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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书法家协会 (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Society of Singapo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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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爱我中华” 为会训。其宗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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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筹款充作本会之维持及活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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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领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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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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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与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高级政务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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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中国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郑州大学书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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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的话 

我和陈声桂先生的书法联展，从动议、策划和准备至今历时四年多，今天终于与观

众见面了。首先我真诚地感谢各位嘉宾、同道、朋友，在百忙之中，冒着炎热出席展览开

幕式；感谢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新加坡艺术总会、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新加坡书法家

协会，感谢陈声桂先生团队为展览付出的心血和汗水！由于他们的辛勤努力，使展览得以

如期举办。 

这个展览从名称看，只不过是两个人的书法联展，与一般的书法展并无区别，事实

上却有其特殊的涵义。而这特殊涵义都与“三”字有关系：一是今年恰逢中新两国建交三

十三周年；二是 1985 年声桂先生应邀赴河南担任国际书法展览评委三十八年，这是我俩

第一次相识。当时虽因工作繁忙，没能深入交谈，但彼此印象很好，一见如故；三是上世

纪声桂先生赴北京请中国书协推荐一位擅长隶书者来新讲学，中国书协经慎重筛选，我幸

被选中。这样我从 1990 年第一次赴新到今年，也恰恰三十三年。这是我第一次以讲学的

身份出国，印象之深可想而知。讲学结束后，声桂先生让我推荐一位大家来新办展和讲

学，我推荐了我的老师费新我先生。声桂先生欣然同意，并提出让我陪同。这样就有了我

的第二次赴新，加上这次展览，我是第三次踏上贵国这片美丽热情的土地。你说多巧，又

与“三”联系在一起。 

三十三年间尽管我和声桂先生各自忙于自身的工作，但其中交往并未间断。在我任

职中国书协主席期间，声桂先生以国际书法发展大局为重，将其亲手筹建、凝结着他心血

的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秘书处移交给中国书协，并授予我新加坡书协和新加坡书法研究院

院士衔。2016 年，我已卸任中国书协主席，拟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追梦之旅张海书

法展”，希望新方派人参加开幕式，声桂先生即委派钰峰先生前往……总之，这一件件往

事都历历在目。令人难忘。在这次展览中有一幅对联，内容为“奇书玩味久，旧友系怀

长”，这幅对联是我借用古人联改写的，并加注了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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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〇年，应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先生之邀首次访新，亦与声桂先生

订交。忽忽三十三年，时睹翰墨中心怀之，何日忘之。今者与声桂先生联袂办展，诚“相

逢须发垂垂老，且喜追求未曾移”。在书法艺术的探索中各有所获，书艺友情历久弥醇

也。   

因此，如前所说，这个展览意义非同寻常，既是我与声桂先生数十年深情厚谊的见

证，也是中新书法一个时期发展的缩影，更是中新友谊的彰显。至于展览作品本身，不管

观众怎样评价，但我和声桂先生都是用了心的。数十年来，我们都在不断地以各种不同形

式，全身心推动书法事业发展繁荣，探索书法艺术的创新与实践。虽然各自的风格不同，

我想用一句中国的古话：“美色不同面，各佳于目”来概括，想来诸位能赞成我的观点。 

时间无情也有情，它能使人一天天变老，但又能使友情更加纯粹和醇厚。我今年已

八十初度，出远门奔波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这次随我一同访新的还有一些同事、学

生、亲朋厚友，虽然人数不算太多，也可称得上中新书法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他们中间

既有资深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又有前途可期的书法专业博士硕士。他们是此次联展的

见证者，更是中新友谊和中新书法事业发展的见证者和推动者。通过一代代人的接力，相

信中新两国书法事业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再次谢谢各位，谢谢声桂先生，衷心祝愿贵国繁荣昌盛，中新友谊万古长青，祝中

新两国书法界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张  海 

二〇二三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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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任 

• 享受中国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 曾任中国河南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河南文联主席 

• 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历任第五、六届主席（十年），第四届副主席（5 年） 

• 全国政协书画室副主任 

• 中国郑州大学书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二、曾任   

• 曾任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八、九、十届代表 

•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十二届常委 

• 中国河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 

• 中国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 

• 中国河南省书画院院长 

• 中国郑州大学美术学院院长 

 

三、获奖多次 

• 获中国河南省书法展览一等奖 

• 中国河南书法“龙门奖”金奖 

• 获全国第五届书法篆刻展“全国奖” 

• 第六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书法家奖” 

• 担任中国国内外书法大赛、大展评委、评委主任 

 

 

四、论著多种                                                 

• 《关于代表作的思考》 

•  理论文章《时代呼唤中国书法经典大家》 

• 《书法经典大家怎么出》 

• 《坚持健康的书法批评，为繁荣书法艺术鼓与呼》等分别发表于中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     

    艺术报》《中国书法》等 

• 《当代书法“尚技”刍议》获中国文联第七届文艺评论一等奖和第三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作品奖。 

 

 

五、出版 

• 《张海隶书两种》 

• 《张海书法》 

• 《张海新作选》 

• 《张海书法作品集》 

• 《张海书增广汉隶辨异歌》 

• 《张海书法精选》 

• 《张海书法选》 

• 《张海书法作品选》 

• 《创造力的实现——张海书法展作品选》 

• 《岁月如歌——张海书法展作品选》 

• 《佳作解析——张海行草书苏辙黄州快哉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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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解析——张海隶书宋词五首》 

• 《淡月疏星——张海小字行草书册页选》 

• 《张海隶书千字文》 

• 《四体书创作自叙》 

• 《古稀新声——张海书法展作品集》 

• 《张海书法艺术》 

• 《张海四体千字文》 

• 《张海隶书首阳山赋》 

• 《张海四体书歌》 

• 《厘米大千·张海书法精选 [第一卷]小字行草书》 

• 《厘米大千·张海书法精选[第二卷]行草书》 

• 《厘米大千·张海书法精选[第三卷]隶书》 

• 《厘米大千·张海书法精选[第四卷]楷书篆书》 

• 《厘米大千·历代经典碑帖百种题识》 

• 《厘米大千·四体书丛谈》 

• 《厘米大千·使命与担当》 

• 《厘米大千·张海书法新作选（2016-2020）》 

 

六、个展多次 

• 《张海书法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 

• 《创造力的实现---张海书法展》分别在中国北京、杭州、上海、南京、济南、沈阳等地巡回展出 

• 《岁月如歌---张海书法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 

• 《古稀新声--张海书法展》在中国郑州展出 

• 《追梦之旅--张海书法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 

 

七、国际交流 

• 日本《墨》等国家和地区报刊专题介绍 

• 应邀在新加坡等国讲授书法 

• 先后十多次到日本东京、大阪等地举办书法展览 

• 出席由温家宝总理在日本东京主持的中日文化知名人士座谈会 

• 多次应邀在、香港举办书法展并讲学并担任全港双年艺术展评委 

• 作品在韩国、法国、德国、荷兰、加拿大等国家展出。 

 

八、创办、支助 

• 中原书法大赛 

• “墨海弄潮”展 

• 国际书法展 

• 在京举办“河南书法周”等，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 定期每年召开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会 

• 建立以书体等分类的各专业委员会 

• 完善评选机制 

• 创立青年书展 

• 评选年度佳作 

• 书法理论课题申报 

• 开设老年书法展览 

• 西部书法展 

• 扶持“西部千人计划” 

• “翰墨薪传”培训 

• “批评之爱------名家面对面”学术活动 

• 捐资助学、扶困济贫、奖掖后进 

• 公益捐助多项社会性大赛及书法有关活动 

 

  

10 

• 《佳作解析——张海隶书宋词五首》 

• 《淡月疏星——张海小字行草书册页选》 

• 《张海隶书千字文》 

• 《四体书创作自叙》 

• 《古稀新声——张海书法展作品集》 

• 《张海书法艺术》 

• 《张海四体千字文》 

• 《张海隶书首阳山赋》 

• 《张海四体书歌》 

• 《厘米大千·张海书法精选 [第一卷]小字行草书》 

• 《厘米大千·张海书法精选[第二卷]行草书》 

• 《厘米大千·张海书法精选[第三卷]隶书》 

• 《厘米大千·张海书法精选[第四卷]楷书篆书》 

• 《厘米大千·历代经典碑帖百种题识》 

• 《厘米大千·四体书丛谈》 

• 《厘米大千·使命与担当》 

• 《厘米大千·张海书法新作选（2016-2020）》 

 

六、个展多次 

• 《张海书法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 

• 《创造力的实现---张海书法展》分别在中国北京、杭州、上海、南京、济南、沈阳等地巡回展出 

• 《岁月如歌---张海书法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 

• 《古稀新声--张海书法展》在中国郑州展出 

• 《追梦之旅--张海书法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 

 

七、国际交流 

• 日本《墨》等国家和地区报刊专题介绍 

• 应邀在新加坡等国讲授书法 

• 先后十多次到日本东京、大阪等地举办书法展览 

• 出席由温家宝总理在日本东京主持的中日文化知名人士座谈会 

• 多次应邀在、香港举办书法展并讲学并担任全港双年艺术展评委 

• 作品在韩国、法国、德国、荷兰、加拿大等国家展出。 

 

八、创办、支助 

• 中原书法大赛 

• “墨海弄潮”展 

• 国际书法展 

• 在京举办“河南书法周”等，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 定期每年召开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会 

• 建立以书体等分类的各专业委员会 

• 完善评选机制 

• 创立青年书展 

• 评选年度佳作 

• 书法理论课题申报 

• 开设老年书法展览 

• 西部书法展 

• 扶持“西部千人计划” 

• “翰墨薪传”培训 

• “批评之爱------名家面对面”学术活动 

• 捐资助学、扶困济贫、奖掖后进 

• 公益捐助多项社会性大赛及书法有关活动 

 

  



11張海陳聲桂書法聯展

11 

 

 

 

                                             

 

 

                                            

 

 

 

 

 

 

 

 

 

 

 

 

 

 

 

     

 

  

2000 年新加坡国家文化奖章唯一得主 

2014 年中国中央电视台 CCTV 中华之光奖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中国同济大学顾问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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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河南书法家协会与我有一段较久远的友谊。 

1983年，我带领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中国访问团”（第一团），于6月 14日经

过河南洛阳白马寺和龙门石窟时，特地托人把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的资料送到河南书协。

两天后（6 月 16 日），我续程到了北京。当天，见到了后来出任中国书协主席的沈鹏。

6 月 19 日，我们与沈先生饯别时，他带了一位名叫陈天然的先生来。他说，天然是河

南文联的副主席，主管书协的活动。 

两年后，河南书协举办国际书法邀请展，约请我担任三位荣誉评选委员之一，

另两位是全日本书道联盟理事长饭岛春敬以及关西书法大家村上三岛。过后，他们也

来函约请我担任《书法博览》的“特邀编撰”。 

1990 年，时任河南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的张海，应新加坡书协之约，来新担任

新加坡书协隶书进修班导师。次年（1991），应我之约，张海又与以左书名世的恩师

费新我来新举办“费新我八八书法展”，并出版专刊《费新我八八书迹展》。 

越三年，即 1994 年，河南书协应新加坡书协之约前来新加坡举行“新加坡·河

南书法交流展”，由刘清惠带团，王澄任团长、宋华平任秘书、周俊杰为团员。 

2000 年，张海当选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2005 年，张海的家乡偃师中学为他建立“张海书法纪念馆”开幕，邀请我於 4

月 16日参加开幕典礼及上台讲话。我与书协副秘书长陈朝祥联袂前往访问。当时，担

任河南书协领导之一的李刚田，应张海之嘱，用一辆轿车全陪我们三天，隆情高谊，

令人难忘！同年，张海当选中国书协主席，任期五年，2010 年蝉联。 

在张海主政中国书协期间，新加坡书协决定把运营了十九年的国际书法发展联

络会移至北京。2007 年 11 月 11 日，我在北京将国际书联移予中国书协；张海在场见

证了这历史性的事件。 

2010 年，我专门到北京参加他的个人展览。2015 年 12 月，张海出任中国书协

名誉主席并于次年（2016 年）举行收身之作，因书展开幕那天与新加坡艺术总会换届

我接任会长一职同时，所以就由何钰峰兄代我去京践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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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我到北京参加第12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的时候，带了十二人团，专门

到他府上拜访。他不减以往的热情，老远的在公寓外面等我们。这次重聚，知道他的

夫人杨凤兰嫂夫人在医院养病，也知道他在老家郑州组建了中国郑州大学书法学院，

担任院长兼教授，绛帐春风。 

1999 年十月，张海建议与我今年在新加坡举行一个联合展，标志两人“历经劫

波兄弟在”的不渝情谊，我即刻答应了下来，并决定于次年 2020 年十月举行。 

    可惜 2020年初，冠病疫情突来袭，好事多磨，一拖三年。今年是新加坡和中国建

交三十三周年。我与海哥对这两个国家都饱含着深情，特别是，我是1955年从中国来

的，这一书展，正好作为两人献给新中建交三十三年的贺礼。 

 

 

 

 二〇二三年七月十三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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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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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校长 
 

国际职位  
  • 1988  担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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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年  
  • 2006  担任中国文化部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顾问  
  • 2010  担任国际书法家联合总会名誉主席  
  • 2011  担任中国上海市海外交流协会名誉顾问至今  
  • 2013  担任中国汕头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名誉主席至今  
 
海外教职 
  • 2005  担任中国同济大学顾问教授至今 

  • 2010  兼任同济大学亚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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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  兼任同济大学硕士生导师至今 
   
获奖、评判  
  • 1975  新加坡文化部国庆美展（国家美展）评判  
  • 1977  香港亚洲艺术学会优异证书 
  • 1978  新加坡国家博物院年展评判 
    • 1978  新加坡文化部国庆美展第一个书法优秀奖 
  • 1978  新加坡国家杰出青年奖(SYA)（国家颁予青年最高奖项） 
  • 1979  新加坡警卫团杰出美术家奖 
  • 1983  新加坡历届全国挥春大赛、全国学生书法比赛、全国毛笔与硬笔书法大赛评审  
  • 1984  马来西亚华文教师总会全国华文书法比赛评判  
  • 1987  法国艺术家协会 “法国大皇宫荣誉表扬证书”  
  • 1987  新加坡社会发展部长文化长期服务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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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95  台湾实践大学“第一届小学书法比赛”评判 
  • 1995  中国中央电视台 CCTV“第三届中国书法篆刻电视大赛” 

  • 1999  新加坡总统长期服务奖章（PBS）  
  • 2000  新加坡国家文化奖章(CM)（国家颁予艺术家最高奖项） 

  • 2000  陈景昭书法金奖章 
  • 2000  新加坡部长颁给全国模范华文教师奖（初级学院组） 
  • 2002  万宝龙（Mont Blanc）国际艺术大奖 
  • 2004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 35 年终身成就奖 
  • 2006  中国书法家协会荣誉奖 

  • 2006  新加坡总统颁给新加坡公益金詹达斯好点子奖 
  • 2008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校友成就奖 
  • 2008  新加坡总理颁给麦波申社区 40 年服务奖 
  • 2008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 40 年终身奉献奖 

  • 2009  中国书画报国际突出贡献书画艺术家奖 
    • 2013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 45 年终身荣誉会长衔 
  • 2014  第三届中国中央电视台 CCTV“中华之光”环球大奖 
    • 2015  新加坡文化部长建国艺术家奖 
    • 2018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 50 年终身荣誉顾问衔 
  • 2018  大韩民国美术文化院与月刊书艺杂志社“发展世界书法功劳奖”  
  • 2018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陈勤川常青书法奖  
  • 2019  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 50 年终身荣誉会长衔  
    • 2020  部长颁给南洋理工大学 2020 年南洋卓越校友奖（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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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84  马来西亚华文教师总会全国华文书法比赛评判  
  • 1987  法国艺术家协会 “法国大皇宫荣誉表扬证书”  
  • 1987  新加坡社会发展部长文化长期服务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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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95  台湾实践大学“第一届小学书法比赛”评判 
  • 1995  中国中央电视台 CCTV“第三届中国书法篆刻电视大赛” 

  • 1999  新加坡总统长期服务奖章（PBS）  
  • 2000  新加坡国家文化奖章(CM)（国家颁予艺术家最高奖项） 

  • 2000  陈景昭书法金奖章 
  • 2000  新加坡部长颁给全国模范华文教师奖（初级学院组） 
  • 2002  万宝龙（Mont Blanc）国际艺术大奖 
  • 2004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 35 年终身成就奖 
  • 2006  中国书法家协会荣誉奖 

  • 2006  新加坡总统颁给新加坡公益金詹达斯好点子奖 
  • 2008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校友成就奖 
  • 2008  新加坡总理颁给麦波申社区 40 年服务奖 
  • 2008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 40 年终身奉献奖 

  • 2009  中国书画报国际突出贡献书画艺术家奖 
    • 2013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 45 年终身荣誉会长衔 
  • 2014  第三届中国中央电视台 CCTV“中华之光”环球大奖 
    • 2015  新加坡文化部长建国艺术家奖 
    • 2018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 50 年终身荣誉顾问衔 
  • 2018  大韩民国美术文化院与月刊书艺杂志社“发展世界书法功劳奖”  
  • 2018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陈勤川常青书法奖  
  • 2019  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 50 年终身荣誉会长衔  
    • 2020  部长颁给南洋理工大学 2020 年南洋卓越校友奖（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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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任职务  
  •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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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当地公开设立书法班先诃 

  • 1981  国立新加坡大学校外进修系书法讲师 10 年 

  • 1995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中文系/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书法讲师 10 年     
  • 1974  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文学讲师 9 年、书法讲师 2 年  

  • 1983  文殊中学副校长、校长 

  • 2004  12 月从新加坡政府民事服务退休（淡滨尼初级学院语文部主任第一级高级教务官） 

  • 2004  同步出任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校长兼导师至今  
 

论著  

  • 2004 年 2 月 23 日出版《潘受三贴》（360 面） 

  • 2012 年 11 月 19 日出版《书论十一辑》（512 面） 

  • 2015 年 10 月 6 日出版《五十年书坛巡礼》（924 面） 

  • 2017 年 3 月 15 日出版《新加坡书法史》（1200 面） 

  • 2020 年 11 月 20 日出版《国际书法交流大展三十年》（201 面） 

  • 2020 年 12 月 23 日出版《陈声桂特大字书法集》（240 面） 

  • 2022 年 03 月 28 日出版《新加坡艺术总会 55 年》（328 面） 

  • 2022 年 10 月 06 日出版《陈声桂行书八笔》（86 面）                                                                          

出身  
  • 1948  10 月 6 日在中国广东省潮安县东凤乡出世 
  • 1955  3 月 6 日离开汕头，11 日抵达龟屿，15 日抵达新加坡，后归化为新加坡公民  
  • 1968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发起人/筹委会主席 / 创会会长（至今）  
  • 1968  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发起人 / 筹委会主席 / 创会会长  
  • 1969  书作入选新加坡文化部第一个国家美展“150 美展” 

  • 1974  出任新加坡艺术总会理事，1978 年当选副秘书长，1993 年当选副会长，2016 年当选会长（至今）  
  • 1978  第一位政府派遣出国示范书艺的书法家  
  • 1979  新加坡文化部美术咨询委员会委员（至 1991 年） 

  • 1990  获海峡时报选为“闪耀明星” 
  •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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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90  担任“第一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工委会主席  
  • 1995  出任新加坡书法中心艺术总监（至今） 
  • 2000  新加坡文化部录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陈声桂”光盘  
  • 2003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录制“声桂墨缘”光盘 

  • 2009  新加坡国家口述历史馆录制 16 卷口述书法在新加坡的发展历史 

  • 2022  国家档案馆收集及撰写一生行迹（二周） 

 

个展  
  • 1979  新加坡国家博物院主办陈声桂第一次个人书法展，并购买其书作为永久收藏  
  • 1987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及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院举办第二次《陈声桂书法展》，并出版专集（76 面）4000 本 

  • 2010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及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在新加坡书法中心举行第三次《陈声桂书法展》，并出版专集（550 面）7000 本 

  • 2020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及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在新加坡书法中心举行第四次《陈声桂书法展》，并出版专集（428 面）4000 本 

 
服务书界  
  • 1989  11 月起至今，在新加坡《新明日报》编辑专栏《中华书艺》，每月一期，至今 30 年 

  • 1994  督印/发行《新加坡书法报》每年四至五期（至今）；把新加坡书法的讯息带到世界 40 多个国家与地区 

  • 1995  以筹款方式筹集了 135 万元，组建“新加坡书法中心”，为世界书法组织的首创  
 
收藏  
  •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 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原总统黄金辉、王鼎昌、纳丹、陈庆炎、哈莉玛 
  • 原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吴作栋 
  • 新加坡副总理兼统筹部长张志贤 
  • 原新加坡副总理黄根成  
  • 新加坡现任或退任内阁部长许文远、杨荣文、林瑞生、林文兴、维文、易华仁、傅海燕、英兰妮、陈振声、黄循财、黄志明、王 

    乙康、杨莉明、李智陞、林勋强、颜金勇、陈惠华、李文献、李玉全、姚照东、吕德耀、姚智、王志豪、陈振泉 

  • 英国首相布莱尔、教育部长约翰柏顿  
  • 泰国公主诗琳通 
  • 日本首相 Koizumi 
  • 日本天皇明仁 
  • 法国总统希拉克 
  • 新加坡国家博物院 
  • 日本福岡博物院 
  •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 国立新加坡大学 
  • 马来西亚各州博物院 
  • 中国各省博物院，碑林 
  • 其它新加坡国内外国立或私立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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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特聘中国河南书

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张海（左

三）于 1990 年 5 月 25 日至 6 月 2

日莅新主持“隶书专修班”。当时

共开两班，有三十人参加。图为张

海在书协研究会场示范隶书笔法。 

▲
  

 

1991 年 9 月 3 日，新加坡书协会长

陈声桂陪同费新我及张海前往薝蔔

院拜会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广洽老

法师（坐者右一）。站立者为广老

门生吕依莲居士、陈声桂、张海

（右一、二、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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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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在中国河南省偃师县的“张海书法艺术馆”开幕典礼。左五六为张海杨凤兰夫妇。左三为

河南书协副主席李刚田，他负责陈会长全程活动。 

▲  

 

备受世界艺坛瞩目的“第八届国际书法交流北京大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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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三）

七人，一齐剪彩。后三人也上台致词，为况殊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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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3月 25 日，新加坡书法

家协会副会长兼新加坡艺术总

会副会长何钰峰（左二）赴北

京参加时任中国书协主席、现

任名誉主席张海个人书法展开

幕典礼。在接风宴上，何氏向

张海杨凤兰夫妇敬酒祝贺，右

为其公子张国梁。 

▲
  

 

座落在中国书法家协会原任主席、现任名誉主席张海家乡河南偃师的新

旧“张海书法艺术馆”，于 2023 年 9 月 26 日由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刘

奇葆开幕；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教授特率 8 人书法代表团出

席，并与张海在其艺术馆合影。左起：吕永华、陈森富、姚智、陈声桂

教授、张海（中）、何钰峰、吴燕、杨昌泰、李志强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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