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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过去，我曾试图进行一项有关当代书法家在扮演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的身份论证，结果有一
条充足的理由阻止了我的写作意图，那就是作为确定“知识分子”身份很重要的一条准则：批判精神
。
现代社会中的几乎所有（理论家除外）书画艺人，他们根本就不具备社会批判精神，也就是，他们都
是围绕名利转悠的写字、绘画艺人，标榜得高一点是艺术家。
不要说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身份，就是体现在古代文人士大夫身上的对社会的忧患意识，在他
们身上一点也找不到，故而，反映在当代书画艺人团体性道德的缺失就可想而知。
功利主义在当代书画艺术界的极度泛滥不但危害于创作，同时也侵蚀着深层的理论研究。
因此，对当代书画创作与研究以及社会现象中诸多弊端的批判，是我们最大可能切入当代社会并实现
自我价值的唯一通道，在古典与现代的人文关怀中，艺术批评所承载的历史性负担远比创作要大得多
。
　　多年来，从事艺术研究与批评既是我的业余爱好，也是我期望扮演当代社会中“知识分子”（也
许是业余的）身份的一种精神寄托和道德诉求。
大体来说，我早年所从事的艺术批评，在今天看来纯属依“古人”画葫芦，绝少有自己的艺术思想，
后来又撰写了一批当代艺术现象批评文章，社会反响不错，但这些文本离我对中国书画艺术的体认还
是比较遥远的。
目前，本人主要着力于对传统艺术史中已成定论的“黑洞”进行的反驳（虽然效果可能微不足道），
在这些研究中，从选题到论证的困难不言而喻，尽管如此，这种选择依然让我充满了信心，期间所遇
之豁然，大有“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　目遇之而为色”的生命快意。
《退化的结构》一文就是我以中国传统文化作观照，去除旧说，寻找自己心目中真实的书法史所完成
的初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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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所撰文章，在很大程度上都选择了比较特殊的叙述角度，甚至以异于时人的艺术批评方法进
入批评文本。
这些文章几乎都显现着梁启超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的智慧灵光，梁先生此著传导给笔者的文
化智慧可以说是受益终生的。

本集所收文章皆为多年撰写，基本保持原先刊发之旧貌。
作者既然迷恋艺术史，那么，就让笔者过去的这种研究缺憾来真实地记录自己一步步的学术履历吧！
这将真实地反映出作者一贯坚持的学术道德与价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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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姚人，原名姚力毅，生于1966年。
多年来，相继发表书画作品及艺术理论、散文各类艺术作品500多篇(幅)。
所撰论文及艺术作品散见于《荣宝斋》《国画家》《中国书法》《书法研究》《书法》《书法导报》
《书法报》《书法艺术》《美术报》《书法之友》《中国书画报》《中国楹联报》诸刊。
传略及作品被载入《中国专家学者辞典》《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当代中国书法名家作品集》等
大型辞书。

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甘肃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书法导报》原专题部主任
、编辑记者。
现为天水书画院专业书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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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既有的传统书法史学编撰上，截止目前，我们还没有见到过一本避开单线文字进化，而以一种
切入书法本体研究的方法，以分节的方式对书法本体进行论述之作。
书史编撰者不是以王朝变更分节，就是在书家背景材料的统摄下比附书家作品。
由此“史”观之误导，大量书史著作其实已成为一些初涉书法研究之人可有可无的文献参考书，而真
正对当下或将来书法发展能产生推动作用之作，直至现在，我们还未得一见。
由此误导，广大书法接受者只能无穷无尽地接纳着被概念化且无研究方法、观点上的新意著作。
这种书法研究所层累的积习，无疑使当下的书法创作与接受，乃至书法审美与批评，都不免游离出书
法之外。
　　书法创作、书法接受、书法研究同属书法内在的组成结构，这些存在结构并以相互冲突、相互循
环的方式不断进行转换。
在当下的书法研究中，还没有解释清楚“从（写）文字（汉字）到书法”的内在转变成因，还有，作
为艺术的书法是如何产生的，书法是一种什么样的艺术等实质性问题时，那么，他人完全有理由认为
书法只是一种简单的毛笔书写，如此，这岂不和有些文化学者提出的“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
成了悖论？
当代的书法史编撰，只不过比前人所写在资料上更为详细了一些而已，其后果只能是：扩充了文字量
，增加了读者的阅读负担。
编撰艺术史的目的若仅以明晰过去史为要务，而不能从书法图像本身研究入手，所撰著作若要想对当
代书法艺术发展进程产生推动作用，我想，那绝对将流于一种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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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过去，我曾试图进行一项有关当代书法家在扮演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的身份论证，结果有一
条充足的理由阻止了我的写作意图，那就是作为确定“知泌分子”身份很重要的一条准则：批判精神
。
现代社会中的几乎所有（理论家除外）书画艺人，他们根本就不具备社会批判精神，也就是，他们都
是围绕名利转悠的写字、绘画艺人，标榜得高一点是艺术家。
不要说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身份，就是体现在古代文人士大夫身上的对社会的忧患意识，在他
们身上一点也找不到，故而，反映在当代书画艺人团体性道德的缺失就可想而知。
功利主义在当代书画艺术界的极度泛滥不但危害于创作，同时也侵蚀着深层的理沦研究。
因此，对当代书画创作与研究以及社会现象中诸多弊端的批判，是我们最大可能切入当代社会并实现
自我价值的唯一通道。
在古典与现代的人文关怀中，艺术批评所承载的历史性负担远比创作要大得多。
　　由是观之，韩玉涛先生谓在当时哲学上顾恺之为“矮人”，谢赫“也不行”，钟嵘“殊无哲理”
，就是刘勰“也差一些”，这样的论断是十分错误的。
美国著名艺术史学者阿诺德？
豪塞尔在其名著《艺术史的哲学》中说，从艺术史的研究上，一些理论家往往从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
来演绎艺术的发展过程，不是把艺术当做哲学的附庸，便是把艺术变成一堆缺乏内存联系的材料。
豪塞尔精辟的见解，无疑是对有如韩玉涛先生这样偏好妄断错误观点的有力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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