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元魁，名韦，
号 绮 天 卢 ， 1931 年
生，宁波慈城人。去
年 11 月 9 日，先生被
发现在钱东社区的家
中去世，享年 85 岁。
沈元魁是宁波书法界
的泰斗级人物，浙东
书风的当代传人。《中
国现代书法界人名辞
典》 称其书法“笔法
挺秀，章法疏朗”。他
曾为中国书法家协会
会员，浙江省书法理
论研究会会员，宁波
市书法家协会名誉理
事。其弟沈元发、其
侄沈师白，也都是宁
波著名书法家，被誉
为“沈氏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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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滕华）“但得人书能共老，随时并
进不伶俜”，这句自勉诗是甬上著名书法家、浙东书
风当代传人沈元魁先生生前所作，沈老也用自己的一
生践行着人书共老、人书并进。昨日，在离世一年之
后，沈元魁先生落葬暨纪念馆开馆仪式在同泰嘉陵举
行，多位甬上书画界人士缘聚于此，恭送先生最后一
程。

记者见到，沈老的卧碑被制作成了卷轴式样，佐
以笔墨、印章。墓志铭则引用了著名园林艺术家陈从
周先生为《沈元魁书法集》所作的序言；一本书、一
支笔、一方砚台，这一切正是沈元魁先生笔墨生涯的
真实写照。而沈老的碑文，则是由其弟沈元发亲笔手
书。

作为浙东书风当代传人、天一阁保护发展事业第
一代老前辈的主要成员，沈元魁家学渊源，祖父沈问
梅是清末秀才，儒佛兼修；父亲沈菊人藏书万卷，擅
书法丹青。沈老自小饱闻墨香、浸染书风。

像众多宁波帮人士一样，尽管出生于宁波，沈元
魁也经历了少年从家乡到上海做学徒、再在上海滩成
长的历程。等到全国解放，公私合营时他到弹簧垫圈
厂当职工、教师，搞宣传。1974年回甬后，他先工
作于新华书店，因为写一手好字、满腹经纶，于
1979年进入天一阁工作，直至退休。

在对天一阁诸多古籍、碑帖的研究中，他养成了
一身书卷味，滋润了一笔怡人的翰墨。不管是沈老曾
经工作过的天一阁，还是月湖诸多景点，抑或鼓楼
沿、中山公园等，沈老的墨迹可谓不计其数。

沈老的书法同时影响了胞弟沈元发和侄子沈师
白，浙东书风，由此一脉相承、连绵不断。侄子沈师
白和沈老感情深厚，他告诉记者，沈老是个很严谨、
认真的人，朋友的事情一般不会拒绝。沈师白十来岁
开始跟沈老学书法，沈老要求他“字要写得挺拔，跟
做人一样”。

昨日，在沈元魁先生落葬之后，还举行了沈元魁
纪念馆的开馆仪式。纪念馆不仅仅是沈老个人的书法
馆，更向世人展现了浙东书风的崛起与传世。

用一生践行人书共老
浙东书风当代传人沈元魁先生昨日落葬
天一阁、月湖、鼓楼沿，都留有其墨宝

宣传大运河与“海丝”文化

世遗保护志愿者服务队
捧回“省十佳”荣誉

本报讯（记者 陈爱红 通讯员 陈艳）成立不到一年组织
了14次培训、考察与宣传活动，各行各业背景的志愿者迅速成
长为宁波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者与宣讲员。昨天，记者从宁波
市世界遗产保护志愿者服务队年会上获悉，该队的“宁波世界
文化遗产保护与‘海丝’申遗推广”项目被浙江省文化志愿者
总队评为2017年度浙江省“十佳文化志愿者服务项目”。

宁波市世界遗产保护志愿者服务队成立于今年1月 7
日，志愿者服务队由医生、律师、空姐、记者、教师、在校
生等各界人士组成，年龄从“30后”横跨到“00后”，并有
来自英国、美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的8名外籍人士。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志愿者们先后走进了上林湖后思岙越窑
遗址、永丰库遗址公园、保国寺和天童寺等地进行实地考
察。80岁的志愿者杨古城说，他们一边考察一边宣传海丝文
化，让当地老百姓也知道了身边的文化遗产。志愿者龚永华
还出谋划策促成了“中国大运河探索研学夏令营”活动，十
多名初、高中生从宁波出发，穿越六省十六座城市，沿着运
河遍寻先辈足迹。

全国象棋青年大师精英赛
昨在甬落幕

本报讯（记者 戴斌） 昨天，2017“甬江杯”全国象棋青
年大师精英赛在我市新芝宾馆落幕，共有16名象棋青年大师参
加本次角逐，他们是1993年1月1日以后出生、棋手等级分列
前10名的男子大师和前6名的女子大师。经过3天7轮交锋，江
苏棋手孙逸阳获得男子冠军，浙江棋手唐思楠获得女子冠军。

这是全国象棋青年大师精英赛连续第三年在宁波举行，
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象棋部主任郭莉萍表示，这主
要是因为宁波各方人士对象棋这个项目很关心，宁波的象棋氛
围也很好。比赛之前，这些青年象棋大师还以国家青年集训队
的方式进行了3天封闭训练，郭莉萍说：“集训中，有吕钦和
单霞丽两位象棋特级大师做教练，他们的言传身教让年轻棋手
感受了大师的人格力量和敬业精神，让年轻棋手明白了责任和
担当，这种心态和认识会帮助他们走得更远。”

本次精英赛采取男女混合编队的形式进行，在专业棋手
的比赛中这种形式还是首次出现。“目的是以赛带练，以练促
赛。通过这样的比赛和之前的集训，可以让年轻棋手在技术
和心理方面更加完善，对他们今后的成长有帮助。”郭莉萍认
为，这种比赛形式可以激发年轻棋手的斗志，提高他们对比
赛的专注度。

人物资料

沈元魁先生（资料图片）

福彩开奖信息

体彩开奖信息
大乐透第17150期：03 06 10 13 18 09 11
20选5第17350期：02 06 10 15 18
排列5第17350期：1 2 8 9 5

(中奖号码以彩票中心公告为准）

6+1 第2017150期：8 0 1 5 8 0 生肖码：龙
15选5 第2017350期：01 02 03 13 15
3D 第2017350期：7 2 6

沈元魁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