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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而延续至今的表意文字系统。
可以说，在包括甲骨文在内的每一层汉字的共时平面上，都已经积淀了非常深厚的汉字本体历史，以
及作为汉字存在背景的社会文化历史。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了解汉字的现在，必须有历史做参照，才可能准确。
时至20—21世纪，汉字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问题，并且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
但是，汉字历史的脉络仍然没有梳理得十分清楚，致使一些重要问题，特别是汉字发展到今文字阶段
的问题，因为没有得到历史的印证而难以得出明确的结论。
比如，发展到隶楷阶段的汉字还是不是表意文字？
它的发展趋势是不是纯粹的简化？
历代字书贮存汉字的数量不断增多是不是汉字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是汉语的需要？
在社会使用层面上的汉字是否具有系统性？
汉字的规范是不是必要？
怎样规范才是符合科学的？
是否需要保护汉字的构形理据？
如何保护汉字的理据才能既符合汉字的发展要求而又不复古？
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没有对汉字历史的深入研究都是难以回答得具体、准确而周全的。
　　研究汉字的历史，必须从汉字发展的事实入手，真正的历史首先是符合事实的历史，一切先有了
概念，规定了某种观点再去傅会的办法，不可能总结出真正的历史。
全面的历史来源于对事实的系统考察，一切只凭个别例子支撑而不作全面考察的办法，在总结历史时
，不可能消除片面性。
考察汉字的历史首先要考察汉字本体的状况，词汇史代替不了汉字史，文化史代替不了汉字史，字典
史（字典收录汉字的历史）也代替不了汉字史。
汉字史不是与上述这些领域的历史没有关系，但不能由它们来代替，汉字史必须是汉字本体发展的历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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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0.2.1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没有系统就没有语言符号，系统论是汉字构形学的基础理论。
王宁在《系统论与汉字构形学的创建》一文中阐释说①：“汉字作为一种信息载体，一种被社会创建
又被社会共同使用的符号，在构形上必然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的。
共时历史平面上的汉字总体，应当有自己的构形元素，这些元素应当有自己的组合层次与组合模式，
因而，汉字的个体字符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散乱的，而是互相关联的、内部呈有序性的符号系统。
”行书作为依附于正体文字的变异字体，它没有独立的文字结构，其变异以正体文字的结构为参照，
也不是无序的，而是有规律的整体变异，因而也是成系统的，这个系统也可以通过描写的方式呈现出
来。
　　启功《古代字体论稿》一书在考察了汉字史上的诸多现象以后，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字体理论，
王宁在《汉字字体研究的新突破——重读启功（古代字体论稿）》②一文中做了进一步的总结。
她认为启功的字体理论包括以下四个重要观点，即：字体的渐变性、字体风格的多样性、字体名实之
间的不对应性、字体风格描写的可操作性。
这四个方面中，第一方面是讲汉字字体演变的总规律，可以称作“字体历史学”；第二、三方面是讲
汉字字体分类和命名中的诸多现象，可以发展出一门“字体分类学”；第四方面是讲汉字字体描述的
方法，可以构建一套汉字字体描述的术语系，称为“字体描述学”。
　　系统论、字体论是本书遵循的基本理论，这既是对行书的发生、发展和字体风格描写的理论依据
和指导，也是对汉字研究的理论、方法深入探讨的出发点。
　　0.2.2 字体风格追求艺术性、多样性，虽然个人风格不能穷尽，但总体风格却可以描写，描写的方
法就是宏观的特征提取法，即将构成字体风格的主要特征提取出来，进行分解，总结出风格属性，以
此来描写各种字体的风格。
通过特征提取法可以观察字体结构的变化和风格差异，运用结字、笔态、笔意、笔势、行气等属性来
描写行书字体风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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