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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娱乐是农业生产活动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许多文化娱乐活动，都是在农业生产中，或者在农业生产活动之后产生和举行的。
今天，我们许多优秀的民族文化和娱乐活动，都与农村和农业生产有关，比如人们伐木时喊的号子，
捕鱼时唱的渔歌，庆祝丰收之后的舞蹈和聚会，等等。
 经济在发展，时代在进步。
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广大农村地区和农民朋友的物质生活需求逐渐得到满足，人们开始转向了对
文化生活的追求。
 除了劳动生产外，文化和娱乐活动是农民朋友不可或缺的重要文明享受和追求。
 为了丰富农村文化生活，提高农民的文化艺术修养和文化素质，为建设新农村的精神文明提供支持，
我们精心编写这套丛书。
丛书重点介绍当今广大农村地区极具影响的文化休闲、民间艺术、民间文化、民间娱乐等内容，对喜
爱文化娱乐活动的农民朋友，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对丰富农村文化娱乐生活有一定的帮助。
 我国农村地区风土人情各不相同，文化娱乐活动和项目又纷繁多彩。
本丛书在编写过程中，由于水平所限，在内容选取和安排上或许有不当之处，还请读者朋友谅解。
在此，对热心帮助和无私支持我们的专家学者及领导表示感谢。
 最后，祝愿广大农村地区繁荣富裕，祝愿广大农民朋友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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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丰富农村文化生活，提高农民的文化艺术修养和文化素质，为建设新农村的精神文明提供支
持，《书法、对联文化艺术常识》重点介绍当今广大农村地区极具影响的文化休闲、民间艺术、民间
文化、民间娱乐等内容，《书法、对联文化艺术常识》对喜爱文化娱乐活动的农民朋友，有一定的参
考和借鉴意义，对丰富农村文化娱乐生活有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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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书法概述 第一节 书法的简介 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传统艺术。
中国汉字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开始以图画记事，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成了当今的文字。
又因祖先发明了用毛笔书写，便产生了书法，古往今来，均以毛笔书写汉字为主，至于其他书写形式
，如硬笔、指书等，其书写规律与毛笔书写规律相比，并非迥然不同，而是基本相通。
基于索本求源（指甲骨文之后），这里重点介绍毛笔书写汉字的规律。
只要我们对书法有了“狭义”的理解，那么对领会“广义的书法 ”也会大有裨益。
 从狭义讲，书法是指用毛笔书写汉字的方法和规律，包括执笔、运笔、点画、结构、布局（分布、行
次、章法）等内容。
例如，执笔指实掌虚，五指齐力；运笔中锋铺毫；点画意到笔随，润峭相同；结构以字立形，相安呼
应；分布错综复杂，疏密得宜，虚实相生，全章贯气；款识字古款今，字大款小，宁高勿低等。
 从广义讲，书法是指语言符号的书写法则。
换言之，书法是指按照文字特点及其含义，以其书体笔法、结构和章法写字，使之成为富有美感的艺
术作品。
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书法已不仅仅限于使用毛笔和书写汉字，其内涵已经大大增加。
例如，从使用工具上讲，仅笔这一项就五花八门，毛笔、硬笔、电脑仪器、喷枪烙具等种类繁多。
颜料也不单是使用黑墨块，墨汁、黏合剂、化学剂、喷漆釉彩等五彩缤纷，无奇不有。
过去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其含义也大有扩展，品种之多，不胜枚举；从执笔方式上看，
有的用手执笔，有的用脚执笔，就是用其他器官执笔的也不乏其人，甚至有的人写字根本就不用笔，
如“指书”“挤漏书”等；从书写文种上说，并非汉字一种，有的少数民族文字也登上了书法艺坛，
蒙文就是一例；从书体和章法上看，除了正宗的传统书派以外，在我国又出现了曲直（线）相同、动
静结合的“意向”派，即所谓现代书法。
它是在传统书法基础上，加以创新，突出变字，融诗书画为一体，力求形式和内容统一，使作品成为
“意美、音美、形美”的三美佳作。
在日本不少书法家摒弃文字的语言性，树立文字的“形象性”，出现了“墨象”派，以用笔的轻重和
徐疾、笔锋的开合及落笔位置的变化等，写出各种形象的文字。
这一书法派，虽突出“意象”，其字赏之也新颖，但汉字并非都是“形象”字，因此步履艰难，发展
受到限制。
所有这些（当然不仅是这些），可以看出书法和其他事物一样，也是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着。
这一点必须引起书法界人士的高度重视。
 第二节 书法的起源 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
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而且在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独放异彩。
汉字在漫长的演变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方面起着思想交流、文化继承等重要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
它本身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造型艺术。
近代经过考证，关于中国文字起源，一般认为在距今约5 000 ～6 000年中国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时期
”，已经创造了文字。
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先在河南绳汕仰韶村发现而得名。
近40余年，又陆续有许多发现。
 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字，概括起来有三大类型，即表形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
汉字则是典型的在表形文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表意文字。
象形的造字方法即是把实物画出来。
不过画图更趋于简单化、抽象化，成为突出实物特点的一种符号，代表一定的意义，有一定的读音⋯
⋯我们的汉字，从图画、符号到创造、定型，由古文大篆到小篆，由篆而隶、楷、行、草，各种形体
逐渐形成。
在书写应用汉字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世界各民族文字中独一的、可以独立门类的书法艺术。
 第三节 各种书法体简介 一、甲骨文 甲骨文是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也是现存中国最古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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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刻在甲骨上，先用于卜辞（殷代人用龟甲、兽骨占卜。
占卜后把占卜时期、占卜者的名字、所占卜的事情用刀刻在卜兆的旁边，有的还把过若干日后的吉凶
应验也刻上去。
学者称这种记录为卜辞），是对未来事情结果的占卜，盛于殷商。
甲骨文发现于1889年，是殷商晚期王室占卜时的记录，发现于河南省安阳小屯村一带，距今已有3 000
多年。
甲骨文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块瑰宝，其笔法已有粗细、轻重、疾徐的变化，下笔轻而疾，行笔粗而
重，收笔快而捷，具有一定的节奏感；笔画转折处方圆皆有，方者动峭，圆者柔润；线条比陶文更为
和谐流畅，为中国书法特有的线的艺术奠定了基调和韵律。
 甲骨文结体长方，奠定汉字的字形。
甲骨文的结体随体异形，任其自然。
其章法大小不一，方圆多异，长扁随形，错落多姿而又和谐统一。
后人所谓参差错落、穿插避让、朝揖呼应、天覆地载等汉字书写原则，在甲骨文上已经大体具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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