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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比较完整的研究民国书法篆刻艺术的专著。
全书分为“民国书法史”和“民国篆刻”上下两编。
从民国书法篆刻艺术的发展背景、概况、风格、代表人物、主要流派、社团、图书以及艺术成就和地
位诸方面展开论述，许多方面和人物为首次挖掘和评述。
书中附有大量珍贵的书法篆刻作品、人物肖像与相关文献等照片，可谓是图文并茂。

 本书可供书法爱好者、现代书画艺术研究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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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洵，原名怀麟、怀林，祖籍江苏江都.1936年10月生于南京。
幼受父母熏染，酷爱金石书画。
后师从胡小石、陈中凡、高二适、唐圭璋、黄淬伯、徐复、张寿谷诸先生。
创作上篆、隶、楷、行、草均擅；兼写北魏。
以《张猛龙》《张黑女》为切入口，近20年醉心于汉隶。
然从不以此沽名于市，恪守庭训，毕生以读书治学为乐。
曾参与81部辞、类、丛、志书的撰写工作，现为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当代书画研究
会名誉会长，山东省书画研究院研究员、南京艺术学院艺术网顾问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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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节 民国书法篆刻的历史背景
 一、“乾嘉学派”的影响
 二、“扬州八怪”的启迪
 三、“西学东渐”的效应
　第二节 民国书法篆刻的时代背景
 　一、政治家的态度
 　二、新文化运动与“美术革命”
 　三、学术氛围
 　四、 民国书学学风与印学学风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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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书法的“三大块面”
 　二、 书法的“两根主线”并非平行发展
 　三、症结所在
 　四、篆刻创作与理论研究并行不悖
上编 民国书法史
　第一章　民国时期书法的社会生活基础与市场
　　第一节 出现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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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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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兼容并包，中西结合以论著出版的实例言之，民国时期的书学出版物可分为三类：
一是有清一代的自然延续，基本上是旧学模式；二以新出土文物为主，罗振玉、王国维是开山者，他
们既有乾嘉的实证方法，也不同程度吸收了“外来的观念”。
尤其是王国维，他对美学的研究以及将“新发现的时代”所见庞杂资料分类等，治学途径已发生变化
。
以研究甲骨文而言，第二代学者董作宾受李济[80]等人启发，引进西方考古学方法，强调实地勘查、
准确数据等，改变了“书斋”型的老学风。
三是新方法、新视角、新课题。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虽非书法论著，但是中西结合的范例，引出了林语堂涉及书法艺术
的两本英文书《中国人》、《苏东坡传》，以及许多美学家、心理学家对书法艺术的关注、参与，开
始逐渐打破封闭的书法体系。
与此同时，许多学者参照西方模式，吸收自然科学的分类方法，注重书法艺术的学科化、体系化的构
建。
3.学风正派民国时期有不少书学家学风正派，堪称楷模，这在一些专业性刊物上表现得比较突出。
例如民国二十三年（1934）在杭州创刊的《东南日报·金石书画》副刊，主持人余绍宋本身就是书家
。
黄萍孙有《余绍宋其人其事》：“一、不作自我宣传，不刊登自己的作品（除刊头四字）。
二、刊登每一幅古、近人书画时，皆摘录小传，并附按语⋯⋯三、对于刊选作品，申明‘不阿古人、
不薄今人⋯。
中国书学会创办的《书学》杂志，沈子善任总编兼社长，民国三十二年（1943）7月创刊于重庆，计
出5期。
该杂志以“阐扬中国书学，推动书学教育为出版宗旨”，采用32开土纸本，发稿无稿酬；除贺词外，
从不刊登什么“名人时贤”的作品，也就杜绝了拉拉扯扯、互相吹捧、各立“山头”的不正之风。
这些刊物偶尔发表当代名家的介绍文章，都是逝世后才见诸报端，绝少阿谀奉承。
再如章炳麟、钱玄同倡导写章草要规范，于右任主张标准草书，皆具有汉字改革的性质，是顺应时代
潮流的。
尤其是于右任四出奔走，创设标准草书社专门研究此事，还写了《标准草书与建国》（《书学》第二
期），可见其初衷还是为了国家与民族，无名利可言。
尤为学人瞩目的是，在上述文化氛围与科学进步（如印刷方式、质量）的前提下，罗振玉辑《馨室所
藏玺印续集》五册、王大忻辑自刻印成《王冰铁印存》五册出版，相继有一大批印人辑父辈、师辈或
友人印作结集印制出版。
有力改变了以往手工打成印蜕只能少数成册问世的落后局面。
为普及篆刻艺术发挥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在治学观念上也有突破：黄宾虹与邓实合编《美术丛书》三集，作者一百八十余人，由上海神州国光
社印制发行。
学术界惊呼“是中国艺术论著之渊海”，此丛书一改前人作法，收古代印论人书。
为扫除旧日视治印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不登大雅之堂的落后观念，迈出坚实的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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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国书法篆刻史》是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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