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书法史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书法史鉴>>

13位ISBN编号：9787806726785

10位ISBN编号：7806726780

出版时间：2003-12

出版时间：上海书画出版社

作者：丛文俊

页数：19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书法史鉴>>

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论述以下四项内容：其一，探讨书法史与书法艺术传统，为三千年书法史的发展建筑活的灵
魂，并试图由此建立起新的书法史观和指导学术研究的理论方法。
其二，总结、评价古人对书法的理解和阐释，充分利用古代书论，帮助我们复原或接近历史的真实，
并与传统相结合，为中国书法艺术确立坐标。
其三，以书体演进的线索系挂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概括说明前期书法史。
其四，以书家和书法传承系挂作品，证以时代风尚及流变，系统梳理后期书法史。
在前、后期书法史之间，东汉魏晋是兼乎两者的过渡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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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丛文俊，男，汉族，祖籍山东文登。
1949年1月22日生于吉林市。
1981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获学士学位；198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文字学专业
，获硕士学位；1991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考古学专业（古文字学研究方向），获博士学位。
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览评审委员，吉林省书法协会
副主席，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历史文献学专业既古典文化与艺术文献研究室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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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第一章 书法史与书法艺术传统第二章 古代书法理论的基本结构及其艺术精神第三章 前期书法史
第四章 后期书法史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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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秩序与抒情：由人复天　　在古代中国，社会需要一种以统治意志为核心的秩序，书法作
为文字使用的具体形式，同样需要秩序，二者目的均在于稳定。
秩序需要权威与合理的对应物，于是初民想到昼夜寒暑、　　日月风雨等自然规律，从而使人世间的
一切，都成为宇宙秩序的表征，并取得永恒的意义。
秩序也需要理论的支撑，于是有“天人合一”，有“三纲”、“五常”，有礼乐文化和儒家思想。
文字作为记录语言、传播思想文化的工具，其书写必然要体现秩序及其文化精神，这就是《书概》所
谓的“由人复天”。
复，返回、归依，谓书法最终要返回到天地宇宙的秩序当中，与“立天定人”分别属于两个不同性质
的理论层面。
《书概》复言：“学书者有二观：曰观物，曰观我。
观物以类情，观我以通德。
如是则书之前后莫非书也，而书之时可知矣。
”所言“观物”，出于“立天定人”的理论认知，意在格物致知，以自然为书法之本；“类情”，以
人心比类物情，而同系于书法，王僧虔《书赋》所言之“情凭虚而测有，思沿想而图空”者即此。
“观我”指技进乎道，以通神明之德，即“由人复天”的具体落实。
也就是说，“由人复天”是一种有着政治、伦理秩序与教化功能的艺术思想，是完全主观的、规拟自
然的理沦系统。
《礼记·乐记》云：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
　　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
　　以音乐应和天地，犹《书谱》确认书法“岂知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
心”之义。
乐谓抒情，美在和谐调畅，过则侈靡淫乱；礼谓秩序，法效天地所得。
项穆《书法雅言．书统》云：　　书之为功，同流天地，翼卫教经者也。
　　又，项穆《书法雅言。
中和》论书法中和之美云：　　如礼节乐和，本然之体也。
　　朱长文《续书断》云：　　书之为教，古者以参礼乐。
　　又，《礼记．乐汜》云：　　大乐必易，大礼必简。
　　张怀瓏《文字论》云：　　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可谓得简易之道。
　　《荀子。
乐论》云：　　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
　　张怀罐《书断序》云：　　书之为征，期合乎道。
　　由此可见，礼乐文化精神以其强烈的社会功利性，成为古代艺术思想的总纲，具体到书法审美和
理论上面，主要有以下表现。
　　一秩序转化　　前文讲过，礼乐文化所代表的宇宙观和秩序感，来自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
古代社会以农为本，早在《尚书·舜典》中，就明确提出“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
授民时”，以及一年四季的天文历法、物候、顺时安排生产生活。
这种“观象授时”，就是靠天吃饭，由自然规律决定人事。
《夏小正》、《诗经。
七月》也都有详尽的记叙。
存在决定意识，也能决定文化的式样和精神。
在人与天之间，要借助原始宗教的思想和仪式活动来沟通，帝王作为吴天之子，代天行事，而以秩序
来象征自然规律，明确其所以然。
在人与人之间，要借助伦理来稳定上下尊卑等各种关系，表现则为纲常。
究其实质，宗教和伦理都是政治，名日礼乐。
古礼有二：一为礼仪，即“六艺”之首的礼；一为礼制，是以礼为内容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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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之大者在于祭祀，祭祀是国家的政治大事，祭祀权亦即政权，如天子祭天，诸侯祭畿内山川，等而
下之。
祭天要配祭先王，乐以享之，即以诗、歌、乐、舞四位一体的文艺形式来颂美神明。
”’礼所谓“天地之序”、乐所谓“天地之和”，皆由此生出。
其关系可如下图示：社会如此，文化如此，书法艺术也必然要循其路而行。
　　上古“学在官府”，《周礼》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3)以王者之风，化及天下，周天子作器
题铭，即天下的楷模。
大篆书体的图案化特征与“篆引”秩序，成为各诸侯国作器题铭的典范，再由秦国秉承《史籀篇》字
书，传承至秦统一，并借以改定规范新体小篆，使“篆引”秩序尤甚于前。
但是，隶变打乱了既有的秩序，(4)隶、草二体的迅猛发展使文字形体结构和书写方法失去约束，迫使
汉代统治者不得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导引、规范其发展，从“善史书”活动中选拔优秀者入仕
，(5)即其中之一。
这些优秀者的选拔，明确地体现了官方意志和社会功利性，是书法史上代表新秩序的楷模雏形。
楷模群体的出现，目的本在于正字正体，后来却成为名家楷模社会化、引发书法艺术全面自觉的先导
。
　　按照张怀璀《文字论》的观点，“其后能者，加之以玄妙，故有翰墨之道生焉”。
所谓“能者”，即名家楷模，“翰墨之道”犹今言书法艺术。
能者何人？
《书断》述云“自陈遵、刘穆之起滥觞于前，曹喜、杜度激洪波于后，群能间出，角立挺拔”，时间
在西汉末、东汉初，正是名家书法作为社会化的楷模伊始。
其后名家辈出，楷模更迭，最终定王羲之于一尊，新体秩序复归一统。
由此可见，汉晋书体不断演进，却没有再出现西汉早、中期的混乱状态，名家楷模起到至关重要的稳
定秩序的作用。
也可以说，楷模因秩序的需要而生，秩序的价值因楷模而显，关注楷模，就能把握书法史和书法理论
的基本脉络。
以王羲之为例。
　　1．作品系列　　在书法史上，名家作品论摹刻之众、传播之久、影响之大、研究之多，王书堪
称第一。
仅《兰亭序》一帖，即可称最。
至于据一“永”字总括楷体八法，由一“之”字的不同写法，启发后世多少代、多少人去留心同字意
别的变化，也是绝无仅有的。
　　2．技术系列　　技术包括用笔、结体、章法，自楷模总结而出，转而成为法度、书理，是人们
最早、最普遍关心的问题。
南朝书论评说二王，比较钟、张、王三家，均着眼于此。
唐太宗尊王，所作《王羲之传论》仅取“点曳之工，裁成之妙”为说；李嗣真《书后品》置评，也不
过以“万字不同”、“终无败累”为之肯定。
张怀瑾在《书断》中的评论尤具代表性：“至研精体势，则无　　所不工，亦犹‘钟鼓云乎’，《雅
》《颂》所得。
观夫开襟应务，若养由之术，百发百中，飞名盖世，独映将来，其后风靡云从，世所不易，可谓冥通
合圣者也。
”唐以后书法史果如张氏预言。
赵孟颊《兰亭十三跋》所谓“用笔千古不易”，属意并同。
如检索宋元明清笔记、题跋，则此类正多，不烦枚举。
他如晋以降笔法传承，大都宗王；伪托的诸篇书论，也多以此立论，后世剿袭、发挥其文义者亦然。
此外，楷模之佚闻，如入木三分、爱鹅的故事，也能启人心智，转化为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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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是在七卷本《中国书法史·总论》的基础上，增改而成的。
　　根据我的切身体会，书法研究必须以史为基础，先要求真求实，而后再谈其他，就会言之有物，
能取信于人。
否则，即使每天都能产生新思想，充其量不过是个人的想像和体会而已，与学术了不相干。
道理很简单，学术是讲求规范的，规范是衡量学术水平、真伪和价值的一种标准，它不允许胡来，不
是谁敢说谁就有理。
不过，这只是笨人自讨苦吃的发明，聪明人是不会找一个紧箍咒来束缚自己的。
　　话说回来，搞个案研究，只要考证严谨，分析到位，即可求真求实。
要对几千年的书法史做好宏观把握，就得学会抽绎概括，弄清楚什么是最重要的、它们的存在形式及
其历史意义，　　不能面面俱到，也不能空泛。
所以，如何写作这篇《总论》，还是费了不少斟酌。
　　当时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即力争理清古人是怎样看待书法的，这要靠熟悉三千多年的各种书法现
象和近两千年的书法论著，要能进入其中，寻找具有普遍意义、能客观地反映书法史及其艺术规律的
东西。
之后，表明我们的立场，对历史做出客观的评说，达到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目的。
本书名曰《书法史鉴》、副标题为“古人眼中的书法和我们的认识”，就是当时写作思想的真实反映
。
　　刘熙载《艺概》认为，论说欲详，而详无止境，不如概言其大意，也许在显缺中已经包含了另一
种真实的完备。
我很欣赏他的见解，并用以指导《总论》的写作，遗憾的是，定稿大约六万，比原计划字数已经超出
，但还是觉得意犹未尽。
所幸上海书画出版社提供此次单独成书的机会，遂再事增改，以竟其功。
这里，刘熙载的境界远未达到，但能保全史鉴之初衷，也算得上差强人意了。
　　对书法史的概括，不能写成一篇书法简史，否则会失去史鉴的意义。
所以，我增加了“书法传统”和“书法理论的基本结构”这两个视角。
本人对书法艺术传统的思考和研究已经断断续续进行了十多年，在反复修正的过程中，思路逐渐地明
晰起来。
传统可以用来解释书法史，而其本身并不是书法史——它既存在于书法史中，又能脱出、升华到更高
的理论层面；它既有可视可知、能够具体把握的内容，又有纯粹形而上的、属于精神层面的东西。
可以说，书法传统是一个学术性极强、而又饶有兴味的研究课题。
前三节内容与《总论》大体相同，只是更为详细一些，第四节是拟作的《再论书法艺术传统》一文的
浓缩，为《总论》所无。
　　关于“古代书法理论的基本结构及其文化艺术精神”一章，是有感于熊秉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
》一书的松散与疏误而作。
在我的设想中，要把它写成一个能概括古代书法理论之完整的历史框架结构，用古人自己的见解，从
不同侧面来说明书法问题，并使之与传统一道，为中国书法确立坐标。
我兼事书法史与书法理论研究多年，深知古代书论内容的复杂与广博，如何　　提纲挈领，以缺概全
，始终在思考求证。
再则，理论易虚，写作务使其落到实处，又涉及到具体的学术方法。
我觉得，这部分内容不应限于理论本身，还必须做到准确地反映书法史，能够还原到理论产生、流行
的书法背景当中，确立其社会的和文化的价值。
也就是说，理论内容必须满足书法史的写作需求，同时还要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这是与单独进行理
论研究和著述的差别所在。
　　我对书法史的概说，主要是以传统为活的灵魂，抓主要问题及其连续性的历史线索，兼及横向之
重要的时代风尚，并没有顺序地按朝代划分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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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很多书法现象都在跨越朝代，呈先后交错发展、变迁的状态，一个朝代所见，往往只是他们
的一个局部，概说必须摆脱断代分卷、划分章节的制约。
所以，本书关于书法史的概说，是以史为主，以时为辅，与通常所见的书法史著述有很大的不同。
此番改写，很多地方都较《总论》为详，并有若干新的内容增入，如“制作工艺与普遍存在的‘刻风
’问题”等。
　　近年来，有些朋友把我的书法研究定义为“考据派”，使我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说老实话，我非常敬仰清代以来的国学大师，他们均以考据立身立言，所以不朽。
若能附其骥尾，真让人喜出望外，何况是来自别人的评价呢。
其实，我不过是脸皮薄、胆小，怕出错而贻笑大方罢了。
至于考据之外，我的史论、传统书法批评和理论研究何以也成为考据派，实在是搞不清楚。
不管怎样，我的研究既已被归入学术，也就知足了。
　　癸未惊蛰附记于丰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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