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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书法理论史作为书法史学的一个分支，它的深化研究和史学范式架构离不开书法史学研究的深化
与整体推进。
同时，也离不开现代人文学科的科际整合新视野及方法论的有效介入与推动。
对中国书法理论体系认识论的不同，便会导致方法论的不同。
在迄今为止的中国书法理论史研究领域，既有传统史学的架构模式，也有西方阐释学与结构主义的架
构模式。
从书法理论史研究本身而言，两者各有优长，不可偏废。
尤为重要的是，由于理论史相较于书法史，与思想史、观念史结合得更为紧密，因而更凸显出人文学
科的思想性特征。
这就决定了单纯以文献学、考据学的立场与方法，不能做到真正有效地揭橥与阐释中国书法理论精神
体系，而是须将理论史研究纳入宏观的现代人文学科的有机境遇，从科际整合的立场将其与思想史文
化史打通，才能臻至书法理论史史学研究的理想境界，而这无疑是一个伴随着现代人文学科的发展不
断深化发展的过程。
本书对中国书法理论史作了深入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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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文化原型易象模式　　一、易象与书法的文化语境　　书法理论的原初形态是泛化的，
这不仅表现在观念的多维性方面，也表现在书法的审美性与文字工具性矛盾所导致的理论阐释的融合
性方面。
也就是说在最初的书法理论中对文字理论的阐释也构成一个相关的课题。
文字（书法）直接构成文化的存在语境，因此，书法本身即成为文化的存在形态并全面体现出文化的
整体性原则——书法艺术产生于中国的语言和思想，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又反过来塑造了中国的
语言和思想。
“汉语是围绕着‘名’这个实体发展起来的语言，具有绝对价值的‘名’帮助人在现象世界中行动，
依赖了名，人给予生活以秩序，‘名’因此获得巫术的宗教的、精神的实践的动能。
因为无论是为植物分类，还是驯养动物，无论是创造物品，还是治国理民，无论是祈祷上苍，还是祛
除妖魔，都少不了要定名——‘名’的力量和它的丰富的蕴藉都转移到代表‘名’的汉字中，汉字就
是‘名’的具体化、物质化，使‘名’在时空中获得形体，得以存在。
”（熊秉明语）由此，书法在中国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一门艺术，其文化本源的决定因素要远远大于
书法本身的形式规定，也即是说书法艺术化实现的途径是文化参与的结果而不是书法形式的自我给定
。
汉字“名”的性质以及对这种“名”的阐释和追认便构成书法理论与文字理论的交织融合。
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汉字的文化语境才奠定了书法理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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