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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提出一个“书法创作”的概念，必然会面对各种不同性质、不同角度的提问。
比如：书法不就是字写得好些吗？
有什么创作不创作的问题？
书法创作是什么？
临摹古帖临得熟练了，自己会写不就是创作吗？
书法创作是书法家个人的事，创作怎么能训练呢？
创作能教吗？
　　所有这些提问，以及围绕在这些提问背后的各种糊涂的认识看法还有许多。
要想解决这些疑问，请看一下《大学书法教材·大学书法创作教程》吧！
许多现成答案其实就在书中，关键是看您有没有耐心与时间。
　　《大学书法教材·大学书法创作教程》适用于普通高校和职业院校的公共选修课和专业必修课，
尤其适用于师范、行政管理、文秘、广告等专业，也适合书法爱好者自修提高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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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一个普通的、尽人皆知的写字行为中，区别出创作构思、创作冲动、创作技巧的选择与发挥
、创作形式的探求、创作效果的把握⋯⋯最后还有一整套检验的标准，这是一个真正的艺术的要求。
而这样的要求，一个实用的公文式写字过程或者一个普通的写毛笔字过程有可能囊括吗？
显然不可能。
我们看到写字的过程展开只是一个技术的过程展开，在其中，技术优劣绝对占主导地位，有如木匠做
家具或金匠打磨金器的过程一样。
而书法创作的过程展开却是一个思想、情感和主动的技巧选择的展开。
它绝不是木匠式的，应该是造型艺术设计家式的。
它的一切选择，都应该是主动的、理性的、有依据的。
以此来衡量古人，则古今之区别立判。
我们之所以说古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创作意识，恰恰是因为他们本不以艺术视书法——或更准确地说
，是他们在一个笼统的立场上完全承认书法是艺术甚或还是至高无上的“道”，但一旦落实到个人行
为中，在创作的具体展开时大多数人却把这至高无上的“道”降为最形而下的“技”，仅仅视书法为
技法的展开而很少去考虑其他。
因此，我们除了在大量的书法典籍中发现无比琐碎的技法条陈之外，关于书法作为艺术的思想展现却
是少之又少。
对每一个书法家而言，技法高下似乎可以决定他的成败存亡，而更重要的思想、观念、认识等却完全
付之阙如。
书法依赖于汉字，写字即是书法，这样的含混认识导致了长期以来书法家常常是技法的巨匠但却是思
想的侏儒的现象。
文字书写是一个日复一日的工作，只要文明在延续，它就不会中断，同时也保证了书法永恒不灭。
但文字上写的要求是技术要求而不是思想要求，故日复一日的日常需要贯串始终，使得书法家们的思
想渐渐趋向于懒惰，唯以技术为尚。
因为即使毫无思想可言，仅凭作品，我们也无法分辨艺术家与写字匠的区别——写的都是汉字，技术
都是一流的；既是写字，有无艺术追求，似乎也无碍大局。
一篇唐人写经是地道的工匠作品，但我们未必会硬说它不是艺术品；苏轼的《黄州寒食涛卷》，作者
是艺术家，创作过程也很艺术化，但我们也仍然不否认它是写字。
这样区别不清，恐怕是其他艺术门类所未可想见的。
写字即是书法的观念，不但使写字匠与艺术家之间混淆不清，即使定位在艺术家这个层而，有时也颇
难划出界线。
比如颜真卿写《祭侄稿》，当然是十分艺术的，但若检验书写过程，是否就一定合于艺术创作，却又
未必尽然。
当他将胸中的愤痛在纸上一泻千里时，他未必是冲着书法创作、作品完成这个目的而来的。
换言之，对他个人而言，书法艺术创作未必是目的，倒很可能只是宣泄的媒介。
若如此，对我们来说是获得了一卷镇世绝笔，而对他本人来说，却难说这是一种艺术创作的完整展现
——幸好当时用的是毛笔，如果用的是硬笔（或电脑），他恐怕也是顺手拿来就写，未必会为了保存
艺术创作目的的完整性而改用毛笔磨墨再写。
这即是说，写的动作（技术）是不变的，而艺术创作的目的却是可以改变的。
这如何可算是步骤明确的书法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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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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书法创作教程》：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教育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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