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梁启超与中国书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梁启超与中国书法>>

13位ISBN编号：9787540120634

10位ISBN编号：7540120630

出版时间：2010-9

出版时间：河南美术出版社

作者：金玉甫

页数：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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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与中国书法>>

前言

　　金玉甫的《梁启超与中国书法》即将出版，我非常高兴。
这是根据他的博士论文补充整理而成的。
玉甫对近现代史上的梁启超的著述和书迹作一番深入细致的考察梳理，把梁启超在书法方面的成就给
予系统展示和较深入论述。
在中国书法史的研究中，似乎还未见人这样做过。
在对梁启超的研究中，也未见过有人对其书法作这样全面的考察。
这为中国书法史、中国近代文化史、艺术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同时，这项研究也是梁启超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卓越的政治家和学识广博的学者，他在哲学、史学、文学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
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书法似乎是梁先生不太经意的一个方面，他未当“事业”来做，但他高人大智，
单就其“书法”成就来看，也高过许多时人。
这些金玉甫在研究中给予充分重视，作了较细致的论述。
　　梁启超先生首先是一位政治家。
康、梁所领导的维新变法虽然失败，但在近代积贫积弱的中国所引发的震荡，在沉闷的华夏国土上唤
起了国人奋发图强的意识，显示了“先进的中国人”的先知先觉和大智大勇。
他那救国救民的政治热忱和勇猛精进的人格力量令人敬佩。
单就这一方面说，梁启超就不愧为民族的精英，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熠熠闪光。
退出政治风潮以后，梁任公又潜心学术，他既具有在经史子集诸方面扎实的国学功底，又具有宏阔高
远的理论视野。
“睁开眼睛看世界”，会通古今论学术。
在史学、文学、哲学等方面都是高屋建瓴，著作等身，开一代学风，沾溉后人。
梁任公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学者，其学术成就是他为中华民族作出的第二方面的贡献。
梁启超还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是清华大学研究院的著名国学导师，一些学养深厚的学者曾就学其
门下。
而在书法方面，他那宽博厚重、碑帖兼容的字迹，他在通览中国文化史中对中国书法所作的要言不烦
的论说以及在碑帖题跋中所阐发的见解，都给人许多启发。
所以梁启超也是一位风格鲜明的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绝非那些斤斤于点画，仅以书法张扬招摇的“
书家”所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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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梁启超一生留下了大量的书迹，有数百幅碑帖题跋、书跋、画跋和难以胜计的未刊书信，还有用
各种字体创作出的不同形式的书法作品。
这些在不同目的、不同环境中写出的书迹，多是法度严谨、端庄刚健之作，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又具有较强的审美价值。
而将梁其超这些不同情景中的言论、作品梳理成一个像样的有关其书法方面的提纲，这项工作看似简
单，做起来却也颇费精力。
　　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次极具挑战性的思想之旅。
梁启超的文章充满激情，文字明晰，具有明确的问题指向，但他并不注重静态的理论建构，也不注重
单篇论著中思想的系统性与理论的严密性。
梁启超对于书法的问题有其独到的看法和思考角度，但其思想本身却充满了矛盾复杂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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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梁启超在书法史研究中所关注的问题集中反映在他对南北书风差异之评论上。
南北书风差异的理论可追溯到明末清初，冯班《钝吟书要》中说：“画有南北，书亦有南北。
”⋯钱泳《书学》中也指出：“画家有南北宗，人皆知之；书家亦有南北宗，人不知也。
清代阮元对此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他的两部宏篇《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以大量资料
为论据提出了南北地域性风格论，旁征博引，富有创建。
然梁启超业师康有为对此提出异议，他在《广艺舟双楫》中说：“阮文达（《南北书派》，专以帖法
属南，以南派有婉丽高浑之笔，寡雄奇方朴之遗，其意以王虞渡江而南，卢谌越河而北，自兹之后，
画若鸿沟。
故考论欧、虞，辨原南北，其论至详。
以余考之，北碑中若《郑文公》之神韵，《灵庙碑阴》、《晖福寺》之高简，《石门铭》之疏逸，《
刁遵》、《高湛》、《法生》、《刘懿》、《敬显俊》、《龙藏寺》之虚和婉丽，何尝与南北有异？
⋯⋯故书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阮文达之为是论，盖见南碑犹少，未能竟其源流，故妄以碑帖为界
，强分南北也。
”口-就这个问题梁启超在其《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有一段更中肯的论述：“书派之分，南北尤显：北
以碑著，南以帖名；南帖为圆笔之宗，北碑为方笔之祖。
遒健雄浑，峻峭方整，北派之所长也，《龙门二十品》、《爨龙颜碑》、《吊比干文》等为其代表；
秀逸摇曳，含蓄潇洒，南派之所长也，《兰亭》、《洛神》、《淳化阁帖》等为其代表。
盖虽雕虫小技，而与其社会之人物风气，皆一一相肖，有如此者，不亦奇哉！
⋯⋯大抵自唐以前，南北之界最甚；唐后则渐微。
盖‘文学地理’常随‘政治地理’为转移。
自纵流之运河既通，两流域之形势，日相接近，天下益日趋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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