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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社会高度发展，人们在享受丰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对精神享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作为与汉语文字并生的中华书法，在历经悠久岁月的沉酿和无数次的扬弃中，不断发展变化，形成了
具有溥博的华夏文化信息、多重审美价值的中国书法艺术。
几千年金石简楮，在笔与墨之间尽显书家个人的情思；七彩纷呈的世界在黑与白中透射出中国美学和
书法艺术的瑶光，使读者在方寸之间游目骋怀，享受无尽的书艺乐趣。
近些年来，图书市场上各种书法类书籍层出不穷，但这些书籍或偏于笔法、结构的讲解，或倾向于读
帖临习，或止于理论的漫谈，等等，而侧重于讲究书法创作章法类的却是凤毛麟角。
面对此种情况和越来越多的研习墨宝、临池不辍的书法爱好者，出一套既能赏析又具有实用价值的大
型丛书，确是我社一个迫切的愿望。
我们在借鉴总结以往书艺章法举要类书籍的得失后，为帮助那些已经过一定的笔法结体练习，而急欲
进入书法创作阶段并对章法幅式问题尤为关注的习书者尽快登堂人室，特组织一批具有丰富书法教学
和创作实践经验的书法家编写出版了此套《书法云梯》丛书，旨在给习书者在书法创作之初指之以典
，又示之以范，提供顺利步入书法创作可资借鉴的、成规模的范本。
该丛书包括“格言篇”、“诗词篇”、“楹联篇”，每篇分别用篆书、隶书、魏碑、唐楷、行书、草
书6种书体书写，共3套20册。
其中每册正文内容均为作者精选历代格言、诗词、楹联各50例，习书者可根据自身的喜好和所学书体
进行选择。
  本套丛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鉴赏性：“丛书”的主体内容是甄选的一些格言精粹、诗词佳制等
，辅以知名书家用其擅长的书体所创上好书作，并配以作者简短注解，使临习者既能赏析诗文词句之
妙，又可从书家的点评中玩味书艺之趣。
二、知识性：“丛书”中涉及到许多有关书法创作方面的知识，作者都作了扼要的说明和介绍。
三、实用性：书法创作类图书不仅数量少，且大多以单本形式出现，内容相对单薄，不成系统，无法
满足习书者创作方面的更多要求，而本“丛书”无论是在整体策划还是在编写体例上，都强化了这方
面的内容，增强了实用性。
附录于后的“集萃”则是供大家创作时选用的题材“段子”。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
我们这套“丛书”在给读者参照的同时，还需要习书者在背后不懈地练习，而不是说有了名家书作就
有了万能的钥匙，以为凭此就可以精绝于艺事。
就是说，尽信书还真不如无书呢！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承蒙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张有清先生，中国楹联学会副会长、中国楹联书法艺术委
员会主任常治国先生等的鼎力支持和匡助，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由于条件所限，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疏漏之处，希望广大专家、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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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丛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鉴赏性：“丛书”的主体内容是甄选的一些格言精粹、诗词佳制等，辅以知名书其擅长的书体
所创上好书作，并配以作者简短注解，使临习者既能赏析诗文词句之妙。
又可从书家的点评中玩味书艺之趣。

  二、知识性：“丛书”中涉及到许多有关书法创作方面的知识，作者都作了介绍。

  三、实用性：书法创作类图书不仅数量少，且大多数以单本形式出现，内容相对单薄，不成系统，
无法满足习书者创作方面的更多要求，而本“丛书”无论是在整体策蚜还是在编写体例上，都强化了
这方面的内容，增强了实用性。
附录于后的“集粹”则是供大家创作时选用的题材“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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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本书无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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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题款和用印，在一幅书法作品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是全篇不可忽视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
仅起着交待主题、明确宾主的作用，而且具有调节、平衡和装饰的功能。
历代书法家对题款和用印都是非常讲究的。
我们也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况，评选书法作品时，正文书写的水平尚可，但题款却很草率，印章也不考
究，于是落选。
由此可见，创作一副成功的书法作品，题款和用印是万万马虎不得的。
题款（也称落款），主要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单款与双款。
款式有单双之分，上下之别。
单款，也就是指下款，内容包括：正文的出处，书写的年月、地点和自家姓名。
双款，即同时题写上款和下款，上款写索书或赠书对象的姓名、称呼和谦词；下款题书写时间、地点
、自家姓名和谦词。
如须交待正文出处，可视情况署在上、下款均可。
二、题款位置。
单款均应署在作品的左下方。
题双款，如书赠对联一类，多将上款写在右联的右上方，下联落在左联的左下方。
其它格式，一般都写在作品的左方，如两行题款，则上款写在前行，下款写在后行；若用独行款式，
则上款写在上半部，下款写在下半部。
写上款一般低于天头一、二字起笔，下款则应至少高于地脚一、二字收笔，还要留好盖印的位置。
三、宾主称谓。
是颇有讲究的，需要合身份与辈分。
对于前辈、长者和敬重的人一般称先生、老师、某师、某翁，及书写赐正、鉴正、指正、大雅等谦词
：对于同道行家可视情况称方家、法家、学兄、道长等，及书写法正、教正、雅正、斧正、正腕、正
字、正笔等谦词；对于友人、同学、同事一般称同志、书友、同窗、大兄、贤弟、小妹、学友等，及
书写惠存、存念、留念、清赏、命书、雅属等谦词；对于晚辈可称贤契、学生等，及书写清赏、嘱书
、铭记、勤勉等。
当然，对于各种称呼，尚有很多适当的词语，应当机动灵活地运用，不必生搬硬套，以得当避俗为上
。
应该提及的，对索书或赠书对象为表示亲切，尤其对长辈一般不写姓，自己署名，也可不写姓：有的
则习惯在姓名前写自己的斋号。
四、时间、地点。
属于下款内容，一般按时间、地点、姓名（字号）顺序排列。
时间可以用公元纪年（阳历），多数书法家则讲求古朴典雅，喜用天干地支记年（阴历）。
通常书写年、月即可。
月份题写有多种，常用的按四季区分或书写月的别称，如春月、金秋、冬月、荷夏、腊月，等等。
须注意农历、公历不要混用。
如果需要写明书写的地点，一般用雅称、别称，如写：书于冀、京、宁或塞外、江南、峨眉山、扬子
江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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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侯锡瑜草书诗词50例(诗词篇)》：书法云梯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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