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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代书论篇目甚多，为便于学习，《历代书论名篇解析》选择了自汉代至清末的历代传统名篇33
篇，着重从书法的功用地位、本质特征、技法原理、创作规律、个性风格、审美追求、批评鉴赏以及
学书方法等方面，概括其基本的书学主张，阐释其主要理论贡献，以期体现中国书学总体的发展进程
与思想脉络。
 本书的观点，为笔者王世征在高校书法专业多年从教过程中，不断学习（包括当代有关专家的论著）
、深入思考的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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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汉代书论第一节　书法作品是书家心灵的图画——扬雄“心画”说的启示第二节　自然万象
美是书法艺术形态美的本源——许慎“象形”说的引发第三节　书法艺术地位确立的宣告——崔瑗对
草书形态美的赞颂第四节　一篇否定书法艺术的历史文献——赵壹对草书艺术的非难第五节　古代书
法理论的奠基之作——蔡邕对意与象、力与势的探讨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书论第一节　难能的创美意
识——钟繇的“流美”说第二节　书法万象美的礼赞——西晋的书势著述第三节　从点画美到“意”
的主导作用——传卫铄的《笔阵图》第四节　表意观念的确立——关于王羲之书论第五节　书法创作
规律与审美范畴的创发——王僧虔的《书赋》及《论书》第六节　书法美探讨的深化与意象品评的高
峰——萧衍、陶弘景、袁昂君臣论书第三章　唐代书论第一节　“意象”向“法度”的转换——智果
《心成颂》与欧阳询《三十六法》第二节　书法意境美的探索——虞世南的《契妙》第三节　书法“
表情”论的高扬与中国书学理论体系的初步确立——孙过庭的《书谱》第四节　书法“意象”观的推
崇与中国书学理论体系的恢宏构建——张怀璀的书学思想第五节　“法象”说的深化与可贵的体验—
—李阳冰论作篆第六节　寓万象奇幻，发一己至情——韩愈论张旭草书第四章　宋代书论第一节　“
尚意”书法观的纲领——苏轼的书论第二节　“意”的开拓与深化——黄庭坚的倡“韵”及其他第三
节　在抑唐崇晋中确立自我——米芾的追求“真趣”第四节　“尚意”的余响与复古的先声——姜夔
的《续书谱》第五章　元代书论第一节　意法相成，从技人道——郝经的书论第二节　“千古不易”
与借古开今——赵孟頫的书学思想第三节　复古主义的代表，道学书论的标本——郑杓、刘有定的《
衍极并注》第六章　明代书论第一节　卫道的立场，“中和”的宣言——项穆的《书法雅言》第二节
　“淡”境界的开拓与“离合”说的创发——董其昌的书论第三节　“用笔”与“取势”理念的深化
——倪后瞻的书论第七章　清代书论第一节　理、法、意之辨及“本领”说——冯班的书论第二节　
一面反巧媚、倡天机的大旗——傅山的“四宁四毋”第三节　时代审美转变的存照——千令涝的书论
第四节　碑学理论的基石——阮元的“两论”第五节　中国古代书学的集要与升华之作——刘熙载的
《书概》第六节　碑学理论的总结与阐发——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附：《书谱》译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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