作出

的非常为人高兴赞扬的贡献。

近二、三十年来，科技功能进步飞速，迄今几乎各种形体的汉字，都可

以通过电脑等科技产品的操作画写展现出来。只不过虽然如此，却仍有一个

问题，是解决不了的，那就是科技的操作，永远是科技工程的产品。它的价

值地位，是永远及不上手艺工程创作出来的墨宝的价值地位的。

手艺工程创作出来的墨宝，它展现着作者当时刹那间的心意情怀、思绪

精神，在唯一的一张书纸上，这是有独无偶之作，是非常重要的价值地位高

低的关键所在。手艺工程作品的价值地位之高，是无限量的。科技工程的产

品，怎能有如此现象？怎能如手艺工程创作的墨宝，可以成为艺术观赏品、

珍藏品，以至成为价值连城的文化珍品？

因此，我甚愿书学研士们，在荣获研士文凭后，仍能有暇继续研练书

艺，求取更高的书艺成就。我在这里，谨以下拟的小诗，献给各位毕业精

英。

三载学书味渐来，静中自有梅花开。不忧墨宝无锥立，愿得长修笔艺

才。

150308　2014年/第八届

15030801　毕业典礼实况

新加坡卫生部长颜金勇在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八届毕业典礼上说：“

在新加坡，书法的明天是宽阔的、明亮的，希望各位以及你们的亲戚朋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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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起毛笔写字。我相信，书写毛笔字的人越多，社会越优雅、人民越文明、

社会越和谐、生命越长久。”

他说：“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开启了本区域年长人士退而不休再学习的

热潮。由于课程编写的专业化、教学指导的系统化，再加上这十年的营运，

书大已上了轨道；而书大高级研究课程的开设，也让其中的精英，成为新加

坡书坛一批生力军！现在，他们也开始参加展览与评选、开始到民众俱乐部

与学校授课，为我们的艺术园圃，注入新血！”

颜部长说: “今年是老年书法大学成立的第十年，回顾这十年书大的发

展，可说是一个不俗的十年。各阶层的人士都在这里学习，包括了政府官

员、挂牌公司首脑、大学教授、小贩、德士司机、家庭主妇等等⋯⋯他们有

的为了兴趣、有的为了圆梦、有的为了娱乐、有的为了扩大生活圈子⋯⋯但

更多的，是想通过再学习，以感受一种‘新生活’的到来。”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的第八届毕业班学员，于2014年11月1日下午4时

30分，从颜金勇部长手中接过证书，为三年来的努力进修，划上美丽的句

号；颜部长也颁发证书予修毕(第五届)荣誉课程的钟月满。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兼书大校长陈声桂教授说：“今年是新加坡老

年书法大学创建的第十年。根据过去七届毕业生的回馈，他们在这三年中

各有不同的收获：交了一个、两个，甚至几个好朋友；能写一幅甚至多幅

端正秀丽的字，圆了自己想写好字的美梦；到正式大学上课，解开一生无

缘上大学的心结；参与推动书法的薪传工作，找到接触各国同道的桥梁；

与我国书法的主流拉近距离，有缘接触众多书法同道；担任青少年班或老

年书法班的导师，因教学相长，而书艺进步迅速；引领全家大小一齐学习

书法，让家中的幼苗从小接触书法；理解创作一件书法的不易，从而为书

法付出更多时间等等！” 

会上，陈声桂教授也赠送行书中堂“ 在抱”予颜金勇部长。

书大第八届毕业典礼是于新加坡书法中心李光前堂举行，出席的嘉宾

200余人，包括中国文化参赞萧江华、书大文史通识课程导师苏新鋈教授、

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主席杨应群、书协副会长何钰峰、林隆惠；毕业生书法

展览会也在同地点举行。配合这次展览会出版的毕业专刊，也在会场同步免

费发送；毕业生也举行了毕业晚宴及毕业旅行。

本届的毕业生共有12位，最年长的70岁，最年轻的47岁，他们是：汤丽

珠(53岁)、张文才(70岁)、何启汉(63岁)、林蔚(47岁)、陈杏玉 (60岁)、卢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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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59岁)、吴瑞梅(60岁)、陈月倩(60岁)、陈忠仁(52岁)、林丽娟(54岁)、刘

福财(55岁)、吴宗原(55岁)。

15030802　主宾新加坡卫生部长颜金勇为毕业特刊撰写《献词》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是已成立了46年的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于2004年

9月创立，并于次年 (2005年)2月5日正式开课的，它开启了本区域年长人

士退而不休再学习的热潮。 

由于课程编写的专业化、教学指导的系统化，再加上这十年的营运，书

大已上了轨道；而书大高级研究课程的开设，也让其中的精英，成为新加坡

书坛一批生力军！现在，他们也开始参加展览与评选、开始到民众俱乐部与

学校授课，为我们的艺术园圃，注入新血！ 

我在学生时代也曾经提笔写字！七八年前，我再次拿起毛笔，写几幅

字参展，其中一幅写的是 “四方开泰”，喻意国泰民安，还被拍卖作慈善

用途。 

今年是老年书法大学成立的第十年，回顾这十年书大的发展，可说是一

个不俗的十年。各阶层的人士都在这里学习，包括了政府官员、挂牌公司的

首脑、大学教授、小贩、德士司机、家庭主妇等等⋯⋯他们有的为了兴趣、

有的为了圆梦、有的为了娱乐、有的为了扩大生活圈子⋯⋯但更多的，是想

通过再学习，以感受一种“新生活”的到来。

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得，正是一生最美满的

生活！通过再学习，他们提高了个人生活的内涵、增加了个人生活的认识，

从而更有尊严、更有自信、更加快乐地度过晚年。我想大哲学家们说的“老

有所安”，正是这一写照！ 

在新加坡，书法的明天是宽阔的、明亮的，希望各位以及你们的亲戚朋

友也拿起毛笔写字。我相信，书写毛笔字的人越多，社会越优雅、人民越文

明、社会越和谐、生命越长久。 

祝新加坡老年书大第二个十年取得更丰硕的成果！祝本届毕业生百尺

竿头、更进一步！

15030803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校长兼书法导师陈声桂教授为毕业特刊撰

写《献词》

今年是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创建的第十年。根据过去七届毕业生的回

馈，他们在这三年中各有不同的收获：交了一个、两个，甚至几个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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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写一幅甚至多幅端正秀丽的字，圆了自己想写好字的美梦；到正式大学上

课，解开一生无缘上大学的心结；参与推动书法的薪传工作，找到接触各国

同道的桥梁；与我国书法的主流拉近距离，有缘接触众多书法同道；担任青

少年班或老年书法班的导师，因教学相长，而书艺进步迅速；引领全家大小

一齐学习书法，让家中的幼苗从小接触书法；理解创作一件书法的不易，从

而为书法付出更多时间等等！ 

这一届——第八届毕业生将有何收获呢？我让他们自己细说吧！ 

至于我，首先要对今天的12位毕业生表达最衷心的祝贺。三年来，他们

风雨无阻地前来上课及写字，实在非常难得！学书的道路比其它姐妹艺术困

难，而且投入多收益小。可是我们这12位同学，已与黑墨白纸为伍了三年，

今后还要相伴下去，甚至终老，这是何等高尚的情操啊！ 

其次，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于1974年订立会训“爱我中华”，其最重要

的目的在于影响更多人认识书法、学习书法、宏扬书法；最低限度，不恨

书法。现在，令人欣慰的是，新加坡有更多人爱上书法了！ 

再次，同学们已更了解组建老年书法大学的不易，了解自己是踏在前人

的肩膀上，才有今天的机会、才能取得今日的成果。所以，我希望他们一如

过去历届同学，饮水思源，毕业后常常回来母校走走，在活动上、财务上，

给予母校更大的支持！ 

爱我中华！爱我书法！ 

15030804　新加坡书大文史通识课程导师苏新鋈教授为毕业特刊撰写《献

词》

老年书法大学，由校长陈声桂教授于2005年开创迄今，似只转眼之间，

却已来到第十个年份了。十年的时光，说长不长，言短实亦不短。陈校长就

在这样的时段中，有声有色地办出了一所奠基于新加坡的书法大学。这是何

等不寻常的文化大好事啊！

今年毕业的书艺精英，就是在享有落足于具第十周年之荣誉的情况下

毕业的，是系属书大第八届研练书艺，又是大有所成，荣获极其可贵之毕

业文凭的书艺精英。

书法艺术，是艺术文化的一种，是华夏各种知名的传统文化之一。华

夏的传统文化，在上个世纪初，从要追求新文化开始，便时遭非议，要与

之决裂，彻底加以打倒毁灭，以至后期，确有传统文化荒芜，青年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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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虚、心思迷荡、追腥逐臭的现象产生，造成不少德高望重的有识之士，心

痛首疾，忧国忧民。这种情况，直至上世纪后期的最后几年，才逐渐有所改

善，并于进入了现今二十一世纪初的十多年中，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有

了改变，这才不但不使之荒芜，反而大力地使之欣欣向荣。华夏从商、周以

来的传统文化，才又真实地有了春风吹又生的情景来临。

华夏的传统文化，又再兴盛起来了。这不但在中国，由于人们重新深

知其为人世生命的瑰宝而使之复兴。而且世界各地不少有识之士，也都纷

纷地兴起了要研读、研练华夏传统文化的风气。而这时，也恰恰正好是老

年书法大学诞生的时候。

书大的成立，不只是新加坡的书法爱好者，有了修习书艺的大学书学

研士，以至荣誉书学研士这样的高程度研习书艺之场所，甚至也有一些来自

中、港、台、马等的书法爱好者，加入书大这个令人快乐不已的学书园地。

书大没有阻隔的门槛，世界各地的书法爱好者前来修习书艺，都极受欢迎。

进入书大，修习书艺，学懂欣赏书艺，写好书法作品，实是一种快乐无

比的享受，一种时光不能使之完结终止的精神快乐无已的享受。我在此谨附

上一首不全受平仄限制的小诗，藉以祝贺大家的书艺前途，无限顺适愉快。

拿起一支笔，沾足墨液香。

纸出心中字，乐趣无时央。

150309　2015年/第九届

15030901　毕业典礼实况

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医生在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九届毕业典礼上

说：“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成立于2004年9月，是东南亚第一间系统而正规

地学习书法的学校，开创了老年人学习书法的先河。

他说：“三年前，你们踏上了富有挑战性的学习书法及中华文化之旅，

今天学业有成，实在可喜可贺！要掌握书法艺术，写出一幅好的书法作品，

必须对每个笔画悉心地琢磨。这需要耐心、意志力、勤奋，更要多加练习。

你们做到了。

“难能可贵的是，你们这个年纪，还能够竭尽全力地获取新知识。有

人认为，年长者应该颐养天年、静心休养，但你们却选择三年的课程，把

时间和精力放在学习上，以提高自身修养，你们是‘活到老，学到老’这

句话最好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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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文部长说: “我也与书法结缘。记得当时还是政务部长的我，在2003

年第20届全国挥春大赛上担任主宾。我当众挥写了‘丰年’，表达我对新年

的美好祝愿。有人告诉我，我写的这幅字，已经挂在这儿13年了。 此外，在

前任总统纳丹阁下发起的慈善书法义卖中，我的一幅作品，也卖了三万元。

“陈教授告诉我，不少政府领袖也学习书法，我们的前任总统纳丹阁

下学习书法七年；现任副总理尚达曼也学习了书法十三年。诚然，学习书

法可以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及修养，使个人、家庭、社会生活更加和谐、

优雅。”

维文语重心长地说：“中国老话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

器’。希望你们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学校、为新加坡增光！也祝愿各

位身体健康、马到成功！”

今年书大的毕业班典礼，是于2015年11月 7日下午4时30分，在新加坡

书法中心李光前堂举行。出席的嘉宾200余人，包括书大文史通识课程导师

苏新鋈教授，书法中心董事主席杨应群、副主席陈佳模，书协副会长何钰

峰、林隆惠等。毕业生书法展览会也在同地点举行。配合这次展览会出版

的毕业专刊，也在会场同步免费发送；毕业生也举行了毕业晚宴，筵开15

席。两个月前，他们也先举行了六天毕业旅行。

本届的毕业生共有16位，最年长的81 岁，最年轻的39岁，他们是：章

金福博士(81)、伍丽安(63)、龙丽因(64)、陈昌国(66)、陈惠兰(63)、谢帝坤

(68)、李敏 (49)、薛祖成(68)、蔡克网(72)、邓瑞端(44)、胡坤添(80)、李金

荣(59)、赖英(63)、何清福(74)、沈伶 (39)、梁雅富(72)。另有陈秋香(55)

与何启汉(64)修毕第六届荣誉课程。他们18人均从外长维文手中一一接过

证书；外长也在本届毕业生个人书作前一一留影。

在过去的三年，这16位书友从书法理论的学习与书法技巧的研究、十

篇论文的撰写、到中国名牌大学浸濡，以及提交多件书作参加毕业生展览

等，正式修毕全部课程。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兼书大校长陈声桂教授说：“我们要热烈恭贺

维文医生出任政务非常繁重的外交部长。我也在这里衷心感谢非常念旧的

维文医生，在一年前就应承前来主持今天的仪式；即使这几天非常繁忙(编

者按：中国主席习近平这两天正在新加坡作国事访问，当外长在主持书大

毕业礼时，习主席伉俪尚未离新)，甚至听说他今晚就要出国公干(编者按：

当晚10点维文外长飞赴巴黎出席国际气候变化部长级大会)，他还是没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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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我们今天的时间。”

陈教授说“维文医生跟书协有一段渊源。当他在2003年担任国家发展

部政务部长时，就前来主礼我们的挥春大赛，并在千余名观众面前，写下

了言简意赅的‘丰年’两个大字。他也在2006年参加了公益金总统书法慈

善义卖，那时他写的是‘十全十美’，筹得三万元。维文医生平时也在其选

区内举办挥春与书法活动；他也在会馆与其他场合挥笔写字，一再为我们的

书法活动，注入新的动力。古人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所以我们非

常感谢维文部长对书法界方方面面的支持！” 

陈会长继续说：“我们书法中心一共挂了五件政要的作品，包括退任总

统纳丹博士、退任副总理黄根成先生、现任副总理尚达曼先生，及基础建设

统筹部长兼交通部长许文远先生的书作；第五件就是维文医生的作品了。他

的大作，就在我们要上二楼楼梯的那个起点，谁来这里参观都看得见。从这

些作品的悬挂，我也先此预祝维文医生的政途，更上层楼！” 

最后，陈会长说：“四十年前(1974)书法陷入谷底，我们以‘爱我中

华’(不学日、韩等地人士的所谓前卫、标新、创意)标榜并向世人揭示： 

‘书法在、华文在；留住华文、留住根本。’今天回顾，仍有其时空性，

希望应届毕业生，如他们的学长，实实在在地为书坛播种，有一份热，发

一分光！滑铁街于1995年辟为艺术街至今只有二十年，可是五家艺术中心

中，已有三家凋零易主，这是诸生应常引为戒的！”

书大文史通识课程导师苏新鋈教授在其祝词中说：“当今社会，一些靠

自动自发发展的文化事业，往往都不易持久，难有大成。

“不过，在关心爱好文化事业的发展者中，却有一位非常成功的爱练

书法、精练书法、发扬书法、不断教习书法、创作书法，以至创立了一所新

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的陈校长，把书法文化、书法大学教育的发展，都做得头

头是道，大有成就，成为文化界的大事之一。这是多么令人敬佩不已啊！

“陈校长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或更稍早一些时日，实就已显现出

了对书艺文化大有深爱的意志，并随之而逐渐不断地作出了许多推动书艺文

化，像见龙在田般的发展的工作，使书艺文化在七十年代渐衰之际，逐渐转

为渐盛情景的出现，并本此而除在国内发展外，还开展到国外去，和国外的

书艺文化联系起来，相互了解论艺，以至去年底，校长又有了高立于国际级

位机构的文化大奖的荣获之喜。

“这个大奖名为‘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大奖’，这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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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难得的大奖。是有着‘人如书，史迁情怀；书如人，横逸疏放。心墨晕染

于纸，桂香弥漫狮城；兰亭之后，南洋有此薪传。——如今葱翠南天’等赞

词的大奖。”

毕业班工委会主席章金福博士说：“过去十一年，老年书法大学为新加

坡培养了不少书法人才，这应归功于陈声桂校长的坚韧不拔的精神。陈教授

推动中国书法所作的贡献，不但受到新加坡文化艺术界的公认，更受到中国

及世界中华文化界的赞赏！

“因此陈教授去年获得中国中央电视台评选为世界十大中华之光人物

奖，这是新加坡最大的荣誉。恭喜陈教授！

“今天，我们这群七老八十的老人，熬过三年的苦学，终于修成正果，

毕业了。班上有不少同学确能写得出令人赞叹的好字，肯定会成为未来的书

法家。

“生命可贵、书法无价，老人们学习书法，充实生活；并通过书法，

发掘中华文化。希望书大能继续得到大家的支持，把书法艺术发扬光大！”

会上，2000年国家文化奖章唯一得主陈声桂教授赠送行书中堂特大字“

维”(小字是：《诗、小雅》：秉国之钧，四方是维)予维文外长，借此赞美

维文部长持掌国政，能维系四方，兼顾国内外方方面面的利益。

15030902　主宾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医生致辞全文

Professor Tan Siah Kwee, 
President CCSS, and
Graduating Students of the 9th SSCCUC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 me first congratulate the graduating students of the 9thCourse of the Singapore 
Senior Citizen Calligraphy University Centre . 

Three years ago, you came together as stranger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o embark 
on a learning journey that is unprecedented and very special to undertake a formal 
course of learning and specialisation in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Culture. Writing a 
good piece of calligraphy requires much patience and quiet determination with a lot 
of time. Through your hard work and sheer determination, and without a doubt too, 
the support of your families and the cajoling of your fellow classmates, all of you have 
achieved your goals today. Well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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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of you belong to the post-war baby boomers that have grown up alongside 
the prosperous building and progress of independent Singapore to a modern global 
city that she has become today. Yours is the generation of hard-working, self-reliant 
and resilient individuals who have become successful in your respective professions 
and business enterprises.  Yet you have chosen to pursue lifelong learning and new 
knowledge so as to be well prepared for happy, healthy and hearty retirement.  Thus, 
there has been no better place than a university like this for senior citizens to do so.

The Singapore Senior Citizen Calligraphy University Centre was established in 
2005 by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Society of Singapore, and is the first of its kind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the South East Asian region. It is the pioneer in the field to 
offer senior citizens  a formal education holistic in its academic rigour and aesthetic 
development for the learning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its roots. The University Centre 
thus embodies our nation’s long term societal aims of lifelong learning and personal 
enrichment for our growing number of senior citizens in our 21st Century vision of a 
gracious society.

All of you have demonstrated for many young Singaporeans the wise adage of 
lifelong learning for a fulfilling and meaningful life experience at every stage of learning 
and living.

Personally speaking, I remember the long association I had with calligraphy. I was 
your guest at the 20th Huichun Celebrations in February 2003 , and I attempted my first 
public piece of calligraphy writing “Feng Nian” (丰年) to augur auspicious wishes for 
the New Year. It was more than 12 years ago, and I was told by Siah Kwee my piece of 
work still hung in your luminary gallery  here , on the wall at the turning of the staircase 
going up to your conference room. I also took part alongside our then President His 
Excellency S R Nathan in the Calligraphy for Charity demonstration in 2006 to raise 
funds for the Community Chest.        

An ancient Chinese Proverb has the saying that “ a thousand songs to reach the 
right notes; a thousand weapons to forge the right tools”, so I hope you will carry the 
Calligraphy Torch passed on by your beloved Principal, Professor Tan Siah Kwee, and 
bring honours to your alma-mater and our country. 

Finally, I wish every one of you good health and success always.

Thank you.  

15030903　主宾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医生为毕业特刊撰写《献词》(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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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祝贺所有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九届的毕业生，恭喜你们完成这

三年学习书法的旅程！

我深信，如果要掌握好书法的技巧是需要耐心、决心、努力和坚强的

意志的！每一笔、每一画都要经过心想与构思，才能成就为一幅好的书法。

通常许多人在退休后在家里休息，享受一生劳碌后的成果。但你们却

利用退休后悠闲的时间积极地充实自己，学习新技巧，掌握新知识，真是

让人敬佩！

你们充分展现了“活到老，学到老”这句名言包含的底蕴，也证明了

博学是能超越年龄以及其社会阶层的。你们也从中为我们下一代树立了学

习的典范。

我衷心地向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表示敬意，它所设立的书大，充分发扬  

“终生学习与个人致富”的精神。我希望这份精神能在我国代代相传。

最后，我想再次祝贺所有毕业生，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15030904　主宾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医生为毕业特刊撰写《献词》原文

MESSAGE

The 9th Graduation Ceremony of the Singapore
Senior Citizen Calligraphy University Centre
Guest-of-Honour

DR. VIVIAN BALAKRISHNAN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Congratulations to the graduating students of the 9th Course of the Singapore 
Senior Citizen Calligraphy University Centre! 

Mastering the art of calligraphy, and being able to write a good piece that conveys 
the meaning behind each word takes much patience, determination, practice and 
hard work. Every brush stroke, whether hard or soft, has to be carefully executed with 
precision.

At your age, it is commendable that you have made the effort to continuously 
acquire new knowledge. Some may think that the senior years should be used to enjoy 
the fruits of your labour by retiring and resting at home but you have chosen to put 
in much time and effort to undertake this three-year course to keep your mind active.

You have exemplified the Chinese saying “活到老，学到老” (for Min’s ref: liter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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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long, learn long”), and proved that learning transcends age and other social strata. 
You have held yourselves up as good examples for our younger generations to follow 
and emulate. 

I thank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Society of Singapore for having spearheaded the 
work of the Singapore Senior Citizen Calligraphy University Centre. It embodies our 
nation’s collective drive towards lifelong learning and personal enrichment and may 
this continue to be passed on to future generations.  

I wish all of you good health and success.

15030905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校长/导师陈声桂教授为毕业特刊撰写《献

词》

这是我第九次为应届毕业生撰写献词了。换言之，老年书法大学已运作

十一年了。岁月何其匆匆啊！

王国维说：“人生只似风前絮，

 欢也零星，

 悲也零星，

 都作连江点点萍。”

是啊！人生聚散无定、福祸无常，几个人、一群人，能生活在一起三

年，相濡以沫、相忘于江湖，并非易得！

管理书法大学十年，与管理新加坡书协研究班四十年，有截然不同的体

会！简单地说，修读这一三年课程，会坚持到底、“修成正果”的人数，不

是只有三分之二，便是只剩半数。只有今年这一班，不让第三届的同学(十七

人毕业)专美，共有十六人一齐“下山”，是九年来毕业人数次多的一届！

书法真得这么难以入门吗？其实，是许多同道没有给自己研习书法的时

间。换言之，进了书大之后，仍然没有调整自己！调整时间！

三年前(即2012年)，在第六届书大毕业典礼上致词时，认为“新加坡不

可能再建立另一所书法大学了，所以建议书大放松收生的年龄门槛，让有志

于习书的青年，尽早涵泳于书艺之中”的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先生，最近

(2015年7月16日)又重莅新加坡书法中心，勾留了一个多小时。我面告许部

长，本届毕业生中，已有三十几岁的学生了！他说，他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创办的老年大学的纪录片中，发现上了年纪的长者，在校园中充满欢笑、乐

趣与自信，深觉老年大学巨大的社会功能，是难以言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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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1974)书法陷入谷底，我们以“爱我中华”(不学日、韩等地

人士的所谓前卫、标新、创意)标榜并向世人揭示：“书法在、华文在；留

住华文、留住根本。”今天回顾，仍有其时空性，希望应届毕业生，如他

们的学长，实实在在地为书坛播种，有一份热，发一分光！滑铁街于1995

年辟为艺术街至今只有二十年，可是五家艺术中心中，已有三家凋零易主，

这是诸生应常引以为戒的！

对于即将离去的你们，我应当说：

第一、博大精深的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瑰宝，承载着我们

民族深厚的内蕴与祖先的文明。可以说，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便是由一笔

一划开始的。

第二、每个人的人生夕阳都不尽相同，有人以清水方砖或塑胶软纸练

字以强身；有人以一支毛笔、一碗墨汁，走入书法的殿堂，而名留书史。

“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愿你们终身与书法为伍！

在殿一笔，我刚在今年七月，把五十年来撰写的三百篇书法文稿编辑为

《五十年书坛巡礼》，近日也积极地为《新加坡书法史》作第三次的整修，

希望在“古来稀”之前，为这苦难的书法园圃留点鸿爪。此后，便以授徒与

研书作为日课了！因此，我正期书坛待接棒人的出现！

15030906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文史通识课程导师苏新鋈教授为毕业特刊

撰写《献词》

老年书法大学，从2005年春开始，由陈校长奋发有为、光彩耀目地创

立起来，一直都顺利、如意地发展，至今已快满十一年了，这是非常令人

快乐的巨大好事。

众所周知，当今社会，一些文化事业的创立发展，让它在民间，由不少

对文化发展大有爱心关怀的有识之士，自动自发地来加作一些大力推动的发

展，往往都不易持久，难有大成。

不过，在关心爱好文化事业的发展中，却有一位非常成功的爱练书法、

精练书法、发扬书法、不断教习书法、创作书法，以至创立了一所新加坡

老年书法大学的陈校长，把书法文化、书法大学教育的发展，都做得头头

是道，大有成就，成为文化界的大事之一。这是多么的令人敬佩不已啊！

陈校长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或更稍早一些时日，实就已显现出了对

书艺文化大有深爱的意志，并随之而逐渐不断地做出了许多推动书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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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见龙在田般地发展的工作，使书艺文化在七十年代原有之要渐衰受助，而

逐渐转为渐盛情景的出现，并本此而除在国内外发展外，还开展到国外去，

和国外的书艺文化联系起来，相互了解论艺，以至去年底，校长又有了高立

于国际级位机构的文化大奖的荣获之喜。

这个大奖名为“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大奖”，这是非

常难得的大奖。是有着“人如书，史迁情怀；书如人，横逸疏放。心墨晕

染于纸，桂香弥漫狮城；兰亭之后，南洋有此薪传⋯⋯如今葱翠南天”等

赞词的大奖。

在新加坡建立起来的“老年书法大学”，经历了将满十一年的良好快乐

的发展，实已经是一所可以不断地为狮城营造出满城是桂香弥漫的狮城之书

大了。这是多有荣誉的书大啊！

11月7日的第九届习书毕业的书艺精英，又将要得赏隆重的毕业典礼的

快乐了。极盼各位精英，都能继续研修书艺，为狮城的老年书大，作出贡

献。我于此乐以一副对句谨赠各位精英，极盼大家快乐无疆。

书艺精研功已在

暇营墨宝香狮城

150310　2016年/第十届

15031001　毕业典礼实况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十届毕业典礼在2016年11月5日于新加坡书法

中心举行，主宾教育部长兼交通部第二部长黄志明对老年书法大学十年来

的成果给予高度的肯定。他说，“十”代表十全十美，特此向应届毕业生

圆满结业表示祝贺。

黄部长说，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在陈声桂校长的领导下，已培养出十届

毕业生，让书法艺术在社会上继续发扬光大。书大的一些精英，在全国各阶

层发挥重要作用，他们有不少已经成为书法界的精英，指导和培养下一代学

习书法，参加全国大大小小的各种书法比赛与展览，负起薪火相传的重任。

他希望，新加坡书法大学越办越好，祝贺第十届毕业生再攀高峰。他

也希望，各种艺术，如绘画、诗歌、音乐、舞蹈等等，在我国蓬勃发展，

并且有更多艺术学院和团体，以老年书法大学为榜样，让更多国人有机会

终身学习，使拥有“花园城市”美誉的新加坡，也能成为百花齐放的学习

之都、艺术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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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老年书法大学的毕业生一共有15位，加上一位修毕荣誉书学研士

的，共有16位，他们都亲自从黄部长手上领取毕业证书。15位毕业生中，

年龄最大的79岁，最小的38岁，他们分别是陈树兰博士(79岁)、廖朝云(75

岁)、施玉堂(69岁)、洪晓春(68岁)、梁定树(68岁)、叶思勃(62岁)、郑源荣

(62岁)、汪 莞真(56岁)、黄美娇(54岁)、许星耀(53岁)、冯清发(52岁)、龙

靖 (49岁)、陈延杰(47岁)、高光美(46岁)，及金弘(38岁)；而修毕第七届荣

誉书学研士的则是刘桂妗。

黄部长在颁发证书后，特地在每位毕业生的作品前跟作者合照，并

且与他们互动。在毕业礼上，陈声桂会长也把他挥毫的行书中堂(特大

字“明”)，送给主宾，并祝他仕途顺畅。

大约有200多人参加了这一典礼，许多书大校友、在籍学员，也与毕业

生融成一片，情至欢愉！

较早时，黄部长在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兼书大校长陈声桂教授引领下

参观了整座书法中心。他对于书法中心的组建以及开展的活动，深表赞许。

本届毕业生同步举行了毕业作品展，书展从11月5日展至10日，一共6

天。今年毕业生的作品，可说是打开了新的风气，现场十屏、六屏，及四

屏各有一件，是过去的毕业书法作品展所仅见的。他们精美的毕业特刊也

在现场分发，让大家自由索取。之后，他们也与陈会长做了一次毕业之旅。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创办于2004年9月，于2015年2月正式开幕，迄今

已有十二年。陈声桂校长对即将离去的同学殷殷寄语，他说：“‘一日书人，

一世书人；一日书大人，一世书大人’，希望同学们将来要在书法的领域

中，继续攀登高峰，并且要弘扬正派书法。”

他认为：“书法历史、书法理论、书法佳构，历经千年，闪耀今古！

所以，今后看到败坏的作品、怪邪的笔划、奇特的构图、凌乱的墨团，要

不屑一顾！”

当天，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萧江华也莅临参加。除了去年因习近平主席

到访无法抽身之外，萧参赞是第四次参加书大毕业礼了。萧参赞对于书协能

够在中国以外让书法开枝散叶，十分欣慰！

15031002　主宾新加坡教育部长兼交通部第二部长黄志明为毕业特刊撰写

的《献词》

今天，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举行第十届学生毕业典礼。“十”代表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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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美，谨此向应届毕业生圆满结业表示祝贺！

人的一生其实都在学习。毕了业，离开学校，踏入社会，所谓的“社会

大学”也有修不完的课程。退休后，不少人老年生活同样多姿多彩，就像你

们这一班孜孜不倦、退而不休、热爱学习的老年书法大学的学子，实在是终

身学习的好榜样。当然，你们这一届也有几位正在职场上继续为社会服务的

人士，在工作之余，不忘学习。所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你们对学习

的热忱令人敬佩，也是年轻人的楷模。

新加坡土地小、资源少，我们最宝贵的资源就是人力资源。你们这一

届有几位建国一代国民，在建国之初勤勤恳恳、刻苦耐劳、义无反顾地做出

无私的贡献，现在走进课堂，拿起毛笔，研究书法，力求让退休生活过得充

实、更有意义。你们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为新加坡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它是传承中华文化的载体，是优秀的传统艺术。

它是以汉字为素材，以毛笔为表现工具的一种造型艺术；不仅有广泛的实用

价值，也有很强烈的审美效果。书法也可以陶冶性情、修身养性。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在陈声桂校长的领导下，已培养出十届毕业生，让

书法艺术在社会上继续发扬光大。书大的一些精英，在全国各阶层发挥重要

作用，他们有不少已经成为书法界的先驱，指导和培养下一代学习书法、参

加全国大大小小的各种书法比赛与展览，负起薪火相传的重任。

我希望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越办越好！祝贺第十届毕业生再攀高峰！

也希望各种艺术如绘画、诗歌、音乐、舞蹈等等，在我国蓬勃发展，并且

有更多艺术学院和团体，以老年书法大学为榜样，让更多国人有机会终身

学习，使拥有“花园城市”美誉的新加坡，也能成为百花齐放的学习之都、

艺术之城！

15031003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校长兼书法导师陈声桂为毕业特刊撰写的

《献词》

转眼间，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举行第十届毕业典礼了。

书大从2004年9月组建到2005年2月开课，近十二年的时间就这样无情

地溜走了。可以说，书大的发展一年胜似一年，即使我们组团到上海参加

的中华文化研习班的人数，也一年多过一年。

我们的学校不只管理得井然有序，教授授课也倾情认真！更重要的是，

学生三年中学有所得而口碑相传，使书大在社会上建立起很好的声誉；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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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书坛，也因为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几十年来与各国紧密联系、互通有无

而使书大名闻遐迩。

最近我日夜在撰写《新加坡书法史》，以便把它与我之前出版的两本

书《书论十一辑》、《五十年书坛巡礼》摆在一起，作为这一生对新加坡

以及世界书坛的献礼。在撰写的过程中，我发现南洋美术专科学校在1938

年创立的时候，只收到14个学生，而我们书大第一届收到17个学生，13个

人毕业。过去十年，书大约有150位毕业生，所以应该说，这十二年的辛

苦，是十分值得的！

我在班上告诉同学们：“一日书人，一世书人；一日书大人，一世书大

人。”看看我们今年又有61位同道到上海去参加中华文化研习班，新老校友

跟在籍的同学在途上一起听课、一起购书、一起用餐、一起游玩，我相信我

们书大的前景是光明的。

在这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各国的书法理论无比的丰富，市上的字典

碑帖无比的精良，学习书法已经是囊中探物的事，如果还有人学而未精、学

而花俏、学而抛笔、学而妖媚、学而不化⋯⋯一定是努力不够、杂念太多、

心多旁骛、眼高手低。

其实，我们的书法历史，我们的书法理论，我们的书法佳构，历经千

年，闪耀今古！所以，今后看到败坏的作品、怪邪的笔划、奇特的构图、凌

乱的墨团，你仍可口诛笔伐，嗤之以鼻！明朝王铎说的：“宁拙毋巧、宁丑

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对你们仍是不可缺失的座右铭！

相处三年，不胜依依，希望你们今后在泥沙俱下的中外书坛，不只懂得

分辨清浊，也懂得引领清流。

15031004　新加坡老年书大文史通识课程导师苏新鋈教授为毕业特刊撰写

《献词》

时间走得飞快，转眼之间，老年书法大学创立至今，已来到快满第十二

年的时期了。这是民间办学非常不容易的大事业。然而这种虽能但可贵的文

化性大事业，却在陈校长的奋发创办下，成功地把老年书法大学营造为海内

外不少的书艺知音爱好者都多所称赞的老年书法大学了。

老年书法大学年复一年都亮丽的发展，来到了今年是第十个毕业年的年

份；实有一种很不寻常的意义，一种常被看作是具有纪念性、具有造成可以

产生人类要欢要庆的欢庆心情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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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毕业的书艺精英，是多么有缘地享有了这样的一个年份。今年的书

艺精英正是于老年书法大学创立到第十二年的时期。这样，今年的书艺精英

是多么地可以欢之又欢，庆之又庆的一个毕业年、毕业日啊！

老年书法大学是一所老、中以至不太年轻的书艺爱好者，都可以来研习

书艺的大学。来研习者，都不但于老年书法大学，得到名闻四海的书大校长

亲自全力教导，还有机会到上海同济大学浸濡，得到更多的书艺学识，这是

多么令人高兴的书艺研习啊！

今年的书艺精英们又都毕业了，我极盼大家的书艺都能不断地百尺竿

头，更进多步；并以下列二语恭祝大家年年的快乐无穷！

精神文化益何在，书艺有成万事欢。

 

 

2007年11月24日，新加
坡老年书法大学第一
届毕业典礼主宾、教育
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
长尚达曼(右一)、校长
陈声桂(左一)，与第一届
毕业生古兆娇及其夫婿
叶联礼合影。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一届毕业典礼于2007年11月24日举行，教育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尚
达曼(前排左三)，以主宾的身份颁发毕业证书，并与全体毕业生合影。前排左四为中国驻新加
坡特命全权大使张小康，左二、五为校长陈声桂教授、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主席杨应群。左
一、六为书协副会长何钰峰、徐祖 。



823

陈
声
桂



824

陈
声
桂



825

陈
声
桂



826

陈
声
桂

2008年11月8日，新加坡总理公署部长林文兴(左三)主持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二届毕业典
礼。左二、四为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主席杨应群、书大校长陈声桂教授。左六为书大文史通
识课程导师苏新鋈教授，左一、五为书协副会长何钰峰、徐祖 。

在2008年11月8日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举行的第二届毕业典礼上，新加坡书协会长、书大校长
陈声桂教授(左五)以中国春秋齐国政治家管仲名言“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为题材，挥写了一件
横坡书作“兴”赠予主宾林文兴部长(左四)作纪念。左一为应届毕业典礼工委会主席蔡锦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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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14日，在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三届毕业典礼上，新加坡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
再诺(左三)、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校长兼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教授(左四)、书协副
会长何钰峰(左起)、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主席杨应群、书协副会长徐祖 、书大文史通识课
程导师苏新鋈教授合影。

2009年11月14日，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再诺(右四)在主持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三届毕业
典礼后与部分来宾在书协会徽下合影。右起高桂、古兆娇、孟来妮、杨应群、校长陈声桂、罗
月秋、曾安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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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6日，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举行第四届毕业典礼，主宾为新加坡国会议长阿都拉
(左三)。坐者左起：书协副会长何钰峰、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主席杨应群、书大校长兼书法导
师陈声桂教授、书协副会长符传国、书大文史通识课程导师苏新鋈教授。

2010年11月6日，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举行第四届毕业典礼主宾、新加坡国会议长阿都拉伉
俪(左二、三)与应届毕业生周纯端(左一，年八十三)及书大校长陈声桂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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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5日，书大第五届毕生李家曙伉俪(左二、三)与其二友(左一、四)，在新加坡书法中
心前院留影；李氏为浙江宁波人，已经辞世。

2011年11月5日，在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五届毕业典礼上，主宾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兼国家
发展部政务部长李奕贤(左三)、中国公使戴兵(左四)与老年书大校长兼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
陈声桂教授(左二)、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主席杨应群(左起)、书大文史通识课程导师苏新鋈教
授、书协副会长符传国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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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3日，在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六届毕业典礼上，书大校长陈声桂教授(左四)以行
书中堂赠予主宾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中)。左起毕业班工委会主席萧孙庆、新加坡书
协副会长何钰锋、中国文化参赞萧江华、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主席杨应群、中国领事参赞兼
总领事刘红梅、书大文史通识课程导师苏新鋈教授。

2012年11月3日，在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六届毕业典礼上，主宾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许文
远(中)与全体毕业生合影。坐者左起新加坡书协副会长何钰锋、中国文化参赞萧江华、新加
坡书协会长兼书大校长陈声桂教授、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主席杨应群、中国领事参赞兼总领
事刘红梅、书大文史通识课程导师苏新鋈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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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2日，在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七届毕业典礼上，书大校长陈声桂教授(左五)将
行书中堂送与主宾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兼新加坡新闻及通讯部高级政务部长
黄循财(左六)。左起毕业班工委会主席陈泽华教授、副会长何钰峰、书大文史通识课程导师
苏薪鋈教授、书协副会长林隆惠、中国文化参赞萧江华、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主席杨应群。 

2013年11月2日，在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七届毕业典礼上，主宾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
部代部长兼新加坡新闻及通讯部高级政务部长黄循财(中)与全体毕业生合影。坐者左起新
加坡书法家协会副会长何钰峰、书大文史通识课程导师苏新鋈教授、书协会长兼书大校长
陈声桂教授、中国文化参赞萧江华、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主席杨应群、书协副会长林隆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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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1日，在新加坡书法中心举行的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八届毕业典礼上，主宾新加
坡卫生部长颜金勇(中)与全体毕业生合影。左三、五为书大校长陈声桂教授、中国文化参赞萧
江华，左起何钰峰、杨应群、苏新鋈教授、林隆惠。

2014年11月1日，在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八届毕业典礼上，陈声桂校长(左五)以行书中堂送
予主宾、新加坡卫生部长颜金勇(左六)。左起：汤丽珠(本届毕业班工委会主席)、何钰峰、杨
应群、林隆惠、萧江华(中国文化参赞)、苏新鋈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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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7日，在新加坡书法中心举行的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九届毕业典礼上，主宾新
加坡外交部长维文医生(前排左三)与全体毕业生合影。左二为书大校长陈声桂教授，左一、
四、五、六为书协副会长何钰峰、书法中心董事主席杨应群、书大文史通识课程导师苏薪鋈
教授、书协副会长林隆惠。

2015年11月7日，在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九届毕业典礼上，书协会长陈声桂教授(左三)赠送
行书中堂予主宾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医生(左四)之影。左一、二、五、六、七为本届毕业班工
委会主席拿督章金福博士、书协副会长何钰峰、书法中心董事主席杨应群、书大文史通识课
程导师苏薪鋈教授、书协副会长林隆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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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5日，在新加坡书法中心举行的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十届毕业典礼上，主宾新加
坡教育部长兼交通部第二部长黄志明(中)与全体毕业生合影。左三为书大校长陈声桂教授，左
一、二、五、六、七为书协副会长何钰峰、书大文史通识课程导师苏薪鋈教授、中国文化参赞萧
江华、书法中心董事主席杨应群、书协副会长林隆惠。

2016年11月5日，在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十届毕业典礼上，陈声桂教授(左四)赠送行书中堂
予主宾新加坡教育部长兼交通部第二部长黄志明(左五)。左一、二、三、六、七、八为本届毕
业班工委会主席施玉堂、书协副会长何钰峰、书大文史通识课程导师苏薪鋈教授、书协副会
长林隆惠、中国文化参赞萧江华、书法中心董事主席杨应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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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4  书大学员赴同济大学浸濡
150401　2008年/第一届

2008年3月9日，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校长陈声桂教授亲自带领38位学

员出席上海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主办的中华文化研习班。团员于深夜

抵沪，受到同大国际交流学院原副院长现任顾问徐康年博士、学院培训主任

刘根红硕士，及亚太研究中心职员王维栋的热烈欢迎；院长蔡建国教授在北

京出席全国政协年会，不克到场。

为期五日的中国诗歌培训课程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赵山林与同

济大学教授朱恒夫负责。上课期间，二位教授的精辟理论与传神诠释，化解

了讲座沉闷的气氛，不时传出掌声。朱教授还特地作了“奉送新识诸君返狮

岛”七言绝句一首赠予团员。期间，学员们也交上习作让朱教授逐一评析。

3月10日，毕业于德国的自然科学博士、同济大学应用数学系博士生导

师兼校长助理黄自萍教授、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书记兼副院长陈强博士特设宴

欢迎。出席者尚有经济与管理学院助理院长程国萍博士。

12日傍晚，团队抵达浙江省义乌市。次日早晨，义乌市政府外事与侨务

办公室亚洲事务负责人在团员下榻的义乌大酒店多功能会议室与全体团员见

面。李志强副主任、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朱军科长，与教育局官员为团员们

介绍了义乌的历史、发展、经贸及教育现状。

会议后，团员们见识了名闻世界的小商品海洋，正如早上李主任介绍

的，每个展示单位呆三分钟，要一年的时间才能看完。

午饭后，驱车迳往雁荡山，途经温州。

抵雁荡山已是入暮时分，导游小周说，这是观赏雁荡山三绝之一——灵

峰夜景的最佳时刻。皎洁的月色，加上小周的绘声绘影，每座山峰拟人似

人、拟物似物、拟兽似兽，雁荡山果然有其特色。

14日一大清早，团队便离开雁荡山庄旅店到朝阳千年古寺上香。过后，

导游边走边讲解雁荡山的地质年代，及火山岩的形成。仰望天空，可见到高

空特技演员惊险的高难度表演。

最后，游览了天柱峰、卧龙谷，与大龙湫，团员们才兴尽离开了雁荡山

回返上海，途径嵊州。

是晚，同济大学副校长杨东援博士特出席欢送宴并亲自将结业证书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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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学员，规格颇高。会上，杨校长对新加坡这批海外游子如此热心中华文

化至为赞赏，并对国内因经济发展以致某些地方面对文化与语言的流失表

示关切。

同济大学在上海是与复旦大学、交通大学齐名的百年老校，为德国人所

创，有101年的历史，学生5万3千多名，其上任校长万钢，前年(2006)上调

为中国科技部长，今年三月再兼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这次随行的有新加坡书协副秘书长陈朝祥,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名誉校

长古兆娇,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会名誉主席郑文麟、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兼

新加坡驻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特命全权大使沈石麟，以及新加坡书法中

心董事陈森富、廖振福、杨民献博士，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罗守学等人。

其余28人为许静芳、符和水、洪子茵(珠英)、蔡锦贤、张美瑞、高慧

芬、何光荣、罗月秋、蔡庭波、李以侨、吴茂洲、郑顺英、林景顺、黄美

英、李慧娟、黄敏容、卢志强、陈芳华、卓靖 、陈梦云、林彩云、高桂、

陈振光、吴仰正、符策明、顾艳红、吴凤群、萧雅悟。

150402　2009年/第二届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的30位学员，于2009年3月13日至19日前往上海

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参加该院主办的中国文化研习班；这是老年书

法大学的学员第二次到同大研习。负责这次培训的两位教授是副院长孙宜

学博士与朱恒夫博士。

为期五日的同大浸濡团是由校长陈声桂教授带领，随后，他们一行也到

南京及扬州做文化之旅。 

3月14日，同大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暨中国全国政协委员蔡建国教授

特设宴欢迎，出席者尚有该院副院长孙宜学教授、原副院长徐康年博士、

培训部主任兼院长助理刘根洪、办公室主任王维栋，及周义飞、陆长荣、

宋渝民等人。

18日傍晚，同学们参加结业典礼及饯别宴，同济大学副校长伍江博士

特出席参加。他在致词时，对今天国内的教育制度偏重现代科技而减低传

统文化的学习感到惋惜，他对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学生们对传统中华文化

的热爱表示赞赏。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蔡建国博士表示，学院一向接待的是年轻人，这

回接待的都是伯伯叔叔等长者，实在荣幸。他说，在金融风暴的笼罩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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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的学员依然前来上课，让他感动。随后，蔡建国教授亲自

将结业证书颁予每一位学员。

这次随行的有新加坡老年大学名誉校长古兆娇、随团秘书高桂、新加

坡书法中心董事会名誉主席郑文麟、杨民献博士，以及林隆惠、陈朝祥、

符国标、林玉宪、陈月团、张美瑞、吴凤群、陈秋对、陈淑群、温秀玉、

林美美、郑佳纯、佃永福、黄敏容、李朝日、郭宽、张月娥、李森严、符

和水、周惟孝、程朝明、周仪卿、柯俊元、陈振光、萧雅悟、陈淑温等人。

150403　2010年/第三届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的33位学员，于2010年5月28日至6月5日前往上海

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参加该院主办的中华文化研习班；这是老年书法

大学的学员第三次到同大研习。负责这次培训的是该院副院长孙宜学博士，

他是研究金庸与梁羽生武侠小说的专家。

为期七日的书大浸濡团是由校长陈声桂教授带领。期间，团员们登上了

所谓的“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黄山之后，一行人也游览了

徽州古牌坊，及中国最大的私人花园——鲍家花园。团员们也参观了有史以

来最多国家参加的上海世界博览会。

5月28日，同济大学副校长董琦博士、同大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暨中

国全国政协委员蔡建国教授特设宴欢迎，出席者尚有该院孙宜学教授、刘根

洪、王维栋、杨国华等人。

6月3日傍晚，同学们参加结业典礼及饯别晚宴，同大国际文化交流学

院院长蔡建国教授亲自将结业证书颁予每一位学员。出席宴会的还有上海

的书画同道大铁等。 

150404　2011年/第四届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的17位学员，于2011年5月26日 至6月2日前往上

海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参加该院主办的中华文化研习班。这是老年大

学第四次到同大研习，负责这次培训的两位教授是副院长孙宜学博士与崔铭

博士，此外，该院刚卸任之院长、现任上海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副主任蔡

建国博士也拨冗为学员主讲辛亥革命百年历史。

    陈声桂教授先于26日抵达，并于次日在同大国际文化交流学院316学

术报告厅演讲——“东方书法钤印与西方设计标记的异同”。 

为期五天的文化浸濡是由校长陈声桂教授亲自率领，随后，他们一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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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到宁波、奉化、溪口，及慈溪古镇作文化之旅。

5月28日，同大副校长伍江博士特设午宴欢迎，出席者有国际交流学院

院长陈强博士等人。

5月29日，原同大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蔡建国博士以市政府侨办名誉

设宴招待培训团一行人，陪同出席者有上海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文宣处副

处长曹波、邹芳及官员韩流等人。

6月1日，同学们参加结业典礼及饯别宴，学院院长陈强博士亲自将结业

证书颁予每位学员。他对学员们对中华文化的热忱深为感动。我国原财政部

政务部长邓思沾，年78 岁，也参加进修，是此行年龄最大者。

这次同行的还有陈朝祥、高桂、陈森富、刘炳杰、罗月秋、孙清德、

李森严、陈秋香、许彩端、萧雅悟、陈淑群、郑人豪、刘桂妗、李惠汶、

张再兴、陈锦美等人。

150405　2012年/第五届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的28位学员，于2012年5月25日赴中国同济大学国

际文化交流学院参加第五届中华文化研习班一周，于31日圆满结束。

一如过去四届，同大依旧隆重举行开课仪式，今年是由该大学常务副校

长陈小龙博士主持。陈校长在同大排名第二，他的莅临，意味同大对这一历

经五年的交流项目异常重视。

陈小龙教授致词时说，同大非常重视新加坡书大学员的到来，特别邀请

了知名专家学者来和大家交流，并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活动。

他说，新加坡书大同学年复一年来访，大大地促进了二国的合作与友

谊。他指出：“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追求高层次的享

受。我们可以从学习中实现理想、造就辉煌，‘再学习’不但可以使我们

与时并进，也使我们更具活力与爱心。” 

他希望藉举办文化研习班的契机，与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建立更加友好

的长期合作关系，也为更多学员创造更好的学习机会。

在沪期间，上海市政府侨务办公室副主任、原同大国交院院长蔡建国

教授，特地设宴款待新加坡书大一行。较后学员们也随校长陈声桂教授到

天津、北京做文化之旅。

在津期间，书协会长陈声桂与副秘书长陈朝祥特地拜会中国教育学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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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专业委员会已故常务副理事长路棣的夫人，及现任领导张凤民、杨淑琴、

杨存珍、李桂珍、张凤环、张凤江等人。他们也到殷商郑添庆的天津“旅馆

街”参观！

在京，他们也应约访问在中国规模颇大、属于部级机关的《经济日报》

社，由该社外事部主任闫玮及副主任朱旌接待。

5月31日，团员们回到上海，出席了庄严的结业仪式。当晚，上海市侨

办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蔡建国教授，同大副校

长董琦教授，及正在同大访问的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之孙女孙穗芳博士与四

位子女，也特地出席了这一盛会，并与大家合影，弥足珍贵！ 

在结业仪式上，陈强院长亲自颁发结业证书予28位学员，他们是：陈

朝祥、卢焯基、高桂、许彩端、张美瑞、杨民献、鲍德源、陈杏玉、何妙

冰、郑林 、刘炳杰、王好、钟月满、刘桂妗、符家佐、单芙蓉、罗月秋、

吴丽英、李惠汶、陈美锦、吴瑞梅、汤丽珠、张文才、陈添成、柯俊元、张

再兴、陈森富，及萧雅悟。

150406　2013年/第六届

2013年5月31日，为数24人的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参加了上海同济大学

安排的第六届中华文化研习班。

6月1日，浸濡团受邀参加由同大主催的“从泰戈尔到莫言：百年东方

文化的世界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出席者有同大副校长江波、印

度国际大学校长Susanta Kumar Dattagupta教授、印度驻上海总领事史耐

恩、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文化交流部主任马小明、上海人民对外友好协

会常务副会长汪小澍、上海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副主任蔡建国、上海市

文联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沈文忠、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赵丽宏、上海市

档案局副局长朱铃等。

陈声桂会长应约题写“世界大同”送予大会并应邀上台讲话。陈会长

解释：“几千年来，世界大同一直是中华民族所致力构建的理想。今天，人

类已进入地球村的时代，大家和谐共处、频密交往，这正是祖先们理想的实

现，所以他用这四个字相贺。”学员们也与全体参加者合影。

6月1日中午，由同大国交院院长陈强教授设宴欢迎学员的莅临。次日中

午，同大校务委员、原国交院院长、现任上海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副主任

蔡建国教授也设宴款待。会上，蔡教授接受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的礼聘，出

任书大的名誉校长；他赞赏陈会长这几年来担任同大亚太汉学研究中心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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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所付出的汗水。

6月3日中午，在孙宜学副院长宴请后，团员们到世外桃源——杭州西

溪一游，并于次日游览广袤的国家湿地公园。 

次日下午抵达杭州，游览西湖并坐船观赏湖景。当晚，书大本届(第七

届)毕业班工委会主席陈泽华教授的岳父母沈传龙、陈小夏伉俪于天香楼设

宴款待全体团员。 

6月5日上午参观雷峰塔、灵隐寺后回返同大国交院。当晚，24人出席

第六届同大中华文化研习班结业典礼，典礼由孙宜学副院长主持。

此次负责授课的有“收获”文学杂志的叶开(廖增湖博士)、同大中文

系刘强副教授(央视百家讲坛·竹林七贤主讲者)、蔡建国教授，及孙宜学

教授。

此行24人为：陈声桂、陈朝祥、陈森富、高桂、许彩端、许进福、蔡克

网、杨民献博士、张美瑞、陈振光、萧雅悟、何启汉、吴瑞梅、林丽娟、张

再兴、符家佐、单芙蓉、钟月满、刘桂妗、庄绍平、张文才、陈昌国、李丽

贞，及谢国霞。

150407　2014年/第七届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一行52人，一起赴沪参加中国百年老校同济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主办的第七届中华文化研习班。

5月31日，同大副校长江波教授特设宴欢迎书大一行人的到来。江波副

校长致词热烈欢迎新加坡老年书大52人浸濡团到访。他希望来年有更多书大

学员到同大进修，以加强二校的联络及促进国民外交。席上，陈声桂校长以

行书横披奉送江氏。

在6月5日的结业典礼上，中国全国政协委员暨同大校务委员蔡建国教授

宣布：凡是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学员参加该大学国交院举办的中华文化研习

班一次者，即可成为该校校友会成员。换言之，过去六届参加研习的200 余

位学员也将自动地成为校友会成员。

本次负责授课的导师是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原院长蔡建国教授、

副院长孙宜学教授、同大中文系主任刘强副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引

驰教授，及著名作家周锡山。他们分别主讲“漫谈中国近代史”、“2013

年中国国情与民情”、“孔子的智慧”、“庄子的智慧”、“红楼梦”的

人生哲理与智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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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二天半的课后，新加坡书大一行人赴河南省会郑州。次日(6月2日)

上午，团员们抵达河南的北大门——安阳，游览世界文化遗产——殷墟博物

馆、甲骨文碑林、殷代车马坑、妇好墓、中国文字博物馆。在参观中国文

字博物馆时，得到安阳市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兼安阳市人民政府港澳

事务办公室主任秦建华、副主任柳红英、科长呼江钰及博物馆纪委书记李

宽生的热情接待。

6月4日，团员们马不停蹄地到六朝古都洛阳，游览座落在河南洛阳老城

东12公里、中国佛教的发源地、历代高僧甚至外国高僧来此览经求法的“祖

庭”和“释源”的中国第一古刹——白马寺。接着，团员们也参观了世界文

化遗产——龙门石窟，远观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的墓园——香山寺。

6月5日上午，在赴机场途中，顺参观河南博物馆。团员们于午后回返同

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参加结业典礼，并从陈强院长手中接获结业证书。

典礼由陈强院长及上海侨务办公室副主任蔡建国联合主持。

结业典礼于晚上9时半结束后，书大校长陈声桂教授马上赶回新加坡奔

丧，由其外甥郑添庆马燕兵夫妇送他到机场。陈母其实已于当日上午8时去

世；在陈教授离开后，杨民献博士建议在场参加结业礼的全体人士，为陈

教授母亲默哀三分钟。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此行52人为：陈声桂教授、陈朝祥、高桂、陈森

富、罗月秋、张超平、吴金华、谢有元、杨民献博士、张美瑞、陈振光、

刘炳杰、庄绍平、庄修蕙、谢华隆、陈刚、刘桂妗、胡坤添、廖朝云、许

星耀、李金荣、卢保亨、金弘、龙靖  、陈惠兰、陈丽娟、高光美、林黛

梅、谢帝坤、云泰铭、蔡克网、汪 芫真、王利鹏、陈延杰、叶思勃、陈

杏玉、鲍德源、陈昌国、李丽贞、郑源荣、李佳颖、施玉堂、林纯茹、林丽

娟、吴瑞梅、赖英、龙丽因、伍丽安、李敏、单芙蓉、符家佐，及符标旭。

150408　2015年/第八届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校长陈声桂教授于 2015年5月29日率领50位学员

赴上海参加中国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主持的第八届中华文化研习班。 

5月30日，同济大学党委副书记徐建平教授设宴并致词热烈欢迎书大一

行。会上，徐书记表示，非常重视与新加坡书大这一合作项目。 

在6月4日的结业典礼上，同大常务副校长江波教授致词表示，中国现

在非常重视文化方面的建设——严于修身、严于用权、严于律己，并将之落

实。当晚，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侨办副主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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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务委员、原国交院院长蔡建国教授抱病到会。 

本届授课的导师是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博士生导师蓝凡教授及同

大国交院副院长孙宜学教授、人文学院朱崇志副教授、张屏瑾副教授、民乐

团艺术指导陈珏讲师。他们分别讲述“中国艺术与书法”、“中国文化与文

人风骨”、“大旨谈情——中国古典名剧爱情叙写”、“吴侬语软，洋场生

情——从晚清小说〈海上花列传〉谈起”，及 “走进古筝的音乐世界”。 

6月1日中午下课后，新加坡书大一行人赴无锡，途经南禅寺。2日上

午，无锡同道吴炳伟偕夫人应陈校长之约，在外甥陪同下来访，书生人情，

互赠墨宝。是晚，陈声桂校长设宴款待吴氏伉俪与其千金。 

6月3日早餐后，大伙游览灵山大佛，这座原为唐宋名刹祥符寺改建后

的梵宫，气势逼人，开场的九龙灌浴佛陀诞生，甚有创意。过后，下起滂

沱大雨，只能远眺大佛。 

午后，团员们游览东林书院。这座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的

书院，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嫡传弟子、知名学者杨时长期讲学的地方。

过后，大家泛舟太湖并游览元鼋头渚景区，领略太湖山水之美。

6月3日，书大一行抵达苏州，游览唐代诗人张继笔下的“寒山寺”。午

后游览苏州四大名园之一、已有670余年历史的狮子林，及春秋时吴王夫差

埋葬其父之墓地——虎丘。

6月4日，退房后，全团回去上海，途中经过新中合作开发的苏州工业

区。午饭前，游览江南四大古镇之一的同里。此镇建于宋代，至今已有1000

多年历史，是一座典型江南地区水乡风格的古镇，四面环水，景色幽美。

是晚，结业典礼在团员下榻之君禧酒店的迪顺轩举行。会上，2014年中

国中央电视台CCTV中华之光得奖者、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兼新加坡老年

书大校长陈声桂教授赠送其行书中堂“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予主宾、同大

常务副校长江波教授。

6月5日回国前当日午后，陈会长在同大国交院演讲:“楹联书法题款八

式”！

在沪期间，陈氏也会见其老友、新加坡驻上海副总领事王宗翰，原中

国驻新加坡海陆空三军武官张太山大校，中国著名艺术杂志《书法》编辑

杨勇，四十余年前国民服役同袍林新进，母校光华同学佘炳雄、张清安、

黄伟生、韩锦畴，及母校中正中学总校同学王绍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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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50人为：陈声桂教授、姚智、陈朝祥、高桂、陈森富、杨民献博

士、罗月秋、陈树兰博士、邓瑞端、沈伶  、陈秋香、蔡克网、林丽娟、

许惠璇、刘炳杰、章金福博士、冯清发、龙靖  、张美瑞、林雪琴、赖英、

刘桂妗、洪晓春、钟月满、金弘、吴瑞梅、陈昌国、李丽贞、郑源荣、李佳

颖、张显宗、梁雅富、陈杏玉、鲍德源、王振钦、邓茜容、王德洲、王敏

莹、郭秉威、梁定树、李金荣、陈月倩、龙丽因、陈劲有、云泰铭、谢志

强、郭书明、高新华、邱镇发、马燕兵。

150409　2016年/第九届

第九次同济大学文化研习班结业式，在6月2日在同济君禧酒店三楼举

行，到会的同济大学负责人除了马书记之外，有校务委员、同大国交院原院

长、现任上海市政府参事蔡建国教授，现任同大文科办主任兼国交院院长陈

强教授，还有副教授聂伟、办公厅主任王维栋及培训负责人汪丽勇等。加上

参加本届研习班的学员61位，全场一共80人，为况殊盛！

当晚主宾同济大学副书记马锦明博士劝勉全场人士“为美好的明天而努

力”，获得满堂热烈的掌声。

马锦明副书记说：“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历来深受海内外人士的重视

与究研，像新加坡老年大学同学们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借镜！ 

其实，博大精深的中文文化，正是我们实现中国梦的一个重要的动力”。 

马书记指出，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在过去八年在同大开展的研习班，是

高学历、高学识的高端学习班，她希望这一有意义的工作，来年继续举办下

去，让传统的文化，滋养今日急速发展的社会！ 

马书记说，作为一间一流大学，同大的愿景是以可持续发展作为导向，

即大学所讲授的课程，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也对后代发展持续有益。基

于此，一向以工科为主的同大，近期也加强文科方面的建设，所以陈强院长

出任文科办主任，正是其时！ 

马书记说：“明年是同济大学110周年，作为也是同济大学校友的新加

坡老年书法大学的同学，欢迎你们以更强大的队伍前来参加活动！”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侨办副主任、参事蔡建国教授在会上说：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的学生在新加坡的层次非常的高，他们多来自政治、

宗教、文化、艺术、学术、商业各方面的有成之士。” 

也是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名誉校长及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名誉会长的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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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博士说，据我所知，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开办至今十二年，学生之中共

有六位博士、一位名誉博士、一位大学教授、两位大学副教授。此外，原任

新加坡财政部政务部长以及多位挂牌公司的董事也在书大上课。每年，新加

坡书大前来的高层次文化学习班，对同济大学在新加坡甚至东南亚的声誉以

及两地的国民外交，均有极大的影响。所以从他主持国交院及调任上海侨办

副主任以来，他都一直关注这件事。 

陈声桂校长也在会上发言，他对于同济方面的理解与支持，表示由衷

感激。他说，因为新加坡学校的假期每年都是在这个时候(五月尾最后一个

星期五)，所以他们来同济大学上课，便只好从星期六开始，这难免影响同

大师长及工作人员周末的生活，所幸都得到理解。 

过后，陈强院长和陈声桂校长联袂颁发结业证书给每一位学员。 

在结业礼上，书大各年级学生分别呈献表演节目，使两个小时的晚会，

一片欢声笑语。 

较早时，同济大学副校长江波教授在5月27日(星期六)中午设宴欢迎来自

新加坡的61人团。江校长一如往年，为新加坡的客人做了好几分钟的国情介

绍。他也赞许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研习班的阵容一次比一次强大。过后，这

位留学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学者，也跟新加坡团中留学英国的学员同席相叙，

包括念建筑学的杨民献博士、在剑桥大学修毕法律的张美瑞、在伯明翰大学

念经济的新加坡原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姚智及夫人许惠璇，在英国伦敦大

学皇后学院念工程的李志强博士及他的夫人马绮玲等等。 

主持这次为期五个半天的中华文化研习课程的五位学者是：赵卫东副教

授、朱崇志教授、孙宜学教授、聂伟副教授及蔡建国教授。

蔡建国教授在主讲前，先讲了相当动人心弦的一番话。他首先表示，

已知道新加坡大慈善家、李氏基金主席李成义博士仙逝。他对自己1990年

在新加坡见到李博士的印像非常深刻，并感谢李博士后来赞助他到新加坡

做公开演讲和访问两次。

蔡教授认为，书法在新加坡得到的重视，甚于中国国内。过去国内的

小学生，是有描红或写红纸库的，现在都被人家忘记了，而且学生的字乱

七八糟，不忍卒睹！他希望有一天，中国十三亿人口会自发地了解，书法

是祖先流传了五千年的瑰宝，一定要回到十三亿人口的怀抱之中！这也是

实现中国梦的基石。 

在5月31日午饭后，由新加坡明鼎国际旅行社董事朗义煊安排的老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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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文化之旅，到浙江绍兴的兰亭、鲁迅的故居，临海的江南长城，南浔的古

镇参观，以增加同学们对中华文化的认识。 

6月2日，团员们回到上海参加结业仪式。为这八天的文化培训划上圆满

的句号。这次在上海的三个晚餐，由林丽娟、陈声桂、萧孙庆、李金荣、吴

水石、姚智、刘炳杰、陈佳模及陈森富九人分摊；毕业典礼全厅，则一如往

年，由杨民献博士独力报效。

在沪期间，陈声桂团长也与新加坡驻上海副总领事王宗翰、在52年前中

正总校同班的王绍祖、上海著名杂志《书法》编辑杨勇、中国前驻新加坡大

使馆武官张太山大校等人餐叙。

陈声桂校长也于6月3日上午9时30分在同济大学国交院主讲：“书法的

落款”，并由中国超星学术视频拍为专辑。 

参加这次第九届中华文化研习班的61人是：陈声桂、萧孙庆、陈森富、

许星耀、何启汉、刘炳杰、郭秉威、王振钦、冯清发、林铭法、周聪景、高

桂、金弘、洪晓春、龙靖 、姚智、许惠璇、杨民献、张美瑞、陈佳模、翁

金华、苏金龙、吴瑞丽、姜志民、陈惠卿、马绮玲、李志强、鲍德源、陈

杏玉、林丽娟、吴瑞梅、叶宏伟、卢焯基、潘秀庄、郭荣雯、林端媛、龙

丽因、林雪琴、洪子茵、谢志强、郭书明、吴 、杜梅林、陈劲有、邱镇

发、陈丽贞、黄凯咛、李金荣、吴水石、高光美、廖朝云、云泰铭、郭子

、黄洁贞、张双俭、陈美兴、黄汉平、刘桂妗、叶婕婕、许丽雅、张芳。

德国人于1905年创办的同济大学虽以工科为主，但也非常重视人文科学方面的发展。图为
2015年5月30日，同大党委副书记张建平教授(左五)与第八届中华文化研习班的部分学员合影。
左起高桂、杨民献博士、同大校务委员蔡建国教授、书大校长陈声桂教授、原新加坡总理公署
高级政务部长姚智、同大国交院院长陈强教授、姚智夫人许惠璇、蔡克网、拿督章金福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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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4日，在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与中国同济大学联办的第八届中华文化研习班结业
式上，新加坡书大校长陈声桂教授(左)赠送书作行书中堂予同大常务副校长江波教授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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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5  其他
150501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创立十周年午宴

2015年1月10日，新加坡书大第一届毕业生(2005-2007))于亚洲金阁海

鲜酒家庆祝母校创立十周年纪念，并约书大校长陈声桂教授出席。这次共有

第一届毕业生十人(第一届毕业生共13人)参加，他们是：罗月秋、陈梦云、

符和水、陈丽娇、古兆娇、李慧娟、林彩云、吴仰正、彭月妹，及陈芳华。

1506  附：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简介(中/英文)
150601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简介(中文)

A) 莅校贵宾

由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设立的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简称书大)，是东南亚

首家老年大学，它开启了东南亚老年书法大学之先河。书大于2004年9月7日

获准注册，第一班于2005年2月5日正式开课。

A1  三年后的2007年11月24日，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一届学员从现任

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及金融管理局主席、时任教育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

长的尚达曼手中接获书学研士毕业证书。尚氏也在会上致词。

A2 2008年11月18日，书大举行第二届毕业典礼，主宾是时任总理公

署部长暨人民协会董事会副主席、现任淡马锡控股主席的林文兴。他致词

并颁发证书予毕业生。

A3 2009年11月14日，新加坡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再诺为第三届书大毕

业典礼主礼，他在会上致词并颁发毕业证书。

A4 2010年11月6日，新加坡国会议长阿都拉为第四届书大毕业典礼主

礼，他在会上致词并颁发毕业证书。较早时的3月13日，新加坡国会副议

长暨东南区市长姚智为书大于 2009年开办的第一批荣誉书学研士班颁发毕

业证书，他也在会上致词。 

A5 2011年11月5日，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兼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李奕

贤为第五届书大毕业典礼主礼，他在会上致词并颁发毕业证书。当年4月9

日，西北区市长张 宾博士在第三十一届新加坡书法年展开幕式上颁发第

二届荣誉书学研士毕业证书予毕业学员。

A6 2012年11月3日，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为第六届书大毕业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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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主礼，他在会上致词并颁发毕业证书。同日，许部长也颁发第三届荣誉

书学研士毕业证书予毕业学员。

A7 2013年11月2日，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兼新加坡新闻

及通讯部高级政务部长黄循财为第七届书大毕业典礼主礼，他在会上致词

并颁发毕业证书。同日，黄部长也颁发第四届荣誉书学研士毕业证书予毕

业学员。

A8 2014年11月1日，新加坡卫生部长兼华社自助理事会主席颜金勇为

第八届书大毕业典礼主礼，他在会上致词并颁发毕业证书。同个场合，颜

部长也颁发第五届荣誉书学研士毕业证书予毕业学员。

A9 2015年11月7日，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医生主持第九届书大毕业典

礼，他在会上致词并颁发毕业证书。同日，维文部长也颁发第六届荣誉书

学研士毕业证书予毕业学员。  

A10 2016年11月5日，新加坡教育部长兼交通部第二部长黄志明主持第

十届书大毕业典礼，他在会上致辞并颁发毕业证书。同时，他也颁发第七届

荣誉书学研士毕业证书予毕业学员。     

B) 课程内容

新加坡书大的课程设计，分为书法理论和书法创作(占90%)，及中华文

化知识(占10%)两部分，课余活动有观摩展览、观看比赛、出国交流、出国

观展，以及通过新加坡书协的网络，与世界各地书法组织和同道交往等，目

的在以书会友，以书交友。

C) 交流与浸濡

书大每年都有组团到中、港、马、印等地访问与交流，或与中国名牌

大学联办浸濡课程。

C1 2008年3月9日，书大校长陈声桂教授带领38位学员参加上海同济大

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中华文化研习班，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

赵山林教授与上海同济大学朱恒夫教授负责培训。结业时，由同大副校长杨

东援教授致辞并亲自颁发证书。

C2 2009年3月13日，陈教授第二次率领学员30人参加同济大学国际文

化交流学院的中华文化研习班，由同大交流学院副院长孙宜学教授与同济大

学朱恒夫教授负责教导。结业时，由同大副校长伍江教授主持仪式并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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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2010年5月28日，陈声桂教授第三次率领学员33人参加上海同济大

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中华文化研习班，由同大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院长孙

宜学教授等人负责教导。开课时，副校长董琦教授到会主持。

C4 2011年5月26日，陈声桂教授第四次率领学员17人参加上海同济大

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中华文化研习班，由孙宜学教授、崔铭博士负责教

导。开课时，副校长伍江博士到会。

同日，陈声桂教授于同大国际文化交流学院316学术报告厅主讲：“东方

书法钤印与西方设计标记的异同”。

C5 2012年5月25日，陈声桂教授第五次率领学员28人参加上海同济大

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中华文化研习班，由同大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院长

孙宜学教授，以及刘德隆、杨先国、吴敏、及李健医生负责教导。同大常

务副校长陈小龙教授主持开课式，副校长董琦教授参加毕业晚会并致辞。

C6 2013年5月31日，陈声桂教授第六次率领学员24人参加上海同济大

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中华文化研习班，由孙宜学教授、廖增湖博士、刘强

副教授、蔡建国博士(原同大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负责教导。6月1日学员

们还受邀出席由同济大学主催的“从泰戈尔到莫言：“百年东方文化的世界

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式。

C7 2014年5月30日，陈声桂教授第七次率领学员52人参加上海同济大

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中华文化研习班，由同大国交院副院长孙宜学教授

及作家周锡山、同大中文系副教授刘强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引驰

教授、上海侨办副主任蔡建国博士负责教导。结业时由陈强院长及蔡建国

副主任主持。

C8 2015年5月29日，陈声桂教授第八次率领学员50 人参加上海同济大

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中华文化研习班，由同大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院长孙

宜学教授、上海大学蓝凡教授、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朱崇志副教授与张屏瑾副

教授及女子学院陈珏讲师负责教导。结业时由同大常务副校长江波教授及国

交院院长陈强教授主持。

6月5日，陈声桂教授于同大国交院会议厅主讲：“楹联书法题款八式”。

C9 2016年5月27日，陈声桂教授第9次带领学员61人参加上海同济大

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第九次中华文化研习班，由同大蔡建国教授、孙宜学教

授、朱崇志教授、赵卫东副教授及聂伟副教授五人主讲。结业仪式由同大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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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马锦明博士与国交院院长兼文科办主任陈强教授主持。

6月3日上午9时30分，陈声桂教授在同大国交院主讲：“书法的落款”，

并由中国超星学术视频拍为专辑。

D) 招生范围

书大面向中、港、台、新、马、印等地国招生，凡年龄30岁以上者，

不论书法水平高低，均可参加。自开校以来，反应热烈，每年报名者远远

超过了预期招生的人数。

目前书大有来自中国、台湾、香港、马来西亚、印尼等地，及新加坡

的学员，大家和睦相处、同窗学习，打破了国籍与语言的藩篱，达致建校

的旨趣！

E) 学费与学制

E1 “书学研士”班：书大与现行大学一样，实行两学期制，书法理论

与技法并重，每学期为13周，期间休假一周，每周上课一次3小时。每年招

收新学员一批，每班不超过20人，上课地点在新加坡书法中心(Singapore 

Calligraphy Centre  48 Waterloo Street, Singapore 187952)。学员毕业可

获“书学研士”衔(Calligrapher, SSCCUC)。学员之学费每半年为$1200，

一年为S$2400。

E2 “荣誉书学研士”班：凡在书大修毕获得书学研士者，方可修读此

课程。每年两学期，每学期13周，期间休假一周，每周上课3小时，为期一

年或二年，书法理论与创作并重，主要在培训行书与大字书。学员修毕可

获“荣誉书学研士”衔(Hon. Calligraphy Researcher)。学员之学费每半年

为$1200，一年为S$2400。

F) 毕业条件

F1 “书学研士”班：①上满80%的课，②提交至少三件作品，获

得“毕业生作品审查委员会”通过，③与同学合编或自撰十篇论文。

F2 “荣誉书学研士”班：①上满超过80%的课。②提交至少四件作品，

获得 “毕业生作品评审委员会”通过，这四件作品必须包括：a)临写本家的

行书字帖150字以上(四屏)，b)以本家书写作品一件(中堂)，c)每字一尺见方

的榜书一件(中堂)，d)创作或者临写书作一件(对联、条幅或中堂)。③呈交一

篇介绍本家的专题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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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学员素质

学员的素质与背景，各异其趣，有：原政务部长，原政务次长或议员之

夫人，原政府部门常务秘书(第一把手)，新加坡驻外大使，大学会计或统计

或教育教授，建筑学博士，古董或书画收藏家，挂牌公司董事或总裁，民俗

与风水师，大学文理工商学士，股票行董事或经纪，电台经理，教堂执事或

牧师，中小学校长或教师，律师，会计师，画廊老板，中医师，小贩，德士

司机，家庭主妇等等。这些人当中，有的还是夫妻、兄弟、姐妹、同学、师

生等。他们中最年长的已有89岁，最年轻的才37岁。

同学们放下身份、职业、学历、年龄、贫富，一起在同一讲堂中学习，

他们不是为了一纸证书、一份荣誉，为的是让自己的黄金岁月更绚丽多彩、

在生活中结识多三几同好。所以，他们的心境和以前不同，讲堂不时传出

笑声。休息时，大家一起喝茶、品尝同学带来的糕点美食，更多时候像一

个大家庭，很温馨、很快乐，充分地体会了唐朝大诗人刘禹锡的诗：“莫

道桑 晚，微霞尚满天”的意境，这或许是陈声桂教授开创书大时所没有

意料到的收获！

H) 师资

H1 指导书法的陈声桂教授是中国百年名牌大学——上海同济大学的顾

问教授兼亚太汉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国百年老校韩山师范学院客座教

授等，他是书坛一颗耀眼的明星，曾获得四十多个国内外大奖，包括新加

坡政府颁予艺术家的最高荣誉“新加坡国家文化勋章”(Cultural Medallion, 

CM) 、新加坡政府颁予青年的最高荣衔“新加坡杰出青年奖”(SYA) 、南洋

理工大学颁予“南洋校友成就奖”、万宝龙国际文化基金颁予万宝龙(Mont 

Blanc)国际艺术大奖(与国际明星成龙、杨紫琼等人同天登上名榜)、亚细安

协会(东盟)颁予亚细安个人成就奖( AAA)(与泰国原首相达信、泰国公主诗琳

通、新加坡试管婴儿之父勒南教授同台领奖)等。2014年，陈氏更得到书法的

母国——中国的高度肯定，获颁中国给予世界各国华人华侨最尊荣的“CCTV

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人物奖”。

陈教授自1970年起函授书法，1974年起公开授徒至今。他于1981年起

兼任国立新加坡大学校外进修系书法讲师10年(1981-1990)、1995年起兼任

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中华语言文化系/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中文系书法讲师10年(1995-2004)、潮安艺苑书法讲师10年、新加坡书法中

心讲师15年等。陈氏的书法创作、书法教学、书法理论，皆驰誉书林；文字



858

陈
声
桂

涵养与研究积力深厚，桃李满天下，卸任新加坡总统、卸任国会议长、三位

现任及卸任副总理及近20位现任及或卸任内阁部长先后向他习书。

陈教授是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的创会会长、现任会长、终身荣誉会长，他

也是新加坡艺术总会现任会长。

H2 负责文史通识课程的是原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及国立新加坡大

学中文系副教授、卸任开放大学教授的苏新鋈博士。他是位学养与文采俱

佳的哲学与古文专家。

I) 历届毕业典礼贵宾良言

I1 2007年11月24日，现任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及金融管理局主席、

时任教育部兼财政部第二部长尚达曼在书大第一届毕业典礼上说：“新加坡

书法家协会创办的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是终身学习的先行者，就我所知，它

在东南亚还是首创的。老年书法大学这次的毕业生共有13位，这13人，三年

前便开始当起开荒者，今天，他们终于完成学业了。三年来，他们花了不少

时间上课，忙于书法技术的学习与理论的探讨，但始终坚持不懈，现在，他

们终于成功了。”

他说：“现在，这13位毕业生，对中华文化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更重要

的是，他们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让同学们和新一代的年轻人了解，追求

知识是不受时间和年龄限制的，虽然离开了正规学校一段长时间，但人的学

习是终身的！无休止的！”

尚部长说：“终身学习是我国政府的治国方针之一，不但可提升国人的

从业能力，也使我国社会更具活力与爱心。他说，不论年纪多大，我们都可

以从学习中实现理想，而‘再学习’也可以使我们与时并进。”

他说：“跟我们的上几代人相比，我们的生活素质进一步提高了，寿命

更长了，健康更好了，受高深教育的机会更多了！目前，我们的生活水平也

比二十年前好得多！未来的日子是怎样，虽说难以揣测，但未雨绸缪，将能

使我们度过任何难关。”

最后，部长热烈恭贺毕业生们说：“你们的成就是值得我们骄傲的”！

I2  2008年11月8日，总理公署部长林文兴在第二届毕业典礼上致词时强

调：“书大为我国年长者提供了一个先驱的进修场所。在这三年的课程里，

书大提升了他们的生活素质及个人的成就感。换言之，书大的设立是合时宜

的，它符合了政府所推行的改善老人生活与健康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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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 2009年11月14日，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再诺在第三届毕业典礼上

说：“看到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在实现乐龄人士终身学习的使命上，扮演它

应有的角色，我感到非常高兴。它具体地实现了我们国家日增的乐龄人士的

终身学习的愿景。我谨此祝贺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与我们的乐龄人士，都

稳健地朝向他们下一个生命的阶段前进。”

再诺部长说：“虽然你们的俗务烦杂、周遭能使你们分心的事物很多，

但你们还是学成毕业了，这就显示了这一课程的价值与魅力，也说明了新

加坡老年书法大学在对书法的发展与关心乐龄人士两者间所扮演的积极角

色。”

I4  2010年11月6日，新加坡国会议长阿都拉在第四届毕业典礼上说： 

“作为第四届毕业生的你们，应将过去三年所学，与你们同龄及年老的国

民分享。本地的民众俱乐部、文化团体，及宗乡会馆，都有开设书法班的

场地，唯独欠缺有资格教学的书法老师。这里，我期望你们会主动地参与

这一工作。”

I5 2011年11月5日，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兼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李奕

贤在第五届毕业典礼上说：“根据统计，我国到2030年，会有九十万人的

年龄在65岁以上，有鉴于此，李显龙总理在2006年国庆群众大会后，特别

成立了一个部长级人口老龄化委员会积极拟定政府未来的应对措施！所以，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的成立是切合时宜的，它不但迎合了政府改善老年人生

活与提供老年人健康的身心活动的目标，也满足了国家日增的乐龄人士终身

学习的愿望。”

I6  2012年11月3日，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也是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主席许

文远在第六届毕业典礼上说：“像新加坡这么一个社会，建立一间正规的书

法学校，正好让那些有志于此道的人士，可以通过三年有系统的学习以及有

步骤的考核，写好书法。虽然，浩瀚的书学，不可能在三年之内学毕，但它

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他说：“书法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达到古人说的文以载道。不论你是在生

命的高峰，或是人生的低谷，你都可以通过毛笔把你的思绪，或难忘的诗词

歌赋写在纸上，以达到物质生活、感情生活中不能达到的境地。”

最后，他说：“书法是一种温柔敦厚的艺术，人们长期受到书法的影

响，也自然是温柔敦厚的。所以，我认为更多人拿起毛笔、更多人学习书

法、更多人观看书法展览，社会将更加和谐、更少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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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7 2013年11月2日，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兼新加坡新闻

及通讯部高级政务部长黄循财在第七届毕业典礼上说：“老年书法大学在

成立的九年里，不仅普及书法，更在普及与提高中，成为专业化、系统化

教授书法的机构。”

会上，他也赞赏并肯定书协在过去四十五年为我国文化建设做出的贡

献。

I8  2014年11月2日，新加坡卫生部长颜金勇在第八届毕业典礼上说： 

“回顾书大这十年的发展，可说是一个不俗的十年。各阶层的人士都在这里

学习，包括了政府官员、挂牌公司的首脑、大学教授、小贩、德士司机、

家庭主妇等等⋯⋯他们有的为了兴趣、有的为了圆梦、有的为了娱乐、有

的为了扩大生活圈子⋯⋯但更多的，是想通过再学习，以感受一种‘新生

活’的到来。”

他说：“在新加坡，书法的明天是宽阔的，明亮的，希望各位以及你们

的亲戚朋友，也拿起毛笔写字。我相信写毛笔的人越多，社会越优雅、人民

越文明、社会越和谐、生命越长久。”

I9  2015 年11月7日，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医生在第九届毕业典礼上

说：“通常，许多人退休后在家休息，享受一生劳碌后的成果。但你们却

利用退休后悠闲的时间积极地充实自己，学习新技巧，掌握新知识，真是

令人敬佩。你们充份展现了‘活到老，学到老’这句名言包含的底蕴，也

证明了博学是能超越年龄及社会阶层，你们也从中为我们下一代树立了学

习的典范。”

20   2016年11月5日，新加坡教育部长兼交通部第二部长黄志明说：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在陈声桂校长的领导下，已培养出十届毕业生，让书

法艺术在社会上继续发扬光大。书大的一些精英，在全国各阶层发挥重要作

用，他们有不少已经成为书法界的精英，指导和培养下一代学习书法，参加

全国大大小小的各种书法比赛与展览，负起薪火相传的重任。

我希望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越办越好！祝贺第十届毕业生再攀高峰！

也希望各种艺术如绘画、诗歌、音乐、舞蹈等等，在我国蓬勃发展，并且

有更多艺术学院和团体，以老年书法大学为榜样，让更多国人有机会终身

学习，使拥有‘花园城市’美誉的新加坡，也能成为百花齐放的学习之都、

艺术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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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结语

随着年长者经济与教育水平的提升，他们已不满足于简单的休闲、娱

乐活动，而需要更高层次的净化与精神的享受。因此，能够使人达到忘我

的境界、且有气功健身法法之称的“书法艺术”，便受到了广大年长人士

的喜爱。而陈声桂教授早在三十多年前(1984)就已萌发的创办老年大学的

理念，也在这时开花结果！

2007年8月27日，主管老年事务的新加坡总理公署部长兼人民协会副主

席、现任淡马锡控股主席林文兴在新加坡第三龄(老年)理事会成立典礼上致

词说道：最近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设立了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这是东南亚首

创这一类性质的学院。它贴近了我们的生活，所以广受欢迎。

的确，新加坡老年大学的创立，已为年长人士丰富优雅生活、发展中华

文化、弘扬书法艺术、促进国际书法交流等方面作出了贡献。

150602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简介(英文)

S“ Shu-Da ”  -  An Introduction to Singapore Senior Citizen Calligraphy 
University Centre ( SSCCUC)

A) Foreword

Established by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Society of Singapore on 
7th September 2004, the Singapore Senior Citizen Calligraphy University 
Centre is the first-of-its-kind academy of higher learnin g for senior citizens 
in the South East Asian region. It officially admitted its first batch of students 
on 5 February 2005.

Singapore Senior Citizen Calligraphy University Centre

With the rapidly rising standards of education and increased leisure, many 
of our senior citizens are no longer content with conventional forms of pastimes 
but seek rather self-enriching discoveries to achieve higher levels of personal 
fulfillment.  The ancient art of calligraphy, known traditionally to cultivate self 
–improvement and promote longevity through discipline and patience, soon 
became the obvious choice. This gem of an idea was indeed first sown more 
than 20 years ago in the visionary foresight of Professor Tan Siah Kwee, the 
founder and president of SSCC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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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ous Government dignitaries have officiated as Guest-of-Honour at 
subsequent graduation ceremonies in 2008 Mr. Lim Boon Heng (Minister in 
Prime Minister’s Office and Deputy-Chairman of People’s Association), in 2009 
Mr. Zainul Abidin Rasheed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in 2010 
Mr.Abdullah Tarmugi (Speaker of Singapore Parliament) , in 2011 Mr. Lee Yi 
Shyan (Minister of State MTI & MND), in 2012 Mr. Khaw Boon Wan (Minister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2013 Mr. Lawrence Wong (Acting Minister for 
MCCY), in 2014 Mr. Gan Kim Yong (Minister for Health), in 2015 Dr. Vivian 
Balakrishnan (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in 2016 Mr. Ng Chee Meng 
(Acting Minister for Education).

B) Courses

SSCCUC’s Three-year Course Curriculum include  research thesis  in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ractical writing  and Chinese Cultural Studies. 
Compulsory Out-of-classroom programmes include exhibition studies, 
competition on-site visits, overseas calligraphy exchange exhibitions and 
conferences as well as online forums to promote calligraphy interest and co-
operation world-wide with other calligraphy societies. 

C) Exchange Visits 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Students go on yearly exchange visits for calligraphy exhibitions overseas 
to China, Macau, Hong Kong, Malaysia,Japan,Korea, Indonesia and other 
countries, or attend the Annual  SSCCUC- International Exchange School of 
Tongji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Confucian Studies 
in Shanghai. In 2008, Prof Tan Siah Kwee led a delegation of 38 staff and 
student participants for the conference, and another 30-strong study group in 
2009, 33 in 2010, 17 in 2011, 28 in 2012, 24 in 2013, 52 in 2014, 50 in 2015 
and 61 in 2016 for cultural immersion and research conducted by the senior 
academic staff of Tongji University. Prof. Tan ‘s most recent visit last year was 
to bring 35 students  to Tongji University. 

D) Student Enrolment

SSCCUC’s wide repertoir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ome from China, 
Indonesia, Hong Kong, Taiwan, Malaysia , Singapore and other countries, 
who are at least 40 years old. Regardless of their level of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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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are welcome warmly as students of SSCCUC. Yearly enrolment often 
exceeds expectation in the vacancies available for each year of course. More 
encouragingly, th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s increasing, drawn by 
the good reputation of SSCCUC. It will build up the school image abroad. 

E) School Terms and Fees

1) All graduates will be conferred the “Calligrapher of Singapore Senior 
Citizen Calligraphy University Centre “title and Certificate of Completion of 
Course of Studies. Like th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SSCCUC operates on 
a semester basis per year. Each semester is divided along 13-weekly lessons 
of 3-hour period with a one-week recess break. Each course of enrolment is 
not more than 20 students per class conducted at the Singapore Calligraphy 
Centre in Waterloo Street, Bras Basah. School Fees are payable half yearly 
($1,200) or full term each year ($2,400).

2) Post- Graduate Course of Studies (Honours) is available for outstanding 
SSCCUC graduates who are keen to pursue their interest further. The lesson 
schedules are as above, and the course of studies is either one or two years 
of completion. Upon graduation, students will be conferred the prestigious title 
of “Honorary Calligraphy Researcher of SSCCUC”.

F) Conditions of Graduation

1) “ Calligrapher of SSCCUC “ award – a) Attendance of 80 % of class 
lessons b) Timely submission of at least 3 original Works to the Exam 
Committee, and  c) Submission of 10 essay articles of text criticism.

2) “ Hon. Calligraphy Researcher of SSCCUC “ – a) Attendance of 90% 
of class lessons  b) Timely submission of at least 4 original works to include i) 
Model script style of selected Master Calligrapher with at least 150 characters 
of practice(written in 4 pieces, ii) Essay review of selected Master Calligrapher 
iii) Large single- word display piece , and iv) Produce or model one calligraphy 
scroll of choice; and c) Research article on selected theme based on  script 
style of selected Master Calligrapher.      

G) Student Profile

SSCCUC ( Shu-Da )’s student population is varied and distin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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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ing from many backgrounds. Distinguished student profiles include 
former minister of state, spouses of Parliamentary secretary and Members 
of Parliament, Singapore’s Ambassador-at-Large, certified accountants, 
architectural doctorate, antique collector, school principals, directors of listed 
companies, fellows of professional bodies, radio station manager, teachers and 
homemakers. They include husband and wives, sisters, former classmates, 
seniors and juniors of alumni.  The eldest age is 89 years old and the youngest 
student is 37 years old.

On a normal school day on Friday or Saturday, students congregate in 
the same classroom to learn and play together, putting aside their differences 
in age, experience, background or status. All do so for the love of lifelong 
learning, not for external rewards. Thus, the classroom atmosphere is often 
relaxed and cosy, full of occasional laughter and fun. Come break-time, the 
camaraderie is so evident in the common sharing of mouth-watering famous 
local snacks bought by fellow classmates along with the fragrant tea. The tea 
time picture is one of an extended family gathering; happy, contented, caring.

That was surely what Professor Tan Siah Kwee had not envisaged in his 
plans for SSCCUC when he founded the school, yet it has its way of making 
good things happen naturally.         

H) Lecturers’ Qualifications and Credentials

1) The Principal, Professor Tan Siah Kwee 陈声桂(PBS, PBM, SYA, 
AAA, CM), is a well-known name in calligraphy circles internationally and the 
household name here. He is the Founder-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Society of Singapore (established in 1968 as Singapore’s oldest calligraphy 
society) and the Mover-Fund Raiser of the iconic Singapore Calligraphy Centre 
where the classes are conducted.

Prof. Tan is also the Advisory Professor to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School of Tongji University in Shanghai (established in 1907, student enrolment 
50,000). Prof. Tan’s abiding reputation and famous skills have garnered him 
more than 40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Awards , including winning the inaugural 
Singapore Youth Award (the highest youth award given by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and the inaugural ASEAN Achievement Award (along with Prof.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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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Ratnam, Father of Singapore’s IVF successes, Her Royal Highness Princess 
Maha Chakri Sirindhorn of Thailand and Fomer Thai Premier Thaksin).He 
is the distinguished recipient of The Cultural Medallion in 2000(The highest 
award given by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to Individual Artist for Excellence 
in Cultural Achievement) ; Mont Blanc De la Culture Award in 2002 (the first 
Calligrapher to be honoured); and th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s 
Nanyang Alumni Achievement Award in 2008. In 2009, Prof. Tan was also 
honoured as China’s first Overseas Recipient of The Special Commendation 
Award for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Calligraphy given by China Calligraphers’ 
Society in Beijing. Prof. Tan’s contributions include lifelong services to the 
community such as being presented the 40-years of Community Service To 
MacPherson Constituency Award by the Prime Minister Mr. Lee Hsien Loong 
on its 4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s, CCTV - The Brilliance of China- Choice 
for Chinese Culture Promoter of the Year 2014).

Since 1970, Prof. Tan has been diligently propagating the Art of Chinese 
Calligraphy. The first classes began in 1974 to impart his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his first group of student disciples.  For 11 years from 1974 (1974-1982/1985-
1986), Prof. Tan was a part-time Lecturer of Literature and Chinese Calligraphy 
at the Nanyang Academy of Fine Arts. From 1981, he was a Lecturer of 
Chinese Calligraphy in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s Department of 
Extramural Studies for 10 years (1981-1990) and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for 1 semester in 1997. For 10 years from 1995 (1995-2004), Prof. 
Tan was appointed Lecturer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t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Centre for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Until today, Prof. Tan 
has been a Lecturer at the Singapore Calligraphy Centre since 1995, and the 
President and Principal Lecturer of the Singapore Senior Citizen Calligraphy 
University Centre which he founded in 2005.

During four decades of penmanship, Prof. Tan Siah Kwee has taught 
student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ncluding politicians, businessmen, tombstone 
engravers, and commoners from humble occupations. Among the politicians 
in Singapore, he has taught 2 former Presidents, 3 current and former Deputy 
Prime Minister,1 former speaker of Parliament, and 20 current and former 
Cabinet Ministers. It can be said that most of the contemporary calligrapher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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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pore who are involved in teaching, promoting, organizing and researching 
Chinese Calligraphy were his former students.

The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Chinese Calligraphy circles have always 
affectionately called him the Father of Singapore Calligraphy. Indeed, The 
Straits Times regarded Prof. Tan as a living national treasure. 

2)  Adjunct Lecturer in Chinese Culture and Studies is Prof. Shu Sinn 
Whor苏新鋈, Associate Professor in Chinese  Studies and Literature at th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and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nd Supervising Professor at the Singapore Open University. He was also 
Adjunct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Member of the Singapore 
Confucian Ethics Council and Beijing People’s University Confucius Institute, 
and taught at Taipei Central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Research. He 
is currently also teaching at the East Asia Institute of Research Studies in 
Singapore and holds a Executive Council position wi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His specialties are in researching of Chinese 
Philosophies and Antiquated Chinese Languages.         

3)  “Shu-Da” as an 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 regularly invites prominent 
Guest Speakers as Lecturer for specialized theme-based talks and seminars 
on various aspects of Chinese Histories and Chinese Literature Classics.  

I) Epilogue

Since its setting up, SSCCUC (Shu-Da )’s objectives are to promote joyful  
gracious living for senior citizens,  to popularize  the love of Chinese Culture, 
to cultivate the passion of learning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to contribute to 
the International Calligraphy Exchange Exhibition culture scene.

We reproduce extracts of the Congratulatory Speeches by our distinguished 
Guest-of-Honour at each milestone Graduation Ceremonies as follows: 

1st Graduation Class and Pioneer Batch on 24 November 2007

Guest-of-Honour : Mr. Tharman Shanmugaratnam

Then Minister for Education and Now Minister for Finance

“Lifelong learning is a key pillar of our Singapore’s strategy to enhance 
the employability of its citizens. It is also part and parcel of an activ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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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ious society, where people of all ages gain satisfaction from learning and 
gaining a better appreciation of the world. It helps us all stay relevant, and 
get the most out of life.

The Singapore Senior Citizen Calligraphy University Centre managed by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Society of Singapore has been among the pioneers 
in supporting lifelong learning. I understand the programme is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Southeast Asia. 13 spirited individuals embarked on this untrodden 
path 3 years ago have now graduated from the course.

More importantly, they have set a good example to others like them and 
to younger Singaporeans that the quest for knowledge is never limited by age 
and time. We do not graduate or complete our learning when we leave school 
or university. Your achievements give us all pride”  

2nd Graduation Class on 8 November 2008

Guest-of-Honour  :  Mr. Lim Boon Heng

Minister, Prime Minister’s Office & Chairman, Ministerial Committee 
on Ageing Issues

 “The Singapore Senior Citizen Calligraphy University Centre was 
established in 2005, and is the first of its kind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the 
South East Asian region. It is the pioneer in the field of to offer a structured 
higher-education course of Calligraphy Studies. It actively leads its students 
to reach a higher level of self-actualization and personal fulfillment in its three-
year programmes. The University Centre thus embodies the long term societal 
aims of lifelong learning and personal enrichment for our growing numbers of 
senior citizens.      

3rd Graduation Class on 29 October 2009

Guest-of-Honour : Mr. Zainul Abidin Rasheed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More than the stroke of art, today you are part of the next wave of the 
broader changes in the socio-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landscape of our 
modern, yet cultured Singapore. I am most happy to see that SSCCUC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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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ed its part to help our senior citizens realize their aspirations. SSCCUC 
embodies our nation’s vision of life-long learning for our growing population 
of senior citizens

4th Graduation Class on 6 November 2010

Guest-of-Honour : Mr. Abdullah Tarmugi

Speaker, Parliament of Singapore

Three years ago, every one of you came together to chart a new course in 
your lives. You enrolled as students in the Singapore Senior Citizen Calligraphy 
University Centre to pursue its uniquely designed three-year formal course 
of studies for senior citizens,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South-East Asia. By taking 
this step, you demonstrate that lifelong learning is the key to active ageing and 
fulfillment to develop a gracious society. This is in line with our national vision 
of remaking Singapore as global city and a vibrant hub of the arts.

Indeed, as our society ages, every one of you has a role to play. Today, 
people are healthier and live longer, and compared with previous generations, 
they are generally better educated and financially better off. Being active 
while getting on in age will help you to lead a healthier, more meaningful life 
of sharing your knowledge and interest in Chinese Calligraphy to your peers 
and the young. Your studies conducted by the SSCCUC will prepare you well 
to do the task. I commend your positive outlook on life and the good work 
done by SSCCUC.

9th Graduation Class on 5 November 2016

Guest-of-Honour : Dr. Vivian Balakarishnan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Congratulations to the graduating students of the 9th Course of the 
Singapore Senior Citizen Calligraphy University Centre!

Mastering the art of calligraphy, and being able to write a good piece that 
conveys the meaning behind each word takes much patience, determination, 
practice and hard work. Every brush stroke, whether hard or soft, has to be 
carefully executed with pr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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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your age, it is commendable that you have made the effort to 
continuously acquire new knowledge. Some may think that the senior years 
should be used to enjoy the fruits of your labour by retiring and resting at home 
but you have chosen to put in much time and effort to undertake this three-year 
course to keep your mind active.

You have exemplified the Chinese saying “活到老，学到老” (for Min’s ref: 
literally“life long, learn long), and proved that learning transcends age and 
other social strata. You have held yourselves up as good examples for our 
younger generations to follow and emu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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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成立书法基金筹措书法经费

 1601  绪言

 1602  书协的七个书法基金

 1603  书法活动经费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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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  绪言
160101　新加坡书协从1980年引入外国书法，并展开国与国间、会与会间

的书法交流之后，会誉大起，会务频繁，加上华文大学、小学于1980年关

闭，华文中学于1984年结束，社会人士一片凄风苦雨，转而对负载汉字生

命与发展的中华书法，寄望甚殷。所以，书艺活动几乎每周都有，会内开

销越来越大，并非书协这班业余人士所可负荷！

尽管新加坡文化部从1985年已常年补贴书协活动经费；李氏基金也case 

by case(专款专用)有求必应，还有一些善长仁翁也相助宴请等等，但既非眼

前之计，更非长久之策。

160102　早在1982年4月，书协会长在其好友陈有康(后来出任书协顾问)指

导下，举行了好几次商品博览会【主要地点是在今天的森林商业中心(Sim 

Lim Square),及丹绒加东路(Tanjong Katong Road)与芽笼路(Geylang Road)

交界的空地】，每次平均约有四万元收益, 但在书协1983年6月派团去中国访

问，及举行新日(1982年)、新台(1983年)、新韩(1984年)、新中(1984年)、新

马(1985年)、新港(1986年)，以至包括艺术大师关山月(1986年)一家四口南

来办展及访问等，书协的财政情况，已面临难以久持的困境。

于是，陈声桂会长提出设立多个基金会的构想，以筹得50万元，以便把

所得利息，作为㈠协助及筹备书法展览会、讲座、比赛、欣赏会、雅聚会或

开设课程及出版专刊；㈡邀请各地书法家及书法团体来访；㈢派遣本地书法

家出国访问，这三者的补贴。

160103　在新加坡中华书局经理施寅佐之夫人杨倬卿的穿针引线下，新加坡

书协获得新加坡大收藏家杨启霖(杨氏后来出任书协顾问)乐助五万元，于是

新加坡第一个书法基金——杨启霖书法基金，便于1988年五月依法注册，并

于同月14日举行中西记者招待会。

当天中午，记者会在武吉巴梳大华酒楼举行，得到书协二位名誉顾问：

国会议员、原内阁部长王邦文，及交通与新闻部高级政务次长何家良出席。

从此，新加坡书法又掀开新的一页了。

160104　此后，书协会长锲而不舍，先后又成立了六个书法基金；至2015

年第七个书法基金——陈勤川书法基金成立时，母钱已逾65万元，超越了

陈君二十多年前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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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2  书协的七个书法基金
160201　杨启霖书法基金

16020101　杨启霖书法基金于1988年5月14日公开宣告成立，母钱5万元

由杨启霖捐赠。

16020102　书协陈声桂会长希望这个基金会的成立将对本地书法界起着倡

导的作用，从而鼓励更多的会馆、个人和社会人士也设立这类书法基金会。

设立这个基金会将有以下三个用途：

(一) 协助及筹备书法展览会、讲座、比赛、欣赏会、雅聚会或开设课

程及出版专刊。

(二) 邀请各地书法家及书法团体来访。

(三) 派遣本地书法家出国访问。

16020103　新加坡交通与新闻部高级政务次长何家良说，新加坡书协有一

个善于策划及组织的理事会，可以领导庞大的、有凝聚力的书法工作，也

可以动员各界人士支持他们的事业，所以，书法基金的设立，可说是件利

国利民的工作。

16020104 　何先生说：“杨启霖先生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其慈善为怀

的节操，足以作为后来者的楷范，我们对他的行为，表示仰佩。”

16020105　杨启霖表示，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遗产，值得发扬

光大，书法作品将个人的思想意识通过艺术形式表达出来，这对大众起着

潜移默化作用，因此普及书法这门古老的艺术，在今日仍是很有价值的。

16020106　杨氏于1917年出生于广东潮安庵埠，在1998年6月9日晚上11

时50分逝世，14日在光明山火化场火化，终年81岁。

16020107　杨老谢世后，其次子杨应群接任基金会主席。

16020108　杨启霖书法基金信托委员会由下列人士组成：

顾问 ：何家良(新加坡交通与新闻部高级政务次长)

主席 ：杨启霖

副主席 ：陈声桂

秘书/财政 ：陈声桂

委员 ：杨应春、杨应法、杨应群、潘受、王瑞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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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202　陈景昭书法基金

16020201　陈景昭书法基金是书协第二个书法基金。此基金于1991年10月

6日成立，母钱5万元，是由已故金石画家陈景昭的门人陈声桂、杨应春、

朱碧妹、杨应然、朱德发等人经过5年时间的劝募所筹得者，目的在表达身

为学生者饮水思源之忱。

16020202　这是当地第一个纯由学生筹款纪念老师的基金，旨在表彰曾任

书协导师的陈景昭生前对新加坡书坛及书协的贡献。

16020203　陈景昭寄世64年(28.09.1907-05.01.1972)，于1949年至1964年

担任端蒙中学(含小学部)校长，为期16年。陈先生任内积极提倡书法研究、

培养人材，使书法在六十年代成了“端蒙风”，与当时书风颇盛的中正相映

成辉。1964年底陈氏卸下端中校长职务后，当年12月杪转任中正中学总校

教席，至1968年告老退休。1968年12月，他应聘出任成立不久的新加坡书

协的导师，至1972年1月5日逝世，为期三年。

16020204　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在基金成立仪式上说，陈景昭先生去世

将近二十年，再多三个月，便是他20周年祭日了，在今年华语运动“学习

华语、认识文化”声中，恐怕没有比一群学生为一位已过世20年的老师筹

款设立基金寓意更加深长了。

16020205　陈声桂说，书协早于三年前(1988年)设立了第一个书法基金，

即杨启霖书法基金，今后希望多设立六至八个基金，以使书协拥有50万元

的母钱。

16020206　陈君说，陈景昭基金的利息，将用来资助新加坡书法工作者出

国研究书法理论、切磋书法技艺，与学习裱画技巧；也用来作为国际书法

发展联络会与各国友会建立联系之用。

16020207　陈景昭书法基金信托委员会名单如下：

主席：陈声桂

秘书：何钰峰

委员：朱碧妹、杨应然、朱德发、吕永华、刘维平。

160203　颜绿书法基金

16020301　颜绿书法基金是新加坡书协第三个书法基金。

16020302　此基金于1993年3月1日成立，母钱五万余元，是由已故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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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颜绿的门人陈声桂，经过多时的劝募所筹得者，目的在表达身为学生者

饮水思源之忱。

16020303　颜绿是新加坡第一代的书法家，曾旅寓本地长达33年之久。 

1982年10月23日，颜氏在其中国福建泉州安海故居安逝，享年74岁。

16020304　原名期隆别署挥如，后以字“绿”行的颜绿，于1948年南来新

加坡，1981年6月29日回返桑梓。此后年余，他一直为食道癌所困，其夫人

眷属虽遍延福建各地名医，可惜药石罔效。次年(1982年)9月杪，颜氏病危

陷入昏迷状态，延至10月23日，驾鹤西归。

16020305　颜氏生西之后，他担任顾问十年之久的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特

于隔年(1983年)颜氏周年忌日，在国家博物院举办一个颜氏书法遗作展，并

出版《颜绿遗墨》千册。这本《颜绿遗墨》，连同颜氏生前举办个人展出版

的《颜绿书法集》，同是研究颜氏书法的重要线索。

16020306　颜绿于1908年10月生于安海镇西安乡。他毕业于集美中学，

后赴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艺教系，又转入艺术大学文学系。1930年毕业，他

返闽任泉州中学、南华女中、晦鸣中学等校教席，继任安海养正中学、南

安南星中学教务主任。抗日战争时期，颜氏于泉州为抗战新报总编辑，同

时任晋江二抗剧团副团长。

16020307　南来后，他先受聘为中正中学分校教员，兼任南洋商报资料室

主任，后改任中正总校专任文史地教员，迄1970年退休。 

16020308　颜氏一生喜欢旅游，足迹遍及欧亚两大洲，又爱好艺术，时以

书画自娱。他曾随弘一法师、丰子恺诸氏游，并深得指授，书法虽受张猛

龙等魏碑影响，然自成面目。

16020309　颜氏生前除任安海公会、颜氏公会顾问外，也曾担任1973年

全新现场书法比赛、1975年全国华文书法比赛，及文化部国庆美展评判，

作品曾在文化部、国家博物院，及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等机构主办的美展或

书展上展出。

16020310　颜绿书法基金信托委员会名单如下：

    主席：陈声桂

    秘书：杨应春

    委员：朱碧妹、杨应然、吕永华、何钰峰、余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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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204　黄勖吾书法基金

16020401　黄勖吾书法基金是书协第四个书法基金。

16020402　此基金于1996年8月22日成立，母钱5万，是由已故词章书法家

黄勖吾的门人陈声桂，经过多年时间的劝募所筹得者，目的在表达身为学生

者饮水思源之忱。

16020403　黄勖吾字剑秋，别署白云红树馆主，他寄世74年，生前担任南

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暨南大研究院高级院士约20年。他负责组建南

大文物馆并任主任，1974年退休，同年举行个人书法展。他1907年生于泰

国，1948年到新加坡公教中学任教，后任师资训练学院讲师，一生以词章及

书法驰誉艺林。1980年8月22日凌晨，他因心脏病猝发，病逝陈笃生医院。

16020404　黄教授生前担任新加坡书协顾问达11年之久，对当地书法活动

的推动与开展，贡献至钜。他曾担任多个规模颇大的全国性书法比赛的评

判，及文化部主办“国庆美展”的评选员等，著有《中国书体与书法》，

并出版《白云红树馆书法选辑》第一辑，及第二辑。

16020405　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在基金成立仪式上说，黄教授去世16年，

当去年黄教授15周年忌辰时，他即发善心要早日完成“人死留名”这一件事

以纪念其恩师，后因新加坡书法中心筹建，劝募工作正在进行，因此，暂时

搁了下来。现在心愿已了，人也倍感欣慰。

16020406　黄勖吾书法基金信托委员会名单如下：

主席：陈声桂

秘书：杨应春

委员：朱碧妹、杨应然、吕永华、何钰峰。

160205　潘受书法基金

16020501　潘受书法基金是书协第五个书法基金。

16020502　1999年2月23日，书协倡议设立潘受书法基金以纪念当天辞世

的书协老顾问潘受PJG。截至1999年6月1日，书协一共收到7个机构，及27

位热心人士捐献的十万一千五百五十元正($101，550.00)。由于书协为潘受

书法基金展开的第一期筹款目标十万元已达到，因此劝募活动于6月10日结

束，此基金于次日(1999年6月11日)成立。

16020503　潘受基金第一期的捐款者是：李氏基金主席李成义博士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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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艺术学院1万元，杨应法、应群昆仲1万元，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5000

元，以及陈声桂经手劝募的3万元等。

16020504　潘受原名潘国渠(26.01.1911-23.02.1999)，以行书称著于世，

其书风朴茂而雄逸，跌宕而蕴藉。他每次当众挥毫，悬腕中锋，兔起鹘落，

动辄数十纸而无倦。

16020505　潘氏于1980年起担任新加坡书法家协会顾问，1985年起担任新

加坡文化学术协会名誉会长。他担任这两个职位一直到1999年谢世。

16020506　1983年4月，潘氏获得新加坡公民权后，开始广泛参加国内外各

种书法活动、展览、评选，及公开挥毫等；其作品也上刻中国十数个碑林。

16020507　潘氏生前一共举办了三次个人书法展，过世后，新加坡书协又

为他举办了三次遗墨展，并制作了《潘受书法风采》光碟。

16020508　新加坡书协于1980年为潘氏出版《潘受行书南园诗册》，1983

年为他出版《潘受墨迹》、《潘受近书三迹》等。潘氏去世后，新加坡书协

为他出版《潘受书法全集》、《潘受三帖》，成立潘受书法基金；新加坡文

协则为潘氏再版《潘受诗集》。他的诗歌以“ 勃”、“合作”见称，格律

严、情韵美，无一稍减古人。生前，新加坡文协也曾为他出版《海外庐诗》

和《潘受诗集》。

16020509　潘氏生前主要在教育界服务，先后担任新加坡道南学校校长、

马来西亚 坡中华中学校长、新加坡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秘书长。

16020510　潘氏生前获得南洋理工大学名誉文学博士。他得到的奖项还有：

新加坡国家文化奖章(CM)、法国文化与艺术(军官级)奖章、新加坡总统卓越

功绩勋章(PJG)、亚细安文化奖章，及新加坡书协十年金奖章、十五年金奖

章，与二十年荣誉金奖章。

16020511　潘受书法基金信托委员会由七人组成，即：

主席：陈声桂

秘书：杨应春

委员：何家良、周清海博士、张延明博士、符国标、杨应群

160206　王瑞璧书法基金

16020601　王瑞璧书法基金是书协第六个书法基金，于2013年11月6日成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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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20602　王瑞璧书法基金共有母钱10万元，半数是王老1958年在南洋女

中任教时的学生陈树兰博士捐赠的，另一半是王老之千金王艺彬及二子王美

雄、哲雄合捐。

16020603　王瑞璧于1904年生于中国福建省安溪县，1998年5月18日，以

95岁高龄在新加坡加东海景路109号寓斋安息。

16020604　王瑞璧的书法以草书见长。他的草书以二王、颜、柳、欧为

本，兼汲张旭、怀素、米芾之长，所作笔划，浓淡有致、刚柔相济，形成

了自然、洒脱、轻盈的书风。

16020605　王氏自1980年起出任新加坡书协顾问直至1998年辞世，生前广

泛参加新加坡书协及国内外各种书法展览、评选，及挥毫等活动，其作品也

上刻中国十数个碑林。

16020606　王氏生前服务教育界，曾任中国福建安溪中学校长、马来西亚居

銮中华中学校长及马来西亚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校长等。他在新加坡、中国

福建厦门和福建安溪等地共举行了六次个人书法展；他也先后赠送了三十三

件书作予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四十件书作予新加坡书法家协会。

16020607　王氏共出版了九本书法集，包括新加坡书协出版的《王瑞璧翰

墨集》、《王瑞璧笔艺》、《王瑞璧九十书艺》、《王瑞璧九三书艺》、

《王瑞璧指墨》一、二、三集， 以及中国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瑞璧

先生墨宝选集》，和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书法家王瑞璧》。

16020608　王氏于1992年获得新加坡国家文化奖章(CM)，以及新加坡书协

十年金奖章、十五年金奖章等。

16020609　王瑞璧书法基金信托委员会由八人组成，即

主席：陈树兰博士

副主席兼秘书：陈声桂教授

委员：林桂华、王艺彬、王美雄、王哲雄、何钰峰、林隆惠、陈朝祥

160207　陈勤川上人书法基金

16020701　为了缅怀于十八年前(即1998年，当年11月11日下午1时，他在

翡珑山火化)归道的先天道十四任祖师、四马路观音堂佛祖庙十七任住持陈

勤川(号慎谦)上人，一个以他为名的书法基金，于2015年6月25日成立。这

是新加坡书协第七个书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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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20702　陈勤川书法基金共有母钱二十五万元，由上人生前的义子门徒

陈青平、佘月琴、林玉奎、陈燕琴，及陈声桂报效及征集而成。顾名思义，

乃在表扬上人生前对书法的爱好、扶持，及研习的精神。

16020703　陈氏于1916年12月25日生于广东省澄海县下逢区鸥澄乡。1937

年，年方二十的他，南来入住四马路观音堂。此后62年，他从未离开四马路

观音堂半步，亲身引领、发展、建设，及见证了它今日成为东南亚的名刹。

16020704　作为四马路观音堂的第十七任住持，陈氏主持了1980年开始至

1984年结束的改建工程。这一工程，可谓倾注了他一生巨大的心血和精力。

16020705　1994年，陈氏正式接任先天道第十四任祖师。从那时起，观音

堂香火更加鼎盛，公共假期及农历初一、十五都是旺日；到了农历除夕，以

及2月19日的观音诞辰、6月19日的观音出家修道日、9月19日的观音成道日

这四个日子，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从四面八方赶来朝谒，往往庙里庙外，

及整条马路上都挤满了人，车辆阻塞、人行难通。为了香客及游人的便利与

安全，市区重建局特于1998年将观音堂前之马路永久封闭，改为行人天堂，

这在新加坡的庙宇发展史上是空前的！

16020706　陈祖师认真对待四马路观音堂的香油捐助，特 为基金，作为扶

贫济困之用，对安老院、医院、学校、艺术团体等，慷慨解囊，不落人后。

生前，他担任新加坡佛教总会副主席、文殊中学董事会主席等。

16020707　陈上人之门徒，也是新加坡书协会长的陈声桂在记者会上说：

a. 师父走了17年，我们也老了17岁，岁月催人,该做想做的决定早做。

b. 信托会主席由陈师父唯一养子陈清平博士担任，他独立捐了六万五

千元($65,000)元。

c. 副主席由陈师父生前身后最相信最倚重的门徒、干女儿佘月琴居士担

任，她经手的捐款十万元($100,000)。

d. 我担任秘书，受托办理杂事。

e. 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来说，他在世时，给书协诸多的支持与协助，

捐款长达20年；在新加坡书法中心1993年组建筹备极艰辛时刻，他拨助十

万元，真是天降时雨。

他辞世后这17年，今人秉承其志，鼎力支持书法事业至今。

滑铁卢街共有5个艺术中心，三个已凋谢了，如果没有李氏基金及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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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观音堂住持陈勤川上人的捐助，今天的书坛、书协、新加坡书法中心，

肯定不一样！

f. 这基金会的成立，主要的、唯一的是感恩，不只个人感恩，也代表

那些承受过他以及四马路观音堂恩泽、引领、启发的善信的感恩。毕竟，

陈勤川师父在观音堂17任祖师中，他任期最长，自1937年到他1998年归道

的62年，他未曾离开一步。观音堂今日香火在东南亚独步；观音堂开支散

叶，在新加坡设有30间，在马印泰等地另有30间，与陈师父一生六十年付

出的心血，岂无关系？

g. 每年刊登悼词、举行仪式、出版书刊等等，也是一种追念形式，但成

立基金还是较能久远、较能被人提起的。何况陈祖师生前也好以书法修身。

h. 提笔写字，其实是他老人家的字课，一个人爱写字、爱支持书法事

业，所以基金会用在“书法” 的开展，也是贴切的。

16020708　陈勤川书法基金信托委员会由八人组成，即：

主席：陈青平博士

副主席：佘月琴

秘书：陈声桂教授

委员：林玉奎、林燕琴、何钰峰、林隆惠、陈朝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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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书协顾问、杨启霖书
法基金主席杨启霖颁发证书
予“1990年全国青少年书法
展”(即第一届全国青少年书法
展)中学组参展者陈中之影。

由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主办之“1990年青少年书法展”(即第一届全国青少年书法展)，于1990年
9月27日至30日在中华总商会展览厅举行，会上共展出新加坡初院及中小学71位学生的书法作
品。新加坡书协名誉顾问兼武吉巴督国会议员翁执中博士莅临主持开幕礼。在颁奖礼上，贵宾
翁执中博士(右四)与同时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赞助人杨启霖(右五)等人合影。右
三为翁博士挚友、书协会长陈声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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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9月2日，新加坡
书协在国家博物院举
行“颜绿遗墨展”，立达
区国会议员杨子国为“
颜绿遗墨展”开幕。坐
者右一为名画家黄葆
芳、右二为书协会长陈
声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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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受(左)在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1999年1月15日下午6时与陈声桂一起到新加坡
创价学会会所观赏“刘抗八十八岁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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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香火最为鼎盛的庙宇──四马路观音堂主持陈勤川师父(左二)于1995年12月14日专程
到新加坡书法中心访问，左一为其徒、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左三为其徒林燕琴，左
四为不期而遇的一位外蒙书法家，图为他们四人正欣赏蒙文书法之影。

先天道第14代祖师
四马路观音堂佛祖庙第17任住持

陈慎谦(勤川)居士法相

新加坡香火最为鼎盛的庙宇──四马路观音堂主持陈勤川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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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观音堂佛祖庙(四马路观音堂)信托委员会主席陈春金王丽珍伉俪(左三、四)在信托委
员会财政佘月琴(左二)陪同下，于2000年6月13日到书法中心参观。书协会长陈声桂(右一)亲自
接待他们。

2015年6月25日，陈勤川上人书法基金正式成立后，全体信托委员在百龄麦旋转酒楼共进午
餐。坐者左起陈青平博士、林燕琴、林玉奎，站者左起林隆惠、陈声桂教授、佘月琴、陈朝
祥、何钰峰。

新加坡香火最为鼎盛的庙宇──四马路观音堂主持陈勤川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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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3  书法活动经费的来源
160301　新加坡书法活动开展所需的费用，最初是出自书协会员及友人的

不定期奉献。后来李氏基金、四马路观音堂佛祖庙、新加坡文化部及其他

机构及人士也捐款支持。

160302　1975年开始，当地华文教育的败象已露，华文大中小学人口萎

缩，英文发展势头强劲，以致市面上售卖毛笔墨条纸张的店铺屈指可数，

甚至无货可卖。

160303　新加坡书协于1976年举办“第二届会员作品展”及1978年举

办“第一届全国硬笔书法展(及硬笔展)”时，均寻求李氏基金主席李成义相

助，于是开启了这位也是华校出身(华侨中学高中毕业后赴美国深造)的大慈

善家对书法事业的支持，至今四十年。

160304　李成义生于1921年，他九十岁后几无过问基金会事务后，其二弟、

副主席李成智继续其兄风范，支持书艺活动至今。李成义于2016年5月10日

(25.06.1921-10.05.2016)辞世后，李成智继任主席。

160305　另一方面，新加坡书协于1979年1月重新开设于1974年已停办多

年的书法班级，一共有80人参加。其中观音堂住持陈勤川高徒佘月琴居士，

也是其中一位有心人，特地引领陈声桂会长晋见陈上人，因得雅好书艺的陈

勤川老师，从此支持书艺活动，至于今日(陈上人于1998年谢世后，观音堂

信托委员会财政佘月琴秉承其遗志，继续支持书协常年经费；观音堂信托

委员会主席陈春金医生，也于2010年发起举办全国毛笔与硬笔书法大赛，

一年一次，至于今日)。

160306　1985年，时任文化部副常务秘书的李卫国及文化处长黄友江，基

于书协一年申请该部补贴之项目颇多，建议一年总赞助一次，书协因从当

年的四千元(4000元)至今日(2016年)的十五万元($150,000)。

160307　此外，新加坡华文大报星洲日报以至合并后的联合早报，也以华

文报集团、华文媒体集团，在1973年，然后从1981年至今，每年赞助与联

办一至二项书法活动，赞助费用由四千元($4000)至一万元($10,000)不等。

160308　1988年，由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担任主席的人民协会邀约书协作为

协作会员(Corporate Member of People’s Association, Singapore, 全国

10,000 个社团中只有86个被选为协作会员)。自那年起，书协也不时受到

人民协会三五千元的赞助，特别是在林靖忠、李宗严两位总执行理事长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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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可说年年都有。

160309　他如邵氏基金、丰隆基金、吴氏基金、新加坡艺术总会(原名新

加坡艺术理事会)、新加坡博彩局、竹林寺、如切观音堂、新加坡日本工商

总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蚬壳石油公司等等，也因个别项目拔刀相助。

160310　个别人士，如杨启霖、林炳文、古兆娇、周纯端、杨应群、吴清

亮、陈秋对也经常捐助。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会于1995年1月1日成立后，

历届董事们每年也捐款协助新加坡书法中心营运。

160311　在金钱以外，我们也因政府的支持而减少许多金钱上之耗费，如

新加坡所得税局对书协每年盈余不予苛税；新加坡“书协”出版的各种专

刊及书刊，获得新加坡文化部长于1972年在宪报上公布，免予申请出版准

字；新加坡交通与新闻部常务秘书1988年5月11日函示, 准许新加坡书协出

版的《新加坡书法报》(杂志)免予申请出版准字即可出版【1994年5月起正

式刊行的《新加坡书法报》，至今(2016年10月1日)已出版90期，发行世界

45个国家及地区，是至今发行及影响最广的书法刊物】。1974年，由政界

领袖担任会长的新加坡艺术总会也正式批准“新加坡书协”为其基本会员。

160312　五十年来，新加坡书协由一个寂寂无闻的民间书法团体发展至今

天拥有6个分会及一个俱乐部(新加坡书协刻字学会、新加坡书协常青书法

学会、新加坡书协妇女书法学会、新加坡书协篆刻学会、新加坡书协青少

年书法学会、新加坡书协硬笔书法学会、新加坡书法中心俱乐部)而享誉海

内外，并受到新加坡朝野的倚重与支持，真是一步一个脚印啊！

             
1982年3月27日，新加
坡书法家协会在明古
连街与梧槽路交界处
举行“1982年商品博
览会”。左二、三、四
为书协会长陈声桂、
主宾教育部政务次长
暨书协名誉顾问何家
良、书协顾问潘受。
左一为朱美金。这博
览会，为书协筹得约
7万元活动经费。此
后，书协也办了好几
次这类博览会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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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3月27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在明古连街与梧槽路交界处举行1982年商品博览会。图
为剪彩仪式后的自助餐会。左起名画家沈雁、书协顾问王瑞璧、书协顾问潘受、书协理事朱
碧妹、新加坡教育部政务次长何家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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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书法家在国内外名题荣誉榜

 1701  新加坡国家文化奖章

 1702  陈景昭书法奖章

 1703  新加坡杰出青年奖

 1704  亚细安成就奖

 1705  万宝龙国际艺术大奖

 1706  CCTV 中华之光奖

 1707  其它各种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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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  新加坡国家文化奖章
170101　新加坡国家文化奖章(Cultural Medallion)于1979年开始颁发至今

(2016年)38年。

文化奖章于1979年由兼管文化工作的新加坡社会发展部文化处颁

发。1991年国会大选后，新闻与艺术部成立；1992年国家艺术理事会负起

文化处的职能与工作，沿袭颁发至今，书法界共有四人得奖。这四人是潘

受(76岁)、王瑞璧(89岁)、陈声桂(52岁)、许梦丰(64岁)。

新加坡文化奖章设立的首几年，艺术家们对这一奖项反应冷淡，审查过

程也只通过会议表决的方式处理，原因有三：官方对这一奖项的宣传不足、

翻译的中文名“文化奖”使人流于是社会众多奖项之一，以及颁予的对象是

年轻(如三、四十岁)的艺术工作者。

170102　直至1986年，时任文化处长的黄友江，认为文化奖之英文原称

Cultural medallion ，本意是文化大勋章之意，应当发给年长艺高的艺术工

作者，且把颁奖仪式的规格提高，定位为国家给予文化艺术界的最高荣誉，

文化奖才引起文化艺术界的重视。

170103　十几年后的2000年，政府开始颁发奖金五万元予得奖人(并追发予

之前21年的得奖人)及拍摄专集(50分钟)，使文化奖章一夜之间，爆红起来。

170104　自2001年起，文化奖章也从在酒店举行颁奖仪式改为在总统府举

行，并由总统亲自颁发。文化奖章作为国家给予文化艺术界的桂冠，越过

了总统国庆日颁给的公共服务奖章PBM (文化), 公共服务星章BBM (文化)。

170105　文化奖章并无设书法奖，书法是归在“视觉艺术组”中。第一位

以书法获奖的是书协顾问潘受，时年76岁(1911年出生)，他于1987年2月

11日，获得社会发展部长黄根成颁给1986年文化奖章。陪同他前往领奖的

是书协会长陈声桂。

170106　潘受Pan Shou(26.01.1911-23.02.1999)

潘受，又名国渠，字虚之，号虚舟。1911年1月26日出生于中国福建省

南安县。先生十九岁南渡，便长居新加坡，1999年2月23日病逝于新加坡伊

丽莎白医院，在世89年。

潘受初到新加坡时担任叻报编务，继任华侨中学教席；后任道南学校，

及 坡中华中学校长。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南洋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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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秘书。1940年，南洋各地区推派代表组织回国(中国)慰劳团，他膺任团长

(时年29岁)。1956年3月，他出任南洋大学秘书长；1960年初引退。潘氏自

1980年起任新加坡书法家协会顾问，1985年起任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名誉

会长，他担任这两个职位至其1999年2月23日辞世。

1985年，潘氏获得法国艺术家协会颁给巴黎国际艺术家常年美展金奖

章；1991年，法国大使馆颁给国家文化与艺术(军官级)勋章；1986年，新

加坡社会发展部(即前文化部)颁给“文化奖章”(书法)；1994年，新加坡总

统颁给卓越功绩勋章(PJG)；1997年，亚细安政府文化理事会颁给“亚细安

文化奖章”；1998年，南洋理工大学颁给名誉文学博士。此外，新加坡书协

也先后颁给他十年金奖章、十五年金奖章，及二十年荣誉金奖章。

潘氏参加过许多国内外的展览，诸如：“第三届全国硬笔书法

展”(1980年)、第二、三、四、五、六届“国际书法联合展”(1981至

1984/1986年)、“新加坡书法年展”(1981至1998年)、“新日书画交流

展”(1981年)、新加坡德国歌德学院主办“中华书学协会书法展”(1981

年)、新加坡文化部“国庆美展”(1981、1982、1985年)、“新日书法交流

展”(1982年)、“新台书法交流展”(1983年)、“日本春秋书院第十回全国

书展”(1983年)、“新韩书法交流展”(1984年)、“新中书法交流展”(1984

年)、韩国东方书研会主办“韩新书法交流展”(1985年)、“新马书法交流

展”(1985年)、“第二次中国新加坡书法交流展”(1986年)、“穗新书法

交流展”(1986年)、国家博物院“百年美展”(1987年)、“亚洲运动纪念国

际书法联合展”(1986年)等。他参加新加坡社会发展部主办“国庆美术展卖

会”(1986年)、“1987年美术展卖会”；中国书协河南分会主办“国际书法

展”(1985年)，以及孙中山一百廿周年纪念书展(1986年)、自贡国际恐龙灯

会书法篆刻展(1987年)、振兴丝绸之路国际书画展(1987年)、纪念弘一法师

书法篆刻展(1987年)、“新加坡吉林书法交流展”(1991年)、“新加坡黑龙

江书法交流展”(1992年)、“新加坡浙江书法交流展”(1993年)、“新加坡

河南书法交流展”(1994年)、“新加坡安徽书法交流展”(1996年)、“新中

书法交流展”(1997年)等。

潘氏曾应马来西亚华校教师总会之约，赴马来西亚担任“全马书法

公开赛”评判(1984、1987年)。他也曾担任“国家博物院年展”(1979、 

1980、1982年)，及文化部联合当地各美术团体主办“国庆美展”(1980

至1984年)的评选员。他也是星洲日报与新加坡书协联办“全国现场书法

比赛”(1981、1982、1983年)、布莱德选区主办“全新书法比赛”(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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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及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与新加坡书协举办的第一至七届“全国挥春比

赛”(1983至1989年)的评选员。

1984年2月，新加坡书协为潘氏主办“潘受古稀书迹展”；1991年，

国家博物院举办“潘受八十诗书展”；1995年国家博物院举办“潘受诗书

回顾展”；1999年5月，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举办“潘受遗墨展”；2004年，

新加坡书协与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联办“潘受遗墨展”；2009年，新加坡

书协与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联办“潘受辞世10年遗墨展”，并制作《潘受

书法风采》光碟。

潘氏已刊诗集有《海外庐诗》四卷，附《词》一卷，是先生1937年至

1966年三十年间作品的一部分。《海外庐诗》于1985年由新加坡文化学术协

会再版，增补了他1967至1997年间的诗作，并易名为《潘受诗集》。2004

年，新加坡书协也为他出版纯照片集《潘受三帖》。

1980年，新加坡国家博物院与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特为他出版《潘受行

书南园诗册》，这是他平生第一本书法集，由陈声桂主编。1983年，新加

坡书协又为他出版《潘受墨迹》、《潘受近书三迹》，并于1985年将二书

再版，也是陈声桂主编。2000年，新加坡书协出版《潘受书法全集》。潘

氏的佳作，也收集在《新加坡硬笔书法选集》(1980年)、《新加坡书法选

辑》(1981、1984年)。

潘氏辞世后，新加坡书协为他设立“潘受书法基金”。

170107　王瑞璧Wang Sui Pick(1904-18.05.1998)

第二位以书法获奖的是王瑞璧，他也是书协顾问，于1993年9月9日，获

得新闻与艺术部长杨荣文准将颁给1992年新加坡文化奖章(书法)，王老时年

89岁(1904年出生)。颁奖地点在香格里拉大酒店，陪同他领奖的有书协会长

陈声桂夫妇、王老长公子王美雄夫妇。

王氏于1904年出生于中国福建省的安溪县。1921年他来新加坡省亲两

年半期间，先后担任新加坡工商补习学校教员、马来亚巴生共和小学校长，

和马来亚吉兰丹崇德小学校长。1925年王氏毕业于中国福建省厦门大学后，

又在福建各中学担任教师与校长共十六年。1954年，他开始担任新加坡南洋

女子中学教师6年，并于1956年获准在新加坡永久居留。后来，王氏还任马

来西亚柔佛州居銮中华中学校长6年，及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校长3年，直至

退休。1980年，王氏获准成为新加坡公民。

王瑞璧自1980年起出任新加坡书法家协会顾问及三一指画会会务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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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新闻与艺术部颁给王氏1992年度文化奖章；新加坡书协颁给他十年金

奖章、十五年金奖章。

王氏的作品自1981年起，连续17年参加新加坡书协主办“新加坡书法

年展”。1990年至1995年，王氏的书作入选第一届至第三届“国际书法

交流大展”，并于1989年参加新加坡书协主办“今日新加坡书法展”，于

1991年参加新加坡马林百列民众俱乐部举办“新加坡第一代中国书画名家

展”，于1995年参加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办“1995年新加坡美展”。

王氏也参加各种交流展，如：新加坡书协主办或联办的“新日书

法交流展”(1982年)、“新中书法交流展”(1984年)、“韩新书法交流

展”(1984年)、“新马书法交流展”(1985年)、“第二次中国新加坡书

法交流展”(1986年)、“穗新书法交流展”(1986年)、“新港书法交流

展”(1986年)、“新加坡吉林书法交流展”(1991年)、“新加坡黑龙江书法

交流展”(1992年)、“新加坡浙江书法交流展”(1993年)、“新加坡河南书

法交流展”(1994年)、“新加坡内蒙古书法交流展”(1995年)、“马新书法

交流展”(1995年)、“新加坡安徽书法交流展”(1996年)等。

王氏的作品也多次参加国外书法展览，主要有：中国广东书法家协会

主办“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中外书法家邀请展”(1986年)、香港中

国书道协会在台北国立博物馆举行之第六届“国际书法联合展”(1986年)、 

韩国东方研书会主办“亚运纪念国际书法联合展”(1986年)、日本“第4回

太平洋艺术教育大会国际美术展”(1987年)、中国福建“纪念弘一法师圆寂

45周年书法篆刻展览会”(1987年)、中国宁夏标准草书学社主办“中外草书

展”(1989年)、中国湖北黄石“国际书法邀请展”(1991年)、中国河南省书

法家协会主办“海外书法家作品邀请展”(1992年)等。

王氏于1981年任星洲日报与新加坡书协主办的“全国现场书法比赛”

评判。他也曾担任新加坡书协与布莱德岭区联办“全国书法比赛”评判，

新加坡文化部“国庆美展”书法及篆刻组评判。从1983年至1996年，王氏

担任历届“全国现场书法比赛”和“全国挥春比赛”评判。1990年，他还

担任了任新加坡书协主办“健力士建国廿五周年书法公开大赛”评判等。

1981年，新加坡书协为王氏举办他的首次个展——“王瑞璧书法展

览会”，并出版《王瑞璧翰墨集》。1987年，王氏先后在中国厦门市及安

溪县各举行书法个展一次。1988年，新加坡书协又为王氏举办其第四次个

展——“王瑞璧个人书法展”。1991年，安溪县博物馆举办“书法家王瑞

璧先生书法作品展”，其后，王氏赠与安溪县博物馆书法作品一百件。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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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新加坡国家博物院与新加坡书协联办“王瑞璧90书法展”，并联合出

版《王瑞璧90书艺》，王氏特赠送新加坡国家博物院书法作品31件。1996

年，他又赠予新加坡美术馆书法作品5件、赠予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作品40

件。另外，中国福建安溪各界也曾于1993年联合举办“王瑞璧先生90寿辰

书法作品展”。

1981年，王氏出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校外进修系与新加坡书协联合开设

的“草书研究班”讲师。

1983年，新加坡书协出版《王瑞璧指墨》。1985年，新加坡书协出版

《王瑞璧笔艺》。1988年，新加坡书协出版《王瑞璧指墨(二集)》。1994

年，中国福建省安溪县博物馆出版《王瑞璧先生墨宝集》。1996年，新加

坡书协出版《王瑞璧指书(三集)》(第六本书法集)。

1987年，王氏的书作入选中国云南省曲靖市兴碑书画碑林。1988年，

他的书作入选中国炎帝陵文物馆碑林，及厦门万石碑林。1989年，他的书

作入选中国开封翰园碑林。1990年，他的书作入选中国洛阳当代书法家首

届百人作品碑刻。1991年，他的书作入选中国四川省江油市太白碑林等。 

170108　陈声桂教授Tan Siah Kwee(06.10.1948——今)

17010801　第三位获得文化奖章者是书协会长陈声桂。

2000年9月20日，新加坡新闻与艺术部兼环境发展部长李玉全，在香

格里拉大酒店，把2000年文化奖章颁给陈君。只有52岁的陈君，是当年文

化奖章唯一得主，其它如音乐、戏剧、文学、舞蹈、电影各组，无人获奖。

从这年起，政府也给予每位得奖者五万元坡币，作为开展与个人艺术才

华相关的活动；得奖人也获得艺术理事会委托新加坡广播局拍摄一个历时五

十分钟的艺术生涯光盘，及出版年度文化奖章专刊，加以推介。

陈声桂教授是国际书坛公认的书法大推手；是新加坡书法的推动者、组

织者、提倡者；是书法教育家、书法理论家、书法活动家。

陈教授的行书劲秀放逸、疏荡有奇气，有如史迁之用笔，而不失法度；

用笔遒劲、韵度丰美，洒落潇散、绝去雕饰。

陈教授于1968年出任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筹委会主席，1969年出任书协首

任会长，次年连任。1971年至1973年因学业关系，他担任理事。1974年至

今，他一直当选书协会长，见证了新加坡书坛由沙漠步入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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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教授自1988年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成立，便担任执行理事长，长达

19年(1988年-2007年)。19年中，他把世界书法家庭建立起来，因此在2010

年，当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筹委会成立时，他当选为唯一的名誉主席；2011

年，他在新加坡见证及主持了国际书总的成立典礼。

1990年，新加坡书法研究院成立，陈教授出任院长至今；1995年新加

坡书协创建世界首间书法中心——“新加坡书法中心”，他出任艺术总监

及执行主任(总裁)至今。2004年9月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成立，他担任校长

至今。另外，他也在2005年出任中国同济大学顾问教授、2013年出任中国

韩山师范学院客座教授等。

陈教授出道很早，20岁开始参加当地的公开书法展，1969年(21岁)书

作入选文化部主办全国美展——“150美展”，并由1975年起担任此全国美

展的书画组评判；1978年，他担任国家博物院年展评判等。陈教授是第一

位由新加坡政府派遣出国挥毫的书法家(1978年)。40余年来，陈教授参加了

许许多多国内外的书法活动、展览、评选、座谈，及挥毫等。其作品也上刻

中国的数十个碑林，并被世界各地的美术馆及名人广泛收藏，包括日本明仁

天皇、英国布莱尔首相、国际流行乐曲巨星瑞奇·马丁、中国陈炳德上将、

马晓天上将，及四位新加坡总统、三位新加坡总理等等。

陈教授已经举行了三次个人书法展和一次书画联展，并有两册个人书

法集——《陈声桂书法》(1987，一集4000册)(2010，二集7000册)(二次印

量合计11,000本)问世。他在书法理论上也有卓越的成就，著有《书论十一

辑》、《五十年书坛巡礼》并有其他书法专书正在修订中。

陈教授一生服务教育界，包括担任文殊中学校长、淡滨尼初级学院语

文部主任、中正中学总校/分校语文教师兼校长秘书等。在学余工余，他以

教授书法为职志。1969年，他创立中国钢笔书法研究所(后易名新加坡书道

院)函授书法；1974年，他公开开班授艺。他也曾兼任南洋艺术学院文学及

书法讲师11年，国立新加坡大学校外进修系及中文系书法讲师11年，以及

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书法讲师10年。

陈教授获得法、港、日、中、新、英、印(尼)等国内外政府、社团或组

织的奖项40余个，重要的有：新加坡国家杰出青年奖(SYA)、新加坡社会发

展部(兼管文化)长期服务奖、新加坡总统公共服务奖章(PBM)、新加坡总统长

期服务奖章(PBS)、亚细安个人成就奖(AAA/印尼)、日本国际刻字贡献荣誉

奖章、新加坡陈景昭书法金奖章、新加坡国家文化奖章(CM)、德国万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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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艺术大奖、法国艺术家协会荣誉奖、中国书协荣誉奖、中国书协国际

书法交流特别贡献奖、新加坡总统公益金好点子奖、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南洋校友成就奖、新加坡书协终身成就奖、新加坡书协终身奉献奖、新加

坡书协终身荣誉会长等。

17010802　陈声桂获授2000年新加坡文化奖章

【编者按：以下从1701080201至1701080208乃截至当年(2000年)之资料】

1701080201　新加坡新闻与艺术部长兼环境发展部长李玉全于2000年9月

22日，在香格里拉大酒店宴客大厅把象征新加坡文化艺术界最崇高荣誉的

2000年文化奖章(Cultural Medallion)颁给了现年52岁的新加坡书法家协会

会长、著名书法家陈声桂。

这是新加坡书法界第三位获此荣衔的新加坡著名书法家，前两位获得

者是已故书协顾问潘受，他获得1986年文化奖章，时年76岁；已故书协顾

问王瑞璧，他获得1992年文化奖章，时年89岁。

1701080202　今年的文化奖章，只有陈声桂一人获得；其他戏剧、音乐、

舞蹈、文学、摄影、电影六组均付阙。陈声桂不但是视觉艺术中唯一获得评

审团推荐的人选，也是艺术领域全部七组中，唯一获得推荐的人选。陈君在

获得10人评审团推荐之后，复经国家艺术理事会18人董事局一致通过，最终

由新闻与艺术部长李玉全签准。整个遴选过程既审慎又透明。

陈君也是今年新加坡政府开始实施现金奖励制的第一个受惠者，即他除

获得奖状、奖章、襟章外，另可获得五万元(折美金为三万元)的现金奖(编者

按：当2010年陈氏动用此奖金办展时，奖额已提升至8万元)。

1701080203　在获得21世纪首个国家文化奖(CM)之前已得过不少区域及国

家奖项的陈声桂，感激国家再次给予他新的殊荣。

他说：“文化奖中的书法奖项，自1992年之后便没颁发了，这次他得

奖，不全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整个书法界的荣誉。它的到来，肯定会鼓

励及提高书法界的创作风气，及研究风气。”

陈声桂说：“我是新加坡的儿子，我深爱这片土地，今后，我会创作更

多佳作、开展更多活动，以不负政府、书协，及社会人士的期望。”他也表

示“会一如过去，继续为东南亚、亚洲，甚至世界的书坛，尽一份力量。”

他说：“前两位获得书法文化大奖的长辈已去世了，看来我要扮演的角色不

轻，我要倾力做好我的工作，以不辜负各方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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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80204　我国首任新闻与艺术部长、现任贸易与工业部长杨荣文准将

于颁奖礼次日(9月23日)亲笔写信向陈声桂会长道贺。杨部长写道：“亲爱

的声桂：恭喜你获得文化奖章！感谢你长期为促进新加坡年轻人学习书法

所作的努力！你诚挚的杨荣文！23.09.00”

1701080205　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刘太格在文化奖授奖仪式上代表

政府致词说陈声桂“在中国书法界家喻户晓。在他的引导下，有成千上万

的人喜爱并学习书法。

1701080206　国家艺术理事会的褒词(书面)

陈声桂，现年52岁，是一位以独一无二，及个人专业的艺术才华驰誉国

际、备受各地书法同道崇敬的知名书法家。中华台北书法家陈霖曾赞扬陈君

的作品为“书法苍劲淳厚中含有圆活流畅，雄伟朴实显现疏荡韵味；真为今

世难能可贵佳品。”已故书法大家潘先生曾说：“声桂书如远鸥浮水、轻燕

受风、洒落潇散、绝去雕饰。”

陈声桂于1968年成立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并获选为第一任会长至今。

身为书协会长，陈君通过出版书法刊物，举办讲座、座谈会、书法比赛、

书法展览及国际交流展，极力推动本地的书法活动。他对书法的热忱感染

了成千上万书法爱好者，许多向他学习书法的学生，至今依然孜孜不倦地

练习书法。他力挽曾在本地“将死”(已经没落)的书法艺术，并积极地使

这门艺术发扬光大，他的功劳是不容置疑的！陈君也是国际书法发展联络

会的执行理事长以及新加坡艺术总会的副会长，同时也是新加坡文化学术

协会的副会长。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由于在推广艺术方面作出卓越的贡献，陈君获得

许多政府及国际的奖项，即1977年获得香港亚洲艺术学会颁给“优异证

书”，1978年获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兼人民协会副主席在总统府颁给“新

加坡杰出青年奖”、1987年获法国艺术家协会颁发“荣誉表扬证书”、1987

年获社会发展部长颁给“长期服务奖”、1991年与1999年分别获得新加坡总

统亲颁“公共服务奖章(PBM)”与“公共长期服务奖章(PBS)”。在1992年，

陈君获得印尼贸易与工业部长代表亚细安(东南亚国家同盟)协会颁给“第一届

亚细安个人成就奖”(AAA)，以表扬其卓越的成就。

打从1982年开始，陈君频频代表新加坡参加分别在巴西、法国、北京、

天津、香港、澳门、东京、台北、吉隆坡等地举行的国际书法交流展。陈君

的作品也雕刻在中国十多个省市的石碑上。其作品也收藏在中国、日本、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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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西亚以及新加坡的艺术博物馆及国家政要的府上(余佩玲译)。

1701080207　文化奖得主陈声桂：文化奖不要像炸薯条

今年的文化奖得主只有一个，就是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以下简称书协)会

长陈声桂。

陈声桂1968年发起成立书协，除了1971年——1973年短暂中断外，他

一直担任会长。几十年来，他主持书法班、举办书法比赛、担任本地与海

外评判，在推动书法事业上不遗余力。他曾在1991年获颁公共服务奖章。

他也是著名书法家，已故本地书法大师潘受就赞他的作品：“声桂书如

远鸥浮水、轻燕受风、洒落潇散、绝去雕饰。”

陈声桂目前是淡滨尼初级学院语文部主任，今年还得到华文报集团颁发

的“2000年全国模范华文教师奖”。

书法能复活主要靠民间力量

当了29年书协会长，陈声桂谈到书法在本地的发展，几乎是部口述历

史。

“70年代，受到文革的影响，很多人都避开华文、华语，怕扯上沙文

主义。书法也变成每个人都怕的东西，1980年，南大并了；80年代，华文

小学收了。”

1978年，他们以为书法的气数完了，书协面临解散的危机。没想到，80

年代推出日本书法大受欢迎，总算挨过一个难关。陈声桂说，在本地书法

能复活，主要靠的是民间的力量。有关部门似乎还觉得书法只是华人社群

的活动。

“这个观念要改变，因为艺术是没有限制的。现在‘达官贵人’常来

走动，我们就希望通过种种渠道，让他们慢慢了解我们是善意的，对国家

文化建设是有贡献的。”

“人家说纸寿千年，表演艺术演完了就结束了，书法却可以长期保存，

所以，投资书法更有可能得到回报。”

“其实，现在学书法的条件非常好，要看什么字帖都有，还可利用电

脑科技，把所有的撇、勾拆出来比较。年轻人如果肯努力一二十年，要学

成书法不难。”

“但是现在人们的思想不同，价值观变迁。所以要适当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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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是够宽裕的，该给文化艺术多些照顾，拨多些钱。不要每年都

一定要多少钱进入储备金。好像我们花钱一样，有时多省有时少省，需要

的时候还是要花点。”

书法家不要像个牛车水老人

除了国家艺术课题外，陈声桂也强调，国人应该改变现在的观念，不要

向艺术家讨字画，字画要用钱买来，才会被尊重、珍惜。

“好像潘受，很多人以为他很有钱，跟他讨字，只送酒给他。有一次，

他说：不要再送我酒了，我家里有100多瓶酒，都可以开酒廊了。” 

陈声桂说，佳士得拍卖行曾想找一两个本地书法家的字拍卖。后来发现

满街都是这些书法家的字，怎么会有价?

“书法家也要自爱，不要像个复印机，给全世界的人送字，好像送蛋

糕、送咖喱一样。不要像个牛车水挥春老人。” 

“我个人只希望，一年有两三件比较满意的作品。有时当然也会送人，

但是送出去之前，要确保真的用了心思。若干年后，不会感觉是应酬的。”

获奖对后来者的鼓励更大

对这次获奖，陈声桂显得淡定。记者千方百计想套他一点“感言”，

他却说：

“都52岁的人了，没什么感言。”

“文化奖是搞得很隆重，由部长颁奖，也动员媒体每个轮流来一下。电

视台还给你拍一个小时的‘回顾’记录片。然而，我更希望文化奖不会像炸

薯条一样，炸完就没有了。应该有多点实惠。”

“以前没有这个奖，我们也照做。反正都为这个理想献身这么久了。”

“我看它对后来人的鼓励会更大。” 

(转载自2000年9月23日《联合早报·艺苑》，联合早报记者韩咏红报

导)

1701080208　陈声桂于颁奖礼上致答词

李玉全部长、林得恩政务部长、各位同道、各位来宾：

晚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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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我得以站在这个庄严的舞台上，享受着朋友们、同道们的祝贺

与赞誉。首先，我得感谢新加坡政府，由于42年来领袖们兢兢业业、终日

乾乾，终于把新加坡建成一个国富民强的国度，因此，身为子民的我，今

晚才有机会领取李玉全部长给予的奖章。

其次，要感谢我的三位书法老师故陈景昭先生、颜绿先生及黄 吾教

授，因为他们严格的督导鞭策、耳提面命，使我在青年时代，便在书法理论

与技术两方面，占有一席之地；我也得感谢两位与我亦师亦友的书法家已故

潘受先生、王瑞璧先生，他们将自己一生之长，传授予我。

第三，要感谢王金成先生领导的十人评审团，及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刘

太格先生、副主席严昌明先生领导的十八人董事局，由于他们肯定我的书艺

水平及业绩，把我推荐给部长，所以我才会脱颖而出。

第四，要感谢32年来与我风雨同舟的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同仁的不懈奋

斗；李氏基金主席李成义博士、观音堂佛祖庙故住持陈勤川祖师等机构与

人士的慷慨捐助；中英各报与电视电台等的倾力宣传。试想：没人出力、

没人出钱、没人宣传，书法的大小气候都没有，我个人又怎能给人看得到，

看得起呢？

最后，要郑重表扬国家艺术理事会同人，他们在短短的十年中，为新加

坡艺术界做了许许多多过去所不可能也不敢想像的大事好事，就如今晚这个

不平常的夜晚，也是其中一个足以引以为傲的例子。

我对国家给予的殊荣感到光荣！

我会再苦干另一个32年。

谢谢大家！

17010803　陈声桂的书法旅程

1948年   在中国广东省潮安县东凤乡乌门尾厝出世。

1955年   3月6日搭海皇轮离开广东汕头，3月15日抵达新加坡，后归化

为新加坡公民。

1968年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发起人、创会会长(至今)。

 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发起人、创会会长(至今)。

1969年   书作入选新加坡文化部第一个国家美展——“150”美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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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   担任中国钢笔书法研究所所长，并开始函授书法。

1974年 开设书法学习班，开当地公开设立书法班先河。

 南洋艺术学院兼任讲师(至1986年)。

1978年 当选新加坡艺术总会理事/副秘书/副会长(至2015年)。

 获得文化部国庆美展优秀奖(书法)。

 第一位政府派遣出国示范书艺的书法家。

 第一位获得新加坡国家杰出青年奖(SYA/书法)的艺术家。

1979年   新加坡国家博物院主办个人书法展，并购买其书作作为永久

收藏。

 出任新加坡文化部美术咨询委员会委员(至1991年/1991年。

 出任新运作的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艺术咨询委员)。

 获得新加坡警卫团美术优异奖。

1981年 国立新加坡大学校外进修系兼任书法讲师(至1990年，共10年)。

1983年 文殊中学副校长、校长，淡滨尼初级学院语文部主任兼华文

科主任(至2004年退休)。

1987年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及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在新加坡文化部赞

助下，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院举办“陈声桂书法展”，并出版

专集4000本。

 文化部长颁给长期服务奖章。

 获得法国艺术家协会荣誉表扬证书(书法)。

1988年 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在新加坡成立，获选出任执行理事长(至

2007年11月11日移交中国书法家协会)。

1989年   11月起至今，在《新明日报》编辑专栏《中华书艺》，每月

一期，至今(2016年)27年(编者按：历任五位总编辑：1986

吴元华、1990成汉通、1992杜南发、2007许仁好、2011潘

正镭，及2017新任总编辑朱志伟)。

1990年 在新加坡书法家协会成立新加坡书法研究院，推行书法晋级

考试。

 出任“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工委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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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 获得新加坡总统亲颁公共服务奖(PBM/书法)。

1992年 获得亚细安(东盟)个人成就奖(AAA/印尼)。

 获得日本刻字协会国际刻字贡献奖。

1994年 督印/发行《新加坡书法报》每年四至五期(至2016年10月1日

已出版90期)；把新加坡书法的讯息带到世界40多个国家与地

区。

1995年 以筹款方式筹集了135万元，组建了“新加坡书法中心”。为

世界书法组织的首创。

 出任南洋理工大学兼任书法讲师(至2004年，共10年)。

1999年 新加坡总统颁赐长期服务奖(PBS/公共服务)。

2000年 获得部长颁给全国模范华文教师奖。

 艺术部长颁给新加坡国家文化奖章(CM/书法)。

 部长颁给陈景昭书法奖章。

2002年 获得国际著名品牌万宝龙(Mont Blanc)颁给万宝龙国际艺术大

奖。

2003年 获得部长颁给新加坡书协终身成就奖。

2004年 9月创办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并出任校长(至今)。

2005年 出任中国百年学府同济大学顾问教授(至今)。

2006年 获得中国书法家协会荣誉奖。

 总统颁给新加坡公益金“总统好点子奖”。

 6月被聘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顾问(至今)。

2008年 获得部长颁给新加坡书协终身奉献奖。

 获得部长颁给南洋大学南洋校友成就奖。

 获得新加坡总理颁给40年社区服务奖。

2009年 获得中国书画报颁给“2009年国际突出贡献书画艺术奖”。 

11月14日于第十七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APEC)首长欢

迎晚宴上挥毫，并将作品送予莅会贵宾(当晚到会的有中国主

席、俄国总统等)。



927

陈
声
桂

2010年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及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在国家艺术理事会

赞助下，举办为期一个月的“陈声桂书法展”，并出版7000

本《陈声桂书法》。

 5月被聘为中国同济大学亚太汉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10月当选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筹委会唯一名誉主席。

2011年 9月被聘为中国上海市海外交流协会名誉顾问(至今)。

 11月被聘为中国河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海外顾问(至今)。

 11月中国文联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约请海外特邀

代表到会，是新加坡，甚至是东亚/东南亚华人的唯一代表。

2012年 11月陈声桂编著《书论十一辑》(512面)出版。

2013年 5月被聘为中国潮汕著名百年学府韩山师范学院客座教授(至

今)。

 副总理颁给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终身荣誉会长衔(至今)。

 被中国汕头市归国华侨联合会聘为名誉主席。

 1月2日至8日，中国中央电视台第四台(CCTV4)向全球播放八

期“中国书法五千年”，他是这一节目的策划之一，并在第一

集中亮相屏幕。

 11月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举办“文化奖章三家书法展”，他与前

二位得主潘受、王瑞璧之书作一起亮相(文化奖章由1979年颁

授至2015年，书法奖只有这三人获得)。

2014年 9月被聘为义乌市海外交流协会第一届海外理事。

 12月获得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授予第三届“中华之光—传播

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享誉全球。

2015年 10月陈声桂著《五十年书坛巡礼》(924面)出版。

2016年 3月当选新加坡艺术总会会长。

 9月获得中国书法家协会颁给“国际书法交流特别贡献奖”。    

170109　许梦丰 Koh Mun Hong(03.11.1952——今)

第四位获得文化奖章者是新加坡书协高级评议员许梦丰。

2016年10月4日，新加坡总统陈庆炎博士把2016年国家文化奖章，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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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知名书法家许梦丰(64岁)；与他同时获奖的是马来知名歌星阿希雅(Nona 

Asiah, 86岁)。

许梦丰为视觉艺术组得主；阿希雅为表演艺术组得主。他们各得八万元

($80,000)，以作为个人艺术领域研究、出版或演出之开销。

创立于1979年的文化奖章，至今已有121位艺术家获奖。1992年创立

的青年艺术奖则有145位得主。

颁奖礼在总统府楼下(即一楼)多功能厅举行，文化、社区及体育部长傅

海燕，政务次长马炎庆也到会。

许氏是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资深基本会员、高级评议员，另任啸涛篆刻书

画会副会长多年，是该会重要成员之一。

许氏潜心研书之余，也自学中画及古诗，二者均有所成，是新加坡少见

融诗书画一体的艺术家。

许氏生于1952年，原籍广东省普宁县，号说梦生，居所名说梦轩，1969

年毕业于德明混合中学(今称德明中学)中学部；次年(1970年)进入德明政府

华文中学(今称德明政府中学)高中部。

在高中时代，许氏私淑其校长陈人浩之书法，后得校长面授。陈人浩

的第二次个人书画展，是由他举办的；配合书画展的举行，他也编辑出版

了《陈人浩书画集》(编者按：陈人浩的第一次书画展是由陈声桂于1984年

举办的，当时也出版了《人浩书画》)。

高中毕业后，许氏在中国银行任职文书，业余与诗书画界人士时有互

动与交往，其中已故诗人、书法家潘受，与他亦师亦友。1989年，许氏离

开银行成为一专职书画家。

许氏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参加书画活动，曾在书法比赛中获

奖。1983年，新加坡书协第一次组团赴中国访问26日，他是团员之一。

他曾于1978年获得文化部国庆美展优秀奖(中画)、2000年获得新加坡书协         

“陈景昭书法奖章”，其他还有新加坡艺术协会颁给陈之初艺术奖、义安

文化中心颁予卓越书画家奖等。

许氏出版有《许梦丰书画集》、《梦轩笔荟》，及《梦轩艺荟》。

许氏于1998年、2008年，及2016年先后开了三次书画合展。

他参加的书法展览，包括一至十二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1990年——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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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新加坡书法展/新加坡书法年展/新加坡现代书家作品展、新中、新日、

新韩、新港、新马、新台书法交流展，以及新加坡书协与中国各省市之书法

交流展等等。当然，他也是每年啸涛篆刻书画会年展的出品人。

他曾于1985年应新加坡旅游局之约赴日本东京示范书法，也曾在电视

台1984年拍摄的“笔飞墨舞”示范楷书及行书。

1995年5月19日，“潘受诗书回顾展”在国家博物院开幕。图为潘受(中)与主宾新闻与艺术部兼
贸易与工业部第二部长杨荣文准将(右)，及李氏基金主席李成义博士一同浏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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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5月19日，“潘受诗书回顾展”在国家博物院画廊开幕。开幕礼上，潘受与来贺之友人
合影。左二、三、七为原南桥女中校长高亚思、李氏基金主席李成义博士、书协会长陈声桂，
左四、五为潘受郑文慧(郑尔彬)伉俪。

1997年8月18日，新闻及艺术部长杨荣文准将在新加坡书法中心主持《潘受诗集》首发仪式后，
与众宾客闲聊，右起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名誉会长孙炳炎、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会长陈声桂、李
成义夫人张治华医生、李氏基金主席李成义博士、杨荣文部长、潘受、书协顾问暨大收藏家杨
启霖、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名誉会长陈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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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受博士于1998年年杪因感冒引致严重咳嗽。1999年1月30日进入伊丽莎白医院留医，次日
进入3006号加护病房。经五位医生诊治，于2月3日中午病情好转。岂料当晚再受感染，无法
于次早如愿转入普通病房。1999年2月23日下午3时，生于1911年1月26日的潘受病逝，享年89
岁。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当天下午五时与潘先生公子思颖医生二人亲自送潘先生遗
体由三楼3006号房下一楼停尸房，交与仵作。晚上九时，陈会长在众奉教堂先迎潘老灵柩。
晚上九时卅分，潘公子思颖医生及牧师抵达。于居丧期间，书协会长陈声桂率领全体顾问、
理事、主任、会友、书法中心董事等，协理丧务，并于1999年2月24日晚应丧家之约上台讲话。

1999年2月26日上午，书协会长陈声桂(前排左四)陪同李氏基金主席李成义博士张治华医生伉
俪(前排左二、三)，参加在翡珑山举行的潘受遗体告别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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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5月16日上午11时举行的“潘受生活点滴”茶话会，由书协会长陈声桂(中)主持，约请已
故收藏家杨启霖公子杨应群(左起)、原南洋大学历史系讲师林肇刚、青年诗人书画家许梦丰、
中华书局已故经理施寅佐之夫人杨倬卿女士四人话旧，并与听众一起聊天。

2004年2月15日，卫生部长许文远(左)主持“潘受墨迹展”开幕，中为新加坡书协暨新加坡文协
会长陈声桂，右为新加坡文协副会长陈佳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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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2月15日，出席新加坡书协主办“潘受墨迹展”的来宾。前排左起：贸工部常任秘书王
瑞杰章慧霓伉俪，新加坡书法中心名誉主席刘泰山吴秋静伉俪，新加坡书法中心常务副主席
暨新加坡文协副会长陈佳模。

2009年2月22日至3月8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与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联办“潘受辞世10年遗
墨展”,特地从潘氏自1979年重新出来社会活动的图片及录像带中，剪接及录制成一个新光
碟——“潘受书法风采”，公开发行，让有志学习书法的人士提供一条光明及正确的道路。
图为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副会长陈佳模(左)代表新加坡书协与文协将首张“潘受书法风采”
的光碟赠予傅海燕部长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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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璧公开示范指书之影。

2013年11月17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庆祝创会45周年并举办“新加坡文化奖章三家书法
展”。三家展展出潘受、王瑞璧、陈声桂的135件佳作，他们分别是1986、1992、2000年获得
国家颁予艺术家的最高荣衔——新加坡文化奖章。新加坡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
政部长张志贤(右)当天以代总理的身份出席会庆并为展览揭幕。右一、二为新加坡书协会长
陈声桂教授、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主席杨应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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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9月22日，新加坡新闻及艺术部长李玉全(右)将新加坡文化艺术界最高的殊荣——
“2000年国家文化奖章”颁给陈声桂。陈君是当年(六组中)唯一的得主。同一年，李部长也
将“2000年全国模范华文教师奖”颁给陈君。

2000年新加坡国家文化奖章唯一得主、著名书法家陈声桂于2000年9月22日由新闻及艺术部
长李玉全手中接过文化奖章、奖状、襟章之后在台上致答词。左为新闻及艺术部长李玉全，中
为国家艺术理事会艺术行政官(才华)邓美灵(Miss Edwina 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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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9月9日，陈声桂被中国上海同济大学聘为顾问教授(Advisory Professor)，同济大学党组
书记兼大学理事会主席周家伦教授(中)亲自将聘书颁给陈氏(右)。同时获得聘任的，尚有日本
前驻联合国大使，现任岩手县立大学校长谷口诚，及中国国务院办公室处长刘香玲。在场见证
的是同大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兼教授蔡建国博士(左)。

2013年5月29日，创校110年的潮汕著名学府韩山师范学院副院长庄东红博士/教授(左)代表院
长林伦伦教授，将客座教授聘书颁予陈声桂教授。在场还有该院党组书记陈庆联教授。陈声
桂教授也是同济大学顾问教授、同大亚太汉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上海市海外交流协会名誉顾
问、中国河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海外顾问、汕头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名誉主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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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  陈景昭书法奖章(在“新加坡现代书家作品
展”上颁发)

170201　陈景昭书法奖章，最初名为“陈景昭书法优秀奖”，是新加坡书

协于1987年设立的。

命名陈景昭，旨在纪念书协初创时的导师，金石书画家陈景昭。这个

奖章每年在“新加坡书法年展”中颁发给那些有特殊才华的新一代生力军。

2000年7月，新加坡书协为了提升此奖章为新加坡书协给予新加坡书法

家的最高奖项，决定改称“新加坡书协陈景昭书法奖章”，简称“陈景昭

书法奖章”，并照例于每年举行之“新加坡书法年展”颁发(编者按：新加

坡书协于1981年主办全国性书法展，订名新加坡书法展；1994年起，改名

为“新加坡书法年展”；2015年起，订名为“新加坡现代书家作品展”)。

1987年至今共颁发了42枚。他们是董乙村、陆英洪、罗明贤、林义兴、

黄福元、张有烁、林振衣、杨昌泰、陈耳、陈新华、洪雅荫、洪秀銮、刘妙

莲、翁南平、林书香、陈朝祥、陈声桂、杨应春、朱碧妹、杨应然、何钰

峰、吕永华、徐祖 、黄寿松、王思宗、陈建坡、许梦丰、林子平、曾守

荫、周昌嘉、杨慧萍、薛献霞、陈剑波、陈凤英、薛振传、符传国、梁静

丽、李凌千、林爱莲、李士通、李嘉仪、萧雅悟。

170202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新加坡现代书家作品展——陈景昭书法奖章名表

号序 得奖者 英文名 年份 届次  颁奖者职称

1 董乙村 DONG YI CHUEN 1987 1届
杨厝港集选区国会议员及
政府国会文化委员会委员
刘炳森

2   陆英洪 LEK ENG HONG 1987  1届
杨厝港集选区国会议员及
政府国会文化委员会委员
刘炳森

3 罗明贤 LOH MIN SEN 1987  1届
杨厝港集选区国会议员及
政府国会文化委员会委员
刘炳森

4 林义兴 LING GEE HING 1988 2届
教育部兼内政部政务次长
陈原生

5 黄福元 OOI HOCK YUAN 1988 2届
教育部兼内政部政务次长
陈原生

6 张有烁 TEO YEW YAP 1988 2届
教育部兼内政部政务次长
陈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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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林振衣 LIM CHIN YEE 1989 3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布莱德岭
区国会议员吴俊刚

8 杨昌泰 YONG CHEONG THYE 1989 3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布莱德岭
区国会议员吴俊刚

9 陈  耳 CHEN ER 1989 3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布莱德岭
区国会议员吴俊刚

10 陈新华 CHEN SIN WAH 1990 4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布莱德岭
区国会议员吴俊刚

11  洪雅荫 ANG AH EM 1990  4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布莱德岭
区国会议员吴俊刚

12 洪秀鸾 HONG XIU LUAN 1990 4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布莱德岭
区国会议员吴俊刚

13 刘妙连 LAU MEOW NOI 1991 5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新闻及艺
术部高级政务次长何家良

14  翁南平  ANG LAM PENG 1992 6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新闻及艺
术部高级政务次长何家良

15 林书香 LIM SEE YOUNG 1995 9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新闻及艺
术部高级政务次长何家良

16 陈朝祥 TAN TIOW SIONG 1997 11届
新加坡艺术总会副会长
张良材

17 陈声桂 TAN SIAH KWEE 2000 14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总理公署
特委政务部长姚智

18 杨应春 YEO ENG CHOON 2000 14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总理公署
特委政务部长姚智

19 朱碧妹 CHOO PEE MOY 2000 14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总理公署
特委政务部长姚智

20 杨应然 YEO ENG JIANG 2000 14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总理公署
特委政务部长姚智

21 何钰峰 HO CHUO SAI 2000 14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总理公署
特委政务部长姚智

22 吕永华 LU ENG WAH 2000 14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总理公署
特委政务部长姚智

23 徐祖 CHUI CHOO SAI 2000 14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总理公署
特委政务部长姚智

24  黄寿松 NG SIEW SONG 2000 14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总理公署
特委政务部长姚智

25 王思宗 HENG SER CHONG 2000 14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总理公署
特委政务部长姚智

26 陈建坡 TAN KIAN POR 2000 14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总理公署
特委政务部长姚智



951

陈
声
桂

27 许梦丰 KOH MUN HONG 2000 14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总理公署
特委政务部长姚智

28 林子平 LIM TZE PENG 2000 14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总理公署
特委政务部长姚智

29 曾守荫 CHANG SOW YAM 2000 14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总理公署
特委政务部长姚智

30  周昌嘉 CHEW CHONG KA 2000 14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总理公署
特委政务部长姚智

31 杨慧萍 YONG HWEE PENG 2005 19届
牛车水集选区国会议员
梁莉莉医生

32 薛献霞 TET YEE YUE 2005 19届
牛车水集选区国会议员
梁莉莉医生

33 陈剑波 TAN KIAN POH 2009 23届
宏茂桥集选区国会议员
蓝彬明医生

34 陈凤英 CHANG ONG YING 2009 23届
宏茂桥集选区国会议员
蓝彬明医生

35 薛振传 SOON CHIN TUAN 2010 24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新加坡国
会副议长、东南区市长
姚智

36 符传国 FOO SUAN KOK 2010 24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新加坡国
会副议长、东南区市长
姚智

37 梁静丽 LEONG CHIN LEE 2010 24届
书协名誉顾问暨新加坡国
会副议长、东南区市长
姚智

38 李凌千 LEE LENG CHONG 2013 27届
中 国 驻 新 加 坡 代 理 大 使
戴兵

39 林爱莲 LAM AH LENG 2014 28届
宏茂桥集选区国会议员
洪鼎基

40 李士通 LEE SEE THONG 2015 29届
新加坡总理公署高级政务
部长兼职工总会副秘书长
王志豪

41 李嘉仪 LEE KIAH NGEE 2015 29届
新加坡总理公署高级政务
部长兼职工总会副秘书长
王志豪

42 萧雅悟 XIAO YA WU 2016 30届
新加坡教育部代部长兼国
防部高级政务部长王乙康

【编者按：2000年新加坡书协在第32届理事会上决定，由当年起，将原作奖励新秀

的“陈景昭书法优秀奖”提升为新加坡书法界的最高奖项，并改称“新加坡书协陈景昭

书法奖章”(简称“陈景昭书法奖章”)。为此，特将14位因担任评委或书协理事等而与此

奖章无缘的在世书法家，全部授予此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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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8月11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在国家博物院画廊举办“1987年新加坡书法展”开幕礼并
评选“第一届陈景昭书法优秀奖”。左起书协顾问黄国良、名书画家施香沱、书协会长陈声
桂、主宾杨厝港区国会议员暨政府国会文化委员会委员刘炳森、书协顾问潘受、书协顾问王
瑞璧书协顾问林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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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书法家协会顾问黄国良(右)向姚智部长领取“2000年陈景昭书法奖”奖章及奖状。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高级评议员黄寿松(右)向姚智部长领取“2000年陈景昭书法奖”奖章及奖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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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  新加坡杰出青年奖
170301　陈声桂获得政府颁给1978年新加坡杰出青年奖。

1978年，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荣获政府颁给“1978年新加坡

杰出青年奖(SYA, 原称全国青年服务奖)”。此奖是国家给予全国青年的最

高奖项。

陈君是此奖于1976年成立至今(2016年)四十一年以来，书法界唯一的

得主；也是美术界唯一的得主。

1978年11月10日傍晚，新加坡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兼人民协会董事会

副主席李炯才特于总统府颁发“赞词”(奖状)及青年奖立体座像予陈君。

170302　政府赞词

陈声桂  赞词        

打学童时代起，陈声桂就对中华书法艺术深感兴趣。现在，他29岁，

是一位很有造诣的书法家与这方面的权威。他对当代硬笔书法的擅长，证

明了他的多面性和创造性。

过去10年，他献身于中华书艺和各族其他形式艺术的推广与欣赏工作。

他通过出版刊物，举办讲座、比赛与展览，让人们分享他的知识和技巧，并

激发人们的兴趣，特别是年轻人。

由于陈君在艺术上作出的贡献，国家青年服务奖评选委员会颁予

他“1978年全国青年服务奖”，以资表扬！

国家青年服务奖评选委员会主席

朱耀球

(新加坡公共服务委员会委员)

1978年8月30日

Citation

Tan Siah Kwee

Ever since he was a schoolboy, Tan Siah Kwee has been interested in an ancient 
Chinese calligraphy. Today, at the age of 69, he is an accomplished calligrapher and 
an authority this art form. His mastery of contemporary fountain pen calligraphy is 
testimony of his versatility and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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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has devoted the past ten years to the promo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other forms of art among people of all races. Through publications, 
lectures, art competitions and exhibitions, he started his knowledge and skills and 
stimulated the interest of many, particularly the young.

In recognition of his contribution to art, Tan Siah Kwee is awarded the National 
Youth Service Individual Award, 1978. 

                              National Youth Service Award Panel
                                               Paul.Y.J.Chu

                               Chairman 
                                   30th August 1978

1978年8月30日，陈声桂(右)荣获政府“1978年新加坡杰出青年奖”(SYA，原名为“全国青年
服务奖”)。人民协会董事会副主席暨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李炯才特于总统府颁发赞词、
奖状及立体座像予陈君。新加坡杰出青年奖是国家给予全国青年的最高奖项。当年只有三
人获奖。陈声桂是至今唯一获得此一奖项的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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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  亚细安成就奖(Asian Achievement 
Award——AAA)

170401　从事书法活动25年的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获得设于雅加达的

亚细安协会(今改名亚细安论坛)颁给第一届亚细安个人成就奖(AAA)。颁奖

礼于1992年7月24日在印尼首都耶加达婆罗浮屠大酒店举行，由印尼贸易

与工业部长哈塔托主持，陈君亲自出席领奖(亚细安ASEAN，即东盟；东

南亚国家同盟之音译)。第一届亚细安个人成就奖共有11个，新加坡有两人

得奖，另一位是人称试管婴儿之父的国立新加坡大学妇产科主任勒南教授

(Prof S.S Ratnam)。

170402　陈声桂为亚细安视觉艺术大奖的首位得主，与他同时获奖的

有泰国公主诗琳通，后来成为泰国首相的电讯业巨子达信，泰国Sura 

Saenkham(khaosai glaxy)，菲律宾 Ms Lea Salonga, 印尼 Prof Dr Sangkot 

Marzuki，印尼IR Didi Suwardi, 马来西亚Royal Prof Ungku Abdul Aziz Bin，

马来西亚Ungku Abdul Hamid，马来西亚Datuk Dr Augustine Ong Soon 

Hock，马来西亚 Dato Dr Ikmal Hisham Albakri，一共十一人。

170403　2001年，亚细安成就奖成立十周年时，也颁发同一奖项(AAA)予

新加坡资政、原总理李光耀与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医生。

 
陈声桂从事书法活动25年，获得设于雅加达的亚细安协会(今改名亚细安论坛)颁给第一届亚
细安个人成就奖(AAA)，颁奖礼于1992年7月24日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婆罗浮屠洲际大酒店举行，
由印尼贸易与工业部长哈塔托主持，陈君亲自出席颁奖。第一届亚细安个人成就奖共有11个，
新加坡有两人得奖，另一位是国立新加坡大学妇科主任勒南教授(左)。与他同时得奖的，有泰
国诗琳通公主，及后来担任了泰国首相的达信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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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01年9月10日，新加坡原总理李光耀与马来西亚原首相马哈迪同获第十届亚

细安成就奖(AAA)。陈声桂于1992年也获得同一奖项，即第一届亚细安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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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  万宝龙国际艺术大奖(11th Montblanc Arts 
Patronage Awards)

170501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于2002年5月17日获颁“2002年万

宝龙国际艺术大奖”，为书法世界获得这一国际大奖的第一人。

颁奖是在新落成的新加坡亚洲文明馆举行，宴开十五席。会场同时

展示陈声桂的作品八件。当晚的贵宾是德国驻新加坡大使哈梭(Hasso 

Buchrucker)。他将一支限量发行价值新币一万二千元的特制白金万宝龙

(Montblanc)钢笔及欧元一万五千元 (折新币$25,600，人民币 116,780) 送

给陈声桂,以奖励陈君三十年来无怨无悔、任谤任劳宏扬书法艺术，使这门

在新加坡将死的艺术复活，由沙漠步入绿洲。

170502　总办公室设在英国的万宝龙文化基金(Montblanc Cultural 

Fundation)主席楼鲁勋爵(Lord Douro)以最大的喜悦与荣誉向陈声桂致贺，

他对陈君之杰出成就引以为荣。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以“中流砥柱三十年”

送他,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赠予“华校之光、华族之荣”，新加坡艺术总会

赠予“艺坛奇葩”，国民服役同袍贺以“为国争光”;新加坡新闻资讯与艺

术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许文远、总理公署兼社会发展部政务部长曾士生

等政要当面向陈君致贺;宏茂桥集选区国会议员、国会新闻资讯与艺术委员会

主席成汉通撰写“声名胜万宝，桂冠凌神龙”十字相贺;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

刘太格、新加坡驻纽西兰最高专员陈敬仁伉俪等人也写送长长的贺信。其他

各国各地友会及同道之贺电、贺文、贺词等，也纷纷送至。

万宝龙文化基金今年在全球共颁发十个奖项，得奖的其他九人来自加拿

大、法国、德国、香港、意大利、日本、西班牙、英国，及美国等。

170503　现年53岁的陈声桂说：他虽得过不少的国际奖项，不过以这个奖

项的意义最长、名气最大。他将不负各方厚望，继续奋斗另—个30年。万

宝龙国际艺术奖的颁发，意味著书法作为世界艺术宝藏之一，已无需争议。

而更多书法作品走入欧美的国家堂殿与博物馆是指日可待的事。这奖项的象

征意义远远超过它的实质意义。

他感谢提名他的不知名人士，及国际30人专家遴选团的一致决定，他

也感谢新加坡书协全体同人、新加坡书法中心全体董事、万宝龙新加坡董

事总经理苏爱丽丝(Alice Soh)小姐、市场经理洪卡特琳(Catherine Ang)小

姐及各传媒负责人等。尤其感谢李氏基金主席李成义博士30年来大力支持

书协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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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04　陈声桂于1968年组建新加坡书协，他以无数的展览、比赛、演

讲、笔会、班级、著作等打开书法的学习与研究局面，最为难得的是他于

1995年筹得一百三十五万新币 (折人民币6百23万元) 组建新加坡书法中心，

集展览、演讲、授课、挥毫、会客等多种用途于一堂，为各地书法团体的发

展启开天窗。

陈声桂在过去30年，由于宏扬书法，卓著良誉、口碑载道，新加坡总统

于1991年亲颁公共服务奖章(PBM)给他；次年(1992)，亚细安协会也在印尼

耶加达颁给他第一届亚细安成就奖(AAA)。他是书法界，迄今唯一获得新加

坡总理公署颁给新加坡杰出青年奖(1978年)的人士。1998年新加坡书协三十

周年会庆，也颁给他30年卓越功绩金奖章。

陈声桂是第一位奉政府之派于1978年前往美国波士顿示范书法的书

家。同年，他是首位获得文化部国庆美展(国家年度美展)优异奖(1978年)的

书法家。

2000年，陈声桂获得新加坡文化界的最崇高荣衔——文化奖章，及新加

坡书界最高荣誉——陈景昭书法金奖章。

 

 

2002年5月17日，德国大使哈梭(Hasso Buchrucher)(左)将“2000年万宝龙国际艺术大奖”颁给
陈声桂(中)。万宝龙文化基金当年共颁发10个大奖予全球10位艺术家，他们来自法国、英国、
加拿大、美国、日本、意大利、德国、西班牙、香港等。每人得到一支限量发行、价值12,000新
币的特制万宝龙白金钢笔，及欧元现金15,000元(折新币$25,600，人民币 116,780)作为奖
赏。与他同时获奖的有国际红星杨紫琼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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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  CCTV中华之光奖【陈声桂获颁2014“第三
届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华之光奖” (Brilliance of 
China：Choice for Chinese Culture Promoter 
of the Year Award)】
170601　被书法世界誉为国际书坛大推手、新加坡书法之父、新加坡书法

大使的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于2014年得到书法的母国——中国

高度肯定，获颁中国给予世界各国华人华侨最尊荣的“中国中央电视台中

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与他同样获奖的还有九人，其中一

位是国际著名指挥家谭盾，他是“卧虎藏龙”的作曲者。另一位是年臻98高

寿的饶宗颐教授；饶教授于1980年卸下新加坡大学中文系主任兼教授后定

居香港，离新前，陈声桂为他举办个人书法展；十年后，陈君应香港友人

萧氏之托，再为饶公办展一次。饶公三年前应聘出任中国百年印社——西

印泠印社社长。 

颁奖典礼是于2014年12月19日下午三时在中央电视台(CCTV)新大楼大

影棚进行，早一日为总彩排。 

170602　传播中华文化年度大奖，是一项具有国际性特点的大型文化人物

评选活动，也是目前中国高规格表彰中华文化人物的活动之一。其目标在表

彰为传播中华文化做出重大贡献的海外华人华侨和国内各界知名人士，宣传

中华文化走出中国，扩大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广度，及提升国家软实力与

国际影响力等等。过去二届得奖者，包括莫言、杜维明教授、朗郎、星云法

师、成龙等等国际名人。

据组委会披露，全球近200个国家共有117人获得提名，经过三轮投票

之后，有20人入围，最后10位脱颖而出。

170603　陈声桂教授是在新加坡原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姚智，以及书协

负责人陈森富、陈朝祥、罗月秋、高桂及陈中等人的陪同下，在中央电视

台的大礼堂领取奖项，颁奖给他的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副台长 (部级) 魏地春。 

170604　当天，2014年“中华之光”组委会现场播送给陈氏之赞词写道：

椽毫挥洒, 铁线纵横。人如书，史迁情怀；书如人，横逸疏放。

心墨晕染于纸, 桂香弥漫狮城；兰亭之后,南洋有此薪传。

四十六年竭尽移山力, 昔日将枯之苗, 如今葱翠南天。 

170605　姚智也以推荐人的身份致词：“书法在新加坡70 年代的中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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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败，这段时间差不多有十几年。由于陈声桂四处奔走，通过举办展览、

比赛、讲座，以及出版、交流活动，促成了新加坡书法从沙漠走向绿洲的

新境。” 

姚氏说：“我们的退任总统、现任和卸任的三位副总理，以及现在内阁

一半的成员，都跟陈声桂教授有书法之缘。书法从华人社会的一种艺术，在

新加坡的多元种族社会中，已经变成一种多元种族的艺术、国家的艺术，甚

至是各种族间互相了解及和睦往还的桥梁。这是一项难得的成就，可是他却

做到了。” 

他又说：“最难得的是，他在1988年催生了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的成

立，为书法正式走向国际艺坛铺平了道路。从1990年直到今天，世界各国

一共筹办了号称书坛奥林匹克的国际书法交流大展十一届，这一不朽的记

录，使中华书法在地球上各个角落发光发亮！” 

他也说：“为提升书法的社会地位，他在1990年推行了书法晋级考试，

使国内外从事书法教学及书法学习的人，能够按照考试的范围进行练习及研

究，这对书法的传承，起到了规范及促进的作用。” 

170606　陈声桂教授也是2000年新加坡文化奖章及2002年国际万宝龙艺

术大奖的得主。之前，他在1992年获得亚细安(东盟/AAA)个人成就奖等数

十个奖项。 

陈君从事书法创作50年、书法教学40年，兼任中国好几间大学的教授，

包括著名的同济大学、韩山师范学院等。1998年他出任国际书法发展联络

会执行理事长期长19年，2001年他出任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筹委会唯一名

誉主席。他于1983年带团到中国访问26天后，几乎每年均到中国多次，足

迹遍及全国各省市；他也去欧、美、亚、澳等洲访问。他现在是新加坡书

法家协会会长、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校长及新加坡书法中心艺术总监及执

行主任(即总裁)。 

170607“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奖”今年 (2014) 是第三届，由中

国中央电视台 (CCTV)、中国文化部、中国侨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中

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等多个机构联办，CCTV 4

于2015年1月4日及11日向全球播映、CCTV 1 也于1月4日及11日向中国全

国播映。 

170608　在北京，陈教授接受新华社及YOU COOL访问。在本地，新加坡

国营电台于21日《晚间新闻》率先报导，《联合早报》于23日、《新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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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于27日先后发布消息，英文《海峡时报》2015年1月8日发布专访。此

外，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兼金融管理局主席 (即中央银行行长)尚达曼，

卫生部长颜金勇，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次长刘燕玲当面向陈声桂教授祝

贺；环境及水源部长维文医生，总理公署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陈

振泉，原总理公署部长、人民协会副主席、现任淡马锡控股主席林文兴，原

总理公署部长陈惠华，原外交部长杨荣文，原贸易与工业部兼教育部政务部

长曾士生，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陈庆珠教授，南洋理工大学副校长余明华教

授，新加坡大慈善团体四马路观音堂佛祖庙信托委员会主席陈春金医生等人

来函祝贺；中国大使馆领事参赞刘红梅、文化参赞萧江华宴请，教育参赞郁

云峰相贺；还有中英报章十余则贺词及众多花篮，以及世界各国书协书友来

电、来函相贺等等，均使陈君此次获奖，倍具意义！

170609　新加坡国宝级书法家、与陈声桂亦师亦友二十多年的潘受博士，

于1987年为陈氏第二次个人书法展出版的《陈声桂书法集》(二集)题辞之

部分内容，如下：

 

今日新加坡残烛余光之
中华文化/能有如是春云
初展春笋争茁之/学书风
气声桂提倡与推动之/功
为独多此众人所共见非
吾一人/之私言 丙寅除
夕潘受（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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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0　陈声桂推介词

推介人：姚智

新加坡总理公署原高级政务部长        

书法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传播中华文化的一座桥梁。

书法在新加坡70年代的中期开始衰败。由于陈声桂四处奔走，通过举

办展览、讲座，和交流等活动，促成了新加坡书法从沙漠走向绿洲的新境。

他在1988年催生了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的成立，为书法正式走向国际

艺坛铺平了道路。从1990年直到今天，世界各国一共筹办了号称书坛奥林

匹克的国际书法交流大展十一届，这一不朽的记录，使中华书法在地球上

各个角落发光发亮！

他在1990年推行了书法晋级考试，使国内外从事书法教学及书法学习

的人，能够按照考试的范围进行练习及研究，这对书法的传承，起到了规

范及促进的作用。

我们的退任总统、现任和卸任的三位副总理，以及现在内阁一半的成

员，都跟陈声桂教授有书法之缘。书法从华人社会的一种艺术，在新加坡的

多元种族社会中，已经变成一种多元种族的艺术、国家的艺术，甚至是各种

族间互相了解及和睦往还的桥梁。这是一项难得的成就，可是他却做到了。

所以，我向“中华之光”组委会推荐陈声桂教授作为2014年度《中华

之光》获奖人。谢谢各位！

Tan Siah Kwee’s Recommendation Speech

Ladies and Gentlemen,

Calligraph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culture-it acts as a bridge in spreading 
the culture.

Calligraphy was in decline in the mid-1970s in Singapore.  During this period, 
Professor Siah Kwee Tan worked day and night to promote the art. By holding 
exhibitions and competitions, giving lectures and demonstrations, publishing books, 
promoting exchanges, visits and other events, he rescued calligraphy from obscurity 
and reinstated it to the level of recognition it enjoys today.

Professor Siah Kwee Tan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Chinese Calligraphy in 1988 and paved the way for calligraphy to be officially acce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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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n international art form. From 1990 till today, a total of 11 international calligraphy 
exchange exhibitions, known as the Olympics of the calligraphy world, have been held 
i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Because of this outstanding record, Chinese calligraphy 
now glitters from every corner of the globe!

Professor Siah Kwee Tan instituted a calligraphy grading test in 1990. This test 
allowed those engaged in calligraphy (both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Singapore, and 
abroad, to prepare, practice and study calligraphy according to the scope set out in the 
test. This has helped to standardize and further the spread of calligraphy.

Singapore’s former president, three former and current deputy prime ministers, 
and half of the members of the Cabinet of Singapore have practised calligraphy with the 
help of Professor Siah Kwee Tan. Once an art form primarily in th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calligraphy has now become a national art form in the multi-racial society 
of Singapore. It even acts as a bridge between the different races to better understand 
and co-operate with one another. This is a remarkable achievement, and Siah Kwee 
has done this while remaining virtually invisible.

Therefore, I hereby recommend Professor Siah Kwee Tan to be a recipient of the 
Third “中华之光”award.

 (By Mr Matthias Yao Chih, Former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Republic of Singapore. 
推介人、新加坡原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姚智《推介词》) 

170611　英文《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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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　新加坡全国性大报《联合早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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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19日，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教授(左)获得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等多家国家机构
联办的“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奖”。陈君是由全球近200个国家的117人提名中脱颖
而出，与他同时获奖的还有另外九人。颁奖予陈君的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副台长(部级)魏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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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  其它各种奖项
170701　香港亚洲艺术学会优异证书

1977年5月30日，陈声桂获得香港亚洲艺术学会颁发“优异证书”(见

《星洲日报》1977年5月13日)。

170702　新加坡文化部国庆美展优秀奖

1978年8月4日，文化部主办国庆美展(国家美展)开幕：陈声桂荣获国

庆美展优秀奖，为书法界第一人得此荣誉(见《星洲日报》1978年8月2日)。

170703　新加坡警卫团美术优异奖

1980年6月，陈声桂获得新加坡警卫团颁给“新加坡警卫团美术优异

奖”(见1980年6月《Vigilante警卫报》)。

170704　新加坡社会发展部长奖

1987年11月20，书协会长陈声桂荣获社会发展部(兼管文化)长期义务

服务奖。社会发展部长暨外交部第二部长黄根成特于社会发展部礼堂颁发

奖状予陈君，以表扬他自1979年起担任该部视觉艺术委员会委员以来所作

的贡献。

170705　法国艺术家协会荣誉表扬证书(Honorable Mention)

1987年5月19日，陈声桂获得法国艺术家协会颁给“荣誉表扬证书”,

以表扬其作品在法国大皇宫展出。他是仅次于老书法家潘受在法国大皇宫

展览书法的第二人；也是仅次于潘先生在大皇宫获奖的第二人。潘受是于

早一年(即1986年)获得金奖。

170706　新加坡总统公共服务奖章

1991年8月9日新加坡国庆日，书协会长陈声桂荣获黄金辉总统颁赐公

共服务奖章(PBM), 以表扬他在促进书法方面的贡献。这是我国书法界第一

位荣获总统颁给奖章之书法家。迄今，无人再获此奖。

170707　日本国际刻字贡献奖

1992年10月3日，日本刻字学会颁发国际刻字贡献荣誉奖章予书协会

长陈声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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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8　中国书协荣誉奖章

2006年6月9日，中国书法家协会将该会第一枚荣誉奖章颁给陈声桂，

以表扬他自1983年步入中国访问以来，对中国书坛与书协的贡献。

2016年9月，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兼驻会副主席李一颁予“国际书法交

流特别贡献奖”。

170709　新加坡公益金总统好点子奖

2006年10月10日新加坡公益金常年颁奖典礼在总统府举行。会上，新

加坡共和国总统纳丹阁下将新加坡这个全国性的公益机构首次设立的“詹达

斯好点子奖”(The Chandra Das Great Idea Award),颁给唯一得主——新加

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教授，以奖励他想出邀请内阁部长、议长等名人书

写书法，从而为公益金募得新币37万元的好主意。

170710　南洋校友成就奖

2008年10月4日，南洋理工大学颁发“南洋校友成就奖”予新加坡书

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教授，以表扬他为新加坡的书法艺术发展奉献出毕生

精力，从而使书法艺术的活动重新复苏，并进入佳境。

170711　新加坡社区服务奖

2008年11月9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泛太平洋大酒店举行的麦波申选

区庆祝成立40年晚宴上，将40年社区服务奖，颁予陈声桂教授。1974年，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的第一个书法班级，便是在这选区内开设，主持教导工

作的便是陈声桂教授。

同年，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也颁发“新加坡书协终身奉献奖”(40年)给

他。在此之前，他也获得书协“终身成就奖”(35年)、“30年卓越功绩金奖

章”、“25年荣誉金奖章”“20年荣誉金奖章”、“15年金奖章”、“10

年金奖章”等等。

170712　出席中国文联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文联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11年

11月22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联合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亲自莅会发表重要讲话。

这次中国全国文代会、全国作代会分别审议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上次代

表大会以来的工作报告，研究部署今后的工作任务，修改中国文联、中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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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章程，以及选举二会新一届的领导机构。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教授在新加坡中国大使馆推荐下，特出席

于2011年11月20日至25日在北京召开的文代会。

中国文联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这是该会成立62年来，第一

次邀请海外代表出席这个重要的会议；陈声桂是新加坡唯一的代表！

170713　陈中参加中国世界杰出青年行

在新加坡中国大使馆的推荐下，38岁的新加坡书协基本会员陈中，参

加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主办的“第九届世界华裔杰

出青年华夏行”。这个活动共有500位在海外和港澳台生长的华裔各界杰

出青年参加。

活动由2013年5月27日进行至6月3日，为期一周。中国国家领导人，特

于28日至29日接见他们。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11年11
月22日上午10时在中国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开幕。图为台湾及海外特邀嘉宾在人民大会堂门
前合影，左二为新加坡陈声桂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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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新加坡书协历次会庆

 1801  引言

 1802  新加坡书协10周年会庆

 1803  新加坡书协15周年会庆

 1804  新加坡书协20周年会庆

 1805  新加坡书协25周年会庆

 1806  新加坡书协30周年会庆

 1807  新加坡书协35周年会庆

 1808  新加坡书协40周年会庆

 1809  新加坡书协45周年会庆
 



984

陈
声
桂

1801  引言
新加坡书协成立不久,即碰到导师陈景昭病体起伏不定,研究工作开展不

易的困境。

陈氏在1972年1月5日往生之后,书协同人重新整顿,曾于1973年1月18日

及1974年1月6日二次，以书法观摩会之形式庆祝会庆；也曾在1976年1月2

日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展览厅举行“陈景昭艺术作品欣赏会”庆祝会庆。

1802  新加坡书协10周年会庆
180201　1979年6月14日，新加坡书协庆祝创立10周年，书协除了在国家博

物院国家画廊举行“十周年纪念书展”，及出版“新加坡中华书学研究会十

周年纪念书展特刊”之外，也在当晚8时在会宾楼举行晚宴。

    展览会的主宾是新加坡文化部政务次长欧进福博士,他也是新加坡艺

术理事会(今称新加坡艺术总会)副会长。他除了在展览会上致词,也在十周年

刊上撰写《献词》。

180202　欧进福次长说：“书法展览已成为我国艺术界一项永恒的活动。

这种风气的形成,一方面得力于政府近年来对文化艺术的提倡,一方面有赖于

民间艺术团体的支持与鼓励。

“中华书学研究会自1968年成立以来,对于推动本地书法艺术,贡献殊

多。该会除了出版专书字帖、举办展览会及书法比赛外,近几年来,更致力于

硬笔书法的提倡,以为书法艺术开辟新的发展方向。这种热忱与干劲,是值得

赞赏的。

“兹值该会庆祝十周年纪念并举行书法展览,我谨表示祝贺。”

180203　时任劳工部高级政务次长兼新加坡艺术理事会会长的邝摄治也在

其祝贺中，语重心长地说: 

书法不仅是作为一种艺术的姿态出现，他同时具有学识与修养的内涵，

这就是为什么当后人厌恶蔡京之为人后，会由蔡襄取代其地位之原因。——

我想，书法艺术对于培养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所帮助的，由

古往今来的例子不难看出，写得一手好字的人，多数是兼有丰富的学识与良

好的道德修养的。

书法在某方面是带有禅意味的，当一个人在思索运笔或布局的突破时，

确是须要有‘顿悟’的禅精神，据说张旭由观担夫争道得笔意、由观公孙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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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娘舞剑(编者按：指跳“剑器舞”)而得其神，怀素因观夏云变幻而得体势

笔法，这都是由‘刹那’而体悟出来的，但是这种巅峰，并不是每一个写书

法的人都能达到的。

作为本国唯一的书法研究组识——中华书学研究会，十年来在本国推动

书法的精神，是令人感到钦佩的，他们并不仅是在作艺术家的个人钻研工

作，同时也在掀起某种普遍的热潮，在今日这种注重功利的社会中观之，

这种精神更为难得——这也正是我要深表敬意的。

180204　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在开幕礼上说：“十年前，当我站在讲台

上宣布本会诞生时，这么说：‘尽管有人对我们走这条路，不表同意，加

以怀疑，甚至不屑一顾，但我们有的是信心，与毅力，即使需要十年、十

二年、十五年才可以踏上轨道，我们也会共底于成：当做是从小学读到中

学，高中或大学一样，时间虽长，过得却快。’流光逝水，想不到十年的

光景过得这么匆促。

这十年来，我们走过许多曲折的路，顺手拈来，有几件事是可以谈一

谈的。首先，我们搬迁的研究会场，比‘孟母三迁’多了一倍，一共搬了

六次。现在漂到的目的地是潮安联谊社，下一站(第七站)不知道要‘漂到哪

儿去？’！其次，我们的老会员跑掉了大半，即使七位发起人，也溜走了半

数，这使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书法，这种白纸黑字，又难学又‘难看’的玩

艺儿，毕竟不是年轻人所觉得‘混着好玩’的；再次，我们的导师陈景昭先

生于本会成立不及三年后，‘息劳天家’， 永远道别了，使我们在研习的过

程中，遭遇到某种程度上的阻碍⋯⋯

翻山越岭，我们终于走完了第一个十年。

今天，当我们捡拾十年来的工作成绩，回忆十年来多少个深夜，大家

忙在一起，睡在一起，我们禁不住咧出嘴角，发出微笑⋯⋯作为一个研究

团体，我们认为，积极地从事研究以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固然是当务之

急；然而，提倡这门艺术，使它更加迅速地发展及诱发更多人士从事这方面

的研究工作，也是责无旁贷。所以，我们一方面举行会员书展、参加各种全

国性或区域性书展，以收观摩之效；另一方面也举行全国性书法比赛、全国

性书法展览，出版书刊字帖及开办书法研究班等，以普及这门艺术。我们相

信，唯有这样双管齐下，才会把自己由象牙之塔中解放出来，同时引起社会

人士的共鸣，进而对我们的工作以至对奄奄一息的中华书运，更加关心。

在提高与普及本地的书法艺术上，今后，我们将会突破种种困难，进



986

陈
声
桂

行国与国之间的书法交流。我们希望新的十年，不但把本会带入一个新的

纪元，也为本地书坛，掀开新的一页” 。

180205　当晚出席宴会的要角是时任新加坡第一大华文日报——《星洲日

报》总经理黄溢华伉俪，以及书协顾问、名书法家黄勖吾教授、颜绿、林

国 ，名收藏家原义安女校校长张永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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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于1979年6月14日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院举行创会10年纪念书展，图为陈声
桂以会长身份致词之影。当天的主宾是文化部政务次长欧进福博士(右三人被遮)。右一、二
为文化部副常务秘书林靖忠、书协顾问暨星洲日报董事经理兼总编辑黄溢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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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3  新加坡书协15周年会庆
180301　新加坡书协15周年会庆是于1984年12月12日在珊顿道五月花酒楼

举行。当晚，顺便宴请由北京远道而来的中国书法家协会三人代表团沈鹏、

夏湘平及张荣生。他们是携带71位当时极负富盛誉的中国书家的作品，前来

举行轰动国际书坛的“新中书法交流展”的。

180302　新加坡书协正式成立是在1968年12月13日，由于中国书协入境申

办工作困难，会庆一延再延，刚好一年。

180303　晚宴的主宾是新加坡环境发展部长王邦文，莅会的还有专程从马来

西亚首都吉隆坡赶来的马来西亚书艺协会筹委会主席朱自存一行，以及总理

公署高级政务部长李炯才、教育部政务次长何家良、人民协会总执行理事长

李宗严、国家博物院院长许亮贤、中国驻新商务代表荣风祥伉俪、马来西亚

书艺代表团、中国书法代表团、新加坡书家画家等。

180304　陈声桂会长、王邦文部长、朱自存主席、沈鹏团长，均在会上致

词。

180305　在15周年庆祝会上，书协会长陈声桂语重心长地说：

“新加坡书协为庆祝这个历史性的日子，从今年2月2日起，便举行一

连串的大型庆祝节目，这包括二月的‘潘受古稀书迹展’、‘陈人浩书画

欣赏会’，八月的‘新韩书法交流展’，九月的‘日本书法展’，及今天开

幕的‘新中书法交流展’。我们也出版了多本书法刊物，如《人浩书画》、 

《新韩书法交流展》、《新台书法交流展》、《新加坡书法选辑》，及《新

中书法交流展》等。

“成立了十五年的新加坡书协，其发展途径是曲折的。我们在1968年注

册时命名‘新加坡中华书画研究会’。1979年2月，我们更改为‘新加坡中

华书学研究会’，以便集中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于书法的发扬与研究工

作上。1983年8月，本会升格为“新加坡中华书学协会”，名正言顺地成为

当地书法界的代表组织。

“我们大概是经过了八年的奋斗，工作才为社会人士肯定。近七、八

年来，文化部文化事务处、新加坡艺术理事会(即今新加坡艺术总会)，及李

氏基金三机构都不时以财力资助本会的发展。李氏基金的鼎力支持，有求必

应，更给本会同人极大的鼓励与支持。

“十五年来，本会的工作与活动、可略述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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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会会员应新加坡旅游促进局及新加坡航空公司之约，由1978年

起，到世界各地从事书法的弘扬与示范工作，足迹遍及北美洲、欧洲、亚

洲、大洋洲、非洲等五大洲及中东的阿拉伯。

二、本会会员每一年都参加当地的美术沙笼——文化部国庆美展的筹划

与展出。国庆美展自1978年开始设立美术优秀奖，至今六年，书法界共有三

人得奖，即陈声桂、杨应然及郑民贞，全是本会会员。此外，政府于1975

年设立、1976年开始颁发的新加坡杰出青年奖(原称全国青年服务奖——政

府给予青年的最高奖项)，至今只发出美术组个人优秀奖一名，也是本会会

员(编者按：即陈声桂)获得。

三、十五年来，不少过三位内阁部长、四位高级政务部长或政务部长、

五位高级政务次长、一位政治秘书，及二位国会议员到来主持本会书展开

幕，或参观本会书法展览、书法比赛。

四、我们与世界各地的书法组织建立了至为密切的联系，日、港、韩、

台、中的书法代表组织均来新展览；港、日、韩三地的书法会，与本会结为

姐妹会。马来西亚筹组中的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也与我们挂勾，今晚派有一

个十人代表团来助阵。至于菲律宾的书友，我们也有往还。

五、我们出版了不少有水准、有价值的书法刊物，寄往世界各地。诸

如1981年及1984年的《新加坡书法选辑》。此外， ‘新日’(编者按：原

称日新，后订正为‘新日’)、‘新韩’、‘新台’的书法交流展专刊，也在所

属各国受到好评。

六、我们也主办及策划了好几个大型的书法比赛。迄今，我们在1973年

与星洲日报合办的‘全新现场书法比赛’，仍然是最具规模的一个。

七、我们在新加坡电台做了一些宣扬工作；1971年称著一时的‘笔阵

墨池’电视节目，我们也扮演重要的角色。

八、我们自1978年至1980年，连续三年举办三届‘全国硬笔书法展

览’，出版过两本特刊、一本《新加坡硬笔书法选辑》，也举办过硬笔展

览会、硬笔书法专题演讲会。我们也由1981年至今，连续主办四届的‘新

加坡书法展’，而且将连续举办下去。

九、我们自己主办书法研究课程，也派人在联络所、中等学府进行书法

的教导工作。目前本会与国立新加坡大学外进修系合办的书法、篆刻班已进

入第四年，参与研习的人数在三百余人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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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尚有本会会员参与新加坡文化部美术咨询委员会、新加坡艺术理

事会(即新加坡艺术总会)、国家博物院年展，及文化部国庆美展的工作等。

“这十五年来，我们一直利用业余的时间，参与书法的领导与研究工

作，任劳任怨、任弹任赞；使我们感到美中不足的是，本会由于经济能力

有限，以至本会研究会场几易其所，至今仍免费地借用潮安联谊社社址作

为中心。现在地产增值，我们也惟有寄望一天，那位仁翁善长送我们一间

小房间作为会聚之处了。

“岁月悠悠，我们筹组本会时，青春正富、年华正茂，四处飞奔呐喊，

倒也不觉得疲惫，现在人已中年，今后尚有多少干劲与时间从事这方面的工

作，就要看在座各位支持的程度而言。我谨借此机会，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

的支持与爱护。

“‘爱我中华’，谢谢。”

180306　在15周年庆祝会上，书协会长陈声桂也汇报书协六迁其址，他

说：①最初，书协借用中正中学总校书法研究会会所，高一G、H两间教室

作为研究会场。②后来(1968年12月29日)，搬至导师陈景昭先生的寓斋百

虹楼。③1974年9月8日，我们在国防部政务部长黄循文先生的相助下，搬至

欧南园第29座495号“四排坡教育中心”。④1976年3月21日，搬至陈会长

家——馨馆。⑤同年7月3日，又移至武吉巴梳路颜氏公会天台。⑥1977年8

月7日书协搬至25B Bukit Parsoh Rd潮安联谊社，这是第6站。”

在这十五年中，虽然搬迁了六次，但不管会所搬至何处，每逢星期日

上午九时至十二时，全体会员一定聚集一堂，互相讨论、观摩、研究，风

雨无阻。

180307　为方便有心人士他日追索，这里顺殿一笔。期间(即还在潮安联谊

社期间)，书协也于1991年8月17日搬入人民协会青年楼10号做另一会所，

至 1997年1月4日退还人协为第7站。1995年8月27日，搬入新加坡书法中

心为第8站。

(编者按：此段史料请参阅第3章030202或陈声桂编著《五十年书坛巡礼》之《沙漠上亮起

了明灯》(页129-131)一文见之。据知，从1968年起，书协即以创办人之一的陈声桂的家

为会所，存放文件及书刊，至新加坡书法中心运作五年平稳之后，才于2000年将文件、存

书全部移至现址。至于书协50年来出版的整百余本书的存货，有一部分目前还散寄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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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4  新加坡书协20周年会庆
180401 新加坡书协于1988年12月10日假首邦翠华楼举行创会二十周年晚

宴，宴请远道而来的中国、日本、大韩民国、中华台北、香港与马来西亚各

地友会代表，本国国会议员、政府长官、政府机构负责人，各国使节，美术

团体与其他团体代表，书法家、画家、收藏家，会员眷属，会友等，并颁发

奖章予长期服务书协之人士，筵开廿五席，盛极一时。

次日(12月11日)上午9时，书协假客人下榻之第一酒店会议厅举行“国

际书法家庭的建立与书法艺术的交流研讨大会”，由中、日、韩、港、台  

(中华台北)、马，及新加坡书协的代表各抒已见，午后也举行前所未见之各

国书法家笔会——雅集大会，为这回的二十周年会庆增添色彩，也为书法家

庭，刷新篇章。

180402　这次书协20周年会庆，获得平面及电子媒体的高度重视。

最引人关注的是中台两地书法领袖有史以来第一次碰头，以及组建“国

际书法发展联络会”(编者按：1988年称为“中心”，1990年改称“会”)，并计划于

二至四年内举办国际书坛的奥林匹克——“国际书法交流大会”。

180403　当时到会的各国代表团阵容如下：

A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启功、第一副主席兼秘书长陆石、党组领导小

组总负责人佟韦、随员牟小东、章景怀。

B  日本(财团法人)每日书道会：理事铃木桐华(铃木虎之助)、理事稻村

云洞(稻村行雄)(编者按：每日书道会之会长由每日新闻社社长兼任；专务理

事即秘书长，由每日新闻社聘任，其余20人，均称理事)。

C  (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常务监事释广元(后任理事长)、常务理事

兼副秘书廖祯祥。

D  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会长朱自存，顾问黄石 、彭士 ，副会长何

维城，财政程道中，副秘书刘 伐，理事陈邦真、陈雅萍。

E  香港中国书道协会：理事长梁钧庸、理事叶连清。

F  韩国东方研书会：会长金膺显、副会长陈泰夏博士、理事尹基声。

G  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顾问潘受、王瑞璧、林国 、黄葆芳、黄

国良，副会长杨应春，秘书何钰峰，财政杨应然，理事朱碧妹、黄耀銮、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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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华、刘维平，杨庆盛，曾广纬、陈剑波、朱德发、郑民贞等。

180404　当晚(1988年12月12 日)参加二十周年晚宴的，还有书协名誉顾

问、前内阁部长、国会议员王邦文，国会议员翁执中博士，国会议员吴俊

刚。嘉宾有：原社会发展部副常务秘书(当时没有设文化部，文化工作归入

社会发展部，他是文化部门总管)李卫国、人民协会总执行理事长李宗严、

圣淘沙发展机构总经理白福添、中国商务代表处副代表梅国平、助理代表彭

增九、秘书袁可文、秘书金忠虬，中国银行副总经理陈汉平博士、副总经理

闵有耻，新加坡艺术理事会(今称艺术总会)副会长张良材、南洋美术专科学

校(今称南洋艺术学院)校长吴从干等。

180405　由新加坡书协秘书(今称秘书长)何钰峰领导的国际书法研讨大

会——“国际书法家庭的建立与书法艺术的交流研讨大会”，从上午九时

开至十二时半，在各国代表热烈讨论之后，达致了几项协议，其中最重要

的是先行设立“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of Chinese 

Calligraphy简称“国际书联”，两年后，“中心”改为“会”，即“国际

书法发展联络会”) 国际书联办事处设在新加坡，由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

主持；其次是定于1990年12月在新加坡举行第一次联合展览会；展览会定

名为：“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1st International Chinese Calligraphy 

Exchange Exhibition)，展标由时任中国书协主席的爱新觉罗·启功教授

署 ; 配合第一次交流大展的举行，也召开“第一届国际书法大会”(1st 

International Chinese Calligraphy Congress)。

180406　在12月10日参加晚宴、11日参加会议，以及每天三餐共叙之

后，50位各国的代表已非常熟络，其间，他们也一起举行笔会，并先后游

览了圣淘沙、红灯码头、鱼尾狮、国会等等名胜。可以说，一共5到7天的

聚集，为今后国与国间、人与人间，搭上了一座座重要的桥梁。

180407　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在书协二十年专刊挥写了《新加坡书协二

十年速写(1968-1988)》一文。

俗语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这句话正可作为新加坡书协创立二十年的写照。

新加坡书协二十年的发展，基本上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即首十年(1968一1979)。

最初，新加坡书协向社团注册局申请注册的名称是“新加坡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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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研究会”(The Singapore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Art  Research 

Society/13-12-1968至05-02-1979)。至1979年2月6日改名为“新加坡中华

书学研究会”(The Chinese Calligraphy Society of Singapore/06-02-1979

至01-09-1983)。

在这个阶段，新加坡书协是当地一个组织较为完善的美术组织，但与其

他美术团体一样，缺少经费，没有长期性的固定会聚场所，以及没有持续性

的大型常年活动节目。

不过，这时会内三四十人的人事关系相当简单，加上大家年纪还轻，

成家立室的少，拥有异性伴侣的不多，因此，会内是和谐的，也是友爱的。

在求变求存中，每个会友都尽心搞好自己本份的工作，及练好自己的书

法，大家没有希望得到什么报偿，也没有积极参加什么公展。

我们的一些活动，也得到新加坡文化部与李氏基金的津贴，以及其他

机构的资助。

这十年的活动项目中，以1973年与星洲日报联办的“全新现场书法比

赛”，最为哄动。

第二个阶段，即后十年(1979—1988)。

这期间，新加坡中华书学研究会于1982年11月11日改分会员为基本、

普通、特别三类；于1983年9月2日获得政府升格为“新加坡中华书学协会

(简称“新加坡书协)，并于1987年12月15日修订会章，使本会有责任“维

持新加坡的书法水准”并可以设立分会、书法基金、画廊、研究机构等。

这一切的发展，正式确立了书协作为当地书法总会的地位。

与此同时，新加坡艺术理事会(即今新加坡艺术总会)、新加坡文化部、

新加坡社会发展部(即合并文化部、社会事务部后之新部门，今称文化、社区

及青年部)、李氏基金等机构之捐款，也源源而来。

我们由1978年至1980年，连续举办了三届全国硬笔书法展，及一次“硬

笔展”，且出版了《新加坡硬笔书法选辑》。我们也于1981年及1984年出版

了《新加坡书法选辑》，1981年至1988年，举行了八届的新加坡书法展。

最值得写入书法发展史的是，我们正式引进了外国书法。从1980年日

本春秋书院书法团来访、作品来展、专刊出版，至1981年第二届国际书法

联合展、新日书画交流展，1982年新日书法交流展(原订名“日新”，后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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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日”)，1983年新台书法交流展、日本书画展，1984年新韩书法交

流展、日本书法展、新中书法交流展，1985年新马书法交流展，1986年新

港书法交流展，及1987年日本穗真书法展，都为当地掀起一个又一个的巨

浪；中国画坛巨匠关山月教授，也于1986年在本会力邀下前来公展及出版

特刊。寓意深长的是，他的专刊，在李光耀总理于1988年9月访华途经广州

时，还成了广东省政府送予李总理之礼品。    

交流展的举行，使本会不只团结了几乎全部可以团结的本地书法家，也

使本会与书法世界的代表性组织：香港中国书道协会、日本每日书道会、韩

国东方研书会、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中国书法家协会，及马来西亚书艺

协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完成了本会与环球书法组织的联络工作。

新加坡书协也在这期间组织了书法访问团，于1983年、1986年二度访

问中国，1985年访问中华台北。本会也于1986年在中国北京及广州分别举

行第二次中国新加坡书法交流展，及穗新书法交流展。本会也为不少各国

老中青书法家在新举行书画展，如中华台北的林斌、张源、陈寿恒，中国

的沙曼翁、吴一峰，香港的凌云超、梁钧庸、叶连清，马来西亚砂劳越的

孙莘农、吉隆坡的黄石庵，及加拿大的周士心等。

我们也招待四方而至的各国书画艺术界名家，如中国的沈鹏、夏湘平、

张荣生、刘艺、吴一峰、周永健、尹德懋、娄师白、吴祖光、新凤霞、姜

昆、唐杰忠、胡松华、侯德昌、任之玉、沙曼翁、启功、牟小东、潘 兹、

许力以、关山月、李金斗；中华台北的翁同文、廖祯祥、林斌、张源、陈寿

恒、李沛；澳门的梁披云；香港的马国权、梁钧庸；马来西亚的黄石庵、朱

自存、钟正川、彭士 ；美国的黄君实；日本的青山杉雨、梅舒适、木村知

石、殿村兰田、村上三岛、上条信山等。

1987年，我们也举办了第一届新加坡书法营，邀请中国广州的杨奎章、

重庆的周永健、北京的刘艺、马来西亚吉隆坡的黄石庵、朱自存、澳门的梁

披云等人到会。

这十年，本地书家的专刊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炉，为介绍新加坡的书法步

上国际书坛，做了前引，如陈景昭四辑、潘受三辑、王瑞璧四辑、黄国良二

辑、黄 吾、陈之初、陈人浩、陈声桂各一辑等。

从1985年开始，我们也接过姐妹会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举办了二届的

全国挥春比赛。

由1978年起，新加坡旅游促进局及新加坡航空公司也请本会派人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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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洲——北美、大洋、欧、亚、非去挥毫书法，以宣扬新加坡文化，即使

在本地召开的国际性会议举行欢迎会或欢送会时，不论是在总统府、旅店、

剧院、裕廊中国花园，或其他地点，也请本会派人前往挥毫，以飨贵宾。

政府也以实际行动向长期支持我们的新加坡李氏基金看齐，自1985年

起，每年均拨出常年津贴支持我们，拨款数目，由1985年的4,000元, 1986

年的５,000元, 1987年的8,000元至今年的10,000元。

二十年来，新加坡的书法运动有长足的发展，各宗乡会馆、联络所、初

级学院、中小学等的书法研习会、书法班级普遍开设；国立新加坡大学校外

进修系、新加坡书协、南洋美术专科学院等设立书法专修班，以及各种大小

比赛此起彼落等等，均一再说明了新加坡书协为书法普及工作及民族文化的

复兴运动，付出了巨大的心力、物力，而政府、社会各界人士给予本会精神

上、物质上的支持，也完全得到适当的回馈。

草木无情，岁月悠悠，二十年的光景虽然带给了新加坡书协今日的壮

大与书坛今日的繁荣，但也带走了我及其他同道由20岁至40岁间的两段各

占十年的“金色年华”。

逝者如斯，我们当然不会再拥有什么金色年华了，可是，人生有什么比

把青春献给自己的民族的文化事业更具意义的？

在书协庆祝光辉的二十年的前夕，展读这本史册，抚今追昔，往事历

历，不禁太息良深，不能自已。

“创业维艰、守成不易”。自今而后，深望我全体同道，继续团结在

新加坡书协的旗帜下，为繁荣新加坡的艺术事业、书法事业而做出更大的

贡献！

1988年12月10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庆祝创会20周年，并举行国际书法研讨大会。世界各国
及地区的友会都派代表出席大会。图为12月9日中国书法代表团抵新时，受到新加坡书协同
仁的热烈欢迎。前排左八为书协顾问潘受、左三为书协会长陈声桂、左七为中国书法家协会
主席启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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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5  新加坡书协25周年会庆
180501　新加坡书协于1992年5月26日庆祝创会24周年，邀请新闻与艺术

部高级政务次长何家良为主宾，并颁奖予下列诸位人士：

A. 新加坡书协15年金奖章：黄溢华、林国梁。

B. 新加坡书协10年金奖章：李 才、陈敬贤、陆富如、萧星明、陈爽

洋、何钰峰、吕永华。

当晚，顺为前来新加坡参加书协与黑龙江书法家协会联办“新加坡黑

龙江书法交流展”的黑龙江书协三人团接风，他们是胡建良、李克民、崔

学路。

当晚，新加坡书协名誉顾问、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李炯才也到会。

180502　新加坡书协于1993年12月19日在乌节路中国酒楼举行创会25周年

晚宴，筵开33席，出席者包括各国使节、政府长官、书画家、社团代表及书

协顾问、会员等。书协发起人暨现任理事陈声桂、杨应春及朱碧妹皆荣获“

新加坡书协二十五年卓越金奖章”，名誉顾问王邦文、何家良获得“新加坡

书协十年金奖章”。当晚后二人也到会。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为庆祝创会二十周年，特约请中国、日本、大韩民国、台湾、香港及马来西
亚等地友会代表来新相聚。1988年12月11日上午9时，该会假客人下榻之第一酒店会议厅举
行“国际书法家庭的建立与书法艺术的交流”研讨大会。与会各国代表都在会上热烈发言。左
起书协会长陈声桂、书协顾问潘受、书协秘书长兼国际书法研讨会大会工作小组主任何钰峰，
以及中国书协主席启功教授、中国书协副主席陆石、牟小东、张景怀、中国书协秘书长佟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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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503　事有凑巧，在书协会庆正日(即1993年12 月13日)中午，书协会长

陈声桂在家中接到国家艺术理事会的公函，邀请书协负责改建小坡滑铁卢街

48号(48, Waterloo Street, Singapore 187952)为新加坡书法中心。据国家艺

理会函中披露，新加坡市区重建局预估该楼可以以55万元改建完成，因此，

他们捐助25万新币(即建筑费的40%)及提供捐款者均可豁免所得税的优惠，

以使改建工作，早日开展。

180504　据陈会长过后追述，他在接到公函后连续三晚(即12月13至15日)，

每晚坐在书桌前翻阅桌上的十几盒名片(看看谁会支持，谁会捐款)，至深夜

一、二点，直到25周年晚宴(12月19日)前，才正式回复国家艺术理事会接受

献议：改建48, Waterloo Street为一间艺术中心。

180505　书协陈声桂会长在25周年晚宴上说道：

二十五年，是四分之一世纪。今天，新加坡中华书学协会已走完四分

之一世纪的路了。

当我们坐在这个经济挂帅的社会中，看着新加坡书协不断地茁壮，不断

地扩展，不禁发出自豪与自足的欢笑！

书协首十年，是在逆水行舟中， 整合队伍、调整组织的十年。

第二个十年，是在阔步前进中，落力建设、广交朋友的十年。

而过去的五年，是书协在坚实、稳健的基础上，取得丰硕成果的五年，

试看：本会主办哄动世界书坛的“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及“第一届国

际书法大会”；本会安了新家、搬入了人民协会总部办公；本会打开书法交

流的新渠道，连续四年，举办中国各省与新加坡的书法交流展；本会为书法

的研究启开天窗，设立了新加坡书法研究院；本会为书法事业储存经费，设

立了两个书法基金会; 本会为介绍新加坡书坛全貌，即将发行《新加坡书法

报》等等，哪一项不是值得载入书法史册的？

一部新加坡书协的发展史，是一部新加坡书法的发展史。没有新加坡书

协，便没有这二十五年的新加坡书法，也没有这二十五年的新加坡书法史。

这是我们二十五年来，一直深受朝野各界重视及支持的主因！ 

在庆祝二十五周年会庆的今天，没有比新加坡政府决定拨出位于市中

心黄金地段的一栋价值千万元的独立式旧洋房给我们作为“新加坡书法中

心”，更令人振奋与雀跃！这栋大洋房，占地近1万平方英尺(八百多平方

公尺)，楼上可以改建为五间教研室，作为新加坡书法研究院；楼下可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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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成一个大展览厅，悬挂100件书法作品。展望未来，新加坡甚至东南亚各

国的书法研究及书法活动的频密度，是难以估计的！而身为炎黄后裔，我们

生逢其时，能在海外扮演薪火相传的角色，何其荣幸！

回顾新加坡书协二十五年来的成功历史，有五个主要的因素： 一、新

加坡书协有一个非常稳定、能够运作，且可以办事的理事会。这批理事，

长期负责决策与执行，任谤任劳、出钱出力、深受广大会员，以及会内外

有关人士的信赖、支持与赞赏。二、书法界同人，不分男女老少，齐心支

持。他们或出品参展，或担任评判，或主持讲座，或迎宾宴客⋯⋯大家合

作无间。三、热心书艺者，长年累月捐款支持，如李氏基金主席李成义博

士，是书法界的孟尝君，有求必应；殷商杨启霖先生、林炳文先生、陈之

初先生(故)、凌云超先生(故)等等，都乐为人先，慷慨解囊。四、政府经年

不断的支持，不论以往的文化部、社会发展部、新闻与艺术部，或是现在的

国家艺术理事会，他们都对我们大力支持。在前十五年，上述部门个别津贴

我们的节目，这十年来，它们改为常年津贴。还有国家博物院与本会联合出

版书法专集、联办书法展及各地的来展；该院也接见了不少本会邀约前来访

问的名家，接受本会征集的书法名作。此外，由总理担任主席的人民协会，

也提供了贮藏室及会所等。五、大众传播媒介有闻必报、有闻必录，不论是

新加坡电视台，还是公私三个电台、中英文四家报章，它们对本会的新闻、

报道十分详尽，有时连篇累牍、图文并茂。还有，我们与报社合办过无数的

书法比赛，及展览会，我们也于五年前在报上编辑《中华书艺》专栏至今！

未来的四分之一世纪，新加坡书协是怎么一个样貌？新加坡书法的发

展是怎么一种情况？我们难以预料！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书法是一

种“将死的艺术”的时代，永远不会回来了！书坛，是一个百花齐放的书坛！

伟哉！新加坡中学书学协会！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于1993
年12月19日晚举行创会25
周年晚宴，筵开33席，出席
者包括各国使节、政府长
官、书画家、社团代表及该
会顾问、会员等。图为该会
顾问潘受(左)受邀为颁奖贵
宾，他把“新加坡书协25年
卓越金奖章”颁予连续当
选该会理事25年的陈声桂
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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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6  新加坡书协30周年会庆
180601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于1998年11月15日下午6时在文华大酒店举行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庆祝创会30年晚宴”，敦请新加坡人力部长李文献医

生为主礼贵宾，并致祝词。

在这之前的下午4时半，书协在新加坡书法中心李光前堂举行期长半个

月的“新加坡书协30年历史图片展”开幕典礼，由书协会务顾问兼新加坡

书法中心名誉主席林炳文剪彩。

书协30周年晚宴由下午6时起，以自由酒会及自由餐的方式招待各界

宾客800人，包括驻新加坡的各国使节，新加坡国会议员、政府官员、书画

家、社团、大众传播媒介与美术组织的负责人，在新加坡逗留的各国书法同

道，以及书协会员、会员家眷等。

晚宴上，李文献部长颁授26枚金奖章予对书协有贡献的人士，会上也放

映长达25分钟的“新加坡书协30年”录像光碟、发送厚达420面的《新加坡

书法协家协会30周年专刊》，及举行幸运抽奖等。

180602　主宾新加坡人力部部长、原国防部长李文献医生在台上以英语致

词，其中文译文则由书协名誉顾问、国会议员白振华在台上代读。

1. 首先让我恭贺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庆祝创会三十周年。

2.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几乎可以说是与新加坡一起成长的。新加坡书协

的主要目标是希望提高国民学习与欣赏书法的兴趣。过去多年，学习与欣

赏书法的风气日渐兴盛，许多联络所都有主办书法班级，学员还包括了年

幼的孩童。例常赛事也使到本地书坛的水平提高了。今天，书法与其他艺

术活动如绘画、诗歌音乐等都视为能提高创造力的艺术，有助于我们建设

一个优雅的社会。

3. 新加坡书协在提高本地人士对书法艺术的兴趣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新加坡书协长期所主办的演讲会、座谈会、展览会与联络所所主办的

书法班级，均有助于使更多国人对书法艺术产生兴趣。在我们这个急管繁弦

的现代社会里，学习书法使国人保持生活的平衡。学习书法不只需要创意、

也要求纪律、耐性与清醒的头脑。对忙碌的新加坡人来说，书法能松弛我们

紧张的生活。虽然目前对书法有兴趣的人士为数不多，但数目却在稳健地增

加，足见书法在本地艺坛，有其发展潜能。

4. 新加坡书协也主办海外观摩团让本地书法家有机会到外地与当地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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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交流。你们也邀请了许多国际著名书法家到本地访问。自1988年起，新

加坡书协也获选为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的秘书处，提高了你们协会在国际书

坛上的地位。在此，我要热烈祝贺新加坡书协在文化交流与提高国际知名度

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5. 我国由于国小而人才有限，因此，不论是书法、体育或音乐，都能从

国际人才的交流中受惠。如果我国要建立一支世界级的足球队或交响乐团，

就必须准备欢迎外国人才加盟。书协在扩大与加强外地书法团体与我们的联

系上，扮演了积极与重要的角色，也有助于提高本地书法的水平。新加坡书

协如果继续朝这方面努力，将会有更大的作为！

6. 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也必须吸引外来人才的加入，与增强我国的经

济竞争能力。象足球运动员和音乐家等外国人才，可以为我国的经济活动增

值。他们带来的技巧、经验和联络网，可以协助扩大我国的经济输出，吸引

新资金，和为新加坡人民创造更多的工作。

7. 因此、尽管经济下滑，我国必须继续吸引外国人才加盟。事实上，本

地聚集的国内外人才越多，重新赢得国际竞争力和经济复苏的机会就越高。

8. 回到书法的课题上。希望经济放缓不会影响书协继续努力提高人们

对书法的兴趣，同时也期望书协继续通过新方法来培养年轻一代对书法艺

术的兴趣。

9. 最后，我祝愿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在推广书法艺术与其他活动上都获

得成功！”

180603　书协会长陈声桂以“我们已走过书坛的荒凉，抵达了绿洲”，作

主题。他在台上说：

尊敬的李文献部长、中国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陈宝鎏阁下及夫婿，

国会议员翁执中伉俪、吴俊刚先生、白振华伉俪、成汉通伉俪，同道们、

嘉宾们：

晚上好！

非常感谢你们出席本会为庆祝创会30周年所设的这一晚宴，特别是李部

长，在政务相当纷繁中，还拨冗前来参加这个晚宴，而且决定留至幸运抽奖

完毕整个晚会结束后才离场，更使我们感到荣幸之至。

新加坡书协走完30年了。30年的路并不平坦，庆幸的是，我们已走过

书坛的荒凉，而抵达了绿洲。现在我们会聚在这里，一方面是对过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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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的检视；一方面是对未来理想落实的勾画。

新加坡人的生活节奏一般上是频密的。一个人不论要从事艺术研究或

者从事社团活动，都非常的不容易。然而，在过去的30年，我们却无意中

把二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完成了许许多多展览、出版、演讲、比赛、课

程的计划， 而且还义无反顾地建立了新加坡书法中心、主持了国际书法发

展联络会秘书处，这一切的一切，你们可以从刚才的30年录像光碟及等一

下发行的书协30年专刊中，得到印证。

从过去的经验知道，书法如果只是当作文人雅士的一项活动，那比较简

单；如果要成为一种“运动”，即一方面要举行比赛、展览、讲座、示范、

课程，一方面又要进行出版、交流、研讨、互访、接待等等，那么，它没有

一个相当广泛的网络，是无法克奏肤功的！这个网络，包括了政治、工商、

文化、传媒、艺术各界的不同力量、不同专才。今晚，云集在这儿的800位

不同阶层不同岗位的嘉宾，正是这一网络的面貌，我借这个机会，代表书协

同人向长期扶助我们各位致予最衷心的感激及最诚挚的问候！

未来10年，我们希望鼓励更多青少年学习书法、接近书法，使书法的明

天更加光明。我们也计划在国际书坛上开展更多的书法活动以提高新加坡书

界的声誉。同时，我们也会引进更多高水平的书法展览，以使我国成为一个

更闻名的国际书法中心。

希望10年后的40年会庆，当我们再次相聚的时候，你们会分享我们更

大的成果！

末了，谨以本会会训“爱我中华”与各位共勉之；并祝李部长政躬康

泰，各位健康幸福！”

180604　主宾李文献部长在会上颁发新加坡书协各类奖章，予对书协有功

的人士。

A) 30年卓越功绩金奖章 30 Years Meritorious Service Medal

 1. 陈声桂 (新加坡书协会长)

 2. 朱碧妹 (新加坡书协常务理事)

 3. 杨应春 (新加坡书协秘书长)

B) 25年卓越金奖章 25 Years Hon Gold Medal

 4. 杨应然 (新加坡书协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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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0年荣誉金奖章 20 Years Hon Gold Medal

 5. 潘受 (新加坡书协会务顾问)

 6. 黄溢华 (新加坡书协会务顾问)

 7. 黄国良 (新加坡书协会务顾问)

D) 15年金奖章 15 Years Gold Medal

 8. 王邦文 (新加坡书协名誉顾问)

 9. 李 才 (新加坡书协名誉顾问)

 10. 何家良 (新加坡书协名誉顾问)

 11. 许钟发 (新加坡书协医药顾问)

 12. 林靖忠 (新加坡书协会务顾问)

 13. 何钰峰 (新加坡书协副会长)

 14. 吕永华 (新加坡书协副会长)

E) 10年金奖章 10 Years Gold Medal

 15. 翁执中 (新加坡书协名誉顾问)

 16. 吴俊刚 (新加坡书协名誉顾问)

 17. 曾华德 (新加坡书协法律顾问)

 18. 李元昱 (新加坡书协法律顾问)

 19. 李宗严 (新加坡书协会务顾问)

 20. 白福添 (新加坡书协会务顾问)

 21. 林炳文 (新加坡书协会务顾问)

 22. 李卫国 (新加坡书协会务顾问)

 23. 黄友江 (新加坡书协会务顾问)

 24. 陈有康 (新加坡书协会务顾问)

 25. 余亚顺 (新加坡书协常务理事)

F)  特别贡献奖 Special Contribution Award

 26. 陈佳摸(新加坡文协副会长、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会副主席)

180605　人力部长李文献医生也在书协30周年庆祝会上，与人民协会总执

行理事长李宗严、中国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陈宝鎏、新加坡书法家协会

会长陈声桂、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刘太格、新加坡华文报集团董事兼总经

理周景锐齐切书协30周年礼糕。

180606　这里，特记下若干特色特点，以作为书协历史的一部分。



1005

陈
声
桂

1. 中国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陈宝鎏及夫婿石秉毅伉俪、公使萧正荣

伉俪、参赞兼总领事王文柱伉俪、一等秘书(政务)蒋端、一等秘书(领事)房

利等十余位大使馆官员到会。

2. 国会议员翁执中博士王碧英伉俪、白振华陈梦云伉俪、吴俊刚、成

汉通伉俪到会。

3. 新加坡文化报集团董事兼总经理周景锐伉俪、编辑行政统筹部兼发

行部总经理萧作鸣伉俪、联合早报副总编辑吴元华博士、编辑行政统筹部

高级经理林焕章、广告部高级经理赖金存林喜友伉俪、新明日报新闻主任

王炳发、联合晚报新加坡新闻版主任陈娟容、退休的前星洲日报董事经理

兼总编辑黄溢华到会。

4. 新加坡人民协会总执行理事长李宗严、副执行理事长陈敬贤、董事

何乃强医生冯焕好校长伉俪、副理事长(社区发展理事会)郑德铿、机关报

《民众报》主编吕纪葆、两位退休的前总执行理事长李卫国伉俪、林靖忠

到会(最为难得的是李宗严，月前人跌骨折未愈，仍拄着拐杖前来，使会上

众人大感意外)。

5. 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刘太格、执行理事长朱添寿、观众拓展署署长

(兼新加坡艺术总会义务秘书)连金水伉俪、节目策划署署长刘进才到会。

6. 外交部首席礼宾司、礼宾司司长陈敬仁陈丽昆伉俪到会。

7. 新加坡教育部副署长(人文及美学)李家全伉俪、助理署长(图书馆及

语文)卢宪鸿吴瑞贞伉俪、学校高级督学王美雄伉俪、华文专科高级督学梁

春芳、外文科高级督学陈树添、德明政府中学校长(将于1999年1月1日出任

教育部副署长)谢泽文、德能中学校长温明慧、原助理署长(人事)周全生王怀

英伉俪、人事官林创发、原中正中学总校校长谢添顺到会。

8. 国立新加坡大学原中文系主任兼副教授陈荣照博士、副教授苏新鋈

博士；南洋理工大学原中文系主任现任高级讲师梁荣基博士、政策及管理

研究系高级讲师张延明博士、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副主任云惟利博士伉俪、

图书馆主任符国标到会。

9. 政府新加坡青年奖遴选委员会主席、原公共服务委员会资深委员朱

耀球马企昕伉俪到会。

10. 新加坡美术馆董事会主席卢明德医生、馆长郭建超到会。

11. 新加坡艺术总会会长(兼南洋艺术学院院长)何家良陈丽娇伉俪、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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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副会长之一的张良材到会。

12. 新加坡美术书法界年岁最长的三位寿星(均为88岁)潘受伉俪偕公子

思颖医生、刘抗陈人滨伉俪偕千金道纯、吴在炎伉俪偕公子怡龙到会。

13. 新加坡美术总会会长何和应、新加坡艺术协会会长徐延义、中华美

术研究会副会长姚天佑、乐龄书画会会长桂承平、啸涛篆刻书画会会长陈建

坡、三一指画会会长陈秀鸾、兰亭画会导师黄明宗等等姐妹团体领导到会。

14. 新加坡平社(京剧)社长陈木辉、艺联剧团团长杨国标、原团长周立

良、新加坡作家协会顾问钟文灵伉俪、副会长陈川强伉俪等等姐妹艺术的

同道到会。

15. 新加坡武术总会主席曾汉水、新加坡中医师公会副会长陈必廉、秘

书长黄钟钦到会。

16. 新加坡华社自助理事会正副执行理事长陈振泉、吴振钦到会。

17. 社区领袖许连发伉俪、黄书萍、蔡柳枝、胡金钟、黄吉成、郑炳

山、陈汝耒到会。

180607　在《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卅年》专刊，会长陈声桂特地指出“‘三

十而立’，我们受之无愧！”他的《献词》如下：

弹指之间，三十年过去了。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在过去的三十年，自己做了什么？对社会国家做了什

么？对国际书法家庭又做了什么？

一、说到自己。我们的组织与规模，可以媲美民间任何一个志愿性的

团体。

在经费方面，我们已设立了三个基金，每年有些利息可以支付各种不可

预期的开销；而赞助我们的李氏基金、国家艺术理事会、新加坡艺术总会、

丰隆基金、邵氏基金、新加坡报业控股、人民协会等大机构，及一大批善翁

仁长，至今仍不间断地支助我们。

在人手方面，我们的核心工作人手约有十位，一般工作人手约有十二

位，有请便到的人手约有十位，足不出户、在家兼理文牍的人手有二位，

办公厅受薪文员二位，清洁工友一位，义务替工(星期日轮值)一位，还有

社会不同层次给予我们指引与协助的各行各业、同道同好几十位，因此我

们的运作，相当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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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备方面，新加坡书法中心具备了休闲、展览、办公、演讲、会客、

挥毫、贮藏、上课等多种功能；人民协会继续提供免费的贮藏室，随时免费

惠借礼堂、会议厅、操场；人民协会职员俱乐部随时惠借游乐场、讲堂、

烧烤园地、消闲设备等等，使我们感到该有的都有了，不一定得有的，也有了。

二、说到社会。我们通过不同水平不同性质不同方式的活动，把这门报

章称为“将死的艺术”(Dying Art)，“复活”了过来。现在，一个书法爱好

者，可以参加全国挥春大赛、全国学生书法比赛、全国硬笔书法公开大赛；

他也可以参加新加坡书法年展、春华秋实书法展、全国青少年书法展，甚至

日本高校生选拔书展、中国各省各市及日本、中华台北等地的书法展；他也

可以举办个展、出版专刊、举行演讲；他也可以到书法中心参加书法营或三

十项课程中的一项，以提升自己创作的水平；他也有许多机会观赏别人挥

毫；翻阅各地送来的报纸、书刊、杂志。

三、说到国际。我们被选为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的秘书处；我们参加

了已故凌云超先生发起的第二至第六届国际书法联合展；我们在中国北京、

上海、天津、河南、湖北、广东、山东、浙江等许多省市举行书法联展；

我们参加了韩国、马来西亚、香港、中华台北(台湾)、日本、法国、巴西

等地举行的国际书法展；我们主办了新日、新韩、新台、新中、新马、新

港交流展、第二届国际书法联合展、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新加坡与

吉林、黑龙江、浙江、河南、内蒙古、安徽等省的书法交流展；我们成功

地举行了第一次国际书法大会，把台湾海峡两地的书法家第一次绾纠在一

起；我们出国去世界五大洲挥毫书法；我们到各国各地参加评审、出席学

术研讨会；我们向全球40多个

国家发行《新加坡书法报》，

为各地书家的交往，架上了天

桥；我们在本国接待了数以千

计的各国同道或姐妹艺术的艺

术家、活动家⋯⋯既走出去，

也请进来，充份体现了天下一

家的理念！

“三十而立”，我们受之

无愧!

前进吧，新加坡书法家

协会!

1998年11月15日，人力部长李文献医生(左三)主持新
加坡书法家协会庆祝创会30周年庆典时，与人民协会
总执行理事长李宗严、中国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
陈宝鎏、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国家艺术理
事会主席刘太格、新加坡华文报集团董事兼总经理周
景瑞(左起)齐切书协30周年礼糕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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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  新加坡书协35周年会庆
180701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于2003年12月26日在新加坡书法中心热烈庆祝

创会35周年。当天，包括中法二国大使在内的五百余位宾客云集、觥筹交

错、衣香鬓影，极一时之盛。

为表示对书协工作的肯定与支持，各界人士与机构也慨捐了八万余元，

作为书协的运作费，成为这次会庆的另一段佳话!

主宾、新加坡交通部部长姚照东在会上致词高度赞扬新加坡书法家协会

在过去三十多年来积极推动书法艺术活动、建设本地文化事业所作的贡献。

180702　姚照东部长说：“书协除了开办大量的书法班级，举行许多演讲

会、比赛会，及出版百余种书刊之外， 也与世界各国书法组织联络及交流，

举办无数个书法交流展。难得的是，新加坡书协得到各国同道的支持，把国

际书法发展联络会的秘书处设在这里。”他借此祝贺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在未

来攀上新的高峰，为本地书坛做出更大的贡献。

180703　陈声桂会长致词说: “至2003年12月13日”，新加坡书协便度过

35年的岁月。回首这35年，新加坡书坛与书协均可用‘从沙漠走向绿洲’

这几个字加以简括，我们衷心感谢每一位在过去以人力、财力、物力或其他

1998年11月15日，人力部长李文献医生主礼新加坡书协三十年庆祝会，并颁奖予书协有功人
士。前排左起：李卫国、林炳文、何家良、吴俊刚、黄国良、主宾李文献部长、潘受博士、陈声
桂、何钰峰、朱碧妹、许钟发医生、吕永华。后排左起：黄友江、李元昱律师、李宗严、陈有康、
杨应春、陈佳模、余亚顺、林靖忠、黄溢华、杨应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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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给我们鼎力支持的有名无名的人士。因为有你们默默地播种、默默地

支持、默默地奉献，新加坡书法才得以在这欧风东渐的社会中茁壮成长、异

军突起、笑傲春风、开花结果！”

180704　中国大使张九桓说：“新加坡书协成立35年来走过了一条漫长又

辉煌的道路。在过去的日子里，书协的各位领导、各位理事和全体成员同

心协力，为繁荣中华书艺作出了积极与卓越的贡献。过去已经做得很好，

我相信今后书协会做得更好、会创造更大的业绩，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180705　法国大使H.E. Jean-Paul Réau说：“我很高兴今天能出席书协

35年的庆祝活动。书法是一项伟大的艺术。我虽然不是一名画家，但是我

很喜欢欣赏中华书法。我恭贺全新加坡的书法家能有一个非常好的未来。

我再次祝贺书协！”

180706　姚照东部长也应邀主持“新加坡书协35年历史图片展”开幕礼，

及颁奖予新加坡书协三位终身成就奖得主：陈声桂、杨应春、朱碧妹；他

也颁发其他奖项予：杨应然、何钰峰、吕永华、余亚顺、郑文麟、刘泰山

及易峥嵘等。

180707　姚部长也与中国大使张九桓、法国大使H.E. Jean-Paul Réau、新

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主席易峥嵘同切会庆蛋糕，并在

书协副会长何钰峰、秘书长杨应春陪同下将大型气球升空！

180708　当天，各国使节、政府官员、书家、画家、作家、表演艺术家、

平面与立体媒体负责人、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该会会员、学员、会员眷

属等五百余人！将整个书法中心挤得水泻不通，为况殊盛。

180709　新加坡教育部兼贸易与工业部原高级政务部长陈敏良，国会议员

罗明士、杨木光，艺术界大老著名画家刘抗陈人滨伉俪，马来西亚书艺协

会会长黄金炳及其20人代表团，印尼书艺协会主席李秀贤及其20人代表团，

中国书协副主席朱关田刘建华伉俪、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研究会驻会常务

理事路棣及财务总监张凤环，中国《经济日报》主任编辑曹鹏博士，《中

国书画》主编张弓者，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邵一 博士、文化秘书刘东、

王雅梅，人民协会代总执行理事长陈敬贤、群组理事长郑德铿、原总长李

卫国、原外勤署理事长颜章楚，著名社区领袖油池公民咨询委员会主席刘

炳杰、民众俱乐部主席孙敏炎、副财政蔡德明，武吉巴督民众俱乐部副主

席陈树生，布莱德岭区公民咨询委员会荣誉主席、原主席颜挺尧、副主席

林清荣，著名作家周灿伉俪、田流、陈妙华，联合早报副总编辑吴元华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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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伉俪，新明日报高级执行编辑王炳发，财政部副署长梁锦慧及夫婿方良

得，国家艺术理事会艺术辅助署署长暨新加坡艺术总会义务秘书连金水林

映丽伉俪等，均莅会参加。

180710　配合这次新加坡书法家协会35周年会庆举行的“新加坡书协35年

历史图片展”，在姚照东部长揭幕后，一直公展至2004年1月18日结束，

这展览得到李氏基金赞助。

180711　交通部长姚照东在书协35周年会庆上,授奖予以下人士：

A. 新加坡书协终身成就奖

  CCSS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1. 陈声桂 (新加坡书协会长)

 2. 杨应春 (新加坡书协秘书长)

 3. 朱碧妹 (原新加坡书协常务理事)

B. 新加坡书协30年卓越功绩金奖章

  CCSS 30 Years Meritorious Service Award

 1. 杨应然 (新加坡书协常务理事)

C. 新加坡书协20年荣誉金奖章

  CCSS 20 Years Honorary Gold Medal

 1. 何钰峰 (新加坡书协副会长)

 2. 吕永华 (新加坡书协常务理事)

D. 新加坡书协15年金奖章

  CCSS 15 Years Gold Medal

 1. 余亚顺 (新加坡书协常务理事)

E. 新加坡书协卓越贡献奖

  CCSS Distinguished Contribution Award

 1. 郑文麟 (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会第一任主席)

 2. 刘泰山 (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会第二任主席)

 3. 易峥嵘 (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会第三任主席)

F. 新加坡书协特别奉献奖

  CCSS Special Contribution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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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徐祖   (新加坡书协副会长)

    2. 符传国 (新加坡书协常务理事)

    3. 王振富 (新加坡书协常务理事)

    4. 陈朝祥 (新加坡书协常务理事)

    5. 吴秀英 (新加坡书协常务理事)

    6. 陈泗光 (新加坡书协理事)

180712　在书协35周年会庆上,书协收到八万一千五百八十元($81,580.00)

的捐款。

A. 捐款$2000以上者

杨应群$9000、陈佳模$7000、易峥嵘$5000、颜挺尧$5000、林炳文

$2000、刘泰山$2000、印尼书艺协会$2000、刘升谚$2000、保龙寺观音

佛学社$2000

B. 捐款$2000以下者

许钟发医生$1500、林子平$1000、徐祖 $1000、白振华$1000、刘维

平$1000、刘延辉$1000、林彩云$1000、符国标$1000、符传国$1000、曾

台邦$1000、何钰峰$1000、曾庆海$1000、陈声桂$1000、梁华森$1000、 

胡金钟$1000、王为森$1000、油池公民咨询委员会$1000、油池PAP 

Community Foundation $1000、油池民众俱乐部$1000

C. 捐款$500以上者

许梦丰$800、陈志豪$500、黄伟怀$500、罗惜銮$500、陈声成$500、 

胡女士 $500、吴秀英$500、吕永华$500、林清荣$500、黄汉钦$500、陈镜

洲医学博士$500、林少彬$500、杨应春$500、关小琴$500、郑文庭$500、 

王振富$500、周纯端$500、洪友成$500、林国光$500、朱满$500、张兼

嘉$500、王思宗$500、Ee Gek Ching $500

D. 捐款$500以下者

余亚顺$300、陈修政$300、杨应然$300、丁顺发$300、陈泗光$300、

吴世忠$300、蔡慕贞$250、RMG Tours Pte Ltd $200、郑珊俊$200、蔡依琏

$200、张良材$200、蔡锦淞$200、Ng Ai Choo $200、吕纪葆$200、黄静瑜

$200、蔡满 $200、韩劳达$200、San Deng Seng Construction $200、连

金水$200、林俐锦/沈佩琪$200、陈朝祥$200、朱美英$200、庄 味$200、 

陈荣华$200、新加坡日本文化协会$200、陈友声$200、沈懋兰$200、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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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英$200、孙玉兰/林湘蒂/林琳$200、新加坡茶阳会馆(大浦)$200、翁南平

$200、林爱莲$200、李伟梁$150、陈剑波$150、Artistic Advertising $150、 

陈玉兰$150、陈佩莲$120、现代画会$120、陈川强$100、陈海丰$100、傅

金莲$100、孙敏炎$100、Ng Cheng Chu $100、吴沅$100、杨永森$100、

陈美环$100、潘永强$100、Foo Siew Hua $100、陈妍$100、卢志强$100、 

郑淑馨$100、姚天佑$100、陈祺炜$100、唐梧英$100、丘立儒／丘立

宇$100、何业波$100、林国兴$100、易荣华$100、苏毅伟$100、梁展

如$100、陈峰诗$100、朱伊柔$100、邱武烈$100、傅有权$100、林良

荣$100、陈岳钦$100、陈炎泉$100、陆汉威$100、连玉颜$100、李惠

芳$100、陈崇镳$100、陈树通$100、陈妙华$100、李芸婵$100、许泷

水$100、陈有康$100、张财$100、郭锦彪$100、吴惠嫦$100、黄翡玉

$80、谢珍珍$80、周昌嘉$50、龙曼丝$50、陈笑玲$50、Cheong Siew 

Fong $50、Billard C $50、唐

明辉$50、黎见恩$50、林德忠

$50、何逢卿$50、廖碧莲$50、

卢文凤$50、金城公司$50、江

妙云$50、龙飞霭$50、陈英来

$50、陈彩玲$50、李锦霞$50、

何爱玉$50、刘锦叶$50、方凤

意$50、黄雪娥$50、Fan Yuen 

Lin $50、王白安$50、陈美

$50、陈远雄$50、何颐宁$50、

李素华$30、黄慧娴$30、吴晓燕

$30、叶汉源$30、廖运钦$30、 

Phyllis Wachob $30、Dr Lee $30、 

洪雅兰$30、吴玉珠$30、马惠群

$30、李苏志$30、郑维诚医生

$30、黄月香$30、陈福源$30、

吴庆满$30、吴兰妹$30、王美莉

$30、李丽今$30、岑玉洁$30、 

李山礼$30、江源泉$30、洪爱琴

$30、陈清喜$30、陈树添$20、 

霍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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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8  新加坡书协40周年会庆
180801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于2008年11月28日傍晚6时半，在新加坡华宾大

酒(Grand Plaza Park Hotel)举行“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创办40周年晚宴”，主

宾为新加坡共和国总统纳丹阁下。

180802　纳丹总统在其祝词说：“近年来，书协以积极在国外开展书法交流

活动为使命。书协先后与中国、日本、韩国、中华台北(台湾)、印尼、马来

西亚、泰国、法国及荷兰等地的书法组织联合举办书法交流会和展览会。国

际书法发展联络会创立时，把总部和秘书处设在新加坡，是书协的努力所取

得的一项成果。书协也很荣幸地在1990及2006年分别在新加坡举办首届和

第七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书协不断壮大。在它旗下，已成功地建立了两个机构：在1995年成

立的新加坡书法中心，以及在2004年成立的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书协为

书法爱好者及乐龄人士开办各项书法课程，让他们能提升对书法艺术的认

识，这是值得表扬的。”                 

180803　在大会上，书协会长陈声桂教授表示: 书协之所以在过去四十年不

断壮大，主要是归功于：(一)华社、(二)政府、(三)中国使馆，及(四)会员、

学员，及朋友这四方面的支持。

180804　这次晚会共有300人参加，为况殊盛；他们来自政治、教育、文

化、艺术与传媒各个领域，包括新加坡财政部长尚达曼、中国大使张小康、

法国副大使贵永华、印尼大使馆一等秘书莫罕默德、新加坡巡回大使王景

荣、国家艺术理事会总裁李泉香、新加坡驻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大

使沈石麟伉俪、国会议员/原教育部兼贸易与工业部政务部长曾士生、原教

育部兼贸易与工业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敏良伉俪、原高级政务次长/现任新加

坡艺术总会会长何家良伉俪、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执行副总裁萧作

鸣、副总裁林焕章、原国会议员白振华伉俪、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

原中文系主任周清海教授、国立新加坡大学原中文系主任李焯然博士、原

文化局局长李卫国、黄友江、中国文化参赞朱琦博士、中国教育参赞周建

平、中国武官刘卓力大校、大使秘书支璐银、武官助理钱扬锋少校、新华

社社长张永兴、新加坡新明日报高级执行编辑王炳发、执行编辑陈娟容、

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蔡建国教授、中华台北

书法同道陈昭瑜、陈韶芬、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主席杨应群，名誉董事主席

古兆娇、刘泰山、陈森富、杨民献博士、汪非、总统副官洪永胜助理警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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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协会群组理事长郑德铿、原副执行理事长陈敬贤等。此外，香港名收藏

家白德超也以李苦禅书作相贺！

180805　新加坡书协从成立的第一天开始，便一直脚踏实地的为书法的传

承费心费力，四十年后的今天，可谓硕果累累!他们不但影响了社会基层，

也影响了政府高层，2006年，副总理兼内政部长黄根成率领了10位内阁成

员，提笔挥毫为公益金筹款；次年，总统纳丹也与其他七位内阁成员再次

筹款，这二次前所未见的举动，均被国内外书坛传为佳话。

180806　配合40年会庆，书协也举行“新加坡书协创会40年历史图片展”

于2008年12月13日开幕，为期9天，主宾是新加坡驻哈萨克斯坦及乌兹别

克特命全权大使沈石麟。

180807　2008年11月28日晚，书协会长陈声桂教授在新加坡总统纳丹、财

政部长尚达曼及300位来宾面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尊敬的纳丹总统阁下财政部长尚达曼阁下

中国大使张小康阁下

法国公使Mr Olivier Gutonvarch贵永华阁下

国家艺术理事会总裁李泉香先生

我国巡回大使王景荣先生

各位来宾、各位同道：

大家晚上好!

今晚，最为难得的是，尽管医生劝请总统多静养、减少活动，但勤政爱

民的总统还是特地到来参与这一集会!

我们正在编辑一本40周年纪念特刊，这本特刊有900面，里面介绍了新

加坡书协40年来的沧桑与变化。明年初，我们会送给在场的每一位人士。所

以，我就简单的从四个方面说一说。

首先是华社的支持：新加坡书协在1967年12月筹备，1968年12月正式

成立，前后40年。40年前的新加坡社会，左右两派还是相当的分明。当时，

中国文化大革命越演越烈，在新加坡从事书法活动的我们，也深受影响。因

为书法的载体是汉字，在当时的政治局面下，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华族沙文

主义，是亲共活动。所以，书协在前10年的发展与华文教育一样，历经沧

桑，从成立时的40多位会员，一度掉剩12位，其间，三次打算解散。与此

同时，我们在市场上很难找到墨汁、宣纸，甚至毛笔、印泥，而从事裱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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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店铺也只有两三间。

在1978年，我们举行了第一届全国硬笔书法展，一方面是要填补以毛

笔书法创作的人数的稀少的窘境；另一方面是要增加参与书法展览的人士

的声势。但是，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所以，我们仅举办了三届便停办了。

从1981年开始，我们举办“新加坡书法年展”至今。为了为书法注入新的

动力，我们从1980年开始引进各国书法，最早前来的是日本。我们在1984

年举办轰动一时的“第一届新加坡中国书法交流展”，也在1991年起开始

为中国各省市书协举办书法交流展。我们也克服重重困难，在1990年举办 

“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在积极争取非华族人士及非以华语作为媒

介语的人士，我们除了积极举办比赛、讲座、雅集之外，也出版书刊、开

设班级等等。约30年之后，我们于2006年、2007年，动员政府高层举办书

法义卖，为新加坡的书法发展，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

在这40年曲曲折折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一直得到华社的支持，才能够

造就今天的繁荣。我们所讲的华社，就是华文报章、华人社团，以及华文

学校。这其中得特别提起的一个重要的贵人是李氏基金主席李成义博士，

他可用“有求必应、仗义疏财”八字括之。其次，是已故的先师、四马路

观音堂主持陈勤川师父，及这十年来接任信托委员会主席的陈春金医生。

其次是政府的支持：我们从1985年起接受原文化部文化处(局)的建议，

每年直接拨款4，000元至10，000元的津贴，不必逐项申请。国家艺术理事

会在原先的常年活动24，000元的基础上加拨运作费34，000元作为书法中心

大厦的营运津贴。1995年新加坡书法中心建立后，历任文化部的文化处长以

至今日的国家艺术理事会执行理事长，包括今晚在场的李卫国先生、黄友江

先生、李泉香先生，都给我们鼎力的相助。尽管款项不多，但它发出的信息

是非常重要的。人民协会20年前，接纳我们作为协作会员，特别提供办公室

及贮藏室给我们运用。在我们搬到新加坡书法中心之前，有八年是在人协总

部青年楼渡过的。今晚在场的原人民协会副执行理事长陈敬贤先生，便是一

个重要的见证人。这大大加深了我们与政府间的感情。

第三是中国使馆的支持：中国大使馆从商务代表处到建交后的大使馆，

历任的代表及大使都给书协倾力相助。从荣风祥代表、薛文林代表等人到升

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临时代办杨柏森先生，以至首任大使张青先生，依次的

杨文昌先生、 学章先生、陈宝鎏、张九桓先生、张云先生到今天的张小康

女士都给我们各方面的配合和支持。其中傅学章大使的《傅学章书影》以及

张九桓大使的《张九桓书法集》与书法展,还是亲自交给我印发及操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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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会员学员及朋友的支持：40年来，书协靠会员每年12块钱或者今

天的24块钱的会费，怎么过日子？40年中，有26年是没有请全职人员的，如

何运作？庆幸的是，我们的会员、学员及支持者，出钱出力，不落人后！以

今年会庆为例：我们只发信给我们的会员、学员及书法中心董事，便收到了

40万元。这40万元，除了会庆出版专刊花费7万元、粉刷与维修书法中心用

去3万元、国家艺术理事会追欠租金2万1千元，及书法中心运作14年来亏欠

的7万元，剩下的20万元，我们可以度过未来的几年。

我借这个机会顺向各位坦白地讲一下新加坡书协及书法中心的财务状

况。我们每年收到学费约15万元，国家艺术理事会每年平均拨给6万元，还

要找15万元。换句话说，书协、书法中心一年需要36万元。一个商界的朋友

说，新加坡书协活动这么多、书法中心规模这么大、还要付车马费予名位书

法讲师，可是一个月才花3万元，而他的家，一个月的开销便4万元了，他搞

不清我们是怎么节约过日子的？也不懂怎么管这个大家的？诚然，每个月平

均3万的开销，看起来并不是太大的数目，然而，要长期获得社会每年15万

元的支持，却使许多人得三思后才举步。所以，如果我们要让书法在新加坡

的国家文化建设中继续占有一席之地，那么，政府是应该帮助我们找到一个

一劳永逸的方案的！困为，书法家基本上是以受薪阶级的为多，不是每个书

法家像我这么幸运，有许多学生、朋友、粉丝；也不是每个书法家乐于把自

己的关系用在筹款上，从而减少自己的书法作品销售的收入。更何况“久病

无孝子”，很少人会乐意去当文化乞丐的！

今晚各位嘉宾的莅临就是对新加坡书法家协会最大的策励和信任，也

是对我们团队的最大的关爱和支持。谨此表达我们深深的感谢，满怀的感

恩！”

180808　作为新加坡书协40周年庆祝会主宾的新加坡共和国总统纳丹，在

11月28日发来了其中英文贺词，这贺词刊在厚达914面的《新加坡书法家

协会40周年》(13.12.1968 -13.12.2008)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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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809　新加坡新闻、通讯与艺术部长李文献医生也发来祝词,恭贺新加坡

书协创立40年周年。

献词(译文)

                                            李文献医生

                                            新加坡新闻、通讯与艺术部部长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庆祝创会四十周年,我谨致予衷心的祝贺!

书法家协会自1968年成立至今,一直在我国不遗余力地推广中华书法艺

术。书协除举办各项书法比赛及书法展览之外,也利用相关刊物,积极地宣扬

书法艺术。此外,书协在深化社会人士参加与鉴赏文化艺术上,也作出巨大的

努力与贡献!

我借此祝愿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同人在促进书法艺术,以及培养与提升民

众对书法爱好的工作上,能取得更加优越的成绩!

MESSAGE

I congratulate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Society on its 40th anniversary.

Since its inception in 1968,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Society has made 
commendable efforts to advance the art of Chinese calligraphy in Singapore. In addition 
to the numerous calligraphy competitions and exhibitions which it organises, the Society 
has actively promoted the art of calligraphy through its publications. The Society has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effort of deepening community engagement and appreciation 
for the arts in general.

I wish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Society of Singapore success in its efforts to achieve 
artistic excellence and foster a growing interest in calligraphy.

DR LEE BOON YANG
MINISTER FOR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AND THE ARTS 

180810　新加坡书协会长兼新加坡艺术总会第一副会长陈声桂在2008年11

月28日“联合早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40年》专辑，分五点发表了个人

的心路历程：

(一) 回首

弹指之间，四十年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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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中经常涌现当年书协成立典礼上说过的话：“尽管有人对我们走这

条路，不表同意，加以怀疑，甚至不屑一顾，但我们有的是信心与毅力，即

使需要十年、十二年、十五年才可以踏上轨道，我们也会共底于成，当作是

从小学读到中学、高中，或大学一样，时间虽长，过得却快。”(1969年2月

4日《星洲日报》)

四十年后回首前尘，真的是：往事如烟，旧梦依稀！

(二) 人事

当年七位发起人中，有两位迄今仍无踪影；有两位偶来茶叙；有两位在

五年前领了“新加坡书协终身成就奖”，“下山”去了，剩下我孑然一身。

四十年的天南地北、人世沧桑，我无需抚住胸口，自怨自艾。最美好

的仗我已打过了，现在，书坛已从沙漠走入了绿洲，我应当功成身退，闭

关研究！其实，人生什么事情都会平息，至于台下的掌声，实在无须恋栈。

书法从“将死的艺术”复活至于今日的“废田无人耕，耕开有人争”。

四十年来，我与唐禅师高张的“以群魔为法侣”，感同身受！知我者谓我心

忧，不知我者予我何求？

四十年的奋斗生涯中，有时也会碰到三几个以正义为化身、以批判为

己任的人；他们把凡夫当圣人，把副业当正职而刻意加以挑剔与刁难！我

并无良药也不想找良药去矫正他们的“斜视”，所以，就让时间的洪流，

把他们冲走吧！

四十年来，我们从一无所有，到今天大厦屹立；从四十年前第一次捐

募得款294元，到现在每年以30几万元运作，还有40万元的定期存款(书法

基金)，可见用人的重要！

虽然有老话说：“得人之心乃能用人之力”，但四十年来，新加坡社会

翻了几十番，人们的价值观念、理想、目标“与时并进”，所以我们选用了

一些人，也难免用错了一些人！

有一本书上说：“人生的可怕，不是盲人骑瞎马在黑暗中行走，而是

你的密友，反身相向，对你开了一枪！”是的，生活中被密友开枪是不能

避免的，否则，这也不是人生了。于是，我们不惜与人对簿公堂，让正直

与公义闪烁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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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授徒

要继往开来，要薪火相传，开班授课是必经之路！

我于1970年开设书法函授班，1974年公开设立书法班，再于1979年广

开书法班。1981年起至2004年，书协也与国立新加坡大学、潮安艺苑、南

洋理工大学先后合开书法班。在这35年中，书协一共栽培了二万名学员。

这二万个学员中，该有一半与我有师生之缘。古代孔子门下弟子三千，有

教无类，最终出现七十二贤一十二哲，我的学生，上自总统、副总理、国会

议长、部长、大使、教授、学者、校长，下至坟墓刻工、街边小贩、大中学

生、庙堂清客、德士司机、家庭主妇，以及德、日、法、英、印、巫各种国

籍人士。因此，我从中领悟到，释迦牟尼、老子、孔子、耶稣等人的思想与

学说之所以至今还广泛被人认知，是因为他们培育了许多门人弟子，这些门

人弟子，继续把他们的先师或教主的学说发扬光大。所以，我为自己培育了

许多同好，让书法的薪火、让民族的财富不会在新加坡熄灭而自足；也为自

己能把这岛国的书法艺术带上国际书坛而自豪！“爱我中华”，这1974年书

协史上发展至为困难时期定下的会训，永远地刻印在我脑海中！

(四)专职

我于56岁辞去年薪不菲的职务，转而为理想工作，创办了老年书法大

学。这是我一生最具意义的事件。四年过去了，种子已散播开了，相信收

成有期！

如果我没有辞去正业，我不可能创办老年书法大学；没有创办老年书

大，我不可能接触到这么多“行有余力”的人士，给书协、书法中心财力物

力上的支持；没有辞去正业，我也不可能有时间去教总统、副总理、议长、

部长等高官写字，那我一生无一官半职，怎会有机缘接近他们并动员他们为

书协或为书法活动尽一份力量呢？在书大二年级上课的一位大学会计系副教

授黄永元说：“总统写书法，书法的地位当然获得大大地提升；如果总统学

太极拳，太极拳的地位也会大大地提升！”

我在知命之年，能让这一古老的文化连同一个非牟利的志愿团体继续

发光发热，此生无憾！因此，对于我，今年6月可以在中国北京第八届国际

书法交流大展上代表19个海外书法组织发言，以及7月可以在日本东京每日

书道会60年庆代表各友会发言、每日书道展60年庆书法作品可以在展厅及特

刊列于中、韩、台、日等书界主席之前，感到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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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身退

无论是什么事件，若放在历史的长河里头看，很多今天觉得很重要的

事，将来未必；荣耀也是一样，稍纵即逝！所以，我在其位，当尽其责；

至于其它种种，都可以淡忘于江湖。三国演义开首的《临江仙》：“是非

成败转头空”，正是写照！

恩格斯有这么一句批评马克思的话“⋯⋯双鬓发白，暗示了新人应当

早点降临交棒。”所以，任谤任劳、出钱出力了一生，今后的我，其行止

也应当如此。

对于书协的未来，我想，不管它是一辆什么款式的车，只要它每天能

如愿开动、照常出发，在需要车油时买得起车油；在需要维修时付得起维

修费，那么它便是一辆好车了！

认清了这点，书协肯定可以再度过一个两个三个以至无数个40年！

180811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顾问兼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会主席杨应群也为

文指出：“近年来,我秉承先父杨启霖之遗志,与书协同人共同推动书法这门

传统艺术的发展,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然而,在这个重商的社会,这门

艺术发展的成功与否,实非几个人就可成就一切的；人力、物力、财力各个

方面,还得仰仗政府及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慷慨解囊、支持及顾爱,才可水到渠

成。我谨此作将伯之呼,并愿与各位贤达共勉之。”

180812　在书协40周年晚宴上,除陈声桂会长亲自颁奖给总统纳丹,以及纳

丹总统颁奖予李氏基金及观音堂佛祖庙外之外,其余奖项均由财政部长尚达

曼颁发，以下为整份得奖名单：

(A) 新加坡书协卓越荣誉会士

      CCSS Distinguished Hononary Fellow

       新加坡共和国总统纳丹阁下

(B) 新加坡书协终身奉献奖(服务40年或以上)

      CCSS Lifetime Dedication Award

       陈声桂教授 (新加坡书协会长)

(C) 新加坡书协荣誉赞助人奖

       CCSS Distinguished Patr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ward

      李成义博士 (李氏基金主席)

      陈春金医生 (四马路观音堂佛祖庙信托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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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新加坡书协25年卓越功绩金奖章

      CCSS 25 Years Meritorious Service Gold Award

       何钰峰 (新加坡书协副会长)

(E) 新加坡书协20年荣誉金奖章

      CCSS 20 Years Meritorious Service Gold Award

       余亚顺 (新加坡书协财政)

(F) 新加坡书协10年金奖章

      CCSS 10 Years Meritorious Service Gold Award

       徐祖  (新加坡书协副会长)

       符传国 (新加坡书协秘书长)

       吴秀英 (新加坡书协副秘书长)

       陈朝祥 (新加坡书协副秘书长)

(G) 新加坡书协卓越贡献奖

      CCSS Distinguished Contribution Award

      陈佳模 (新加坡书法中心历届董事会常务副主席)

      杨应群 (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会第四、五届主席)

      佘月琴 (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第四、五届副主席)

      林炳文 (新加坡书法中心历届董事会名誉主席)

      陈有康 (新加坡书协会务顾问)

      萧作鸣 (新加坡报业控股执行副总裁)

      林焕章 (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副总裁)

      符懋奋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秘书、资深审计师)

      何家良 (新加坡书协名誉顾问)

(H) 新加坡书协特别奉献奖

       CCSS Special Contribution Award

       陈声如 (义工)

       陈兆祥 (新加坡书协资深档案主任)

       林福伦 (新加坡书协义务英文秘书)

180813　书协40年会庆收到的贺仪，多达四十万另四百二十元($400,420.00)。

       捐款者为：

      A. 捐款$100,000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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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载坤医生长公子胡赐德周纯端伉俪、三公子胡赐道(原新加坡财政部

长)及眷属$131,500。

B. 捐款$10,000及以上者

油池公民咨询委员会与书协联合筹款$20,600。杨民献$10,168。白振

华陈梦云伉俪、罗守学、陈月团、汪非、杨应群各$10,000。

C. 捐款$5,000至$9,999者

Tay Thuan How $9999。陈森富、高慧芬各$8,000。曾国祥$6,500。

何光荣、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各$6,000。林彩云、陈芳华、陈丽仙、颜挺

尧、萧大哥、李慧娟、陈振光、胡金钟、黄大姐、廖振福、郑文麟、陈佳

模、油池公民咨询委员会各$5,000。

D. 捐款$3,000至$4,999者

潮安东凤陈氏同乡会$4,500。郭锦彪$4,000。周惟孝$3,003。蔡锦贤、

王运开、谢雪莉(Sally Chia)、王雅娇、刘泰山各$3,000。

E. 捐款$1,000至$2,999者

沈石麟、何钰峰、许钟发、何家良、陈声桂各$2,000。谢有元、佃

永福、陈泰至、刘升谚各$1,500。许静芳、李焯然、陈秋对、黄永元、徐

祖 、罗惜銮、油池民众俱乐部管理委员会、温秀玉、梁华森、黄有江各

$1000。

F. 捐款$500至$999者

高桂、吕永华各$800。陈淑温$600。李以侨、连玉颜、符国标、梁怡

来、罗月秋、彭月妹、叶金玉、陈锦泉顾凤娇伉俪、周仪卿、黄静瑜、林

例锦、陈泰福、刘维平、黎见恩、易小宝、洪珠英、陈淑群、谢汝存、陈

镜洲、林美美、潘永强、王为森各$500。

G. 捐款$500以下者

郑珊俊、吴茂洲、黄建斌各$400。卢志强、苏娟娟、符和水、苏新鋈、

符传国、余亚顺、林爱莲、陈有康、黄元发、张素云、吴丽云、陈朝祥、

王贤丁、苏今澜、佘恒嘉、谢镇亮、蔡建国(中国上海)各$300。黄嘉铭、

张明德各$250。傅厚栋、沈乙亥、吴秋来、李士通、吴惠嫦、吕纪葆、陈

川强、连金水、潘秀琴、黎民碧、何逢卿、陈兆祥、吴秀英、程朝明、何

业波、林春发、黄美英、郑玉芬、陈炎泉、陈赛钻、陆汉威、星日文化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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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孟莱妮、杨祥福、陈声如、林隆惠、郭君、吴孔宗、姚天佑各$200。

符策明、黄福元、蔡庭坡、骆伟权、孙宝珠、陈燕珠、李芸婵、谢 珉、林

雪琴各$150。陈剑波、黄雪娥各$120。郑淑馨、郑玉梅、杨淑贤、郭宽、

张月娥、何开发、陈赛玉、何国鹏、何国鸿、何国骏、何国 、胡奕华、林

景顺、李嘉仪、洪树樟、翁南平、陈敬贤、谢泽文、杜崇谦、张淑惠、陆鸿

昌、董乙村、王丽枝、萧星明、张有铄、陈思平、陈爱、陈宁各$100。福岛

优作、王再春各$80。王为昱、卢玲玲、陈慧明、陈笑玲、蔡玉杯、张财各

$50。(总数：$400,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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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28日，新加坡书协庆祝创会40周年时，新加坡总统纳丹阁下(左)接受新加坡书协
会长陈声桂授颁予第一位“新加坡书协卓越荣誉会士”之影。

2008年11月28日，新加坡书协庆祝创会40周年，当主宾新加坡总统纳丹阁下(左)之座车于下
午6时40分抵达华宾大酒店(Grand Plaza Park Hotel)门口时，书协会长陈声桂教授亲自打开车
门迎接总统莅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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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28日，在新加坡书协40周年庆典上，四马路观音堂佛祖庙信托委员会主席陈春金
医生(中)代表该庙领取新加坡书协荣誉赞助人奖。右为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教授。

2008年11月28日，在新加坡书协庆祝创会40周年庆典上，张治华医生(中)代表其夫婿李氏基
金主席李成义博士向新加坡总统阁下领取新加坡书协荣誉赞助人奖。右为新加坡书协会长
陈声桂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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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28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在华宾大酒店庆祝创会40周年。宴会上，主宾新加坡总
统纳丹阁下(中)与国家艺术理事会总载李泉香(左起)、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教授、财政部
长尚达曼、中国大使张小康联袂主持切蛋糕仪式。

2008年11月28日，在新加坡书协庆祝创会40周年庆典上，新加坡财务部长尚达曼代表新加坡
书协颁发“新加坡书协终生奉献奖”予但任书协理事40年的现任会长陈声桂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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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28日新加坡书协庆祝创会40周年，新加坡财政部长尚达曼、书协会长陈声桂教
授(左四、五)与李氏基金主席李成义博士之夫人张治华医生及其秘书Mery Ho Tan(左二、
三)合影。

2008年11月28日，在新加坡书协创会40周年晚宴上，新加坡总统纳丹阁下(中)，特地趋前握
住远道而来的中国上海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蔡建国教授(右)的手，留下温馨的一
刻。左为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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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9  书协45周年会庆
180901　2013年11月17日，新加坡代总理张志贤亲临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主

持45周年会庆。他在会上致词祝愿新加坡书协再接再厉书写另一页辉煌。他

也宣布潘受王瑞璧陈声桂三家展隆重开幕、手切书协45周年蛋糕、颁授书协

奖章18枚、代表书协授予陈声挂“新加坡书协终身荣誉会长”衔。

180902　张志贤代总理也是新加坡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部

长。他赞美新加坡书协：“自1968年成立以来，便不断努力地在本地推广

与提升书法艺术，取得了令人欣喜的业绩!”他“祝贺新加坡书协再接再厉，

书写出另一项辉煌!”

180903　张代总理也与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陈庆珠教授、新加坡报业控股

执行副总裁萧作鸣、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主席杨应群，及书协会长陈声桂

教授同切书协45年生日蛋糕。

180904　当天午宴，由新加坡书法中心主席杨应群报效全厅席金与红酒、

董事黄锦美报效洋酒、名誉主席杨民献博士报效礼品(door gift)，为书协四

十五年庆典，添上美丽的回忆!

180905　 三家书法展展出的是潘受、王瑞璧、陈声桂的135件佳构，他们

三人分别于1986、1992、2000年获得国家颁予艺术家的最高荣衔——新加

坡文化奖章(Cultural Medallion)，是文化奖自1979年颁发至今34年以来，

唯一获奖的三位书法家。

180906　张志贤代总理在会上说：“书协十分活跃，例如常年为男女老少

和不同族群的学员开设书法班；经常举办各种书法展览、比赛和讲演，提

升人们对书法的兴趣与认识；2004年设立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鼓励乐龄

人士积极面对晚年生活，并宣扬‘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新时代，我们在不断接受新科技的同时，也应重视

与保留传统文化。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和其它许多文化社团一样，在协助新加

坡人了解和欣赏传统文化与历史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180907　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教授在会上说：“对一个民间社团，特别又

是一个艺术社团，这45年的漫漫长路是很难走的，所幸在国家的扶助、领袖

的支持，及广大华人社会的善长仁翁们的鼎力赞助与支持下，我们今天还屹

立着!过去十余年，在‘书法一家’的概念下，我们积极扩大书法班级的非华

裔与不同国籍的学员人数，取得可喜的成绩。难得的是，今天政府内阁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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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非华族部长：尚达曼先生、维文医生、易华仁先生、雅国博士，及尚穆

根先生，都提起毛笔，前四位的书作也在这个礼堂公展过。我们也在全国各

院校，及联络所、宗乡组织，广泛开设书法班级。目前，全国院校有近百间

书法会或书法组织，宗乡会馆与联络所也有三十多间开设书法班级。今天，

新加坡的书坛已从沙漠走向绿洲，成为国家文化的一环。古人说：‘今日我

行迹，遂作后人程。’可以说，新加坡书协及我四十几年来的任务与使命已

达，我们无愧于前人，更有益于今人!”

180908　参加开幕礼的嘉宾包括中国公使衔参赞黎宝光、文化参赞萧江华，

两位退任的政务部长姚智、符喜泉，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总投资官林昭杰，

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刘泰山等约500人，场面空前热闹。

180909　此次文化奖章三家书法展，共分三个阶段，期长一个半月。每阶段

两个星期，展出三位书家作品各15件共45件，观众可自由收购会场之佳构。

180910　配合展览会出版的184面特刊也在会场以特价20元出售(原价40

元)。特刊收集了全部展览作品、书家重要生活照，及张志贤副总理的祝词

与阵声桂会长的献词等等。

180911　会场也连续播放特制的书法光盘，让观众回顾新加坡书协四十五

年的光辉历程，及三位书家走过的脚印。每周六下午三时，书协会长陈声

桂教授也在会场亲自会见书友，回答对这次展品的提问。

180912　书协45周年主礼贵宾、新加坡副总理兼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

张志贤之《祝词》全文如下：

自1968年成立以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不断努力地在本地推广与提升

书法艺术，经过四十五年的辛勤耕耘，取得了令人欣喜的发展。

书协十分活跃，例如常年为男女老少和不同族群的学员开设书法班；经

常举办各种书法展览、比赛和讲演，提升人们对书法的兴趣与认识；2004年

设立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鼓励乐龄人士积极面对晚年生活，并宣扬‘活到

老，学到老’的精神。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新时代，我们在不断地接受新科技的同时，也应重视

与保留传统文化。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和其它许多文化社团一样，在协助新加

坡人了解和欣赏传统文化与历史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为配合成立四十五周年庆典，书协也举办‘新加坡文化奖三家书法

展’，以表彰与肯定潘受、王瑞璧和陈声桂三位杰出书法家的成就。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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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先后于1986、1992，及2000年获颁国家文化艺术最高荣誉——新加坡

文化奖。他们个人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是书法学习者效法的榜样。

书协一路走来获得李氏基金、四马路观音堂佛祖庙、国家艺术理事会、

新加坡华文报集团、书法同道与义工、国家领袖及国会同僚等各界人士的

支持。我坚信在大家的努力下，新加坡一定可以打造成一个更繁荣和更优

雅的都会。

我衷心祝贺新加坡书法家协会成立四十五周年，以及‘新加坡文化奖三

家书法展’隆重开幕。

我也祝愿新加坡书协再接再厉，书写出另一页辉煌!” (陈声桂 译)

180913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在创会45周年会庆上讲词全文：

我国代总理、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张志贤先生、中国公使黎宝

光先生、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陈庆珠教授、华文报集团执行副总裁萧作鸣先

生、两位前任部长姚智先生、符喜泉女士、各位来宾：

早上好！

非常感谢副总理张志贤先生早在十三个月前便应允前来主持这一活动，

这使我想起20年前，当他担任如切区国会议员、财政部兼国防部政务部长

时，曾两次前来主礼我们与刚刚建好的马林百列民众俱乐部联办的书法赛

和书法展的往事。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成立于1968年。45年来，我们在“爱我中华”的会

训指引下，不断地举办展览、比赛、课程、示范、及进行出版、交流、互

访、接待，把新加坡书协发展成为世界书法家庭中，一个朝气蓬勃、远近

知名的成员！

对一个民间社团，特别又是一个艺术社团，这45年的漫漫长路是很难

走的，所幸在国家的扶助、领袖的支持，及广大华人社会的善长仁翁们的

鼎力赞助与支持下，我们今天还屹立着!借此，我要特别感谢李氏基金、四

马路观音堂佛祖庙、华文报集团、吴氏基金、丰隆基金、国家艺术理事会、

人民协会等机构!

45年中，可歌可泣的事多矣，较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有19年是“国际

书法发展联络会”的秘书处，并主持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的成立典礼；举

办过二次称为国际书法奥林匹克的国际书法交流大展；以及接待了四位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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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黄金辉先生、王鼎昌先生、纳丹先生、陈庆炎博士，而纳丹总统，还

曾经每周拿着毛笔写了七年。此外，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接见本会邀请来

访的书法代表团，及曾在我的书作上挥毫一点；总理李显龙先生喜欢书法，

家中挂着书法作品；吴作栋资政夫人陈子玲出任本会荣誉赞助人。还有，现

任副总理尚达曼先生及前任副总理黄根成先生都二度前来；今天张志贤副总

理也到来了，谢谢！

过去十余年，在‘书法一家’的慨念下，我们积极扩大书法班级的非华

裔与不同国籍的学员人数，取得可喜的成绩。难得的是，今天政府内阁中的

全部非华族部长：尚达曼先生、维文医生、易华仁先生、雅国博士，及尚穆

根先生，都提起毛笔，前四位的书作也在这个礼堂公展过。我们也在全国各

院校，及联络所、宗乡组织广泛地开设书法班级。目前，全国院校有近百间

书法会，宗乡会馆与联络所也有三十多间开设书法班级。

今天，新加坡的书坛已从沙漠走向绿洲，成为国家文化的一环。古人

说：‘今日我行迹，遂作后人程。’可以说，新加坡书协及我四十余年来

的任务与使命已达，我们无愧干前人，更有益于今人！

末了，敬祝张志贤代总理健康、顺利!在场各位家庭幸福！

180914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教授之45周年会庆《祝词》全文如

下：

转眼间，新加坡书法家协会45岁了。45年来，我们在“爱我中华”的会

训指引下，通过举办展览、比赛、课程、示范，及进行出版、交流、互访、

接待，成为世界书法家庭中，一个朝气蓬勃、远近知名的成员!，

从我1970年开设“中华书道院”函授书法、主持与《南洋商报》联办

的“全新大专中小学书法比赛”；1971年主持新加坡国家电视台“笔阵墨

池”、新加坡书协“中华书法展览会”；1973年主持书协与《星洲日报》

联办“全新现场书法比赛”等等，以及较后四十年主持或主导书协的一些

重要活动，如：1978年为挽救奄奄一息的书坛举行的“第一届全国硬笔书

法展及硬笔展”；1980年为引进国外书法举办的“日本春秋书法展”；1981

年为提高国人的鉴赏水平举办的“新加坡书法年展”、为开拓国际关系举办

的“第二届国际书法联合展”，以及1982年与日本最大书法会——每日书道

会联办的“新日书法交流展；1983与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联办的“新台书

法交流展”，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联办的“全国挥春比赛”；1984年与韩国

东方研书会联办的“新韩书法交流展、与中国书法家协会联办的“新中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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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展”；1985年与马来西亚书艺协会联办的“新马书法交流展”；1986年

与香港中国书道协会联办的“新港书法交流展”，均历历在目!

我们1988年举办“国际书法家庭的建立与书法艺术的交流研讨大

会”，成立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1990年举办“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及“第一届国际书法大会”，成立新加坡书法研究院；1991年开始与中国

各省市书协联办书法交流展；1993年组建新加坡书法中心，1995年开始运

作；2004年9月创立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2005年开学、2007年举行第一

届毕业典礼；2006年举办“第七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及“第七届国际书

法大会”，“总统政要书法义卖展”；2011年主持国际书法家联合会总会

在新成立大典⋯⋯这些大事都如发生在昨日！

间中，三位成员潘受顾问、王瑞璧顾问、陈声桂会长分别在1986、 

1992、2000获得国家艺术界的最高荣誉——新加坡文化奖章(CM)；卸任总统

黄金辉、在任总统王鼎昌、在任总统纳丹，及候任总统陈庆炎分别在1997、 

1999、2006、2011访问书协，也使本会再创辉煌！

此外，中国书协主席启功(四次访新)、邵宇、沈鹏、张海；日本书法大

家青山杉雨、村上三岛、上条信山、梅舒适、金子鸥亭；澳门大家梁披云；

马来西亚大家黄石庵；韩国大家金膺显、权昌伦；中华台北大家陈其铨、谢

宗安等世界书坛巨擘来访，也为我们大披异彩。

这个会，从组建至今46年，我担任1年筹委会主席、42年会长、3年理

事(实际上也在主持会政)，说得上无怨无悔。所谓“无怨”，我出钱出力、

任谤任劳，从来没有埋怨；所谓“无悔”，人一生能够成就一件事不容易，

既然历史赋予我机缘，我没有逃避，也没有畏惧。今天，新加坡书坛已从沙

漠进入绿洲!过去四十多年，不管我本身处在生活的高峰或浅滩，我都坚守爱

我中华的岗位，至于今日！

配合45年会庆举办的三家书法展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随着时间的流

逝，他们的作品将会更快地散失，如果我们再不办展，已太迟了！

令大家感到惊讶的是，潘王陈三人都来自中国!王瑞璧先生于1998年

以95岁谢世，他在新中国将成立时离开，一直到90年代(1987年)才回去一

次；1999年去世的潘受先生，于1930年莅新、1940年带慰劳团回国，由

于1983年初才重获公民权，因止他于1985年再次踏上神州大地；而我陈声

桂，则由1983年起，频繁地与中国许多书画界人士，及文化艺术团体与学

府往还，特别是中国著名的同济大学和百年老校韩山师范学院，我先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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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了这二所大学的教授！

书法在中国之外被列为国家的文化，书法从沙漠走向绿洲，这都是令

世界同道感到啧啧称奇的事！潘受先生的书法被公认为雄逸朴茂；王瑞璧

先生的指书在当地一时无两；而我在陈景昭的启蒙、老书法家颜绿师、黄

勖吾师的耳提面命，及潘王二位亦友亦师的耳濡目染下，现在也在国际书

坛上站住了脚！

这次我们每个人提供45件作品。潘先生的作品是从我收藏的400多件作

品中拿出来的；王瑞璧先生生前送给书协40件，再加上我借出5件，所以也

是45件；而我的，则全部是今年新写的!

我希望这次的书法展，对于书坛、对于当地艺术界会产生强力的冲击，

以让我们坚信未来的书坛更加壮丽!

非常感谢新加坡副总理、安全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部长张志贤先生在方

方面面的顾爱，记得20年前他出任如切区国会议员暨财政部与国防部政务

部长的时候，就开始出席本会与马林百列民众俱乐部联办的书法展览与书

法比赛。这位谦谦君子前来主持今天的典礼，使书法界同人感到莫大的荣

幸。我们希望在更多政府长官及热心人士的关怀下， 新加坡书坛的发展，

更美好！更辉煌！

180915　新加坡书协45周年会庆主宾新加坡共和国代总理张志贤颁奖予下

列人士：

A.  新加坡书协终身荣誉会长

 CCSS Lifetime Emeritus President

 陈声桂

B.  新加坡书协30年卓越功绩金奖章

 CCSS 30 Years Meritorious Service Gold Award

 何钰峰

C.  新加坡书协25年卓越功绩金奖章

 CCSS 25 Years Meritorious Service Gold Award

 林炳文、 陈有康

D.  新加坡书协15年卓越功绩金奖章

 CCCSS 15 Years Meritorious Service Award

 杨应群、许钟发、陈佳模、佘月琴、符传国、陈朝祥、陈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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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新加坡书协特别奉献奖

 CCSS Special Contribution Award

 古兆娇、周纯端、林隆惠、陈星光、符国标、曾安慈、孟莱妮

180916　在书协45周年会庆上，陈声桂教授被授予“新加坡书协终身荣誉

会长”(CCSS Lifetime Emeritus President)，是书协45年来颁发之最高荣

誉。其赞词如下：

陈声桂

陈声桂教授是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的发起人及创会会长，主持本会会政45

年，其中42年当选会长，他也担任筹备委员会主席一年。

作为新加坡书坛的指标性人物，45年来，陈会长对本会会务的发展、

本地书艺的推动，及国际书艺的交流，夙夜匪懈、任谤任劳、出钱出力。

今天，新加坡书坛从沙漠转为绿洲，他居功至伟。为此，他获得国内外大

小奖项40个，包括国家授予青年的最高奖项——新加坡杰出青年奖(SYA)、

国家给予艺术家的最高荣誉——新加坡文化奖章(CM)，以及亚细安个人成就

奖(AAA)、万宝龙国际艺术大奖(Mont Blanc De La Culture Award)、总统公

共服务奖章(PBM)等。

四十多年来，陈会长桃李满天下，学生上至总统、副总理、内阁部长、

议长、教授博士、学者专家、亿万富翁，下至餐馆服务生、在籍大学生、家

庭主妇、墓碑刻手、和尚尼姑、牧师道士，涵盖面至广且阔，可以说，今日

在书坛从事教学、推动、组织、研究的工作者或书法家，大多出其门下，故

有新加坡书坛教父之称。

陈教授于1970年主持全国大专中小学书法比赛，以宏扬书艺；1970年

开设书法函授课程、1974年公开设立书法班级以普及书艺；1978年组织第

一届全国硬笔书法展及硬笔展，以挽救奄奄一息的书艺。他也于1993年组

建新加坡书法中心，目前中心有500位学员，为书法世界最大的书法学习中

心；2004年创建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营运至今9年，每年有4班学生。陈

教授也积极策划书法刊物的出版，以作为保留当地文化艺术遗产的一项工

作，45年来，整百本高水平的书法刊物陆续面世，并流通世界各地。

陈教授也被国际书法家庭誉为国际书法的大推手。本会自1980年开始，

逐年联络各地书法组织的作品前来展出，均出自陈会长的联络与策划。1988

年，新加坡被选为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中心，陈会长担任执行理事长长达19

年；1990年新加坡举行哄动国际书坛的“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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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作为世界书法中心奠下基石。2010年，他在日本奈良举行的“第九届国

际书法大会”上，被选为“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筹委会唯一的名誉主席。

陈教授曾经在1988年获得“新加坡书协20荣誉金奖章、1993年获

得“新加坡书协25年卓越金奖章”、1998年获得“新加坡书协30年卓越功

绩金奖章”、2000年获得“陈景昭书法奖章”、2003年获得“新加坡书协

终身成就奖”、2008年获得“新加坡书协终身奉献奖”。

本会特此将“新加坡书协终身荣誉会长”荣衔，授予陈声桂教授以资

表扬。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第45届理事会  启  

                                     2013年11月17日

180917　在书协45周年会庆上，何钰峰被授予“新加坡书协30年卓越功绩

金奖章”(CCSS 30 Years Meritorious Service Gold Award)，其赞词如下：

何钰峰

何钰峰先生是本会的副会长。他于1980年至1982年担任本会副研

究、1983年担任副秘书长、1984年至1995年担任秘书长。从1996年至今，

除了1999至2001年担任本会研究部主任之外，他一直担任本会副会长。

何先生办事认真细致、勇于负责，他担任本会秘书长十余年期间，陪同

本会会长及理事南奔北跑，为世界书法的推广和发展，作出不俗的贡献；他

也担任本会长寿节目挥春大赛工委会主席逾二十年，为书法的普及，付出汗

水与心力。

何先生于1998年获得“新加坡书协15年金奖章”、2000年获得“2000

年陈景昭书法奖章”、2003年获得“新加坡书协20年荣誉金奖章”、2008

年获得“新加坡书协25年卓越功绩金奖章”。

本会特此颁发“新加坡书协30年卓越功绩金奖章”予何钰峰先生，以

资表扬。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第45届理事会  启 

                                 2013年11月17日

180918　在书协45周年会庆上，林炳文被授予“新加坡书协25年卓越功绩

金奖章”(CCSS 25 Years Meritorious Service Gold Award)，其赞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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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炳文

林炳文先生自二十世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就已关心与支持本会所开

展的活动。1993年，他正式出任本会会务顾问。由1995年至今(2013年)18

年，他连续担任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会名誉主席七届。

在林先生的支持与引介下，本会研究会场于1977年8月7日搬入以他为主

导的潮安联谊社，一直到1995年8月30日新加坡书法中心改建落成，长达19

年。本会在潮安联谊社落户，除每周付给杂役茶钱之外，其余完全免费。在

这段时间，本会在研究会场，接待了世界各地的书法名家、进行公开讲座、

开展书法比赛、举行书家雅集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1979年，本会在研究会场重新开设毛笔与硬笔书法班各

二班；1985年3月15日，本会与潮安联谊社联合设立“潮安艺苑”，开设了

收费低廉的书法、篆刻及中画十余班。这些班级，奠定了我们后来在新加坡

书法中心开设书画印文各班的基石!

今天新加坡书法中心蓬勃发展，为书协在书法世界及本地艺坛争取到

崇高的声誉，这与林先生当年的搭桥铺路，不可分割。可以说，没有林先

生提供的机会与平台，我们无法想象，本会在当时华文教育发展极其低迷

之际，走向何方？饮水思源，我们对林先生的支持与顾爱，总是念兹在兹!

林先生曾经在1998年获得“新加坡书协10年金奖章”、2008年获

得“新加坡书协卓越贡献奖”。

本会特此颁发“新加坡书协25年卓越功绩金奖章”予林炳文先生，以

资表扬。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第45届理事会  启

                                     2013年11月17日

180919　在书协45周年会庆上，陈有康被授予“新加坡书协25年卓越功绩

金奖章”(CCSS 25 Years Meritorious Service Gold Award)，其赞词如下：

陈有康

陈有康先生在本会成立初期即经常协助本会处理文书与通讯工作。1983

年至1987年，他但任相等于现在的高级评议员的本会名誉会员。1988年至

今，他担任本会会务顾问。40年来，他对本会的发展一直从不同方面给予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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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80年代，当新加坡社团以博览会来筹募义款时，陈先生以本会

技术顾问身份，协助本会成功举办了多次博览会。本会因此得以以博览会之

收益，开展与各国书协之交流活动，并在1988年庆祝20周年会庆之际，邀请

到世界各国书会的代表莅新，举行了前所未见之各国书法家大型笔会，以及

催生了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中心(会)的成立！

陈先生曾经在1998年获得“新加坡书协10年金奖章”、2008年获

得“新加坡书协卓越贡献奖”。

本会特此颁发“新加坡书协25年卓越功绩金奖章”予陈有康，以资表

扬。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第45届理事会  启 

                                     2013年11月17日

 

2013年11月17日，张志贤代总理莅临新加坡书法中心主持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庆祝创会45周
年庆典时，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教授向前打开其座车前门之影。张代总理当天是自己驾车
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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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17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举办“新加坡文化奖章三家书法展”，以庆祝创会45周年，
图为参展者之一的陈声桂教授(左)，陪同新加坡代总理张志贤观赏会场三位书家作品之影。

一向都有采访书协新闻的中国四家媒体，2013年11月17日联袂前来参加书协45周年会庆，并与
主宾新加坡代总理张志贤（左三）合影。左四为书协会长陈声桂，其他人士左起：中国新华社
陈济鹏、经济日报陶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赵颖、中国中央电视台胡慧翼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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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重要文献

 1901  新加坡书坛大事记

 1902  海外书法艺术的座标

 1903  路是这样走出来的

 1904  陈声桂与纳丹总统七年书法缘

 1905  家家温饱　丹国纳新

 1906  悠悠白云送别纳丹总统

 1907  李光耀总理与新加坡书协

 1908  深切悼念李成义博士

 1909  陈景昭序“新加坡书协第一次公开展”

 1910  潘受撰“陈声桂与新加坡当前学书风气” 

 1911  世界各地的书法组织

 1912  新加坡的书法及美术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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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  新加坡书坛大事记
001	 1968年2月4日，书协筹委会在主席陈声桂召集下，举行第一次会

议；2月11日章程拟妥，正式向新加坡内政部社团注册官申请注册。

002	 1968年12月13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时称“新加坡中华书画研究

会”)获得新加坡内政部社团注册官批准成立。

003	 1969年2月2日，新加坡书协举行成立典礼。

004	 1970年2月24日，新加坡钢笔书法研究所所长陈声桂开始函授书法。

005	 1974年1月5日，新加坡书协订立会训“爱我中华”

006	 1974年，新加坡书协开设书法课程，由陈声桂担任导师，开当地书法

公开开课之先河。

007	 1974年2月3日，书协第五届理事就职，担任第一、二届会长的陈声

桂，再次回来领导书协。

008	 1977年8月7日，书协研究会场搬至潮安联谊社(25B，	Bukit	Pasoh	

Road)

009	 1978年书协会长陈声桂在总统府领取“全国青年服务奖”(1993年政

府易此奖名为新加坡杰出青年奖，SYA)。

010	 1980年9月19日，日本春秋书院南下办展，掀开了书协引进各国书展

之序幕。

011	 1983年5、6月间，书协26人团访问了上海、北京等10大城市并游黄

山，回程时在港澳逗留三日，这是书协首次组织的大型出访团。

012	 1983年12月23日，书协会长陈声桂等出访吉隆坡，参加“第四届国

际书法联合展”

013	 1987年9月21日，中国书协主席启功教授一行4人莅新访问，启老应

邀出任书协海外顾问。

014	 1988年新加坡书协获选为人民协会协作会员(之前的1980年，书协会

长陈声桂代表艺术总会作为人协协作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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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	 1988年5月14日，杨启霖书法基金会成立，实业家杨启霖捐资5万元

支持书法艺术。

016	 1988年12月10日，书协假首邦翠华楼举行20周年庆宴并向长期服务

于书协的人士颁发奖章。

017	 1988年12月11日，新加坡书协举办“国际书法家庭的建立与书法艺

术的交流研讨大会”。

018	 1990年元旦，新加坡书法研究院成立。

019	 1990年3月8日，全国首届妇女书法展开幕。

020	 1990年12月18日，书协与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中心联办之“第一届国

际书法交流新加坡大展”举行。次日，“第一届国际书法大会”召

开，“国际书法联络中心”易名“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

021	 1991年8月9日，书协会长陈声桂荣获黄金辉总统颁赐公共服务奖章/

书法(PBM)。

022	 1991年8月17日，书协正式搬入人民协会青年楼二楼10号新会址。

023	 1991年11月17日，书协举行“新加坡书协未来动向研讨会”。

024	 1992年7月24日，书协会长陈声桂荣获第一届亚细安成就奖(AAA)。

025	 1993年7月30日，黄金辉总统会见陈声桂会长。

026	 1993年12月13日，国家艺术理事会致函书协，政府决定拨出市区四

马路黄金地段及25万元无条件捐款供组建新加坡书法中心。

027	 1994年10月16日，新加坡书法中心举行动土典礼。

028	 1994年12月12日，新加坡书法中心第一届董事会人选委定，次年1月

1日正式上任，为期三年。

029	 1995年8月27日，书协搬进新加坡书法中心办公。

030	 1995年9月9日，新加坡书法中心启用，23个书法班级同时开课。

031	 1995年10月8日，新加坡第一张书法地铁卡——启功书法地铁卡发行，

筹得现金8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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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	 1996年5月27日，新加坡书法中心举行开幕典礼，由内政部长黄根成

主持。

033	 1997年3月28日，书协海外顾问启功教授第四次莅新。

034	 1997年7月25日，黄金辉总统伉俪参观新加坡书法中心。

035	 1998年8月26日，书协老顾问潘受获南洋理工大学颁授名誉文学博士。

036	 1998年11月15日，人力部长李文献医生主持书协30周年庆祝会。

037	 1999年2月23日，书协老顾问潘受逝世。

038	 1999年5月28日，王鼎昌总统驾临书协。

039	 1999年6月19日，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艺术部政务次长埃利奥特来访。

040	 2000年2月9日，新加坡副总理陈庆炎博士庆祝60大寿，书协会长陈

声桂应邀于陈博士的寿宴上即席挥写四尺大“寿”赠予陈副总理。

041	 2000年8月26日，吴作栋总理夫人陈子玲律师为“第二届全国妇女书

法展”主持开幕礼。

042	 2000年9月8日，新加坡书法中心庆祝成立五周年，主礼贵宾总理公署

特委政务部长姚智颁发“2000年陈景昭书法奖章”予本地书坛有一定

名望与水平的知名书法家。

043	 2000年9月22日，书协会长陈声桂荣获新加坡新闻与艺术部长兼环境

发展部长李玉全颁发“2000年新加坡文化奖章”。

044	 2002年5月17日，书协会长获颁“2002年万宝龙国际艺术大奖”。

045	 2002年8月8日，书协主办“日本书道艺术院第55回纪念展新加坡海

外展”在新加坡书法中心李光前堂举行。

046	 2002年9月1日，新加坡书法团访问印尼，与华人书法界及华社领导会

面交流。

047	 2003年7月18日，印尼书艺协会32人团莅新访问书协。

048	 2003年10月18日，教育部长尚达曼挥毫倡导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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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9	 2003年12月26日，书协热烈欢庆创会35年，主宾是交通部长姚照东。

050	 2004年9月7日，新加坡书协创立东南亚第一间老年书法大学。

051	 2004年10月3日，卫生部长许文远公开以毛笔书写爪夷文。

052	 2005年1月4日，书协会长陈声桂开始教新加坡第二任民选总统纳丹学

习书法。早两个月前，他先应约到总统府三楼客厅茶叙。

053	 2005年2月5日，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顺利开班。

054	 2005年3月19日，书协主办“新加坡印尼书法交流展”

055	 2005年5月31日，新加坡50位书法家的书作登陆巴黎公开展出。

056	 2005年7月7日，书协4人代表团赴中国北京参加该会海外顾问启功葬

礼。

057	 2005年9月9日，陈声桂会长应聘出任中国同济大学顾问教授。

058	 2005年9月10日，新加坡书法中心庆祝创立10周年。

059	 2005年9月30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10人团访问泰国。

060	 2006年1月14日，“部长挥笔为慈善暨第26届新加坡书法年展”在新

加坡书法中心隆重揭幕并为公益金筹得36万余元。

061	 2006年3月10日，新加坡共和国总统纳丹阁下为新加坡书协主办的				

“	第七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揭幕。

062	 2006年3月11日，第七届国际书法大会顺利召开。

063	 2006年6月9日，陈声桂会长荣获中国书法家协会颁给“荣誉奖”。

064	 2006年8月26日，新加坡书协八人团访问京、鄂、浙、吴。

065	 2006年11月25日，新加坡书协主办“第一届国际书法大赛”成绩揭

晓。

066	 2007年5月10日，“总统挥毫为慈善暨第27届新加坡书法年展”，得

新加坡共和国总统纳丹亲临主持并当众挥毫。他的书作“仁心”被四

马路观音堂以10万元之高价买下，创下本地书法作品售价最高纪录。

本次展览筹得善款31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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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7	 2007年11月11日，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秘书处由新加坡移交中国书

法家协会。

068	 2007年11月24日，教育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尚达曼亲临主持新加

坡老年书法大学首届毕业典礼及毕业生作品展。

069	 2008年3月9日，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校长陈声桂亲自带领38位学员

出席上海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主办的中华文化研习班。

070	 2008年8月17日，书协会长陈声桂陪同新加坡总统纳丹在少林寺挥毫。

071	 2008年10月4日，陈声桂会长荣获南洋理工大学“南洋校友成就奖”。

072	 2008年11月8日，新加坡总理公署部长兼执政党主席林文兴亲自主持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二届毕业典礼。

073	 2008年11月9日，陈声桂会长荣获总理李显龙颁给“40年社区服务

奖”。

074	 2008年11月28日，新加坡书协庆祝创会40年，主宾是新加坡总统纳

丹，财政部长尚达曼也到会并协助颁奖。

075	 2009年2月2日，新加坡书协与文协联办“潘受辞世10年遗墨展”

076	 2009年2月2日，“邱程光以‘新加坡书法中心’注册为公司”的盗

名案正式由高院上诉庭审结；三位上诉庭法官一致宣判邱程光败诉！

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即国家的终审法院，它对案件的判决是最后

的，也是永远的。

077	 2009年2月8日，新加坡书法中心会议厅命名为“胡载坤医生会议

厅”，以纪念一代名医——胡载坤医生。

078	 2009年3月13日，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二次赴中国上海同济大学浸

濡。

079	 2009年5月9日，纳丹总统国事访问日本携陈声桂书作赠送明仁天皇，

为此，陈声桂书作正式进入日本皇宫！

080	 2009年10月14日，在“第九届国际书法交流奈良大展”的国际书法

大会上，陈声桂被选举为国际书联唯一的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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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	 2009年11月14日，新加坡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再诺主持新加坡老年

大学第三届毕业典礼。

082	 2010年4月18日，中国上海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在新加坡挂牌。

083	 2010年5月28日，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三次赴中国上海同济大学浸

濡。

084	 2010年7月9日，书协会长举办第三次个人书法展并出版专集《陈声桂

书法(第二辑)》。

085	 2010年9月5日，观音堂佛祖庙赞助、新加坡书协主办第一届全国毛笔

与硬笔书法大赛，共5000余人参加。

086	 2010年11月6日，新加坡国会议长阿都拉主持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

四届毕业典礼。

087	 2011年5月16日，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四次赴中国上海同济大学浸

濡。

088	 2011年6月18日，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在新加坡成立。

089	 2011年8月5	日，新加坡第三任民选总统陈庆炎博士访问新加坡书法

中心(陈氏于2011年8月27日当选总统)。

090	 2011年8月28日，观音堂佛祖庙赞助，书协主办“第二届全国毛笔与

硬笔书法大赛”

091	 2011年9月26日，陈声桂会长出任上海市海外交流协会名誉顾问。

092	 2011年11月5日，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兼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李奕贤

主持新加坡老年大学第五届毕业典礼。

093	 2011年11月22日，陈声桂受邀出席中国文联全国代表大会。

094	 2012年5月25日，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赴中国同济大学进行第五届中

华文化研习班。

095	 2012年9月23日，观音堂佛祖庙赞助，书协主办第三届全国毛笔与硬

笔书法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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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6	 2012年11月3日，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主持新加坡老年书法大

学第六届毕业典礼。

097	 2013年5月24日，中国广东省韩山师范学院礼聘陈声桂会长为客座教

授。

098	 2013年5月31日，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六次赴同济大学浸濡。

099	 2013年5月31日，新加坡书协访问团拜会原广东省书记吴南生。

100	 2013年6月1日，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礼聘中国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

学院原院长、上海侨办副主任蔡建国为名誉校长。

101	 2013年9月8日，观音堂佛祖庙赞助，书协主办第四届全国毛笔与硬笔

书法大赛。

102	 2013年11月2日，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兼新加坡新闻及通

讯部高级政务部长黄循财主持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七届毕业典礼。

103 2013年11月6日，书协成立王瑞璧书法基金。

104	 2013年11月17日，新加坡代总理张志贤亲自主持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庆

祝45周年庆典并为“新加坡文化奖章三家书法展”揭幕。会上陈声桂

获颁“新加坡书协终身荣誉会长”。

105	 2013年12月，陈声桂编著《书论十一辑》面世。

106	 2014年1月12日，书协主办的“全国挥春大赛”在经历了三十一个寒

暑(30届)之后，改以“大会”的形式进行，依然得到书法爱好者热捧。

107	 2014年5月31日，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七次赴同济大学浸濡。

108	 2014年8月31日，由观音堂佛祖庙赞助、书协主办的第五届全国毛笔

与硬笔书法大赛，参赛人数近6000人。

109	 2014年9月19日，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访问书协。

110	 2014年11月1日，新加坡卫生部长颜金勇主持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

八届毕业典礼。

111	 2014年12月19日，陈声桂会长荣获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	颁给“中

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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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2015年2月17日，陈声桂、何钰峰荣获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

颁发建国艺术家奖牌。

113	 2015年5月30日，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八次赴同济大学浸濡。

114	 2015年6月14日，观音堂佛祖庙赞助，书协主办第六届全国毛笔与硬

笔书法大赛。

115	 2015年6月25日，书协成立陈勤川书法基金。

116	 2015年11月1日，新加坡书法中心庆祝成立20周年。

117	 2015年11月7日，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医生主持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

第九届毕业典礼。

118	 2016年3月26日，陈声桂当选新加坡艺术总会会长。

119	 2016年9月20日，中国书协颁发“国际书法交流特别贡献奖”给陈声

桂。

120	 2016年11月5日，新加坡教育部长兼交通部第二部长黄志明中将主持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十届毕业典礼。

																																									(陈朝祥整理		2016年11月21日)

1902  海外书法艺术的座标                                                                                            
(编者按：本文见诸陈声桂《五十年书坛巡礼》一书，原本可指引读者按图索骥，但因文中

资料，与《新加坡书法史》有直接关系，因再刊之)

海外书法艺术的座标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37年掠影
A．绪言

英国人史丹福·莱佛士(Sir.	Stamford	Raffles)于1819年登陆新加坡之

后，将新加坡纳入其殖民地。当时岛上只有150名渔夫。

1957年8月31日，位于新加坡以北的马来半岛上的马来联邦、马来属

邦，及三州府中的马六甲、槟榔屿共11个单位组成马来亚联合邦，脱离英

国独立。新加坡虽是三州府之一，但被分而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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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6月3日，英国宣布新加坡为自治邦，除国防、外交之外，内部

得以自治，设正副总理，及内政、财政、律政、国家发展、教育、交通、

卫生等部。

1963年9月16日，英国将其统治的“北婆罗洲”(婆罗洲是印尼的一个

大岛)、北婆罗洲左边的“砂劳越”，以及“新加坡”，一齐交给了马来亚

联合邦政府，组织了马来西亚国，声称这三州己离开宗主国获得独立。

由于新加坡州政府的出色表现，威胁到马来西亚中央政府执政联盟的

稳定，于是，中央政府于1965年8月9把新加坡踢出来。自那天起，新加坡

共和国诞生了。

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之前，四大种族(华、巫、印、欧)的语文学校是并

存的，所以立国之日，巫文被列为国语；华、巫、印、英四种语文被列为官

方语文；英文列为行政语文。

此后由于生活与生计的关系，英语由行政语改称工作语，三大民族的语

文，如同附件。1980年12月31日，新加坡各民族学校中的小学与大学正式

结束，并入英校；1984年12月31日，各民族中学也正式结束，并人英校。

自1985年元旦起，新加坡四百余间学校，自小而大，一律以英文为教学媒

介语，其它三种语文，只作为第二语文教授，学生进入大学，除英文及格

外，第二语文也得及格。

2003年2月28日，新加坡政府进一步宣布：两年后，即2005年7月大学

开课时，“第二语文及格”不是进入大学的必备条件，也不算积分。自此，

读不读第二语文(民族语文)，是学生家长的责任了。

B．开展国际书法交流活动，多方向人取经

创立于1968年12月13日的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为新加坡最早的全国性

书法组织，在过去37年以举办比赛、展览、讲座、示范，及进行出版、交

流、互访、接待称誉于世界书法家庭，由各国各地区代表性书法协会于1988

年共同创建的“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的秘书处，也交由新加坡书协主持。

我于1968年初开始筹组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并于当年11月6日创立中国

钢笔书法研究所(后改称	“新加坡中华书道院”)。

1968年12月13日，新加坡书协获得政府社团注册局批准成立，于是公

开招收会员。翌年(1969年)2月2日书协举行成立典礼。

书协成立的这三十七年，我除了1971年至1973年在大学及教育学院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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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不克担任会长一职外，其余卅四年，均蝉联会长。卅七年来，我工余的

时间，不是教授书法、读书，便是处理会务，任劳任怨、夙夜匪懈，把一

生最宝贵的年华全部献给了民族的文化事业。

1974年至1979年，可说是新加坡华文学校走向终结，以及中华书法走

向萎靡的年代，我带领书协同人孤军奋战，苦苦支撑。曾有三次，因为会内

经济困难、活动地点无着，以致部分会员建议解散这个新加坡唯一的书法组

织，可是，在我坚定的意志，及顽强的毅力的驱使下，还是坚持发展下去！

因此，我被当地人士誉为书坛的“中流砥柱”。

1980，是新加坡书协的新里程碑，也是新加坡书坛的分水岭。

这一年，新加坡书协开始了“走出去，请进来”的工作方针，首次将日

本拥有五万名会员的春秋书院的书法作品，介绍到新加坡公展。　　

此后，新加坡书协几乎每年都介绍至少两个外国书法组织在新加坡公

展。新加坡书协与日本每日书道会、(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国际书法艺

术联合韩国本部(即东方书研会)、中国书法家协会、马来西亚书艺协会、香

港中国书道协会、澳大利亚书法协会、菲律宾中华书法学会、澳门书法家协

会、印尼书艺协会、加拿大中国书法协会、美洲中华书法学会、巴西中华书

法学会、汶莱中华书画协会等全部挂钩，在新加坡举行新日书法交流展、新

台书法交流展、新韩书法交流展、新中书法交流展、新马书法交流展、新港

书法交流展，及新加坡澳大利亚书法交流展等，并且出版了专刊，以及与

韩、港二地书法会结为姐妹会。新加坡书协不但于1981年联办了在新加坡举

行的第二届国际书法联合展，也参加了以后各届的国际书法联合展，及各地

的国际书法展。新加坡书协也派团到台、日、港、中、马、韩、澳(门)、汶

(莱)、法、印(尼)、泰出席会议及访问。这些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书坛盛事。

1983年，我带廿六人北上访问中国十个大都会的书法组织，并游历黄

山；1986年第二次组团北上北京举行第二次中新书法交流展，及穗新书法交

流展(广东新加坡书法交流展)，且分别出版了专刊。　　　　　　　　　　

1984年，当新加坡与中国的纯文化艺术交流的活动及风气尚未完全打开

时，我经过一年的奔走，促成了新中书法交流展于当年12月12日在国家博物

院隆重揭幕；而以沈鹏为首的中国书法家代表团，也同时抵达新加坡访问及

进行书法交流。这是新中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桩大事，对此后，特别是后来一

二十年二地频繁的文化艺术交流，产生了既深且远的影响。

自1991年起，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也开展与中国各省及直辖市的书法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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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展，迄今已有16个，即吉林、黑龙江、浙江、河南、内蒙古、安徽、北

京市、河北、重庆市、贵州、云南、江苏、甘肃、新疆、湖北、江西，另

有许多省或市或县来新办展。

时至今日，我作为一个新中文化交流的开拓者所付出的心力，还是经

常被本地和中国的友人所津津乐道的。中国友人甚至撰文赞我为“新加坡

书法之父”；新加坡第一大报，英文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选我为NationaI	

Treasure(国宝)；资深外交家、担任人民协会总执行理事长长达17年的李宗

严，及不少社会名人称我为“国宝”。	

1988年12月11日，新加坡书协在庆祝成立20周年庆祝活动时，假新

加坡第一大酒店举办了一个“国际书法家庭的建立与书法艺术的交流研讨

大会”，出席大会的各国书法团体，如中国书法家协会、(台湾)中国书法

学会、日本每日书道会、香港中国书道协会、马来西亚书艺协会、国际书

法艺术联合韩国本部(原称东方研书会)及新加坡书协等代表共41人，在热

烈讨论后，决定先行设立“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of	Chinese	Calligraphy，简称“国际书联”)，秘书处设于新加坡，由新加

坡书协主持，我担任执行理事长。1990年12月18日，被誉为“当代兰亭”

的“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The	1st	International	Chinese	Calligraphy	

Exchange	Exhibition)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院隆重揭幕，新加坡副总理王鼎昌

(后当选为总统)亲临主持盛典，并致开幕词。次日，第一届国际书法大会也

成功召开，这是世界书法活动的里程碑。在当年，也决定将“国际书联”改

称“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InternationaI	Congress	of	Chinese	Calligraphy/

ICCC)。

这些活动不只丰富了新加坡书法的历史，也为世界书坛锦上添花。

C．书协会员出国挥毫，弘扬华夏文化

1978年，新加坡旅游促进局首次决定派人出国挥毫书法，以宏扬我

国文化，并吸引旅客来新观光或定居，我是第一位获选出国的书法家。此

后，我又奉派出门九次(共10次)。由1979年起，至少有20位书协成员出国

宣扬书艺，足迹遍及亚洲、欧洲、大洋洲、非洲及北美洲等地。今天，新

加坡旅游局、新加坡航空公司、总理公署、财政部，每年均请书协派不少

书家出国挥毫。

做为一个国际友人，我也担任了香港中国书道协会顾问(1981年起)、马

来西亚书艺协会顾问(1985年起)、西安书学院名誉理事(1987)、陕西于右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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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协会顾问(1987)、菲律宾中华书法学会学术顾问(1989)。1984年起，我

应约前往吉隆坡担任马来西亚教师总会“全国华文书法比赛”评判。1985

年，中国书协与中国河南书法家协会(原称中国书协河南分会)举办“国际书

法展览”，我也应大会邀请，担任三位荣誉评选委员之一，另二位是全日本

书道联盟理事长饭岛春敬，及日本关西书法大师村上三岛。1995年10月，我

应聘前往北京担任中央电视台“第三届中国书法篆刻电视大赛”评判；同年

11月，我应聘前往中华台北(台湾)担任实践设计管理大学“第一届养乐多杯

全国小学生书法比赛”评判。

D．发行《新加坡书法报》，加强讯息传播

1994年至今，书协每年平均刊印《新加坡书法报》专刊五期，发行全

球42个国家与地区。目前己发行了52期。

《新加坡书法报》把新加坡书坛的讯息与动态，发送至世界各地，不只

加强新加坡与各地同道与组织的了解与交往，也加强国家与国家的同道与组

织的了解与交往，它是目前世界上通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份书法刊物。

E．提倡硬笔书法，还书于民

成功的路上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走出来的，来不得半点虚假

或浮夸。

时至今日，新加坡书协己跨越三分之一个世纪，共计37个年头。这不

是一个短暂的日子，但从我立心打这场持久仗上看，卅七年只是个开始。

我在创会之时就向社会发出宣言：我们是有信心、有毅力的，即使需要10

年、12年、15年才可以踏上轨道，我们也会共底于成。卅七年，我们确实

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出一条路来，也为新加坡书法史上谱写出光辉的一

页。当年，我喻之为如同上学求知，从小学到高中，到大学。卅七年，我

们早已是“大学毕业”，“修完博士”学位进入服务社会、造福社会的黄

金时代了。我在新加坡书协25周年纪念刊上曾经总结说：“书协首10年，

是在逆水行舟中，整合队伍、调整组织的10年。第二个10年，是在阔步前

进中，落力建设，广交朋友的10年。”接下来的5年，“是书协在坚实、稳

健的基础上，取得丰硕成果的5年。”而今，又过了12年，新加坡书协在国

内外的地位获得更进一步的提升。

新加坡书协于1974年订下“爱我中华”为会训。这会训寓爱中华文化、

教育、艺术之意，并作为日后推广各项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广而言之，是

培养民族的意识，重视文化的传承。而要到达这个目标，需要的是事实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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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胆色与毅力，而不是“偏向虎山行”的一时之勇气。

是的，新加坡书法史上见证了我们是如何“逆水行舟”。

众所周知，新加坡书协成立之日，正是华文教育处于急剧衰退之时，

这是逆水之一；随着时代的变迁，书写工具的改革，以毛笔为书写工具的

书法，有日渐式微之势，学校也不再将书法列为必修课，这是逆水之二；

书艺成为少数人，或有闲人士的专利，这是逆水之三；“硬笔”书法未被

认同，阻碍书艺普及推广，这是逆水之四；对书法有认识之士，长期分散

而少联络，各自为政，这是逆水之五。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书协要推广

书艺活动，并非易事。如何冲出重围来推动、普及，成为摆在书协同人面

前亟待解决的课题。	

作为一个会长，我察觉到硬笔书法是一个重要环节。1973年8月，书协

与星洲日报联办“全新现场书法比赛”(即全国现场书法比赛)就有钢笔书法

一项，而参加这项比赛的人多达521位，占了总人数的三分之二，显示了钢

笔书艺的受人重视，并不让毛笔专美。在颁奖会上，我及时作了理论上的总

结：“今天，每个人袋子所插的，正是钢笔，因此，我们得到一个很好的启

示：书法的提倡必须配合实际环境——我们一方面要学习掌握可以表现中华

书艺的毛笔，但也要学习掌握硬笔，以便结合其实用价值。假如能达到这一

目标，书法的普及，将指日可待了。”			

我还说，“提倡书法，使它普及，先要打破及摒弃近于钻牛角尖的理

论，否则‘虽曰爱之，实则害之’，书法一定会被社会遗忘或淘汰，或者

沦为少数有闲人士的专利。”			

在1974年一次“庆祝创会5周年书法专题演讲会——书法研究的新领域”

上，我进一步阐明:“硬笔书法是书法研究的一个新领域。随着科学的发达、

时代的进步、书写工具的多样化，从事这门艺术的研究，若不能及时关注、

研究、掌握新的书写工具，势必与社会脱节。”

我于1977年出版的《中华书法讲话》，也从理论上填补了硬笔书法

的空缺。我的实践活动中一再证明，硬笔书艺在民众之中富有潜在的生命

力。1974年新加坡书协开设了钢笔书法课程，谱写了新加坡硬笔书法研究

史上新的一页。1978年，书协成功地举办了“第一届全国硬笔书法展”，

至1980年，一共举办了三届全国硬笔书法展览，并出版了《新加坡硬笔书

法选辑》。1995年举办第一届全国硬笔书法公开大赛；1996年参加第二届

全国硬笔书法大赛的人数竟多达千余人；1977年第三届全国硬笔书法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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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我们停办比赛几年。2005年9月，我们又举办了“建国40年全国硬笔

书法公开大赛”，这次人数多达二千余人。

F．开设班级、举办比赛，以普及书艺

新加坡书协于1974年首创书法班，开创新加坡公开开设书法班的先

河。1981年，新加坡书协更跨前一步，与我国唯一最高学府国立新加坡大

学校外进修系合办“毛笔书法研究班”、“硬笔书法研究班	”、“篆刻研

究班”、“书画裱褙班”，为期长达十年。1985年书协又和潮安联谊社合

设“潮安艺苑”，开设成人及少儿书法班12班、篆刻一班、共计13班，为

期十年。目前在新加坡书法中心开办的书法班级，已近50班。书协开设班

级之多、时间持续之长、参与人数之众，亦是我国书法研究之首创记录。

由开办书法班以及后来不断举办毛笔与硬笔书法展，特别是从1981年

至今，新加坡书协所举办的新加坡书法年展、全国妇女书法展、全国青少

年展等等，不仅推动了新加坡书艺的发展，也为书家提供无数聚集、观摩

的机会，为书艺界的团结共进，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自1983年起，每年年头举行的全国挥春大赛已举办了22届，男女老少

兴致高昂，反应热烈。从1990年至今，我在实践与理论上走的就是这样一

条“还书法于民”的路，也唯有这样，中华书艺才能真正在民众中扎根，

在普及的基础上获得质与量的提升。

G．成立新加坡书法研究院，推行晋级考试

1990年元旦，新加坡书法研究院成立，说明了新加坡书艺在新加坡书协

的努力推动下，已不仅仅限于展出、比赛、开班、讲座，或是观摩，而是更

上一层楼，负起系统地培养新一代书法人才的社会职责。我们推行的“书法

晋级考试”更进一步使进修者具备实践与理论的素质保证。

H．建立新加坡书法中心，让书家有家

1993年12月13日，国家艺术理事会写信给新加坡书协，立意将位于市

区一块黄金地带的一幢占地800平方公尺、市值1，400万新元的旧建筑物

交给我们改建为“新加坡书法中心”。　

新加坡书协成立之初，六迁其址，正是苦于没有一个属于自己可以永久

使用的会址，限制了协会的宏观发展计划。所以政府这个决定，不仅令书协

同人振奋，也令社会上各界对新加坡书协刮目相看。然而，虽有地有房子，

还需要一番修葺，始能物尽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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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4年10月16日上午举行动土典礼后的9个月，在我的领导下，政

府、社会团体、个人均给予书协鼎力的支持与慷慨的捐助；而书协成员，从

理事到会员，更是全力以赴，他们不仅出资，而且出力，书法家们以握毫之

手，挥动铁锹、扫帚，为中心的建设投入了自己的辛劳和汗水。

1995年7月10日，改建工程全部竣工，书法中心大厦以135万元建成。

书法中心大厦拥有一个展览厅(李光前堂)，可以悬挂约70件作品；楼上

拥有三间讲堂、一间会议厅、一间总办公室、一间研究及资讯室；楼下亦有

二间讲堂，及一间接待室。

1995年9月9日(中秋节)，书法中心正式启用。

1996年5月27日，书法中心由新加坡内政部长黄根成揭幕，600余位贵

宾出席典礼。自此，位于滑铁卢街48号的这座建筑物名副其实地成了新加坡

书法的“中心”，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这是一座里程碑式的建筑!新加

坡书法家协会，也由此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新加坡书法中心启用至今十年，海外同道名人莅访，每周至少二批，

来访的有：新加坡原总统黄金辉伉俪、总统王鼎昌，国会议长阿都拉、部

长杨荣文(三次)、姚照东、许文远、雅国博士、维文医生、尚达曼、陈敏良

(三次)、姚智(五次)、简丽中博士、再诺、符喜泉、曾士生(五次)，贸易与工

业部高级政务次长陈原生，新闻与艺术部高级政务次长雅迪曼·尤索夫，教

育部政务次长贺华吉，西北区市长张 宾，新加坡吴作栋总理夫人陈子玲，

新加坡新闻与艺术部三任常任秘书陈振忠准将、严昌明、陈振南博士，贸易

与工业部常任秘书王瑞杰，国家艺术理事会二任主席许通美教授、刘太格，

中国四任大使傅学章、陈宝鎏、张九桓、张云，日本大使桢田邦彦，法国大

使H．E	Jean-Paul	Reau，中国人民日报社长邵华泽，国家艺术理事三任执

行理事长符名梁、朱添寿、李泉香，中国文联党组书记高占祥，原中国书协

主席启功教授，国会新闻与艺术委员会主席周亨增，中国四任公使管木、刘

谨凤、罗照辉、黄勇，中国三任总领事杜坚、王文柱伉俪、黄晓键，中华台

北财团法人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执行长简静惠，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艺术部

次长罗莲·	埃利奥特(Ms	Lorraine	Elliot)等等，而国内外书法同仁也来往频

仍，各种书事接连不断，书协活动全面展开，呈现了繁荣发展的空前盛况。

所有这些活动说明，成立新加坡书法中心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书法中心不只名扬于新加坡书法发展史，也载名于中华书坛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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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活动能有效地进行、开展，说明书法中心是新加坡史上首个组

织健全及完善的书法机构。这个机构的存在，对新加坡书艺的发展必将产生

深远的影响；对整个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推展也起桥梁的作用。

I．创建老年书法大学，体现人间重晚晴

为了体现人间重晚晴的理念，我于2004年9月创立了东南亚第一间老年

书法大学——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让新加坡甚至邻近国家的老年人可以陶

治性情、颐养天年。书大获得热烈反响，已于2005年2月顺利开课。

J．总结

在领导当地书法运动的同时，我也献出了许多宝贵的时间服务社会。

我担任了文化部、社会发展部(兼管文化活动)、人民协会，及国家博物院等

许多重要展览的评判、工作委员、宣传主任；当地不少书法展、比赛会的顾

问、主席、评判等。我也担任文化部、社会发展部，及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

会艺术咨询委员二十余年；新加坡艺术总会理事、副秘书长及副会长卅二

年；人民协会协作会员廿五年(编者按：陈君于1980年起，代表艺术总会作

为人民协会协作会员)，我也经常应邀在电视台、电台、师资训练学院、初

级学院、中学、联络所、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院等公私机构演讲及示范。

我也为书协成立了五个书法基金会，积累了三十余万元。　

经过三十七年，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由一个寂寂无闻的民间书法团体，发

展到今天享誉海内外，并受到新加坡朝野人士的重视的机构，殊非易事	(在

10余人组成的新加坡内阁中，先后与我研习书法的，有1位副总理、5位部

长。另有2位部长，已经卸任；1位副总理，已经去世)	。

1988年，由总理担任主席的人民协会批准接受书协成为人协协作会员				

(全国六千社团中，仅选出八十余个具有总会身份的社团)。文化部自1976年

起便拨款支持书协之活动项目。文化部、社会发展部、新闻与艺术部，及

国家艺术理事会逐年拨款津贴书协之开销，由1985年的4000元增至2005年

的58，000元，增幅十几倍。书协出版的各种专刊及书刊，也获得新加坡文

化部长于1972年在宪报上公布，免予申请出版准字。1988年5月11日，新

加坡交通与新闻部常任秘书也函示，准许《新加坡书法报》(杂志)免予申请

出版准字即可出版。1974年，由政界领袖担任会长的新加坡艺术总会也正

式批准新加坡书协为其基本会员。新加坡书协的社会崇高地位，受到了政

府及社会有名望的政商团体的器重。虽说岁月带走了书协同仁三十七个“金

色年华”，但我说过：“人生有什么比把青春献给自己的民族文化事业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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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还有什么比他们立志将有限的生命，奉献给自己追求的永恒事业更

能鼓舞人心的？”

我在《书协25周年纪念刊》上说：“一部新加坡书协的发展史，是一

部新加坡书法的发展史。没有新加坡书协，便没有这25年的新加坡书法，

也没有这25年的新加坡书法史。”

新加坡书坛，在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的努力耕耘下，是一个百花齐放的

书坛!	

(美金1元折新币1元6角8分)	　　　　　　　　　　　　　　　　　　

　　　　　　

K．附件：各国各地书法会成立的日期：

1．	(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	 1962年	(民国51年)9月28日

2.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	 1968年12月13日

3．	美洲中华书法学会	 1977年10月11日

4．	(日本财团法人)每日书道会	 1981年1月(可追溯至1948年)

5．	国际书法艺术联合韩国本部	 198X年(原称东方研书会)

6．	马来西亚书艺协会	 1985年1月12日

7．	香港中国书道协会	 1988年10月21日成立				

																																				 1996年3月8日正式注册

8．	菲律宾中华书法学会	 1989年7月8日

9．	澳门书法家协会	 1996年8月	

10．印尼书艺协会	 2003年8月1日

11．法国书法家协会

12．加拿大中国书法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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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澳大利亚书法协会

14．巴西中华书法学会											

																																																								2005年9月1日								

(编者按：这是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于2005年9月9日上午在中国上海同济大

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主办的“全球化与中华文化的传播、交流”国际论坛上的讲词(The 

lnternationaI Forum on globalization & The  Diffusion &Communication 

of China Culture， International school Tongji University) 当天中午，陈会长

也受聘为这间中国的著名大学的“顾问教授”Advisory Professor，为新加坡的第一

人) 。　　　　　　　　　　　　　　　　　　　　　　　　　　　　　　　　　　

1903  路是这样走出来的

路是这样走出来的

——陈声桂与“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二十八年
																																																														云二静

滑铁卢街48号

提起“滑铁卢”三个字，人们经常联想到的拿破仑的失败，如是，凡是

以“滑铁卢”命名的街道，或是其他什么的，好像也不见光彩。香港的Waterloo	

St，不是译成“滑铁卢街”，而是译成“窝打老道”，是否避嫌，不得而知，当

地人却戏谑为“我打老豆”(“我打父亲”，老豆意即“父亲”)。然而，若是

在新加坡提起“滑铁卢街48号”，我们获得的是另一个时代的骄傲，另一种

激励人心的讯息。隶属新加坡书法家协会(The	Chinese	Calligraphy	Society	

of	Singapore)之新加坡书法中心(Singapore	Calligraphy	Centre)就座落在这

里。它的诞生，是新加坡书法史上的新里程碑。

你是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员也好，不是也没关系，只要你走进书法中

心，你就能分享到他们的成就，你就会自然而然地对他们这28年来，热心

弘扬中华艺术的精神，肃然起敬！

1993年12月13日，国家艺术理事会写信给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立意将

位于市区这块黄金地带的一幢占地800多平方公尺、市值千万新元的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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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交给他们改建为新加坡书法中心。这个决定不仅令新加坡书协同人振奋，

也令社会上各界对新加坡书协刮目相看。

何独新加坡书协获此殊荣，受委重任？这里暂且按下不表，先提筹建书

法中心的一番奔波奋斗以及中心成立之后的深远影响。

新加坡书法中心的筹建

新加坡书协成立之初，七迁其址，正是苦于没有一个属于自己可以永久

使用的会址，限制了协会的宏观发展计划。如今，虽有地有房子，然还需要

一番修葺，始能物尽其用。最初，市区重建局对这项改建工程的费用估计是

55万新元。	1994年初，新加坡书协举行公开投标，则是69万5千元。后因

1994年底，旧墙在连绵大雨中倒塌，加上通货膨胀及政府实行消费税，改

建费猛涨至111万新元。再加室内必须的装修、铺设庭院及停车场、增添设

备等，总计整座改建费用为130万至135万新元。筹建这笔巨款本已不易，要

在短期内筹足这笔费用就更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这里牵涉到社会各界人

士对书协的社会地位的认同与支持，与此同时也是对书协同人的凝聚力与理

事会的战斗力的一次考验。

从国家艺术理事会送出滑铁卢街48号这幢建筑物，已经足以肯定新加

坡书协的社会地位，政府率先拨款新币25万元作为装修费，并豁免所有捐

款人士的个人或公司所得税，更进一步说明新加坡书协在社会上的声威。	

而作为蝉联新加坡书协会长一职长达25年的陈声桂，更加明白负起这次筹

款的重大责任，他以其一贯果敢踏实的办事精神，夙夜匪懈、任劳任怨地

率领众理事及会员，于1994年3月开展捐款活动。仅年余就筹得新币86万

元，其中李氏基金主席李成义博士捐助20万元；许兄弟公司报销铺设庭院

及停车场费用5万元；观音堂佛祖庙、茶阳(大埔)会馆，及新加坡书法家协

会各捐助5万元；并有海外热心团体与个人鼎力捐助，如：中国教育学会·

书法教育研究会捐助人民币10万元(折新币1万7000元)、马来西亚书艺协会

捐助新币1万元、(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会长陈其铨教授捐助新币5千元、

印尼李荣扬捐助新币2千元、中国福建书家沈岩捐助新币1千元。其余款项，

则是社会热心人士、书协顾问、评议员、会员，及学员捐献的。上述种种，

再一次说明新加坡书协与新加坡书法中心享有的崇高社会地位与社会声誉，

是毋庸置疑的。

1995年7月10日，改建工程全部竣工。1995年8月27日，新加坡书协正

式搬入新加坡书法中心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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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建后的书法中心拥有一个展览厅(李光前堂)，可以悬挂约80件作品；

楼上作为书法研究院，拥有三间讲堂、一间会议厅、一间总办公室、一间研

究及资讯室；楼下亦有二间讲堂，及挥毫室、接待室、客房各一间。

有说：月到中秋分外明，1995年9月9日(中秋节)新加坡书法中心正式启

用。23个书法班级同时开课(今增加到27个班级)，新加坡环境发展部高级政

务次长兼新加坡艺术总会会长何家良亲自为“新加坡书法中心开放日暨新加

坡书协中秋晚会”主持仪式，亦可象征是中心的“分外明亮的前景”；11月

4日书法中心展览厅“李光前堂”正式启用。25日，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许

通美教授伉俪率其五位署长联袂访问中心；26日社会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庄

日昆莅访。展现出(新加坡书法中心)负起推广中华书艺的美好前途。

组织的健全，是各项工作顺利运作的一个保证。新加坡书法中心管理架

构分设董事会、艺术总监会议、新加坡书法研究院三个方面，并由这三方面

的负责人负责运作管理。

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会是独立的，由28位商翁、专业人士及书法家组

成。名誉主席是杨启霖、林炳文；主席郑文麟、副主席蔡敷仪、陈佳模、

许钟发医生、刘泰山，董事曾台邦、蔡萱、张兼嘉、曾庆海、蔡耀兴、王

龙山、符传国、王荣温(会测师)、符懋奋(审计师)、陈汉容(药剂师)、郭锦彪

(电脑工程师)、刘伟英(大学副教授)、陈爽洋(大学讲师)、陈有康、陈声桂、

杨应春、何钰峰、王雅娇、林友兴、陈镜洲(医生)。	董事兼义务秘书是杨应

春，义务副秘书为黄雍乐。

艺术总监会议是书法中心的日常执行及行政机构，它是下列义务人员组

成。艺术总监：陈声桂、艺术总监特别助理杨应春，副艺术总监：何钰峰(活

动)、朱碧妹(联络)、吕永华(铨叙)、黄雍乐小姐(课程)、杨应然(总务)、余亚

顺(财务)。

新加坡书法研究院名誉院长启功教授(中国)、陈其铨(中华台北)、金子

鸥亭(日本)，院长陈声桂，副院长杨应春、何钰峰、朱碧妹、吕永华、黄雍

乐、杨应然、余亚顺。	

书法中心　名闻遐迩　书家知己　慕名而来

新加坡书法中心启用至今年余，仅1996年前来访问、座谈的书家知己、

贵宾就有：

中国安徽书法代表团(团长刘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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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傅学章与文化参赞赖祖金贵宾；

以陆鸿升为团长，费之雄、王锡麒为副团长的中国苏州寒山会社书法

代表团，一行6人；

杨清盛为团长的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代表团；

教育部学校署署长黄庆新、小学署副署长耶雅、中学署助理署长钟宝

玉、淡滨尼初级学院院长李家全等贵宾；

新加坡艺术总会会长何家良、副会长张良材及各理事5月10日莅临中心

观赏该会在“李光前堂”展出的30周年纪念美展作品；

中国陕西画家苗重安伉俪；

福建书家白鸿；

中国名人艺术家一行13人；

新加坡新闻与艺术部常务秘书陈振忠准将、国家艺术理事会执行理事

长符名梁、艺术设施署署长许国华、副署长陈铭禧小姐、助理署长郭茵茵

小姐等贵宾；

中国中央电视台代表团(团长程宏)；

由中国书法报社社长饶兴成任团长、河北省文联副主席邹明山任顾问的

中国书法报4人代表团；

社会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庄日昆、中国书家庄锡仲；

中国当代百家妇女书法展代表团(北京董正贺、南京孙晓云)及前来剪彩

与观赏展出的中国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傅学章及夫人李凯荣；

人数最多、气势浩大的是中国书法教育学会一行23人的代表团，该团由

中国书法教育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中国书画报》常务副社长及总编辑路棣

任团长、原贵阳市委书记王邸及贵州省人大科教文副主任赵西林任顾问；

中国书法家协会秘书长谢云、办公厅副主任吕如雄；

国家艺术理事会行政署署长李顺福及其率领的23位官员；

劳工部高级次长李玉胜贵宾11月3日前来“李光前堂”主持新加坡第二

届全国硬笔书法公开大赛优胜作品展揭幕。

11月7日，书法中心董事会正副主席郑文麟、陈佳模，新加坡书法家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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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正副会长陈声桂、何钰峰、吕永华等在中心热烈迎迓到访的中国人民日报

社长邵华泽、外事局长景宪法、文艺部主任记者郭运德、国际部主任记者黄

晴等贵宾。邵社长在挥毫室即席挥写行书3件分赠新加坡书协及陈声桂会长，

另加写一件送予新加坡吴作栋总理。陈会长亦即席书写行书中堂2件回奉。

1996年，在中心“李光前堂”举行的书画展多达20余项。其中，1996

年8月10日至8月17日展出的“中国当代百家妇女书法展”，就有来自28个

省市103位妇女的作品。陈声桂会长在“中国当代百家妇女书法展”特刊

刊首语指出“这次举办的中国当代百家妇女书法展，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妇

女书法的崛起！”

所有这些活动说明成立书法中心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真可谓：书法中心名扬遐迩，书家知己慕名而来。

书法中心不只名扬于新加坡书法发展史，也载名中华书坛史册。

所有这些活动能有效地进行、开展，说明书法中心是新加坡书法史上首

个组织健全及完善的机构。这个机构的存在对新加坡书艺的发展必将产生深

远的影响，对整个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推展起桥梁的作用。

陈声桂会长的高瞻远瞩 、胆色与谋略

新加坡书法中心纪念碑文有这样一段话：无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孜孜不倦

推广书艺，则无新加坡书法中心；无国家艺术理事会鼎力支持相助，则无新

加坡书法中心；无陈声桂会长倾力奔走，则无新加坡书法中心。

陈声桂又名陈磐，另署游子、苦行僧，生于1948年，广东潮安人，新加

坡公民。1972年毕业于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获得文学士学位。

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建国。1967年底，只有20岁的陈

声桂就以智者的智慧，高瞻远瞩，邀约朱碧妹、杨应春等七人发起成立新

加坡中华书画研究会(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前身)，经过整整一年的努力与奔

波，1968年始获批准。

说他们“高瞻远瞩”，因为立国伊始，百业待兴。社会百态如同雾里看

花。时局的发展却是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令人眼花缭乱，一时难辨

真伪。眼光短浅的，或是只顾眼前，或是急功近利。唯有智者独具慧眼，能

高瞻远瞩，陈声桂会长正是这类智者，站得高，看得远。

世界一切事物中，人是最主要的因素。人的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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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如是，在解决社会上各种课题，朝向国强民富的目标时，百年树人

是一项长远的、不能掉以轻心的工作。国民要具备高素质的内涵，才可能群

策群力，共同建设一个优雅的社会，不会满身铜臭，面目可憎。

中华文化五千年，各类文学艺术的遗产是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精神食粮。其中，书艺是独一无二的瑰宝。尽管有人对走这条路心存怀

疑，认为艺术不能解决民生，书艺更是一门“将死的艺术”。陈声桂会长

却深信这是一条提高人民素质，通向优雅社会的康庄大道。他在成立典礼

会上就说过，“中华书画艺术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历史悠久，有其独特的

地位。”“我们与其在茫茫然的万花筒社会中迷惘，倒不如承先启后。”	

他深信通过书法可以体现方块字的独特艺术结构，予人一种欣赏的美感享

受，从而提升我们认识并对这一文字产生亲切感与兴趣，促进大家进一步去

学习、掌握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只要持之以恒，必能对社会有所贡献，乃

至大放异彩。日后的事实也证明，70年代华文教育急剧衰退时期，新加坡书

协的成立，书艺活动的推广，在一定程度上挽救逐渐走入低潮的华文教育。

说他们有胆色，因为新加坡立国之前，本是英国殖民地，是英国人控制

下的一个商品转口码头，走的是急功近利的商业路线，文化上实行的是奴化

教育。中华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倍受排斥。立国初期，仍未完全摆脱殖民地

文化的枷锁。如是，要在人力、物力、财力都不足的条件下，献身于中华文

化的书画艺术，少一分胆色，恐怕连跨出第一步的勇气也没有。更不要说立

心，乃至以实际行动起来打一辈子的持久仗。

年轻人多半有胆色，所谓出生之犊不怕虎，但不一定有谋略。陈声桂

会长却是一个有谋略的人。他的谋略就是开门办书艺，打破少数人，或有

闲人士左右书艺发展的局面。他坚持一条“还书法于民”的路线，所以书

协在他的领导下，能在逆水中克服重重困难，从小到大，最后赢得新加坡政

府在1983年予以升格，从而确定了新加坡书协作为全国书法总会的地位。

一步一个脚印，路是这样走出来的

成功的路上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走出来的，来不得半点虚假或

浮夸。

时至今日，新加坡书协已跨越四分之一个世纪，计28个年头。这不是

一个短暂的日子，但从陈声桂会长立心打这场持久仗的壮志上看，28年只

是个开始。他在创会之时就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向社会发出宣言，他们是有

信心，有毅力，即使需要10年，12年，15年才可以踏上轨道，他们也会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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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于成。28年，他们确实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出一条路来，也为新加坡

书法史上谱写出光辉的一页。当年，陈声桂会长喻之为如同上学求知，从小

学到高中，到大学。28年，早已是“大学毕业”，“修完博士”学位进入服

务社会、造福社会的黄金时代。陈声桂会长在新加坡书协25周年纪念刊上曾

经总结说，“书协首10年，是在逆水行舟中，整合队伍、调整组织的10年。	

第二个10年，是在阔步前进中，落力建设、广交朋友的10年。”接下来的五

年，“是书协在坚实、稳健的基础上，取得丰硕成果的五年。”而今，又过

了3年，新加坡书协在国内外的地位获得更进一步的确认。

好一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明知不可而为，人们喜爱用“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以示自己的

胆量与豪情。陈声桂会长却用了“逆水行舟”四个字。

“逆水行舟”是表明处境维艰，需要加倍努力；“不进则退”，则有

勉励之意义。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另类的勇气，另类的胆色，可能与理

想、目标无关。“偏向虎山行”，也许只是为了说明自己有胆色，未必有

擒虎之雄心壮志。所以，即有可能从入山到出山，你自觉不自觉地避过虎

迹出入的地方，而未曾真正遇上一只老虎。然你仍可振振有辞，声称自己

是入过虎山的好汉。

“逆水行舟”就不同了。每一桨都要付出力量。把自己置于逆水之中，

上游是目标，你不会停下手中的桨，也不能停下，这过程不得半点松懈或分

心。心力不定的人，一定会中途下船离去。书协28年，的确有不少人中途下

船离开。7名发起人，走了一半。

新加坡书协的成立是有明确的目标的。1974年并订下“爱我中华”为

其会训，寓爱中华文化、教育、艺术之意，为日后推广各项实践活动的指

导思想。推广而言，是培养国家的意识，效忠的观念和建国的思想。而要

到达这个目标，需要的是实事求是的胆色与毅力，而不是“偏向虎山行”

的一时之勇气。

是的，新加坡书法史上见证了他们是如何“逆水行舟”。

众所周知，新加坡书协成立之日，正是华文教育处于急剧衰退时，此

为逆水之一；随着时代的变迁，书写工具的改革，以毛笔为书写工具的书

法，有日渐式微之势，学校也不再将书法列为必修课，此为逆水之二；书



1070

陈
声
桂

艺成为少数人，或有闲人士的专利，此为逆水之三；“硬笔”书法未被认

可，阻碍书艺普及推广，此为逆水之四；对书法有认识之士，长期分散而

少联络，各自为政，此为逆水之五；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新加坡书协要

推广书艺活动，更是困难重重。如何冲出重围来推动、普及，成为摆在书

协同人面前亟待解决的课题。作为一个会长，	陈声桂敏锐地察觉到硬笔书法

是一个重要环节。1973年8月，新加坡书协与星洲日报联办“全新现场书法

比赛”就有钢笔书法一项，而参加这项比赛的人多达521人，占了总人数的

三分之二，显示了钢笔书艺的受人重视，并不让毛笔专美，证实了他领导书

协的才华。在颁奖会上，他及时作了理论上的总结，“今天，每个人袋子所

插的，正是钢笔，因此，我们得到一个很好的启示：书法的提倡必须配合实

际环境——我们一方面要学习掌握可以表现中华书艺真精神的毛笔，但也要

及时运用新的书写工具，更恰当地表现中华书艺，使书法的艺术价值，结合

实用价值。假如能达到这一目标，每一个人，或绝大部分人，自然会随时注

意别人写的字句便条，推而广之，书法的普及。将指日可待了。”他还说，		

“提倡书法，使它普及，先要打破及摒弃近于钻牛角尖的理论，否则‘虽曰

爱之，实则害之，’书法一定会被社会遗忘或淘汰；或者沦为少数有闲人士

的的专利。”在1974年一次“庆祝创会5周年书法专题演讲会——书法研究

的新领域”上，他进一步阐明，“硬笔书法是书法研究的一个新领域。随着

科学的发达，时代的进步，书写工具多样化，从事这门艺术的研究，若不能

及时关注、研究、掌握新的书写工具，势必与社会脱节。”陈声桂会长1977

年出版的《中华书法讲话》，从理论上填补了硬笔书法的空缺。

陈声桂会长在他的实践活动中一再证明，“毛、硬笔”书艺在民众之

中富有潜在的生命力。1974年新加坡书协开设了钢笔书法课程，谱写了新

加坡硬笔书法研究史上新的一页。1978年成功地举办了“第一届全国硬笔

书法展”。1979年增设硬笔书法专修课程。由1978年至1980年后举办了

三届全国硬笔书法展览。1995年举办第一届全国硬笔书法公开大赛。1996

年参与第二届全国硬笔大赛的人数竟多达千余人。

新加坡书协于1974年首创书法班，是开创新加坡公开开设书法班的先

河。1981年，新加坡书协更跨前一步，与我国最高学府国立新加坡大学之

校外系合办“毛笔书法研究班”、“硬笔书法研究班”、“篆刻研究班”、	

“书画裱褙班”，为时长达十年。1985年和潮安联谊社合设潮安艺苑，开设

成人及少儿书法班计12班、篆刻1班，共13班，为期10年。开班之多、时间

持续之长、参与人数之众，亦是我国书法研究之首创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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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974年(书协)开办书法班以及后来经常举办毛笔与硬笔书法展，特

别是从1981年至今，新加坡书协所举办的新加坡书法年展，不仅推动了新

加坡书艺的发展，也为书家提供聚集、互相观摩的机会，为书艺界的团结

共进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从1990年至今，每年年中的全国中学生书法比赛已连续举行了7届。自

1983年每年年头举行的挥春比赛也举办了13届，男女老少兴致高昂，反应热

烈。虽是逆水行舟，但两岸风景怡人，渐入佳境。

陈声桂在实践与理论上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还书法于民”的路，也唯

有这样，中华书艺才能真正在民众中扎根，在普及的基础上获得质与量的

提升。

书研院成立　推行晋级考试

1990年元旦日新加坡书法研究院的成立，说明了新加坡书艺在新加坡书

协会长陈声桂及一众理事的努力推动下，已不仅仅限于展出，或是观摩，而

是更上一层楼，负起系统地培养新一代书法人材的社会职责。他们推行“书

法晋级考试”更进一步使进修者具备实践与理论的素质保证。

从实践提升到理论，又在理论的指导下回到实践中去，陈声桂会长很

清楚，脚踏实地，不等于固步自封。要更上一层楼，必须有所突破。只把

脚迹固定在国内，是无法突破的。新加坡书协要保持生命活力，就必须有

一套“走出去”，“请进来”的计划。走出去，是扩大视野，加大并稳健

自己的步伐；请进来，是广为交流，取长补短，提高新加坡书协的工作质

量，丰富会务内容。

从1978年起，超过20名书协会员出国挥毫。不仅扩大了自己的视野，

还弘扬了新加坡的书艺。其中，陈声桂会长应邀10次出国挥毫，1978年赴

美国波士顿、1980年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1981年赴菲律宾、1982年赴瑞

士、1984年赴日本、1990、1991、1996赴香港、1993年赴韩国、1994年赴

英国。杨应然1983年赴英国、1985年赴加拿大。林国梁1983年赴日本。蔡

建才1983年赴澳洲。何钰峰1983年赴意大利、1985年赴澳洲、1986年赴马

来西亚、美国与加拿大。朱碧妹1984年赴澳洲、1985年赴日本、1988年赴

美国。杨应春1984年赴美国、1986年赴日本、美国、加拿大。许梦丰1985

年赴日本。郑俊杰1985年赴英国、荷兰、比利时、法国。吕永华1984年赴埃

及、奥地利、1986年赴加拿大、美国。陈新华1986年赴澳洲。林芳凤1986

年赴纽西兰。黄耀銮1987年赴匈牙利。蔡曼 1987年赴英国、丹麦、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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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峰诗1987年赴日本。王淑霞1988年赴西德。刘妙莲1988年赴纽西兰、朱

德发1986、1987年赴西德。陈思平1992年赴南非开普敦。林清辉1992年赴

意大利。陈凤1992年赴纽西兰。

毛笔书艺源头来自中国，加强与中国书艺团体的联系，是极好的借镜，

可取事半功倍的效益。1983年书协组团26人访问中国十大城市(上海、屯

溪、杭州、苏州、南京、武汉、西安、洛阳、北京、广州)。书协于1984年

举办新中书法交流展，为书艺的发展掀开新章，也带动文房用品之展销、

普及。随之是字帖、理论书籍的出版。书艺的发展呈现欣欣向荣。书艺不再

是少数有闲人的专利。1986年书协再次组团18人访问中国。1989、1992、	

1995、第3、4、5次组大团访问。会员中，3、5人成团去的也多。1991年书

协开始筹办中国省际展，一年一个，至今一共办了6年，即吉林、黑龙江、

浙江、河南、内蒙、安徽。

引进各国书法　步上国际书坛

1980年陈声桂会长有意识的在新加坡引进日本书法。这是新加坡书坛

从此走进国际书坛的一个良好开端。这一套请进来的措施，令新加坡书艺

的发展活动活泼多姿。28年来，他们请进来与国外书法团体举办交流展的就

有：1980年日本春秋书院来新加坡举办其会员书展。1981年新日书画交流

展。1982年参与举行新日书法交流展。1983年新台书法交流展、日本书画

交流展。1984年新中书法交流展、新韩书法交流展、日本书法展。1985年

新马书法交流展、台湾青年书法竞赛入选展。1986年新港书法交流展。1987

年日本穗真书法展。1988年第2届新马书法交流展。1989年日本现代书法艺

术新加坡展、马来西亚全国华文比赛优胜作品展。1991年新加坡吉林书法交

流展。1992年新加坡黑龙江书法交流展、1992年日本刻字展、中国硬笔书

法家作品展。1993年新加坡浙江书法交流展。1994年新加坡河南书法交流

展、1995年新加坡内蒙古书法交流展、中国硬笔书法家作品展、马来西亚

当代百家书法展、马新书法交流展、新加坡中国师生书法交流展。1996年新

加坡安徽书法交流展、中国西安金石拓片展、江苏寒山88家书法展、中国中

央电视台第三届中国书法篆刻大赛优胜作品展、中国当代百家妇女书法展。

请进来的国外书法家开个人书法展的则有：台湾林斌书法展(1979)、香

港梁钧庸、叶连清伉俪书画展(1984)、砂劳越孙莘农书法展(1985)、台湾张

源书法展(1985)、台湾陈寿恒书画展(1985)、中国沙曼翁书画展(1986)、马

来西亚黄石庵八四墨迹展(1986)、中国关山月教授画展(1986)、中国四川吴

一峰书画展(1987)、加拿大周士心个人书画展(1988)、澳门5人书法篆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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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披云等，1989)、中国广东三名家书画展(秦 生等，1989)、中国浙江

谭其蔚书法个展(1989)、中国上海周志高书法个展(1989)、中国篆刻名家

周哲文篆刻展(1990)、中国福建尹德懋书法展(1991)、香港马国权书画展

(1991)、中国江苏费新我八八书法展(1991)、中国北京梁扬书法展(1992)、

台湾陈其铨教授书法展(1994)、中国王介南硬笔书法展(1994)、中国沧州韩

焕峰篆刻展(1996)。

国内名家书展举办过：陈景昭艺术作品欣赏会(1976)、张 石书法展览

会(1979)、黄国良书法展览会(1980)、颜绿书法展览会(1980)、王瑞璧书法

展览会(1981)、陈之初书法展览会(1982)、凌云超书法个展(1983)、颜绿遗

墨展(1983)、潘受古稀书迹展(1984)、陈人浩书画欣赏会(1984)、郑子硕书

画印展(1985)、陈声桂书画展(1987)、石公黄国良书法展(1988)、王瑞璧书

法展(1988)、王瑞璧90书展(1993)等。

其他的展览或观摩展则有：1976年会员书法作品展览会、1979年中华书

法展览会、1979年新加坡书协10周年纪念书展、1981年中华书法展、1982

年四会联合书、画、篆刻联展、1986年第一届朝花书法展、1987年露天乐龄

书法展、1988年第二届朝花露天书法展、1992——1996年第一、二、三、

四、五届春华秋实书法展等。

除了各种展览会，新加坡书协也举办演讲会和座谈会。诸如1974、1978

年陈声桂会长主讲“书法研究的新领域”、“硬笔书法在本地的发展及其

前景”、1984年“新中书法座谈会”、1986年沙曼翁主讲“如何学好篆

书”及“如何学好篆刻”、1987年“第一届新加坡书法营”、1987年“书

法教学研讨会”、1988年高峡主讲“西安碑林与书法”、1988年马国权

主讲“先秦书法论纲”与“草法纵横谈”、1990年南国山主讲“篆刻与书

法”、1990年张海主讲“隶书学习”、1991年孟繁峰主讲“中国的拓片术

及碑拓欣赏艺术”、1991年费新我主讲“行书纵横谈”、1994年“第2届

新加坡书法营”、1995年中国沈阳林声主讲“中国匾文化”、1995年陈声

桂主讲“中华书法欣赏——行书”等等。	其他主持过演讲会或座谈会的还

有：刘乃中、王景芬、王立鹏、陈敦三、胡建良、李克民、崔学路、陈其

铨、朱自存、任雨农等。

而今，在书法中心每年四季开班，每季开设24个书法班、5个其他姐妹

艺术班。

每年举办三个比赛，两个本地书家展览，两个学生赴外展，特别是每两

年一次的国际书法交流大展，更是一项重要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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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兰亭　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原本处于低潮的华文教育的发展，丰富了

新加坡书艺的内容。1988年12月11日，新加坡书协在庆祝成立20周年庆祝活

动中，假新加坡第一大酒店举办了一个“国际书法家庭的建立与书法艺术的

交流”研讨会，出席大会的各国书法团体如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华台北)中

国书法学会、日本每日书道会、香港中国书道协会、马来西亚书艺协会、(韩

国)东方研书会及新加坡书协等代表共41人，在大会上热烈讨论后，决定先行

设立“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of	Chinese	Calligraphy

简称“国际书联”)秘书处设于新加坡，由〈新加坡书协〉主持，陈声桂担

任执行理事长。1990年12月18日，被誉为“当代兰亭”的第一届国际书法

交流大展(The	1st	International	Chinese	Calligraphy	Exchange	Exhibition)

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院隆重揭幕，新加坡共和国副总理王鼎昌(现为总统)亲临

主持盛典，并致开幕词。

第一届国际书法大展的246件作品，全部是由创会的七个组织征集的，

它们都具有法人的地位。计有：中国书法家协会90件，中国书法学会(中华

台北)24件，日本(财团法人)每日书道会32件，东方研书会(韩国)20件，香

港中国书道协会22件，马来西亚书艺协会18件，新加坡书协26件，菲律宾

书法家6件以及美国书法家8件。

为纪念这项重大的展览盛会，新加坡书协还出版了厚达300页的《第

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专刊。	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的成功举行及第

一届国际书法大会的成功召开，是世界书法活动的里程碑。在当年，也决

定将“国际书联”改称“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Chinese	Calligraphy)。

这些活动，是一步一个脚印，认认真真走出一条路来的；是在“逆水行

舟”中，一桨一桨划进的。这岂是“偏向虎山行”逞一时之勇所能比拟的？

这些活动丰富了新加坡书法史的内容，再一次证明<新加坡书协>作为

新加坡书法总会的地位是当之无愧的。

28年，书协从一个寂寂无闻的民间书法团体发展到今天拥有6个分会(新

加坡书协刻字学会、新加坡书协常青书法学会、新加坡书协妇女书法学会、

新加坡书协篆刻学会、新加坡书协青少年书法学会，及新加坡书协硬笔书法

学会)而享誉海内外，并受到新加坡政府的器重，1988年由总理担任主席的

人民协会批准接受成为人协会员。文化部自1976年起便拨款支持书协之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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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项目。社会发展部、新闻艺术部及国家艺术理事会逐年拨款津贴书协之

开销，由1985年底4000新元增至1996年的26，000新元，增幅6倍。书协

出版的各种专刊及书刊，也获得新加坡文化部长于1972年在宪报上公布，免

予申请出版准字。	新加坡交通与新闻部常务秘书1988年5月11日也函示，准

许《新加坡书法报》(杂志)免予申请出版准字即可出版。1993年才正式刊行

的《新加坡书法报》，至今已出版13期，发行世界38个国家及地区，是至今

发行及影响最广的书法刊物。1974年，由政界领袖担任会长的新加坡艺术总

会也正式批准新加坡书协为其基本会员。新加坡书协的社会崇高地位之受到

政府及社会有名望的政商团体的器重，陈声桂会长是一个关键人物。他的睿

智一面，我们已经叙述过了；他的“逆水行舟”精神，也在书协二十八年的

实践中体现了。他对书艺的执着，是应该多加一笔的。在一个急功近利的商

业社会，当别人在忙于盘算自己银行有多少存款，拥有多少房地产可以升值

时，陈声桂会长守着的、关心的是书法。他说书法已成了他的宗教，每个星

期7天，有两三天，乃至三四天要上寺院去。众所周知，今天，陈声桂既是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又是新加坡书法中心义务艺术总监、第一届董事会

董事、新加坡书法研究院院长，兼任文化部、社会发展部、新闻与艺术部、

国家艺术理事会设立的视觉艺术咨询委员会委员，又是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

执行理事长、海内外多个书法协会顾问、评议员等等。陈声桂会长在海内外

受封获奖，不计其数，计有：1978年获总理公署部长在总统府颁赐“新加坡

杰出青年奖”	，是每年国家颁予青年的最高奖项，也是新加坡美术界首位

获得此荣衔的青年；1984、1988及1993年又获新加坡中华书学协会(新加

坡书法家协会前身)颁发“15年金奖章”、“20年卓越金奖章”、“25年卓

越金奖章”；1988年获得外交部兼社会发展部长颁发长期服务奖；1991年

他是书法界首位荣获总统颁赐公共服务奖章PBM的人士；1992年他荣获亚

细安协会颁发第一届亚细安成就奖(AAA)，是东盟六国视觉艺术大奖首位得

主，同年获日本刻字协会颁发“国际刻字贡献荣誉奖章”。凡此种种，可说

功垂名成。有的人，到了这个地步，早已是分身乏术，无法、或是不想再冲

刺了。但陈声桂会长始终忠于他自己发展书艺的理想，他曾这样自信自豪地

说，“我从不言倦，今后也绝不会背弃信仰与理想，轻易地掉队或退伍。”

正因为新加坡书协有这样一位对中华书艺赤胆忠心的人，以超人的精力与热

心穿梭于世界五大洲近30个国家与地区，所以书协无论是在逆境或是顺境

中，陈声桂会长始终保持自己的工作热情去耕耘，献出28年的黄金岁月，

这才赢得社会各界对他、对书协的信任、理解与支持。上述种种荣誉，最

能代表他献身中华书艺事业精神的，唯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一职，这是根

本，无此“根本”，则无上述种种丰硕的成果，他能蝉联会长一职长达25年



1076

陈
声
桂

至今，是最有力的证明，说他是书协的灵魂，应是不为过的赞词。

话虽如此，陈声桂会长也明白“独木难成林”。抓会员的素质的培育是

一项不可忽视的百年大计。28年的实践证明，强将手下无弱兵。新加坡书协

是一个组织严谨的团体，他们的会员都是经过挑选之后才获准入会的。新加

坡书协在1973年就议决严格要求基本会员的素质。普通会员在入会之后，理

事会安排他们参与各项工作，半年后再根据他们的情况吸收为基本会员。

我们有理由相信，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一定能继续完成肩负的重任，继续

弘扬中华文化，将新加坡的书艺活动推向另一个新的里程碑。

陈声桂会长及他的一众理事、会员，一定能将薪火相传这一角色演绎

得更出色。

虽说岁月带走了书协同人二十八个“金色年华”，然诚如陈声桂会长

豪迈说过，“人生有什么比青春献给自己的民族文化事业更具意义的？”

还有什么比他们立心将有限的生命，奉献给自己追求的永恒的事业更能鼓

舞人心？

正如陈声桂会长在书协25周年纪念刊说的，“一部新加坡书协的发展

史，是一部新加坡书法的发展史。没有新加坡书协，便没有这25年的新加

坡书法，也没有这25年的新加坡书法史。”

新加坡书坛，在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的努力耕耘下，是一个百花齐放的

书坛！

																																														1996年12月11日

(本文转载自2008年12月13日出版的《新加坡书法家协会40年》 13.12.1968-

13.12.1968)

1904　陈声桂与纳丹总统七年书法缘

陈声桂与纳丹总统七年书法缘

2004年11月杪，教育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现任副总理兼财政部

长、人力部长、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中央银行)主席〕尚达曼先生在电话中

告诉我：“纳丹总统将会打电话给你。”我问他什么事？他说，近日遇见

总统，总统问他，为什么会写书法？而且作品还上报呢？！他对总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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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我学习书法已有两年了。

次日，总统首席秘书白先生来电。几天后，我就和总统在总统府三楼

的会客室相叙(后来去久了，才知道这会客室有时也用作法官、部长、大使

的宣誓室或其他用途)。我们谈后，决定于十二月初先把文房用品及一切基

本问题讲清楚，次年(2005年)1月4日正式开课。

这段学书之缘，前后七年，至2011年8月26	日结束；五天后，即2011

年8月31日，纳丹先生卸下担任了十二年的民选总统职务，次日(9月1日)由

陈庆炎博士接任。

我为总统上课后不久，陈永明先生正式接替转行经商的白先生担任总统

首席秘书。永明先生一直担任纳丹总统的大内总管直至他任满。今年正月一

日，他升任外交部副秘书(即副常任秘书)。

我也与几位总统副官紧密地合作，特别是跟我一同到少林寺的傅莉珊

少校、洪永胜副警监，和其他大员。今年8月26日下午三时上完最后一节课

时，纳丹总统、永明秘书和三位副官陈振光警监、张伊丽警监、相永强高级

中校都分别和我拍照留念。纳丹总统的两位私人秘书之一的杨国强先生也与

我合影，另外一位私人秘书是Ms	Jessie	Chua(蔡芥茜)。

我们起先是在星期三的上午十一点上课，后来改为星期五的下午四点半

上课，过后再改去星期四的下午四点半上课。除了出国公干，纳丹总统很少

取消我的课，也绝不让我等候超过几分钟!

总统办公室是在总统府的三楼，除了一位首席秘书、一位助理首席秘

书、一位助理首席秘书的特别助理、二位总统私人秘书、三位副官之外，

还有两三位杂役、两三个警卫，编制很简单。另有负责新闻的一位何主任

则在楼下办公。因为总统叫我老师，所以他们个个都叫我老师或陈教授。

我教纳丹总统学习书法的这七年，没有收过他一分钱学费；就像我教现

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人力部长、金融管理局主席(即中央银行行长)尚达曼

先生一样，九年来，也没有收过他任何费用。

这几年，不少机构约请总统公开挥毫，我也陪他在岛国东奔西跑，甚至

陪他到中国河南嵩山少林寺去。

陪同总统官式访问中国大省河南是一生最难忘的美好记忆，河南省委书

记徐光春及所至洛阳龙门各地之第一把手均出台热情招待，令我对官场运作

眼界大开。回时途经香港，新加坡最高专员柯新治博士之款待，及抵新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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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使张小康来接，均非言词可述。

每年屠妖节(印度人新年)，总统都会邀请我们全家人参加宴席。国庆

日，他会送我们一家人国庆庆典入场券。我也参加总统的一些私人宴请，

所以和他的夫人Urmila	Nandey	(乌美拉)、儿子Osith	Rama	Nathan(奥西

迪)、儿子未过门的媳妇、女儿Juthika	(如蒂卡)、女婿钟艺荣(Choeng	Gay	

Eng)以及两个外孙认识。

2009年5月8日，纳丹总统伉俪官式访问日本。当他们于次日(9日)到日

本皇宫拜会明仁天皇伉俪时，特以我的中堂书作《明》作为国礼，送予天皇

伉俪，让我的书作进入了日本的皇宫。这一殊荣，是同道中人绝无仅有的。

在总统府二楼有两间国宾室，面向总统府主楼前的大公园的左边，是

Yusof	Room	(尤索夫总统国宾室)，右边是Sheares	Room	(薛尔斯总统国宾

室)，尤索夫、薛尔斯是我们二位已故总统的名字。尤索夫国宾室较大，室

的尾端有一个约3米见方的Holding	Room	(等待室)，以让在总统府内办公

的四位领导——纳丹总统、李光耀前总理、吴作栋前总理，及李显龙总理

四人迎客前坐歇之用。Holding	Room隔壁是一个厨房及一间小饭厅，李光

耀总理经常在这里吃饭。我们最初五年是用Holding	Room写字，及厨房洗

笔的。如果碰到有客人在吃饭，我清洗毛笔时就要轻手轻脚，或者提早下

课，甚至会把课搬到三楼会客室去。

有几次，各家传媒来拍摄纳丹总统写字，我们便搬去对面房的薛尔斯

国宾室(Sheares	Room)的长桌书写。这两年换成星期四下午上课之后，就

多用三楼的会客室，那里也有茶寮、洗手盆、厕所，总统只需从办公厅向

前走几步，便可到达。我常在门口等候他。

在总统办公的三楼，总统把中国总理温家宝先生送的“丹国纳心”挂在

副官室的门外；而中华台北(台湾)星云法师送的“禅悦法缘”，则挂在靠近

首席秘书的门口。在这四处挂满西画洋文的地方(总统办公厅)，总算看到书

法开花了！

一般访客在进入总统府前得到加文纳路的侧门入口处，用身份证换取通

行证，经过X光扫射器后，再乘内部休旅车进入府内。至于可以开入总统府

的车辆，在换取通行证之后，还有安全检查。安检分成三部分：第一、先让

门卫查对姓名、车号，等栏杆升上后才能开入；第二、车辆移前五十米后得

停下来让青色的X光照射，人也得下车；第三、警卫用仪器检查车底。三步

完成之后，安检室会发出青灯，车才可开动！由于我是总统的老师，礼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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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访客一样：人不必下车，在经过这三部曲后，就可以直接进入总统府，

不用换Pass(通行证)了。

因为我不必用“通行证”，所以我在上完课之后，车不开回加文纳路的

侧门，而是直接从总统府正门开出乌节路(Orchard	Rd)。

从总统府正门出来的乐趣是，在途中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的大公园、种

有莲花的小池塘和几间如同民居的小矮屋(办公室)。此外，途经的岗位及正

门的警卫，会向我招手或敬礼！

顺笔一提的是，办公室设在总统府的内阁秘书刘和民先生，三年前也要

我为他上书法课。我们先是在星期三或四下午上课，后来是在星期二，时间

一样是下午三时开始。进出总统府的安检规格一样。我们把星期三或四改动

的原因是，刘先生得出席内阁会议，内阁单月在星期四下午三点召开；双月

则在星期三下午三点召开，所以我上课的时间每月不同，这样不便处理其他

贵人的上课时间，所以改为星期二。

纳丹总统在这几年写的字内容广泛！他的第一炮是2006年一月，观音

堂佛祖庙以义款十万元，买下他的横披“仁心”二字。此后，他送“家家

温饱”给中国总理温家宝先生、送“涛澜”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

他也替中国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写“龙门”，为马来西亚东部砂劳越州诗巫

市的伯公庙写“永保平安”等等。不管是筹款、送人、送寺庙、送学府，

总统都很用心地写。

在两任总统12年任期将届满的2011年7月26	日，他专门送来2支椽笔给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纪念，这位于书协40周年会庆时被聘为“卓越荣誉会士”

的87岁老人，对书协的情谊是非一般的！

总统退休当天(即2011年8月31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伉俪专门到其

办公室握别，我也特地将新加坡书协副秘书长陈朝祥先生整理了一个月的			

“	总统书作相片簿”送去他的办公厅给他纪念，让他时常重温过去七年的

美好时光。

(编者按：本文刊于2012年3月1日出版的《新加坡书法报》第74期，写于2011年10月19

日。1.纳丹总统送予日本天皇的陈声桂行书中堂，新加坡外交部照市价新币5000付予陈

教授。2.纳丹总统退休后仍继续写字、送字、题书名，最近的一次是2014年9月5日，在

其设在新加坡管理大学的“卓越院士办公室”中，题写“法律与民生”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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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17日，在中国河南省做官式访问的新加坡总统纳丹阁下，在中国河南省及郑州市高
级党政领导陪同下，专程到洛阳附近的“龙门石窟”参观。当新加坡代表团抵达龙门时，纳丹
总统(左)在伊水岸边与其书法导师陈声桂教授合影。伊水之后，即为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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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教授(右)桃李满天下，秉承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的教育精神——
有教无类，学生有贩夫走卒，亦有达官贵人，贵为一国之尊的纳丹总统，也是他的门下弟子，这
位印裔总统对书法艺术情有独钟，工余之暇，潜行研究笔法已有四年(他由2004年12月开始初
步接触书法课题，2005年1月正式动笔)图为2007年10月10日，纳丹总统(左)在总统府尤索夫总
统纪念室接受传媒访问与挥毫后，与陈君合影。

2008年2月17日，李显龙总理(左一)陪同新加坡总统纳丹阁下(左四)在总统府新春园游会与
各族基层领袖见面。图为纳丹总统遇见他的书法老师陈声桂教授(右三)特趋前寒暄之影。左
二为总统副官傅莉珊。



1082

陈
声
桂

1905  家家温饱　丹国纳新 

家家温饱　丹国纳新

——中国总理温家宝与新加坡纳丹总统的一段佳话
2007年11月18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事访问新加坡。照两国外

交部的安排，温总理莅新时会到总统府拜会新加坡总统纳丹。为此，纳丹

先生决定以自己的书法送予前者，作为礼品！

驻新加坡中国大使馆高层在闻讯后向纳丹总统的书法导师陈声桂教授

了解他要写的内容。经请示总统之后，陈君告以内容是行书横披“家家温

饱”！

当温家宝总理在新加坡总统府拜会纳丹总统时，纳丹先生即以“家家

温饱”面赠，而温总理也以手书横披“丹国纳新”(横披中藏有“纳丹”二

字)回礼。纳丹先生的书作盖有二印：①纳丹②新加坡共和国总统；温总理

只写温家宝三字。

2007年11月10日晚，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教授(左四)应新加坡共和国总统纳丹阁下
(左三)的要邀请，出席其印度族新年(屠妖节)家宴后，即赴机场飞往北京。左一二为总统之公
子奥西迪(Osith Rama Nathan)、总统之夫人乌美拉(Urmila Nandey)。陈教授是总统的书法导
师，自2004年12月以来，每月都会到总统府授课，一次二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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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天的侍从部长、新加坡财政部长(今副总理兼财长；自2003年起与

陈声桂会长习字至今)尚达曼事后向陈声桂教授透露，会谈十分融洽，二人

相叙原定三十分钟，后来延长至三十五分钟。他们二人对谈的，尽是书法，

没有其他课题。

谁也没想到，书法这一五千年的文人雅事，在二十一世纪竟提升为两

国关系的重要桥梁！

纳丹总统已于2011年8月31日结束其两任共12年的任期。当2011年8月

18日，陈声桂教授还在上纳丹总统最后几节课时(编者按：那时总统为赶送作

品给一些机构及友人，一周有时上两次课，陈君最后一节是在8月26日)，特

用自己带去的相机，把挂在总统府办公室外温总理之书作拍了下来。

这二幅作品，现在成了新中二国人民，甚至书法世界的佳话！这里，我

们不能不为规划此事的陈声桂会长，写上重重的一笔。

(转载自2013年3月1日出版的《新加坡书法报》第7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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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  悠悠白云送别纳丹总统(03.07.1924—22.08.2016)

悠悠白云送别纳丹总统
																																																																		陈声桂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卓越荣誉会士、新加坡共和国第六任总统纳丹先生，

于2016年8月22日(星期一)晚上9时48分与世长辞，享年92岁。他遗下妻子、

一对儿女、两名外孙及一名外孙女。

纳丹总统曾于去年(2015年)4月14日，中风入院；今年7月31日再次入

院。三个星期后，撒手尘寰。

8月22日当天下午5时15分，我与新加坡书协副会长林隆惠到中央医院第

五座二楼加护病房探访病危的纳丹先生，主治医生面告：“他随时会走”。

我们二人于5时55分离开病榻，不及四个小时，这位连任两届共12年

(1999-2005/2005-2011)的民选总统安逝。8月27日，新加坡政府为他举行

国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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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丹总统逝世次日(8月23日，星期二)上午，其遗体由医院移回锡兰路家

中让至亲好友探访二日。当晚七时，我前往纳丹先生寓斋向其灵柩致祭；并

慰问其夫人乌美拉·南蒂(Urmila	Nandey)。次晚(24日，星期三)7时，我带

领全家妻小，再至纳丹先生府上拜祭，并再次慰唁其夫人乌美拉、女儿茱蒂

卡(Juthika)，及其子奥西(Osith)等眷属。

纳丹总统之灵柩于8月25日(星期四)及26日(星期五)移往国会大厦让国

外使节及国内外民众凭吊，新加坡书协两位副会长何钰峰、林隆惠特带领书

协、新加坡书法中心，及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同仁前往国会大厦向他辞别！

纳丹先生是在1999年9月1日当选为新加坡第二任民选总统的，他也是

新加坡第六位总统(前四位是由国会选举的，第五任王鼎昌先生是第一位人

民选举的总统)。

2005年8月7日，纳丹先生在无对手下再次当选总统，9月1日，开始第

二个六年任期。

我最后一次见到纳丹总统是在2016年6月16日，当天我从上海回来得的

咳嗽加剧，再次到四马路(Waterloo	Street)街头的管理大学医务所问诊，在

十时三十分要付款时，无意间望见纳丹总统的秘书杨国强先生在门口向我招

手。杨秘书告诉我：“纳丹先生十一时会到办公室，见一位海峡时报的老下

属。”(按：纳丹总统曾任海峡时报董事会主席)。

10时45分，我与杨秘书抵达纳丹先生在新加坡管理大学四楼的办事处。

纳丹总统这时刚进门不久，坐在沙发椅上。一如以往，他叫道：“老师！”。

我们二人于是聊了起来，十分开心!

谈话中，我提起年初(2016年	1月6日)他送给我的新书，那是中国湖南

人民出版社为他翻译及出版的一本自传，名为《万想不到的征程》(此书副

题为“新加坡前总统纳丹回忆录”，498页)。

他问：“你觉得这本书译得怎样？”我说：“这本书的内容很精确很丰

富，可惜翻译者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各国的人名，是根据中国的译音，于

是，书中的中文名与本地用的全然不同，音节也拗口，如马来西亚首相纳吉

(Najib)，书译为纳吉布，将音尾‘b’译为一个字(布)！”

纳丹总统也感谢我最近替他翻译了一些文章及通告，及为他收集中文报

章的报导。眼看他的老下属，原海峡时报总编辑韩福光将到，我们两人于是

互道“再见”，并坚实地握手！



1086

陈
声
桂

纳丹先生生前雅好中华书艺，与我有长达七年的师生之谊。2011年8

月31日退休后至去世这五年，他仍不时与我研字，间中也多次应约为各机

构或友朋作字题书。

与我家仅一街之隔的纳丹先生，不时写信给我，连信封上的地址，也是

他自己亲手写的。他非常喜欢用黑色的笔水，以草体展现他独特的书风。每

一封信，他都会注明日期并签名。例如：2015年11月5日，他给我的信；同

月30日，再次来信等等。他寄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是今年(2016年)6月26日。

纳丹先生的作风高度平民化，他投身公共服务长达65年，在卸任后，政

府于2013年将表彰民事服务人员卓越贡献的最高荣誉奖章——淡马锡勋章(一

级)颁给他；他也出任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卓越院士，该研究院

的前身是国防与战略研究院，是他于1996年7月30日创办的。

我与纳丹先生相识是由我的书法学生尚达曼副总理引介的！

2004年11月杪，教育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现任副总理兼经济及社会

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先生在电话中告诉我：“纳丹总统将会打电话给你。”

我问他什么事？他说，近日遇见总统，后者问他，为什么你会写书法？而且

作品还上报？！他对总统说，他向我学习书法已有两年了。

次日，总统首席秘书白先生来电。几天后，我就和总统在总统府三楼

的会客室相叙(后来去久了，才知道这会客室有时也用作法官、部长、外派

大使的宣誓室或其他用途)。我们晤谈后，决定于十二月初先把文房用品及

一切基本问题讲清楚，次年(2005年)1月4日正式开课。

这段学书之缘，前后七年，至2011年8月26日结束。五天后，即2011

年8月31日，纳丹先生卸下担任了十二年的民选总统职务，次日(9月1日)由

陈庆炎博士接任。

在那几年，岛国有不少机构包括国营电视台，约请纳丹先生公开挥毫，

我每次都陪他在侧；甚至他到中国河南嵩山少林寺去官访，我也随侍在旁。

每年屠妖节(印度人新年)，总统都会邀请我们全家人参加家宴。国庆

日，他会送我们一家人国庆庆典入场券。我也参加总统的一些私人宴请，

所以和他的夫人	乌美拉·南蒂、儿子奥西、未过门的媳妇	Hooi(慧)、女儿

茱蒂卡、女婿钟艺荣，以及三名外孙认识。

那几年，我与纳丹先生有许多互动，其中三件事，常在梦回时萦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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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09年5月8日，纳丹总统伉俪官式访问日本。当他们于次日(9日)到日

本皇宫拜会明仁天皇伉俪时，特以我的中堂书作《明》作为国礼，送予天皇伉

俪，让我的书作进入了日本皇宫。这一殊荣，是同道中人绝无仅有的(注：外

交部礼宾司之前照市价付我新加坡币5000元，作为笔润)。

②	在总统办公厅的三楼，纳丹先生把中国总理温家宝先生送的“丹国

纳新”挂在副官室的门外；而中华台北(台湾)星云法师送的“禅悦法缘”，

则挂在靠近首席秘书的门口。在这四处挂满西画洋文的地方(总统办公厅)，

总算看到书法开花了！

③	在两任总统十二年任期将届满的2011年7月26日，他专门送了两支

椽笔到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给书协作为永久纪念。

可以说，这位在新加坡书法家协会40周年会庆时被聘为“卓越荣誉会

士”的92岁老人，对书协的情谊，真的并非一般！

纳丹先生，魂兮归来！                 

(陈声桂		于2016年11月5日，时丙申年十月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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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20日

我亲爱的声桂：

谢谢你在我昨天的新书发布会

上送来了如此美丽的花篮。每一位

看见你送来的花篮的人，都能从中

感受你对我的敬意。声桂，我深深

的感激你的好意。	

此外，我也非常感谢你不时把

剪报寄给我，尤其是华文报对我参

与活动的报导。

谨此送上最好的祝福	

纳丹

2015年9月5日

我亲爱的声桂：	

即使时间过了这么久，你还一

直记得我们，对你多方的关切，我

们不知道如何表达谢意。	

我们又再收到你的礼物及贺

卡，由于无法回礼，我们深感歉

意！

诚挚的	

纳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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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5日

我亲爱的声桂：	

一直麻烦你不断地替我更新消息，不知该如何好好地向你道谢！	

虽然我已经有约5年不在办公厅了，你还送我一大盒葡萄，这些葡萄不

但美味，还特别大颗，我和我太太非常感念你的心意！借此也谢谢你在屠

妖节送来的祝福。	

如果你方便的话，请偕同你的妻子出席2015年11月14日下午5点30分，

我在欧亚人协会(Eurasian	Association)为前副官们及随扈们所设的宴会。

温馨的问候！

诚挚的

纳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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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11日

亲爱的声桂：	

非常感谢您送来有关我的新闻剪报。希望你能帮个忙，就是今天的

《海峡时报》(即Straits	Times)有一篇文章：“Ex-PAP	Man	Recounts	

1957‘Kelong	Meeting’”(即：“前人民行动党人重检1957年‘奎笼会

议’”)。请问，该文是否刊登在华文报章？请提供我翻译的内容。据说，

该书在中国是中文版的！非常感谢！

诚挚的	

纳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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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26日

亲爱的声桂：	

送上一则以英文书写的墙上告示，是桥南路一间庙宇张贴在庙进口处

门上的。

请你将它译成中文，以便复印成一告示。			

非常感谢你！

诚挚的	

纳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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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  李光耀总理与新加坡书协
190701　深切悼念李光耀总理

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于2015年3月23日凌晨3点18分病逝，享年91

岁。李律师在担任总理及内阁资政期间，与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及书协会长陈

声桂教授有若干书法事务上的交集，所以书协在他居丧期间，特于3月25日

组织四十余位同仁前往国会大厦向他遗体道别，并在国会墙道得到守灵的环

境及水源部长维文医生的关切。书协也向传媒发布唁文，刊于3月24日《联

合早报》新闻版，唁文如下：

深切悼念

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先生

非常感念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与关注新加坡的书法活动与发展！

祝您一路走好，乘愿再来！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全体同仁敬挽

二○一五年三月廿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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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02　陈声桂会长书法奉送李光耀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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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0202  在2004年7月10日，陈声桂教授曾应其老师、李光耀总理的长期华文老师周清海教
授之约，书写立轴“心平气和”二件予李先生。据周教授透露：李资政将其中一幅贴在饭厅之
墙上。2010年10月，李太太去世之后，海峡时报记者梁荣锦奉报社之命到李府撰写李府故事
时，发觉另有一件“心平气和”挂在李资政之睡房。
(转载自2015年5月1日《新加坡书法报》8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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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03　李光耀总理与书法结缘

	

19
07

03
01

  
李

光
耀

总
理

接
见

日
本

每
日

书
道

团
19

89
年

11
月

10
日

，
新

加
坡

总
理

李
光

耀
在

总
统

府
总

理
公

署
接

见
前

来
新

加
坡

参
加

新
加

坡
书

法
家

协
会

主
办
“

日
本

每
日

书
道

展
”
书

法
家

代
表

团
一

行
。

右
为

李
总

理
，

左
为

日
本

代
表

团
团

长
、书

法
家

野
崎

幽
谷

。
每

日
书

道
会

是
由

日
本

《
每

日
新

闻
》

社
于

19
48

 年
8月

组
建

，
19

81
年

1
月

23
日

，
按

日
本

法
律

成
立

，
历

史
相

当
悠

久
。

在
日

本
，

19
48

年
开

始
举

办
的

“
每

日
展

”
，

比
文

省
的

“
日

展
”
名

气
大

、
年

份
早

，
原

因
是

书
家

成
名

有
赖

传
媒

之
宣

传
引

介
，

而
每

日
新

闻
日

销
42

0万
份

，
为

日
本

仅
次

读
卖

及
朝

日
的

第
3大

报
。



1097

陈
声
桂

19070302 李光耀总理为路透社提笔
1907030201 2001年2月27日《海峡时报》的要闻版刊登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左三)在历
史最为悠久的国际通讯社—路透社的150周年庆祝会上，以毛笔在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
书写的四尺横披“路透八方”的“八”字上，象征式地加上一笔，并在陈君的字下签名。与他
一起在不同字下写上一笔及签名的三个人是路透社的新、马、印董事经理艾京森John Atkin-
son(左起)、总裁彼得乔布Peter Job(由伦敦专程前来)、亚洲太平洋区董事经理吉新克Jan Coos 
Geesink。四人以毛笔写完后，又以签名笔在各自添笔的字下签名。

1907030202  四人一起在这幅书法的原作者陈声桂的四尺横披“路透八方”前合影。左起是
路透社的新、马、印董事经理艾京森John Atkinson(左起)、总裁彼得乔布Peter Job、内阁资政
李光耀、亚洲太平洋区董事经理吉新克Jan Coos Gees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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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从新加坡第一大报、日销40余万份的《海峡时报》直接拍摄下

来的一则报道。这则报道刊在该报2001年2月27日的要闻版上。照片上的内

容是说新加坡首任总理、现任内阁资政李光耀(左三)在历史最为悠久的国际

通讯社——路透社的150周年庆祝会上，以毛笔在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

声桂书写的四尺横披“路透八方”(的“八”字上)，象征式加上一笔，并在

陈君的字下签名。与他一起在不同字下写上一笔及签名的三个人是路透社的

新、马、印董事经理艾京森John	Atkinson(左起)、总裁彼得乔布Peter	Job				

(由伦敦专程前来)、亚洲太平洋区董事经理吉新克Jan	Coos	Geesink.(四人

以毛笔写完后，又以签名笔在各自添笔的字下签名)右边刊登的“路透八方”，

是陈声桂四尺横披缩小后的样貌。

读者可以从图上看到，尽管李资政从小学到大学接受的是英文教育，但

五指执笔、悬肘中锋、神定气闲、意在笔先，有一派书家的风范。

李资政从政半个世纪，1955年进入现在称为国会的“新加坡立法议

会”，1959年6月3日担任新加坡自治邦首任总理，1965年8月9日担任独

立后的新加坡首任总理，1990年杪大选后不久，他交棒予第二代领袖吴

作栋，退任资政。在新加坡，甚至国际上，是位叱咤风云、家喻户晓的人

物。他这么“一笔”，新加坡书法的地位，在这个以英文英语为主导的社

会，更上层楼。

这是李资政从政以来，第二次与书法结缘，上次是1989年，他在总理

公署以总理的身份，接待新加坡书协安排前来本国出席“日本每日书道会

东海书法展”的书法代表团，当时也引以为艺坛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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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  深切悼念李成义博士 (25.06.1921 - 10.05.2016)
新加坡大慈善家、大企业家李成义博士经于2016年5月10日下午三时安

逝于梅耶路87号宅内，享年95岁。

生于1921年6月25日的李成义博士，是已故大慈善家李光前的长子(李光

前先生为世界著名爱国华侨、中国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嘉庚女婿)，长期

担任南益集团(Lee	Rubber	Group)主席，他也从1967年起接替其父亲，担任

李氏基金(Lee	Foundation)主席(李氏基金在1952年3月29日向新加坡政府注

册，1960年分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个组织，并独立运作)。五十年来，李

成义博士仗义疏财、立己立人，获得四海同钦、朝野共仰！

祖籍中国福建省南安市梅山镇竞丰村(即芙蓉村)的李成义博士，四岁半

进入丹戎巴葛星洲幼稚园启蒙，后来进入英华小学与道南学校接受双语教

育。中学时他在英华中学及华侨中学念书。

1939年，18岁的他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主修经济，1943年毕

业。1944年，他再获得著名的华顿大学硕士学位。同年，他跟唐宝绅(Lora	

Tong)共结连理，唐女士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的千金。他们先后育

有二男二女，即李元士、李汉士、李莹，及李仪。

1946年，当李博士在攻读博士课程时，他父亲通知他回来重新经营遭

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的家族商业王国——南益集团！南益集团在树胶、

棕榈、黄梨、锡矿等方面有庞大的业务。

1947年，李成义博士被父亲送去印度尼西亚主持李家在印尼商业王国

的重建，并与荷兰政府密切合作，以稳定当地的经济！不久，由于韩战爆

发，树胶需求甚殷，使南益集团获利颇丰。

1965年，李博士接任南益集团的总裁及主席。他接任后，以独具慧眼

及高瞻远瞩的视野，将南益集团全部电脑化，这是新加坡第一间电脑化的

公司。

1967年，他接任李基金主席后，在教育、医药、文化、艺术、济贫、扶

困等各方面，拨款颇多。他也积极帮助因受水灾、火灾及饥荒等影响的不幸

人士及援助品学兼优的新、马、印等各地的清寒学子！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至八十年代末，当新加坡书法发展因华文教育低迷

而日渐西下之际，李博士以其对民族文化的重视与维护，出任新加坡书法家

协会赞助人，经年不辍地赞助新加坡书协开展形式多样的国内外活动，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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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兹在兹！特别是1993年新加坡书法中心组建时，他拨助的款项，不但与

政府拨助的数目相同，甚至亲临开幕典礼及晚宴，尤为国内外文化界、书

法界同仁口碑载道！

我常对国内外人士说：没有李成义博士对新加坡书法事业的扶助，就没

有今天的新加坡书坛！

1972年，李成义博士获得总统公共服务星章(BBM)，次年他获得“全国

福利理事会余炳亮奖”。他也在2002年获得新加坡大学荣誉博士、2007年获

得新加坡总统卓越功绩勋章(DUBC)、2009年获得南洋理工大学荣誉博士。

在发妻去世十余年后，李博士于1991年与张治华医生(Della	Suantio	

Lee)结婚。张女士是印尼棉兰华侨，她追随李成义博士的仁风，于2004年

设立了D	S	Lee	Foundation.

李成义博士的弟弟成智、成伟，妹妹淑琼、淑珍、淑志都很尊敬这位

大哥。在过去十年，其二弟成智博士，除原负责的南益集团事务之外，也

接手成义博士繁杂的基金会工作；去年下半年，成智博士也接替已逝的成

伟博士顾理银行业务。

常以沧海一粟自况的李博士，平日起居简单浑朴、不尚奢华，向为朝

野人士津津乐道！他为人清正，向以道德为帽、以礼节为鞋、以天理为恤

衫、以良心为长裤！我与李博士交往四十年，没有见过他疾言厉色的时候。

他见到人，脸上总是带着笑容，谈起话来，也是和颜悦色。他的人，真再和

蔼也没有了。

才智卓荦、德高望重、治事贞干、筹谋缜密的李博士，平素以成人之美

为快。他常说，来向我求助的人士，我都相信他们亟需帮助，所以在一百次

批款中，如果有三两次是批多或批错了，那也无妨，我不会为了极少数的人

而影响对大多数人的援助！

齿德俱尊、群流共仰的李成义博士已逝！孔子云：泰山其颓乎？梁木

其坏乎？哲人其萎乎！

哀哉！

																													晚生：陈声桂写于2016年5月11日凌晨三点

(转载自海峡时报2016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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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9月11日三点午饭后，陈声桂、陈森柏、钟南强(前排左二、三、五)等一群人陪同李氏
基金主席李成义博士(左四)步下华侨银行大楼，同去中华总商会参观“陈嘉庚图片展”，至四
时三刻。陈声桂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参加李氏基金每周三在华侨银行45楼设的饭局，
这是其中与李主席相聚的许多镜头之一。 

2004年11月24日，陈声桂(左)与陈森柏(P.C. Tan)在李氏基金主席李成义博士(中), 的办公桌前
合影。每逢星期三午饭，陈李二人一前一后陪同李主席由45楼步下44楼到办公桌前。P C Tan
已于 2005年9月26日谢世，李主席于2016年5月10日仙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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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18日，李氏基金星期三饭局同人于香格里拉大酒店香宫设宴为李成义主席与张治
华医生(坐者左六、七)伉俪相叙。李主席之右(即左五)为陈声桂。

2006年11月21日晚，李氏基金主席李成义博士(左三)与李氏基金星期三饭局之饭友们在港丽
酒店咖啡座聚餐。左二为陈声桂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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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8日，李氏基金主席李成义博士及夫人张治华医生(坐者左四、五)与李氏基金星期
三饭局的饭友们在港丽酒店二楼宴客厅相聚。李主席之右(即左三)为陈声桂教授。

2008年12月圣诞节前夕(平
安夜)，李成义主席(右)之
友人为他设宴欢庆圣诞
节，陈声桂教授受邀出席。
当晚陈君陪同主席高歌一
曲“义勇军进行曲”，让主
席乐开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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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  陈景昭序“新加坡书协第一次公开展”

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
陈景昭

中华书画研究会诸子将其年来书法习作举行公开展览，藉以就正于当

世，供公众人士评骘，并与朋好互相观摩，用意至善。

斯会成立于1969年2月，迄今两载有余，其成员为一群青少年，包括大

专中小学在籍学生，及各校教师，与其他职业人士。各人均系利用业余时

间，从事中华书画之研究，精神殊足嘉许！今以短短两年间，有此成就，

实属难能可贵。

中华书法为世人公认之一种最高艺术，因其能显出惊人的奇迹，无色

而具图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引人欣赏，心畅神怡。前人千言万

语，不惮烦琐的解说，无非要指示人们如何用笔，以达到出神入化的妙境。

凡初学书法者，应从临摹入手，临书得其笔法，摹书得其间架。赵子昂

云：古人得石刻数行，专心学之，便可名世。盖数行能悟，则千百行用笔一

例也。古之善书者，仅得数行，旦夕揣摩，便自成体，无他，专心既久，悟

其用笔用墨及结体之法，供我运用耳。

临摹既有基础，便顺博览古今名迹，撷取众长，融会贯通，自树一帜。

东坡学书，尝将古人字帖悬诸壁间，观其举止动静，心摹手追，得其大意，

使此中有人有我，所谓：学不纯师也。又曾有句云：字不求奇，天真烂漫是

吾师。盖临摹不过学字中之字，多所会悟，则字中有字，字外有字，全从虚

处着手，固不必专学一体也。

中华艺术，向重个性，将个人的人生观、学问、胸襟，流露于字里行

间，此为其特点。凡学识丰富，道德高尚，不但其人受人钦敬，即其片纸

只字，亦常为人宝爱。孔子云：诚于中，形于外。故学行高超者，其下笔

已高人一等矣。

余望诸君毋以略有区区之成绩而自满，继今以往，仍应勤修苦练，百

尺竿头，更进一步。同时，并须努力学问之增进，品德之修养，则将来成

就，当未可限量。

吾深有感者，中华书法在现代社会已渐为人所忽视，诸君此次举行展

览，必将掀起大众对中华书艺之注意，其有裨于文化之倡导，与发扬光大，

固不待言。余忝为斯会导师，尤不胜欣跃焉。																																																																																																																																									

197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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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  潘受撰“陈声桂与新加坡当前学书风气”

声桂书如远鸥浮水轻燕受/风洒落潇散绝去雕饰/夫书虽小道亦岂易言不临池不/法古不足以
言书徒临池徙法古亦何/遽足以言书不法古为无人徒法古/为无我无人是无传统风范无我/
是无自家风格二者缺一皆不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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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然有立于书家之林/法精至于极如无法人我相辅/相成至于极如相忘相一天机一片纯/以神
行是书之极诣亦一切艺术之/极诣/声桂通敏干练盖一倜傥权/奇之骏马也长期以来服务教育/
余晷则注全神倾全力于所主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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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曰新加坡中华书学协会者/今日新加坡残烛余光之中华文化/能有如是春云初展春笋争茁
之/学书风气声桂提倡与推动之/功为独多此众人所共见非吾一人/之私言吾闻声桂每拂晓而出
深夜/始归又安能更有余晷以顾及所爱/好之书法艺术乎吾固深佩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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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矢勤矢勇于其所负之团体责任/而亦颇惜其己艺之不免或荒使声/桂稍稍增加自课时间则其
书艺成/就又岂止限于今日所见耶/浣花翁云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声桂顷将举行个
人/书法展览并将刊其纪念特辑来索/吾言吾老懒百废歉无可报用敬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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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千古诗圣右句十四字以代吾心声/声桂当知吾所欲歌者为何物吾所/相望者为何事矣/丙寅
除夕潘受

(编者按：本文为潘先生1987年初所写，共有两个墨迹，今取其一。文中新加坡中华书学

协会，即今日之新加坡书法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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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  世界各地的书法组织
191101　巴西中华书法学会

巴西中华书法学会是在1991年10月6日在巴西圣保罗市，由热爱书法艺

术的老、中、青同道共同发起组织的，创会会长是刘树德。另有林圣扬、陆

锡畴、袁方、吴瑛、苏少平等受聘为永久顾问。

学会成立以来，常利用暑假主办“书法讲座”，以提升学员之书学知

识、各体书法的书写功力。

学会在巴西主办之活动有：

1.	刘树德个人书法展。2.	林圣扬、郑贵珠伉俪书画联展。3.	中国河北

省廊坊市百件书画作品展。4.	毛如珠个人画展。5.	中国辽宁省残障轮椅女

工笔画家——秦百兰个人国画展。6.	巴西国际书画交流大展(	1997年7月18

日至22日在圣保罗举行，这是巴西侨界第一次大型国际传统中国文化艺术

交流大展。筹备经年，为庆祝香港回归而办。有中、日、韩、新、马、菲、

印尼、汶莱、台、港、澳、泰、美、加、巴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名家300余

件参加)。7.巴西国际书画交流大展里约巡回展(先在圣保罗举办，后于1997

年8月8日至10日在里约华人联谊会会馆举行)。8.1999巴西国际书画交流大

展(为庆祝澳门回归中国而办，有15个国家和地区的250件作品参展，包括

全中国各省和自治区)。9.2000年10月6日庆祝成立10周年举办书画展，以

后每年春节举办笔会。

多年来，本会或个别会员应邀参展之国家和地区有新、马、汶莱、韩、

美、法、菲、日，及中华台北(台湾)、山东、广东、广西、河北、安徽、内

蒙、北京、西安等地，共计45个展览。

(据巴西中华书法学会2006年供稿改写)

191102　加拿大中国书法协会

加拿大中国书法协会(Canadian	Calligraphy	Association)是于1994年成

立于加拿大多伦多的，现有会员250人，是加拿大创会最早、会员最多、活

动最频繁的书法社团。名书法家邝谔出任首、二届会长，历任会长为李复

兴、甄史图、陈汉忠。

协会以发扬中华文化、推展书法艺术为宗旨，每年除了举办会员作品

展、会员雅集(即席挥毫)，及书法作品义卖展外，且经常主动参与主流社会

艺文活动以宣扬国粹。因此，多次获得政府颁发感谢状。同时，协会积极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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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国际书法活动，及邀请各地书法团体前来多伦多举办交流展。协会也设立

网站作为直接沟通世界书法同道的窗口。

自2004年起，协会发起“书法志工”的号召，扩大招揽有志奉献书法

艺术者，尤其是年轻朋友入会，共同肩负书道传薪接棒的工作，颇收成效。

协会非常珍惜任何一次的观摩、切磋和情感交流的翰墨机缘，所以参

加了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举办的2006“第七届国际书法交流新加坡大展”等

活动。

																																		(据加拿大中国书法协会2006年供稿改写)

191103　中国书法家协会

中国书法家协会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它由书法家、篆刻

家、书法理论家、书法教育家、管理人员和书法组织组成，是中国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中国文联)的团体会员。现有团体会员32个，个人会员5556人。

中国书法家协会创建于1981年5月。三十多年来，书协在艺术创作、学

术研究、书法教育、对外交流等诸方面都有长足发展。

中国书协下辖办公室、组联部、研究部、展览部、外联部、中国书法

杂志社、中国书法培训中心等七个部门和单位。下设13个专业委员会和一

个分会：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中国书法家协会评审委员会、中国

书法家协会创作委员会、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篆

刻委员会、中国书法家协会刻字研究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硬笔书法委员会、

中国书法家协会权益保障委员会、中国书法家协会鉴定收藏委员会、中国书

法家协会艺术开发委员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编辑出版委员会、中国书法家协

会国际交流委员会、中国书法家协会装裱艺术委员会，及中国书法家协会中

央国家机关分会。

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主要任务是：贯彻党的文艺路线、坚持“二为”方向

和“双百”方针；继承和发扬中国书法艺术传统，在普及的基础上努力提高

书法艺术水平；关心和支持国内的群众性书法活动；开展对会员的联络、协

调、服务和业务指导；开展理论学术研究；举办书法展览；组织书法作品的

创作与评选；主办《中国书法》杂志和《书法通讯》；开展书法教育，推动

书法普及；配合党和国家重大活动开展专题活动；维护书法艺术家的创作成

果和正当权益；广泛团结全国的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不断发展和壮大书法

事业，切实作好党和政府联系艺术家的纽带和桥梁。



1117

陈
声
桂

中国书法家协会积极开展对外艺术交流活动，加强同中华台北(台

湾)、港、澳地区和各国书法界的联系，发展与世界名地同行的友好合作，

广泛建立国际联系，为发展和促进中国书法艺术，为世界文化和世界和平

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书法家协会也负责主持“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秘书处的工作；国

际书联的秘书长为中国书协党组书记、兼驻会副主席陈洪武。			

																										(据中国书法家协会2006年供稿改写)

191104　(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

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系国民党政府自中国大陆搬迁台湾之后，于1962

年9月28日，由丁念先等42人共同发起、正式成立，以继承传统书学、弘扬

光大书学为宗旨。当时，为全台唯一书法团体。

这42位发起人是：丁念先、丁治磐、梁寒操、何善垣、马寿华、谢宗

安、曾绍杰、张隆延、姚梦谷、王壮为、高逸鸿、谭淑、酆济荣、张作梅、

李猷、李普同、陈焕章、石叔明、胡恒、陶寿伯、傅狷夫、吕佛庭、陈其

铨、卓 林、郑曼青、魏经龙、曹秋圃、庄幼岳、林耀西、廖祯祥、宗孝

忱、李超哉、鲁荡平、姚琮、刘延涛、董开章、朱龙庵、许菱样、陈天相、

吴万谷、程沧波，及朱玖莹。

学会第一届由常务理事马寿华、李超哉、王壮为、曹秋圃、刘延涛等

五人轮值领导。自第二届(1964年)起改选马寿华为理事长后，他连任至第

六届(1980年)。第七届(1980年)至第九届(1989年)为程沧波，第十届(1989

年)为王恺和，第十一届(1992年)为陈其铨，第十二、十三届(1995年)为连

胜彦，第十四届(2003年3月)为释广元，第十五届为谢季芸(谢淑珍)。之后，

由沈荣槐接任至今。

学会在历届理事长领导下，配合政府文教政策，积极发展会务，弘扬书

法教育，并在各县市成立分支会，会员激增，曾逾2,500人，带动岛内书法蓬

勃发展，造就后起之秀，形成一股中坚力量，享誉于国际书书坛。

1990年，学会各县市分支会，依新颁法令规定，归属地方政府管

辖。1994年11月经清理会籍后，会员减至735人。1995年7月创刊《会

讯》，加强对外联系及对内服务，并发起“老会员归队”运动，聘请朱玖

莹等27人为本会顾问，借重经验之传承及会务之咨询。1996年6月购置办

公会所，10月办妥社团法人登记，1997年12月，内政部评鉴为全国性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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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优单位。2000年12月，连胜彦理事长独捐新台币500万元，成立财团法

人中国书法艺术基金会，协助学会推广书法艺术活动。

学会成立迄今，惨淡经营，历经五十余年，缔造无数佳绩硕果。尤其自

第12届改组以后，理监事会更积极推动会务。《会讯》至今(2005年)出刊已

39期，绩效卓著，赢得艺林地位与声望。

学会任务如下：

 关于中国书法历史、学术理论之纂辑、研究、整理、出版、介绍事

项。

	关于中国历代名书家传记作品之搜集、整理事项。

		关于中国历代碑帖及名家真迹之出版、介绍、传播事项。

	关于名家书法真迹之鉴定、介绍事项。

	关于书学刊物、书学丛书、书学年鉴之编纂出版事项。

	关于古今书法展览会之举办事项。

	关于书法讲座之举办事项。

	关于国际书法学术之沟通、宣扬事项。

	关于有志研究书法者之辅导事项。

	关于师资之培训储备事项。

	其他与章程所订宗旨及任务相关事项。

学会目前共有五种会员：

	个人会员：凡年满20岁，赞同本会宗旨，擅长或有志研习书法者，

由会员2人之推介，得申请入会(截至2000年12月，会员人数为985人)。

	团体会员：凡正式向政府登记有案之公私立机构或团体，赞同本会

宗旨者，得申请入会(截至2000年12月，团体会员有：台中市书法学会、

高雄市中国书法学会、中华民国书法教育研究会、高雄市八方艺术学会)。

	赞助会员：凡赞同本会宗旨，年满20岁，对本会有所赞助，经理事

会通过后聘任。

	荣誉会员：凡赞同本会宗旨，年满20岁，对本会有所贡献，经理事

会通过后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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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久会员：凡个人会员一次缴交会费新台币15,000元者，得为永久

会员，嗣后不必再缴交每年会费。

学会理事会另设监事会、顾问团、秘书处及各种委员会，如会员资格审

查委员会、作品审查委员会、章程修订委员会、展览委员会、编辑委员会、

活动策划委员会，及研究发展委员会。

																										(据中华台北中国书法学会2006年1月供稿改写)

191105　法国书法家协会

法国书法家协会(法文译名为：“笔林”——法国书法家协会)，成立于

1992年，为向法国政府申请获准成立的民间团体，创始人为熊秉明教授、

梁扬博士和柯乃柏博士，创会会员有五十余人。

协会主要会务为：在各大学、博物馆、市文化中心等地开设中国书

法课，自办或参加书法展览及交流活动。其旗下组织的最著名书法活动

有：1998年底，在法国巴黎索尔邦大学举行的“中国现代书法大展”、“中

国书法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系列活动。中法二国元首均为展览题词。

协会第一届主席为熊秉明教授(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柯乃柏教授

(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和梁扬博士(法国高等社科院)任副主席。梁扬兼

秘书长。

第二届主席柯乃柏教授，副主席梁扬博士(兼秘书长)。

法国书协，是以法国文学家、教师、学生及法国退休人员为主体、中国

旅法艺术家为支撑，强调书法的文化性及汉学研究。熊秉明教授、柯乃柏教

授、梁扬博士分别携西方视角观察中国书法的研究成果，多次赴中国大陆、

日本、南韩、新加坡等地作学术交流。例如：1992年3月11日，梁扬在新加

坡书协会长陈声桂邀请下，在新加坡举办个人书法展，熊秉明教授于1994

年10月访问新加坡书协会见陈声桂会长等。协会也参加2006年新加坡书协

举办的第七届国际书法交流新加坡大展！

																																	(据2006年法国书法家协会供稿改写)

191106　香港中国书道协会

1962年9月，一群在香港任职教育工作的书画家，组织香港中国书道协

会，目的在于推动书法活动。经多年努力耕耘，成绩为各界所肯定，他们遂

于1973年，向香港政府正式注册为合法社团，继续推动文化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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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众人公推已故创会人梁钧庸为理事长。梁氏与夫人叶连清走访

各书法团体、大学及教育机构，积极推广中国文化及书法艺术，除展览个

人书法作品之外，同时领导会众举办书法展览及参与各地之书法交流活动。

1974年，印尼书法家及工业家凌云超专程来港，加盟赞助，鼎力支持。

会众仰慕凌氏望重德高，一致拥戴为会长，夫人冯毓莹亦受聘为顾问，遇

有活动，凌氏夫妇必专程来港参与，其间，书法活动不下百宗，凌氏居功

不少。

协会在理事长梁钧庸领导与会长凌云超大力赞助之下，积极推行书法活

动、复兴中华文化，其中最突破性之成就，例如：

	创立及赞助国际书法联合展览会，开创国际文化交流之先河：1980

年，协会

首先在香港大会堂举行第一届国际书法联合展，邀请中华台北(台湾)、

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和香港等10

个国家地区参展；日、韩两国特别组团来港，两国总领事也到场观礼并致

词。其后，在新加坡(1981)、台湾(1982)、马来西亚(1983)、日本(1984)、

台湾(1986)等地举行。

	举办“我爱梅花运动”，受到表扬：1981年至1983，协会响应“我

爱梅花运动”，举办梅花书画展览活动，受到台湾教育部的奖励。

	在新加坡办展，促进二地书艺交流：应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之

约，1984年4月26日，梁钧庸叶连清伉俪书画展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展览

厅举行。

	赞助台湾青年书法展，在港新公展：1984年12月，赞助台湾“全国

青年书法展览”在台北历史博物馆举行，奖金之丰厚，前所未有。入选作品

百件，其后分别运往香港与新加坡作巡回展览。	

1985年8月20日，凌会长突然病逝于印尼寓邸，夫人冯毓莹为纪念先

夫，于香港九龙佐敦道购买会所，创建凌云超纪念馆，除展示凌氏生平力作

之外，同时允许协会会员免费使用纪念馆，或开展书法活动、教授书法。当

时，习书者不少，尤以梁钧庸理事长，门生最多。

2003年11月18日，协会创会理事长梁钧庸仙游，遗缺由副理事长陈灵

熙承接。2005年10月15日，协会通过委任邱以东及黄锦添为副理事长，共

同推广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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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顺介绍协会三大功臣：

	梁钧庸：广东省高要县人，1922年11月26日出生，自幼侨居香港，

毕业于教育部立案华侨工商学院，毕生从事教育，并研习书法40年。历任华

侨书院、远东书院教授，台北中华学术院聘任院士，哈尔滨大学客座教授，

肇庆教育学院教授等。梁氏毕生致力中华文化运动，与会长凌云超合作，创

建及发展香港中国书道协会，功绩卓著，曾获书法及文艺奖章奖状无数，

其中表表者为台湾教育部“国家文艺奖章”，国立历史博物馆“金 荣誉

章”，日本国际书道文化协会“文化功绩荣誉章”等。

	叶连清：早年随简琴斋习书法，随夫婿梁钧庸周游各地，展览书法

及宣扬中国文化，曾获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金 荣誉章”。晚年担任香

港中国书道协会名誉顾问。

	凌云超：号云斋，江苏扬中人，早岁就读乡塾。稍长，攻读于上海

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毕业后从事化工行业，曾随清道人哲嗣李仲乾及书法

家简琴斋、国画宗师张大千诸氏游。其后经港移居耶加达，创设牙膏、化

妆品厂，以及瓦通纸厂，以其诚恳殷实，深得当地人士信赖，数年间，一

跃成为知名实业家。凌氏在商务繁忙之际，对书法兴趣未减，潜心研习百

家书体，著有《中国书法三千年》、《凌云超书法集》等，曾在港台等地

连续赞助多届国际书法联合展览会，对东亚各国文化交流，著有伟绩。凌

氏曾担任新加坡书协顾问。1983年3月9日，新加坡书协在新加坡国家博物

院为他举办个人书法展。

					(据香港中国书道协会理事长陈灵 2005年11月15日供稿改写)

191107　印尼书艺协会

印尼在2000年中华文化解冻后，华人社团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印尼

各地爱好书法者也开始成立书法社并推动这项文艺活动。在2002年初，协

会召集了一些书法艺术爱好者，成立了书法社，最初是以“醉墨书法社”

为名。到了2003年，阵容扩大，增加许多会员，为了要与外界书法艺术同

道交流，必需要有代表性的名称，因此，在同年向政府内政部申请注册为社

团，在7月30日获得批准证，名为印尼书艺协会PERKASI	(PERKUMPULAN	

KALIGRAFI	DAN	SENI	INDONESIA)。

在2003年7月18日至21日，协会接到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的邀

请，由叶维汉为团长，李秀贤为副团长，黄国楠领队，两位名誉主席、四位

顾问沈贤仕、胡原菁、蔡剑声、张喜顺等及团员们全体32人，在新加坡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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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四天友好的访问和交流，并参观书法教学，亲自目睹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

长陈声桂和副会长何钰锋的教学情况。新加坡书协也安排了书法讲座与两会

交流对话，并参观了中国妇女名家书法展。四天的交流活动，使我们获益

不浅。这也是印尼自改革开放后，首次组织大型的书法团出外交流访问。

在2003年12月5日至7日，协会举办了第一次“印尼新加坡书法交流

展”。在印尼 达维亚大旅店举行，得到了社会各领导层人士的支持，由

中国驻印尼大使卢树民亲临剪彩。

当天，印尼文化部长代表、椰加达西区市长沙里门硕士，印中经济友

好协会执行主席M.哈达，印尼书艺协会荣誉主席和荣誉顾问都拨冗参加开

幕典礼。新加坡也派出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主席易峥嵘、新加坡书法家协

会会长陈声桂、副会长何钰峰、徐祖 ，常务理事陈朝祥，及郑文麟、吴

凤群、朱美英、周民光等九人参加了这次盛会。当日大会来宾约有六、七百

人。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带来了30幅代表作，印尼书艺协会和全国印尼各地爱

好者的作品汇聚了200多幅。这一次书展，可以说是印尼首次大型书法展，

盛况空前，获得圆满成功，也建立了新印两国之间书法同道的友好关系。

在这两年多中，印尼书艺协会的会员约有五、六十位。大家在六位导师

带领下，书艺都有一定的基础，这六位导师是：叶维汉老师与胡原菁老师教

楷书、张喜顺老师教隶书、沈贤仕老师教草书、蔡剑声老师教行楷书、彭涛

老师教草书。

2004年3月15日，协会接到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的通知：印尼书艺协会

已正式进入该会作为第十一位会员。印尼书艺协会是由国际书法展联络会执

行理事长陈声桂推荐加入的。协会觉得成为该会会员之一，十分荣幸。此后

得以与各国同道交流，	开拓我们的视野。

2004年7月16日至18日。印尼书艺协会举办第二次书法交流展，这次

是与中国各地几位书法名家在渔家村大酒楼举行。中国书法家有陕西省钟明

善、厦门市白鸿、广东省大埔县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李小金，及张达文。还

有一位南京的书法小奇才穆兰花小妹妹，年纪仅有10岁。印尼的参展作品，

除了书法，还有绘画，汇聚了300余幅。盛典由中国驻印尼大使卢树民开

幕，筹委会主席为蔡剑声，嘉宾有印中经济文化友好协会执行主席M.哈达、

社会贤达熊得怡、游继志、张庆寿、陈楷财、陈 福及陈锡石等人，他们联

合剪彩。当天的来宾约有600人，为况盛殊。

2006年3月18日至22日，应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的邀请，协会在新加坡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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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心举行第二次“新印书法交流展”，由领队李秀贤、团长叶维汉率领了

28位团员参加了这次书法交流盛会。书展由新加坡教育部政务部长曾士生主

持开幕仪式，印尼驻新加坡大使希凯悦亲临见证，十分成功！参展作品有印

尼的34幅，及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的32幅。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也

特别安排了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对李秀贤主席专访，及安排李主席在3

月22日新加坡国家电视台“新加坡早晨”直播访问。通过这次的书法交流

展，促进了两国同道的友好关系，在两国书法史上谱下光辉灿烂的一页。

印尼书艺协会资历尚浅，以投入书法活动的岁月而言，可说是处于萌

芽时期。有鉴于此，以陈声桂为首的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诸同仁给予我们极

大的鼓励、指导和支持，并引导我们步入书法世界，在此，特向新加坡书

法家协会致以崇高的谢意!

																									(据印尼书艺协会主席李秀贤2006年供稿改写)

191108　日本(财团法人)每日书道会

1.	沿革：

1948年8月，为振兴战后衰弱的日本书法艺术，每日新闻社在东京举办

了“全日本书道展”。

1951年，展览名称被改为“每日书道展”。之后，每年都在东京等地

举办全国性书道展，参展件数达四万之多。现在，它是日本规模最大的书

法展，每年都在全国十座城市巡回展出。

随着每日书道展规模的不断扩大，为更加顺利进行展览的各种工

作，1981年1月，每日新闻社成立了财团法人每日书道会(The	Minichi	Shodo	

Association)。之后的“每日书道展”，都由每日新闻社和每日书道会联合

举办。

2.	活动内容：

为了在日本弘扬传统书法艺术、普及书法，展开各种展览等丰富多彩的

书法活动，以及促进与世界各国的书法交流，给世界人民介绍源远流长的东

方艺术的精华——书法，每日书道会：

①	每年举办“每日书道展”

②	举办其他各地书法展览，例如现代女书法家展、现代书法新春展、

国际高校生选拨书展、每日小作品义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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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举行有关书法的演讲会、研究会等。

④	通过书法展，开展国际交流活动，例如在国外举办书展、在日本展

出外国的书法作品，以及组织书法交流团赴世界各地。

⑤	出版书法专刊。

3.	每日书道展

①	展期和场地

每年7月至12月，在以下10个日本城市巡回展出，入选及授奖作品共

15,000幅。这10个城市是东京、京都、富山、名古屋、松山、广岛、仙台、

札幌、山形，及福冈。在展出期间，观众总数超过10万人。

②	作品

每年将全国各地报名的4万多幅作品，分为7个部门评选，其入选率为

50%。7个部门为：汉字书法、假名书法、近代诗文书法(即写当代诗文)、

大字书法(即写一至两个大字)、篆刻、木板刻字、前卫书法。

③	报名资格：

18岁以上可以报名。为鼓励年经学生参展，自2000年成立了以18至23

岁为对象的“U23”部门，给“U23”的优秀作品发“新锐奖”和“鼓励

奖”。参加每日书道展入选次数达到10次者，有资格当“会友”。

每年，书道会从一般报名者和“会友”中选出“每日奖”和“秀作

奖”。各奖带有分数，即“新锐奖”1分、“鼓励奖”0.5分、“每日奖”2

分、“秀作奖”1分。参展者得到5分，才能当正式会员。会员作品中也要

选出“会员奖”，即大奖。获得“会员奖”者，会升为“审查会员”，即

评委。

4.	国际交流

①	主要海外展

1970年，在巴黎办展。

1971年，在美国纽约、费城，及巴西里约热内卢办展。

1972年，在意大利米兰及西班牙各地举办巡回展。

1975年，组织“日本著名书法家赴巴西使节团”，在圣保罗、里约热



1125

陈
声
桂

内卢等地举办巡回展。

1976年，在美国西雅图，由全日本书道联盟主办的“现代日本书道展”

上，展出了本书道会著名书法家的53幅作品。

1978年，在巴黎举办每日书道展30周年纪念展。

1982年，在新加坡，与新加坡书协联办“新日书法交流展”，共展出

书道会13位名家的51件作品。

1988年，在北京、上海、德国慕尼黑、奥地利维也纳、莫斯科和比利

时等地举办每日书道展40周年纪念展。

1990年9月至1991年11月，由于每日书道展40周年纪念展在各国博得

好评，本书道会选拔了85名著名书法家，在哥本哈根、圣彼得堡、慕尼黑、

柏林、都柏林等城市举办“日本现代书法展”。12月在新加坡参加“第一届

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1993年，在美国华盛顿等地举办每日书道展45周年纪念展——“现代

日本书法展”。

2000年8月，为纪念德国举行的“日本年”，在柏林举办了“日本书

法展”。

2002年10月，为纪念日中邦交正常化30周年，在北京市中国革命博物

馆举办“日中书法家作品交流展”，让代表两国的100名书法家，展出每人

不同风格的两件作品。

2004年10月，在北京市中国美术馆举办两国书法交流史上规模最大的

女书法家交流展——“日中女书法家代表作品展”，展出了日中两国女书法

家的371幅作品。

2005年10月，在乌克兰国首都基辅市举办“日本现代书法展”，展出

了121幅作品。

之外，自1985年开始，每年从每日书道展授奖者中选出16人，组织研

习访华团，参观北京、西安、洛阳和上海等的书法遗址，并与当地书法家

进行交流。

②	在日本举办外国展览

1994年12月，在东京举办“中国木简古墓文物展”，展出甘肃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收藏的新居延简、马圈湾简以及汉代的毛笔、彩陶等220件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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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4月，在东京举办“第一届国际刻字艺术95年东京展”，展出来

自日本、中国、韩国、新加坡等四个国家的200幅作品。

11月，举办“第三届国际书法交流东京大展”，接待了八个国家和地

区的代表团。

1998年12月至1999年1月，举办“98年东京BESETO书画展”，展出

了结为友好城市的东京、北京和汉城等三个城市的150幅作品。

1999年7月在东京，本书道会和中国书法家协会联合举办“中国20世

纪书法大展”。

2002年7月和10月，分别在东京和北京举办“日中书法家作品交流展”。

2004年7月，在东京银座画廊举办“日中女书法家代表作品展”，接待

了中国书法家协会规模最大的63名书法家代表团(其中女书法家占58名)。

5.	领导机构：

每日书道会主要领导人为：理事长(由每日新闻社社长兼任)、最高顾

问、常任顾问，及顾问。

书道会有一个20人理事会，这20位理事，10位来自日本各家各派的名

家，10位是每日新闻社在日本全国10个分社的社长。

书道会由专务理事(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专务理事是由每日新闻社职

员中选派出来的。

																																(据每日书道会2005年11月4日供稿改写)

191109　国际书法艺术联合韩国本部

国际书法艺术联盟韩国本部创立于1977年3月18日，本联合会于1989

年12月12日得到法人设立许可证。

1989年12月8日至22日，本联合会在Seoul市立美术馆举行国际书法

艺术联合展，作为创立纪念，参加者有韩国、新加坡、中国、中华台北(台

湾)、日本、香港、马来西亚等320名书法家。

1990年1月，国际书法艺术联合韩国本部由金膺显任理事长。1998年

1月30日，金瑞凤就任第二任理事长。2002年1月26日，权昌伦就任第三任

理事长。

本联合会主要活动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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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90年12月18日，参加新加坡书协在国家博物院举办的第一届国际

书法交流新加坡大展，以及第二至第十二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

②	1994年在韩中二国举行第一回国际书法大展，这是一个双年展，有

韩国、中国、日本参加。

③	1995年11月12日至18日在中国四川省成都市举行韩、中书法交流

展，有80人参加。

④	1995年11月18日，副理事长金瑞凤在北京参加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

中国书法史学术会议，讲题是：“王羲之、中国书法及韩国书法现况”。

⑤	1993年12月8日举行第1回国际书法艺术联合韩国本部展。

⑥	1996年10月5日，在河南省郑州市国际博览中心，举行韩中青少年

交流展。

⑦	1996年11月20日，在汉阳大学博物馆举行国际书法学术会议。

⑧	1997年7月14日，在艺术之殿堂书艺馆举行第1回全国挥毫大会招待

作家展。

																													(据国际书法艺术联合韩国本部2006年供稿改写)

191110　马来西亚书艺协会

马来西亚书协会的成立，溯源自1980年6月《南洋商报》的一个书法座

谈会。当时，一班热爱书艺的文化工作者，咸认本邦亟需组织一个书法团

体，以推动及发扬书法艺术，遂集会协商，并在1982年正式成立筹备委员

会，由朱自存出任筹委会主席，姚拓为总务，何维城为财政，其他发起人包

括黄子贞、彭士 、张英杰、钟正山、黄尧、黄金炳、周曼沙、钟正川、沈

慕羽、李秀添、曾子才等。

协会在1985年1月12日获准注册，同年4月7日在中华大会堂召开首次会

员大会，并宣告正式成立。第一届理事会由朱自存、何维城分任正副会长。

协会的主要宗旨和任务是发扬本地民族书法艺术，鼓励人们对书法艺术

开展研究，举办或协办书法展览会、座谈会、训练班，加强书法艺术活动之

联络工作，及提高书法艺术工作者之艺术与专业地位。

自1985年6月起，协会积极推动会务，在国内各大小市镇主办或受邀主

讲各类书法座谈会。主讲人多次由理事黄金炳、郑良树等但任：而外国名家

如新加坡陈声桂、台湾的入迂上人等亦曾受邀前来主讲书法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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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1月，协会假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举办国际书法研讨会，出席

者有来自台湾、香港、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各地书家。在开会时，协

会也举办书法展览、书法比赛、学术研讨会，及遴选作品和组团代表马国

参加各项国际书法展览会及书法交流会。

同年12月，协会举办第一届全国中小学教师书法教学研习营，首开马来

西亚书法师资培训先河。书法营由黄金炳担任营长，主讲者包括黄金炳、郑

良树及锺正川等人。

1988年，在朱自存、何维城及程道中的领导下，协会展开各项书画义

展筹募经费，终在吉隆坡巴生路自置会所。同年12月，协会代表团参加新

加坡书协20周年，并参与组建“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中心”。

1989年，何维城接任第二任会长，除积极促进书艺活动、扩展会务之

外，也在全马各州纷纷设立联委会。

同年，由程道中倡议，书协联合《星洲日报》及全国华团文化工委会

推动“全国贴春联运动”，反应热烈，广受欢迎，也带动了全国华社春节

贴春联的风气。

1990年，协会参加哄动世界艺坛的“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新加坡大展”

并参加“第一届国际书法大会”。

1995年，钟正川任第三任会长，除了加强各地联委会的联系、积极招

收新会员之外，也收集我国先贤书法家的资料和作品，使这些拓荒者的史

迹，不致散失湮没。

1997年4月，协会举办了“缅怀黄石庵书法展”、“马新书法交流展”、“马

来西亚百家书法展”、“林悦恒书法展”、“翰墨迎秋会员展”，及第四届国际书

法交流吉隆坡大展。

在这期间，本会亦通过由书画家邓瑞英、施春枝、许连城、李镇邦，及刘恩

齐联办的“秋展”、“翰墨迎春晚会”、林悦恒书法展，筹获10余万元，充作活动

经费。

2001年，黄金炳当选第四任会长，于2001年8月至12月间邀请国内名家

余斯福、刘创新、谢豪杰、夏振基、张财、陈湘荣等人，假《星洲日报》举

办“笔歌墨舞”系列学术讲座会。

9月，协会代表团出席新加坡书协主办之“新马书法交流展”。

12月，协会与马来西亚创价学会举办2001第一届全国书法大展，在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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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学会综合文化馆展出作品205幅，盛况空前；同日举办“清歌妙笔”筹

募活动经费晚宴，筹得款项10余万元，成绩斐然。同时，第一届全国大展

专集《承传》也问世。

2002年9月，首届(2002)“中国马来西亚书法交流展”在中国天津举

行，协会参展作品50件。由会长黄金炳、署理会长余斯福、副会长黄炳强

及秘书长李汝强等带领25人团赴中国天津出席开幕典礼，受到盛情接待，

为马中两国书法交流掀开新页。

2003年4月，理事会改选，黄金炳蝉联第十届会长。

5月，协会24位书家受邀主持马来西亚国际鼓节的“全国24节令鼓大赛

现场挥毫题鼓仪式”。

2003年11月，第二届(2003)“马来西亚中国书法交流展”，在马来西亚

创价学会综合文化中心举行，由我国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拿督斯里黄家定开

幕，展出作品共123幅，编成精美专集出版。中国代表团46人，由团长、中

国文联副主席兼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研究会理事长刘炳森，及副团长、中

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路棣率领出席。当天还有专题

讲座及马中两国书家笔会。讲座由协会黄金炳主持、中国刘炳森主讲：“中

国书法教育与当代书法发展概况”。

2003年12月，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朱关田

伉俪来访。

2004年5月，协会与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总会及马来西亚华校教师

公会总会(董教总)假新纪元学院联办“第十届全国中小学教师书法教学研

习营”。

2004年8月国庆日，协会主办“首届(2004)马来西亚兰亭奖全国书法大

赛”。全国16个赛区同步举行，参赛者6千多名，盛况空前。

2004年12月，协会假拉曼大学举办“全国书法学习一日营”，联办单

位有马华终身学习全国委员会、华人文化协会、八大华青、马来西亚国中

华文教师联谊会等。

2005年3月，协会联合国家文化、艺术暨文物部、马来西亚创价学会、

马来西亚孔学研究会及星洲日报，在马来西亚创价学会综合文化中心举行“

第二届(2005)马来西亚全国书法大展”，作品169幅编印专集出版。同日并

举办“笔情墨趣”以庆祝协会成立20周年。



1130

陈
声
桂

协会现有约会员千名，遍布全马各地。到目前为止，共设有13个联委

会，即：怡保、芙蓉、古来、哥打巴鲁、马六甲、诗巫、亚庇、山打根、

新山、晋汉省、民都鲁、麻坡和居銮。

为求提升和普及书法学习与欣赏，及有系统地教授书法教学，协会经

常举办书法教学研习营，为全国中小学书法导师灌输正确的书法知识和教

学，间接使莘莘学子踏上正确的学习书法途径。这项全国性研习营已举办

了10届，其他区域性的研习营、书艺讲座、比赛、展览等亦常在各地联委

会举行。

协会为促进国际书法艺术交流，与新加坡、中国、日本、韩国、菲律

宾、中华台北(台湾)、加拿大、美国、法国、澳大利亚、巴西、汶莱、印

尼、泰国、香港、澳门各国及各地区的书法家、书法团体建立了联系，共

同推动国际间的书法艺术交流活动。

该会目前由王雅担任会长。

																																		(据马来西亚书艺协会2006年供稿改写)

191111　菲律宾中华书法学会

1987年，在千岛之国菲律宾，一群对中华文化执着者，怀着对中国书

法艺术的共同爱好，聚集在一起。经过一年多的交流和酝酿，直至1989年

6月1日，在书法家王文汉和陈敦三等人的召集下，发起成立菲律宾中华书

法学会筹备委员会。同时，在菲华社会公开招收会员。

1989年7月8日，菲律宾中华书法学会假首都马尼拉玛拉达大酒店举行

庆祝成立暨首届理事就职典礼。菲律宾华侨商联总会理事长高祖儒任学会

名誉会长，兼就职监誓人。首任会长王文汉、副会长陈敦三、王清默，秘

书长王勇，理事会由17人组成。基本会员有30多人。为了推广书法学习，

学会广泛联络全菲书法爱好者近百人。

菲律宾中华书法学会是一个学术性人员和书法爱好者组成的团体，其宗

旨是立足菲律宾，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研究和推广中华书法，促进中菲文

化艺术交流，以及积极参与国际书法交流活动。

为了开展学术活动，学会还聘请海内外著名书法家担任学术顾问，有

中国启功、沈鹏、王学仲、刘艺、沙曼翁、周志高、周俊杰、陈振濂、洪

丕谟、丁明镜、蔡展龙、林汉宝、王乃钦，中华台北(台湾)罗青，澳门梁披

云，新加坡潘受、陈声桂，法国陈邦仕等。十几年来，学会在他们的大力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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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下，在参与国际书法交流活动和提升书法艺术水平方面，都获益良多。

十几年来，学会举办了书法讲座、讲习班、雅集、作品观摩、展览、比

赛，及出版专刊等多种形式的活动。特别是向菲国书法爱好者介绍中国、日

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的优秀作品和书法家。同时，也接受菲律宾电视的

采访，透过英文杂志和电视广播，将中华书法艺术，介绍给菲国人民，增进

中菲文化交流和友谊。

学会成立以来，先后举办三届全菲书法展览。1993年春节举办“菲律

宾第一届书法展览”，参展作者40多人，华文学校学生40多人，共展出作

品近200件。1995年春节举办“菲律宾第二届书法展览”，参展作者60多

人，展出作品120多件。1999年7月21日举办“第三届全菲书画展”，庆祝

学会成立10周年，参展作者40人，展出作品百余件。

2003年，学会与东方体育会、菲华志愿消防员福利基会会联合举

办“中国国庆书画展”，并将展出作品义卖所得，悉数捐予消防员福利基金。

2005年10月2日，学会与东方体育会联合举办“庆祝中国国庆书画

展”，参展作者40多人，作品160多件。

此外，学会还举办了“中国艺术大师钱君 书画展”及学术讲座、“丰

一吟书画展”、“魏传义教授书画展”等。

学会于1995年向菲律宾政府政券署注册，获正式批准。随后，于1996

年5月加入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1990年至2016年，学会均有作品参加国

际书联在新加坡、北京、东京、吉隆坡、台北、汉城和新加坡举办的第一

至七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此外，还参加“台北国际书法邀请展”、台北

国际书法联盟在中国西安举行的“国际书法邀请展”、台湾中华文化艺术

交流协会主办的“国际书画名家作品展”、韩国文化艺术研究会主办的“

亚细亚美术招待展”、韩中日书艺文化交流协会与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联

合主办的“亚洲书法交流大展”、泰国国家旅游部与泰华书画盆景协会联

合举办的“国际书画展”等。

值得一提的是，学会副会长陈敦三，二十年来，始终以满腔热情地在菲

律宾传扬中华书法艺术。他曾多次应邀在菲国电视台挥毫。

他也活跃于国际书坛，先后应邀赴中国、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

等地作书法交流活动。

																																	(据菲律宾中华书法学会2006年供稿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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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12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

(请参阅本章191208“新加坡书法家协会”)

191113　泰国泰华书法家协会

2012年，泰华书画盆景协会会长黄汉城注册泰国泰华书法家协会成立。

同年12月，泰国书协申请加入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并申办2014年在曼谷举

行第11届国际书法交流曼谷大展。2014年8月，第11届国际书法交流曼谷大

展于泰国中国文化中心揭幕。

至于协助泰国书协成立的泰华书画盆景艺术协会，乃成立于1992年。

在历届主席丁家骏，陈卓良和现届主席黄汉城领导下，积极开展艺术交流

活动，举办过多次书画盆景展览和参加国际书画展览，宣扬中华文化、促

进泰中友谊，深得各界人士支持和赞赏。

黄汉城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实业家，又是一位书画均擅的业余书画家。

他担任泰华书画盆景艺术协会主席以来，挑起了发展会务的任务。当他在

第四届理事会蝉联主席后，便把艺术活动推向国际，筹办国际书画盆景艺

术展览会，邀请中国、香港、澳门、中华台北(台湾)、美国、日本、韩国、

加拿大、印尼、巴西、新加坡、澳洲、菲律宾、汶莱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著

名书画家参加！

191114　澳大利亚书法协会

澳大利亚书法协会(The	Australian	Oriental	Calligraphy	Society	

Incorporated)乃一以公司注册的非谋利团体。其主要目标乃欲于澳洲此一

多元文化的国度中推广及发扬书法艺术，使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能够

有机会学习书法。

协会设立于澳洲新南威尔斯州之悉尼市(Sydney)，是由热爱书法的人士

创立于1993年。经过10余年的艰苦经营，至今大约有60多位会员，大部份来

自中国及香港，其余会友则来自澳洲主流、中华台北(台湾)、日本及韩国。

协会宗旨如下：

1.	与世界各地书法界交流：

协会多次邀请中国来澳洲游览之书法家到会演讲，同时鼓励会友参与

国际性之书法展览或交流大会，如第6届国际书法交流SEOUL大展，和第7

届国际书法交流新加坡大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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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举行定期专题讲座：

目前的安排是每月举办一次，为会友及书道爱好者提供各种不同书体之

研究及切磋机会。讲座的范围也包括与书法有直接关系的艺术，如篆刻、装

裱、文房四宝及中国文字发展演变的史料等等。

3.	举行雅集：

在这类一年一度的活动中，通常有多位书法导师即席挥毫；也有导师既

写字亦写画，一挥而就，之后便是晚宴。

4.	举办年展：

书法展览对外界极具吸引力；对参展者而言，也带来满足感和对本协会

的归属感。近年来，展出者甚为踊跃，约占会员百分八十。展出的作品，往

往反映出参展者过往一年在书艺上的成就和突破。

5.	鼓励并协助各社区及学校设立书法研习小组：

这几年，协会积极进入社区团体、小学、中学和大学作推广书法的活

动。小学和中学的进展差强人意，现正重新部署。大学方面，多年来书法已

成悉尼的默各理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及新南威尔斯大学(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中极受欢迎的一个科目。此外，位于悉尼市中心的更生

会，经过了六、七年的耕耘，已开始发展为下一代书法家的温床。

6.	出版定期刊物：

从2004年7月开始，协会为会员出版《会讯》，定期登载协会所有活

动，也涉及一些基础性的技法推介，例如怎样呵护印章、印泥及钤印等。

7.	定期出版技术性刊物：

名为《书艺天地》的刊物始创于2005年9月。协会希望通过这份刊物，

让会友们有机会一起讨论理论，并作技术上的交流。澳洲地广人稀，举办每

月一次的讲座，能对居住在邻近的会友发挥效果；每年出版4次的《书艺天

地》应可克服因地域阻隔而衍生的困难。

																																	(据澳大利亚书法协会2006年供稿改写)

191115　比利时华夏书画研究院

比利时夏书画研究院(Chinese	Calligraphy	&	Painting	 Institute，	

Belgium)是一间注册公司，由旅欧书画家陆惟华侯杏妹夫妇于1995年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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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侯氏是比籍华人，她是此院董事长。1954年出生于香港的侯氏，也担

任比利时皇家美术家协会顾问、比利时世界文化交流中心主席、荷兰环球

艺术家协会副主席。

比籍华人陆惟华为此院院长，他1956年出生于上海，1998年毕业于比利

时皇家美术学院(油画系本科)，2000年毕业于比利时蒙斯高等美术学院，现

任比利时皇家美术家协会高级顾问、比利时世界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秘书长、

《比中侨声》杂志主编、《中国画研究》杂志主编，他曾师承中国艺术家钱

绍武、谢之光、陈逸飞、张充仁。

该院在欧洲组织策划过的活动有：

1996年，主办“布鲁塞尔首届世界华人书画艺术作品展”。

1998年，在比利时韦维埃市举办“中国书画扇面展”。

2001年7月，在比利时眼与根画廊举办“中国画家叶志华书画展”、“中

国画家邝英然书画展”、“旅比著名艺术家侯杏妹书画展”、“旅比著名艺术家陆

惟华书画展”。

2001年10月，在布鲁塞尔圣米歇尔大剧院举办中国敦煌艺术团访问比

利时慰问演出暨书画展。

2002年，举办“布鲁塞尔首届中国景德镇瓷器精品展暨叶志华、邝英

然书画展”。

2003年，在Mons市组织了钱绍武书画暨中国文化讲座。

2004年，组织“比利时首届中国连环画展”。

2004年，协助Anderlechet市中国博物馆组织“中国文化周”暨书画活动。

2005年2月，组织Anderlechet“中国节”暨书画展活动。

3月，组织了Saint-luc大学书法艺术讲座。

4月，在达芬奇艺术研究院组织中国书法表演和书法研讨会。

4月，在Woluwe	St.	lambert组织书法表演活动。

6月，在奥贝主办中国书法与中国文字演变的讲座。

8月6日，在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举办“侯杏妹陆惟华书画展”。

8月26日，在上海陆惟华艺中心举办“陆惟华书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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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16　文莱中华书画协会

汶莱中华书画协会(Society	of	Chinese	Writers，Calligraphers	&	Artists)	

是汶莱中华文艺联合会的成员，成立于2003年，其前身是汶莱留台同学会汉

唐书画社；之前是汉唐书道，成立于1990年。

汶莱位于婆罗州岛北部，在东马来西亚即砂劳越和沙巴州的中间，汶莱

的国家教育政策是双语教育，双语指的是马来语文和英语文，政府办的学校

如此、民办的包括教会办的亦如此，华社办的华校共有8所，其中3所是由幼

儿园直办到中五即英国式的普通教育‘O’水平(GCE‘O’)。中五(5年制中

学)的课程是三语的，即中、英和马来语文。其余5所华校是由幼儿园到小学

六年级的。在汶莱，所有的华校都是中、英和马来语的三语文学校，是三语

文并重而非以华语文为主。

汶莱的华校，间中会有教习书法和举办书法比赛；也有举办新春挥毫，

以写春联为主。名为三语文并重，实质上是重视英语文和马来语文水准，

华文是相对地降低了些。换言之，所谓三语，其实，学华语的时间和质量

是很少的。

汶莱人口约35万人，其中华人约有5万人，华人当中有读华文的人约居

其半，即约2万5千人，读过华文不等于懂书法。从书法人口来说，在汶莱自

然是不会多的，因为母体很小。

汶莱书法环境虽如上述，但有志于书法的人还是有的。至于早期所谓

懂书法的人士，其实只是会写毛笔字而已，与“书法”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自从有了汉唐书道然后提升为汉唐书画社，而今再提升到书画协会，我

们已经把书法带入汶莱的一些华人群体中，使其对书法艺术有所认识进而有

兴趣，虽然在人口比率来说是很小的百分点，但有兴趣的人已朝向书法家的

方向勇往直前，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是会写写毛笔字而已。

从1994年以来，对书法有兴趣的汶莱人，慢慢地增加，素质有所提高，

而且已面向世界，从未间断。协会部分成员每年都应约参加中国许多省市，

以及中华台北(台湾)、首尔、吉隆坡、新加坡的展览。

以前协会会员学习书画，只注重相互交流，现在已有两个培训处，学员

多数是成年人。成年人一旦对书法有兴趣，进步是较快的，也较易看到成绩!

基于此，汶莱的汉字书家也许不会很多，但素质必定较好。

(据俞庆在2006年供稿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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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17　意大利斐墨书法文化协会

今天，书法艺术在欧美已引起越来越多人士的兴趣了。他们创作出一

系列接近传统书法形式，但却具有不同风格的汉字书法，可说是充满了西

方的自由精神。

2000年，在意大利创建了一个名为“斐墨现代书法文化协会(Fei	Mo	

Contemporary	Calligraphy	Cultural	Association)的组织。这个组织既推广

人们对作为一种现代艺术的汉字书法的认识，也教导人们如何掌握书法艺

术和篆刻。

协会创办了一间书法艺术学校，注重教学的质量，并期望通过学习传统

书法来创作新的、具有时代性的艺术作品！

随着时间流逝，他们采用的书法教学方法和传授的创作经验，在这个

西方和东方艺术互相交流学习的大环境中，更适合西方人士的表达方式。

对“斐墨”而言，同美国的“墨水艺术”团体的成员会面、交流是非常

重要的，特别是同它的设计与创始人Kim	Sun	Wuk	博士座谈。现在，他是

斐墨文化协会的名誉主席。

“斐墨”对汉字的书法艺术与西方艺术家或学者间的交流活动充满热情

和希望，为此，他们正计划加速实现和达到这一愿景!

(据意大利Paola	Billi，Nicola	Piccioli	2006年供稿改写)

1912  新加坡的书法及美术团体
191201　中华美术研究会 (Society of Chinese Artists)

中华美术研究会初名沙龙艺术研究会，后易名华人美术研究会，由1946

年起至今，以中华美术研究会为会名。

在1927年之前，新加坡画坛一片静寂。之后，有少数的美术小组和零

星的美术活动。直至1935年，侨居本地的华人画家组织了“沙龙艺术研究

会”，才开始有一个初创的美术团体。

“沙龙艺术研究会”乃由张汝器、庄友钊、张伯河、卢衡、赖文基、

高振声、徐君濂、林天、李魁士、蔡竹贞、李云扬、黄清泉、刘恭熙、陈

平、陈宗瑞、郑丙燮等人发起。由于发起人均为上海美专、新华艺专及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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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大旅新同学，所以入会者仅限上述三校毕业生。

最初，该会会员人数不多，仅有10余人，因之流产，没能组成。嗣后，

发起人扩大组织，	于是马来亚、印尼、香港等地均有人加入，总数约有40

多名。

同年(1935年)11月17日，发起人召开会员大会，会上议决易名为“新

加坡华人美术研究会”并选举张汝器担任首届会长。

1936年1月20日，该会获准注册；6月25日，假华人女青年会举行成立

大会，并举行第一届常年美展。此后，该会每年都举行一次常年美展。

1937年年尾，该会副主席杨曼生自槟城致函执委会，提议由华人美术研

究会筹组美术专科学校。于是，该会会员李魁士、杨曼生、张汝器等人担任

起草委员，催生了次年(1938年)“南洋美术专科学校”的诞生。

1941年日军攻占新加坡，当年的第六届美展未能如期举行。在日治期

间，该会会务停顿、文件档案散失，而会长张汝器、副会长何光耀，及会

员庄友钊、颜长发、林道 ，均不幸在大检证中牺牲掉。

新加坡光复后，该会理事即展开复会工作。1946年9月29日，该会召开

和平后首届会员大会，重订章程，并易名为“中华美术研究会”。会上选举

了复会后第一届职员，结果刘抗获选为会长。

易名后的中华美术研究会，暂借会长刘抗在三角埔35号画室为会址，

并于同年12月20日假中华总商会举行第六届常年美展。

该会在过去八十余年，主办或合办过无数的美展与活动，包括： 厘旅

行画展、名画欣赏会、韩国现代美展、全国美展、近代名家书法展、名人书

法展、中国名家画展、扬州八怪书画展、当地陶瓷器及版画展、筹募文化基

金美展等。该会也曾为关山月、王兰若、徐悲鸿、张大千、李曼峰等名家举

办画展，以及举办绘画比赛、组团访问中国等。

1971年初，建屋发展局拨出欧南园一座组屋的第四层，以特价租给该

会，作为会所及活动中心。同年2月26日，该会召开会员大会，授权建委会

及政府接洽此事。5月，会长、秘书及财政三人赴建屋发展局签约。12月14

日，这定名为“欧南园美术中心”的艺术中心，与当年的年展同时开幕。12

月29日，该会会员大会通过画廊章则。

在陈宗瑞的艰苦策划、执委们和赞助人落力协助下，美术中心以非盈利

的方式经营了12年。1983年7月17日，建屋发展局来函对美术中心加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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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起，每月租金为650元；一年后(即1984年)9月起，每月为1,000元；1985

年9月起，每月为1335元。最终，因无法长期应付日渐增长的租金而将中心

交还建屋发展局。

在美术中心走入历史之后，该会唯有借用南洋美专三山校园的一间

小房间作为会所。如今，该会会所设在甘榜尤诺士(10	kampong	Eunos，	

Singapore	417775)的美术总会。

截至2013年，该会拥有会员291人，这些会员除本地人之外，也包括马

来西亚、印尼、中国、德国及法国等国的人士。

190902　新加坡美术广告协会 (Singapore Commercial Art Society)

新加坡现有的美术团体中，有一个是由实用美术工作者所组织的，这

一个团体便是“星洲美术广告协会”。该会历史悠久，仅次于中华美术研

究会。

星洲美术广告协会于1935年倡组，1936年草创，正式成立于1937年，

迄今已有79年的历史了。发起该会的是：曾学制、许吊仑、欧天助、冼国

才、何连枝、陈嘉铭、邵雪白，及汤由础。

1935年时，在新加坡从事美术广告者为数不少，有识之士，便倡议组

织同业，以谋求合理的利益及促进实用美术的运用。最初，由爱同学校美

工教师许吊仑奔走号召，后获同业人士响应，终于1937年2月28日，获得

当时的海峡殖民地政府社团注册官批准成立，定名“星洲美术广告研究会”

在筹备期间，该会以爱同校友会为筹备处；成立之后，会址设在水车街

1号(1	Kreta	Ayer	Rd,	Singapore)，1939年又迁址至尼路37号(37	Neil	RD,	

Singapore)。

				日治期间，该会会务停顿。1945年新加坡光复后，该会即恢复活动，

会址设在武吉巴梳路(Bukit	Pasoh	Rd,		Singapore)某号。两年后，又迁址至

德林街3号B(3B	Teck	Lim	Street,	Singapore)现址。

该会沿用星洲美术广告研究会会名23年，至1960年，为扩大会务范围，

遂更名为“星洲美术广告协会”至于今日。该会不是一个职工联合会，也

不是一个雇主联合会。因此该会的活动，经常发现有雇主与雇员一起参加

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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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会战前成立初期，由曾学制担任主席，继任者为林英杰。光复后，

由林廷 、陈庚尧接任主席。继后，主席一职由陈嘉铭担任，陈君蝉联该

职十余载，再由邵雪白、梁华胜接任。值得一提的是，该会自成立之后，

长时间由邵雪白担任总务(秘书长)。1975年，邵君让贤，改任监察长一职

直至辞世。

该会现有会员200多名，包括任职于广告社、画室、设计室、摄影室，

以及其他涉及广告美术生产，或不受聘于任何公司，但对该行业有兴趣的人

士。

该会自成立以来，历年大事有：

1937年该会正式成立。

1939年，该会会员作品公开在快乐世界(现称繁华世界)展览中售卖，收

入悉数捐赠慈善机构。

1941年，该会与华人美术研究会(现称中华美术研究会)、南洋美术专科

学校联合组成“新加坡美术总会”，并由已故林学大校长担任主席。该会总

务邵雪白担任总会总务(即秘书)，总会财政为张汝器，委员包括欧天楚、钟

鸣世、庄有钊等人。该总会于日治期间停止活动。

1945年，新加坡光复后，由于多方的努力，该会会务发展蒸蒸日上。加

上经常和政府相关机构、美术团体及学校美术组织保持联络，所以，大家共

同参与主办美展、推动美育。该会也开办美术班、纯美术研究班，举行美术

讲座，组织实地研究参观团，以及设立图书馆等，来提高广告业者的素质。

1951年，该会为联络全新加坡的广告同业，特邀请各同业及美术界人

士参加一个大规模的联欢宴会。当晚，大家合力捐献万余元作为该会的基

金及各慈善机构，如广惠肇方便留医院、同济医院、圣安得烈儿童医院、

安老院、社会福利部等的经费。

值得一提的是，美术广告中，有一部分是书写招牌，以及在各种物件

上雕刻与书写文字的。这大都要用到书法。至今我们在老字号店铺前看到的

招牌、药材店放药材的抽屉上的木刻字，以及带有书法的古董等等，都可看

到当时书法的水准——大字招牌或匾额遒劲有力，小字雕刻或书写则娟秀工

整，这和美术广告协会的推动不无关系。例如：1974年10月24日，星洲美

术广告协会第二届实用美术研究班开课，即邀请书法家陈声桂担任讲师，

主讲二节课的书法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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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该会将“星洲”改为“新加坡”，即新加坡美术广告协会。

191203　南洋美术专科学校	(Nanyang Academy of Fine Arts)

1937年杪，华人美术研究会副主席杨曼生自槟城致函该会，提议筹组

美术专科学校。于是，陈厥祥、林建邦、高沛泽、邱应葵与林学大五人，于

1938年发起组织南洋美术专科学校。创校筹备会的总理(今称主席或会长)为

周莲生，财政为陈厥祥，查账为林建邦；委员为林学大、高沛泽、邱应葵。		

该校初创时，学生只有14名，校址设在芽笼快乐世界(今繁华世界)对面

一幢三层楼的店屋楼上。学校由林学大担任首任校长兼教务主任，高沛泽担

任训育主任，钟鸣世担任事务主任。教师方面，除林校长兼授水彩油画，高

沛泽兼授素描，钟鸣世兼授图案装饰外，仅有一位兼任教师邱应葵。

南洋美专得以顺利创立，主要得力于福建集美校友的赞助，及创校校

长林学大之刻苦经营。初创时，困难诸多，诸如：校舍不易寻觅、学生人

数不多、男女不能同校、不易向社会人士募捐经费等等。但在林校长的苦

心经营、同道同心协力之下，困难逐一克服。

在首年学期末了时，南洋美专假中华总商会举行第一次成绩展览会，并

征得教员及同道们参加售画筹款，一为学校宣传，二尽国民天职。

1939年，福建会馆倡办水产学校，美专乃向该校商租二楼为临时校舍。

不久，水产学校迁址他处，二楼乃改为华人美术研究会会所。由于该会会员

常到会所研究作画、观摩砥砺，所以对美专学生，影响甚深。

由于学生人数日增，原有校舍不敷应用，美专遂于两年后迁至实龙岗路

二英里半黄埔河畔一座二层独立式楼屋。新校舍地方宽大、风景幽美，兼有

操场及校园。此时，学生增加到50多名，教员亦增多了两位。	

正值发展之际，不料日军于1942年南进，新加坡沦陷，该校亦宣告停

办。

自1938年创办至1942年日军南侵前后四年，学校经济虽有困难，但从

未向外筹款，惟靠自力更生与同道支持。

战前，先后在该校服务的同道计有：高沛泽(素描)、钟鸣世(西画)、

吴得先(中文)、李魁士(音乐理论)、黄葆芳(图案装饰)、郑农(西画)、施育

艺(音乐)、邱应葵(中文、英文)、陈振夏(中文)、钟白木(西画)、司徒槐(西

画)、施香沱(中国画)、林醒黄(体育)、吴再炎(中国画)、张汝器(西画)、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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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濂(西画)、卢衡(工艺)、林志高(中文)，及林淑敏(英文)。

日治3年8个月后，新加坡光复，该校复办，乃租东林区圣多马士径(49	

St.Thomas	Walk,	Singapore)一旧楼为校舍。

这时，美专仍由林学大长校，直至1963年，他与世长辞。他的一生为

南洋美专花了最多的时间，也尽了最大的苦心！

此后，美专学生人数日益增多，数以千计，他们除新马二地的华、巫、

印籍学生之外，尚有来自英、美、荷、印、法、日、韩等国的学生。

该校毕业后前往欧美与日澳等国继续深造者甚多，不少名扬四方，例

如1.教育界的：符致珊、黄建斌、林元本、陈子权、沈国华、黎德明、李

凤喜、何逸平、吴承惠、方贤杰；2.艺术界的：姚照宏、黄荣庭、杨可均、

佘金裕、黄明宗、郭维珊、许振第、朱庆光、邱瑞河、丘瑞福、陈重、邓尔

昌、刘玮仁、方瑾顺；3.在母校服务的：赖凤美、黄奕全、林友权(第二任校

长)；4.商业设计的：黎培成、陈彬章、易振东、吴文楷、黄兆基、许栋梁、

白荣益、陈振顺、曾荣松、谢再华、罗福章；5.书刊插图的：蔡名智、李文

苑、郑国伟；6.电台舞台设计的：李士心、莫贵岩；7.推动美术运动的：翁

诗诚(翁翼)、康雄安、陈建坡；8.室内设计的：欧世鸿、刘海宏；9.服务报界

的：林锡忠、方良、林木化、李福茂、杨文彦；10.从事美术商业的：郑农、

林楷；11.布料图案设计的：郑应强、陈国勇、卢汉声；12.小贩局绘图师：

符义亮；13.卡通片画家：蔡贵荣等等。此外还有在马来亚联合邦创立马来西

亚艺术学院的钟正山，吉隆坡艺术学院的谢有锡，名画家张耐冬、李明堂、

黄崇喜、何启明、陈存义等等。

南洋美专自战后复校以来，历任董事长有：曾启昌、蔡延甫、蔡景荣、

蔡普中等人。

南洋美专学校于1982年易名南洋美术专科学院，座落于实利己路苏菲

亚山(Mount	Sophia,	off	Selegie	Road,	Singapore)前三山小学。1990年由

政府接办，再易名南洋艺术学院(英文名不变)，搬至明古连街(Bencoolen	

Street)今址，共有三个校区。

(声桂按：此文据1976年4月7日星洲日报《狮城掌故》，吴华《南洋美术专科学校》一文

改写，资料已逾40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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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南洋美专创办人已故林学大先生传略

																																																																	张丹农

林学大字伟甫，福建厦门人，生于1893年5月28日，和蔼诚毅，淡泊

耐劳。1916年毕业福州省立优级第一师范图工科。历任思明中学、厦门美

专图工教员，1924年集美师范开办，遂转执教于该校。七七事发，避难南

来，任教华侨中学。1938年春创办南洋美术专科学校，初赁芽笼路快乐世

界(编者按：后称繁华世界)对面新建洋房三楼为校址，该时南洋人士对美术

风气未开，仅有男女生十余人。自任校长兼教务，并教授水彩及油画。时高

沛泽任训育兼素描，邱应葵任教师，另聘锺鸣世为事务兼授图案及装饰画，

该时因学生过少，又未向外筹募，故均义务职。

1939年迁于实龙岗路现“美通木器公司”后，(前该公司屋址，是园

地)，全座楼房，后有宿舍，交通、空气、光线均较前为佳。日军南侵，星洲

沦陷，美校因此停办。光复后赁东陵圣多马士径49号(49，	St.Thomas	Walk)

为新校，学员日众，新马各州及欧美男女，爱好美术者，到校报名学习者甚

夥，计至去冬，毕业已25届，学生达200余位。其中出国深造者多人，且有

数位，入选“沙龙”而响誉国际艺坛，此不但美专之荣，实吾国之光也。新

马美术有今日之蓬勃，斯乃林校长拓荒之功。数年前惜因积劳成疾，卧病两

载余，不幸于1963年2月14晚9时15分与世长辞，享寿积闰七十有三。于该

月16日午后安葬于后港教会墓场。鞠躬尽瘁，献心身于艺术，在美术教育

上奠下不朽基业，真可谓南荒艺坛伟大之园丁无愧也!

林氏艺事身兼众长，书法行草，劲矫流畅；隶书，沉实淳古，深得其中

奥秘。中画山水花鸟俱佳，惟以梅、竹最多，出笔豪放，格物之真谛。西画

以后期印象为主，观其所画“印工小憩”巨幅，构图严谨、用笔雄伟、人物

生动、着色强厚而壮丽，倘无识学修养，何能臻此也？

林氏一生以百折不挠之意志，为南荒艺坛拓荒牺牲自我之伟大精神，

是永生不息的！

																																												1966年6月20日写于星洲丹炉

(陈声桂按：末段我照文意略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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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04　新加坡艺术协会 (Singapore Art Society)

新加坡艺术协会成立于1949年10月，其宗旨在推动艺术的发展及促进

国际间的艺术交流。

该协会成立之时，乃由一群艺术工作者所发起的。倡组人为：利查·沃

格Richard	Walker(英国画家，任美术视学官)、查尔斯·沙利斯伯利Charles	

Salisbury(英国文化协会代表)、佛兰西斯·多玛斯Francis	Thomas(校际美

术展览委员会主席)、洛伊摩勒尔教授(马来亚大学代表)、刘抗(中华美术研

究会主席)、吉生禧尔博士(莱佛士博物院院长)，麦根西夫人、莫希亚尼及

卓坤成等。

抱着艺术无国界的宗旨，该会广泛地征求各族爱好艺术人士为会员，

所以艺协是多种艺术媒介的团体，也是本地最早推动多元文化交流的艺术

组织。

除个人会员外，艺协执委会也包括团体会员，共有14个，即英国文化

协会、中华美术研究会、马来美术协会、印度美术协会、华人青年会美术

研究会、新加坡摄影公会、新加坡建筑学院、新加坡大学、南洋大学、教

育学院、南洋美术专科学校、中国学会、新加坡之友社、新加坡教育部美

术视学官。

该会正式成立后，由吉生禧尔博士担任首届会长，他连任四年(1949年

1952年)；1953年由何国豪接任会长，他连任15年(1953年至1967年)；1968

年至1974的会长为刘抗；1971年至1973年由许亮贤担任会长。1974年，又

选刘抗为会长。

1977年，艺协赞助人陈之初获台湾华冈文化学院名誉博士，特捐5万

元在该会设立“陈之初艺术奖”。由于母钱连年增加，至70万元时，该会

特于2003年6月17日，通过Allen	&	Gledhill注册了“陈之初博士——新加坡

艺术协会信托基金”。

1995年艺术协会搬至甘榜尤诺士10号(10,	Kampony	Eunos,	Singapore	

417775，即美术总会会所)办公。

从1950年开始，艺协几乎每年都举办一次盛大的书画展，例如1954年

的的中国古代艺术展(书画)。

该会现任会长为赵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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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05　现代画会 (Modern Art Society)

1963年初，由何和应、黄明宗、黄奕全、陈贻童、郑志道、董长英、

吴仲达7位有志于现代绘画的青年倡组了现代画会；5月初，发起人正式成

立了现代画会筹备委员会，由何和应担任筹委会主席。

1964年6月，现代画会获准注册，第一届(1964年)理事会为：主席：黄

奕全，秘书：董长英，财政：沈板亮，庶务：黄明宗，副庶务：陈彬章，研

究：何和应，副研究：郑志道。候补：罗福章、陈贻童。

该会在筹备期间(即1963年)，举行了第一届现代画展，由名女作家韩素

音开幕。成立后，该会每年均有举行“现代画展”或参加国外的美展。1970

年，该会主办“第六届现代画展”，由南洋大学校长黄丽松博士开幕。

该会自1964年成立至今，几乎每年都主办现代画展，以发扬现代美术

为目标，遂使新加坡的观众，对现代美术，从怀疑的阶段，进入了认识的

阶段。

该会成立初期，由黄奕全领导会务；1966年至1971年由何和应担任主

席，1972年则由黄明宗出掌会政，此后多由何和应担任主席。

该会现有会员50人，自1990年起，该会参加历届亚洲国际美术展(Asian	

International	Art	Exhibition)。

191206　墨澜社 (Molan Art Association)

“墨澜”这两个字，是当时该社导师施香沱取的：“墨”是写字作画的

工具和材料，“澜”是目的和理想。以材料命名、用理想取义，就是“墨澜

社”这个名字的由来。

墨澜社创立，旨在为推广我国的传统艺术尽一份力量，发起人为：余

斯福、方宝玉、韩彪、卢伙生、陈重、上官绍茂、庄声涛、赖瑞龙和胡康乐

等。他们多是当时南洋美术专科学校的毕业生或在籍学生，与美专的中国画

讲师施香沱的关系颇为密切。严格说，是施氏发起的；与三一指画会，由指

画家吴在炎发起，如同一辙！

该社于1967年5月2日获得社团注册官正式批准。发起人之中的余斯

福、方宝玉、韩彪、卢伙生等，在美专毕业后，先后回去马来西亚，致使

该社在初创时期困难重重。幸好，黄乃群、许吟笙、张葆第等加入，黄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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禧、李松泉、郑剑峰、刘惮、云大汉、萧芳联、史玉明等随之，才使该社

在组织上略具规模。

该社成立后，选出首届(1967年度)职员，即主席：庄声涛、副主席：

胡康乐，秘书：李松泉，财政：上官绍茂，研究：A习作组——黄乃群、赖

瑞龙，B理论组——庄声涛、李松泉，查账：许吟笙、赖瑞龙。

由于时间及环境的变迁，除上述一些社员在美专毕业后返回马来西亚

之外，另一些则因为工作、家庭或兴趣而减少活动，以致面临了人才短缺

的问题。

该社的第一届美展在1967年10月6日至8日在维多利亚纪念堂举行。后

来，该社每两年举行一次社员作品展；该社也主办国内外名家展览、为友

会联办展览、与文化部联办美展等。

191207　新加坡艺术总会 (Singapore Arts Federation )

新加坡艺术总会原名新加坡艺术理事会(Singapore	Arts	Council)，于

1967年8月7日注册成立。

1966年，即新加坡独立次年，万事待举，国库匮乏，于是，在文化部

长拉惹勒南的支持下，担任其副席的文化部政务次长李炯才，发起成立艺

术理事会，以动员及统筹民间的财力与资源。

新加坡艺术总会创立的目标与宗旨，共有8条，可谓堂而皇之：

	促进、鼓励与推动文化活动及新加坡各源流文化之结合。

	维持及提高艺术水准。

	发起、协助及筹备艺术展览会或表演，以及促进公众人士对这类活

动之兴趣。

	通过各种方法传播知识以及进行宣传，以促进对艺术的了解与欣赏，

从而鼓励民众参加艺术活动。

	设立文化基金，并负责其管理以促进文化活动。

	设立艺术学院、画廊及其他机构以促进文化的活动与文化之结合。

	在本理事会认为需要时，进行筹款充作本理事会之维持及活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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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推行上述宗旨，在新加坡或其他地方进行购置或接受租赁任何土

地、建筑物，包括附属建筑物、住宅及屋基或地产屋业；在新加坡任何银

行，或任何银行属下金融公司，或其他地方作存款投资，或向新加坡或其他

营业之机构或公司作抵押、债券、基金、股票或证券之投资；购置任何货物

及动产；以及颁给、售卖、转让、交割、出让、放弃、抵押、作废，重新交

割或转让任何土地、建筑物，包括附属建筑物与住宅屋基及地产屋业，以及

抵押、债券、基金、证券、货物及动产。

由于艺总成立时是由政界人士领导，以后，由劳工部高级政务次长(后任

文化部政务部长)邝摄治任会长，邝氏又推荐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之前担任

文化部政务次长)欧进福博士续之；欧退任后，由环境发展部高级政务次长(

之前曾任新闻与艺术部政务次长)何家良博士接任。

何家良博士决定隐退后，艺总于2016年3月26日召开常年会员大会改

选，选出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阵声桂教授续任。陈氏于1974年当选艺总

理事、1978年当选副秘书长，1992年担任二位副会长之一，至2016年；他

是目前艺总最资深的理事。

创会初期，在李炯才会长领导下，艺理会开展了数项极为成功的筹款活

动，共得200多万元，可惜李氏后来奉派出国担任大使，于是他倡议的几个

大项目，包括在新加坡独立桥尾近史丹福路(Stamford	Rd)的地段建立艺术

宫等，均无疾而终。

1991年，政府决定成立国家艺术理事会，由于名称相同，几临解散的

危险，后由义务副秘书(副秘书长)陈声桂自告奋勇与社团注册官协商，得

后者同意将新加坡艺术理事会(Singapore	Arts	Council)改名新加坡艺术总

会(Singapore	Arts	Federation)，简称艺总，并继承所有艺理会之财务及

文件。

艺总曾于1975年拨出135万元协助国家博物院改装为一画廊，此画廊

于1976年8月21日由文化部长易润堂开幕。艺总也于1978年12月18日捐

款15万元，作为新加坡文化部文化基金的母钱，是各社团机构及人士中，

最大的一笔。主持这二笔捐款仪式的，均是艺总会长兼劳工部高级政务次

长邝摄治。

该会于1996年3月30日的常年会员大会上，将注册会址由新加坡国家博

物院移至小坡四马路48号(48,	Waterloo	Street,	Singapore	187952)新加坡书

法中心。该会也于同年5月11日庆祝创会30周年，开展五项活动。



1147

陈
声
桂

该会30周年理事会的阵容为：名誉会长：李 才、欧进福博士；会长：

何家良、副会长：张良材、陈声桂；义务秘书：连金水、副：何钰峰；财

政：刘维平、副：刘伟英副教授；理事：K.	P.	Bhasker、L.	S.	Menon、胡

克济、李豪、王金成、苻致珊、Abdul	Ghani	Hamid、许延义、吕永华、姚

天佑。

该会于2016年3月26日召开第50次常年会员大会，选出之新理事会阵

容为：

荣誉会长：何家良博士、欧进福博士，会长：陈声桂、第一副会长：连

金水、副会长：何钰峰，秘书长：陈春宝、副秘书长：谢江水，财政：刘维

平、副财政：符和水，理事：林隆惠、任玉兰、黄建斌、赵振强、陈朝祥、

姚天佑、李振玉、Kamal	Dollah、王振钦。

The aims and objectives of the Singapore Arts Federation

To promote, encourage and advance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among the various cultural streams in Singapore.

To maintain and improve standards in the arts.

To initiate, assist and organize exhibitions or performances of art and to stimulate 
public interest therein.

To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and publicize in all possible ways to secur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of the arts and to encourage the public’s participation 
therein.

To establish and administer a cultural fund for the promotion of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To establish an academy of arts, art gallery and such other institutions for the 
promotion of culture.

To raise funds for the activities and maintenance of the Council as and when the 
Council deems expedient.

For the purpose of carrying out any of the above objects to acquire or accept leases 
or purchase, take hold and enjoy any lands, buildings, messuages or ten ements of 
what nature or kind soever and wheresover situate in Singapore or elsewhere; to invest 
moneys on deposit in any banks in Singapore or in finance companies wholly owned 
by banking corporations or elsewhere in or upon mortgages, debenture, stocks, funds, 
shares or securities of any corporation or company carrying on business in Singapore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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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where, to purchase and acquire all manner or goods and chattels whatsoever; and 
to grant, sell, convey, as sign, surrender, yield up, mortgage, demise, reassign , transfer 
or otherwise dispose of any lands, buildings, messuages and tenements, mortgages, 
debentures, stocks, funds and securities, goods and chattels.

                                                           7 August 1967

191208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 (The Chinese Callgraphy Society of 

Singapore)(1968-2016)

A. 定名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The	Chinese	Calligraphy	Society	of	Singapore，简

称新加坡书协)创立于1968年12月13日，是经新加坡内政部批准注册成立的

一间非牟利的公开社团；它是新加坡最早的全国性书法组织，以“爱我中

华”为会训，并通过举办展览、比赛、讲座、示范，及进行出版、交流、

互访、接待称誉于世界书法家庭。新加坡书协的地址是48	Waterloo	Street,	

Singapore	187952(新加坡书法中心大厦)，电邮是ccss1968@singnet.com.

sg,	电话是+65+63377753	/	+65+62381705,	传真是+65+63377756。网址

website:	http	//	www.ccss.org.sg

B. 宗旨

新加坡书协的宗旨有下列十点：

1)	研究中华书学，并予以发扬光大。

2)	促进、鼓励，及推动新加坡的书法活动。

3)	维持新加坡的书法水准。

4)	发起、协助及筹备书法展览会、讲座会、比赛会、欣赏会、雅集会，

或开设课程、出版专刊。

5)	通过各种方法传播知识，以及进行宣传，以促进民众对书法的了解

与欣赏，从而鼓励民众参加书法活动。

6)	设立书法基金，并负责加以管理。

7)	设立画廊、各种研究会，及其他机构，以开展书法活动。

8)	促进我国与各国的书法交流。

9)	在本会认为需要时，进行筹款充作本会之维持及活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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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为达致上述宗旨，在新加坡或其他地方进行购置或接受租赁任何土

地、建筑物，包括附属建筑物、住宅及屋基或地产屋业；在新加坡任何银

行，或任何银行属下之金融公司，或其他地方作存款投资，或向新加坡或

其他营业之机构或公司作抵押、债务、基金、股票或证券之投资；购置任

何货物及动产；以及颁发、售卖、转让、交割或转让任何土地、建筑物，

包括附属建筑物与住宅、屋基及地产屋业，以及抵押、债券、股票、基金、

证券、货物及动产。

C. 会训

新加坡书协于1974年1月5日订立会训为“爱我中华”。

D. 分会

作为当地唯一的全国性书法组织，新加坡政府赋予新加坡书协随时随地

设立书法分会的权力。		

会章的第20条这么写道：

“如果超过20名会员，本会理事会得选择在适当的时候，在我国任何地

区设立分会，并赋予适当的章程与常规。理事会需依照基本会员大会所订下

的政策与目标，随时领导与控制分会工作。”

E. 设立营运机构

1)	成立新加坡书法研究院

1990年，书协成立了新加坡书法研究院，并于1991年推行了书法晋级

考试，从理论与技巧二方面鉴定及提升书人的书法水平。

随着更多学校、宗乡团体、文化机构和联络所推广书法活动，社会对

书法教师的需求大量增加，然而书法教师的培养，并非朝夕可以解决的事，

有了晋级考试之后，各相关机构就可以根据考试的结果，选择适合的人士任

教。书法晋级考试共分为九段，目的在使我国与各国书法爱好者，通过考试

取得书法家的最高名衔。

在书法晋级考试中，理论为开卷式作答，报考者须回答当局所发出的考

题，考试内容从第一段的执笔、临摹，逐步提高到第八段和第九段的书体布

局、书法欣赏和书评等；技巧则要求掌握各种书体与书法格式，如斗方、圆

扇、折扇、横披、屏幅、楹联等。各段书法考试由国内书法名家主持，证书

则由书协及新加坡书法研究院联合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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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新加坡书法中心

1993年，新加坡政府特别协助书协在素有“地王”之称的市中心小坡

四马路地段，重建一座市值千余万元的独立式洋房，以供新加坡书协发展

书法事业之用。在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的大力奔走下，书协筹得了110万

新元，连同政府拨给的25万元，一共135万元，将滑铁卢街48	号旧建筑改建

为“新加坡书法中心”，把新加坡书法的学习与发展，推至另一层次！它也

名副其实地成了新加坡学习及观赏书法的中心。中心共有大小课室5间，及

接待室、办公室、会议室、研究室各一间。5间课室，让书协得以将散布在

岛国各处的50个班级全集合在一起；中心楼下的宽大展览厅，名“李光前

堂”，可悬挂60件书画作品。书法中心也由2005年起，用作新加坡老年书

法大学校址。自新加坡书法中心成立后，书协每周平均接待来自世界各国

的书法同好或姐妹艺术团体两团以上，它可说是世界同道的家。

3)	创建“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

新加坡书协于2004年9月成立东南亚首间老人大学——“新加坡老年书

法大学”(简称书大)。书协委任陈声桂出任第一任书大校长，第一批学生

于2005年2月5日正式上课，第一届学员于2007年杪毕业，由新加坡教育部

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尚达曼担任主宾，颁发证书。书大的成立，意味着中

华书学迈向另一个崭新的阶段。

F. 设立书法基金

新加坡书协自1987年至今，先后成立了七个书法基金：杨启霖书法基

金、陈景昭书法基金、黄勖吾书法基金、颜绿书法基金、潘受书法基金，

王瑞璧书法基金，及陈勤川书法基金，母钱共有66万元，为书协的常年活

动经费作了支援。

G. 推动书法事业发展

1)	普及书法学习

新加坡书协自1974年便公开设立书法学习班；1979年起继续开设更多

书法学习班；1981年至1990年与国立新加坡大学合设各种书法研究班、篆

刻研究班、裱画研究班；1985年至1995年与新加坡潮安联谊社合设“潮安

艺苑”，联合开设十余个书法班；1995年至2004年在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

言文化中心开设有学分的书法班；1995年在获得新加坡政府的特别协助下，

书协组建了新加坡书法中心，并在中心大规模地设立书法、篆刻、中国彩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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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等课程逾50个班级，把新加坡书法的学习与发展，推高至另一个层次。四

十年来，它约为新加坡培养了20,000余名书法爱好者、工作者，他们已成为

散布岛国各角落的社团、联络所书画活动的主干。

2)	弘扬书法艺术

自1978年起，书协的会员，应新加坡旅游促进局、新加坡航空公司、

总理公署等机构的邀请，作为新加坡文化大使到世界五大洲三十余国示范

书法，为书法艺术的弘扬做出了贡献。

3)	提升新加坡的书法水平

书协于七十年代末期广泛邀请老一辈书家出来活动、举办展览，及出版

书法集。1980年起至今，更积极与广泛地约请及安排无数各国书法名家，

尤其是中国与日本的好手来新加坡访问，举办个人书法展、挥毫、演讲、

交流、对话，让广大的民众现场观摩及学习他们的创作技巧、心得等。书

协也举办了多次书法营。

4)	引进外国书法，开拓视野

书协自1980年便开始引进各国书法，与各国之全国或地区性书法会进行

交流展，日、韩、中、台、马、港、澳洲、澳门、法国、印尼等地均来展览

过。至今，这交流展还连绵发展，以中国而论，已由全国扩展至各省市，到

目前为止，已有一半以上的省市书协来过。

5)	提供全面性的参与机会

1978年，在新加坡书法发展最为低潮的时刻，新加坡书协连续三

年，举办了“全国硬笔书法展”。自1981年开始，书协举办“新加坡书

法展”，1994年此展订名为“新加坡书法年展”，2015年起，这书法展

易名“新加坡当代书家作品展”以更贴切地反应新加坡书坛的实况。如

今，“年展”已成了书坛一个传统节目，也作为全国人民对书艺水平的大

检阅。

1990年书协开始举办青少年书法展。1992年，为发掘书坛新进，开始

举办“春华秋实书法展”；2005年开始，春华秋实展把青少年及成年人的

书法作品分开展出。少儿组展览名为“新秀风采书法展”(后又易名全国青

少年书法展)，成人组则为“黄金岁月书法展”。至2016年，全国青少年书

法展举行了23届；黄金展则为28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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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书协举办“新加坡全国妇女书法展”、“全国硬笔书法展”等，

让学生、青年、妇女、老年各种不同年龄层的人士都有机会参与。

6)	推动书法艺术深入民间

“全国挥春大赛”在第一届(1983年)举行时，只有七十多人参加，至

2013年已超过千人。从2014年起，全国挥春大赛改为“大会”，参加者仍

以千计，无异于“全民参与书法”。1990年开始举办的	“全国学生书法比

赛”至今27年，已经是全国学生每年的大日子。此外，尚有不计其数与各

社区组织或大学学生团体联办或协办的书法比赛。2010年开始举办全国毛

笔与硬笔书法大赛至今，参加者每年超过5000人。

7)	成立“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

1988年12月11日，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倡议设立“国际书法发展联

络中心”，获得各国书法会的一致支持，并通过把秘书处设于新加坡、推

选陈声桂担任执行理事长，主持其事。两年后，即1990年，在陈声桂的主

持下，“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暨“第一届国际书法大会”在新加坡

举行，轰动整个世界书坛。这时，中华书法这门古老的艺术，正式归入世

界艺术的主流；而作为推手的“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中心”，也正名为“国

际书法发展联络会”。在主持了19年，发展至拥有全球14个基金会员、5

个协作会员、8个国家代表会员之后，陈声桂会长于2007年11月11日，将

它移交中国书协。

8)	让国民关心书法

书协于1989年起与媒体联办书法专栏，由会长陈声桂在《新明日报》上

编发《中华书艺》，每月一期(至2016年12月，共刊了325期)，扼要地介绍

新加坡书坛的动态。此外，陈声桂也出版多本书法专著；配合展览，书协先

后出版了160余种书法专刊，它包括个人书法专辑、各国名家字迹、新加坡

书家墨迹、新加坡书法选辑、新加坡硬笔书法选辑、新加坡名家字帖等，进

一步加深国人对书法的认识。

9)	介绍新加坡书坛讯息至世界各地	

自1995年5月1日起，由书协主编的《新加坡书法报》，每年出版四至

五期，发行至世界40多个国家与地区，以及中国的全部省市。它把新加坡

书坛的讯息带给全球同道们。至2016年10月1日，《新加坡书法报》已出

版了9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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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栽培接班人

为顺应世界书法的发展趋势，书协设立新加坡书法中心俱乐部、书协

刻字协会、书协常青书法学会、书协妇女书法学会、书协篆刻学会，及书

协青少年书法学会。

11)	赋予“书法”新的使命——公益慈善事业

1990年，新加坡副总理王鼎昌为“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开幕时，

现场提笔挥毫对联一幅。1996年，时任内政部长的黄根成为“新加坡书法中

心”落成典礼时即席题写中堂一件。

	2006年1月14日，以副总理兼内政部长黄根成、国会议长阿都拉、交

通部长姚照东、总理公署部长林瑞生、环境及水源部长雅国、卫生部长许文

远、教育部长尚达曼、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兼贸工部第二部长维文、社会

发展、青年及体育部政务部长符喜泉，及财政部兼交通部政务部长陈惠华等

十位不同种族的政要，在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教授的悉心指导下，每位出

品了一幅书作，为新加坡公益金筹得善款	40万元(折美金25万元)，并与本地

书法名家一齐在第26届新加坡书法年展亮相，传为书坛佳话。

2007年5月10日，“总统挥毫为慈善暨第27届新加坡书法年展”于新加

坡书法中心李光前堂揭幕，新加坡总统纳丹特亲临主持仪式并当众挥毫。新

加坡公益金与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继续早一年首次邀请十位政要挥毫筹款后，

当年邀请了纳丹总统和七名政务部长义卖书作。这七人是：马来裔的外交部

高级政务部长兼东北区市长再诺、印裔的贸工部政务部长易华仁、国家发展

部政务部长傅海燕、卫生部政务部长王志豪、教育部兼人力部政务部长颜金

勇、贸工部政务部长李奕贤，及教育部政务部长吕德耀少将。他们的书作也

筹得30余万。

H.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在近50年的发展历程上，书协顾问潘受(故)、顾问王瑞璧(故)、会长

陈声桂、高级评议员许梦丰，四人分别获得新加坡政府颁给1986年、1992

年、2000年，及2016年文化奖章(书法)	 (国家给予杰出艺术家的最高奖

项)。潘受也获得新加坡总统颁发服务功绩勋章(PJG)、亚细安文化委员会颁

发亚细安文化奖章、南洋理工大学颁发名誉文学博士。书协会长陈声桂也先

后获得政府颁给1978年新加坡杰出青年奖	(原称全国青年服务奖、国家给予杰

出青年的最高奖项)	；社会发展部长颁发1987年长期服务奖(文化)；总统颁给

1991年公共服务奖章(PBM、书法)；	亚细安协会颁给1992年首届亚细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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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奖(AAA、书法)；新加坡华文报集团颁发2000年全国模范华文教师奖、

万宝龙(Mont	Blanc)文化基金颁给2002年万宝龙国际艺术大奖(书法)、新加

坡公益金2006年好点子奖、南洋理工大学2008年校友成就奖、中国中央电

视台CCTV	2014年第三届中华之光年度人物奖等。书协三位发起人:	陈声

桂、朱碧妹、杨应春，在担任了34届或35届理事后，也于2003年35周年会

庆上，获颁“新加坡书协终身成就奖”。陈声桂又于2008年、2013年获颁

新加坡书协终身奉献奖及终身荣誉会长头衔。	

I. 结语 

新加坡书协经过了48年的运营、除了于1985年起成功获得政府常年赞

助外、也获得许多机构、如李氏基金、邵氏基金、丰隆基金、吴氏基金、

人民协会、新加坡报业集团、新加坡艺术总会、四马路观音堂，以及热心人

士如杨启霖(故)、林炳文、古兆娇、周纯端、吴清亮、陈树兰等，以款项或

物资协助会务的发展。

新加坡书协从1988年起，被选为新加坡人民协会协作会员(Corporate	

Member	of	People's	Association,	Singapore。全国10000余个社团中，只

有84个被选为协作会员)	，从1974年起，作为新加坡艺术总会(Singapore	

Arts	Federation)的基本会员。

新加坡书协于每年二月召开常年会员大会，选举11人组成理事会，以管

理与推动书协的发展。书协理事会下设19个小组，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

处理书协的日常事务。书协也设立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会，以协助中心筹款

与开展工作；设立书法中心行政委员会，以处理开班及日常的工作。

																																																								2016年12月25日

																																																	

191209　拔萃画会 (Select Art Society)

新加坡拔萃画会，是由翁翼、张建生、蔡景鸿、王清华、关镜泉、何福

金、周松金、谭国强等人发起，经过数月的筹备与申请，遂于1969年11月11

日获得社团注册官批准注册，并由筹委会主席翁翼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产

生首届委员会：主席：翁翼，秘书：张建生，副秘书：蔡景鸿，总务：王清

华、副总务：关镜泉，财政：何福金、副财政：周松金，查账：谭国强。

该会成立的目的，除了推动艺术的发展，以使我国的艺术花朵开得更灿

烂更美丽之外，也特别照顾会员们的福利。该会主席翁翼说：“一路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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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工作者只顾埋头创作，而忽略了本身的利益，以致穷途潦倒，受人白眼，

最后被迫放弃创作，转行谋生，这是个大悲哀。有鉴于此，拔萃画会成立的

目的，首要的工作任务，就是照顾会员的福利。”

该会的主要活动是举办画展和出版美术书刊。

会员约有三十多位。在长期领导该会的翁翼去世后，目前是由陈开发

担任会长。

191210　水彩画会 (Singapore Water Colour Society)

1969年2月间的一个晚上，新加坡画坛上一些对水彩画有相当水准的美

术工作者，在陈宗瑞的召集下，在其住宅商谈组织新加坡水彩会的事宜。会

上一致赞同组织“新加坡水彩画会”以让同道，能够互相观摩和研究，进至

提高水彩画技法的水平。

同年3月3日，发起人假国家剧场会议室举行第一次筹备会议。当晚出

席者有：黎才专、吴承惠、曾顺源、何逸平、凌运凰、王再造、李运启、

沈观德、陈振华、陈宗瑞10位。会上即席产生了筹备委员会，经过了数月

的奔走，1969年8月18日，水彩画会获得社团注册官批准成立。

随后，该会选举了首届理事会，即会长：沈观德、副会长：何逸平，

总务：凌运凰、副总务：曾顺源，财政：陈宗瑞，中文书：吴承惠，英文

书：王再造，研究：黎才专、副研究：林清河，交际：陈振华、副交际：

李运启，查账：许延义、副查账：萧章忠。

1972年许延义接任会长。过后接任会长的有陈宗瑞、沈观德、吴承惠、

王金成等人，现任会长是谢江水。

该会成立之后，即展开各项相关活动。可以说，今日新加坡水彩画如此

普及与受人欢迎，是该会成立后所推动的成果。

水彩画会于1994年加入亚洲水彩联盟，1995年为纪念建会25周年参加

总统慈善艺术展，1997年在新加坡举办亚洲水彩联盟展等等。

191211　东南亚美术协会 (South East Asia Art Society)

早在1961年，叶之威、佘金裕、李锡君、陈城梅、赖凤美、林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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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丕才、杨中华、陈妙琼、朱庆光等10位画友就绾纠在一起，并于同年一

起前往马来西亚联合邦东海岸作绘画旅行，回新之后，他们举行了“首届

十人画展”。

此后，10位画友一起出国旅游及作画几次，竟成为一固定的小集团。

一直到了1970年，他们决定组织“东南亚美术协会”，以使活动合法化！

该会首届职员如下：会长：叶之威、副会长：林子平、朱庆光，总务：

侯熙敬、副总务：易振东，财政：许铁生，研究：陈楚智、副研究：潘正

培，展出主任：陈子权，查账：赖文基，谢庆政。

该会成立之宗旨在于：①联络东南亚各国美术团体之感情与促进美术

之活动；②提高本国美术水准；③定期在各友邦轮流举办画展，以资互相

观摩、交换意见；④纯粹以推行美术活动为目的，带有政治色彩作品不予

受理。

该会有二十多名会员，他们是：甘尼·哈密、朱庆光、丘高朋、丘蓝

丹、范昌乾、吴民权、李曼峰、梅江丽君、许铁生、陈城梅、赖文基、陈

有勇、陈子凯、陈子权、陈楚智、陈潮光、叶之威、叶神恩、朱逸民、张

泳堂、何金谷、陈礼读、龙德强、陈钦赐、吴松森、易振东、林秀香等。

早年，该会会员几乎每两年都出国旅游作画一次，然后将作品公开展

览，而每次的展览会，均有一个主题。例如：旅泰、旅柬、旅印(尼)、旅

印(度)等。

该会曾于1971年与南洋大学、美术协会、星洲日报联合主办“东南亚

大专中学美术创作比赛	”。

1974年，该会广邀越南、泰国、香港、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画

家参加“东南亚美术展”。

191212　啸涛篆刻书画会 (Siaw-Tao Chinese Seal-Carving 

Calligraphy & Painting Society)

啸涛篆刻书画会乃由陈建坡、曾纪策、陈锐洲、陈克辉、曾昭承、林万

菁、李福茂等人发起。

该会成立的目的，在于维持各会员对艺术方面的兴趣，建立一个适合从

事创作的环境，也期望藉此引起更多艺术爱好者的注意，为艺术界做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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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会于1970年底开始筹组。初时，	仅有12名会员：邱曼莉、李富英、

郑嘉仪、曾昭承、陈克辉、李学文、李福茂、林万菁、陈锐洲、曾纪策、

陈建坡、蔡润庠。

1971年5月26日获得社团注册官批准注册，同年6月7日假国家剧场餐

室举行成立大会，并选出首届职员：会长：陈建坡、副会长：曾纪策，秘

书：陈锐洲，财政：邱曼莉，总务：李学文，干事：陈克辉、曾昭承，研

究：A理论组——林万菁、陈建坡，B实习组——李福茂、曾纪策，查账：李

富英、郑嘉仪。

2004年1月，该会常年大会通过自2005年起，除基本会员外，也另招

收普通会员；该会也决定由当年起，从年展作品中选出一件作品颁给“杰

出作品奖”。

先后担任该会顾问的有：施香沱、陈人浩、黄葆芳、陈宗瑞、黄载灵，

这些名家，从旁辅导篆刻、书法、彩墨画的研究工作。

初时，该会每年也组织小组旅行写生、每月聚会一次，互相出示作品

切磋。现在，该会约有基本会员30人，普通会员50人，由郑木彰任会长。

191213　华翰研究会 (Hwa Han Art Society) 

华翰研究会乃由傅耀明(傅子昭)、林子影、陈有炳、黄永春、陈绍易、

陈玉英、黄寿松、李淑姿、廖宝强、王国柏、曾守荫、黄福镇等发起。

该会的筹备工作始于1972年，1973年3月8日获准注册后，选举首届理

事会：顾问：范昌乾，法律顾问：王顺国律师，主席：傅耀明、副主席：

林子影，秘书：陈有炳、副秘书：陈玉英，财政：黄寿松、副财政：陈绍

易，研究：黄福镇、刘军，查账：王国柏，理事：廖宝强、李淑姿、苏百

良、黄永春。

该会的成员是范昌乾在中正中学、黄埔中学及家中授课的学生，其宗旨

是研究水墨画、书法、诗词、篆刻，并促进各民族文化之交流。

成立同年(1973)，该会举办了第一届书画展，次年续办。该会每年也

应文化部之邀请，参加“国庆美展”的筹备工作；偶尔也编印特刊或书画

选集。他们也在民众俱乐部举办画展及现场挥毫。

该会约有40位会员，由黄永春担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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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14　更生美术研究会 (Life Art Society)

更生美术研究会成立于1972年，由陈钦赐、马利华、唐添贵、林潮兴、

卢兰、李美好、王树辉、龙德强等发起，其宗旨乃为促进新加坡美术活动、

发展美育事业。

该会成立后，选出首届职员：会长：陈钦赐，总务：马利华，秘书：

唐添贵、副秘书：林潮兴，财政：卢兰、副财政：李美好，研究：王树辉、

副研究：龙得强。会址设在陈钦赐住家：忠宝路第75座，62号二楼(Blk	75,		

#02-62	Tiong	Poh	Road,	Singapore	160075)

该会于1975年成立青年团。之前该会也设立儿童美术俱乐部，积极推

广儿童美术。该会也举办书画比赛、挥春活动、出国考察等。该会现任会

长陈钦赐，他在多间俱乐部授课。

191215　南洋美专校友会 (Nanyang Academy of Fine Arts Alumni 

Association)

南洋美专，从已故校长林学大创办至今，培育出来的艺术学子，数以千

计，遍布新马各地，他们不但在艺术界起了领导的作用，也于作品之中，深

赋当地的色彩，其中一些到欧美深造的，也多在国际上博得不俗的声誉。

美专毕业生，除新、马的华、巫、印学生外，尚有来自英、美、荷、

印、法、日、韩等国国籍之学生，而学生毕业后到欧、美、日、澳继续深

造者，为数甚众。

1973年，当美专董事主席蔡普中为了美专经费拮据、校舍破落而呼吁美

专校友捐画为母校筹款时，引起了所有校友的关注与支持，他们自发地组织

了“筹募美专发展基金委员会”，举办了一次空前的筹款义展，筹到了12万

元的卓越成绩，这不但反映了美专校友是热爱母校的，也反映了社会人士对

美专的关心与支持是炽热的！

当时的发展基金全体筹委，一方面珍惜校友的这股热诚，一方面为了

长远辅助美专的发展，就在筹款工作结束后，马上发起组织“南洋美专校

友会”，且于1974年3月3日，在母校召开了一次校友座谈会，讨论如何组

织美专校友会。当天，即席选出了15位校友成立“校友会筹委会”，负责

起草章程及申请注册的工作。经过了8个月，	“南洋美专校友会”终于在

1974年12月18日，顺利地获得了批准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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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会接着成立了下列各组：会员审查组、研究组、展览组、宣传组、

康乐组、出版组，及征求会员组。目前，美专校友会的会员己经超过100

名，成为新加坡艺坛上的一支生力军。

目前，南洋美专校友会由刘海宏担任会长。

191216　三一指画会 (Sanyi Finger painting Society)

三一指画会成立于1978年，其发起人为吴在炎，成员主要来自吴在炎		

(也写吴再炎)每周授课的学生。

该会由吴氏任导师，会长由学生轮流担任，首任会长为桂承平，现任会

长为吴氏公子吴怡龙。

191217　新加坡版画会 (Print Making Society (Singapore))

新加坡版画会成立于1980年。

版画会可说脱胎自现代画会。由于版画在新加坡发展不易，所以该会之

发展也裹足不前。女画家庄淑昭一度担任会长多年。

191218　乐龄书画研究会 (The Senior Citizen Calligraphy & 

Painting Society)

乐龄书画研究会是由商人、前教师庄右铭发起及担任首任会长的，成

立于1986年。

此会的会员，主要以庄氏1948年担任中正中学文史教师时之学生：林

子平、陈洪、杨伟群、徐祖 为主，另有傅子昭等人加入。

庄氏死后，由桂承平接任会长。

191219　新加坡教师美术协会 (Singapore Teachers' Art Society)

新加坡教师美术协会成立于1988年2月，推手是当年教育部的美术视学

官黄建斌，目的在推动新加坡的艺术教育，并提高学校艺术的质量，同时也

把协会发展为一个所有美术教师能够提升他们专业水平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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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会成立后，每年举办美展、美术营；每周也聚会一次作画交流。该会

也举办艺术课程和组织旅行团，为教师与画家们提供交流机会。

陈淑美曾任会长，现任会长为任玉兰。

191220　妙华书画研究社 (Miao Hua Chinese Art Society)

妙华书画研究会于1990年由梁振康、吕世澄、韩亚昭等人发起，其骨

干主要是梁振康的学生，会所亦注册在梁氏授徒之住家芽笼40巷14号(14,	

Lorong	40,	Geylang	Rd,	Singapore)。该会之宗旨是提倡中华艺术、加强画

家的凝聚力，及联络艺友间的感情。

				该会之会长即梁振康。

191221　汉石书艺学会 (Hanshi Calligraphy Society)

汉石书艺学会成立于1992年，是由黄国良发起的。

黄氏于南洋商报退休后，在琼州青年会即今海南协会授徒。先是

设“书艺道”，10年后，以“汉石”注册为社团，与三一指画会及心海书

法会一样，会长与会员是自己的学生，自己担任会务顾问。

该会成员包括：吴珧华、萧永清、陈美芳、陈泰福、钟美姜、沈松机、

黄福元、陈翠春、陈思平、王震英等。

目前该会由沈松机担任会长，沈君为黄国良之女婿。

191222　美术总会 (新加坡) (The Federation of Art Society ( Singapore))

1941年，南洋美术专科学校、华人美术研究会(即中华美术研究会)和星

洲美术广告协会，联合组成新加坡美术总会，并由林学大校长担任主席。当

时，新加坡美术总会通过各项活动，推动美术事业的发展，当然也包括书法

艺术。后因日军南侵，会务中断进至解散。

1968年12月，当新加坡文化部决定联合全国美术团体，于次年(1969年)

举行第一次全国美展——“150美展”以纪念新加坡开埠150周年时，各美术

团体在与文化部政务次长邝摄治举行首次筹备会议后，决定组织一个总会，

以便日后由文化部手中接办这一全国性的美术活动。筹委会由艺术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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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抗担任召集人，他于1968年12月8日发函，请大家去其住家举行会议，并

亲自草拟与分发章程。后来，在开会审议章程时，发现“艺术协会”原本便

具备总会的功能，不必架床叠屋，因此即刻解散不议！

1993年，在新加坡艺术协会、中华美术研究会、新加坡水彩画会、现代

画会等四美术团体主催下，美术总会成立了。当时揭示的宗旨是：有组织、

有计划地推动我国多元化的视觉艺术，包括中西绘画媒介；以不分种族的艺

术形态，群策群力地开启一个属于新加坡风格的美术新天地。

该会成立后，参与报业控股两年一度的华族文化月“中华书画大展”、

与马来西亚同道合办“海峡潮流美展”及“人体美展”；该会也举办人体、

肖像画写生活动，及美术座谈会等。

				2003年，为庆祝成立10周年，美总在义安文化中心举办一个由21个美

术团体推选出来的147位新加坡中西画家作品展览，并出版一本彩色画集。

美总的首任会长是何和应、马毓权，现在是梁振康。

美总现有团体会员22个，即：

1. ANGKATAN PELUKIS ANEKA DAYA

 Bedok Central P.O Box 0713

 Singapore 914611 

     Tel: 6227 4557  Fax: 6227 8783

2.  新加坡版画会 PRINT MAKING SOCIETY(SINGAPORE)

     Blk 8, Haig Road, #05-421

 Singapore 430008 

     Tel: 67425955 (庄淑昭府上)

3.  华翰书画研究会 HWA HAN ART SOCIETY

     c/o Federation of Art Societies, 

     10 Kampong Eunos

 Singapore 417775  Tel: 67470631

4.  更生美术研究会 LIFE ART SOCIETY

     Blk 75, Tiong Poh Road #02-62, Singapore 160075 

     Tel: 6223 3660 / 6223 4204 (陈钦赐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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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代画会 MODERN ART SOCIETY

 Blk 359, Woodlands Ave 5, #04-370, Singapore 730359 

 HP: 9688 4909  Fax: 6363 0146 (马毓权府上)

6.  墨澜社 MOLAN ART SOCIETY ASSOCIATION

 Blk 229 #08-263, Tampines Tanpines Street 23 

 Singapore 521229  Tel: 6737 3093 (潘永强府上)

7. 南洋书画学会 NANYANG ART ASSOCIATION

 4, Elliot Walk, Singapore 458659

 Tel: 6348 0470(H) (李顺福府上)

8. 拔萃画会 SELECT ART SOCIETY

 Blk 771, Bedok Reservoir View, #02-161

 Singapore 470771

 Tel: 6246 4093  HP: 9754 7386 (陈开发府上)

9. 啸涛篆刻书画研究会 SIAW-TAO CHINESE SEAL-CRAVING， 

CALLIGRAPHY & PAINTING SOCIETY

     280 Woodlands Industnal Park E5

 #10-12 Harvest @ Woodlands   

     Singapore 757322 (郑木彰府上)

10. 新加坡艺术协会 SINGAPORE ART SOCIETY

     No.10,Kampong Eunos, Singapore 417775

     Tel: 6469 8328  Hp: 9618 9725

11. 新加坡美术广告协会 SINGAPORE COMMERCIAL ART SOCIETY

     Blk 41, Bedok South Road, #12-723

 Singapore 469362

12. 新加坡水彩画会 SINGAPORE WATER COLOUR SOCIETY

 91, Lorong J, Telok Kurau, Room 304

 Singapore 425985

 Tel / Fax: 6344 7986, 6296 4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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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华美术研究会 SOCIETY OF CHINESE ARTISTS

 c/o Nanyang Academy of Fine Arts

 111 Middle Road, Singapore 188969

 Tel / Fax: 6456 7640

14. 三一指画会 SANYI FINGER PAINTING SOCIETY

 Blk 129, Simei Street 1, #03-220

 Singapore 520129 

 Tel: 6544 1867  Fax: 6789 1231(吴怡龙府上)

15. 东南亚美术协会 SOUTH EAST ASIA ART SOCIETY

     Blk 96, Commonwealth Cresent, #08-02

 Singapore 140096 

     Tel / Fax: 6479 2568

16. 新加坡教师美术协会 SINGAPORE TEACHERS’ ART SOCIETY

     10, Happy Avenue Central, Singapore 369903

 Tel: 6746 2047 (任玉兰府上)

17. 乐龄书画研究会 THE SENIOR CITIZEN CALLIGRAPHY & PAINTING SOCIETY

 26, Taman Siglap, Singapore 455684

 Tel: 6789 0900 / 6241 9074 (故桂承平府上)

18. 新加坡稚龄美术研究会 CHILDRENS’ ART SOCIETY SINGAPORE

 Blk 87, Zion Road, #19-174, Singapore 160087

 Tel / Fax: 6733 3414 (唐添贵府上) 

19. 狮城书法篆刻会 SHI CHENG CHINESE CALLIGRAPHY & SEAL- 

 CARVING SOCIETY

     21A Smith Street, Singapore 058935

     Tel / Fax: 6227 5263

20. 妙华书画研究社 MIAO HUA CHINESE ART SOCIETY SINGAPORE

 14, Lorong 40, Geylang Road Singapore 398060

 Tel: 6744 7910  Fax: 6449 9146 (梁振康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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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新城书画研究会 SINGAPORE CITY CHINESE CALLIGRAPHY &  

 PAINTING SOCIETY

 Blk 54, Geylang Bahru, #02-3593

 Singapore 330054

 Tel: 6296 9161 (廖宝强府上)

22. 新加坡盆景学会 THE SINGAPORE PENJING AND STONE 

 APPRECIATION SOCIETY

 10, Kampong Eunos, Room 12

 Singapore 417775

 Tel: 6747 2972 / R 6440 0118

191223　狮城书法篆刻会 (Shi Cheng Calligraphy & Seal-Carving Society)

狮城书法篆刻会成立于1994年2月4日，并于当年10月30日在高岛屋百

货商场举办成立纪念国际书法展。

该会历年举办“狮城墨韵书法展”作为主要活动，也办过国际刻字艺术

展、世界书法文化艺术展、沪新书法交流展、甲骨文书艺巡回展等。

该会现任理事会的职员为：主席：曾广纬、副主席：吴耀基、陈美娟、

杨昌泰、邹戴英，中文秘书：王怀正、副中文秘书：关明机，英文秘书：林

明玉，财政：吴多标、副财政：林端媛，总务：沈松机，事务：关奂璀，

研究：沈观汉，理事：蔡卓南、陈财田、李美美，候补理事：王源枝、陈

翼松。

191224　新城书画学会 (Singapore City Chinese Calligraphy & Painting Society)

新城书画研究会是由廖宝强发起而于1995年成立的。其会员基本上是

廖氏在布莱德岭联络所授课时的学员，包括温乐荣、蔡珞伟、郭延英、林

爱莲、陈财田等。

191225　心海书法学会	(Xin Hai Calligraphy Society)

心海书法学会成立于1999年8月14日，由曾守荫连同门人吴云发、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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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朱添寿、冯慧珍、邓景尧、王金木、陈葆春、杨万捷、黄有福发起。

该会宗旨在弘杨及普及中华书艺，提高公众对书法艺术的认识，更强调

书法艺术的实践过程，以及学养方面的潜修。该会同时也计划同国内外书法

同道交流联络、促进友谊，努力提高我国的书法艺术水平。

学会成立后，曾守荫自己担任艺术顾问，会内没设主席或会长，只设总

干事，首届干事团名单如下：

总干事：吴云发、副总干事：李金标，文书：冯慧珍、副文书：邓景

尧，财政：王金木、副财政：陈葆春，研究：杨万捷，干事：林璇保、孙若

兰，特邀干事：朱添寿，出版小组：杨万捷、吴云发、黄有福，接待小组：

朱添寿、邓景尧、冯慧珍，展出小组：李金标、王金木、黄有福。

该会成立后，每二年举办一次会员作品展。

191226　南星美术研究会

1930年，张伯河和美术同道组织了“南星美术研究会”。不知有无注

册，不久此会即长期冬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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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展望
			

  2001  新加坡书协作为国际及东南亚书法中心

 2002  书法作为国家文化一环

 2003  书法事业应争取更多资助与支持

 2004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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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新加坡书协作为国际及东南亚书法中心
200101　新加坡是东南亚第一个有全国性书法组织的国家，成立于1968年。			

1981年，新加坡书协举办“第二届国际书法联合展”；1990年及2006

年新加坡书协举办第一及第七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均可载入国际书法史，

特别是后者！

200102　新加坡书协于1988年被各国书法组织推选为“国际书法发展联络

中心”(两年后易名“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运营19年，将联络会扩大至

有13个基本会员(泰国泰华书法家协会2012年才加入)，6个协作会员，8个代

表会员，共27个国家与地区参加的国际性书法组织。

200103　尽管新加坡书协在2007年11月11日将秘书处移交中国书法家协

会，但当2010年10月14日在日本奈良举行“第9届国际书法交流奈良大

展”，并召开第9次国际书法大会决定正式成立“国际书法家联会总会”筹

委会时，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仍以其崇高声誉及工作业绩，获大会推举

为唯一名誉主席。

200104　2011年6月18日，在陈声桂推动及号召下，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在

新加坡举行成立典礼，为世界书法史及艺术史翻开历史性的新章。

200105　基于世界书法史的这一重要发展，新加坡作为东南亚以至国际的

书法中心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而20年来，国际同道，特别是中国同道，

每周络绎不绝地到新加坡书法中心访问及参观，更证明了这点。

2002  书法作为国家文化一环
200201　在领导当地书法运动的同时，陈声桂也献出了许多宝贵的时间，

服务社会。陈声桂担任了文化部、社会发展部(兼管文化活动)、人民协会，

及国家博物院等许多重要展览的评判、工作委员、宣传主任；当地不少书法

展、比赛会的顾问、主席、评判等。陈声桂也担任文化部、社会发展部，及

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美术咨询委员/艺术咨询委员20余年；新加坡艺术总

会理事、副秘书长、副会长及会长44年；人民协会团体会员36年(自1980年

代表艺总算起)；阵声桂也经常应邀在电视台、电台、师资训练学院/教育学

院、初级学院、中学、联络所、国家图书馆(总馆与各分馆)、国家博物院等

公私机构演讲及示范。

200202　经过48年的运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由一个普通的民间志愿性团

体，发展到今天享誉海内外，并受到新加坡朝野人士非常重视的机构，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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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易事。(以2015年1月为界，在18人组成的新加坡内阁中，有一半，即9

人向陈声桂研习书法，这9人中，包括了一位副总理。这一纪录，相信在书

法世界中，不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该无人可破！)

200203　1990年，由总理担任主席的人民协会批准书协成为人协协作会员

(全国10,000社团中，仅选出80余个具有总会身份的社团作为协作会员)。文

化部自1976年起便拨款支持书协之活动项目。文化部/社会发展部/新闻与艺

术部/国家艺术理事会由1985年起逐年拨款津贴书协之开销，先是4,000元，	

2005年增至58,000元，2014年起至今为150,000元(美金1元折新币1.31元)

增幅37.5倍。

书协出版的各种专刊及书刊，也获得新加坡文化部长于1972年在宪报上

公布，免予申请出版准字。1988年5月11日，新加坡交通与新闻部常任秘书

也函示，准许《新加坡书法报》免予申请出版准字即可出版。1974年，由政

界领袖担任会长的新加坡艺术总会也正式批准新加坡书协为基本会员。新加

坡书协崇高的社会地位，受到了政府及社会有名望的政商团体的器重。虽说

岁月带走了书协同人四十八个“金色年华”，但陈声桂说过：“人生有什么

比把青春献给自己的民族文化事业更具意义的？还有什么比他们立志将有限

的生命，奉献给自己追求的永恒事业更能鼓舞人心的？！”

200204　陈声桂在《书协25周年纪念刊》上说：“一部新加坡书协的发展

史，是一部新加坡书法的发展史；没有新加坡书协，便没有这25年的新加

坡书法，也没有这25年的新加坡书法史。”

新加坡书坛，在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的努力耕耘下，是一个百花齐放的

书坛!

200205　1993年，新加坡政府拨出市区内有地王之称的滑铁卢街48号让新

加坡书协建立“新加坡书法中心”；新加坡四位总统黄金辉、王鼎昌、纳

丹、陈庆炎驾临新加坡书法中心；新加坡三位副总理黄根成、尚达曼、张志

贤先后到新加坡书法中心推介书法活动；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2015年艺术

周(SAW)首次将书法活动列为正式活动，在新加坡书法中心举办“双语书法

论坛”等等，均一再肯定，经书协近半个世纪的努力，书法已被这由多元种

族组成、以英语为工作语的共和国列为国家文化的一环。

2003  书法事业应争取更多资助与支持
200301　新加坡书协自1974年起开设书法学习班，	公开向社会招生至

今，40多年来，朱实累累。以陈声桂会长而言，上至国家总统、副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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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成员、巨商富贾、教授学者，下至墓碑文字雕刻者、餐馆侍应生、家庭

主妇、退休人士，涵盖面至广。可以说，这四十多年，在书坛从事教学、推

动、组织、研究的书法工作者、书法家，大多出自书协及其门下。

200302　40多年来，陈声桂会长与书协会员仿效古代孔子普及教育的做法，

在潮安艺苑、国立新加坡大学校外进修系、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中心、

新加坡书法中心、新加坡年书法大学等地开设书法班级，开展书法活动。

200303　在新加坡书法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或多或少都给予财力上的支持。

但是最重要的是民间的支持。由于他们对书法的执着，以及对书法的鼎力支

持，才有了今天书法的春天。巧妇难为无米炊，如果没有李氏基金两任主席

李成义、李成智昆仲的赞助，我们就不能把这把火生起来；如果没有四马路

观音堂佛祖庙住持陈勤川、信托佘月琴、主席陈春金的协助，以及许许多多

热爱中华文化、热爱书法人士的支持，我们怎么能够把新加坡书协、新加坡

书法中心维持至今？

书协同人，在陈声桂教授率领下，影响及动员了许多朝野人士，特别是

在朝的人士，来参与大大小小的书法活动。

今天，令人感到高兴的是，上至总统总理，下至部长市长的办公室的墙

上或家中都挂上书法。新加坡的四个总统都来到了新加坡书法中心，特别是

担任了12年民选总统的纳丹总统，不只几次驾临中心，而且赠送一对椽笔给

中心作为永恒的摆设，更令人肃然起敬!

200304　1978年，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的书法作品获得国庆美展

的“美术优秀奖”。11月，政府全国青年协调委员会颁发“新加坡国家杰

出年奖”(SYA，原称全国青年服务奖)，以嘉奖陈君10年来为推动中华书

艺所作出的贡献，是新加坡书坛从沙漠步向绿洲期间，一个重要的脚印。

200305　在1974年1	月5日订立“爱我中华”为会训的新加坡书协，除上

述提到的民间组织李氏基金、四马路观音堂的鼎力赞助外，丰隆基金、佛

教居士林、新加坡博彩局、义安公司、人民协会、新加坡华文媒体集团、

新加坡日本工商总会、健力士集团、新加坡艺术总会、文化基金、邵氏基

金，以及新加坡书法中心第一至第八届董事、李成义、吴清亮、古兆娇、

周纯端、陈树兰博士、杨启霖、杨应群等，均给予新加坡书协、新加坡书

法中心财力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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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总结
200401　推动书法事业发展

20040101　普及书法学习

新加坡书协自1974年便公开设立书法学习班；1979年起继续开设更多书

法学习班；1981年至1990年与国立新加坡大学合设各种书法研究班(硬笔、

隶书、行书、草书、楷书)、篆刻研究班、裱画研究班；1985年至1995年与

新加坡潮安联谊社合设“潮安艺苑”，联合开设10余个书法班级；1995年至

2004年在南洋理工大学授课；1995年在获得新加坡政府的特别协助下，组

建了新加坡书法中心，并在中心大规模地设立书法、篆刻、中国彩墨画等课

程50个班级；2004年9月组建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把新加坡书法的学习与

发展层次，再次推高。40余年来，它约为新加坡培养了逾20,000名书法爱好

者、工作者，他们已成为散布岛国各角落的社团、联络所书画活动的主干。

20040102　弘扬书法艺术

应新加坡旅游促进局、新加坡航空公司、新加坡总理公署等机构的邀

请，	自1978年起，新加坡书协的会员作为新加坡文化大使，到世界5大洲

30余国示范书法，为书法艺术的弘扬做出了贡献。

20040103　提升新加坡的书法水平

书协于70年代末期广泛邀请老一辈书家出来活动、举办展览，及出版

书法集。1980年起，更积极与广泛地约请及安排无数各国书法名家，尤其

是中国与日本的大师级同道来新加坡访问，举办个人书法展、挥毫、演讲、

交流、对话，让广大的民众现场观摩及学习名家的创作技巧、学书心得，间

中也请他们主持多次的书法营。

20040104　引进外国书法，开拓视野

书协自1980年便开始引进各国书法艺术，与各国之全国或地区性书法会

进行交流展，日、韩、中、台、马、港、菲、澳门、比利时、澳洲、印尼、

法国、汶莱等国和地区均来展览过。至今，这交流展还连绵发展，以中国而

论，已扩展至中国大部分省市，到目前为止，已有20余个省市的书协来过。

20040105　提供全面性的参与机会

书协自1981年开始举办“新加坡书法展”(1994年改称“新加坡书法

年展”，2015年改名为“新加坡现代书家作品展”)。今天新加坡书法展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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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书坛一个传统节日，也作为全国人民对书艺水平的大检阅。书协1990

年开始举办“全国青少年书法展”，1992年开始举办“春华秋实书法展”

，2005年开始，书协将少儿与成年的书法分开公展，少儿组展览名为“新

秀风采书法展”，成人组则名“黄金岁月书法展”(编者按：新加坡书协每

年为青少年及年长人士举办的书法展，已分别称为全国青少年书法展及黄金

岁月书法展，请参阅本书第六章0604、0605)。此外，还有两次“新加坡全

国妇女书法展”、四次“全国硬笔书法展”等，让学生、青年、妇女、老年

各种不同年龄层的人士都有机会参与。

20040106　推动书法艺术深入民间

“全国挥春大赛”(2014年起改为全国挥春大会)的参赛人数由第一届

(1983年)的70多人至现在的1000多人，上至耄耋老者，下至童龀少年，各

种年龄均有，无异于“全民参与书法”。

1990年开始举办至今的“全国学生书法比赛”则已经是全国学生每年

的大日子。

2010年举办至今年的“全国毛笔与硬笔书法大赛”，是书坛的温度表。

此外，还有不计其数与各社区、学府、社团联办或协办的书法比赛。

20040107　成立“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

1988年12月11日，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倡议设立“国际书法发展联

络中心”获得各国书法领袖的一致支持，并通过把秘书处设立于新加坡、

推选陈声桂担任执行理事长，主持其事。2年后，即1990年，在陈声桂主

持下，“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暨“第一届国际书法大会”在新加坡

举行，轰动整个世界书坛。中华书法这门古老的艺术，正式归入世界艺坛

的主流；而作为推手的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中心，也正名为“国际书法发展

联络会”。至2007年11月11日，新加坡书协主动将秘书处移交中国书协为

止，新加坡书协共主政了19年，与27个国家及地区的书法组织与同道，建

立了广泛的联系。

20040108　让国人关心书法

书协于1989年11月10日起与媒体联办书法专栏，由会长陈声桂在《新

明日报》上编发《中华书艺》，每月一期，(至2016年12月共325期)扼要地

介绍新加坡书坛动态。此外，陈声桂也出版多本书法专著；配合书展，书协

先后出版了160余种书法专刊，它包括个人书法专辑、各国名家字迹、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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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书家墨迹、新加坡书法选辑、新加坡硬笔书法选辑、新加坡名家字帖等，

进一步加深国人对书法的认识。

20040109　推行书法晋级考试

1990年，书协成立新加坡书法研究院，并于1991年推行了书法晋级考

试，从理论与技巧二方面鉴定及提升国人的书法水平。晋级考试，经年不

断，至2016年，已举行了26年。

20040110　成立新加坡书法中心

1993年，新加坡政府特别协助书协在素有“地王”之称的市中心小坡四

马路地段，重建一座市值千余万元的独立式洋房，以供新加坡书协发展书法

事业之用。在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的大力奔走下，书协以135万元，将滑

铁卢街48号旧建筑改建为“新加坡书法中心”。从此，把新加坡书法学习与

发展，推高至另一层次!它也名副其实地成了新加坡学习及观赏书法的中心。

书法中心共有大小课室5间、贮藏室4间，及接待室、办公室、会议厅、

研究室各一间。5间课室，让书协得以将散布在岛国各处的50个班级全集合

在一起(会员同道在联络所/俱乐部/会馆/学府等开设的班级不包括在内)；楼

下的宽大展览厅，名“李光前堂”，可悬挂60件书画作品。

书法中心也由1995年起用作新加坡艺术总会及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会

址。2005年起，也用作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校址。

自书法中心成立后，书协每周平均接待来自世界各国的书法同好或姐妹

艺术团体两团以上，它可说是书法同道在新加坡的家。

20040111　介绍新加坡书坛讯息至世界各地

自1995年5月1日起，由书协主编的《新加坡书法报》，每年4至5期，

发行至世界40多个国家与地区，以及中国的全部省市，它把新加坡书坛的

讯息带给全球同道们。至2016年10月1日，已出版了90期。

20040112　设立书法基金

新加坡书协先后成立了杨启霖书法基金、陈景昭书法基金、黄勖吾书

法基金、颜绿书法基金、潘受书法基金、王瑞璧书法基金，及陈勤川书法

基金。七个基金的母钱共有近七十万元，它的利息，为书协的常年活动经

费作了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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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113　栽培接班人

为顺应世界书法的发展趋势，书协设立新加坡书法中心俱乐部、书协

刻字协会、书协常青书法学会、书协妇女书法学会、书协篆刻学会，及书

协青少年书法学会。

在栽培接班人上，书协积极扩充青少年书法班，日前已有20个班，300

余位学员，一年有近1，200人次参加研习。

20040114　创建“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

为了提升新加坡书法的研究与创作水平，以及体现人间重晚晴的理念，

陈声桂会长于2004年9月创立了东南亚第一间老年书法大学-——新加坡老年

书法大学，让新加坡甚至邻近国家(特别是马、印二国)的年长人士可以陶冶

性情、颐养天年。为让年轻书法人才不会被拒门外，2012年起，书大响应部

长号召，特放宽入学年龄至四十以下。

书大获得热烈反响，已于2005年2月顺利开课。至2016年已招收了12届

3年本科学生；书大也于2009年为毕业生开设为期1年的“荣誉书学研士”

班，至2016年已有7届。书协选出陈声桂出任书大第1任校长至今。

2008年1月7日，书大成功注册为慈善团体，意味着中华书学已迈向另

一个崭新的阶段。

20040115　赋予“书法”新的使命——公益慈善事业

1990年，王鼎昌副总理(后当选第一任民选总统)为“国际书法交流大

展”开幕时，现场提笔挥写对联一幅。

1996年，时任内政部长的黄根成主持“新加坡书法中心”落成典礼时，

即席题写中堂一件。

2006年1月14日，以副总理兼内政部长黄根成、国会议长阿都拉、交

通部长姚照东、总理公署部长林瑞生、环境及水源部长雅国博士、卫生部

长许文远、教育部长尚达曼、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兼贸工部第二部长

维文、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政务部长符喜泉，及财政部兼交通部政务

部长陈惠华等10位不同种族、不同性别的政要，在新加坡书协会长陈声桂

教授的悉心指导下，每位出品书作一幅，与本地书法家一齐在“第26届新

加坡书法年展”亮相，并以书作为新加坡公益金筹集善款40万(折美金25万

元)，传为书坛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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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5月10日，新加坡总统纳丹亲自率领外交部政务部长再诺、教育

部兼人力部政务部长颜金勇、教育部政务部长吕德耀少将、贸工部政务部长

李奕贤和易华仁、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傅海燕、卫生部政务部长王志豪七位

政坛新星，再次由陈教授指导，每位出品一幅书作，参加“第27届新加坡书

法年展”，再次为公益金慈善筹款。

20040116　主办第一届国际书法大赛

新加坡书协为联系各国的书友及激励各国汉字圈中的人士对书法的重

视，于2006年主办“第一届国际书法大赛”，得到18个国家和地区的书法

组织及书法同道踊跃投件，作品多达4000件，并于2007年5月7日由国会副

议长、东南区市长暨新加坡书协名誉顾问姚智颁奖，共有50多位来自世界

各地的获奖者出席这一盛会。

200402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20040201　在过去40年，书协顾问潘受、王瑞璧，会长陈声桂，高级评议

员许梦丰四人分别获得新加坡政府颁给1986年、1992年、2000年，及2016

年文化奖章(书法)(国家给予杰出艺术家的最高奖项)。潘受也获得新加坡总统

颁发服务功绩勋章(PJG)、亚细安文化委员会颁发亚细安文化奖章、南洋理

工大学颁发名誉文学博士。

书协会长陈声桂先后获得政府颁发1978年新加坡杰出青年奖(SYA,	原称

全国青年服务奖，国家给予杰出青年的最高奖项)；社会发展部长颁发1987

年长期服务奖(文化)；总统颁给1991年公共服务奖章(PBM，书法)；亚细

安协会颁给1992年首届“亚细安个人成就奖”(AAA,	书法)；新加坡华文报

集团颁给2000年全国模范华文教师奖；万宝龙(Mont	Blanc)文化基金颁给

2002年“万宝龙国际艺术大奖”(书法)；新加坡公益金颁给2006年“詹达

斯好点子奖”(The	Chandra	Das	Great	Idea	Award)；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颁给2008年“南洋校友成就奖”、李显龙总理颁给2008年麦波申40年社区

服务奖；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颁给2014年第三届“中华之光”奖章；中

国书法家协会颁给2016“国际书法交流特别贡献奖”。

20040202　书协三位发起人：陈声桂、朱碧妹、杨应春，在担任了34届

或35届理事后，也于2003年35周年会庆上，获颁“新加坡书协终身成就

奖”。在2008年书协创会40周年会庆上，新加坡总统纳丹阁下亲自致祝词，

并到场主持仪式。他也在会上接受书协颁发的第一个“卓越荣誉会士”荣

衔。当天，陈声桂会长也获颁“新加坡书协终身奉献奖”；在2013年书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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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会45周年会庆上，书协会长陈声桂获颁“新加坡书协终身荣誉会长”。

这些都值得载入新加坡书法史册，并作为榜样，激励来者。

																																											陈声桂	2016年11月5日定稿

																																											农历丙申年十月初六

	

1997年2月21日下午3时20分，新加坡书法家协会顾问潘受(中)、会长陈声桂(左)、新加坡书法
中心副董事主席刘泰山(右)联袂前往中国大使馆，向于2月19日辞世的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
师、一代伟人邓小平先生的灵堂吊唁致敬。傅学章大使伉俪、胡正跃公使、蒋端一等秘书特
接待了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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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28日，李氏基金现任主席，时任代主席的李成智博士(左)与陈声桂教授在其办公
室合影。

2016年3月28日，李氏基金现任主席、时任代主席的李成智博士(左四)，会见了马来西亚吉隆坡
李耕华父子(左二、五)。左三、六为南益集团高级职员赖茂发、南益树胶公司总经理张金炎。
左七、八为蒋介儒、陈声桂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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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参考资料
本书主要依据下列资料与书刊写成：

01《新加坡中华书学研究会十周年》(新加坡书协，1978)

02《新加坡中华书学协会二十年》(新加坡书协，1988)

03《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三十年》(新加坡书协，01.11.1998)

04《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四十年》(新加坡书协，2008)

05《新加坡书法报》第一期至九十期(新加坡书协，01.05.1995-	

01.10.2016)

06《中华书艺》325期(新加坡书协编辑，《新明日报》出

版，10.11.1989-31.12.2016)

07	 中外书刊各种书法报导剪辑(新加坡书协，1968-2016，共49个常

年剪报夹)

08《新加坡书协常年报告书》(新加坡书协，1968-2016，共49份报告

书)

09《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二十年》(新加坡文协，10.03.1989)

10《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三十五年》(新加坡文协，27.08.2004)

11	 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常年报告书(新加坡文协，1969-2016，共48

份报告书)

12	 星洲日报副刊《星云·狮城掌故》(吴华，09.07.1974-24.03.1976)

13	 陈声桂《书论十一辑》(新加坡书协，19.11.2012)

14	 陈声桂《五十年书坛巡礼》(新加坡书协，6.1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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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声桂掠影

TAN SIAH KWEE (Chen Shenggui)
A. 职务　陈声桂是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的发起人及创会会长，主持该会会

政48年，其中45年(1968-70/74-今)当选会长，一年担任筹备委员会(1967)

主席。

1990年新加坡书法研究院成立，他出任院长至今。1995年新加坡书法

中心创建，陈君出任董事、艺术总监及执行主任(总裁)至今。2004年9月7

日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成立，他担任校长至今。

1979年新加坡文化部设立政府视觉艺术咨询委员会，委任他为委员，

他连任13年至1991年；同年国家艺术理事会成立以取代文化部的职能，陈

君继续受委为新设的艺术咨询委员会委员多年。1974年他当选新加坡艺术

总会(原称新加坡艺术理事会，1991年改为现名)理事至1977年；1978年起

担任义务副秘书长至1993年；1994年起担任副会长至2016年，3月26日他

当选会长至今。陈君也是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筹备委员会主席(1967-1968)

暨首任会长(1969)，他先后担任会长35年，现在仍任会长。他也担任新加

坡国家杰出青年奖顾问委员会委员十余年，协助遴选每年国家的杰出青年。

1992年10月18日，他担任中国云南省石林碑林文化艺术联谊会荣誉理

事。1995年1月26日，他被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研究会聘为编写大学书法

教材顾问。2005年9月9日，他被中国同济大学聘为顾问教授；2010年5月28

日，被聘为同济大学亚太汉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2013年5月29日，他被聘

为中国潮汕著名百年学府韩山师范学院客座教授等等。

2011年9月26日，陈君被聘为中国上海市海外交流协会名誉顾问(2014

年续聘至今)。2011年11月27日，他被聘为中国河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海外

顾问。2013年，他被中国汕头市归国华侨联合会聘为名誉主席。2014年9月

12日，他被聘为义乌市海外交流协会第一届海外理事。2006年6月16日，他

被聘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顾问(2013续聘至今)。

陈君也先后出任香港中国书道协会、马来西亚书艺协会、菲律宾中华

书法学会等团体顾问。2006年11月，他被印尼书艺协会聘为海外荣誉主席

(2013年4月10日续聘至今)；2014年，被印尼书法家协会聘为海外荣誉主

席。

他也担任新加坡稚龄美术研究会顾问(1983起)、中国广州诗社顾问(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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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中国境内几十个书法组织/画院/纪念馆、十几本书法字典/辞典的顾

问，及中国十余间学院、学府、画院的客座教授。

他曾担任由香港中国书道协会筹组、新加坡书协主办的1981第二届国

际书法联合展主席。通过这个联合展，他联络上了东亚各地(中、日、韩、

港、马、台)的书法组织，并与它们开展了两国间的书法交流活动与展览。

他也担任2011年6月18日在新加坡成立的“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的前

身——“国际书法发展联络会”执行理事长十九年(1988年－2007年)。国际

书联在陈君的领导下，积极且迅速地开拓了世界各国同道与书法组织间的联

系与交流，催生了这二十多年来各国各种大大小小的国际书法展览会、研讨

会、比赛、论坛等等的举行，为当代书法的国际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世

界书法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当2010年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筹

备会在日本奈良成立时，他被公选为唯一的名誉主席；即使2011年国际书总

在新加坡正式成立后没有设立主席一职，只设置一位秘书长，他也被秘书处

出版的《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通讯》冠上顾问(是唯一的顾问)。	

在他推动下，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由1987年起，先后设立了杨启霖、陈景

昭、黄勖吾、颜绿、潘受、王瑞璧，及陈勤川(慎谦)七个书法基金。

从1980年至今，他一直代表新加坡艺术总会(历经李光耀、吴作栋、李

显龙三任总理)作为出席人民协会各种会议(包括人协常年大会)的代表(协作

会员)。			

五十年来，陈声桂一直是新加坡甚至东南亚书法活动的主要推手，见证了

新加坡书坛由沙漠走向绿洲。中外报刊推崇他为“新加坡书法大使”、“新加坡

书法之父”、“南洋书界大推手”、“国宝”、“国师”、“太傅”等等，2012年8月在

中国北京出版的第四期《中国文房四宝》，也以专文《陈声桂：新加坡书法之父》

加以推介。

2011年11月，中国文联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约请海外特邀代

表到会，他是新加坡，甚至是东亚/东南亚华人的唯一代表。2013年1月2日

至8日中央电视台第四台(CCTV	4)向全球播放八期“中国书法五千年”，他

是这一节目的策划之一，并在第一集中亮相屏幕。2012年10月12日国家滨

海艺术中心庆祝10周年，邀请他参加名为“敬礼”的图文推介展。2014年

2月9日，他作为四位艺术家之一，被总理邀至新加坡总统府参加“总理向

建国一代致敬”大会。2015年1月27日，新加坡文化部在维多利亚音乐厅举

行“向建国一代艺术家致敬”晚宴，他是受邀的两位书法家之一；席间，文

化部长黄循财亲自到其席位颁发感谢奖牌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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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挥毫、演讲　陈声桂是政府第一位派遣出国示范书艺的书法家。自1978

年至今，新加坡旅游促进局、财政部、总理公署十次派他前往美、阿(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菲、瑞(瑞士)、日、港(三次)、韩、英示范。

他曾于1971年应国营新加坡电视台之约，主持七期影响深远的“笔阵

墨池”节目，也在其他节目中讲述书法。他也于1984年再上国营电视台主

持“笔飞墨舞”，并在电台、国家博物院、国家图书馆(总、分馆)、国立教

育学院(原称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民众联络所、人民协会、中小学及初级

学院、新加坡教育部语言中心、新加坡警察学院，及宗乡社团做书法演讲，

及示范，可以说，他的足迹遍布岛国各个角落。

在过去半个世纪，陈声桂不时都上国家电视台讲述及挥写书法，特别

是在农历新年前夕之“迎新春”特备节目中殿尾挥春，长约十载。2015年	

(乙未年)最具意义的是，新加坡国家电视台的中文台与英文台不约而同地在

农历大年初二播放陈氏挥春及讲述春联的视频，前者在上午8时30分，后者

在晚上8时30分。

他也应新加坡旅游促进局、裕廊镇管理局、圣淘沙管理局、新加坡外

汇俱乐部、人民协会、新加坡社会发展部等机构之约，在中国公园、日本

公园、新加坡手工艺中心、海皇歌剧院，及世界贸易中心等处做书法示范，

以飨外宾。

1995年新加坡财政部在香港举行规模庞大的“新港明珠双辉”博览会，

也邀请陈先生连续三年到场设馆挥毫。1984年新加坡政府在世界贸易中心大

事庆祝执政二十五周年，他应约在开幕礼上作字送予政府部长、国会议员、

公务员首长、常务秘书、特级公务员、外国使节及许多贵宾。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即1980年)起，他每年农历新年元宵，也应人民协会

之邀到总统府“内阁新春园游会”挥春。2016年起，他也应约于农历大年初

二“总统府开放日”挥春。2009年11月14日，他应新加坡政府之约，于第

十七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APEC)首长欢迎晚宴上挥毫，并将作品送予

莅会来宾(中、俄、英、法等国正总统/主席均到会)。从1992年开始到2013

年，他也应教育部之约为法国里昂学生每两年一次来新的浸濡课程挥毫示

范。2012年，他在新加坡书协一系列书法专题公开讲座上做八次专题演讲。

C. 得奖　由于在推广书艺及个人书艺水平两方面均成绩卓著，陈声桂四

十余次获得国内外政府、社团或组织的嘉奖，重要的有：1978年获总理公

署高级政务部长兼人民协会副主席李炯才在总统府颁给“新加坡杰出青年

奖”(SYA，原称“全国青年服务奖”，国家给予青年的最高奖项)；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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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获社会发展部长(兼管文化)黄根成颁给“长期服务奖”。

1991年，他获新加坡第四任总统黄金辉博士亲颁“公共服务奖

章”(PBM)；1992年获印尼工业部长哈塔托代表亚细安(东南亚国家联盟)协

会颁给“第一届亚细安个人成就奖”(AAA)(2002年亚细安个人成就奖10周年

时，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及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同台获颁此奖);	1992年获

日本刻字协会会长长扬石颁给“国际刻字贡献荣誉奖章”。

2000年，他获得新加坡书法家协会陈景昭书法金奖章(新加坡书协给予

书法家的最高奖项)；同年获得新加坡新闻与艺术部兼环境发展部长李玉全

颁给“国家文化奖章”(CM，国家颁予艺术家的最高奖项)；2002年获得德国

驻新加坡大使哈索颁给“万宝龙国际艺术大奖”(Mont	Blanc	De	La	Culture	

Award)；2006年6月，中国书协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赵长青颁

予“中国书协荣誉奖”。2016年9月，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兼驻会副主席李

一颁予“国际书法交流特别贡献奖”。

2006年，他获得新加坡总统纳丹在总统府颁给新加坡公益金第一枚						

“好点子奖”(The	Chandra	Das	Great	 Idea	Award)。2008年10月，他获

得总理公署部长林瑞生颁给南洋理工大学“南洋校友成就奖”；同年11月

获得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颁给麦波申“40年社区服务奖”。2009年，他获得

中国书画报执行社长何东颁给“国际突出贡献书画艺术家奖”。

2014年12月19日，他获得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授予第3届“中华之

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The	Brilliance	of	China——Choice	 for	

Chinese	Culture	Promoter	of	the	Year	2014)，誉满中州及全球。　　

他也先后获得新加坡书法家协会颁给十年金奖章、十五年金奖章、廿年

荣誉金奖章、廿五年荣誉金奖章、卅年卓越功绩金奖章(30年/人力部长李文

献颁发)、终身成就奖(35年/交通部长姚照东颁发)、终身奉献奖(40年/新加

坡总统纳丹颁发)、终身荣誉会长Lifetime	Emeritus	President(45年/新加坡

代总理张志贤颁发)；新加坡艺术总会颁给廿年金奖章；新加坡文化学术协

会颁给十五年金奖章、廿年荣誉金奖章、卅年卓越功绩金奖章、终身成就

奖(35年)、终身贡献奖(40年/2009)、终身奉献奖(45年/2014)；新加坡书法

中心金奖章(20年服务/2015)等。

他也曾于1977年获得香港亚洲艺术学会颁给“优异证书”、1978年新加坡

文化部国庆美展颁给第一个“书法优秀奖”、1979年新加坡警卫团颁给“美术

优异奖”(书法)，及1987年法国艺术家协会颁给“荣誉表扬证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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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参展　陈声桂的作品，在1969年入选新加坡文化部主办“150美展”(新

加坡开埠150周年美展，第一次国家举办的全国美术展览会)及其他诸多的国

内外书法展、美术展(例如新加坡文化部/社会发展部主办的国庆美展、书画

印联展、国庆展卖会；新闻及艺术部/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办的新加坡美术展卖

会；国家博物院主办的“年展”	、“新加坡的中华美术”)等。

他的作品，入选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主办的会员作品展(1971)、第一、

二、三、四届全国硬笔书法展(1978-80/2001)、第二、三、四、五、六届

国际书法联合展览会(1981-1984/1986)、新加坡现代书家作品展(原名新加

坡书法年展/1981年至今)、新·日书画交流展、新·日(原称日新)书法交流

展、新·台书法交流展、新·韩书法交流展、新·中书法交流展、日本国

际书道展、新·马书法交流展、新·港书法交流展、第一届至第十二届国

际书法交流大展(1990-2016)，以及南洋大学校友美展(10届/1977-1986)、

今日美术、新加坡与中国各省市书法交流展等。

陈君也参与不少国内外的书法展览会，主要的有：国际书法展览(中国

河南，1985)、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中外书法篆刻作品展览(中国广

东，1986)、第二次中国·新加坡书法交流展(中国北京，1986)、穗·新书法

交流展(中国广东，1986)、法国巴黎大皇宫美展(法国巴黎，1987)、自贡国际

恐龙灯会书法篆刻展览(中国四川，1987)、振兴丝绸之路国际书画展览(中国新

疆，1987)、纪念弘一法师书法篆刻展览(中国福建，1987)、纪念西泠印社建

社85周年国际篆刻书画展览(中国浙江，1988)、奔龙钢笔书法协会“株洲市

第一届硬笔书法大展”(中国湖南，1988)、首届国际青年书法展览(中国北

京，1989)、中外草书展览(中国宁夏，1989)、当代书法家首届百人作品碑

刻展(中国河南，1989)、国际潮人书画展(中国广东，1989)、棠湖国际书法

邀请展(中国四川，1989)、国际书法艺术联合韩国本部创立纪念书法展(韩

国，1989)、纪念王羲之诞辰1687周年国际艺术作品展(中国山东，1990)、

国际文化交流赛克勒杯中国书法竞赛邀请展(中国北京，1990)、亚细亚国际

美术展(韩国，1990)、辛亥革命80周年全国书画大展(中国福建，1991)、北

京国际书法邀请展(中国北京，1991)、湖北黄石国际乒乓节国际书法邀请展	

(中国湖北，1991)、中国麻姑山风景区碑廊落成书法邀请展(中国江

西，1991)、曹胜亭书画艺术作品展览(中国湖南，1991)、海外书法名

家作品邀请展(中国河南，1992)、亚细亚美术招待展(韩国，1992)、中

外名家百茶书印邀请展(中国沧州，1996)、巴西国际书画交流大展(巴

西，1997)、南洋小学80校庆美术义展(1997)、新加坡·台湾书法联展

(新加坡，1998)、新加坡·北京市书法交流展(新加坡，1999)、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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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书法交流展(新加坡，1999)、第二届新·中师生书法交流展(新加

坡，1999)、新加坡·重庆书法交流展(新加坡，2000)、新加坡·澳大利

亚东方书法交流展(新加坡，2000)、中日韩书法年展(新加坡，2000)、新

加坡·贵州书法交流展(新加坡，2001)、新加坡·云南书法交流展(新加

坡，2001)、第四次新加坡·马来西亚书法交流展(新加坡，2001)、第二次

新加坡·台湾书法交流展(新加坡，2002)、新加坡·江苏书法交流展(新加

坡，2002)、新加坡·甘肃书法交流展(新加坡，2002)、新加坡·新疆书法交

流展(新加坡，2003)、第三次新·韩书法交流展(新加坡，2004)、新加坡·

湖北书法交流展(新加坡，2004)、日本国际博览会之“世界名家的书法”	

(日本，2004)、海内外知名书画家作品展(中国河南，2004)、纪念邓小平诞

辰一百周年国际名家精品展(中国北京，2004)、纪念书法大师舒同诞辰百年

书法作品展(中国北京，2005)、新加坡·印尼书法交流展(新加坡，2005)、

新加坡·江西书法交流展(新加坡，2005)、新加坡·延边书法交流展(新加

坡，2005)、新加坡·湖南书法交流展(新加坡，2006)、第五届新中师生书

法交流展(新加坡，2006)、新加坡·苏州书法交流展(新加坡，2006)、第

二届重庆·新加坡书法交流展(中国重庆，2007)、第二届北京国际书法双

年展(中国北京，2007)、国际书法艺术联合韩国本部成立30周年纪念展(韩

国，2007)、每日书道会日本国际展(日本，2008)、第二届新加坡·重庆书法

交流展(新加坡，2008)、新加坡潮人书画汕头展(中国广东汕头，2008)、全

罗北道国际双年展(韩国，2009)、庆祝澳门回归十周年展(澳门，2009)、国

际书艺交流展(国际书法艺术联合韩国本部岭南支会，2010)、第60回日本每

日书道展(日本，2011)、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风雨兼程七十载”书画展(中国

北京，2011)、无界·长亭书法社双年展(中国浙江，2012)、张海艺术馆国内

外书法作品展(2012)、“楚天智海杯”全国书法展(中国湖北，2012)、台湾

中国书法学会创会50周年“翰耕墨耘50周年书艺大展(2012)、韩国全罗北道

(Jeollabuk-do)国际双年展(韩国2013)、上海市文联书展(中国上海，2013)、	

上海大学书法国际邀请展(2013)、笔墨东方2013中国书法艺术国际大展(中

国成都，2013)、韩国国际名家书艺邀请展(韩国庆尚北道，2014)、全球华

人书画展(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中国北京，2014)、第十届2015

世界书艺全北双年展——世界书艺的相生展(韩国全罗北道群山市，2015)、

中国书画报创刊三十周年书画展(中国天津，2015)、如初书艺馆国际书法名

家邀请展(韩国江原道麟蹄郡，2015)、梦笔新境——纪念中新两国建交二十

五周年新中联合美术展(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2015/中国美术馆，2015)、	

文化奖得主展览——文化奖视觉艺术1979-2015(Lives	of	 the	Artists/新加

坡，201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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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收藏　他的作品被我国朝野广泛收藏：包括三位前任总统黄金辉博士、

王鼎昌博士、纳丹博士，及现任总统陈庆炎博士；二位原任总理李光耀、吴

作栋，及现任总理李显龙；二位原任副总理黄根成、贾古玛，及现任副总理

张志贤、尚达曼；原任部长李玉全、姚照东、陈惠华、林文兴、阿都拉、杨

荣文、吕德耀、郑永顺、陈敏良、简丽中博士、庄日昆、姚智、再诺、陈晓

朋博士、曾士生、符喜泉、李奕贤，及现任部长许文远、林瑞生、林勋强、

雅国博士、维文医生、颜金勇、陈振声、傅海燕、陈川仁、黄循财、王乙

康、黄志明中将、王志豪、李智 、杨莉明、沈颖、陈振泉、英兰妮、蓝彬

明、许宝琨医生、普杰立医生，议长哈莉玛，及现任市长张 宾博士、刘燕

玲、潘丽萍，还有众多政务次长及国会议员等等。

此外，原公共服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旭升医生、公务员首长周元管医生、

李氏基金两位主席李成义博士和李成智博士、全国工资理事会主席林崇椰教

授、国立大学东亚研究院主席王赓武教授、南洋理工大学校长詹道存教授、

两位卸任提学司黄庆新与何品，及新加坡国家博物院、义安文化中心、国家

图书馆红山分馆、淡滨尼初级学院、联昌银行、大华银行、中正中学总校湖

畔艺术馆等机构也收藏其书作。

陈君的作品也常被当作国礼或重要礼品送予国际机构或名人，包括：路

透社、国际巨星里奇马丁、英国首相布莱尔、泰国公主诗琳通、日本首相小

泉纯一郎、日本天皇明仁陛下、英国教育部长约翰柏顿(John	Patten)、中东

卡塔尔国王埃米尔哈马德·本·哈利法阿勒萨尼殿下、卡塔尔王储塔米姆、

法国总统希拉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

军司令／原副总参谋长／原国防大学校长马晓天上将、中国工商银行(ICBC)

董事长姜建清、滨海湾金沙娱乐城、美国私募股权基金KKR等等。

海外各地文化博物馆收藏其书作的有：日本福冈市市长(日本福

冈，1984)、段玉裁纪念馆(中国江苏，1985)、霹雳洞仙如纪念馆																								

(马来西亚霹雳，1986)、三台县梓州杜甫草堂(中国四川，1988)、西

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中国陕西，1989)、海南省楹联学会(中国海

南，1989)、孔子故里书画院(中国山东，1990)、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书法馆

(中国湖南，1991)、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中国陕西，1999)、张海书法艺

术馆(中国河南，2005、2011)、复旦大学(中国上海，2006)、中国篆刻艺

术院(中国北京，2008)、中国教育学会书法专业委员会(中国天津，2008)、

广东汕头市金平区集成福利会(中国广东，2008)、上海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中国上海，2008)、中国书画报(中国天津，2008)、广东普宁市文联

(中国广东，2008)、青海省国安艺术博物馆(中国青海，2009)、洛阳市龙门



1186

陈
声
桂

书画博物院(中国河南，2010)、王学仲艺术展览馆(中国天津，2010)、中国

国际广播电视台书画院(中国北京，2011)、加拿大五台山佛教艺术馆(加拿

大，2011)、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中国上海，2012)、韩国麟蹄郡如初书

艺馆(2015)等。			

2013年6月1日，在中国同济大学国际交流学院主办的“从泰戈尔到

莫言：百年东方文化的世界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	上，陈君送出“世界大

同”行书横幅(2013)予国交院；2014年12月19日，在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	

2014年第三届“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颁奖典礼上，应约

题写“国学书韵”行书横披送予央视。

F. 评判、编辑　陈声桂先生于1975、77、79—85、87—93年担任新加坡

文化部/社会发展部/新闻与艺术部/国家艺术理事会“国庆美展”(年度国家美

展)评判；1978年担任“新加坡国家博物院78年展”评判；1995年担任国家

艺术理事会“1995年新加坡美展”中国书画印评审评委员会副主席；1997年

担任“1997年新加坡美展”评判；1999、2001、2003年担任1999年、2001

年、2003年“Nokia新加坡美展”评判(两年一度国家美展)、新加坡教育部主

办“教师美展”(1985至1990)评判，及“全国青少年书法展”(1990/1995-至

今)评判等。

他也出任哥罗福联络所青年团主办“全国现场中英书法比

赛”(1977)、青年协会主办“全国书画比赛”(1979至1982)、新加书法家

协会与星洲日报联办“全国现场书法比赛”(1981至1983)评判。新加坡书

协主办第一至第三十届全国挥春大赛(1983至1989/1991至2013；挥春大

赛由2014起改为大会)、第一至第二十八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1990至今)、	

“健力士建国25周年书法公开大赛”	(1990)、“建国40年全国硬笔书法公

开大赛”(2005)、第一至第七届“全国毛笔与硬笔书法大赛”(2010至今)评

判。欧南园联络所主办“全国书画比赛”(1985至1986)、油池民众俱乐部主

办“油池全国书法公开比赛”(2000至今)评判，以及马林百列、布莱德岭、

武吉知马、武吉巴督、牛车水、南洋、乌鲁班丹、黄埔、甘榜格南等民众俱

乐部举办的多次书法赛，与南洋理工大学中文学会、国立新加坡大学中文学

会举办的常年书法比赛评判等。

陈先生也担任马来西亚教总主办全国华文书法比赛(1984至1985)、马

来西亚书艺协会举办全国挥春比赛(1987至1992)评判。中国河南书法家协

会(原名中国书法家协会河南分会)于1985年主办“国际书法展览”，也特

聘陈先生为三位荣誉评选委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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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也曾亲自领导南洋商报联办“1970年全新大专中小学书法比

赛”、星洲日报联办“1973年全新现场书法比赛”这两个指标性的赛会，

及其他许多大型的全国性书法比赛。陈先生也曾应《新加坡美术》之约，

为该刊编辑《墨林春秋》数期，以及为新明日报编辑《中华书艺》325期

(1989年11月至2016年12月)。他也督印及编辑了90期的《新加坡书法报》

(1994年5月至2016年10月1日)。

陈先生也是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主办1990年第一届及2006年主办第七届

国际书法交流新加坡大展的工委会主席，及其他众多书法展览书法比赛的

主席或联合主席。

G. 个人展　1979年新加坡国家博物院在伊斯干达画廊为陈声桂举办首次个

展；1987年，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及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在文化部赞助下在国

家博物院为他举办“陈声桂书法展”，并出版《陈声桂书法集》4000册。	

2003年他与印裔女画家奈雅(Parvathi	Nayar)举办书画联展。

2010年7月，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及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在国家艺术理事

会的赞助下为他举办第三次个展，并出版《陈声桂书法集》7000册。

2013年11月17日至12月31日，新加坡书协在当时新加坡首富吴清亮赞

助下，举办“文化奖章三家书法展”为期一个半月，陈君与前二位得主潘

受、王瑞璧之书作一起亮相。

Ｈ. 授课　工余，陈声桂于1974年起兼任南洋美术专科学院文学及书法讲师

共11年(1974-1982/1985-1986)；于1974年兼任星洲美术广告协会第二届实

用美术研究班书法讲师；于1974年起兼任新加坡书协(1974/1979-1985)/潮

安艺苑(1985-1995)/新加坡书法中心(1995-2006)毛笔与硬笔书法班导师；

于2005年1月担任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书法导师至今。

陈君也于1981年起兼任国立新加坡大学校外进修系书法讲师(毛笔与硬

笔)10年(1981-1990)；于1976年兼任新加坡教育部中学华文教师“简体字

与中国书法”专修班课程讲师；于1995年起担任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

院中华语言文化系/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兼

职书法讲师10年(1995—2004)。

陈声桂于1969年11月6日创立中国钢笔书法研究所，次年(1970年)2月

24日起从事函授书法工作；1980年10月16日，此所改名为新加坡中华书道

院；2006年易名为Singapore	Chinese	Calligraphy	Research	Centre(新加

坡书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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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来，陈先生桃李满天下。学生上至总统、议长、副总理、内阁部

长、常任秘书、教授博士、学者专家、富商巨贾(包括新加坡首富吴清亮)、

高级军官，下至墓碑文字雕刻者、餐馆侍应生、在籍大学生、家庭主妇，涵

盖面至广且阔。可以说，今日在书坛从事教学、推动、组织、研究的书法工

作者或书法家，大多出自其门下，或是再传弟子，或是再传弟子之弟子。

至2015年6月，包括总理在内的新加坡18人内阁中，有一半(即9人，尚

达曼副总理、许文远部长、维文部长、易华仁部长、雅国部长、颜金勇部

长、林瑞生部长、吕德耀部长、傅海燕部长)与陈声桂有书法之缘。这一纪

录，相信书法世界中，尚无人能出其右。

I. 出身　陈声桂于1948年10月6日出生于中国广东省潮安县东凤乡乌门尾

厝(俗称东三)，1955年3月15日抵达新加坡，后归化为新加坡公民。他别署

陈磬、游子、苦行僧、农夫之子，法名理声。

陈先生1961年毕业于光华学校；1965年毕业于中正中学总校中学

部；1967年毕业于中正中学总校高中部。1972年他毕业于南洋大学，获文

学士学位(B.A)；1973年他毕业于新加坡教育学院，获新加坡大学教育专业

文凭(Dip	 in	Education)；1995年他毕业于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获

高级教育行政专业文凭(Further	Professional	Dip.	In	Education)。

他担任过中学校长、副校长等职；也担任淡滨尼初级学院语文部(华、

巫、印、德、日、法)主任、华文科主任兼教师十八年。他2004年12月31

日55岁退休时，是新加坡教育部第一级高级教育官。在教育界任内，他于

1999年获得新加坡总统颁赐长期服务奖章(PBS)，及于2000年获得部长颁

给全国模范华文教师奖。　　

J. 著述　五十年来，陈先生发表在报章、杂志上之书法与美术文章约三

百篇。1977年，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为陈先生出版《中华书法讲话》一书，

作为整理当地书法论著的部分工作，后再版二次。他也编著《书法漫谈》

(1984)、《汉碑十六讲》(1985)、《泛论钢笔书法》(1985)、《书法研究的

新领域》(1985)、《硬笔书法在本地的发展及其前景》(1986)、《中国书坛

的怪现象》(1990)、《海外书法艺术的座标》(2005)、《东方书法钤印与西

方标记设计的异同》(2011)、《楹联书法题款八式》(2011)，及《如何补救

书法创作中的瑕疵》(2012)，一共十一册，并于2012年10月合为一本，名

为《书论十一辑》(512页)。2015年，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出版陈声桂五十年

书法言论集——《五十年书坛巡礼》(9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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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上碑、入册　他的作品上刻中国近四十个碑林，如：开封翰园碑林

(中国河南，1986)、爨碑书画碑林(中国云南，1986)、厦门园林植物园(中国福

建，1987)、黄山碑林(中国安徽，1988)、桂林中日友好书画碑林(中国广西，1988)、	

浯溪新碑林(中国湖南，1989)、洛阳镌墨苑碑林(中国河南，1989)、灵山碑林(中

国四川，1989)、曲阜新碑林(中国山东，1989)、神墨碑林(中国河南，1990)、太

白碑林(中国四川，1990)、三台县梓州杜甫草堂(中国四川，1991)、麻姑山书法

碑林(中国江西，1991)、梓州东山寺碑林(中国四川，1992)、中国武陵主峰梵净

山碑林(中国贵州，1992)、首都绿色文化碑林(中国北京，1993)、潍坊国际艺术

碑林(中国山东，1993)、中国湖南武陵源书法碑林(中国湖南，1994)、洪福园华

东碑林(中国山东，1994)、凤 古港摩崖石刻(中国广东，1994)、洛阳 苑碑林

(中国河南，1994)、浙江省桐庐严子陵钓台碑林(中国浙江，1994)、四国摩崖石

刻(中国江苏，1995)、濮阳市博物馆碑林(中国河南，1995)、中国圣泉碑林(中国

安徽，1995)、中国兰花碑廊(中国汕头，1997)、白龙碑林(中国河南，1997)、雁荡

山国际碑林(中国浙江，1998)、五柳碑林(中国江苏，2000)、洛阳魏碑国际赏鉴

会(中国洛阳，2001)、黄帝陵颂祖碑林(中国，2003)、微山湖国际书法碑林(中国

山东，2004)、洛阳龙门书画博物院(中国河南，2010)、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主题

碑林(中国湖北，2011)。

不少各国的名家书法集，也函约他出品，如：法门寺墨迹选(中国陕

西，1991)、厦门海关珍藏中国当代书画作品集(中国福建，1991)、当代

书法篆刻大观(中国黑龙江，1991)、兰亭序联墨迹选(中国江苏，1991)、	

新加坡画家名录及作品集(1991、1992)中国佛教书法作品集(中国洛

阳，1992)、师魂颂·海内外书画名家作品荟萃(中国山东，1992)、海外书

法名家作品邀请展(中国河南，1992)、纪念宋庆龄诞辰一百周年大型书画展

(中国海南，1992)、苏州市板桥史迹史料陈列馆(中国江苏，1993)、世界书

画名家作品集(中国北京，1993)、巴蜀书画作品精选集(中国四川，2005)、

新加坡潮人书画汕头展作品集(中国广东，2008)、江山多娇——中国艺术研

究院庆祝中国成立60周年(中国北京，2009)、新加坡潮人翘楚(新加坡义安

公司，2015)、新加坡潮州文化名人录(新加坡八方文化，2016)、Lives	of	

the	Artists——A	Singapore	Story——文化奖章得主1979-2015(新加坡南洋

艺术学院，2015)、新加坡视觉艺术家(Singapores'	Visual	Artists	，新加坡

国家艺术理事会，2016)。

L .  题字　武吉班让政府中学(校匾，1980)、降龙(如切观音堂横

匾，1990)、泓景酒店(中国广州，1991)、费新我八八书迹展(特刊，1991)、

新加坡作家(报纸，1991)、翠岭(淡滨尼初级学院校园名称，1991)、周纯端



1190

陈
声
桂

画集(画集，1992)、德明中学(校匾，1993)、新安湖(中国深圳《宝安报》副

刊，1994)、客座随笔(吴德耀教授文集书名，1994)、潮州家族(新加坡电视

台连续剧名，1995)、思成堂(中国广东潮安东凤，1995)、四马路观音堂(四

马路观音堂纪念特刊题签，1995)、拉让江畔随笔(马来西亚沙 越，1995)、	

高级华文之窗(教育部高级华文组通讯，1996)、南洋佛教(月刊，1996)、栋

(华社自助理事会送吴作栋总理巨字，1996)、新加坡潮安东凤陈氏同乡会

(牌匾，1996)、南大学人(南洋理工大学学术丛刊，2001)、李伟南图书馆

(南洋理工大学图书馆牌匾，2001)、八方锦绣/万里春晖(联合早报农历新年

专刊，2001)、扎根传统/展望未来(马来西亚霹雳育才中学校刊，2002)、新

风(新风诗协会诗刊，2002)、华社自助理事会庆祝十周年(专刊，2002)、育

青中学(Bedok	Green	Sec	School校匾，2002)、羊(当地主要英文日报Today

农历新年专刊，2003)、宁波绳虎(潮剧联谊社演出专刊，2003)、张九桓书

法集(中国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张九桓个人书法专刊署 ，2004)、忠义天

明庙(庙匾，2004)、忠邦联合宫(庙匾，2004)、宁静致远(市中心牛车水广告

牌，2007)、观音堂佛祖庙(庙匾、信笺，2010、2012)、华庆(农历新年春到

河畔迎新春总名，2011)、三巴旺/	不畏风浪、共达愿望(三巴旺集选区大选宣

言，2011)、百年善业/融入社区(同济医院145周年院庆历史走廊，2012)、	

李光前大讲堂、六使堂(光华学校讲堂名匾，2012)等等。

M. 拍卖　国以贤兴(2010)、运(2011)、宏基永固(2011)、福/祥/恕/贤/品/

建/明/发/远/宏/正/平/中/安/峰/康(2012)、济弱扶危(2013/以$47,600成标)/十

里梅花香(2016)等等。

N. 书风　以下摘录几位各地书家对陈声桂书风的见解：

a)	新加坡书法名家颜绿评为：“劲秀放逸，疏荡有奇气，有如史迁之用

笔，而又不失法度，堪以媲美老书法家的墨迹无愧。”(1977)

b)	新加坡著名书法家潘受说：“声桂书如远鸥浮水、轻燕受风，洒落

潇散、绝去雕饰。”(1987)

c)	台湾唐宋史专家、东吴大学研究教授、原南洋大学文物馆主任翁同文

教授说：“声桂的书法，不但独特风格显豁，亦且为成熟成家标志，令人不

得不刮目相看。”(1987)

d)	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即文化部)副主任(副部长)孔秋泉博士

说：“宛然如见换鹅当日。海外有此传人，足证我中华文化之源远流长、

天高地厚也。阁下独得之于一身，造化有专注，积之既厚，故创造发明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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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过前人者也。”(1987)

e) 	 台湾书法家杜中诰说：“深佩(其)运笔之畅达与乎笔致之秀

逸。”(1987)

f)	台湾书画家陈霖说：“书法苍劲淳厚中含有圆活流畅、雄伟朴实中显

现疏荡韵味，真为今世难能可贵佳品。”(1987)

g)	马来西亚书法名家黄石庵赠声桂七律一首，后四句是：“春风一笔

横纵迹，翰墨千秋直结缘，今古风流同一例，兰亭以后几人贤。”(1987)

h)	马来西亚女书法家彭士 说声桂的书法：“韵度丰美，用笔遒

劲。”(1987)

i ) 	 中国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全国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启功教授

说：“先生独与狮城诸尊宿共持风雅，继迹琅 ，其笔如绛云舒卷，怡心

豁目。”(1988)他赠诗四首：

启功《狮城留赠声桂先生》诗
“翰墨风华溯六朝，群鸿戏海见高标。横飞野鹜纷拿际，可喜丹林降凤毛。

		悬殊精窳判天渊，题记龙门有后先。毕竟书家能鉴别，不从斧凿学前贤。

		椽毫挥洒陈惊坐，铁线纵横朱克柔。异世齐名同赵管，艺林福慧羡双修。

		忆话停云落月时，南天把臂慰相思。谈书论艺倾肝胆，谊证长青雨后枝。”

																																																												高　桂		2016年12月1日

国家艺术理事会为庆祝新加坡
建国卅周年，耗费四十五万元坡
币举行的新加坡美术95，于1995
年8月10日在新达城国际会议中
心揭幕。新加坡共和国总统王鼎
昌在为盛会揭幕及致辞后，在工
委会负责人陪同下，参观了全场
的五百余件作品。图为王鼎昌总
统(中)在何家良次长(左)等人陪同
下，观赏大展工委会主席兼评委
陈声桂会长的几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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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21日，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教授应新加坡教育部之邀，在碧山教育部语
文中心为来自法国的二十余位学生讲述中国文字的演变及基本书法入门。图为陈会长为学生
们作书法示范之影。左一为法国里昂督学拉巴特。

2008年11月14日，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第二届毕业生邀请校长陈声桂教授到中国山东等地做
十天的毕业之旅。图为陈教授第二次(第一次为1992年12月)登上泰山之顶面谒玉皇大帝并在
庙前留影纪念。



1193

陈
声
桂

20
15

年
1月

1日
，

新
加

坡
文

化
学

术
协

会
会

长
、
创

会
会

长
陈

声
桂

教
授

从
新

加
坡

文
化

、
社

区
及

体
育

部
、

社
会

及
家

庭
发

展
部

政
务

次
长

兼
西

南
区

市
长

刘
燕

玲
手

中
接

过
“

新
加

坡
文

协
终

身
奉

献
奖

”
奖

座
。



1194

陈
声
桂



1195

陈
声
桂

《新加坡书法史》跋
A)	虽然说文献不足征，可是这部书法史，可收集的资料、收集的图片、

收集的特刊或者收集的人事或人物，我都尽量做到了。校完这本书，我认为

连同我这几年出版的《书论十一辑》、《五十年书坛巡礼》及其他书刊，

真的是无愧此生；我一生的确为书协为书坛为祖先留下的中华文化，做了

不少的事！

我把书法当作一门事业，也可以说是当作一个信仰。所以几十年来，

关于本地，或由外地传入本地的报刊或杂志的资料，都保存得非常完整。

当然，社会的发展是多方面的，我不可能把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记录得很

完整；报刊也没把每一件事每一个人报导出来，何况在书法的发展历程中，

一些重叠的、不重要的、没有历史价值的，我们也不需要把它抄录进去。

有些书法活动是很难归类的，例如将书画一起展示或一起比赛，或者宗

乡会馆的周年庆祝会中有书画展、学校庆祝校庆中有几件书画作品。不过，

规模大的书画比赛或者展览，以及历史悠久的刊物或者报章，大概都可以在

这本书中一览无遗。

B)	这本书的稿子是在2013年元旦订正完毕的。记得元旦那天晚上九点，

我还健在的妈妈就坐在客厅看着我从椅上站了起来，说怎么新年第一天就这

么地忙碌！此后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直到她涅 而去，这《书法史》一直

搁浅在桌上，没有法子订正。

去年，也就是2015年12月，我把它拿出来看，觉得那时的编写方法太琐

碎也太冗长了，所以我决定用一个月的时间把它的栏目与资料重组更改。当

时，才深深体悟古人三易其稿之苦。

在新加坡，社团的职位几乎是没人重视的，所以在介绍这些团体的人

物时，往往发现一个人担任了好几个社团的职位，而且多是空有其名的！

还有一些社团，不容易确定其身份，例如成立于1990年的“妙华”，它的

发起人有吕世澄及韩亚昭。可是这两个人	，从来没人见过，是他老师的学

生或朋友？没人回答。“妙华”的介绍也提到顾问黄雪玲，可是另一本书的

资料则说，黄雪玲在1980年8月22日去世了。所以，历史到底怎么样写的？

C)	我本是为了整理新加坡的书法史才撰写这本书的，但难免也得将与书

法不太有关系的团体加进去，好像美术总会、拔萃画会等，因为他们就像是

一间书店，主要是售卖书刊、文具等，但也兼售唱片、光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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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我们也发觉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催生了许多新的书画团体成立，

主要的原因有：第一，意见不合、宁做小国之王不做大国之臣。第二，收

生不必花钱刊登广告，便可把讯息传出去(报纸为社团刊发消息是免费的，

以私人名誉则得另付广告费，所以他们就拉几位学生去搞一间新的社团，

走报纸免费服务的漏洞)。第三，要自立门户或独树一帜，不愿随人骥尾！

这些社团，或者是由“导师”成立，或者由学艺未精的学生甚至朋友

成立，往往两年或三年搞个展览。有时作品不够，也找一些所谓“顾问”

的作品凑数。

我曾经说，人要害一个人就请他去组织一个社团，因为社团是没钱没

人的，如果有名有利，每个人都去搞一个社团，不用做工，天天去社团报

到便可过活了！

那么，这些没钱没人的社团，为什么还活着，还不解散呢？早年新加坡

人口少，中国移居本地的人口还不多，所以社团自然不多。现在新加坡经济

变好了，书肆画坊纷纷出现，很多社团便如雨后春笋般地成立，社团一多，

没有会所、也没有收信会址的社团也随之增多，不及三两年，会长秘书长等

职务也没人稀罕了！

E)	我们谈到社团要登新闻比私人容易，譬如廖曾二人都在1973年发起

成立华翰研究会，可是前者1995年又成立了新城；后者1999年也成立了心

海(后者最奇怪，没有主席，只有总干事)。

F)	也有一些社团是由不会写字的人做会长的；也有些不会画画的人也

可以做会长。但是不论怎样，不少都是皮包社团，只有一两个人在做事。

因此，有些社团不懂在几时成立，有些则不懂在几时关掉。

G)	现在，美术团体的理事基本上还是以华文教育为多。这是环境造成

的，因为华人社会总觉得有团体才有力量，有组织才有力量。反观受英文

教育的，一般比较散漫，比较松驰。严格地说，今日美术界的社团，还是

由华校生主导；很少是讲英语的！

H)	本书对于过去书坛的各个事件、人物及日期等等，几经查核，无意

之中纠正了不少的鲁鱼豕亥。

I)	再殿一笔：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为何不参加美术总会。第一、1949年成

立的新加坡艺术协会，本来就是一个总会。第二、新加坡艺术总会在1967年

成立时，也是一个总会。更重要的是第三，中国的书法家早已从中国美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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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脱离出来，并且在1981年成立了中国书法家协会。也就是说，书法跟美

术是分开的，不是一体的。基于这些的理由，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二十年前没

有参加倡组美术总会的工作是正确的！

																																																				2016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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