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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宗旨在于通过对我国传统书法理论的剖析而展示各个时代的艺术思潮、审美趣尚和批评方式。
　  中国的书法是一种极为特殊的艺术。
它是具体的造型艺术，通过点画的组合而构成千变万化的图像，表现出人们对平衡与倚侧、协调与矛
盾、统一与变化、整齐与错落、疏散与紧密等种种形态美学的认识；它又是抽象的表意艺术，仅凭着
线条的流动而展现作者的情感心绪与品格修养。
它是实用的，每个文明社会的成员都依靠它交流思想、传递感情；它又是超实用的，历来论书者往往
强调书家淡泊无为的心态和超乎名利的品格。
 　 书法不同于其他艺术，如果以书法与绘画相比较，绘画直接取法于自然和生活，它通过图像来再
现真实，绘画的重要原则是逼真，在此基础上才能有抒情写意。
而书法的象形意义已不再是模仿和再现文字意义所代表的物象，而是指书法创作中表现了自然之物所
具有的美感，正如人们从飞鸟出林、惊蛇入草、惊沙孤蓬和夏云奇峰以及公主与担夫争路、公孙大娘
的舞蹈之中悟通了书法；相反，人们在书法作品中也看到了各种自然形态的美感，起自魏晋之间的书
势赞与后人大量以各种自然景观比喻书法的诗文作品就是最好的证明。
因而书法的魅力不在表现真实的物象，而在图像所造成的美感以及由此而体现的韵味意趣，故它比绘
画更具有含蓄深蕴之美，更直接地展现作者的心灵气质与审美趣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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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一章 汉代的书法理论汉代的书法理论，是中国书论史的源头。
虽然当时的书论尚处在筚路蓝缕的草创阶段，然而，其中已包蕴了中国书法理论的基本内容。
一些常为后人运用的美学范畴、批评方式和书论思想，均已在汉代的书法理论中出现。
正像长江大河的源头，虽是才可滥觞的涓涓细流，却孕蕴着无限的生命力与原动力，我们由此足可预
见它一泻千里、浩淼无际的未来。
汉代是书法大盛的时代。
据史传记载，不少帝王都擅长书法，汉高祖刘邦就曾与卢绾一同学书（见《汉书。
卢绾传》）。
汉代的开国勋臣萧何、张良等也皆工书，并曾有论书的著述。
羊欣《笔阵图》中说：“何深善笔理，尝与张子房、陈隐等论用笔之道。
何为前殿，覃思三月，以题其额，观者如流水。
”故后来陈思的《书苑菁华》中辑有萧何论书势的话，其言虽不足信，然也可见汉初已极重书法。
至东汉光武帝后，章帝、安帝、灵帝都雅好书法，尤其是灵帝设立鸿都门学，于是善书者云集都下，
争工笔札，彬彬乎极一时之盛。
这种书法创作的风气，直接为论书专著的出现提供了基础。
汉代是书法艺术渐趋自觉的时期，书法逐步摆脱了实用的意义，而走向纯美的艺术境界。
故早期的书论往往与学术文章和文字训诂的理论相混杂。
如扬雄的《法言》与许慎的《说文解字》本不是专论书法的著述，然其中所表现的论书思想屡屡为后
人所征引和推重，成为中国书论的开山。
而且，其各自所侧重的方向，正是贯穿于中国书论的两根支柱：尚意与尚象。
故他们的片言只语，其重要程度并不亚于后世的长篇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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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是一本廿年前的旧作。
当时的学术界正经历一个恢复传统，而又要求突破传统的过程。
十年动乱令对传统学问的研习中断；开放伊始，治旧学者又面对各种文化交流的冲击。
故当日对传统的历史（政治史）、文学史、哲学史的研讨外，对文化史、思想史、美学史、艺术史、
民俗史等领域的探讨也渐趋热烈，我的这本书法理论史正可以说是当日学术风气下的产物。
  就我个人而言，我专修的是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书法只是自幼的爱好。
就学科而言，当时的高等学府中并未开设专门的书法课程。
虽然教师中不乏书法名家，如我所就读的复旦大学中王遽常、郭绍虞、朱东润等先生都擅长书法，但
他们从未开设书法课，也很少作专题的研究。
所以当时想找一本比较现代意义上的书法史都很困难，遑论书法理论史了。
我当时写这个题目就是想补这方面的缺憾。
其实，我是用了研究文学批评史的方法来整理书法理论史的。
材料来源，除了一些关于书法的专论和专著外，也在大量的前人诗文集、笔记、题跋、杂著中去搜罗
剔抉，意在清理出一条我国书法理论发展的线索和揭橥各家理论的特点，从而将书法理论的长河汇入
到整个中国艺术和文化发展的洪流中去。
所以本书在考察某家个人的书论时往往注意其时代特征和源流变化的规迹，至于其理论本身的高下优
劣不多评骘褒贬。
我不知道是否达到了我当时的初衷，本书出版后也曾在海内外引起过一些反响，也许是因为第一次有
了这方面的专著，算是填补了一项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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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书法理论史》的宗旨在于通过对我国传统书法理论的剖析而展示各个时代的艺术思潮、审美趣
尚和批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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