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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史上，汉语、汉字、汉文是成熟最早的语言文字体系之一。
她们的成熟说明了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而汉字的成熟在“语文”体系中又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汉字”完备地展示了人类在认识问题上的所有能力，使耳朵和眼睛互相弥补、互相参证，可以综合
起来形成完整全面、准确无误地认识对象、表述对象的条件，有“影”有“响”地表述出要表达的内
容，让人们假助“耳”、“眼”去传流。
应该说，汉字是中华儿女智慧的结晶。
关于汉字的呈现方式，先民们早就意识到必须“善假于物”。
“书”是说：手拿着可以呈现字形的工具做出使“字”呈现出来的活动；“写”是说：把需要呈现的
形体摆出来的活动。
我们现在可以说，人们最初使“字”呈现出来的方法是“书”，或者说“写”，合起来就并成了一个
词“书写”。
“书”有书的方法，有步骤，有方式，有规格，有章法⋯⋯有各种讲究。
一个字如此，两个字也如此，一行字、一篇字都如此，这就是说“书”有多种多样的情况，有多种多
样的法度要求，我们“概而论之”，归结到“书法”这个词上，大家在“约定俗成”中逐渐取得了共
识。
总之，“书法”就是关于汉字书写的一套说法或学问。
但是，我们不能把一幅一幅的作品叫做“书法”，倒是可以把一幅好的作品叫做“法书”，即可以奉
之为楷模的书作。
历史给我们留下来一些关于书写理论的文献，都属于“书法”涵盖下的宝贵遗产，我们完全相信：现
在及将来，一定有许多关于“书写”的理论，这些方面的“学问”一定会越来越丰富。
我们非常庆幸，先民们还给我们保留下来了一大批手写的书迹。
有的留在了龟甲兽骨上，有的留在青铜器上，有的留在了山石摩崖上，有的留在了竹简木牍上，有的
留在了缣帛上，直至大量使用纸张。
由于历史情况不同，各时期的物质条件不同，所以书写的情况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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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代书迹集粹：隶书》收录了从战国时期开始到清代的先民们留下的珍贵的隶书作品，以让后
人领略书法那怡人的气息、飞扬的神采和令人不期而自来的温馨。
隶书也叫&ldquo;隶字&rdquo;、&ldquo;古书&rdquo;。
是在篆书基础上，为适应书写便捷的需要产生的字体。
就小篆加以简化，又把小篆匀圆的线条变成平直方正的笔画，便于书写。
分&ldquo;秦隶&rdquo;（也叫&ldquo;古隶&rdquo;）和&ldquo;汉隶&rdquo;（也叫&ldquo;今隶&rdquo;
），隶书的出现，是古代文字与书法的一大变革。
隶书是汉字中常见的一种庄重的字体，书写效果略微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讲究&ldquo;蚕头燕
尾&rdquo;、&ldquo;一波三折&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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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战国、秦、汉隶书第二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隶书第三章 隋、唐隶书第四章 宋、元、明隶书
第五章 清代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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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战国、秦、汉隶书隶书经过了萌生、蜕变、成熟、鼎盛、衰落的发展过程。
然而，作为一种书法艺术形态的隶书虽然命运多舛，却依然顽强地生存下来，成为书法艺术中的重要
表现形式。
通过对文字实物资料的考察，隶书萌生于战国。
隶书的产生是汉字发展规律的必然反映。
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文化背景。
隶书产生于社会剧烈变动的战国时代，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变革的产物。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
农业进步、手工业发达、商业兴盛。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引发了社会制度的变革，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
文字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工具，文化的发展对文字的变革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文化迅速发展的时期。
文化传播的规模日益扩大，地域更加广泛。
社会激烈动荡为文化的交汇融合以及重新组合提供了契机。
也为代表各个阶级、阶层、集团的思想家们提供了发表各自主张的讲坛。
在春秋文化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战国时期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逐步建立起封建文化的主
体。
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宗族礼法受到猛烈冲击，导致了礼法疏松乃至瓦解。
上层贵族兴起养士蓄士之风，使士的队伍迅速扩大，地位日益提高，成为社会中最活跃的阶层。
他们掌握着专门的知识，“不耕而食，不富而贵”。
在社会大动荡、大改组的年代，为士阶层展示才华、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舞台。
士的崛起使文化传播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士人参与各种社会事务，著书立说，办学兴教，学术思想异常活跃，使中国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
，同时也造就了一批杰出的思想家。
春秋战国也是教育迅速发展的时期。
文化的下移改变了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
官学衰落，私学兴盛，造成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为社会各阶层更多的人提供了受教育
的机会。
文化迅速向民间扩散，受教育的人数骤然增多。
教育的发展，文化的下移，文字的使用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改变了文字使用由少数贵族垄断的局面
，文字从宗法制度的羁绊中解放出来。
社会动荡使国家事务日益繁多，社会节奏明显加快，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日益频繁，文化向更广阔
的领域和更广泛的人群扩散传播，参与使用文字的人数迅速膨胀起来。
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政事、军事、文事、农事、工事、商事、民事等层出不穷。
信息交流更加频繁。
文化下移及教育的发展使更多的人掌握了文字，社会交往领域的扩大使得文字使用的范围随之扩大，
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文字使用的频率随之加快。
面对这些文字使用的状况，西周那种端严整肃、繁复难成的篆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文字使用中求易、求速、求简的要求日益强烈。
使用文字人群的增多，也为文字使用放任自流和唯便是从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文字的使用势必要冲破原有正体的束缚，朝着简约流便的方向发展，文字的变革已是大势所趋。
于是，草率急就的俗体字迅速蔓延开来，不断地浸润和改造着正体。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大量俗体字正是酝酿新字体——隶书产生的土壤。
春秋时期的“盟书”书写草率随意，被视为当时的俗体，表明战国文字大分化在春秋时期已经逐步开
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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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各国不统于王，加之俗体字的大量出现，导致了“文字异形”。
在战国的文字发展变化中，秦系文字成为汉字演变的主体，决定着汉字的发展方向，隶书主要是在秦
系俗体文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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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代书迹集萃·隶书》是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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