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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一个世界文明古国，简单得出奇的白纸黑字居然举国同好，千载一风，并得到不识汉字的外国
人青睐，这就是西方世界所没有的、体现着中国民族文化特有的艺术瑰宝——书法。
一般说，每个进入文明时代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但只有中国汉字的书写形成为一门点线艺术：那
具有力度感的竖画，具有劲健感的横画，具有潇洒感的撇画，具有舒展感的捺画，具有坚毅感的方画
，具有流媚感的圆画，具有稳重感的点画，具有节奏感的波画，具有韧性感的钩画，等等。
线条的运动节奏。
形成“势”而表现为“骨力”；墨色的淋漓挥洒，则蓄积着“韵”，表现出“气”。
通过骨势气韵的流动变化，又写出了作者情感的波动节律，个性的阴阳刚柔，人格的刚正邪佞，理想
的追求寄托，生活的进退沉浮等。
人们就是利用这些极富表现力的线条，以深厚的功力和纯熟的技巧，来组合其书法形体结构，从而抒
写自己的思绪情怀。
所以，透过书法线条的形式妍美，呈现出来的却往往是“人”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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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满足海内外汉字书法文化教材的迫切需求，培养书法艺术人才和提高书法爱好者素质水平，开辟书
法教育新领域，我社将陆续推出名家书法讲座教材，扩大书法艺术创作的文化视野。
　　本书从历史文化脉络入手，阐述了书法在中国文化大背景之中的发展规律，通过对书法艺术的审
美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感受，揭示了古代知识分子心灵影响与书法风格的演变因素，加深了对书法时代
特征的文化理解，培养大众对文化遗产独特魅力的认识，引导读者将笔情墨意的艺术领悟提升到一个
新的历史境界。
　　全书史料丰富，视角独特，论述精辟，发人深思，既是书法爱好者的高品位读物，也是高校通识
课程与自学讲座的重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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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讲书法滥觞与先秦人性　　书法的历史与汉字的历史曾是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因为书法是以
汉字形体作为造型对象的艺术，汉字结构的演变对书法艺术的产生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汉字没有走向拼音化.而成为一个单独发展的文字系统，不仅影响到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也关系着中
国书法的位置和命运。
但书法作为一片独立的文化领域，有它自己的发生与发展的过程。
先秦时期虽然还没有形成书学，不过从殷墟的甲骨文、商周的金文、战国的石鼓文.已可看出古代汉字
书写经过长期的实践和经验的积累，终于萌生了书法这门艺术，跻人了文化的王国。
更重要的是，汉字结构的原始形态，无一不是以实物为基础，即细心捕捉事物的特征来进行分析和概
括，抓住人在信仰和感受上最突出、最深刻的一点去创造文字。
因而，汉字字形结构的一个基本精神是以人本为基础的。
姜亮夫教授在《中国古文字学》中指出：“整个汉字的精神，是从人出发的，一切物质的存在，是从
人的眼所见、耳所闻、手所触、鼻所嗅、舌所尝出发的。
故表声以殸（同磬），以箫管，表闻以耳，表高为上视，表低以下视，画一个物也以与人所感受的大
小轻重为判，牛羊虎以头，人所易知也，龙凤最祥.人所崇敬也。
总之，它是从人看事物；从人的官能看事物。
”将心身沉浸到自然当中，以我观物，用眼、耳、鼻、舌去体味一切，这一古老的而又延绵不息的审
美情感正是导源于汉字结构的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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