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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果用一句话来对书法艺术进行概括，那么只能将其称之用毛笔书写汉字的艺术。
    在世界名国，比如在英语国家和阿拉伯国家，也有被称为书法家的人物或书法艺术的事物存在。
然而那些书法家的书法作品，不可能被书写成条幅或中堂在美术馆展出，他们的书法家也绝对不会具
有中国书法家所具有的艺术家地位，受到世世代代的顶礼膜拜。
    本书第一次从书法艺和书法理论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的角度，对中国书法五千年的发展历程，进行
了历史与逻辑的考察，引领大家进行一次书法审美的巡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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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萧元，男，1957年出生。
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
现供职于广州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图书馆馆长。
主要著作有《书法美学史》《初唐书论》《做一年——谢德庆行为艺术》《自言自语——萧元文学评
论选集》《湘军百家文库·萧元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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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辉煌奠基——先秦两汉的书法艺术及书法理论  绪论  第一章  书法艺术的自觉与崔瑶的《草书势
》  第二章  掩盖在反书法表象下的书法理论——赵壹的《非草书》  第三节  蔡邕以“力”为中心范畴
的书法理论  第四章  没有言语的语言——一种书法批评范型中篇  星汉灿烂——魏晋唐宋的书法艺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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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与虞世南的“尚意”  第四章  孙过庭的书法理论  第五章  张怀瓘的书法理论  第六章  颜真聊及其
“新书风”  第七章  颠张醉素和韩愈的“表现论”  第八章  欧阳修的“学习为乐”  第九章  苏东坡的
“天真烂漫是吾师”  第十章  黄山谷的书与禅与庄  第十一章  米芾的“卑唐”与“复古”  第十二章  
《江声帖》与艺术通感下篇  多元并进——元明清的书法艺术及书法理论  绪论  第一章  赵孟頫及其“
俗书”  第二章  《衍极》和《注》  第三章  陈绎曾、解缙对书法语言规则的推进  第四章  顶穆“致中
和”的书法理论  第五章  董其昌以淡为宗的书法理论  第六章  阮元的“南北书派论”  第七章  包世臣
的“气满悦”  第八章  刘熙载和中国古代书法理论的终结人名索引插图目录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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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　物 崔瑗关键词 京房易学故事来自 《后汉书》　　崔瑗是汉代的书法大家，其书不仅于当世
影响甚大，对后来也影响颇深。
他的书法师承杜度，书法史上并称“崔杜”。
被人誉为“草圣”的张芝，其草书就是师法崔瑗、杜度的，但张芝仍认为自己“上比崔杜不足”。
后人对崔瑗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都曾予以高度评价。
晋卫恒《四体书势》认为“崔氏甚得笔势”；南梁袁昂《古今书评》说“崔子玉书如危峰阻日，孤松
一枝，有绝望之意”；唐张怀j藿把崔瑗的章草列为神品，评为第一；唐李嗣真认为崔瑗小篆“点画皆
如铁石”。
从后人的评论来看，崔瑗的书法在风格上倾向于险劲一路，颇具任侠之风，与汉代建功立业、豪武英
发的气魄十分一致。
　　时代精神在书法史上的体现，是草书的成熟及其艺术地位的确立。
书法挣脱文字符号记录语言的功利桎梏与“实用美术”的樊笼，成为相对自由的“美的艺术”，是与
草书这种书体的出现紧密相联的。
因此对草书艺术价值的认识，便成为书法理论起始阶段“中心的一环”。
由此而展开的不同意见的论争，自此以后，历代相沿，几乎每一个重要的书法理论家都要论及这一问
题。
《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说：“汉兴而有草书。
”他所说的草书，精确地说指的是章草。
章草乃是由汉代的“标准字体”--汉隶发展而来，据说《急就章》的作者史游是其首创者，“章草”
一名亦由此而得。
崔瑗认为章草的产生是由于政事繁杂，要求书写的简便快速，这一见解与　“实用先于审美”的艺术
发展观点暗合。
崔瑗作为个书法艺术的实践者，不仅认识到书法的合符规律的发展，更为可贵的是他对这种发展变化
的肯定和非同一股的美学识见。
艺术品受“人工性”这一必要条件以及“授予艺术品地位”这一充分条件的封闭限制，根据这一观点
，崔瑗成了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把书法推荐为欣赏品的人，也就是第一个授予文字书写以艺术品地位
的人。
　　《后汉书》记载，崔瑗年十八游学京师，明天官历数、京房《易传》，诸儒宗之。
崔瑗还与马融、张衡特相友善，可以推知，他们之间思想上的相互影响不可避免，同时，他们也都不
可避免地受到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之源的深重影响。
《周易》中具有朴素唯物论倾向的阴阳五行学说，在东汉一度为谶纬神学所吞没，而《周易》的象征
思维模式，在汉代亦被滥用和强化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到京房易学，从《黄
帝内经》、《淮南子》到《史记》，无不言阴阳灾异，无不承袭着《周易》的象征思维模式。
　　崔瑗游学京师之时，京房易学仍然盛行，是当时讲阴阳灾异的主导模式，年方十八的崔瑗也因为
熟谙这种学说或技巧，致使“诸儒宗之”。
《汉书·京房传》日：“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侯，各有占验。
”可谓抓住了京房易学的要点。
与董仲舒相比，京房更进一步发挥了（（周易））思维模式的特点，京房不像董仲舒一样采历史比附
，而直接从《易））象的象征出发，以象类相比附，因而京房的灾异模式比董仲舒的灾异模式灵活度
、自由度更高，几乎到了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一切自然历史现象进行比附的程度。
可以说，这种以歪曲的形态无限夸大主观能动性的做法，已经不具有多大的学术价值，但却具有了依
据一定规则所进行的“游戏”的意义。
京房易学的“思维倾向”，无疑对青年崔瑗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这种影响即使在远离谶纬和阴阳
灾异的崔瑗的书法美学思想中也体现了出来。
　　经过了卫恒转述而流传至今的崔瑗的《草书势》，同样具有经验、直观、类比的思维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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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书势》中若干重要的书法美学命题，都是经验直观的把握，并通过类比的文学修辞手法提出来的
，没有论证的过程。
《草书势》具有艺术想象驰骋的广阔空间，而缺乏严密的逻辑分析和推理，其文字的精炼和富于音乐
性的韵律美，使整篇文章在编码形式上更倾向于诗学编码而不是逻辑编码。
这些特征，不仅仅为《草书势》所具有，同时也是整个中国古典美学乃至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基本特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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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对中国书法艺术历史的一次小型规模的全面检阅，集中体现了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历史成
就，介绍中国书法从萌芽到成形、发展、繁荣的洋洋洒洒五千年历史，集中展示伟大中华民族的艺术
瑰宝。
可以供艺术收藏家、评论家、学者，以及各界艺术爱好者和学生参考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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