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书法经典作品章法解读（楷>>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书法经典作品章法解读（楷书卷）>>

13位ISBN编号：9787807462996

10位ISBN编号：780746299X

出版时间：2008-6

出版时间：广西美术出版社

作者：林釜生　主编

页数：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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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书法经典作品章法解读（楷>>

前言

　　字如其人，作品即人品。
人的品格、胸襟如何，决定着作品的气象，低俗的人作品不会高雅。
林釜生、刘蒙平、唐果、梁祥金、温进是我的同行，与他们相识缘于书法，他们近年来活跃于书法界
。
最近在南宁谋面，他们带了这套《中国书法经典作品章法解读》丛书（隶、楷、行、草、篆）的书稿
给我看。
　说实话，从事书法这一行，关于书法的书看过无数，患了“审美疲劳”症。
但我看到这部书稿，还是感到眼前一亮，从书稿的排版设计、所选的作品到内容文字，都很新颖。
当然，新颖的前提是专业性、学术性和可靠性。
有的经典作品通过他们的剪裁或者局部放大之后，让人觉得本来司空见惯的经典作品原来还有另外一
种美、另外一种味道！
难得的是，书稿中有我没见过或者说以前没注意到的作品，没想到我在这套书稿中发现了好东西，厉
害！
可见这几位作者花了很大的心思。
　　这套丛书思维开放，有厚度，看问题有大局观，不说那些尽人皆知的套话、空话、老话，读了之
后觉得蛮有意思，所以我特推荐给周围的朋友和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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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套关于中国经典书法作品解读的丛书。
编写本丛书的缘起，一是因为广西美术出版社的约稿；二是编者发现，目前已出版的解读章法的书，
大多收入的是明清以来书家的作品，对明以前秦汉以来书家作品较少关注。
本书为其中之一的《楷书卷》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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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楷书概述　　第一节　楷书的含义　　楷书，也称正楷、真书、正书。
楷是“楷模”、“法度”、“样板”之意，《辞海》解释说它“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
楷书由隶书简约演变而来，初创于汉，完备于魏晋南北朝，成熟于唐，传承于唐后各代，主要包括晋
楷、魏楷、唐楷三大类风格。
在篆、隶、行、草诸书体中，楷书形成最晚，但由于易认易读，应用非常广泛。
千百年来人们都把楷书作为学习书法的基础，作为进入书法艺术殿堂的必由之路。
　　第二节　楷书的源流　　一、楷书的雏形——八分书　　早在秦代，中国正规的字体是“小篆”
。
由于需要一笔一画地书写，相当麻烦，一般人不愿受此约束。
特别在战争和出现紧急情况时，这种书写速度较慢的字体满足不了快速便捷的需要。
于是，写得随便一些的隶书（图1）就出现了，在汉代成为一种最主要的书体。
东汉魏晋之时，又出现了隶的简单写法，即结构整齐，点画出现波磔。
当时为了区别旧隶书，就将这种书体称为“八分”（图2）。
　　由于“八分”书写得齐整、规范，人们便把这种齐整化的隶书称之为楷书。
唐张怀瑾《书断》中说“（八分）本谓之隶书，楷者，法也，式也，模也”。
古人所说的楷书与今天所说的“楷法”是有区别的，但规范齐整的隶书对楷书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关系
。
　　二、楷书的形成——晋楷　　魏晋时期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期，楷书正式成为一种典
范化的书体。
楷书的出现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贡献，其中成就最高者当数钟繇和王羲之。
钟繇一直被视为楷书之祖而被世代景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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