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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卷轴书法形制源流考述》由吴晓明所著，中国书法的本体研究中关于字体、书体、文体的研究较为
充分，而形制的研究相对薄弱，本书以卷轴书法形制源流为主要考察对象，主要着重典章名物制度形
成的渊源及文化内涵，以及在后世的演变过程中呈现出的特点及所蕴含的文化的变迁，同时也包涵了
视觉规律的研究，以期能有效地补充世人对中国书法的认识，使字体、书体、文体研究中某些缺环和
模糊之处得以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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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　　另一个概念“小品”亦经常用来说明北宋以来的小型幅面的书画，“小品”二字最初源自佛
经，《世说新语·文学》：“殷中军读小品”句下刘孝标注云：“释氏辨空经，有详者焉，有略者焉
；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
”中国书画里的“小品”概念，是相对于一种严谨的、大型的主题性创作而言，两者所担负的美学功
能不尽相同。
但不管是“小景”还是“小品”，都反映了精致、内省又不乏天地视野、人间关怀的小型幅式已成为
宋代卷轴书画的重要表现形式。
　　目前看来书法团扇上的诗文均与题画有关。
中国古代的书法是在文献性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文献的形制导致了长卷和册页形制的产生，而书法
在文献之外的视觉意义上的拓展首先在金石载体中呈现，在石刻、摩崖、题壁等场合下，书法在空间
环境中的可视性被激发出来，但即便如此，这些文字的文献性仍然没有完全丢失。
如北朝摩崖石刻，字径大者有2米，然而它最原始的动机是为了保存、宣扬佛经，以金石方式得以免
去兵火之灾。
所以尽管出现了大量片段式的文字，但仍不失文献的力量。
尺牍为魏晋以来卷轴书法之主要形制，诗文长卷则由唐代演化至宋代而渐趋流行，但其实用性书写是
尺牍、长卷的主要功能，而团扇、册页书法则与绘画相结合，越出了实用性书写的范畴。
　　以团扇形式出现的书法，尽管仍负载着文字内容，但其主要功用已不是文献的记录。
从目前所存的28件宋代书法团扇来看，全部为诗作，这些诗作的书写主要与画面形成呼应，并在形制
上成为整体，文学性的增强和文献性的减弱正成为书法创作综合性的一种表现。
同样，在团扇形制中进行对幅创作亦应在情理之中，也可以说是绘画团扇带动了书法团扇的演化，形
成了书中小幅之特定形式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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