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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黄庭坚诞辰960周年暨逝世9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修水召开

【作者】黄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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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北宋伟大诗人、书法家黄庭坚诞辰960周年暨逝世900周年整。为了纪念这位在中国历史上

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名人，由北京华夏翰林文化艺术研究院负责策划并组织，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人

民美术出版社、南昌大学、中国社科院《文学遗产》编辑部、修水县政府和华夏翰林等单位联合主办

的学术研讨会于11月1日至2日在黄庭坚故里江西修水召开。  

    此次研讨会具有诸多与以往不同的特色：一是诗词、书法、哲学、历史等领域的学者共同研讨交

流，避免了以往学术研讨会人员偏于一科，选题范围过于单一的现象；二是具有总结以往，开创未来

的功效，四卷本160多万字的《黄庭坚研究论文选》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并在会上发行，此书汇集建

国以来黄庭坚研究700多种文献资料，精选上世纪70年代以来海内外学者优秀论文130多篇，对海内外

30多种黄研专著分别列词条予以介绍，著名学者傅璇琮为该书所作《序》称：“这部四卷本论文选的

出版，给黄研建立了一个比较全面而系统的信息平台，对今后黄研工作的开展可谓功德无量”；第

三，此次学术讨论会到会专家规格、论文质量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原中华书局总编傅璇琮、中国书

协副主席陈永正、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王水照、《文学遗产》主编陶文鹏、中国韵文学会会长钟振

振以及黄宝华、水赉佑、杨庆存等数十位黄庭坚研究专家应邀到会，会议收到论文近百篇，入选与会

52篇，会上同时推出三本有特色的学术著作：即黄君研究黄庭坚书法作品的专著《山谷书法钩沉

录》、孙洵的《黄庭坚书论选注》和梅俊道整理点校的明代人编黄庭坚律诗孤本《黄律卮言》。此次

学术研讨会取得可喜研究成果，其中最重要，也最突出的是大会一致认为黄庭坚是宋代以来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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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重量级的历史名人，由于种种原因，过去对黄庭坚的研究、宣传不够，今后应该加强。黄庭坚的

书法艺术不仅是“宋四大家”之一，而且是四大家之首，黄庭坚是近千年中国书法史最伟大的书法

家，他的书法创作和理论思想不仅度越时代诸贤，而且对宋以后书法影响深远，对当代书法发展意义

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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