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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人生

首届集美“新BA”篮球联赛

9月开赛
欢迎集美区的新阶联、工商联

会员企业报名
本报讯（记者 应洁）集美区的新阶联、工

商联会员企业注意啦，以“青春集美，活力新
阶”为主题的2023水晶杯首届集美“新BA”篮
球联赛将于9月开赛，昨日启动报名。

此次比赛由中共集美区委统战部、杏林街
道党工委、集美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
（以下简称“集美区新阶联”）主办，集美区文化
和旅游局、共青团集美区委员会、集美区工商
业联合会、集美城市发展有限公司、厦门创新
软件园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协办，集美区新阶联
新媒体（杏林）分会承办，安居控股集团厦门特
工开发有限公司冠名。

据介绍，此次比赛的举办时间为9月16日
至10月14日，将在集美街道、侨英街道、杏林
街道、杏滨街道、灌口镇、后溪镇、软件园三期
设立多个赛区，共选取32支队伍进入联赛，进
行包括小组循环赛及淘汰赛在内的68场系列
赛，最终决出前六名和MVP球员。联赛期间
还将举办面向市民观众的摄影大赛、抖音挑战
赛等配套活动。

主办方表示，本次比赛旨在以篮球为媒，
为集美区新阶联的青年才俊搭建交流平台，激
发全民健身热情，助力集美中央活力区和青年
友好型城区建设。据悉，集美“新BA”篮球联
赛计划每年第三季度举办，将打造新阶联及青
年人专属篮球运动品牌。

比赛报名时间截至9月10日22:00。参
赛者可关注“集美区新阶联”公众号获取报名
链接。

15岁
发起创办文学刊物

沈鹏，别署介居主，
1931年9月生于一个教师
家庭，江苏江阴人。他曾
先后就读于江阴城南小学
（外祖父王逸旦捐资首创
全县第一所小学）、南菁中
学（外叔公王心农曾任校
长）。

沈鹏的名字是父亲取
的，寓意是希望孩子长大
以后，能够像大鹏一样展
翅高飞，自由翱翔。

沈鹏以草书见长，最
早接触到草书要追溯到初
中时期。他在读岳飞精忠
报国的故事时，被“还我河
山”四个草书大字深深吸
引，还特意用铅笔把它临
摹了几十遍。沈鹏曾说，
在中学阶段，除了文化知
识，他学到最可贵的唯有
爱国精神。

沈鹏从小就知道自己
的兴趣在文艺方面。因此
15 岁时，他找到顾明远、
薛钧陶倡议办文学刊物

《曙光》，课余时间写散文，
读新诗与格律诗。

1949 年，沈鹏怀揣着
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报
考了新华社新闻干部培训
班，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被
北京新闻学校录取。

毕业后，沈鹏被分配
到人民画报社工作。1951
年，他又调入人民美术出
版社，在社长室工作。这
一时期的他一边做好本职
工作，一边研读大量的美
学、书论等著作，更撰写多
篇评论文章，成为人民美
术出版社的“笔杆子”。

1981 年，中国书法家
协会(以下简称“书协”)宣
告成立，沈鹏被推选为中
国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
他曾引用“所谓大学者，非
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
之谓也”建议书协，建立学
术自由、民主的一套机制，
打开多元发展的局面。

他强调：“我们不能不
从事业的长远利益着想，
为后人着想。要让后人看
到我们究竟做了多少有益
的事。”

作为当代书法繁荣发
展的见证者、推动者，沈鹏
在书法创作、学术研究、编
辑出版、教学育人、美术评
论以及诗词创作等多个领
域卓有成就。

沈鹏书法精行草，善
隶楷，提出了一系列独到
的书学观点，如“书法是纯
艺术”“书法的原创性”“书
法的内容即形式”等。
（综合人民网、中新网报道）

音乐剧《剧院魅影》中文版

今日上演
将在闽南大戏院连演8场
本报讯（通讯员 晓晶）今日起到8月27

日，世界经典音乐剧《剧院魅影》中文版将在闽
南大戏院连演8场，近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观
众将陆续来到厦门，共赴“魅影之夜”，见证世
界级的瑰丽舞台。据悉，这是《剧院魅影》首度
访厦，8月26日该剧中文版将在厦门迎来第
100场演出。

《剧院魅影》于1986年首演，目前已在全
球188个城市上演，观影人次超过1.6亿，中文
版是其第18个语言版本。《剧院魅影》是业界
公认的体量大、难度高的巡演剧目之一，每到
一个新的剧场，所有设备需要20多台集装箱
货车运输，技术团队也需要整整一周才能完成
所有舞美设备的安装和调试。在闽南大戏院
的不懈努力下，这部作品终于将原汁原味呈现
在观众面前，圆了厦门演出市场多年来的“魅
影梦”。据介绍，除了策划一系列互动活动，闽
南大戏院还在前厅举办《剧院魅影》中文版华
服重工特展，让观众近距离观看欧洲宫廷剧院
的华美戏服，感受舞台背后匠人的巧思。

沈鹏生于1931年9月，江苏江阴人，为著名书法家、诗人、美术评论家、编辑出版家，首批
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历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编审委员会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第
四届主席、第五至八届名誉主席，第八至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文联第
六届副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院院长，中
国美术出版总社顾问。

（据人民网）

海峡两岸大学生篮球赛

26日启幕
厦门赛区对阵表出炉

本报讯（记者 李翔宇）2023海峡两岸大学
生篮球赛将于8月26日-9月1日在厦门、莆
田、三明沙县、泉州南安举行，两岸16支高水
平大学生球队聚闽竞技。厦门赛区比赛将在
海沧体育中心综合馆进行，对阵表日前出炉。

海峡两岸大学生篮球赛创办于2006年，
作为两岸高校的传统赛事，为海峡两岸开展体
育文化交流搭建了平台，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的
一张亮丽名片。

本届赛事共邀请了8支大陆球队：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宁波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华侨大学、厦门大
学，以及8支台湾地区球队：健行科大、台湾师
大、辅仁大学、体育大学、文化大学、台湾艺术
大学、义守大学、高雄师大。

赛事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小组赛将
分4个赛区（厦门、莆田、泉州南安、三明沙
县），每个赛区分别有两支大陆高校队伍和两
支台湾地区高校队伍。

第二阶段争霸赛将分2个赛区（厦门、南
平顺昌），厦门赛区将集结各小组积分前两名
的队伍进行排位赛，小组赛另两支队伍将到南
平顺昌进行争霸赛。

厦门赛区日前已开票，对阵表出炉。
8月26日19:30，揭幕战将在厦门打响，

由厦门大学对阵义守大学。27日-29日将展
开小组赛的对抗，厦门大学、宁波大学、台湾师
大、高雄师大四支队伍将进行小组循环赛，决
出组内排序。

停水通知

厦门市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8月22日

因自来水管道接通的需要：思明区
龙翔里居住区、龙翔花园定于2023年
8月 23日 23:00 至 8月 24日 6:30停
水。

因泵站水池清洗的需要：同安区五
显镇西洋路和五秀路沿线村庄及周边
用户定于2023年8月23日23:00至8
月24日6:00停水。

请您在停水前及时做好储水准备
（遇雨顺延），并相互转告，因此造成不
便，敬请谅解！

服务热线：96303

昨晚接受记者采访时，陈秀
卿的心绪仍然难以平复。她的思
绪还停留在今年的5月18日，当
时已经住院的沈鹏应她的要求，
为在福州开展的一个女子书法活
动题字。沈鹏很快将一幅遒劲有
力的字寄到了陈秀卿手中。看到
这幅字，陈秀卿感动得无以复加，

“你很难想象一位九十多岁，正在
住院的老人，为了支持书法活动，
如此认真。”

陈秀卿说，她已经记不清和
沈鹏的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了。但有一次见面的场景却让她

终生难忘。在20世纪80年代，作
为在书坛为数不多的女性书家，
陈秀卿被很多人关注。当时她在
福州参加一次书法活动。活动开
始前，陈秀卿远远看到沈鹏，便欲
上前打招呼，没想到沈鹏却先她
一步，上前跟她打上招呼。“当时，
他把我叫到一边，专门从兜里掏
出一张小纸条。”陈秀卿说。沈鹏
告诉她，这是他写的一首诗，让她
提提意见。陈秀卿有点惶恐，连
说“不敢不敢，我还要跟您学习
呢。”那一次活动，两人交流了很
多，相谈甚欢。作为前辈，沈鹏主

动跟陈秀卿说：“秀卿啊，你要多
跟我写信，我有空会看的。”“这句
话给了我很大鼓励。”陈秀卿说，

“当年给沈鹏写信的人那么多，他
却愿意主动让我跟他联系交流，
愿意给我鼓励和指导，让我非常
感动。”然而，陈秀卿说，后来她却
很少给沈鹏写信，“作为前辈，他
对我越好，我越不能去经常打扰
他，把自己的业务练好才是对他
最好的回馈”。

在陈秀卿眼中，沈鹏是个非
常慷慨的师长。厦门很多地标和
场馆都有沈鹏的题字，其实很多
都是他应陈秀卿的请求而题的。

“厦门书法广场以及鼓浪屿国际
刻字艺术馆都是沈老应我要求而
题的。”陈秀卿说告诉记者，这些
题字沈老都没收润笔费。“其实，
沈老免费题字的标准是活动或者
场馆需具有文化和社会价值，得
是公益事业。”

“沈老乐于提携后辈。”陈秀
卿说。她还记得，20世纪 80年
代，她还在位于鼓浪屿的福建工
艺美术学校当老师时，有一次得
知沈鹏在福州参加一个活动。
她向沈鹏提出能否抽空来厦门

“鼓励”一下自己的学生。没想
到，沈鹏真的赶来给学生们作了
指导。

出于对陈秀卿的尊重，沈鹏
在给她的书信中，经常用“女史”

“女君”的称呼，这让陈秀卿非常
感动。她说，她第一次见到沈老
的大字隶书，是在20世纪80年
代初中山路的新华书店。也许
她也没想到，多年后，她与沈老
结下了如此深厚的情谊。

沈鹏将自己写的诗一页一页翻给陈秀卿看沈鹏将自己写的诗一页一页翻给陈秀卿看。。

作为现任的厦门市书协主
席，刘堆来简介的第一个信息便
是：毕业于中国国家画院沈鹏工
作室。可以说，他算是沈鹏的嫡
传弟子。昨日得知老师过世，刘
堆来难受之余，又坦然接受——
这些年来，他都在关注着自己的
老师，老师什么时候住院，身体状
态如何，他都第一时间关注着。
刘堆来说，沈鹏是他真正意义上
拜过的唯一一个老师。

回想起第一次去沈鹏家中的
情景，刘堆来历历在目。“当时我
是跟几个北京书法界的朋友一起
过去的。”让刘堆来印象深刻的
是，沈鹏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种
业界大佬的威严感，而是非常平

易近人，“他对我们这些从远方来
的小辈非常关心”。后来，他又有
机会到沈鹏家中拜访，还带去了
自己书法作品的照片，想让沈鹏
指点。没想到这位老人非常有耐
心，对他的作品进行了逐一点评，
如何用笔、如何布局都给了详细
指点。“他还建议我多看书，特别
是多写一些魏碑，学习魏碑的用
笔、结构，把这些都用到自己的行
草中。”刘堆来回忆道。让他感动
的是，当时他带去的作品比较多，
交流中提到以后想把这些作品出
个集子，没想到，沈鹏主动给集子
题了个“刘堆来作品集”的书签。
那天，刘堆来在沈鹏家待了一个
下午，沈鹏对他进行了两个多小

时的指导。也就是从那时起，刘
堆来在心里把沈鹏当作自己的师
长来尊敬和对待。后来，得知沈
鹏在中国国家画院开班授课，刘
堆来便赶紧报名，真正成了沈鹏
的学生。“就是想当面聆听他的教
诲，跟他系统学习书法知识。”刘
堆来说，一年半的学习时间，在那
期间，每次去北京，他都会找机会
去老师家中拜访。

作为老师，沈鹏不仅在书法
业务上对刘堆来进行指导，在书
协工作开展上，也给了他很多指
导。2012年，刘堆来接手厦门市
书协工作，担任市书协主席，甫一
上任，他便去北京拜访沈老。“一
见面，他就给我提了很多实用的
建议。他说，协会要多发展新人，
要多注入新鲜血液，这样才能鼓
励更多人喜欢书法、学习书法、成
为书法人。”刘堆来回忆道。沈鹏
还建议书协要多做书法惠民活
动，让书法真正为社会为大众服
务；要关心社会，让书法家发挥价
值，多做书法慈善公益活动。“他
当时跟我说，他挂钩了几个基金
会，很多人请他写字会给他润笔
费，这些钱他直接打给基金会做
公益。”刘堆来说当时自己非常震
撼。之后，刘堆来便推行书法慈
善公益活动，每年元旦，市书协都
在南普陀进行慈善义卖，而这都
是得益于沈老的建议。

刘堆来还说，沈老非常重视
两岸交流。“他经常跟我说，要充
分利用好厦门的特殊地理位置，
通过书法这个纽带，做好两岸的
文化交流。”刘堆来回忆道，有好
几次的两岸书法交流展，沈鹏还
提交了作品以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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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著名书法
家、诗人、美术评论
家、编辑出版家沈鹏
先生去世，享年 92
岁。

沈鹏与厦门颇有
渊源。浅的不说，厦
门众多地标景点的题
字均出自这位大家之
手，如厦门书法广场、
中华城、闽南大酒店
以及鼓浪屿国际刻字
艺术馆等地标、场馆
题字均出自其手。作
为中国书法界的前
辈，沈鹏与不少厦门
书法家私交甚笃，不
仅在业务上对厦门书
法家进行指导帮助，
同时也对厦门以及两
岸书法事业颇多关
心。昨晚，本报记者
联系上与沈鹏相熟多
年的厦门书法界代表
人物陈秀卿，以及曾
在中国国家画院沈鹏
工作室求学过的现任
厦门书协主席刘堆
来，他们分别讲述了
各自眼中的这位书界
师者。

文/本报记者 邬秀君
图/受访者 提供
（除署名外）

陈秀卿：
沈老主动要求 让我给他的诗提意见

刘堆来：
向老师学习 用书法回馈社会

■著名书法家
沈鹏昨日辞
世，享年 92
岁

■两位厦门
书法名家回
忆与沈老交
往点滴

沈
鹏

沈鹏为厦门多处地标景点题字。（本报资料图）

沈鹏观看刘堆来的书法作品并对他进行指导沈鹏观看刘堆来的书法作品并对他进行指导。。

沈鹏（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