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湖南书法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湖南书法史>>

13位ISBN编号：9787535635228

10位ISBN编号：7535635229

出版时间：1970-1

出版时间：湖南美术出版社

页数：40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湖南书法史>>

前言

纵览湖南书法三千余年的绵绵轨迹，足以彪炳中国文化史而凸显地域特色的简帛文字、书法名家、金
石铭刻等，蔚为大观，最堪宝重。
20世纪30年代出土的楚帛书揭开了湖湘书法史的序幕。
由此下及西晋，湖南出土的简帛材料，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简帛王国”：长沙楚帛书、长沙楚简、慈
利楚简、常德楚简、里耶秦简、马王堆西汉帛书、沅陵汉简、长沙东牌楼汉简、走马楼三国吴简、郴
州苏仙桥晋简等，散落于三湘四水，时间、空间上跨度遥远，既深刻揭示了当时的政权变革及人们的
生存状态，也基本上勾勒出了上古时期湖湘书法的发展轨迹。
同时，简帛文字作为真实的书写墨迹，也为解决先秦以及秦汉书法史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提供了极
为宝贵的材料。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政治、军事上的经营颇见成效，国势持续强盛。
地域上与中原保持合适距离，以及文化上的自我丰实，促成了楚文化奇谲浪漫个性的最终形成。
战国时期，楚金文与中原宗周文字一系相较已大异其趣，楚简帛的风格走向，更与中原传统审美轨范
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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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纵览湖南书法三千余年的绵绵轨迹，足以彪炳中国文化史而凸显地域特色的简帛文字、书法名家
、金石铭刻等，蔚为大观，最堪宝重。
20世纪30年代出土的楚帛书揭开了湖湘书法史的序幕。
由此下及西晋，湖南出土的简帛材料，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简帛王国”：长沙楚帛书、长沙楚简、慈
利楚简、常德楚简、里耶秦简、马王堆西汉帛书、沅陵汉简、长沙东牌楼汉简、走马楼三国吴简、郴
州苏仙桥晋简等，散落于三湘四水，时间、空间上跨度遥远，既深刻揭示了当时的政权变革及人们的
生存状态，也基本上勾勒出了上古时期湖湘书法的发展轨迹。
同时，简帛文字作为真实的书写墨迹，也为解决先秦以及秦汉书法史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提供了极
为宝贵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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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汉字起源于何时，学术界尚无定论（最乐观的估计，是仰韶文化时期的原始陶符），但文字晚
于图画却不容置疑。
考察原始文字的书写究竟是用墨还是用漆，以原始绘画作参照，自然最为稳妥。
按：中国境内所发现的新、旧石器时代遗留下来的岩画、地画、彩陶为数众多。
考古学家们普遍认为，那些柔和婉弯、偶带岔道且具有粗细变化的绘画线条，非原始毛笔无以胜任（
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其笔绘痕迹尤多）。
至于绘画颜料和器具，曾经有不少实物出土。
1977年在陕西省宝鸡市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过紫、红两种颜料锭（据光谱分析，仰韶文化彩陶上的红
色为赭石，黑色为黑土，白色为瓷土）。
此外，陕西省的西安半坡、宝鸡、安康，河南陕县庙底沟等遗址中还出土过研磨颜料的石研盘和调色
陶碟等绘画器具。
其中，宝鸡北首岭遗址第162号墓出土的一件石研盘，一端有圆形的盛水池，一端有研磨颜料的凹窝。
而安康出土的石研盘的凹坑中还留有研磨朱色矿石的痕迹。
实际上，兰州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石研盘和调色碟，临潼姜寨第84号墓出土的石研盘、石磨棒、水
杯、黑色颜料块等，也都是绘画工具。
显然，在原始绘画中，天然矿物颜料及原始毛笔的使用确实已非常普遍。
由此，不难想见：远在绘画之后出现的文字，倘若舍矿物颜料及原始毛笔不用，反而以坚硬的竹梃去
蘸点稠腻的漆液书之简牍，岂不是“易雕宫于穴处，返玉辂于椎轮”吗？
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焉能如此荒唐？
《说文》：“墨，书墨也，从土从黑。
”看来，早期的“墨”本来就是一种黑色天然矿物颜料。
仅就其在原始绘画中广泛的使用情况而言，我们认为，后来的竹木简牍书写史上，根本没有可能再出
现所谓的“漆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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