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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代笔记、日记中的书法史料整理与研究(套装共2册)》分为上编和下编，上编为清代笔记、日记中
的书法史料价值，从书家传记、书法论评和碑帖鉴赏三个方面来讨论所辑录整理的资料；下编清代笔
记、日记中的书法史料汇编，通过查阅千余种清代笔记与日记，从中检得有一百八十种，各种前都冠
以提要一篇，介绍著者生平，书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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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小庄，1973年生，浙江金华人。
美术学博士，导师为陈传席教授。
《艺术文献》杂志主编。
从事书，画、印创作实践及中国美术史论研究，现任教于天津美术学院史论系。
主要论文有《〈淳化阁帖〉研究》、《魏晋南北朝楷书发展情况考察》等，现正编撰《中国书法全集
·张裕钊杨岘徐三庚杨守敬》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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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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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北宋书家中，袁氏较为推重黄庭坚： 观《三希堂》宋、元、明人真草帖，内山谷《松风
阁》诗云： “斧斤所赦今参天。
风鸣娲皇五十弦。
我来名此亦偶然。
”写作俱妙，绝不可思议。
 （乙亥十二月） 僚友家观山谷道人真书《车渠椀赋》，字大径寸，署绍圣四年书。
时编管黔谪籍已三年矣，而字体乃复雄奇秀逸，有神游八表之概。
此老胸襟，故自不凡也。
 （庚辰十一月） 饭毕，步至西堂。
观壁上所悬山谷道人擘窠行书，写唐人《幽兰赋》，字势雄伟不常，一洗姿媚偏软之习，然游于规矩
之内。
入后幅，觉过于烂漫，渐入凋疏矣。
尾署曰：“吏部员外郎臣黄庭坚奉敕敬书于绩熙殿中。
”知为文节晚年作也⋯⋯忧患流徙之馀，观其笔力生气蔚然。
古人养气浩然，不以世故推移，故自不可及也。
 （癸未十二月） 在日记中，他对黄庭坚的评价不低（袁氏于诗亦推黄），由此看来，袁氏又并非完
全排斥北宋书法（只是认为相对逊色于晋唐）。
又如蔡卞《曹娥碑》，他也称赞有加： 观蔡卞重书《曹娥碑》，深得密丽之旨，抽掣翻绞，具有成法
，米襄阳所谓得笔者是也。
（戊寅十一月）对于唐、宋书法之异同，袁昶认识得很清楚： 唐楷以规矩胜，乐石之文少作行书者（
李北海诸碑，唐人鲜称之，至东坡始表章）。
宋人无楷隶，所作多行书，波磔渐以姿态胜矣。
 （乙酉二月） 袁氏所拈出的“规矩”与“姿态”，实即楷书之“法”与行书之“意”。
唐尚“法”，宋尚“意”，这是两个时代各自不同的书法创作与审美特征，从整个书史发展的过程来
看，自不能简单地以优劣判之。
 四论书法创作技法 上文己述，袁昶的碑学思想曾受包氏之影响，此种影响，还进一步涉及到了书法
创作技法理论方面。
日记中云： 山谷言：“‘按欲入木，弹欲断弦’，此得笔者也。
”细味之，仍不外雄强、茂密两谊，然要诀在“五指齐力”。
（庚辰十月） “雄强”、“茂密”，为包氏论书所常用，“五指齐力”更是包氏所主张的写字方法。
袁氏论书主“中锋”、“藏锋”，接受包氏的“始艮终乾”之说： 南唐徐鼎臣善大小二篆，映日视之
，画之中心有一缕浓墨，至于屈折处亦当中， 有偏折处，乃笔锋峻劲直下不倒侧，故锋在画中，此正
笔诀家所谓“藏锋”。
所谓“印泥”、“画沙”、“屋漏痕”，与此要指波澜莫二。
俗工以敛缩为藏锋，大误也。
 （安吴“始艮终乾”之诀亦同。
）（癸未二月） 沈括《梦溪笔谈》中所载关于徐铉作篆之笔法，袁氏认为即“藏锋”，即“印印泥”
、“锥画沙”与“屋漏痕”，亦接近包氏之“始艮终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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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代笔记、日记中的书法史料整理与研究(套装共2册)》是关于研究的专著，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
的人员参考阅读。
全书分为“清代笔记、日记中的书法史料价值”；“清代笔记、日记书法史料汇编”两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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