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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孙过庭在《书谱》里提出了书法学习三阶段  “至干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
能险绝，复归平正。
”    这三个阶段是书法水平由低到高的过程．也是书法家人格修养逐步走向圆满大成的过程，还是书
法艺术的生命（如东坡所言的神、气、骨、肉、血）、书法家的个体生命、生生不息的宇宙大生命，
这三个生命逐渐走向会通境界的过程。
“右军书法晚乃善，庾信文章老更成”说的就是这个境界，一个“复归平正”、“人书俱老”的境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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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篆书　　周大盂鼎器铭　　金文从商代的依物象形、多富装饰性及原始野性的张狂、恐怖
与任性，逐步演化为以线条为主，弱化装饰性，追求整齐、均衡、对称，表现出一种“斯文气”。
懿王或孝王时代金文的线条　　和结体，都有一种秩序感，婉转典雅，已初步具备了小篆的艺术特色
。
规范，当然是金文书法发展过程中必要的一个过程，因为只有规范才能表明它已趋于成熟。
但艺术的发展规律又恰恰是：在规范形成的同时艺术开始走向模式和死板。
艺术的发展必须突破旧有的模式，创造出一种新的鲜活的样式。
也正是应了这样的规律，刚形成的新的金文秩序又被打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散盘器铭》是西周厉王时代的作品，铭文共l9行，350字。
记述矢、散两个联姻国之间划分田界等事，立誓、画图确认归属等。
厉王不是一个好国君，《资治通鉴》说：“呜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
专政，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
”厉王时周人和南方又有许多战争，《后汉书·东夷传》说“厉王无道，淮夷人寇，王命虢仲征之，
不克”。
纲纪的散坏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有利于新的艺术思潮的自由涌动，《散盘器铭》简便率意、不衫不履的
新金文书风的诞生正其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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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书法赏析》有图有文，带您走进书法世界。
　　在中国，书法艺术是“宠儿”。
你看，不论是“琴棋书画”还是“诗书画印”，书法都在其中，再看，如果一个人能写手漂亮的书法
，不论是毛笔还是钢笔，周围的人都会投以钦赏的目光。
对书法，因为从小接受识字教育的缘故，普通老百姓多多少少都会“两下子”，所以每每面对张书法
时都能说出点门道。
比如夸个人书法好，我们最常听到的评语便是“龙飞风舞”、 “行云流水”，或者是“把字写活了”
。
殊不知，这简简单单几个字，却是点出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秘奥。
虽然在其他一些国家也有书法，但是他们并不视之为一种具有极高价值的纯粹艺术。
存中国则不然。
中国的艺术家是把书法当作生命来看待的，正如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所说：“中国的书法，是节奏化了
的自然，表达着深一层的对生命形象的构思，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
因此中国的书法不像其他民族的文字，停留在作为符号的阶段，而是走上了艺术美的方向，成为表达
民族美感的工具。
”书法生命的生成与创造方面得益于汉字的构造。
可以说，若是没有汉字的诞生，则不可能出现像中国书法这样一种纯粹的高级艺术。
蒋彝先生曾经说过 “中国书法的美学是 （汉字）优美的形式应该被优美地表现出来。
”可见，中国书法艺术成立的前提是具有汉字这样种优美的形式。
有了这样一种优美的形式后我们才可以谈得上如伺去将这优美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为一种艺术。
与其他民族文字相比，汉字在形式上的美感无可比拟。
这些字的最初产生，却是我们的祖先通过“仰者取象于天，俯者观法于地”这样种悟对式的观察。
感受自然万物的生命征象，然后”造书契，代结绳，初假达情，浸流竞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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