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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草书是最为自由奔放、优美灵动的书体，也是最为简约的汉字书体。
     本书为“大学书法教材”系列之一，重点介绍了草书的名称及含义，草书名称的发生，章草与草书
体的形成，草书风格的极致化及其意义，草书的笔法与墨法，草书的单字结构，草书的章法构成等内
容，是学习草书的入门向导和深造门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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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知识点是长期形成的常识，不可能随意改变。
但在大学阶段的高水平的教材编写，则要求把这些不得不重复的知识（常识）形成一个个精练的概念
群，不作过多的重复展开，而留出大量篇幅，提供给那些有价值的“知识创新”“观念创新”的成果
。
比如，《大学书法专业教学法》中关于“教学法”各种类型，就是一个创新点。
而对每个课程的提要与教学计划、大纲、课程⋯⋯的展开并举出实际案例，完全按照正规大学文科的
规范来展开；这些也是一般坊间的书法教材所没有的内容。
至于五体书临摹中的“法帖讲解”、“课堂教学提示”、“范本提示”、“方法提示”⋯⋯以及在几
种书法史的章节后列思考题与作业，都是普通书法教材里缺少又很必要的设置。
在这些方面，大学高等专业教育的体制，规定了我们必须换一个过去文人士大夫所不具有的思维来正
面直视并应对之。
　　更多的学术研究的高端成果的展现，是在一些书法的新领域。
比如《大学书法创作教程》对书法创作作了重新的定义。
不再是过去书法创作的老内容，如行距字距、落款钤印、条幅对联匾额如何写之类，而是从一个全新
的“创作”理念出发，赋予书法创作以艺术创作的性格，从技术品位的训练出发，到形式塑造的创意
发挥，再到主题先行的思想展开⋯⋯不再限于“怎么写”，而是立足于“怎么创作”：创作有什么要
素，创作的几个环节，创作的艺术表现，每个环节都设立了一套完整的训练程序，以丰富的手段运用
来努力推进达到目标，像这样的创作理念，是当时一般书法创作的旧套路所不易想见的。
谓为当时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并不为过。
事实上也确是如此。
如果没有十五年前我们在探索“学院派书法创作模式”，就不会拿书法当作如此的艺术创作来观照与
思考。
　　又比如在《书法学概论》中，特别勾画出了书法学科建立的几个支点：如书法形态学（本体）、
书法心理学（主体）、书法社会学（客体）等几个不同的概念定位与术语意义。
并再设“‘书法学’学”来讨论书法学科建设的历程与现有成果，像这样的学科意义的展开与“学理
思考”，即使在当时的学术专著中也未见有相应的成果，甚至即使在十年后的今天，也还是少有学术
研究在推进这方面的水平与发展。
因此，从学科建设来说，十多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这部《书法学概论》，其中所涉及的学科内容与
架构方式，仍然还是经得起时间检验，并且尚未有其他相应的成果来比肩并驾的。
　　此外关于《书法美学通论》中的关注书法为主脉、兼顾诗词形式美学、中国画形式美学、篆刻形
式美学的教材编法，也是饶有新意的做法，这些牵涉到诗词美学、国画美学、篆刻美学的章节内容，
在每一领域中也还属于新的理念与高端学术成果。
又比如在《大学篆刻艺术教程》中，把篆刻临摹与创作也第一次作“程序训练”的有序展开，在印学
界也广受关注，属于很有创新意识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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