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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一书，自东汉末至南北朝末历时三百余年，作者刘涛先生，并未一味
地罗列书体资料而纠缠于当时书体、书风的变化演进上，而是溯本穷源，从历史文化大背景来阐释当
时书风之盛、书体之变的，即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全面考辨论述的。
因而揭示出南北朝时期书法一道，不仅是魏晋风流的余绪，更是儒林士风的又一端。
正如包世臣所言：“南北朝尤重此艺。
工文者史入文苑，工书托体小学，乃入儒林”。
这不仅是那个时代的追求，更是那个时代的标榜。
从该书各章节的论述中，都可对当时这种世风时尚有所领略，进而明了书体之变尽在不言之中。
仅从该书《南朝帝王重视书法》、《南朝寒门书家与士族书家》两节所述“‘侍书’的设立”、“帝
王与高门书家争胜”、“寒门书家的崛起”、“书家的士庶之别”等内容，就可窥见当时书风之盛，
已非士人雅好之举。
那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风行，是一种文化追求，虽多少有点附庸风雅或追求功利之敝，但韵致高远。
这比起自下而上的趋俗、媚势、逐流，则显得高贵不少，也更具文化意义。
这本书正是着眼于这种时代文化风貌而撰述的，因对审美价值的全面述求而有了一种全新的审美经验
，由处处闪现着的思想火花而见作者异乎寻常的深思熟虑，因此避免了将所引用的大量新旧书法资料
进行放慢板地、简单地罗列、展示、说明。
可以说，这是一部真正文化意义上的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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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涛  笔名阿涛、丛林、晴川等。
1953年3月生于湖北武汉市，汉族。
自幼习字，得祖父启蒙督课，学欧虞颜柳诸家法。
后学赵孟頫、王羲之行书，尤好北朝刻经擘窠隶书。
1982年初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
现为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
发表书法史学论文二十余篇，著有《书法谈丛》《中国书法全集·王羲之王献之卷》《汉字的艺术》
（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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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魏国书法　　三国时期，魏国据有的中原腹地是东汉以来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
魏国都城洛阳，自东汉定都于斯，二百年来一直是政治文化的中心。
　　汉末战乱，北方一度遭到极大的破坏，曹操统一北方之后，北方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生产逐渐恢复
。
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曹操为了战胜像袁绍这样强的有着士族背景的政治对手，不得不广开门路，从
较低的社会阶层中网罗人才，供其驱用。
同时又争取名士，尤其是汝南、颍川、荆州等地的名士，被曹操罗麾下，成为曹氏政治集团的中坚力
量，为其运筹帷幄，出宰地方。
　　曹丕称帝建国时，魏国人才荟萃，洛阳、邺都日趋繁华。
三国时期文化科技方面的成就，也集萃于国。
如三曹七子在诗歌方面的建树，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医圣”张仲景辨证施治的医学理论和
“神医”华佗首创以麻沸散施用外科手术，数学家刘徽在圆周率计算上的重大贡献，“木圣”马钧在
机械上的发明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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