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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著名书法家周律之先生辞世
各界人士缅怀书坛“大小周”

宁波书法界有一对著名的兄弟，哥哥周节之，弟弟周律之。宁波各处匾额楹联，多有他二人的题字。
周家是书法世家。兄弟俩的祖父周澄20岁上就在宁波创办了“翰墨林”印社。虽为印社，也雕刻书

版、印刷书籍、勾勒铭志，加上书法篆刻，颇有名气。
父亲周埜幼承家学，为人谦逊，常吸引文人墨客来印社探讨艺事。吴公阜、沙孟海、葛夷谷等

皆为座上客。然周埜早逝，失怙时，周节之才18岁，律之8岁。
同道朋友对周氏兄弟多有照拂。葛夷谷看重二人少年懂事，将他们收于门下。

周节之、周律之兄弟同列西泠社员，在西泠印社百年史上也不多见。
2008年，周节之去世，享年89岁。2020年 12月 29日，周律之与世长辞，享年91岁。

“双子星”同归天上，引发宁波各界人士缅怀。

周律之先生是个“多面手”。除
了是位出色的书法篆刻家，他还曾担
任过市文化馆、展览馆馆长，宁波诗
社社长等，此外，他还是1956年《宁
波报》创办时的老报人。

1980年6月1日《宁波报》复刊
后，周律之曾撰文回忆自己在报社
的工作：“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曾
一度担任《百花园》副刊编辑，经过
20年风雨岁月，而今又重新回到这
块曾经耕耘过的园地，欣逢百花盛
开的文艺春天，怎能不激动于怀！”

重返新闻岗位，周律之先后与施
怀珠、吕宪平搭档，主持副刊组工
作。那时的副刊组还包括专刊和政
法文教新闻，亦称政法文教组，由贺
圣思、周行芬、姚志明、舒善本、陈泽
余分别主持《百花园》《月湖》《青年之
友》《党的生活》《科学窗》，“称得上精
兵强将”。

“当时，我在周老师部下工作。
他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身材颀长、和
蔼可亲的儒雅长者，也是我到报社之
后的第一任领导、师长。”姚志明向记
者回忆，“他手把手教我写文章、编稿

件、拟标题，常把编辑的报纸当成艺
术品，一丝不苟，倾情投入。”

2017年，姚志明策划《周律之诗
文杂稿》一书，内有周先生散文、随
笔、序跋、书学、报刊、吟草等章节，可
以说是他毕生翰墨的心血结晶。尤
其是“报刊”章节，为想了解宁波报刊
史的读者，提供了可信的史料。

葛夷谷先生曾有诗赠周氏兄弟，
“世乱艺坛久沉寂，凿印今有大小
周”。如今，斯人俱已长逝，再读旧
诗，不禁令人叹息。 记者 顾嘉懿

“宁波书坛有两家人很著名，
一是沈家，出了沈元魁、沈元发兄
弟，一是周家，有周节之、周律之。”
周律之先生辞世消息传来，宁波
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陈启元语
调沉痛，“这四位先生离开，代表
宁波书坛的一个时代过去了。”

陈启元与周律之相识相交
近半个世纪，陈启元一直称其

“周老”。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是
在今年11月17日的宁波印社
成立周年会上，“周老看到我来，
挺高兴，叫我到身边坐。我看他
精神有些不太好，就没有多说
话，万没想到是最后一面……”

昨日，陈启元接受记者采访
时总结，在他看来，周律之先生
生平有三大贡献：

其一，他是宁波市书法家协
会成立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上
世纪80年代，宁波书协在全国
书法复兴热潮中诞生，与周律

之、张莘良两位先生的努力分不
开。”周律之先生连任第二届、第
三届市书协主席，他工作认真负
责，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第四
届，接力棒交到陈启元手上，周
老仍十分关心。“可以说宁波书
法艺术能够发展到今天，周老厥
功至伟。”

其二，为培养宁波书法青年
做出很大贡献。“但凡看到宁波
有天赋的小青年，他总会关心他
们的成长，提供帮助和指导。”这
些小青年，现在有许多已成为宁
波书坛的中坚力量。

其三，个人书法造诣高。周
律之先生先后师从葛夷谷、沙孟
海，得沙氏真传，书、印双绝，篆、
隶、行、草无所不涉，尤以行草见
长，书风朴茂多姿，气势奔放，很
有个性。“宁波现在书法造诣能超
过周氏兄弟的，恐怕还没有。”陈
启元表示。

2020年 1月，天一阁博物馆曾
推出“周律之书法篆刻捐赠作品
展”。周老对天一阁情有独钟，自上
世纪90年代开始，便借办展、笔会之
机不断向天一阁捐赠自己的书法和
篆刻作品。

2019年8月，当天一阁提出想系
统收藏他的作品时，周老“交关高
兴”。“自己的作品能入藏天一阁博物
馆，那是顶好了，我原本就有这样的想
法，没想到天一阁也有此意”，周老对
当时上门采访的媒体表示，把作品交
给天一阁，“那是顶放心的啦”。

最终他选出32幅书法和17方

篆刻作品捐赠天一阁。其中书法以
他晚年的行草为主，有《孙过庭书谱
节录》《临赵孟頫洛神赋》等；篆刻则
以早期作品为主，多为其艺术生涯中
常用印章。

今年1月的展览便是对这次捐
赠的回应。当时，天一阁云在楼共
展出周先生书法、篆刻精品 50 余
件，较为完整地展现了这位大家的
艺术生涯。“对于周老的去世感到非
常突然，我们会珍藏好他的作品，继
续把周老的艺术和精神传播好、发
扬好。”天一阁博物院专职副书记郑
薇昨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宁波书坛的一个时代过去了

年初在天一阁举办过捐赠展

曾经历《宁波报》创办和复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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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0日，由中国金融认证
中心(CFCA)主办的“2020银行数字生态
与普惠金融峰会暨第十六届中国电子银行
年度盛典”在北京举行。其中“2020中国
电子银行金榜奖”评选活动中，鄞州银行荣
获“最受用户喜爱手机银行奖”，这是对鄞
州银行渠道建设和科技力量的再次肯定。

2020年，在全球疫情常态化的大环境
下，数字经济已成为维系社会运转的重要
支撑。银行业既承载发展普惠金融的社会
责任，也具有推动数字化建设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自身需求。鄞州银行积极拥抱科技
变革，将手机银行作为战略转型的重点工
程。在推出手机银行产品的六年间，坚持

以客户为中心，持续加强和完善电子渠道
建设，为客户带来更为丰富的产品和服务，
现有十余类大项功能，可受理百余个业务
类型，利用ocr识别技术、人脸识别、指纹
认证、数字证书和大数据等技术，构建充
值、扫码支付、开放式缴费、医疗、旅游、购
物、O2O等应用场景，推出蜜钱包、蜜支
付、蜜商家、蜜缴费等“蜜”系列产品。

未来，鄞州银行将一如既往地坚持从
客户需求角度出发，坚持电子渠道产品“体
验导向”。重视创新，加强管理，关注细节，
持续改进，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服务小微企
业，服务三农，继续为宁波经济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王瑾

鄞州银行荣获“2020中国电子银行金榜奖
——最受用户喜爱手机银行奖”

12月18日，在《金融电子化》杂志社
主办的“2020中国金融科技年会暨第十
一届金融科技及服务优秀创新奖颁奖典
礼”上，鄞州银行喜获“2020年度金融科
技创新突出贡献奖——运维创新贡献
奖”。

《金融电子化》杂志社作为我国金融
科技领域的权威媒体，对我国金融机构在
金融科技、业务产品、业务渠道、学术研究
等领域具有突出应用成果的单位和团队，
以及在金融信息化应用和服务水平提升
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企业的优秀产
品进行了评选，涵盖科技创新、产品创新、
管理创新、渠道创新、特色服务创新、生态
服务创新等领域。

鄞州银行此次获奖的项目为“交易级
的网络性能监控运维解决方案”，该项目
基于运维大数据，创新性地将交易性能指
标与网络指标进行融合，在生产中心内部
形成跨域的网络性能监控感知网。有别
于传统的以网络指标为核心视角，将业务

架构作为监控路径，关联网络层指标进行
自动告警与故障定位，实时记录应用中的
可用性、性能、负载量等维度，并将多维钻
取分析扩展到网络层；它以业务为导向，
将应用系统、网络系统等进行有机整合，
一旦出现故障，会立即调取相关应用的运
行指标，从业务层面进行深度的分析，进
而实现对整个服务链路的有效监控。

运维创新离不开科技的升级与辅助，
而科技的发展离不开对业务的洞察与体
会。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业务系统对运
维的敏捷性提出更高要求，而基于网络数
据的交易级网络性能监控运维解决方案，
在运维部门内部建立视角统一的分析平
台，将网络运维从被动转变为主动，在提
高突发事件的处理效率的同时，整体提升
故障分析的质量，并通过数据串联各部门
的视角，进行应用与需求整合，节约了成
本，实现数据化、智能化的网络运维监
控。

任静辉 王瑾

鄞州银行喜获“2020年度金融科技创新
突出贡献奖——运维创新贡献奖”

1982 年，周律之（右）、周节之
（左）陪同沙孟海参观天一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