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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瘗鹤铭》写一句宣传语

获奖作品火爆“出炉”
本报讯（笪伟 刘淼）焦山自古有名，特别是因为有了“大

字之祖”——《瘗鹤铭》。焦山被誉为“书法之山”，《瘗鹤铭》的
故事流传千年。近日，由市全民阅读办公室、市文广旅局、镇
江报业传媒集团主办，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镇江报业传媒集
团“创意写作”工作室承办的“创意写作 全城接力”第八季活
动“我为《瘗鹤铭》写一句宣传语”启动，广大网友积极响应、接
力创作，宣传《瘗鹤铭》，展现镇江名城风采，传播中华书法艺
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初选、网络投票等环节，最
终从616条作品中评选出最佳宣传语奖1件、优秀宣传语奖10
件和鼓励奖作品20件。4月8日，活动获奖名单揭晓并颁奖。

现刊出获奖作品，以飨读者。

《瘗鹤铭》最佳宣传语奖：
千古之谜《瘗鹤铭》，大字之祖名天下! （作者：蔡永祥）

《瘗鹤铭》优秀宣传语奖
1.瘗鹤铭法书典范，宝墨亭有口皆碑。 （作者：成吉民）
2.大字无过“瘗鹤铭”，闲云野鹤立焦山。

（作者：明月霞光）
3.摩崖万代帖，瘗鹤千古铭;大字百世祖，烟波一浮玉。

（作者：陈炳林）
4.焦山碑林，九州揽胜；摩崖石刻，千古传奇。

（作者：傅岭）
5.烟雨六朝听瘗鹤，水云千树看焦山。 （作者：叶馨）
6.摩崖石刻立焦山，书法真迹世无双。

（作者：莲叶下的浮萍）
7.大字之祖瘗鹤铭，千古石刻立焦山。 （作者：净然）
8.品瘗鹤铭风格高古，读焦山文逸兴云飞。

（作者：孙建平）
9.因为一只鹤，永远展翅飞! （作者：荷塘边的榕树）
10.大字之祖千古流芳，瘗鹤铭碑国之瑰宝。

（作者：点点）

《瘗鹤铭》宣传语鼓励奖（20件）
1.鹤鸣焦山，铭刻心间。 （作者：周序维）
2.千年大书瘗鹤铭，百世巨变镇江城。 （作者：东聿）
3.大字鼻祖瘗鹤铭，焦山摩崖写春秋。

（作者：平凡的世界）
4.隽美焦山，碑刻林立，瘗鹤铭扬，千年书家！

（作者：潘熔生）
5.鹤鹤有名，数镇江《瘗鹤铭》；字字是祖，惟焦山“大字祖”。

（作者：碧海蓝天）
6.笔落惊风雨，铭成泣鬼神，《瘗鹤铭》独步天下。

（作者：柴复）
7.蘸长江水，临瘗鹤铭，书焦山(镇江)千古风流。

（作者：一休哥）
8.瘗鹤铭开启大字之祖，焦山碑林闻天下之名。

（作者：唐良）
9.焦山有碑林，藏有瘗鹤铭，书法之极品，万世永霸屏。

（作者：天马行空）
10.浮玉之光耀墨海，大字之祖《瘗鹤铭》。（作者：哈哈）
11.一碑浮玉壁，成谜越千年。名肩《兰亭序》，是为《瘗

鹤铭》。 （作者：一览众山小）
12.古拙奇峭镇江海，萧疏淡远共春秋。 （作者：天少）
13. 朗朗盛世游焦山 美美欣赏瘗鹤铭。

（作者：束玉华）
14.南国碑林何处寻？焦山迎。情深诣厚谁独秀？瘗鹤铭。

（作者：汪邵青）
15.为古刹奇迹焦山寺，领书界风骚瘗鹤铭。

（作者：李荣平）
16.山水天成岛中立，匠心独妙瘗鹤铭。 （作者：Sunny）
17.镇江焦山众碑林，羲之领衔《瘗鹤铭》。

（作者：海纳百川）
18.浮玉山，摩崖千年迎日月；瘗鹤铭，万世引导后辈人。

（作者：果泉）
19.摩崖石刻，万代难得，中华古文明，碑林《瘗鹤铭》。

（作者：左老师）
20.帝王行宫五路径，今成寺。瘗鹤空灵尤有铭。

（作者：戴可冉）

本报记者 笪伟 本报通讯员 刘淼

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坐标意义的《瘗鹤
铭》，被誉为“大字之祖”，是中华书法艺术宝
库中的瑰宝，其艺术影响力绵长悠久、远及
海外。历代书家均给予其高度评价，对它的
时代、作者、思想艺术性等方面的研究、探
讨、论辩一直没有停止过，且至今未有定论，
成为千古之谜。

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
《瘗鹤铭》乃六朝石刻，作者为葬鹤而作斯
铭。原在焦山西麓雷轰岩上，不知何年，石
崩坠江，受风浪浸洗，被泥沙淹没。宋代有
人发现残石有字，传为奇闻。好事者拓数字
示人，因其书法奇特，楷书参以篆隶，行笔苍
古，体势开张，扬名于世。历代文人墨客，慕
名而来，争睹神采，感慨之余，寄情诗文，镌
刻于崖壁，形成焦山摩崖石刻群。清康熙年
间，陈鹏年募工打捞《瘗鹤铭》，得残刻五石，
九十三字，砌于焦山寺壁，后移置碑林。《瘗
鹤铭》以别号代替真名，干支代替年代，故不
知何人、何年所书，众说纷纭，成千古之谜。
其书法艺术，已臻极品，有“大字之祖”“书家
冠冕”之美誉。能一瞻此铭，亦人生幸事。

宋黄庭坚评价“瘗鹤铭者，大字之祖
也”“大字无过瘗鹤铭”，并将苏东坡：“大字
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引
申为：“结密而无间瘗鹤铭近之，宽绰而有余
兰亭近之”“瘗鹤铭，大字右军书，其胜处乃
不可名貌……”

宋曹士冕认为：“焦山瘗鹤铭笔法之妙，
为书家冠冕。”

元之郝经云：“《瘗鹤铭》正书中大字，古
今推为第一。盖自正书中出奇，古意中有韵
胜。脱去规格，超出畦町。而沉着峻丽，雄
拔庄重，有陵厉八极之气。虽残缺断蚀而笔
意俱在，如乾坤破碎，元气自存，云雾班驳，
日月无与争光者。所谓一洗万古凡马空，超
凡入圣笔也。”

明王世贞认为：“此铭古拙奇峭，雄伟飞
逸，固书家之雄也。”

清王澍：“书法虽已剥蚀，然萧疏淡远，
固是神仙之迹。”

清翁方纲认为：“‘寥寥乎数十字之仅

存，而该兼上下数千年之字学。’六朝诸家之
神气，悉举而淹贯之。”

清龚自珍有杂诗二首称赞《瘗鹤铭》，其
一：从今誓学六朝书，不肄山阴肄隐君。万
古焦山一痕石，飞升有数此权舆。其二：二
王只合为奴仆，何况唐碑八百通。欲与此铭
分浩逸，北朝差许郑文公。

康有为在《瘗鹤铭》跋中认为：“溯自有
唐以降，楷书之传世者不啻汗牛充栋。但大
字之妙莫过于瘗鹤铭。因其魄力雄伟，如龙
奔江海，虎震山岳。”

日本江户时代的书法家良宽曾有诗赞
美《瘗鹤铭》：其一，静夜论文如昨日，风雪回
首已两旬，含翰可临瘗鹤铭，拥乞平叹老朽
身。其二，顽愚信无比，草木以为邻，懒问迷
悟歧，自笑老朽身。

日本学术界的小泉修雄曾写过《瘗鹤铭
对日本书道的影响》论文，他说《瘗鹤铭》的
造型艺术影响到日本的美学意识。

1996年 5月 10日—6月 30日，焦山碑刻
博物馆精选了以“瘗鹤铭”为代表的部分拓
片参加了在韩国延世大学举办的“瘗鹤铭与
长江流域石刻拓本展”，展览结束后展品全
部被延世大学收藏。

2001年 5月 11-16日，由焦山碑刻博物
馆与日本中国书法学院、日中文化交流促进
会联合主办的“中国镇江焦山碑林原拓展”
在日本东京大崎O型美术馆举办，展出焦山
碑林拓片精品250件。展览在日本书法爱好
者中产生了热烈的反响，展厅每天人如潮
涌。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一等书记官冯树龙
先生参观展览后兴奋地表示：文化交流是不
分国籍，不分种族的，更何况中日文化源远
流长，息息相通，焦山碑林的这个展览太好
了，可以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镇江，了解中
国。

2005年6月，焦山碑刻博物馆20余件馆
藏优秀拓片参加了“中国镇江、日本津市友
好城市 21周年文化交流”展览，展览在当地
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津市国际交流协会会长
柳濑恒范先生专门给焦山碑刻博物馆发来
了感谢信。展览结束后，镇江、津市友好使
者、日本著名画家桥本心泉带领津市艺术文
化交流协会代表团于 10 月 8 日专程到焦山
碑刻博物馆再次观赏《瘗鹤铭》碑，并就《瘗
鹤铭》研究相关学术问题进行了研讨交流，
同时表达了希望进一步加深《瘗鹤铭》研究
的愿望。

……
不少书家认为，此铭之所以被推崇，除

代表南朝时代书法气韵外，还有篆书中锋用
笔的渗入，加之风雨剥蚀的效果，增强了线
条的雄健凝重及深沉的韵味。如今《瘗鹤
铭》在焦山碑林中，存原石碎片 5块，石刻上
因历代传拓而被墨迹弥漫。然碑文存字虽
少，亦足以令观者在石碑面前感受其神采，
忘机于意趣之中。观之气势宏逸，神态飞
动，读之回味无穷。其行笔出入篆隶，又参
楷法，用笔自在，率意自然。结体因石成形、
因势造型，大小参差、宽博舒展，上下相衔、
仪态大方，如仙鹤低舞。如清刘熙载所述：

“其举止利落，气体宏逸，令人味之不尽。”

大字无过瘗鹤铭大字无过瘗鹤铭 方家有口皆此碑方家有口皆此碑
——历代书家品介《瘗鹤铭》一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