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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
XIANDAIJINBAO

另外一个分论坛由天一阁博物馆和上海大
学上海美术学院联合举办，从历史、教育、商业、
实践等不同维度共同探讨了“数字时代的汉字字
体设计”。

会上，汉仪公司高级定制项目组组长刘宇女
士探讨了在当今时代发展下字体设计的“变与不
变”。她表示从古到今，不论社会和技术的变革，
字体的任务依旧是方便、快捷、清晰、准确地传达
和获取信息。字体的发展首先应继承传统，继而
着眼于数字化字体设计的发展和应用。华文字库
创始人黄克俭教授则对当下字体设计所面临的
问题深入剖析，他认为如今通过屏幕阅读和使用
文字显然成了人们与外界交流的非常重要的方
式，人们无形中成了字体的使用者和消费者。近
年来，字体版权意识也逐渐增强，这为建构良好
的字体生态提供了制约机制。日本近代活字史著
名研究学者内田明先生结合史料和案例，探讨了
十九世纪中后期之后的日本活字字体设计的发
展历史。

上海美术学院字体工作室负责人王静艳
副教授说：“作为我们传统文化最真实、最中肯
的象征和载体，汉字有着顽强的岁月连续性，
清晰地凝固和表达着我们文明的基本价值和
精神。以汉字设计为突破口寻找‘民族设计’无
疑是最可靠的路径。这几年间，字体研讨会、讲
座、展览蓬勃开展，这是设计学科的文化自觉，
亦是字体设计作为一个独立学科逐渐成长起
来的信号。”

据了解，此次论坛由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主办，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承办。

专家认为民族设计
离不开汉字设计

ICF龙舟俱乐部世界锦标赛
宁波水上运动学校选手
斩获3枚金牌

本报讯（记者 戴斌 通讯员 林健 陶燕
萍）2019ICF（国际皮划艇联合会）龙舟俱乐
部世界锦标赛于9月12日至15日在乌克兰
首都基辅举行，来自中国、德国、俄罗斯等
16 个国家的运动队角逐竞技，最终中国青
年龙舟队斩获3枚金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中国青年龙舟队由宁波水上运动学校负
责组队。

该项龙舟俱乐部世界锦标赛由ICF主办，
中国青年龙舟队派出12名运动员参赛，其中
10名运动员来自于宁波市水上运动学校，这也
是中国唯一一支参赛队伍。中国青年龙舟队充
分发扬同舟共济、奋勇拼搏的精神，经过多轮
激烈角逐，顺利杀入决赛，以绝对优势斩获青
少年混合组200米、500米、2000米冠军。

今年11月，2019ICF龙舟世界杯将在我市
东钱湖举办，宁波市水上运动学校也将组队参
赛。本次2019ICF龙舟俱乐部世界锦标赛取得
佳绩，为该校备战龙舟世界杯增添了极大的信
心和士气，目前该校龙舟队的队员们正在高效
有序地训练中，争取以最佳的状态参加龙舟世
界杯比赛，力争再次登上领奖台。

今年3月，ICF、中国皮划艇协会以及各方
代表来甬考察，并就首届龙舟世界杯赛事组
织、赛事规模、赛道条件、项目设置、场地要求
等方面进行充分交流，最后宣布2019ICF龙
舟世界杯赛事落户东钱湖。“目前国际奥委会
已同意在皮划艇的16个奥运会比赛项目基础
上再增加2个项目，龙舟运动很有希望进入奥
运会大家庭。”当时出席会议的中国皮划艇协
会主席刘爱杰向记者表示。

宁波慈善义工代表
参加“知行合一”讲座

本报讯（记者 施代伟）9月15日下午，浙
江省慈善义工协会会长潘建国作客宁波，带
来《知行合一王阳明》传统文化公益讲座，与
数十位宁波义工代表欢聚一堂。

讲座中，潘建国以故事形式向大家介绍
了王阳明不平凡的一生，还特别从阳明先生
的“从小立志当圣贤”、周恩来总理的“为中华
之崛起而读书”和马云的“让天下没有难做的
生意”三个真实例子诠释了阳明先生“志不
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当
介绍到阳明心学的当代价值时，潘建国则结
合义工协会的宗旨（致良知）、准则（知行合
一）和“我奉献，我快乐”的义工口号，着重强
调了学习阳明心学，就是重塑价值观，做义工
就是完善自我，提升自己。

潘建国会长两个多小时的讲座，让不少
义工受益匪浅。一位义工代表说，了解了阳明
心学和义工精神后，发现自己做的事情非常
有价值，希望今后能加入宁波义工大家庭，为
更多有需要的人提供关爱与帮助。

2019天一阁论坛聚焦中国活字
专家称：民族设计可以汉字设计为突破口

9月17日，2019天
一阁论坛在天一阁博
物馆举行。本次论坛
的主题是“美哉汉字
伟哉文明”，通过探讨
作为承载中华文明载
体的汉字活字在古今
中西的发展变迁，来呈
现中华传统文化在交
流 中 不 断 创 新 的 特
质。50 余位国内外专
家 学 者 参 加 本 次 论
坛。

□记者 施代伟
通讯员 王伊婧

天一阁馆藏
活字本家谱近900部

汉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字，也是中
华文明的象征。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国家，
北宋毕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被推为活字印刷
术的发明者。元代王桢创造了木活字印刷，并用木
活字印刷了《旌德县志》，这是最早的活字本方志。
活字印刷在世界范围内也影响深远。除了中国本
土，在韩国、日本、法国、英国都还保存着古代制作
的汉字木活字或汉字近代金属活字实物。

作为亚洲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与
活字印刷有着深厚的渊源。明代的金属活字印刷
比较兴盛，尤其以无锡华氏、安氏两家所印诸书
最为著名。两家之书天一阁均有收藏，比如明弘
治十一年华氏会通馆印本《会通馆集九经韵览》
及《古今合璧事类》，嘉靖时期锡山安国印本《古
今合璧事类》及《鹤山先生大全集》等。此外，天一
阁还藏有清代最负盛名的两种活字本：雍正铜活
字印本《古今图书集成》和乾隆木活字印本《武英
殿聚珍版丛书》。其中《古今图书集成》为乾隆皇
帝嘉奖范氏在朝廷编纂《四库全书》时的献书之
功而御赐，还是当年“古今图书集成馆”编纂所用
的校样本，具有特殊的版本价值。而从清代到民
国期间，活字本最多的是家谱，这也是天一阁所
藏活字本的大宗，馆藏近900部。

据了解，本次论坛下设两个分论坛。其中分论
坛“汉字活字的古今东西”由天一阁博物馆、法国
远东学院、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联合举办。法
国远东学院教授米盖拉、法国巴黎国家印刷局高
级技师嘉内丽、巴黎第七大学副教授西蒙、日本庆
应大学教授佐佐木孝浩和住吉朋彦、韩国国立韩
古尔博物馆研究部主任李载贞、复旦大学古籍整
理研究所教授陈正宏等国际知名的活字印刷和东
西方古籍版本专家，围绕汉字活字印刷的诞生、发
展和现代遗存，汉字活字的制作和摆印技术，东西
方活字印刷技术的关系，东亚活字本的历史和鉴
定等问题，展开自由且深入的讨论。

活字印刷传播到了
朝鲜半岛和日本

会上，专家们梳理了中国历史上活字印刷技
术的对外传播交流历程。早在宋代，活字印刷技
术就在中国的不同民族之间交流传播。在中国
宁夏发现的西夏文佛经很可能是目前所知最早
的活字印刷书籍。此外黑水城文书中还发现了
西夏的汉文活字历书，这可能是现存最早的汉
字活字印刷书籍。汉字活字不仅在中国各民族
之间传播，而且传播到了邻近的朝鲜半岛和日
本，并且有重要发展。尤其是在朝鲜半岛，汉字
活字印刷在其整个印刷出版史上占据着非常重
要的地位。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陈正宏教授则
对天一阁馆藏古籍《会通馆集九经韵览》进行细
致研究，他认为《九经韵览》提供了早期活字印刷
的过程性证据，可与朝鲜活字本所代表的结果性
证据共同向世界证明十五世纪前后东亚活字印
刷文明所臻致的高度。

▶专家
会上演讲。
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外国专家前来参加论坛
活动。 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天一阁藏活字本书影天一阁藏活字本书影。。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比赛现场。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