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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艺术在世界艺林中别具一格，自成体系。
历史表明，琳琅满目的中国艺术珍品具有迷人的魅力和永恒的审美价值。
本书以艺术的演进轨迹为经，以艺术门类为纬，配以图画和音符，将艺术知识、艺术创作活动及艺术
作品欣赏梳理和编织在一起，拓展出一个繁花似锦、充满想像的艺术天地。
您想艺海拾贝，去体悟中国艺术的意境、韵律和风姿，以获得艺术情趣和美的享受吗？
现在，我们把开启艺术宫殿之门的钥匙交给您，请您循着中国艺术的历史长河，开始我们的文明之旅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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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争霸，烽烟四起，战乱频仍，造成了诸侯国之间言语异声、文字异形、
书体多样的局面，影响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为消除文字多样、语音不同造成的交际不便，发展经济文化，巩固其统治，决定
实行“书同文”政策，“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在秦文基础上统一全国文字。
秦始皇把这一工作交给了以李斯为首的大书法家们。
李斯（？
-前208），字通古，上蔡（今河南上蔡）人。
早年跟随荀子学习帝王之术，后到秦国做官。
由于上《谏逐客书》，被秦始皇重用，官至丞相，权倾一时。
秦始皇死后，李斯和赵高一起更改秦始皇遗诏，废太子扶苏，立胡亥为二世。
他后来遭赵高诬陷，腰斩于咸阳，当时年约70岁。
　　李斯不但有卓越的政治才华，而且书法造诣深厚，名闻天下，自赵高以下，都对其书法十分佩服
。
许慎在其《说文解字·序》中记载，李斯和当时善书的赵高、胡毋敬一起对古文字进行了整理考定。
李斯书写出标准字体《仓颉篇》，赵高写出《爰历篇》，胡毋敬写出《博学篇》，作为规范字体通行
全国。
这种字体取自史籀大篆，或对之改进，称为小篆。
其中，李斯的字体最为标准优美，所以世传小篆为李斯创制。
《蒙恬笔经》中记述了李斯对大篆改进的过程，《太平广记》中也有转述。
李斯认为，上古时的大篆由于历史久远，繁难复杂，人们大多不能通晓。
于是将大篆删繁就简，仔细推敲，改为便于书写的小篆。
当时刻在名山、碑碣、印玺、铜人上的文字，大多出于李斯手笔。
　　李斯也对自己的书法颇为自信，在书写秦望山纪功石时说：“吾死后五百三十年，当有一人替吾
迹焉。
”李斯的小篆，笔画圆劲，细如玉箸，又称“玉箸篆”。
与以前的文字相比，字形长方，结构简化，线条精练，运笔自如婉转而有法度，于朴拙中见飘逸舒展
，给人以简洁明快、匀称端庄、劲挺瘦硬之美感。
对于李斯的书法，后人赞美有加。
张怀王藿在（《书断》中赞美道：“画如铁石，字若飞动，作楷隶之祖，为不变之法。
”又说：“李君创法，神虑精微。
铁为肢体，虬为骖騑。
江海淼漫，山岳巍巍，长风万里，鸾凤于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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