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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的书法是建筑在对汉字的艺术加工之上的一种极具民族特色的造型艺术。
它早在中国文化开始以书面形式积累、传承时就已萌芽，以今天所见的材料而言，殷商的甲骨文可视
为中国书法的滥觞。
据研究，甲骨文可分为四期，各期的书写风格已有不同，尽管只具有一些简单的形式美，但也明显可
见甲骨文具有讲究对称的质朴书风。
甲骨文之后，中国书法经历了金文、篆（包括大篆、小篆）、隶、草、行、楷等几种书体的演变，其
中甲骨文、金文、篆文被称为古体，后四种被称为今体。
虽然有“古”、“今”之别，但各种书体并不是简单的直线发展、前后相沿，而且就书法的内在构成
而言，各种书体在笔法、墨法、结体、章法等方面的追求有异，其内在精神却是相通的。
例如金文，被誉为青铜之花，在丰富的笔画形态和章法布局中体现出凝重浑厚的线条质感。
小篆，在甲、金文基础上形成的大篆的基础上再加以规范，其字形修长、线条匀称垂范后世，不仅成
为中国书法演变历程中的第一个正体，更通过其独特的字形反映了对人体形态之美的摹拟与追求，赋
予书法以综合、包容的艺术品性。
隶书的出现更是一次伟大的革命，它的产生据认为是为了适应快速书写的文化需求，这就使中国书法
在艺术化道路上阔步前进之时永不悖离其记录语言、交流交际的实用功能，赋予书法生生不息的活力
。
隶书通过笔画和结构两个方面对篆书进行革命性改造，并且在汉朝成就了中国书法的第一个高峰。
之后，草、行、楷各体均从隶书脱胎改进，并在发展中融人了更多的艺术个性和天才创造，书体不过
数种，而每种字体却均有难以数计的风格与流派，争奇斗艳，蔚为大观。
　　1．中国篆书艺术　　据文献记载，秦以前汉字书体并无专门名称。
郭沫若认为篆书是官书之称，甲骨和金文是小篆，而小篆是由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逐渐演变而成
的。
由于是官书，小篆实际上只适合于隆重的场合，如记功刻石、权量诏版、兵虎符之类。
而隶书则更普遍地被使用于一般的公私文件和书籍，范围要广泛得多。
标准篆书体的体式是排列整齐，行笔圆转，线条匀净而长，呈现出庄严美丽的风格。
与甲骨文、金文相比，具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字形修长，而且紧画向下引伸，构成上密下疏的视觉
错感，这与自上而下的章法布局也有关系；线条匀称，无论点画长短，笔画均呈粗细划一的状态，这
种在力度、速度都很匀平的运笔，给人以纯净简约的美感。
这两种特征，加之字体结构的趋简约固定的倾向，小篆书体的章法布局更能形成纵横成行的序性。
　　秦篆有圆笔方笔之别，圆笔以秦刻石为代表，方笔以秦诏版权量为代表，为秦篆之俗体。
汉魏之际是秦篆的强弩之末，除用于碑铭篆额和器物款识之外，难得有独立的篆书。
唐篆，因李阳冰出而复苏，但秦篆的浑厚宏伟之气已荡然无存。
宋代金石之学和元朝的复古书风，使篆书得以泛起微潮，以篆书著称者不乏其人但乏超越之力。
明代承元之风，步趋持平。
清朝篆书百花斗艳，进人了推唐超秦的大繁荣阶段。
　　2．中国隶书艺术　　隶书之名源于东汉。
卫桓《四体书势》中说：“隶书者，篆之捷也。
”由于汉代社会文字使用量增多，战事纷沓，士族参政，百家争鸣，文学兴盛，文化下移，民事商事
等各种因素，使篆文繁缛的书写方式无法负担，于是书写便捷简约的隶书诞生也就势在必然了。
　　隶书对篆书的改革包括笔画和结构两个方面。
隶化的方法有变圆为方、变曲为直、调整笔画断连、省减笔画结构等等。
其中以横向取势和保留毛笔书写自然状态两点最为重要。
横向取势能左右发笔，上下运动受到制约，最终形成左掠右挑的八分笔法。
而毛笔的柔软I生使汉字笔画产生了粗细、方圆、藏露等各种变化，还有字距宽、行距窄也是其章法上
的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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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隶表现在帛画、漆器、画像中精美绝伦，而在碑刻中更显其宽博的气势和独特的韵味。
汉隶主要有两大存在形式：石刻与简牍。
汉隶之后的隶书几不足言说。
魏晋南北朝隶书大多杂以楷书笔法；唐朝隶书不乏徐浩等书家，但失之肥弱；宋元明三朝的隶书也难
振汉隶雄风；直至清朝，汉隶才得以复苏，初有郑板桥，继有邓石如，后有何绍基等，均不落窠臼，
别有建树。
　　3．中国草书艺术　　《说文解字》中说：“汉兴有草书。
”草是相对于正而言的。
把字写得快捷随便，如起草文稿书信被称为“草稿”，所以，任何一种书体都有这种草化的结晶，如
篆草、章草、今草、行草、狂草，从狭义而言，是“解散隶法，用以赴急”的结果。
草书符号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笔画带钩连，包括上下钩连和左右钩连。
隶化笔法的横势倾向，为左右钩连的草化提供了依据。
　　草书虽然适应了快速书写的文化需求，在社会生活中曾广泛传播，但往往流于潦草，不易辩识，
不利于传播和教育，这就产生了行书。
由此看来，草书发展可分为早期草书、章草和今草三大阶段。
早期草书是跟隶书平行的书体，一般称为隶草，实际上夹杂了一些篆草的形体。
章草是早期草书和汉隶相融的雅化草体，波挑鲜明，笔画钩连呈“波”形，字字独立，字形扁方，笔
带横势。
今草是章草去尽波挑而演变成的，章草笔法用“一”形，今草笔法用“S“形，这是两者的根本区别
。
运笔放纵、点画狼藉的又称大草或狂草。
章草在汉魏之际最为盛行，后至元朝方复兴，蜕变于明朝。
今草书体自魏晋后盛行不衰，到了今天，草书的审美价值远远超越了其实用价值。
　　4．中国行书艺术　　行书之称始于西晋卫恒《四体绝书》。
张怀瓘在《书断》中是这样阐述行书产生原因的：“行书者，后汉刘德升所造也。
既正书之小讹，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
”可见在东汉晚期已有行书了。
从行书的产生、形成和历代演变的发展过程来看，行书并没有形成独立的“行法”，这是与篆、隶、
草、楷的最大区别。
行书无法却有体，最大特点是用连笔和省笔，却不用或少用草化符号，较多地保留正体字的可识性结
构，从而达到既能简易快速书写又能通俗易懂的实用目的，便于文字信息的流通交换。
另外，行书具有紧贴其他书体的特点，所以孙过庭《书谱》说：“趋势变适时，行书为要。
”　　行书萌发于两汉，盛行于魏晋，至东晋产生了以二王为代表的具有高度艺术典范性的行书风格
。
南北朝至初唐书坛，是笼罩在二王行书风格艺术氛围之中的。
唐朝中期至宋颜真卿行书开一代新风，此后宋代的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均受其影响。
元至明中叶，无论是赵孟頫还是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均在晋唐书风中占据一席之地。
明代晚期至清朝是行书发展的飞跃阶段，其特点：一是出现了带群体性质的具个性化的行草书家；二
是在碑学思潮影响下出现了用北碑笔法写行书的风格，前者是一种“尚势”书风，后者是民间碑书体
风格。
　　5．中国楷书艺术　　楷书有两个问题难以定位：一是其名称与正书、真书、隶书、今隶、八分
书、章草书混淆而难区分；二是其起源定于何时众说纷纭。
一般而言，楷书的标准在于方正端齐，有别于长纵不用转而用折等；另外行书的行式，甲骨、钟鼎中
不固定，左右行不拘，自秦以后，一律从右至左，无不例外。
孙过庭《书谱》中说：“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
”可说是一种概括。
　　自秦汉之际产生笔画至三国楷书成型，两晋南北朝是楷书发展的勃兴时期，王羲之楷书为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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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以魏楷为代表，北朝书法的勃兴是楷书兴旺的标志，其质朴雄强的艺术风格，与南方的秀丽典雅，双
峰对峙。
楷书鼎盛时期在盛唐，承隋楷风格之变，各书家各显其个性体貌；中唐颜真卿以雄风创新；晚唐柳公
权以“柳骨”相媲美于“颜筋”，凡此三变，形成唐楷之大貌。
五代、宋、元、明、清是楷书式微期，书家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未能突破晋唐楷书已有的格局。
楷书式微的另一些原因还有：印刷文化的兴起，楷书的审美表现性和抒情性均不及行草书。
　　中国书法又被誉为中国美学的灵魂，它通过线条的飞动、笔墨的意象，展现出生动的气韵以及书
家的精神追求。
中国书法以力为美，又讲究力由功来，并且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相互混融，不仅使书法成为一
种富有政治风格、富于哲理的艺术，而且对书品、人品统一的讲究，更使书法成为传统中国文人修身
养性、涵养道德的绝佳负载。
而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每个时代都有自己对书法风格的追求，例如汉人尚气、魏晋尚韵、隋唐尚法
、宋人尚意、元人尚态、明人尚趣、清人尚朴，各个时代又有众多的书法名家，如璀灿群星点缀在书
法长河，历久而长明。
　　书法，是高度个性化的艺术，真草隶篆，名家代出；书法又是高度综合性的艺术，蕴含着丰厚的
文化历史、民族审美精神和哲理追求。
咫尺之间、方寸之幅，指涉无限时空。
中国先秦哲学家老子以“道”为至高哲理，而中国书法，正是道之动、道之迹，它沟通的，或者说它
欲阐明的，是人的心灵。
历代众多的书法名家，以他们的精妙之笔为我们留下了他们的心痕，从这些或灵动或凝重或严整或恣
肆的笔墨之中，我们可以深入、深刻地去体味古人，体味传统，体味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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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书法全集》采用以书体分门别类，采取分别书体分类编排的方法，突出地展示每一书体的风格
与发展。
在分体编排的框架下又采取按时代顺序排列的方法，既可见书法字体之演变，又能展现各个朝代书家
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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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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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书法全集(套装共10册)》中国的书法艺术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语言再现了历时性的嬗变过程
，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用毛笔书写的、具有四维特征的抽象符号艺术，它体现了万事万物的“对立
统一”这个基本规律又反映了人作为主体的精神、气质、学识和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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