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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与文化》

作者简介

张旭光，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副主任兼《中国书法学报》执行主编，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分
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评审委员会、创作委员会、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中国书法通讯报》主编。 2008年 8月调任到中国美术家协会任副秘书长。
赵 智 男，1934年生，河南洛阳人，笔名：晓阳，字惠置，号北邙山人。毕业于天津汽车技工学校。自
幼爱画画，技工毕业后，在工厂任职35年之久。因忙于业务，艺事无暇顾及，1989年，退休后，凭着
兴趣，全身心地投入到篆刻、书法和中国画中来。先后是学刻不同风格的印，极力使达到较高的水平
上。严格要求，一线不苟，力求创新，当初的习作，即为报刊采用。1993年出版的《当代篆刻家大辞
典》所刊载的印作，即系刚退休时所刻。不久，听取友人建议，刻起肖形印来，喜欢在传统的基础上
，大胆想象，把许多物象组成小故事，本着怪异诡谲，令人遐思的篆刻艺术特点，力使不入俗套，赋
予一定含义，愈增强感染力和趣味性，面目为之一新。著述有《肖形印随笔--论天然物象之运用》、
《我的健身方法》、《谈缪篆印的审美美拟稿和镌刻方法》。当同龄人都在地着悠闲自在的退休生活
时，每天独自一人孜孜不倦，朝思幕想，努力进取，学百家之长，后自我定型，以求自成风格，连节
日未曾中断，如今 ，已有十年了。这期间，篆刻、书法和中国画作品与艺术传略辑入《当代篆刻家大
辞典》、《中国当代篆刻家辞典》、《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日》、《中华人物志·当代大
文化卷》、《中华各民族大团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杰大典》、《世界文化名人辞海·华人
卷》、《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包办艺术家人才纪录大全》、《托起太阳的人们》、《世
界名人录》、《世界艺术家名典》、《"世界华人艺术大奖"作品集》、《中华英才荟萃》、《世界艺
术家名人录》、《世界传世名画法书鉴赏》、《世界人物辞海》等。1998年在曼谷举办的"世界华人艺
术大奖"活动中获国际荣誉金奖及特别金奖并被评享有"世界杰出华人艺术家"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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