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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书法风格美学”是新的学术领域。
为了深入开掘和探究其中无尽藏的美，现在的书稿，除了论述书质美、书缘美而外，将重点放在书品
美——“新二十四书品”部分，其篇幅亦相应占全书一半以上。
该部分在宏观容纳的原则下，还特别注意逻辑体系的建构，范畴理论的升华，碑帖图例的增换以及分
析解读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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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引一系列不同的阐发，或从社会学出发，或从象形造型的理论出发，或从创作主体论出发，或
从现代美学特别是形式美学出发⋯⋯如将这些结论有机地整合起来，就开始走向多学科聚焦，接近于
“多质观、多视角观”的多元阐释了。
　　除了掌握多质观这一方法论外，还应认识到：中国书法是上下数干年历史地发展而来的，因此，
就应把它理解为一个漫长的、在发展中不断流变的过程。
如果从上文所述事物现象的“全部发展上各方面的联系”这一角度来看，更可见中国书法不是固定的
、一成不变的实体；相反，它的审美内涵、艺术质素等总伴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字的演化、美学的发
展、书史的流程而逐渐地、缓慢地孳乳浸多，或嬗变，或拓展，或累积，或生新⋯⋯可以下这样的定
义：中国书法，不但是一门多质性的艺术，而且是一门动变的艺术，一门走向过程的艺术。
因此，研究书法的多质性，不但应摈弃孤立、片面的观点，而且应摈弃静止、凝固的观点，应该动态
地研究书法历史流程的上游、中游和下游及其过渡、变化，既不能只看到上游的古文、篆书阶段，又
不能只看到中、下游的今文、非篆书阶段，更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进行相互否定，而应把握其“全部
发展上各方面的联系”，观其流动，见其会通，进行动态的整体考察。
　　多质观、动态考察，这是本书最主要的方法论。
此外，本书的方法论还有相互间有机联系的系统论方法、实证的文献方法等。
　　文献方法，对于研究历史悠久的中国书法既很合适，又很重要。
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化史上所积累的书法文献资料，可谓浩如烟海。
中国书法美学以及中国书法史、中国书法理论、中国书法批评和中国书法理论批评史等学科，对于这
一丰富而宝贵的文献资源应该深入开掘，充分利用。
或者也可以这样说，中国书法美学应该建立在两大基石之上，这两大基石，一是无比丰富的书法艺术
遗产，二是无比丰富的文献典籍遗产。
要建构中国书法美学体系，决不应将古代珍贵的书法文献典籍拒之门外，或束之高阁，甚至认为它古
老陈旧而弃若敝屣，不屑一提；相反应给以尊重、梳理、评判和总结，将其作为研究的必要前提。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每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便
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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