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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书法教材·中国书法发展史》介绍了中国书法，在世界文化中，是一颗璀璨的明珠。
中国书法是世界上唯一一种由文字演变而成的艺术，源远流长，光耀千古，凝聚着传统文化精髓，闪
耀着独特的艺术光芒。
在五千年的文化中，积淀下来的，是宝贵的文字艺术。
　　《大学书法教材·中国书法发展史》为“大学书法教材”系列之一，主要介绍了法的渊源与最早
的书法形态；书写——走向书法的第一步；书法艺术的自觉；书法自觉时代的民间书系——写经与刻
石；立法与抒情；尚意书风的时代；书法的复古主义思潮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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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书法的渊源与最早的书法形态第一节 文字的起源与书法第二节 甲骨文书法的风格演变第三节 
金文书法的风格分类第二章 书写——走向书法的第一步第一节 隶变第二节 战国秦汉时期的简牍第三
节 战国秦汉时期的刻石第四节 汉碑源流及风格类型第五节 草书与张芝第三章 书法艺术的自觉第一节 
书体演变与章草第二节 真书与钟繇第三节 两晋文人书法流派第四节 二王与尚韵书风第五节 南朝文人
书法第四章 书法自觉时代的民间书系——写经与刻石第一节 魏晋的写经第二节 北朝石刻的兴盛及其
原因第三节 南北碑风格分析第五章 立法与抒情第一节 隋唐书法的总体把握第二节 唐代书风的孕育第
三节 唐代书法的多元趋向第四节 由多元向两极的归并和拓展——立法与抒情第五节 两极对峙的消解
第六章 尚意书风的时代第一节 序说：五代书法中的杨凝式第二节 宋初尚意书风的酝酿和准备第三节 
尚意书风的崛起第四节 尚意书风的流变与转换第七章 书法的复古主义思潮第一节 赵孟频与复古主义
思潮第二节 帖学的沉滞与士大夫的复古第三节 董其昌——复古主义流变的殿军第八章 走向表现第一
节 乱头粗服的杨维桢书法第二节 书林侠客·八法散圣第三节 表现主义大师群第九章 帖学的衰微与碑
学的兴起第一节 碑学书法产生的时代背景第二节 清初帖学的衰微与唐碑的盛行第三节 清代碑学的兴
起第四节 碑学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国书法史年表（简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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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柳公权出身官宦之家，父柳子温曾为温州刺史，兄柳公绰曾为河东节度观察使，所以“公权初
学王书，遍阅近代笔法”，乃能“体势劲媚，自成一家”，成为晚唐鹤立鸡群的杰出书家。
柳公权以楷书名世，从渊源上论，“柳体”楷书，出于颜真卿，兼收欧阳询的峻劲，虞世南的圆融，
褚遂良的疏朗，以方拓峭险，别开生面。
从形式上看，“柳体”楷书是与颜真卿《多宝塔碑》等一脉相承的“官楷”，而与“颜体”特征明显
的《颜勤礼碑》《麻姑仙坛记碑》等则相距较远。
朱长文《续书断》以为柳书“不及颜之体局宽裕”，实质上指出了颜书有较多的个人写意色彩。
而柳书则局限于书写之上，谨慎、精到，缺乏个人的写意色彩。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余论第十九》以为“鲁公书无体不有”，其楷书面目前后变化多样，而柳体用
一以贯之的做法相对立。
其实，颜楷是在唐代官楷基础之上的升华，柳楷则是对官楷的进一步追索和加深，两者都从“官楷”
出发，但选择了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
当然，盛中唐之时的颜真卿《多宝塔碑》等已对唐代官楷作了较典型的展示和总结，但这个总结在尚
未能够建立与汉字字形的严密的、独立的联系；尚未脱尽北齐地域书风的影响之时，便转向了具有颜
体特征的风格化道路。
而柳体楷书是在既有的官楷道路上，将汉字书写的形式精确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比如其代表作《玄
秘塔碑》和《神策军碑》，其点画用笔，细腻精到，笔画形态的任一细微之处，皆与汉字的书写密切
相关；其间架结构，中心攒聚，四边伸张，每一字又因具体情形而略有不同。
它比颜体《多宝塔碑》更严格、更精到、更灵活，但较之颜体风格定型后的诸作，又呈现出相对的平
稳坦实来。
“官楷”本是通俗化的千人一面的实用书写，很难表现个人面目，而柳公权则将这样的楷书写得精确
独到，并由此确立了个人风格——“柳体”楷书在晚唐书坛走向衰落的总趋势中，及时总结了唐代的
楷书技法，并创造出了具有个性风格的新的楷书范式，使唐书尚法的风气不至于坠弱，且也为后人的
学习提供了又一原型，仅此而论，他在唐代书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晚唐书家在楷法上的代表，是柳公权。
而在抒情方面的代表，则有以怀素首开风气的禅僧草书家，如高闲、警光、亚栖等等，遍于晚唐的相
关书法史料、以禅僧书家为中心的草书诗，竞有好几十首，其中对他们的草书书法创作情态、创作步
骤与创作效果，有着非常出色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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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1999年“大学书法教材集成”（共15册）出版发行，至今已历整整十个年头。
十年来书法教育事业伴着共和国一起成长，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哟！
今天这套教材要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全面再版，这让我们不由地想起了十年前编辑出版这套教材的酸甜
苦辣，想起了所有与此相关的人物与事件，不免感慨良多。
我们想起了运筹帷幄，坚定爽朗的路棣先生；想起了志向远大、睿智扎实的陈振濂先生；想起了埋头
苦干，任劳任怨的张弢、潘善助、陆璐、姜寿田、周德聪、顾敏芳⋯⋯中国书法教育事业的星空中闪
烁着他们的光影，他们既是拓荒者也是见证人。
2000年“大学书法教材集成”以高票第一的身份获全国首届兰亭奖。
教育奖，其全新的理念，完备的体系，独特的方法，新颖的体例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
今天我们又想了十年前陈振濂先生的一段自信话语：我们有信心在若干年后，这套教材仍能以其独特
的品格在大学书法教材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信然！
于是，我们记起了当年对这套教材的定位：（一）大学的。
强调专业高度，学科性和系统性。
（二）教学的。
强调所展开内容在教学时空中的连续性、科学性和稳定性。
（三）原创性。
抢占学术制高点，将教材的编写工作既当作一个总结吸纳过程，又当作一个理论创新过程。
（四）开放性。
教材理当是一个逻辑严密的自足体系，但这套教材却又特别强调体系的开放性，从而使这套教材能充
分体现它的创新性与革命性，并使之成为一种方法论，贯穿于教学体系之中。
一位学者曾在看过这套教材后评价说：这套教材充满了对新知的探索，充满了知识之间的关联，充满
了已经和尚未打开的一个又一个窗口，这真可以看成是人类创造历史的一个浓缩。
今天，于这套教材再版之即，我们胸中满怀着感恩的心：我们感谢这个时代，让我们拥有包容的胸怀
和广阔的艺术空间。
我们感谢所有参与这套教材的编写、投资和出版等方方面面的同道，是他们给这个时代和我们的后人
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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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书法教材·中国书法发展史》：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教育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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