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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代书法家们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不仅勤于探索，勇于创新，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书法艺术作品
，而且在理论方面也精于感悟，善于总结艺术创作经验和理论，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书法艺术宝藏。
整理和研究古代书法家们留下来的丰富的艺术理论和实践遗产，总结和归纳他们宝贵的艺术创作经验
，为我们当代书法艺术创作提供参考和借鉴，这是我在多年书法教学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想法.所以
，1982年从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我在长期的书法学习和教学中，就开始有意识地大量阅读和浏览
古代文献资料，摘录和整理其中有关古代书法家学习和创作的传说故事和学书经验片段，积累的资料
卡片装满了几大抽屉。
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整理摘录资料全凭手写卡片，更不要说有什么古代文献的电子版和网络版
了。
　　这一工作，我断断续续进行了3年多，仅读书笔记就有5万多字，那时候年轻，精力旺盛，根本不
知道什么是累，看书看累了就临帖，临帖觉得腻味了，再看书，写读书笔记，总不让自己闲着。
　　我在古代文献的海洋里畅游，在书法艺术的世界里畅想，觉得自己的业余生活过得非常丰富而充
实，我完全把书法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大学中文系毕业，我没有去继续学习和研究古代文学，却和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我觉得这是前生的
缘分。
别的同学开玩笑说我是“误入歧途”，我却认为我是“如鱼得水”。
在阅读古代书法文献的过程中，我的确有很多收获和感受，许多书法家勤学苦练的经历和故事，让我
感动，催我奋进！
许多书法家学书的故事，看起来似乎很平淡，但其中包含了许多丰富的人生哲理，使我们深入到了书
法家的心灵世界，去触摸其内心深处的艺术精灵，从而使我们获得艺术学习和创作的灵感！
比如，有一则“书圣”王羲之学书悟道的传说故事叫“人各有体”，故事是这样的：　　王羲之最喜
欢的书法家是汉代的张芝，对他的草书尤其偏爱，他觉得张芝的草书很有气势，笔力惊绝，纵横无极
。
因此，他就将张芝作为模仿的对象，找来了许多他的法帖，刻苦研究，反复临摹。
王羲之的模仿和学习，努力做到一笔一画，循规蹈矩，生怕脱离张芝的面貌。
这样学了一年，王羲之虽然也能写草书了，但写出来的完全是张芝草书的翻版，没有一点自己的风格
。
只是这一点，王羲之并没有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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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名家翰墨趣谈》讲述许多书法家学书的故事，看起来似乎很平淡，但其中包含了许多丰富的人
生哲理，使我们深入到了书法家的心灵世界，去触摸其内心深处的艺术精灵，从而使我们获得艺术学
习和创作的灵感！
 《名家翰墨趣谈》通过增加一些具有趣味的讲故事、学书法的活动，让学生讲故事，悟书理，提高他
们的艺术鉴赏能力和感悟能力。
还可以指导学生研究和探索古代书法家成功的案例，从他们学习书法的亲身经历出发，探讨他们的学
书道路、师法对象、所临碑帖包括交游访学等等，对综合研究一个古代书法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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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倪文东，笔名倪端，1957年生，陕西黄陵人。
198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
教授、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京师印社社长。
多年从事书法教学、创作和研究工作。
主讲中国书法史、篆书研究、草书技法、篆刻学等课程。
主编有《二十世纪中国书画家印款辞典》、《书法自学丛书》等。
出版有《书法鉴赏》、《中国书法家全集·柳公权》、《历代书法名品赏评》、《中国篆刻大字典》
等。
发辫论文20余篇。
书法教学成果三次获得省部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论文获全国第六届数学理论讨论会二等奖。
书法篆刻作品多次参加省及全国展览，并多次在日本、新加坡及韩国展出。
曾在西安和新疆举办个人书法篆刻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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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李斯的书法在当时已很有名气和地位，受到了广泛赞扬和肯定，秦代有名的碑碣、玺印上的字很
多都出自他的手笔。
李斯的书法作品以刻石为代表，这主要跟秦始皇有关。
统一了六国的秦始皇好功名，喜欢登山游水，并刻石记功。
他每到一处，都要丞相李斯撰写颂文，书刻上石。
我们从司马迁的《史记》中可以知道秦代有泰山、琅邪台、之罘、碣石、会稽、峄山六处七块刻石，
并录有五篇文字，这些刻石书写都出自李斯之手.这七块刻石中，之罘、碣石两石已无迹可寻。
峄山刻石也被毁掉，后来出现了摹刻，唐代以来摹刻较多，以宋代郑文宝摹刻的为最好，现存西安碑
林。
《琅邪刻石》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但已剥落严重，字迹模糊，辨认很是不易。
会稽刻石原本也不复存在，但有后人的翻刻本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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