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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豔陽高照。在這美好的季節，中國•棗陽
光武書畫院落成開院書畫作品展，隆重開幕。

棗陽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昔劉秀舉義始建
東漢，創“光武中興”彪炳史冊。為紀念劉秀這位歷史上開
明君主，振奮民族精神，傳承優秀歷史文化，弘揚書畫藝術，
加快“千古帝鄉、智慧棗陽”建設，2013 年 7 月開始籌建
書畫院，同年 9月襄陽市老年書畫協會正式成立“中國•棗
陽光武書畫院”。2014 年 5 月向全國發出“光武書畫院落
成開院書畫展徵稿啟事”。歷時五個月，共收到來自海峽兩
岸、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天山腳下的各級領導和書畫家惠
賜墨寶 1500 餘件。既有共和國將軍，又有離退休老幹部；
既有省市領導，又有學者雅士；既有知名書畫家，又有書畫
愛好者；既有年愈百歲的長者，又有在崗的中青年；既有各
級書協、美協會員，又有各級書畫院院士。這次徵集的作品
主題鮮明，大多是讚美“光武中興”的詩詞歌賦，篆、隸、
草、行、楷各體具備，形式多樣，皆納古法與新意之中，或
奔放流暢、或嚴謹沉著、或蒼勁有力、或圓潤秀美、或彩墨
淋漓、或形神兼備、或細膩委婉，時代氣息鮮明，以多元的
審美視角進行傳統再現，充分展示了中國書畫藝術的獨特魅
力。

受展廳所限，本次先行展出書畫作品 200 餘件，其餘
作品，今後將陸續分期分批展出。所有應徵作品均收藏併發
收藏證書。這次展覽，得到北京中國將軍書畫院和在京棗陽
籍及有關老同志關心支持，得到湖北省書法家協會、湖北省
老年書畫家協會、湖北省書畫院、省直書畫協會的關心支
持，得到中共棗陽市委市政府、中共吳店鎮委鎮政府、白水
風景區管理處、白水高中大力支持，得到中國漢城、湖北大
漢光武酒業有限公司的鼎力協助，並得到其他各有關單位和
個人的關心支持，在此一併致謝 !

襄陽市老年書畫協會
2014 年 10 月 18 日

前言
書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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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久明 院長

在“中國 棗陽光武書畫院”落成開院
書畫展開幕式上講話

各位領導，各位來賓，各位師生；同志們，朋友們：

今天，我們在光武祠文化廣場隆重舉行中國•棗陽光
武書畫院落成開院書畫展開幕式大會。我代表襄陽市老年書
畫協會和中國•棗陽光武書畫院，向來自北京、武漢和襄陽
市、棗陽及各縣市區、吳店鎮的各位領導和各位來賓以及企
業家、各新聞媒體、學校師生表示熱烈的歡迎和衷心感謝！

今年是漢光武帝劉秀誕辰 2020 年。2000 年前，劉秀就
生長在這裡的白水村。他是劉邦的九世孫，到他這一代時，
家境衰落淪為農民。但他聰明過人，志向遠大，勤學苦練，
文武兼備，當時，正值王莽篡權，另立新朝，天下大亂，各
地農民紛紛起義討伐王莽。劉秀兄弟審時度勢，亦聚眾舉
義，他智勇過人，知人善任，用兵如神，出奇制勝。經過長

傳承白水精神 弘揚書畫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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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艱苦征戰，統一中國，開創了東漢中興偉業。他勤政為
民，採取精兵簡政，整頓吏治，提倡節儉，減輕賦徭，釋放
奴俾，致力發展生產，改善民生。所以，成為中國歷史上“十
大明君”之一。毛澤東主席評價他是“最有學問，最會打仗，
最會用人”的皇帝。清代大學問家王夫之評他為“允冠百王，
三代下一人”。棗陽市 1994 年舉辦紀念劉秀誕辰 2000 年
全國專家論證會上，將劉秀執政的核心價值論證為“勤政為
民”，並譽為“白水精神”永世弘揚。

襄陽市老年書畫協會為了傳承和弘揚從襄陽出山的
千古名相諸葛亮和中國史稱十大明君之一的劉秀，分別於
2007 年 5 月 23 日創立“中國臥龍書畫院”和 2013 年 9 月
13 日相繼成立“中國•棗陽光武書畫院”，我們此舉，完
全符合市委提出“千古帝鄉”、“智慧襄陽”的品牌內涵，
並於 2014 年 7 月籌建光武書畫院創作室和展廳。都已如期
完成，投入今天書畫展出。

中國棗陽光武書畫院為了配合襄陽市委提出的“千古
帝鄉”、“智慧襄陽”的品牌，於今年 5 月向全國海峽兩
岸發出徵集千幅書畫作品大展計畫的徵稿邀請函。得到了北
京、湖北省、臺灣、新疆以及全國各地各級有關領導和書
畫界朋友們的大力支持，歷時五個多月，共征得書畫作品
1500 多幅，超過計畫的 50%，充分體現了作者們對光武帝
的高度敬仰和愛戴。這次徵集書畫作品涉及的地域和人士面
都很廣，從海峽兩岸、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天山戈壁，計
有 24 個省市；從作者身份有黨政軍各級領導和有關書畫組
織以及各個年齡層次的領導和書畫界朋友。北京在李大強、
尹成富、魯諄等同志的關心支援下邀請了黨政軍各界的高級
將領和高級幹部以及著名書畫家都親賜墨寶，如原中國武警
總部司令員楊國屏上將和原空軍副司令員景學勤中將、軍委
辦公廳原主任董良駒中將以及尹成富將軍等 7位少將為本次
書畫展題書大增光彩，特別是值得一提的是原中共河南省委
第一書記劉傑同志 100 歲和夫人原河南省委副書記、中華炎
黃文化研究會顧問李寶光同志 93 歲的高齡都應邀為本次書
畫展題書。並邀請了湖北旅台同鄉會理事長陳興國將軍和原
理事長李發強先生年已 91 歲為本次書畫展徵集 140 多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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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其中有戴華山教授將自己多年收藏 100 幅書畫作品派專
人攜帶書畫乘機前來棗陽贈給本院展出收藏。棗陽旅台同鄉
會會長李鑑瑞、《棗陽文獻》主編杜泰生和秘書顏家德等眾
多鄉親為此次書畫展題書畫作品 36 件。原湖北省政協副主
席、書畫院院長楊斌慶同志組織全院題書 30 多幅，原湖北
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省老年書畫家研究協會會長賈天增和
常務副會長張維先等同志按我們請求向全省 43 個單位正式
發出通知為本院徵集書畫展作品 300 多幅，新疆烏魯木齊市
和石河子市為我院提供書畫作品 50 多幅，湖北省原公安廳
常務副廳長、省直書畫協會主席黃永生同志為本院提供 20
多幅作品，省書畫家協會副主席葛昌詠和秘書長李勁松為本
院書寫多幅作品。我們襄陽市書畫家協會、美術協會、美院、
市老年書協 25 個分會共徵稿 300 餘幅，以及全國各地書畫
界朋友們都為此次書畫展惠賜墨寶。在此，我代表光武書畫
院一併表示衷心感謝和崇高敬意！

為了開好這次大會，襄陽市老年書畫協會於 9月 25 日
商請襄陽市、棗陽市、吳店鎮、白水寺風景區管委會和各有
關單位領導同志成立籌備領導小組，擬定大會方案報請襄陽
市委、市政府由王君正書記親自批准今天大會的勝利召開，

棗陽光武書畫院 左起  郭忠、尹成富、胡久明

傳承白水精神 弘揚書畫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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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來自全國的千餘幅書畫展得以大放異彩。對於關心支持和
參與大會的各級領導、書畫家和各新聞媒體同志們、朋友們
再次表示感謝！

為了進一步弘揚白水精神，我建議擴建白水碑廊，在
現有一二期刻碑 400 通的基礎上，再將此次徵集的書法作品
精選 600 幅作為第三期碑刻，使總數達到一千通。打造全國
紀念劉秀規模最大的棗陽白水碑廊，成為白水寺風景區又一
新亮點。我深信有襄陽市、棗陽市、吳店鎮三級黨委、政府
的正確領導和各部門的大力支持以及社會各界特別是企業家
們的鼎力相助，一定能夠成全此舉。

“千古帝鄉迎遠客，白水重光秋色新”，千年白水寺
以“千古帝鄉，千幅書畫展，千人聚會”的形式隆重紀念劉
秀，可謂群賢畢至，盛況空前。我們舉辦這樣的大型活動其
目的就是以最好的方式紀念和弘揚劉秀這位明君“勤政為
民”的白水精神，以最扎實的行動來落實市委市政府彰顯
“千古帝鄉”的決心。我們要堅持發揮好“中國•棗陽光武
書畫院”的書畫陳列、收藏、展覽的功能，做到不斷創新，
佳作連篇，常展常新，為“千古帝鄉”增光添彩，讓她和白
水寺、光武祠、白水碑廊、無量台等一批歷史文物景點留下
更深厚的文化底蘊，永放光芒，吸引更多遊客觀賞，教育當
代，啟迪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