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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立完整意义上的书法学科，是目前书法界亟待进行的工作。
书法自古没有高等教育的概念。
书法艺术与写字在观念上的混淆，曾经严重阻碍了我们的发展。
中国美术学院具有优秀的艺术传统，是国内历史最悠久的艺术学院，迄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
由蔡元培、林风眠、黄宾虹、潘天寿等一代大师开创、哺育的艺术摇篮，在艺术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
，一直受到国内外众口一辞的推扬。
在1962年，以潘天寿、陆维钊、沙孟海、诸乐三等老一辈艺术家为代表，以卓见睿识，创立了有史以
来第一个高等书法专业，即原浙江美术学院书法科。
3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看到书法的发展正呈现出一日千里之势，并且越来越显示出对高等教育的急
切期待之时，我们由衷感激老一辈艺术家开创新世界的筚路蓝缕之功，也才开始真正意识到书法高等
教育的重要价值。
老前辈们的远见卓识，为后人的继续奋进创造了一个不可多得的优良环境，也为我们的继续开拓奠定
了一个扎实的学术基础。
30多年来，尽管书法学科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时代变迁，但它的卓著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一批批大学本
科生、研究生走向社会，对于现代书法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他们已成为书法界的中坚力量
。
目前，我院已有了较系统的书法教学体系，包括教学法、教材、教师与专业课程设置，开展了书法专
业的教学科研工作，并在国家级的优秀评奖活动中屡获大奖，在海内外已成为一面旗帜。
目前书法专业有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及外国留学生、进修生等各类教学层次，还拥有一支教
授、讲师、助教配备齐全的教师队伍。
他们的努力工作已获得显著的成绩。
随着书法事业的发展，我相信他们的工作将会有越来越大的反响。
为总结书法专业教学工作经验，我院出版社决定出版系列化的书法教学丛书，特请我院著名书法教师
以及兄第院校的书法教师共同编写，以满足社会之急需。
在书法界高等教育成果十分匮乏、许多书法家尚未了解书法高等教育当如何着手的情况下，推出这样
的教材，使它能在更大范围内发挥效应，积极推动书法的发展，我以为是十分及时的。
这套教材丛书每章节后均有思考题与作业，是比较实用的书法教材。
希望它的出版对推动当前书法进一步向高层次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也希望它的出版能使更多的人了解
书法的艺术蕴奥，以它为入门的向导，走向书法的专业水平。
感谢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先生和启功先生欣然应允担任本丛书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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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册教材是以我在中国美术学院主讲的中国书法发展史、中国书法批评史课程的讲课录音整理而
成。
进修生胡立伟、周德聪及顾敏芳同志在整理工作中出力最多，遂使本册教材能 满成稿，十分感谢他们
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本册教材以大学程度本科、专科书法理论课程的讲授水平为基准，同时也适当考虑到自字者的情况，
列出了思考题与作业及参考文献，希望读者和学习本课程的同志认真按作业要求去 做，以使自己的基
础知识扎实、系统。
此外，本册史学教材与书法美学教材配套，因此希望能在 学完本册内容之后，进入书法美学分册内容
，学习书法美学原理与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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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第一部 分中国书法发展史导 论 建立中国书法史观的重要性第一章 关于文字的起源第二章 殷商甲
骨文的空间构筑第三章 两周金文的风格第四章 秦篆的意义第五章 汉隶——走向庶民化第六章 从汉末
到三国：审美自觉第七章 两晋与王羲之第八章 南北朝——碑与帖的并列第九章 唐代（上）：崇王风
与尚法的成因第十章 唐代（下）：张旭与颜真卿第十一章 宋代尚意书风第十二章 元代复古主义思潮
第十三章 明代：沉滞与反叛的矛盾第十四章 清代：书法诠释的独特性第二部 分中国书法批评史导 论 
掌握书法批评史的意义与方法第十五章 前书法理论：六艺、六书与文字理论第十六章 汉晋书赋的产
生与蔡邕、卫恒的书法理论第十七章 赵壹《非草书》的深层意义第十八章 魏晋南北朝：“品”与“
评”的批评体格与思维模式第十九章 初唐三家书论：从结构理论研究到“冲和之美”境界的提出第二
十章 两座高峰：孙过庭《书谱》与张怀掼《书断》第二十一章 关于唐代的书品、书赋、书诗、书录
第二十二章 宋代书论的随笔格调与反叛性格第二十三章注重古典规范与技法的元代书法批评第二十四
章明代书法批评的复古基调：从平庸走向激切第二十五章从技法解析到流派宣言——清代北碑派书论
的崛起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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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八章 南北朝——碑与帖的并列魏晋以后，书法在南北朝时期形成双峰对峙的局面。
用南北朝的概念比用六朝的概念要准确些。
六朝是指南方的六朝，包括了三国的吴和东晋、宋、齐、梁、陈。
从书法史的时序上说，把东晋掺杂在内，显然是没有必要的。
南北朝时期，书法发展呈主流形态，其主要特征是上承二王一系新兴书风并加以深化，其中又以齐、
梁最为突出，其原因是南方经济比较繁荣，文化形态比较稳定。
齐的书法代表人物有羊欣、范哗、萧思话、阮研、王僧虔、陶宏景、齐高帝。
梁的书法代表人物有梁武帝、袁昂、庾肩吾。
我们注意到这一时期著名书家并不太多，举这几个人是因为他们或被载于史籍，或有著作存世。
他们的著作里记载了许多关于书法研究方面的情况，如王僧虔和齐高帝就有《论书启》，陶宏景也有
《论书启》，其中大部分是对当时齐、梁皇宫内府收藏的古代真迹进行评论的谈话内容。
袁昂著有《古今书评》，庾肩吾有《书品》，都是当时书法品评的重要记载。
书法品评之所以存在，首先就是因为有了书法艺术独立意识崛起这个前提。
如果书法艺术本身没有一个风行的局面，品评也不可能有很大的发展余地。
因此，这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南朝书法的特定模式。
其一，以齐、梁为代表的南朝书法发展与文化发展同步。
比如著名的齐、梁宫体诗，是文化走向烂熟的一个标志，它缺乏清新感和创造力，是一种雕琢的陈陈
相因的程式，而书法在南朝也没有突出的大家。
或许，它也正是一种在前代二王映照下走向烂熟的标志。
存世的南朝作品中，如王僧虔的《太子舍人帖》、王僧虔之子王志的《一日无申帖》、王慈的《尊体
安和帖》、梁武帝的《异趣帖》，大抵上笔势较东晋更为开张，但总体风格格局则不出二王规定。
而在技巧上，齐、梁书家却体现出一流的感受。
这种技巧与风格之间明显的不平衡，正是南朝书法的一个显著特点。
不但王僧虔、梁武帝如此，当时著名的书家如谢灵运、羊欣、范哗、萧思话、虞和、张融、萧子云、
陶宏景等也莫不如此。
世谓“买王得羊不失所望”，以羊欣为二王的直接后继，其实也正可从观众期待与作者追求两方面见
出羊欣（可扩大为整个书坛）注重继承的“萧规曹随”格调。
应该承认，无论是齐、梁朝代更迭的政治事实，或是如梁武帝佞佛这样的宗教影响，都无法改变这一
规定。
过去理论家奢谈不了解佛教就无法讨论齐、梁书法，我想在讨论书法批评史上可能有意义，至于在每
件作品或每个书家中去寻找佛教的影响痕迹，实在是无谓得很。
至少，它不符合南朝书法的事实。
这样的牵强附会，也实在不够尊重书法的独立能力。
其二，江左风流式的温润不但是对传统的继承，也是为地域所决定的。
如果晋室不南迁，王羲之看到的都是中原古风，他未必能写出如此飘逸的行书，因为他找不到这样做
的信息环境与反馈渠道。
而自东晋以来的士气，又是通过尺牍翰札书的特定格式，使南朝书风理所当然地走向温雅细腻的一路
中去，在其中，有文学环境方面的原因，也有“士”的意识本身的原因，更有书札与石刻的不同分界
对风格影响的原因。
当然也还有地域传统影响的原因，而文学环境、士的意识、书札翰墨、江南风情等等原因，都与南朝
上承东晋（甚至更早的吴越文化）的客观规定分不开的。
而北朝，就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江左风流的书风一直贯串到智永，如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智永《千字文》。
智永是王羲之的第七代孙，身处由陈入隋的南朝后世，上承王羲之的风流，上承传统，使他的书法里
具有很明显的“文士气”，楷书比草书更典型，感觉很细腻，笔的顿挫感强，表现丝丝入扣，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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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强烈，少却许多阳刚之气，但有儒雅之风，是一种士大夫式的格调。
当时，整个南朝书法都是这样的一种基调。
过去的书法史就认为这是时代的标志。
不过我们应该看到翰札以外的书法现象。
南朝虽然以墨迹翰札为主，具有很浓的文化气息，不过也有为数可观的石刻群。
著名的《刘怀民墓志》及六朝墓志群，代表了南朝细腻书风在石刻上的充分表现。
过去我们习惯于以石刻与墨札分别代表阳刚阴柔的方法，现在，却看到了一种同样细腻、富于南方情
调的石刻。
《刘怀民墓志》、《刘岱墓志》、《梁桂阳王妃王慕韶墓志》等，已是地道的楷法而不再有明显的古
拙隶意。
这又不妨看作是行书兴起后对楷书的逆影响，是行书的启发与比照，使原来一直游移于隶、楷之间的
楷书完成了自身。
至于《瘗鹤铭》这类的摩崖，竟在温润的格调下仍能体现出相当舒展的大格局，实在是令人赞叹不已
。
虽然书风有南北之分，但物质材料的规定似乎更有力量。
没有摩崖这种特殊的形式，《瘗鹤铭》式的书风在南朝不太可能出现。
而更进一步的判断则是，虽然《瘗鹤铭》已具有气势开张的大格局，但它也还是摆脱不掉细腻的南朝
风味，时风与地域的影响还是存在。
这一点，只要将它与北魏郑道昭刻石作一对比即可明了。
南朝书风与北朝书风的区别，石刻与翰札的区别，士气与实用的区别，文化层与工匠层的区别，这些
都足以使貌不惊人的南朝书法在整个书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
不谈它的作品成就，而只就它的种种现象而言，比如南朝文人的心态与北朝工匠的心态，本身就是很
好的研究课题。
清代开始，学者们开始鼓吹北朝书法，提倡雄强恣肆的书风。
这种书风比较典型的是《龙门造像记》、《石门铭》、《郑文公碑》、《张猛龙碑》等等。
这些作品都有明显的阳刚之气，方笔刚劲，斩截果断，但在过去不太受人重视。
如果没有清代书家鼓吹，只凭北朝碑本身，也许直到现在我们还不会注意它的价值，又加以都是刻碑
，刻者大都没有留名，自然更难以引起人们的兴趣。
北碑书法在当时被忽略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它不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
古代书法中讲“中和”、讲“温文尔雅”、讲“含蓄”，而北朝石刻书法都是工匠们刻成，而不是出
自著名的大人物之手。
把它和汉隶比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汉隶也是工匠刻的，为什么对刻汉隶的工匠的身分我们不去计
较，而对刻魏碑的工匠的身分却紧紧抓住不放?这主要是因为，南北朝时代的环境背景变了。
南北朝上承两晋，书法从平民阶层又回到贵族阶层手中，书法都是掌握文化的人的专利。
在这种回归中，又形成了一种高文化的人掌握高书法的格局和观念。
于是书法又成为一种学养、水平甚至地位的标志，在汉代以前没有这种同时并存的两个系统，没有鲜
明的对比，所以什么人都能做，只要做得好。
而以后出现了书圣王羲之，人们习惯于用书法家的概念来衡量自觉的书法艺术。
书法家的概念是一个社会概念，有知识、有地位、有社会影响、有文化特权，这些工匠都不能做到。
所以，这种身分地位的差别，使工匠不能成为书法艺术的主宰。
第二，由于材料的关系。
碑都是刻的，需要复杂的制作过程和辛苦的劳动。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位身分很高的人，他不可能亲自参与刻制的全过程。
所以，即使是将军、太守这样一些人，他只要一接触这样的作品，马上就会选择书翰尺牍的“写”，
他自己可以完成整个书写创作的全过程，用不着再找别人刻，也用不着自己埋头苦刻，以免有失身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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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册教材是以我在中国美术学院主讲的中国书法发展史、中国书法批评史课程的讲课录音整理而成。
进修生胡立伟、周德聪及顾敏芳同志在整理工作中出力最多，遂使本册教材能 满成稿，十分感谢他们
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本册教材以大学程度本科、专科书法理论课程的讲授水平为基准，同时也适当考虑到自字者的情况，
列出了思考题与作业及参考文献，希望读者和学习本课程的同志认真按作业要求去 做，以使自己的基
础知识扎实、系统。
此外，本册史学教材与书法美学教材配套，因此希望能在 学完本册内容之后，进入书法美学分册内容
，学习书法美学原理与欣赏、当代书法评论两门课程。
学完这四门课程，则作为一名学员的书法基础理论部分的学习即告完成。
本套教材之外，另有一些参考书希望也能阅读一过，一是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书法学综论
》(1990)，二是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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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本册教材是以我在中国美术学院主讲的中国书法发展史、中国书法批评史课程的讲课录  音整理
而成。
进修生胡立伟、周德聪及顾敏芳同志在整理工作中出力最多，遂使本册教材能 满成稿，十分感谢他们
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本册教材以大学程度本科、专科书法理论课程的讲授水平为基准，同时也适当考虑到自字  者的情况
，列出了思考题与作业及参考文献，希望读者和学习本课程的同志认真按作业要求去  做，以使自己
的基础知识扎实、系统。
此外，本册史学教材与书法美学教材配套，因此希望能在  学完本册内容之后，进入书法美学分册内
容，学习书法美学原理与欣赏、当代书法评论两门课程。
学完这四门课程，则作为一名学员的书法基础理论部分的学习即告完成。
    本套教材之外，另有一些参考书希望也能阅读一过，一是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书  法学综论
》(1990)，二是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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