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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成 功 企 业
家、华社贤达周万纬令胞
弟周万国，不幸于 2024 年

4 月 15 日（星 期 一）20:50
去世，享年 61 岁。遗体移
至 雅 加 达 北 区 的 Grand

Heaven 天 堂 殡 仪 馆 Presi-
dent Suite108-109 厅 治 丧 。
于 4 月 19 日（星 期 五）16:

00 起，礼请释龙山法师举
行 超 度 法 会 仪 式 及 告 别
礼 ，并 于 4 月 20 日 ( 星 期

六)上午 9 时，礼毕完后在
天堂殡仪馆火葬场火化。

在 告 别 礼 上 ，亲 朋 挚

友、社会贤达前往吊唁，或
登报、花牌敬挽。
本报记者明光报道/摄影

华社贤达周万纬令同胞弟周万国千古
亲朋挚友社会贤达前往吊唁

右起周慧璇右起周慧璇、、周雅芝周雅芝、、陈忠金陈忠金、、周慧琴周慧琴、、周万炜周万炜、、周慧娟周慧娟、、陈彩虹与儿女们在灵堂前合影陈彩虹与儿女们在灵堂前合影 挚友及亲属在现场挚友及亲属在现场

释龙山法师率周府家属诵经念佛释龙山法师率周府家属诵经念佛 右起右起 周万炜周万炜、、林福忠林福忠、、许荣利许荣利、、萧明报萧明报、、许再山许再山（（左一左一）） 在超度法会上

中 新 社 北 京 4 月 19
日电 作者 李紫薇

2010 年 ，联 合 国 新 闻
部（现 全 球 传 播 部）宣 布
启动联合国语言日 ，倡导
并 促 进 6 种 官 方 语 言（汉
语 、英 语 、法 语 、俄 语 、西
班 牙 语 、阿 拉 伯 语）在 联
合国的平等使用 。其中，

“ 中 文 日 ”定 在 当 年 的 中
国农历二十四节气的“谷
雨 ”（4 月 20 日），以 纪 念

“ 中 华 文 字 始 祖 ”仓 颉 造
字的贡献。

时 值 第 15 个 联 合 国
中文日到来之际 ，意大利
汉学家毕罗（Pietro De Lau-
rentis）在 接 受 中 新 社“ 东
西 问 ”专 访 时 ，讲 述 了 他
观察、感受到的汉字与书
法的独特魅力。

拆字中窥见书法奥秘
1996 年 ，初 次 看 到 汉

字 的 毕 罗 被 其“ 新 颖 性 ”
所 吸 引 ，汉 字 的 符 号 、线
条 、结 构 ，对 于 成 长 于 拉
丁 字 母 体 系 中 的 他 来
说 ，是 一 种 全 新 的 视 觉
体 验 。

于 是 ，他 也 如 中 国 学
生一样，一笔一画开始学
习汉字，每天要花上两到
三个小时，重复抄写一到
两行相同的汉字。

亦 如 中 国 学 生 ，他 在
习字过程中，也将汉字按

照偏旁、部首进行分类再
学 习 ，“《中 华 字 海》中 近
九万个中国汉字 ，如果不
将偏旁、部首从汉字中分
解 ，作 为 一 种 分 类 标 准 ，
就无法认知汉字”。

在 习 字 过 程 中 ，他 不
仅 对 汉 字 的 兴 趣 愈 加 浓
厚，同时对书本上印刷汉
字的字体产生了好奇心 ，

“本就造型奇特对我很有
吸引力的汉字，加之毛笔
的笔触感，笔画之间的呼
应 ，结 构 之 间 的 平 衡 等
等，让汉字在我眼中更富
韵味，也让我对毛笔字越
来越好奇”。

于 是 ，1999 年 ，与 毕
罗留学中国一同开始的 ，
是 他 的 书 法 之 旅 。 在 学
习 书 法 时 ，毕 罗 对《 论
书》中 的“ 书 必 有 神 、气 、
骨、血、肉”深有感触。

“ 神 是 书 法 的 一 种 连
贯性，气是重要的审美特
征 和 评 价 书 法 作 品 成 功
与 否 的 标 准 。”但 在 五 者
之 中 ，毕 罗 更 注 重“ 骨 ”，

“ 在 神 、气 之 前 ，要 先 打
好 处 理 图 形 、掌 握 造 型 、
几 何 学 布 局 规 律 的 基
础”。

毕 罗 将“ 我 ”字 拆 分 ，
讲 解“ 骨 ”的 重 要 性 ，“ 书
法 中 的‘ 我 ’字 ，一 撇 一
横一竖钩一提，这四个笔
画完成左半部分 ，四笔画
的 交 叉 点 同 时 在 一 条 轴
线 上 ”。 毕 罗 认 为 ，这 一
轴线涵盖着的，就是中国
古 代 对 造 型 和 几 何 学 的
特殊理解。

“‘ 我 ’字 的 右 半 部 分
也在一条轴线上 ，和左边
成互相呼应的关系 ，且左
边部分比较紧，右边部分
又把力往外放，这种既平
衡又充满着动力的感觉 ，
就是‘骨’的体现。”

这样的感觉毕罗并不
陌 生 ，可 以 说 ，在 他 练 字
的过程中，时常有这样的
感 触 ，“ 虽 然 笔 画 看 上 去
都是独立的，好像是来自
不同空间，实际上当我们
掌握它总体的轴线时 ，依
然 能 够 窥 见 几 何 学 原
理”。

“ 而 只 有 当 我 掌 握 汉
字的结构，我才能够更好
地 去 书 写 它 们 ，毕 竟 ，没
有汉字就没有书法。”

挥毫间通晓古今之韵
在毕罗真正开始用毛

笔 书 写 汉 字 与 研 究 书 法
史时，他感受到更多汉字
与书法的魅力。

书 法 之 所 以 存 在 ，是
因 为 中 国 古 代 的 官 吏 或
文 人 被 要 求 掌 握 不 同 的
书 体 ，“ 如 果 说 小 篆 是 体
现汉字原始字义的字体 ，
那 么 隶 书 和 章 草 在 用 笔
以及结构技巧上 ，就是真
正 体 现 书 写 艺 术 的 字
体 。”毕 罗 对 于 中 国 古 代
字 体 的 见 解 可 以 称 得 上

“入木三分”。
“ 甚 至 即 使 是 线 条 比

较单一的小篆，中国古人
依 然 能 够 将 其 写 得 非 常
有 质 感 ，”毕 罗 认 为 ，这
种对笔触、质感的探索令
人惊讶。而严格来讲，书

法 虽 然 在 汉 代 之 前 还 没
有 形 成 完 整 的 体 系 ，“ 但
自西周以来，古人已经有
通 过 汉 字 图 形 的 组 合 来
表 现 它 作 为 文 字 符 号 之
外的审美意趣”。

如果说审美意趣是他
感受到的第一层魅力 ，那
么智慧便是第二层。

在 研 究 书 法 的 同 时 ，
毕 罗 最 爱 临 摹 书 法 名 作
的 碑 帖 ，“ 因 为 通 过 书 写
能 够 最 直 接 和 古 人 进 行
对话交流，理解他们对世
界的看法。”

挥 毫 泼 墨 间 ，结 构 、
布局、笔画都成为跨时空
的 对 话 ，在 纸 上 缓 缓 展
开 ，“ 我 发 现 他 们 通 过 笔
画之间的组合，潜意识中
表达的对大自然的思考 ，
对宇宙万物的认知 ，已经
达到智慧的境界 ”。而现
在 的 我 们 ，能 够 在 欣 赏 、
临 摹 书 法 名 作 时 感 到 舒
服 ，“ 是 因 为 古 人 和 我 们
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我们
对 世 界 规 律 的 基 本 看 法
是相似的”。

他对书法魅力的探索
还 并 不 止 于 此 。 在 毕 罗
二十余年的习字生涯中 ，
他 始 终 如 一 地 热 爱 着 书
写。只要有空闲时间 ，他
便会摆出文房四宝 ，有时
创 作 ，有 时 临 摹 。 不 过 ，
他 认 为 ，即 使 是 临 摹 ，还
依 然 能 感 受 到 创 作 的 空
间 ，“ 虽 然 名 作 已 经 成
型 ，但 落 笔 时 如 何 发 挥 ，
依 然 是 一 个 充 满 创 造 的
挑战”。

毕 罗 相 信 ，同 他 一 样
喜 欢 中 国 书 法 经 常 临 摹
的人，都能感受到古人的
审 美 意 趣 ，对 世 界 的 理
解，以及遗留给后人的创
造空间。

比较中融和东西之美
为了更准确了解书法

的特征与价值，毕罗希望
中 国 书 法 同 各 种 艺 术 展
开 对 话 。“ 不 作 比 较 ，不
去对话，就不能让处于不
同文化语境中的人 ，去理
解完全不了解的艺术。”

他的跨界对比始于西
方 古 典 音 乐 ，“ 能 够 与 中
国书法中的笔触、动感等
构成相呼应的，是古典乐
中 的 速 度 、动 感 、节
奏”。毕罗经常将这种对
比 讲 给 他 的 朋 友 们 听 ，

“ 很 有 意 思 的 是 ，他 们 往
往是能够理解的”。

这 样 的 跨 界 对 比 ，能
够 让 大 家 所 接 受 的 原 因
或许在于，二者都有纯粹
的艺术性层面，当达到极
致水平后，再去探究构成
它们的元素，就变得不再
重 要 。“ 汉 字 、手 法 、音
符 、乐 器 都 将 不 再 重 要 ，
更为重要的是，二者带给
你的美感与享受。”

此 外 ，他 还 将 书 法 审
美 与 西 方 几 何 艺 术 作 对
比 。 西 方 学 者 在 研 究 格
式塔心理学时注意到 ，书
法 中 对 于 汉 字 的 造 型 以
及布局的处理方式 ，与西
方 处 理 图 形 的 心 理 存 在
共 同 点 ，“ 比 如 对 平 衡 的
追求，对力学的把控”。

毕 罗 表 示 ，虽 然 汉 字
和 西 方 传 统 审 美 有 极 大
的 不 同 ，但 是 作 为 人 ，视
觉 的 敏 感 程 度 实 际 上 是
相 通 的 ，“ 汉 字 结 构 和 处
理 的 技 巧 和 原 因 ，同 图
形 结 构 和 处 理 一 样 ，在
本 质 上 是 人 对 待 大 自 然
和 理 解 大 自 然 的 本 能 反
应 ”。

这样的跨界对比不胜
枚举，他坚持用这样的方
式向意大利人、向中国人
讲 解 书 法 ，“ 虽 然 我 是 西
方 人 ，但 二 十 余 年 间 ，我
不断向中国学者学习 ，吸
收了很多中国的东西 ，所
以 我 结 合 了 东 西 方 的 优
良传统”。

在 毕 罗 看 来 ，对 比 不
是为了区分优劣 ，而是为
了 促 进 不 同 文 化 之 间 的
交 流 与 理 解 ，“ 能 够 从 不
同的视角、不同的文化看
待书法，会让我们更准确
了 解 书 法 的 魅 力 以 及 价
值”。

这也是他如今依然坚
持 用 意 大 利 文 撰 写 中 国
书 法 研 究 相 关 专 著 的 原
因，他希望为更多的读者
提 供 了 解 世 界 和 认 识 不
同文明的机会。

毕 罗 相 信 ，通 过 分 享
与中国书法相关的研究 ，
可 以 让 对 中 国 完 全 不 了
解 的 人 获 得 一 些 新 的 认
知 ，“ 这 种 认 知 不 仅 有 助
于 他 们 更 客 观 地 看 待 自
己，也有助于促进东西方
文 化 之 间 的 相 互 理 解 和
尊重”。

意大利汉学家毕罗：书法让汉字更富韵味

中 新 社 南 宁 4 月 19
日电 （张 广 权）品 千 年 六
堡 、学 非 遗 棕 编 、唱 壮 乡
山 歌 、赏 芦 笙 斗 响 ...... 来
自 越 南 、泰 国 、老 挝 、柬
埔 寨 等 东 盟 国 家 的“Z 世
代 ”留 学 生 19 日 齐 聚 广
西南宁，沉浸式体验中华
传统文化。

广西庆祝 2024 年联合
国 中 文 日 文 化 体 验 活 动

当 天 在 南 宁 举 行 。 活 动
以“ 中 文 ，美 在 哪 里 ”为
主题，开展广西民族文化
展 示 、节 气 小 课 堂 —— 谷
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等
系列活动。

在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体
验 环 节 ，就 读 于 南 宁 师
范 大 学 的 越 南 学 生 何 叶
玲 兴 致 勃 勃 学 唱 壮 乡 山
歌 ，感 觉 新 鲜 又 有 趣 。

“ 互 联 网 传 播 面 较 广 ，现
在 的 年 轻 人 喜 欢 新 奇 、
有 趣 的 内 容 ，我 们 可 以
把 生 活 中 有 趣 的 段 子 、
美 食 改 编 成 山 歌 ，唱 给
年 轻 人 听 。”何 叶 玲 希
望 ，有 一 天 在 越 南 的 社
交 平 台 上 ，也 能 听 到 来
自 广 西 的 山 歌 。

“ 第 一 次 使 用 毛 笔 写
字 ，感 觉 棒 极 了 ，回 国 后

要 向 亲 朋 展 示 自 己 的 中
国 毛 笔 字 。”22 岁 的 老 挝
留 学 生 安 妮 目 前 就 读 于
广 西 农 业 职 业 技 术 大
学。当天，她和多国留学
生 一 起 ，毛 笔 蘸 墨 ，写 对
联 、题“ 福 ”字 ，互 道 祝
福 。 安 妮 还 与 留 学 生 一
道看壮族迎宾舞 ，赏芦笙
斗响，沉浸式感受广西民
族文化。

来 自 泰 国 的 学 生 珍
珠 ，当 天 通 过 学 唱 中 文
歌 、朗 诵 中 文 诗 词 等 方
式 ，了 解 二 十 四 节 气 时
令 、气 候 、物 候 等 传 统 文
化 知 识 。“ 中 文 的 韵 律 和
节奏让我陶醉其中 ，也让
我 更 加 热 爱 这 门 美 丽 的
语言。”

2010 年 ，为 促 进 联 合
国 六 种 官 方 语 言 平 等 使

用，推动语言和文化多样
性 ，联 合 国 启 动“ 语 言
日 ”项 目 ，并 将“ 中 文 日 ”
定 在 中 国 农 历 二 十 四 节
气 的“ 谷 雨 ”，以 纪 念 中
华 文 字 始 祖 仓 颉 造 字 的
贡 献 。 2024 年 维 也 纳 联
合 国 中 文 日 活 动 将 于 5
月 6 日 在 奥 地 利 首 都 维
也纳举行，广西将组团参
加。

东盟“Z世代”留学生沉浸式体验壮乡民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