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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纵观中国书法之发展，实有书体之变迁与流派之殊异也。
《周礼·地官》“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其中即有“六书”。
秦书八体，汉六体书，皆古之文字。
李斯工篆，汉隶盛行。
东汉以来，书法成为文人之重要一艺。
魏钟繇创真书，然尚有隶意。
东晋王羲之“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张怀瑾《书断》），后世尊称为“
书圣”。
经唐太宗提倡，王书成为全国书法正统。
鉴真东渡，带去二王书迹，在日本皇室之倡导下，右军书体为日本书道之主流。
历宋、元、明，流派纷呈。
清代金石之学大盛，自阮元至包世臣、康有为，皆崇尚碑学，倡言北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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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中国书法的历史渊源、书体沿革、风格嬗变等作了鸟瞰式的描述，作者运用考古新发现，吸收
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以个人对书法史的理解，阐释中国书法史上的若千现象，着力介绍了书法史上
重要的书法作品、书家、时代风尚和艺术流派，总结书法艺术发展的多种因素及内在脉络。
本书除梳理中国书法中“碑”、“帖”的渊源外，还对历代书风形成的文化环境、历代书法著录和刻
帖、历代书论等作概要描述。
附录中国书法基本书目三十种，便于读者检索书法文献。
进一步深入了解中国书法艺术。
全书图文并茂．多见新意，被著名学者卞孝萱教授誉为“简明书史之最新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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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天曙，南京艺术学院书法篆刻专业博士，清华大学艺术学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书法篆刻史和清代
艺术文献研究。
现为北京语言大学艺术系副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全国“七十年代书家”代表人物之一。
多次参加全国重要书法篆刻展、学术提名展和国际、国内重要学术会议并获奖。
著有《宋克书法研究》、《中国书法名家讲座——篆书十讲》、《周亮工及其（印人传）研究》等，
编纂有《固亮工全集》（十八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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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象形与装饰]    一、混沌初生  二、甲骨文与金文  三、多样的书风    四、隶变[刻石异彩]    一、秦
代的小篆    二、汉简、汉金文和帛书  三、汉代刻石与砖瓦铭文  四、书体的嬗变  五、文人书家的兴
起[魏晋风度]    一、禁碑风气  二、钟繇时代  三、经典“二王”  四、魏晋书法精神    五、东晋刻石  [
南妍北质]    一、南朝风流    二、北朝刻石      三、南北融合的滥觞  [盛世的典则]  一、隋代书法    二、
初唐之音      三、盛唐风范    四、晚唐的延续    五、杨凝式  [意趣与妙理]  一、北宋前期      二、宋四家   
三、南宋书坛    四、刻帖与金石学的发展  [复古之风]   一、赵孟頫    二、篆隶复兴    三、康里书风    四
、隐逸的两极[流派思潮]  一．明初的两脉  二、“天下法书归吾吴”    三、董其昌  四、个性解放思潮  
五、明代刻帖和书法著录[碑学兴起的时代]   一、清代帖学  二、书风的转变    三、“扬州八怪。
  四、师碑实践  五、碑学的总结[多元气象]  一、碑派新风s    二、融合之路  三、帖学的回归附录一：
中国书法基本书目三十种附录二：书法是中国文化的艺术标本附录三：图版目录  附录四：中国历代
年表本书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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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象形与装饰 一、混沌初生书法是中国文化的独特瑰宝，也是中国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精神符号，它的存
在是以汉字造型为基础的。
因而，汉字的起源，奏响了中国书法的先声。
汉字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
考古学家发现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和龙山文化等原始文化时期陶器上所存留的刻画象形符号，为
我们认识和了解早期文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郭沫若认为，古代器物有“物勒工名”的传统，刻画的意义至今虽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
的符号， “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
”东汉许慎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
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
”UO许慎指出了汉字是对自然万物的象形和源于指事符号，近年来出土的实物也进一步证明了许氏
关于汉字源于原始图画及刻画符号的论断。
文字学家一般认为，汉字大概形成于夏代，在夏商之际（约在公元前17世纪前后）形成完整的文字体
系。
我国最早的古汉字资料，学术界公认是商代中后期的甲骨文和金文。
书法艺术正是与甲骨文、金文同步诞生的。
1996年，考古学家在山东桓台县史家村发现一批刻字卜骨残片，经测定为距今3500——3700年。
据此，我们可以推测，中国书法至少已有3500年以上的历史。
中国书法是由汉文字组成的特有艺术，没有汉字，就没有书法艺术。
在原始氏族公社时期，人们的交流只用声音来表达。
随着氏族公社的壮大和部落的形成，仅靠声音来表达某种含义往往显得不够完整。
于是，人们开始使用实物来帮助记忆和交际，发明了结绳、刻契和原始图画。
在中国历史上有关于结绳的记载，《庄子》中曾记载由容成氏至神农氏的十二氏时代都用结绳。
神农氏的时代正是黄帝有文字时代之前，可见中国远古时代实有结绳的方法。
原始图画是古人记事和表达思想的另一种方法。
这种图画的艺术性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帮助记忆和表达思想。
这种表意的图画，可看作象形文字的前身或来源。
文字是人们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创造的，也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创造并完善起来的。
在战国时成书的《世本．作篇》中有仓颉造字说，称“史皇作图，仓颉作书”，《淮南子．本经训》
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韩非子．五蠹篇》说 “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这些都
说的是仓颉造字。
《荀子．解蔽篇》则否定了仓颉造字的说法：“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
”他认为仓颉是整理文字的人。
到了汉武帝时，纬书家便把仓颉神秘化，把他描写成“龙颜侈侈，四目灵光”的神话人物。
东汉许慎重新肯定了仓颉造字说，称： “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
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①唐宋以来，研究《说文解字》的小学家把此说继承下来，直到清末学者章炳麟才发挥了荀子说，不
但肯定仓颉只是第一个整理文字的人，并指出文字是先民集体创造的，推翻了长期以来的仓颉造字说
。
汉字的萌芽，据迄今发现的考古材料，可以上溯到距今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前410-前36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刻画符号，其中出土最多的是西安半坡和
临潼姜寨两地。
西安半坡村出土的仰韶文化彩陶上的刻画符号，与殷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刻画族徽相类似。
临潼姜寨发现的一部分陶器上有120多个刻画符号，是我国文字发展的渊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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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临潼零口、垣头，长安五楼、铜川李家沟，以及其后的马家窑文化，如青海东部柳湾马厂
类型墓葬遗址；龙山文化，如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遗址；良渚文化，如杭州良渚遗址；大汶口文化
，如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等都有相类的发现。
尽管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这类符号确以用作文字的依据，但这类符号有利于人们对汉字起源的探讨。
近来，考古学家又在河南舞阳贾湖地区发现距今8000年前贾湖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里龟甲上有简单的
刻画符号，有学者视其为“原始文字”。
仰韶文化的陶器刻符，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某种记号，其中包含了原始文字的因素。
大汶口文化陶器文字有写、有刻，笔画整齐规则，这种文字可以用2000年后的殷商铜器和甲骨文的文
字作对照。
从这些考古材料中，我们可以认识到：贾湖文化的刻符一仰韶文化陶器刻画一殷墟甲骨文是一脉相承
的。
结绳、刻契等实物记事到陶器等器物上拟物体形象的符号，都揭示了汉字创造的两大基本途径：象形
和指事，从而勾勒出汉字由先文字阶段、原始文字阶段到古文字阶段的发展脉络。
书法艺术正是伴随着文字的发展而形成的。
古文字学家在研究早期文字时，着力对其生成方式、文化意义等作出阐释。
就书法艺术而言，着力点在于研究早期文字中所包含的艺术美因素及相关意义。
二、甲骨文与金文殷商时期，是目前所见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甲骨文和金文是这一时期书法
的代表。
它们是考古资料可证实的数量较多又相当成熟的最早汉字。
除此之外，在陶、石、玉、骨、角等各类物品上也发现了文字。
1898年，甲骨文始发现于商代后期王都的遗址一一殷墟（今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这成为19世纪震
惊世界的文化事件。
大约在前14世纪，商王盘庚迁都于殷。
此后直到前1 1世纪商纣亡，这里一直是商朝国都。
甲骨文为商代后期遗留下来的卜甲卜骨上刻记当时统治者的占卜记录。
卜辞和记录占卜活动的文字是用刀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有极少数甲骨文是写了而未刻的），因而甲骨
文又称“龟甲文字”、“卜辞”、“殷墟书契”等。
商代人有时也在甲骨上刻记非卜辞内容，有时也在不是用来占卜的骨片上刻字，学术界通常也称它们
为甲骨文。
除殷墟外，在郑州二里岗也发现少量商代甲骨文。
经过多年发掘，甲骨数量已很多。
据胡厚宣先生统计，出土的甲骨文材料已累积到约15万片（只有少数为完整的卜甲和卜骨），单字总
数有4600多个。
1903年，刘鹗把自藏的部分甲骨编成《铁云藏龟》出版，成为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书。
甲骨文发现100多年来，罗振玉、王国维初步奠定了甲骨学的基础；郭沫若、董作宾、唐兰等学者的甲
骨学研究进一步深入。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成《甲骨文合集》，大大推动了甲骨学的发
展。
甲骨文作为我国最古老的文字，其构造已相当完备，其中最重要的是象形和指事，用约定俗成的符号
表现出实物的特征，还有用符号代表某种意义，少数是象形和音的结合，或以同音来表达另一意义。
甲骨文多用尖锐的刀具刻成，有先书后刻和以刀为笔直接刻写两种形式。
据董作宾先生《殷人之书与契》和《安阳侯家庄出土之甲骨文》两文所载，在甲骨文笔画刻漏处，可
以发现商人契刻甲骨文，是先书后刻。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说明甲骨文先表现笔意，后才表现刀味。
从书法角度来看，甲骨文已经具备了后世书法的用笔、章法、结字诸要素。
从用笔角度来看，殷商时期刻工运刀如用笔，表现出某些书法的用笔特征。
同时，在甲骨文中又发现了用墨或朱砂书写的文字，这表明这个时期已有类似毛笔的书写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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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朱、墨书迹的用笔，起止均显锋芒，有轻重粗细变化，两端尖、中间粗，可视为书法最初的用笔
形式，也反映书写工具的柔韧性和表现力。
章法上，甲骨文多为纵成行，横则有列与无列并存，疏密错落，变化丰富。
结字上，既有对称美，重心稳定，搭配匀当，又有一字多种结构的变化美，复杂的组合而呈现多样统
一性，方圆结合，开合有度，表现出原始的书法艺术形式美。
因刀不同于笔，刻时不易圆转，直线较多，所以甲骨文的形态以方折为主，表现为瘦劲、峻挺的刻画
特征。
甲骨文书法受时代、刻工、环境、内容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或雄浑、或
秀丽、或谨巧、或工整。
董作宾先生1933年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一文根据甲骨文的特点找出时代差别，把甲骨文的发展
分成五期，即盘庚、小辛、小乙、武丁时期；祖庚、祖甲时期；廪辛、康丁时期；武乙、文丁时期；
帝乙、帝辛时期。
这在甲骨文分期诸说中最有代表性。
在不同时期，甲骨文风格都显现出阶段性特征。
盘庚至武丁时期，约有百年，笔力粗犷遒劲，结体方整，行款错落有致，代表书家（即贞人）有韦、
永、宾；祖庚至祖甲时期，约有40年，书法谨严，结体整饬，代表书家有旅、大、行、即；廪辛至康
丁时期约有40年，款不整齐，书风草率，此期书者，都不署名；武乙至文丁时期，约有17年，书法劲
峭，行款率意，刀锋劲健，代表书家有狄，帝乙至帝辛时期，约89年，书法严整有度，锋芒显露，代
表书家有泳、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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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小书，是我在清华大学、北京语言大学讲授中国书法课程的讲稿纲要，承北京博学近思书院的美
意，整理成《中国书法史》一书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多年来，恩师黄悖教授给予指导尤多，铭感不已，本书的出版，正是他多年来辛勤培养的结果。
书中对中国书法发展的若干问题仅作了鸟瞰式的描述，不求面面俱到，或详或略，拈出一些重要的作
品、人物、书风和流派，勾勒出中国书法史的主要轮廓，总结书法艺术发展的多种因素及其发展的基
本脉络。
附录书目可以方便读者检索，进一步深入探讨。
和北京大学金开诚教授关于中国书法欣赏与审美的谈话，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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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美术一种要素，是在发挥个性；而发挥个性最真确的，莫如写字。
如果况能够表现个性，就是最高美术，那么各种美术，以写字为最高。
——梁启超书法在中国为艺术之一，以其为象形文字，而又有篆、隶、楷、草各体之不同，数千年来
，遂蔚为艺术史上一大观。
然在拼音文字种族中，求韜执笔为中国书，已极不易得，况云工乎!故非浸润于中国文字经若千时，实
无由言中国书法也。
——陈垣魏、晋以后，中国人的书法，成为中国人最标准的艺术。
书法的受人重视，超乎其他一切艺术之上。
其实中国书法也只是一种运用线条来表七意象和事象的艺术，就其内在的理论上，不仅与图画同一精
神，实可说与中国创造文字之匠心亦是同一精神的。
我们还可以说，中国文字和文学，亦走在同一路径上。
他们同样想用简单的代表出繁复，用空灵的象征出具体。
——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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