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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聯書法藝術中心主任王彥、全國政協委
員、紫荊文化集團總經理文宏武，香港特區政

府民政及青年事務局青年專員陳瑞緯，香港特區政府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總監（文博事務）劉啟業，香港藝
術館館長（現代及香港藝術）俞俏、中國文聯書法藝
術中心副主任高慶春、廣東省文聯美術書法攝影工作
部主任顏奕端、廣東省書法家協會副秘書長李菲鴻、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執行總經理韓紀文等嘉賓出席
頒獎典禮。於2017年創辦的「香港青少年書法大獎
賽」，旨在鼓勵香港青少年以筆法書寫家國情懷、以
墨法傳承中華文化，提高文化藝術修養，促進文化藝
術全面發展。大獎賽目前已發展成為香港青少年學
習、傳承、弘揚中華書法文化的重要平台，也是香港
層次最高、規模最大的青少年年度書法賽事。

盼更多學生傳承書法瑰寶
韓紀文致辭時表示，今次參賽人數再創新高，充分
體現了香港青少年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書法藝術的

喜愛、認同與嚮往。他提及，書法作為中華民族獨有
的藝術形式，是我們上下五千年文化傳承與發展的重
要載體，推動書法藝術，推動傳統文化創新性發展，
就是舉辦香港青少年書法大獎賽的意義所在。
他評價今次獲獎學生的作品道：「獲毛筆書法特等

獎的高陽同學，其楷書有唐代大書法家歐陽詢的神
韻，結合褚遂良的圓潤、蘊藉，整體呈現空靈、清新
優雅的藝術風格；獲一等獎的李兆豐同學，其小楷作
品《改革開放卌五周年詩抄》取法鍾繇，既古樸典
雅，又溫潤靈動，韻味悠長。硬筆書法中丁文樂同學
創作的《荀子．勸學篇》取法王羲之，用筆精到、清
秀俊逸，配合作品古樸的色調，處處透露着典雅的氣
息；而李錕發同學令人眼前一亮地採用了黑色的紙張
和白色的筆墨，使作品整體相互映襯，頗具漢代碑拓
的意蘊。」在邁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新征程
上，書法承國運之鼎盛，展現新時代中國傳統文化的
新精神、新氣象。他稱，希望有更多香港學生傳承像
書法這樣的中華瑰寶，從書法自信走向文化自信，學
校也可以透過教授書法來培養青少年的家國情、強國
志。

評審注重作品有師承痕跡
王彥則在致辭中說：「『香港青少年書法大獎賽』

舉辦七年來，我們共同見證了香港青少年書法教育的
不斷發展進步，見證了一批又一批香港青少年拿起毛
筆，走進書法藝術的世界，在一筆一畫中研習筆法技
藝，在經典碑帖書體中賡續中華文脈，在翰墨芬芳中
感受中華傳統美學精神。本屆大賽的關注度和參與度
再創新高，大家的優秀作品，集中展示了香港書法藝

術教育的最新成果，也是香港青少年以書法藝術為載
體，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次生動實
踐。」
來自聖保羅書院的高陽獲得毛筆組特等獎，他以楷

書寫出《古詩三首．涼州樂歌+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出塞》，在幾千張作品中脫穎而出，從初評、複評到
終評，獲得評審一致認可。顏奕端說：「他的作品取
法歐陽詢，但又帶有褚遂良的風格，他能夠將兩大家
相融合，能夠看出師承的痕跡，筆法又嫺熟、輕鬆，
出乎我們的意料。」顏奕端表示，學習書法講究「有
源頭」，沒有源頭就經不起推敲。他也見到了不少寫
得有靈性、抒情自由亦表現出個人風格的學生作品，
但看不出師承，通常都不會將之提名。

學書法有助中文科學習
今次已是第三次參賽的高陽對獲特等獎感到心情雀

躍，他感激書法比賽令自己有機會大展身手，稱自己
特別選擇這三首古詩，內容呼應今年迎來的「一帶一
路」倡議提出10周年。他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
問時表示，自己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學書法，因幼時性
格好動，而學書法可以使人靜心，「學書法可以使我
學習的時候更為專注，同時也可以背誦更多古詩詞，
對中文科有很大幫助。當我學得愈久，愈發現到更多
自己的不足之處，雖然現在因為學業練書法的時間減
少，但我會一直堅持下去。」高陽的媽媽藍女士稱，
書法是兒子一直以來的興趣，每周都會跟隨老師練
習，對中文科的學習大有幫助：「他從小時候開始就
很喜歡背古詩，也因為練習書法培養出了沉穩的性
格。」

頒獎儀式後，主
辦方更安排了筆會
環節，邀請中國文
聯書法藝術中心副

主任高慶春、廣東省文聯美術書法攝影
工作部主任顏奕端、廣東省書協副秘書
長李菲鴻三位書法家，在筆會上為學生
作現場指導及交流心得。

十多位香港學生在筆會上即席揮毫，榮
獲毛筆書法一等獎的李兆豐在此寫下了
「香港明天會更好」的祝福語句。顏奕

端逐個指導學生，親自為他們調
墨和示範。他告訴在場的學生，學
習書法要注重每一個筆畫，一幅好的
作品不僅要把每一個字寫得漂亮，也
要講究墨法、整體的藝術性和背後的文
化底蘊。他也提及，希望今後能有機會
在香港舉辦現場書法比賽，讓大灣區研習
書法的青少年同場切磋技藝。全部獲獎學
生作品也在活動現場展出，怡人墨香中，
一眾學生、嘉賓及家長紛紛在作品前駐足
欣賞，拍照留念。

嘉賓即席指導
盼舉辦現場書法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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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香港第七屆香港
青少年書法大獎賽青少年書法大獎賽」」
主要獎項名單主要獎項名單

毛筆組
特等獎

高陽 聖保羅書院

◆李兆豐與一等獎作品《改革開放卌五周年詩
抄》。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攝

二等獎
鍾溢暉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林君熹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丁文樂 香島中學
吳燦南 曾梅千禧學校
沈芸卉 粉嶺禮賢會中學
林芸熙 荔園外國語小學（水圍）

最踴躍參與學校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硬筆組
特等獎

丁文樂 香島中學

◆丁文樂與特等獎作品《荀子．勸學篇》。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攝

一等獎
李兆豐 明愛莊月明中學
李錕發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梁植偉中學

二等獎
敖靖嵛 協恩中學
歐陽百峻 深圳香港培僑書院龍華信義學校
蘇偉樂 明愛莊月明中學
黃熙淵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謝昕樺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趙子菡 香港南區官立小學

鄭月晴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高陽與特等獎作品《古詩三首》。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攝

「第七屆香港青少年書法大獎賽」獲得中國文聯和
中國書協的高度重視，大賽評審委員會陣容鼎盛，包
括中國書協理事、廣東省書協專職副主席兼秘書長顏
奕端，中國書協會員、廣東省書協副主席周漢標，副
秘書長李菲鴻，理事陳廣權，並特邀中國書協會員、
廣東省書協理事黃品功擔任監審。

要讓書法進校園
顏奕端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大賽已

舉辦至第七屆，書協每一屆都會擔任評審，「我們
見到學生的水平逐年在提高，這證明無論學生、家
長還是老師，都對每屆評出的作品有反思和對比，
所以一屆比一屆好。比賽使學生更深入地了解書法
和傳統文化，我們要做的下一步就是讓書法進入校
園，組織學生參加更多交流活動，讓他們探索到更
多中國書法的精髓。」
他還提到，香港學習書法的氛圍愈來愈好，參賽

作品也一屆多過一屆。「香港很多書法老師自己開
工作室帶學生，他們自身也很努力，我們在內地也
常常見到前來交流、進修的香港書法老師，無形之
中也產生了香港和內地的文化碰撞。我們現在正在
打造灣區城市間的書法文化交流活動，也會持續舉
辦各種相關峰會。」
李菲鴻既稱讚參賽學生水平高，從作品中可見工夫，
亦對前來請教的學生耐心解答，他對學生說：「這是我
們的傳統文化，學會了對提升學習成績和個人修養有所
裨益，要快快樂樂地去寫。」他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分享

了自己擔任幾屆評委的觀察：「展覽的規模和影響力愈
來愈大，從展廳作品中可以看到傳統文化和筆墨的呈
現。通過這幾屆的活動，社會各界對書法的認知也愈來
愈深，了解到書法寫什麼，怎麼去寫。如今，愈來愈多
的青少年都願意傳承書法這項傳統藝術瑰寶，未來可
期，這也是我們感到欣慰的地方。」
來自香島中學的丁文樂藉《荀子．勸學篇》獲硬筆

組特等獎，他解釋選擇此篇參賽的原因：「這是中華
傳統文化經典，寫這篇文令我更深入理解古人的思
想，啟發我學習書法時要持之以恒，專心致志，不斷
積累，也想通過這篇文章表達自己對祖國和中華文化的
熱愛。」他早於5歲時開始學書法，由開始單純練字到
後來逐漸熱愛書法藝術。「書法最吸引我的地方是有着
不同的字型、結構和章法布局變化，比較多元化。學書
法令我學習時更有耐心和細心，也更留意細節。」

陶冶性情培養好品格
而明愛莊月明中學的李兆豐則以楷書《改革開放卌

五周年詩抄》成為「雙料」一等獎得主，他自稱小學
時已寫字規整，但速度較慢，故由五年級開始學習書
法，亦慢慢培養了對書法的興趣。他已數次參與各類
書法比賽，對此次未能取得特等獎略感遺憾，他稱，
名次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書法作為中華傳統文化具有
獨特魅力，有助於陶冶性情，培養良好品格。
潔心林炳炎中學此次獲最踴躍參與學校（硬筆中學

組）獎項，老師羅曉琪表示，學校中一至中六幾乎每
班都有學生參加比賽，「學校一向推廣中華文化，會

在課堂上介紹如四大發明、茶文化等內
容，每次有書法比賽都會積極推
廣給同學，再由中文老師指
導學生如何寫得更好，
同學們也喜歡挑戰自
己，樂意參加比
賽。」

評委讚學生水平逐年提高 港青結緣書法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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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香港青少年書法大獎賽」昨頒獎參賽人數再創新高

青春手筆抒發愛國情懷
書畫一脈傳承千古，淵遠流芳；青春手筆一朝揮灑，訴愛國情。由中國文

學藝術界聯合會（中國文聯）為指導單位，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中國書

法家協會主辦的「第七屆香港青少年書法大獎賽」昨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舉辦頒獎典禮，現場還有書法家即場指導獲獎者，機會難得。今屆比賽反應

熱烈，全港近270所中小學校積極響應，共收到逾4,300幅學生作品，參賽

人數再創新高。專家評委表示今次獲獎作品篆、隸、楷、行、

草，五體皆備，題材緊扣愛國主題，包括改革開放、「一帶一

路」及優秀古詩詞等，韻味悠長，亦顯示出作者優秀的書法功

底和創作能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依江、張岳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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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嘉賓及家長在作品前駐足欣賞，拍照留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攝

◆◆在在「「第七屆香港青少年書法大獎第七屆香港青少年書法大獎
賽賽」」頒獎典禮上頒獎典禮上，，獲獎學生與嘉賓獲獎學生與嘉賓
合照合照。。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