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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围棋少年班
在中城小学设立
华学明担任名誉总教练

3月 17日，宁波围棋“国手进校
园，校园出国手”活动在位于江北区慈
城镇的中城小学举行。此次活动中，
中国围棋协会原副主席华学明被聘请
为宁波少年围棋队“中城少年班”名誉
总教练，为我市围棋后备人才培养增
添重磅力量。

“因为我老家在宁波慈溪，所以家
乡情结让我很愿意为宁波围棋做一些
事情。近几年来，我每年都回宁波很
多次，看到家乡的围棋氛围越来越好，
我特别高兴。以前也多次来到中城小
学，这里的围棋活动很有文化韵味。”
华学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在国家
围棋队从1997年开始当教练，积累了
一些经验，现在退休了，希望可以为宁
波围棋这个创新的试点贡献一份力
量，争取帮助围棋‘体教融合’结出丰
硕果实。”

据了解，经过宁波市和江北区教
育部门、体育部门以及宁波市围棋协
会、中城小学等多方努力，宁波市围棋
队“中城少年班”将在中城小学设立。

中城小学由著名实业家应昌期
先生捐资重建，并开创了“围棋进校
园”的先河，目前已培养输送了汪雨
博、黄晨两名职业棋手和大批优秀业
余棋手。

根据计划，宁波市围棋队“中城少
年班”计划今年5月先招收一年级新
生14名，其他年级6名，招生优先面
向宁波地区，有空余名额则面向全国
招生。选拔流程为：一年级新生业余
3段以上直接录取，二年级、三年级业
余5段直接录取。直接录取后的剩余
名额在报名人员中择优录取，人数超
过名额数时，通过比赛择优录取。

后期则计划扩大为精英班（甲
队）、卓越班（乙队）、特长班（丙队）共
3个班级，每个班20名围棋特长生。
由此，这个围棋“少年班”将成为汇集
精英小将的人才培育新基地。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让更多
优秀围棋少年来到中城小学感受深厚
围棋文化，让他们在完成基础文化课
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围棋特长、优
势。”宁波市围棋协会副主席、中城小
学校长徐扬威告诉记者，根据计划，
进入“中城少年班”的围棋小将每天
将安排两小时到四小时的学棋时间，

“学校安排‘双师资’，既有文化课老
师保证文化教学，又有专业围棋教师
指导围棋训练。目前我们已经面向
全国招募职业棋手来担任这个围棋
少年班的专职教练。”

记者 戴斌 通讯员 曹汝旭

展品中，有两件慈溪“君迁山
馆”主人李展波收藏的上林湖刻
瓷，分别为“（唐）乾符六年”的瓷转
轴与一件带铭文的窑具垫盘，显得
十分特别。

其中瓷转轴呈八角形，上凹下
凸，下面凸出的部分呈锥状，李展
波判断应是拉坯用的瓷轴头。

八角形轴头的八个面上，均有
刻字，经初步释读为“乾符六年六
月十二日，永胡陈阮米卌□”。字
迹潦草，个别字形并不容易辨认。

“乾符”是唐僖宗的年号，“乾
符六年”即公元879年，距今已有
1100多年。据李展波推测，“‘陈

阮’可能是一个工匠的名字，不知
道什么原因，兴之所至，把自己的
名字留在了窑具上”。

另一件是窑具垫饼的残片。
垫饼是烧窑时，垫在瓷器与匣钵之
间，防止两者黏结的一种用具，多
见于唐代。

这件垫饼上也有字，自右至左
为“一朝未见车造/来作坊内得/去
今月十日出/莘从憙”（注：“/”表示
换行）。字体也比较粗糙，应该是
窑工临时所刻。

在李展波看来，这些字连起来
读很像一封思念友人的信，到底是
从右至左读，还是从左至右读，不

是很明确。“遥想当年，工匠作息之
余，忽思友人，有感而发，随意即兴
而成，历经千年重现后世，让人有
幸而识，也可以说是一种机缘”。

据了解，这两件窑具为李展波
数年前从本地文物市场上购藏，从
器型和来源来看，应该都是越窑的
用具。

“越窑器具上刻的字，一般是姓
名、年号、佛供、墓志等内容，像一封
信似的非常少见。”李展波说，经过
烧造，垫饼上的字也并不是很清晰，
但透露的内容非常珍贵。

据了解，此次展览将持续至5
月18日。 记者 顾嘉懿

昨日，“金石永年
——慈溪市首届金石题
跋书法、篆刻展”在陈
之佛艺术馆二号展厅
开幕。

展览规模不大，却
是宁波市比较少见的
以展示地方收藏金石
文献为主题的展览，部
分由私人藏家提供的
展品，如含铭文的越窑
窑具，内容罕见，可补
公藏之缺。

据陈之佛艺术馆馆长胡迪军
介绍，慈溪虽僻处江南海隅，但就
金石、篆刻而言，在全国曾有一定
的影响。

有“浙江第一石”之称的东汉
建武年间《汉三老讳字忌日碑》，出
土于慈溪横河镇客星山（旧属余
姚），今为西泠印社镇社之宝；慈
溪籍篆刻家、金石收藏家张鲁庵
先生，一生收藏历代名家印谱400
余套、历代印章4000余方，最后
全部捐赠给西泠印社；出生于慈

溪掌起镇的印学家柴子英先
生，勤于明清印家行谊与印
作真伪的考证，被称为“印苑
中之史才”。

此次“金石永年”展由慈
溪市书法家协会发起，共征集到
各类篆刻作品、金石题跋、碑刻拓
片、碑刻实物数十件，经去伪存真、
去粗存精，公开展出。

展品中尤以慈溪藏家收藏的
各类金石拓片为珍。拓片上的文
字内容上至战国楚篆，下至蒙元时

期的八思巴文，丰富而多样。既有
清代旧拓，也有古砖新拓，既有唐
刻经幢残石，也有上林湖唐人刻
瓷，琳琅满目，异彩纷呈。

慈溪有金石渊源

上林湖刻瓷内容很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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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学明指导中城小学围棋小将。
中城小学供图

刻在窑具上的
透露怎样的窑工心事？
刻在窑具上的
透露怎样的窑工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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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为瓷转轴上为瓷转轴，，下为窑具垫盘下为窑具垫盘。。

左为清拓本北宋蔡襄书左为清拓本北宋蔡襄书《《洛阳桥碑洛阳桥碑》，》，听风阁听风阁
藏藏；；右为南宋右为南宋《《凤山凤山》》摩崖拓本摩崖拓本，，灵绪小筑藏灵绪小筑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