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书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书法>>

13位ISBN编号：9787303139422

10位ISBN编号：7303139427

出版时间：2012-3

出版时间：任平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03出版)

作者：任平

页数：34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书法>>

内容概要

　　《中国书法》是一部全面介绍书法文化、书法史、书法技法和书法理论的书，它既是综合性的论
著，又是实用的教材。
主要内容包括：书法文化、书法史话、书法技法、书法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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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任平，文学博士。
现为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书法研
究室主任。
中国书法家协会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语言学会会员、中国文字学会会员。
曾任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法国巴黎第八大学客座教授。
中国书法“兰亭奖”评审委员。
 在秦汉隶书研究、书法文献学、艺术文献学、书法史论、书法教学方面成果卓著。
有著作8种，包括《说隶》、《笔歌墨舞》、《中国书法全集》（第40卷）、《共和国书法大系》（总
主编之一及书学卷主编）等。
发表论文50多篇，出版字帖40多种。
曾授课程：文字学、书法学、书画创作、艺术文献学、文化创意研究、中西文化比较等。
 曾获全国书法比赛特等奖、中国书法艺术最高奖“兰亭奖”。
在国内及法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德国、韩国、西班牙举办过个人展览并讲授中国书画。
 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被法国巴黎第八大学、德国维多利亚学院、中国驻西班牙巴塞罗那领事
馆、日本神户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韩国汉城大学等收藏；被中国香港董建华先生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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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章  书法文化  第一节  书法与汉字  第二节  书法与文学  第三节  书法与其他艺术  第四节  书法
与人生  第五节  书法艺术的本体第二章  书法史话  第一节  从装饰到写意  第二节  魏晋传统的源与流  第
三节  唐代书法气象  第四节  宋代的尚意书风  第五节  明代书坛的多样性  第六节  清代碑学略说第三章  
书法技法  第一节  作为范本的碑帖  第二节  临摹的方法    一、摹帖    二、临帖    三、读帖    四、临摹的
意义  第三节  笔法    一、执笔    二、姿势    三、运笔  第四节  结体和布局  第五节  楷书的练习    一、楷
书的基本笔画    二、楷书的偏旁部首    三、楷书的结构  第六节  行书技法简述    一、行书用笔的基本特
点    二、行书笔画的变化    三、行书的结体    四、行书的章法  第七节  篆书、隶书、草书技法简述    一
、篆书    二、隶书    三、草书  第八节  创作    一、创作的前提    二、创作的阶段    三、创作的构思过程  
 四、创作过程应注意的几个因素    五、创作观念第四章  书法理论  第一节  传统书学源流述要    一、汉
代书学——传统书学的滥觞期    二、魏晋南北朝书学——书法理论的兴盛期    三、隋唐五代书学——
古典书学的第一座高峰    四、宋代书学——古典书学的第二座高峰    五、元代书学——技法式微下的
复古倾向    六、明代书学——传统技法的理论推进和人文精神的大力张扬    七、清代书学——古典书
学的第三座高峰    八、近现代书学——承古典书学之余绪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书学研究述评    一
、书法史    二、书法理论    三、书法批评    四、书法教育  第三节  当代书法美学    一、书法美的本质    
二、书法的审美意味    三、书法的艺术特性    四、书法的形式美规律附录一  篆刻艺术  第一节  印章的
起源  第二节  印章的发展    一、春秋、战国印章    二、秦代印章    三、汉三国晋南北朝印章    四、唐宋
官印    五、明清流派印章  第三节  印章内容、材料及印谱    一、印章的内容    二、印材    三、印泥    四
、印谱  第四节  篆刻技法    一、学习范本与工具书    二、学习工具与材料    三、学习方法    四、刀法    
五、创作方法    六、边款与拓印附录二  书法史简表附录三  古代书法理论分类简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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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汉字代表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物质形态就是汉字。
汉字承载着中国的历史，记录了中国人的物质生活、社会文化、科技创造和精神世界，与汉字同生而
又独具艺术特性的书法，当然与所有汉字的记录文本有关；任何一个想了解书法、学习书法的人，他
不得不面对书法本身和书法背后的伟大而宏富的中国文化，只有了解并学习了一定的中国文化，才有
可能领略书法独特的魅力，才能进入书法的堂奥。
 在各种文字中，只有汉字才发展成了以它作为造型基础的书法艺术，这的确是发人深思的。
我们当然有必要认识一下汉字的独特性。
汉字从它起源至今，始终循着自身与汉语的密切关系发展下来，而未受其他文字体系的影响。
由于它至今还是一种以表意为主的文字，所以具备了众多跟语言中意义相联系的形体结构。
这种形体结构不但包含着一定的历史文化信息，而且是一个个具体而丰富的审美空间。
与世界上其他民族语言的文字不同，汉字的形体构造不是只有几十个，而是有几千个，如果将历史上
曾经有过的字形都算上，甚至有几万个。
这些不同构造的汉字或简或繁，各以错落参差、曲直交叉的线条构成，各有疏密相间、进退有序的布
局。
这样，当然就为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造型的基础、创作的源泉。
 汉字线条的运行与书写的顺序，又将书法的创作空间与创作时间联系了起来。
如果汉字的线条搭配是无序的，以此为基础产生的造型艺术就跟抽象派绘画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而
这样的创作也大大丧失了书法所特有的“写”意的性质，游离了书法艺术的本质内涵。
汉字自“隶变”以后，不但字形全面摆脱了象形因素，进一步符号化，而且笔画的方向、笔顺更趋有
序性，也就是书写的时间流程更为明确。
书法也就从主要关注空间美而逐渐趋向于写意性，书写的过程成了一种抒情的方式，而书写的结果可
以使欣赏者不但感受到空间美，也可以感受到一种与时间流程有关的节奏美和情绪变化。
 作为人类创造的艺术品种之一，书法是唯一在一种民族文化中相对封闭地独立孕育发展而成的艺术。
这根本的原因当然还是在汉字。
由于书法是写汉字，而使得书写其他文字的民族文化难以介入，而其他民族要了解书法、学习书法，
也必须掌握汉字。
汉字的基本功能是记录汉语，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书法作品也都是由有一定语义的汉字组合而成的
。
诗、词及各类文章自不必说，即使写几个字，甚至一个字，也都是经过选择的成语、吉语，有其一定
的文化内涵。
诚然，作为一种视觉艺术，书法只要具有跟汉字有关的空间美与富有意味的线条，就有了基本的欣赏
价值。
然而事实上，人们对已完成的书法作品的审美要求都是综合的、立体的，即不满足于表层的视觉感受
，还会对包括文辞内容在内的深层文化信息作全面的体验。
因此，一幅书法作品文辞内容跟书写风格的协调性，不仅是欣赏者的价值判断标准，更是创作者必须
充分重视的。
真正的书法创作，必然受到丰富而悠久的汉字文化的潜在调控，汉字文化中特有的哲理思想、汉民族
的文化心理、审美习惯无不参与书法的构成与发展。
日本、韩国等地的书法有一定的民族特色，但这些地区都在汉字文化的辐射圈内，其书法艺术是在吸
收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过程中伴生和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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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书法》在体例上已经完全不同于《大学书法》，而更像一部书法综论。
所以，若用于教学，教师可以选择其中的内容充实教案，好在书中考虑到实用性，在技法部分详细介
绍了最为实用的楷书、行书，书法史部分也是紧抓要点，而相关附录也提供了进一步学习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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