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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7世纪是中国书法史由帖学转进为碑学的关键时期，而傅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不同于以往治书法史的学者，本书作者白谦慎并不孤立地探讨傅山的书法，而是将之置于整个时代的
文化架构中，藉曲学术思想、物质文化、印刷文化之发展史的角度，由经历了明清易代之痛的遗民情
结的角度。
来观察、诠释傅山的生活，以及由之生发的学术观念与艺术创作。
在试图重新勾勒傅山的生活经验之际，作者不仅对中国书法史的这个转折，也对17世纪的中国文化世
界，提供了全新的观照。
凡有兴趣于明清易代之际中国社会之各侧面的读者，此书亦为必读的作品。
    此书英文、中文繁体字版甫出，即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热切关注，被评为“迄今为止研究单个艺术
家的最优秀的著作之一”。
     《傅山的世界》就是从傅山入手，去探讨这一时期书法之演变的。
所以确切地说，这不是一本傅山的评传；傅山的书法，作者只当作一幅折枝画看，他要做的，是循着
折枝的倚斜之势，于画幅之外，去讨寻它所来自的花丛以及生长的土壤。
这是一本以傅山为透视点的“十七世纪书法的演变史”，或以书法为透视点的“十七世纪文化史”。
“傅山的世界”，可说是一个与实相符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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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白谦慎，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1986年赴美国罗格斯大学攻读比较政治博士学位，1990年获硕士学位后转至耶鲁大学攻读中国艺术史
。
1996年获博士学位。
1995—1997年任教于西密执安大学艺术系。
1997年至今任教于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2004年获终身教授职位。
 主要著作有《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03年)，《天倪——王
方宇、沈慧藏八大山人书画》(与张子宁等合作。
佛利尔美术馆，2003年)，《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3年)，《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书法经典问题的思考》(湖北美术出版社，2003年)。
《兰亭论集》(与华人德合编。
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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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千字文》原文本有二百五十句，一句四字共一千字。
二官从中取出一百三十四句，打乱原有的秩序，在每句的前面加三字，按照自己的思路编成了一个带
有色情内容的顺口溜。
如《干字文》原文中的第一句为“天地玄黄”，被二官加了“同到老”三字，改成“同到老天地玄黄
”，并放在其顺口溜的结尾，暗示他期望能和嫂嫂做一对天长地久的情人。
有趣的是，二官不仅仅把古代的名篇机智地删改成勾引嫂嫂的顺口溜，而且他仍称之为《干字文》，
尽管他的顺口溜和《干字文>原文在内容上大相径庭，字数也仅有九百三十八字。
这种对知名作品的“戏拟”，无疑增加了小说的戏剧性，用二官的话来说，这是“笑笑儿耍子”。
　　虽然《干字文》不像《礼记》、《论语》等著作那样具有正统儒家经典的地位，但它对中国社会
产生的影响不应忽视。
明清之际，《干字文》和《三字经》、《百家姓》一样，是最流行的启蒙读物。
其内容涉及自然、社会、文化诸多方面，并充满着道德训诫的意味，所以堪称一种不同于四书五经的
字书“经典”，历代的著名书法家（如宋徽宗、赵孟频、文徵明等）都有书录《千字文》的书法作品
传世。
而这一具有说教意味的启蒙读物在二官的篡改下，不但面目全非，而且原有的教化功能也丧失殆尽。
把经典作品改造成顺口溜以达到娱乐效果，这个现象反映出晚明人对待古代经典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
化。
　　类似的例子在晚明的小说中很多。
例如，晚明流行的短篇小说集《警世通言》中，超脱玄远的庄子（公元前369-公元前286）竟被描写成
一位追逐名利和肉欲的凡夫俗子。
当时玩弄经典最极端的例子，便是把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中的言词改成饮酒时行的酒令或打情骂俏的打
油诗，甚至赤裸裸地描述男女性交过程的黄色笑话，正统经典的内容全然被改造成低级的搞笑娱乐。
　　删削古书、拿古代经典开玩笑，在当时翕然成风，以至晚明流行的短篇小说集《拍案惊奇》的作
者凌濛初（1580-1644）在其序中这样写道：　　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
一二轻薄恶少，初学拈笔，便思污蔑世界，广摭诬造，非荒诞不足信，则亵秽不忍闻，得罪名教，种
业来生，莫此为甚。
而且纸为之贵，无翼飞，不胫走。
　　凌漾初生动地指出，“污蔑世界，广摭诬造”，把玩弄和诋毁古代经典作为一种获得名声的方式
，是当时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
这一切都说明，晚明时代，古代经典的权威性不仅为人们所怀疑，甚至受到亵渎和挑战。
　　晚明的印刷业也曾大量出版儒家经典以及《千字文》那样带有儒家道德内容的作品，这使得许多
学者相信，日渐蓬勃的印刷文化使儒家思想广泛地深入社会各阶层，强化了儒家思想在这一时期的统
治地位。
但这一观点忽略了印刷业发展的另一侧面，即印刷技术虽可以大量出版古代经典，但量的增加反而可
能引起人们对唾手可得的经典失去往日的敬重。
上述对古代经典擅加篡改歪曲的例子说明，古代经典的光环正逐渐销蚀，戏拟经典在晚明十分流行，
诚如凌濛初所说，这种文化游戏是“无翼飞，不胫走”，成为当时文化风气的一道奇特景观。
书法领域中的“臆造性临摹”正是这一风气下的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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