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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首届于右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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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首届于右任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辞 刘遵义 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秦（绍德
）书记，杨（志刚）教授，各位复旦大学的朋友，各位嘉宾：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非常高兴，也深感荣幸，能够跟大家一起，参加第一届于右任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仪式。
我谨代表于老后人感谢复旦大学、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博物馆
于右任书法陈列馆的盛情邀请，更感谢他们对推动于右任学术研究的热情。
我也感谢复旦大学的领导拨亢参加这一个研讨会，并向在研讨会上发表精彩论文的学者致意。
　　于老是上海复旦大学前身一一复旦公学一一的创办人之一。
去年复旦庆祝建校一百周年，其中一项活动，就是在大学的博物馆设立于右任书法陈列馆。
于老的后人、亲友、学生和晚辈纷纷响应，把家藏的书法真迹捐借出来，协助建立陈列馆的馆藏。
陈列馆去年九月隆重开幕的盛况，我们至今记忆犹新。
　　远在香港的中文大学，也有参与这项盛事。
我们负责把散存于香港和海外各地的于老作品集合起来，一并运送上海复旦大学。
付运之前，我们更安排所有作品于香港中文大学的文物馆公开展出，让香港的书法爱好者，都能够一
睹于老不同时期的杰出作品。
　　身为于老的外孙，我当然乐于见到他的书法作品能够先后于香港和上海集中展出，并在复旦找到
永久收藏和陈列的场所。
书法艺术是于老毕生的追求；他晚年更专攻草书，创立了自成体系的“标准草书”，获尊为一代草圣
。
如今收藏在复旦大学的于老真迹，涵盖他早、中、晚期的不同作品，数量之多，堪称是研究于老书法
艺术最丰富的数据库。
能够为建立这个数据库和陈列馆出力，对我自己来说，是最欣慰的事。
　　女士们、先生们，近代中国动荡多变，于老身处其间，经历了大时代的锻炼，活出了精彩的人生
。
他二十岁中举，但尚未来得及参加殿试，就因为倡言革命而被清廷追缉，亡命上海，就读于震旦公学
。
上海的罢课潮开始之后，他脱离震旦，参与筹创新校复旦公学。
他曾多次办报宣扬民族精神，鼓吹民主革命，未满三十岁，已正式加入同盟会，追随国父孙中山先生
投身革命事业。
民国成立之后，他曾参加讨袁和北伐。
到了一九三。
年，就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领导该院前后腧三十载，一直到一九六四年逝世于台北。
　　我们可以这样说，于老毕生功业除了书法，还广及教育、新闻、军事和政治；他不但见证了中国
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发生的巨变，本身也积极参与其中。
从欣赏、钻研他的书法开始，不少专家学者希望进一步探讨他的生平、思想和功业，多方面综合研究
他的个人历史和他身处的近代中国。
今、明两天的研讨会，正好为大家提供一个集思广益的良机。
　　一百年之前，于老参与创立复旦；一百年之后，复旦为于老的书法作品建立藏馆，并推广有关他
的学术研究；这是一段令人感动的百载因缘。
我自己也是因缘际会，获邀参加第一届于右任国际学术研讨会，得以躬逢其盛，与在座诸位切磋交流
，实在非常感谢主办单位。
诸位来自海内外不同地方，各有专研领域。
可以预见，未来两天的会议，将会非常成功，为日后同类的国际交流，奠下牢固的根基。
我自己也必可从中对先外祖父有更深刻而全面的再认识。
　　我谨祝研讨会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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