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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书法思想史》的目标就是对中国书法思想发展的过程作一历史的探讨，提出我们对中国书
法思想基本内容和价值的评判以便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书法艺术。
中国书法是以汉字为表现对象、以毛笔线条为表现工具的一种意象艺术，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和审美
价值。
中国书法作为一门艺术，有着自身的特色与丰富的内涵，有着自己发展的悠久历史。
倘若不苛求书法作为一门独立艺术的完全自觉性的话，我们就可以将中国书法艺术的萌芽上溯到文字
形成初期，可以说“当中国文化开始以书面形式累积、传承时，也便有了书法艺术的萌芽”。
嗣后书法发展的不同时代各具特色：秦汉的古拙、魏晋的风韵、隋唐的法度、宋元的意态、明清的朴
趣，都体现着中国书法无尽的美。
中国书法艺术博大精妙，这除了中国悠久历史所赋予的深厚沃壤之外，历代书法家的文化自觉和对艺
术创新不懈的追求也是根本原因。
所以，要深入理解中国书法，必然涉及中国书法思想史。
书法艺术并不是一门孤立的艺术，它的产生发展与文字的发展、社会文化发展、书家个人的阅历、情
感深深结合在一起。
作为《中国书法思想史》的绪论，要对三个相关问题作一初步论述。
这三个问题是：一、文字与书法艺术；二、书法艺术与书法思想；三、中国书法思想史分期。
我们希望通过这三个问题的论述，对于理解《中国书法思想史》各章的内容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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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炳武，陕西黄陵人，1956年生，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现任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主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所
长、西北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陕西书画协会副主席、陕
西省轩辕黄帝研究会副会长、黄帝陵基金会理事、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书画研究中心主任、陕西省
于右任书法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著有《书法与中国文化》《中国书法精神》《黄帝与中华文化》《轩辕黄帝与黄帝陵》《黄帝的
祭典》《历史文化名城黄陵》《何炳武书画选》等。
　　主编有《黄帝颂书法精品选》《20世纪陕西书法篆刻集》《陕西碑石精华》《中国历代书法名作
鉴赏与临习一本全（五卷本）》《黄帝陵志》《黄帝陵与龙文化》《黄帝祭文集》等。
　　合编有《历代咏黄陵诗选》《中华诗文精华背诵本》。
　　在《中国书法》《湖南社会科学》《江西社会科学》《人文杂志》《西北大学学报》《新视野》
《南通师范学院学报》《文史与书画》《书法赏评》《华夏文化》等杂志发表论文60余篇。
书法作品曾多次参加陕西省及全国展览，多次参加中日书法交流展，中国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展，并见
诸报刊。
曾在澳门、西安、韩城等地举办过个人书法展。
作品及传略被载入《中华翰墨名家作品博览》《当代书画篆刻家辞典》等多部辞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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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先秦卷　　概述　　先秦时期是中国历史的发端期，是指从远古到秦代统一六国这一段漫长的历
史时期，经过了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几个时代。
　　商是黄河下游的部族，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即传说中商汤伐夏桀以后，成为中原诸邦国之长，
到公元前11世纪为周朝所取代。
周原先是主要活动于泾水、渭水流域的一个部落。
以后沿黄河向东扩展，至武王伐纣，取代了商的地位。
周王朝起初定都镐京（今西安附近），史称西周。
后因受到西戎族的压迫，至平王时迁都雒邑（在今洛阳市），史称东周。
东周习惯上又分作两个阶段，现在一般从周平王元年（前475）以前，称“春秋”时代，以后称“战国
”时代。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周朝的国家组织结构比起商朝来则更为严密，文化也比商朝更为成熟
。
由于周王朝重视利用宗法纽带维系王室与同姓邦国、姻戚邦国，以及统治集团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
因而在其意识形态中，占有重要意义的是祖先崇拜意识，祭祖仪式成为王室和各邦国最重要的政治活
动之一。
但是，同商代比较，祖先神已不再是人间权力的唯一来源、人间是非的最高裁判和祸福的直接施与者
。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社会又出现一些新的重要变化。
在此之前，学术文化完全是由官府掌握，到了春秋中叶，出现了第一个由私人传授的学派，即孔子所
创立的儒学。
此后，各家各派，竞相涌现，并由此形成“士”这个新的社会阶层。
士不但以自身的知识专长为统治者提供服务，在竞争激烈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也在相
对独立的立场上，讨论哲学、政治、伦理、经济、军事、文艺等多方面的问题。
战国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不仅标志着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的第一个辉煌时代，而且也
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中国书法的产生是与中国文字的出现息息相关的，因为书法是以汉字形体作为造型对象的艺术，
汉字的结构演变对书法艺术的产生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先秦时期虽然还没有形成系统而独立的书学，但从殷墟的甲骨文、商周的金文、战国的石鼓文、简牍
、帛书，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古代汉字的书写经过长期的实践和经验的积累，终于诞生出书
法这门艺术。
而关于中国文字的起源，则有三种说法：第一种是伏羲画卦说。
《周易·系辞》即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
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乎始作八卦。
”（图1）第二种是神农结绳说。
《周易·系辞》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世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庄子·胜箧篇》亦云：“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
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
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
”第三种就是仓颉造字说。
这是关于汉字产生的最有影响，也最权威的说法。
《说文解字·叙》云：“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始造书契，百工以
义，万品以察。
”（图2）　　这三种说法，尽管没有任何历史根据，最初的文字也只是抽象的线条以及朦胧的符号
，但却是远古先民们逐渐走向文明化的具体体现。
正如朱仁夫先生所说的，中国的汉字是经过了“刻划符号的雏形期，经历了图画文字的框形期，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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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入了文字书写的成熟期，汉字书法史明晰地记载了一个又一个里程碑。
　　同思想领域“百家争鸣”的局面一样，先秦时期在书法艺术上也是百花齐放，争奇斗艳。
有确切的文字资料可供研究的先秦书法史指商代至战国（前16世纪～前3世纪）大约1400年的时间，其
书法形式主要有甲骨文、金文、简牍文、玉石盟书、石刻、帛书等等。
但当时的书法尚未形成独立的艺术门类，其作用主要在于实用。
《周礼》即云：“保氏教国子以六艺。
”“保氏”是官名，即贵族家的家庭教师。
“国子”就是指贵族子弟。
六艺则是指礼、乐、射、御、书、数，是六种生活技巧。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那时书法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技巧，并且为贵族所垄断。
虽然在先秦时期书论思想还没有独立出现，但书法文化的整体环境已经逐渐形成，“六书”理论体系
的出现并形成，就是显著的证明。
“六书”是指象形、指事、会意、转注、假借、形声，这历来被视为书法理论的滥觞。
可以说，“六书”理论从空间结构和审美观念两个方面确立了书法理论的基石。
　　中国书法是在汉字发展到成熟阶段时产生的。
商、西周的文字已具有用笔、结体和章法等书法艺术所必备的三个方面的要素，书法在这时已初步形
成。
商、西周时期的书法形式主要有甲骨文和金文。
　　第一节　甲骨文　　甲骨文可以说是中国书法史上最早出现的书法形式。
从其名称就可以看出，它是指先民们契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原始文字，这些文字是记录当时占卜结果
的内容，故又称卜辞。
　　殷商、西周时期，人类社会逐渐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人类在不断地走向文明，但还没有完
全摆脱自然力对人类精神的控制。
一方面，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来创造文明，摆脱蒙昧；另一方面，自然界在人类面前还是一个无
法理解的神秘的对象。
人与神共存、服从与摆脱是这个时代的显著特点。
但是在更大的程度上，人类还必须以崇敬而虔诚的眼光来审视大自然，以大自然的变化更替来决定自
身的行为，因而这时的社会文化被以向“神”来求吉问凶的“巫史文化”所垄断，国家的所有事务，
无论大小，都由专门的巫官通过占卜来测其吉凶祸福以决定是否施行。
占卜在殷商时代是一件非常神圣的国家大事，《礼记·表记》即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
而后礼。
”占卜时巫官必须心怀崇敬之情，真挚虔诚地完成整个占卜活动，才能得到“神”的启示。
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卜辞也就是占卜的结果便是神的旨意的具体文字体现，必须记录下来以便永久保
存。
卜辞共分为六个部分：署辞、兆辞、叙辞、命辞、占辞、验辞。
署辞是指记录甲骨的来源以及修治和保管甲骨者的名字；兆辞是指记录卜人在占卜时烧灼及钻凿甲骨
出现的“卜”字形裂痕，这种裂痕也就是兆象；叙辞是指记录占卜的时间、地点以及占卜人的姓名；
命辞是指占卜时提的问题；占辞是指占卜得出的结果；验辞是对占卜应验情况的记录。
受当时的书写工具所限，只能以刻器为工具，以龟甲和兽骨为载体。
贞人（记录刻写占卜结果的书法家）也只有将卜辞写得美观大方才能得到社会和大众的认可和赞赏。
　　殷商甲骨文是19世纪中国考古史的一大发现，但是这个震惊世人的发现却是因为一件很偶然的事
情。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国子监祭酒、京城义和团总团练大臣王懿荣（图3）因为生病，请来大夫
看病。
大夫诊疗后给其开药，药方中有一味名为“龙骨”的药，于是王懿荣便派家人去药房抓药。
家人从宣武门外菜市口达仁堂药店抓来一味“龙骨”，王懿荣突然发现“龙骨”上刻有些许图形，对
古文字学颇有研究的王懿荣立刻敏感地认为这些图形应该是上古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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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适逢老友刘鹗前来探病，刘鹗也是古文字研究的大家，经过刘鹗的认真审视，证实了王懿荣的判
断。
两人一经打听，得知这些“龙骨”出自河南安阳。
此地自殷王盘庚迁殷（前1300）到商朝的最后一个国君殷纣王被灭，经历了八代十二王，做了商朝273
年的国都。
19世纪末，河南安阳市郊小屯村（图4）附近的村民在田野里耕种时突然发现了一些龟甲和兽骨，这些
龟甲和兽骨有些被村民磨成粉末作为中药出售，有的整片被作为“龙骨”卖到药房，继而辗转出现在
北京的各大药房里。
经过王懿荣的探访，共收集到甲骨1500余片，并经过仔细的研究和考证，认为是殷商时期的卜辞。
就这样，这些在地下沉睡了将近4000年的人类文化的宝物才得以重现人间。
王懿荣也作为发现和研究殷商甲骨文的第一人而名留青史。
但由于王懿荣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以后慷慨赴死，投井殉难，并没有留下有关甲骨文的研究著述。
其友刘鹗于1903年出版的《铁云藏龟》一书从而成为中国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著作。
尔后，孙诒让于1904年在考释《铁云藏龟》一书的基础上写成《契文举例》，从而开启了我国甲骨文
研究这门学科，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
其中，罗振玉（1866～1940），字雪堂，王国维（1878—1927），字观堂，郭沫若（1893～1978），字
鼎堂，董作宾（1895～1963），字彦堂，由于在甲骨文研究方面成就突出，而被称为甲骨“四堂”。
从1899年发现至1928年中央研究院正式开始考古发掘，其问经过数次的发掘和整理，共计出土甲骨15
万片以上。
这些甲骨经过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的研究，确定其文字属于商代后期，即公元前14世纪至1l世纪。
在出土的这些甲骨上，共计字数约5000个，能识出者将近2000个。
1977年在陕西岐山县周原地区，又出土西周早期甲骨。
7000多片，除少数有文字外，大都无文字。
商、西周甲骨文除过用尖利的工具契刻之外，也有用类似毛笔所写的墨书和朱书文字。
由于龟甲兽骨都很坚硬，其上契刻的文字，笔画显得瘦硬方直，线条无论粗细，都显得遒劲和富有立
体感，有粗不为重、细不为轻的感觉，有的甲骨文也出现弧形的线条。
甲骨文契刻时的轻重疾徐，在线条上都能细微地反映出来，表现出契刻者运刀如笔的熟练技巧。
不同时期的商、周甲骨文，在书法风格上有明显的差异。
或雄伟俊迈，或纤细谨密，或草率粗放。
这些风格上的差异，也是甲骨文断代的重要依据之一。
著名的甲骨文作品有《大骨四版》、《四方风名刻辞》（图5）、《宰丰骨匕刻辞》（图6）、《祭祀
狩猎涂朱牛骨刻辞》（图7）、《鹿头骨纪事刻辞》（图8）等，都是精美的书法作品。
正如郭沫若先生在《殷契粹编·自序》中所说：“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
载后人神往。
细者于方寸之片，刻文数十；壮者其一字之大，径可运寸。
而行之疏密，字之结构，回环照应，井井有条。
技欲其精，则练之须熟，今世用笔墨者犹然，何况用刀骨邪？
足知存世契文，实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
”　　占卜和书法都是人的主观意识对自然所作出的反映。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也在不断增强。
综观近300年的殷墟甲骨文书法的发展过程，甲骨文的刻写风格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一方面以殷商晚期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为背景，另一方面又按书法美学的自身发展
规律而向前演进。
由于甲骨文是用刀刻在坚硬的龟甲、兽骨上，故其笔画、字体显出瘦硬和劲健。
同时，为了提高效率，刻写者不得不改变毛笔字的笔法，主要是改圆形为方形，改填实为勾廓，改粗
笔为细笔。
总的趋势是笔画由繁至简，简而复繁；字形由大至小，日趋定型；契刻技巧由粗至细，精雕细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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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先生将甲骨文的风格流变分为五个时期，从这五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
可以看出甲骨文在笔画、字体以及契刻技巧上的变化。
　　第一个时期是盘庚、小辛、小乙、武丁时期。
这个时期大概有100年左右的时间，是商朝的鼎盛时期。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部得到了巨大而空前的发展，尤其是武丁时期，国势更加隆盛。
《诗经·商颂·玄鸟））即云“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历史上
将这个时期称为“武丁中兴”，所以现存的甲骨文，以记录武丁时代为最多。
这一时期也是整个殷商甲骨文书法的起始期。
就字体而言，有大有小，但以大字居多。
大字者气度恢弘，朴厚自然，气象浑穆，雄伟瑰丽；小字者秀丽典雅，婉转通畅，俊秀精劲，工整秀
美。
可以说大有大的开阔之姿，小有小的灵巧之妙。
　　第二个时期是祖庚、祖甲时期。
这个时期约有40年，商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经过空前的发展而进入了一个稳步前进的阶段。
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富庶，相应的卜辞内容也由征战杀伐转入了商业和农业。
甲骨文的书法风格也由大器天成、锋芒外露转向了工整严谨、方正规矩。
相对于武丁时期贞人用刀的特色各具，这一时期的贞人则追求用刀的规范，布局的整齐和笔画的前后
照应，于“谨饬中蕴含飘逸之骨韵，工稳里益显温厚静穆之神采，清新秀丽，开启了后代二王、赵孟
頫　、董其昌、乾隆帝书风流派。
”　　第三个时期是廪辛、康丁时期。
这个时期约有14年，殷商王朝无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已经逐渐开始走向衰败。
表现在甲骨文上，字体仍以前朝工整之风为尚，但由于时代的变化，逐渐流于草率，行款不齐。
“在经历了较长追求工整秀丽的书风之后，自然会产生一种与之抗衡的新风格。
”就其规律性而言，由个性强烈转向敛去锋芒，既是人世的规律，也是书家风格的变化。
　　第四个时期是武乙、文丁时期，这个时期大约有17年，“前期粗疏古拙，后期日趋严整。
”在这个时期中，武丁时代的雄强博大，祖甲时代的秀丽典雅以及康丁时代的求新求变，都得到了充
分展现。
武乙时期以大字居多，剑拔弩张，长枪大戟；但就是很少的几个小字，也写得婉转畅达，丝丝入扣。
甲骨文刻写的各种风格，无一不露出了它们的面容。
有的瘦劲险绝，风骨凝重；有的清远萧散，神韵多姿；有的天然浑成，纵横有象。
可以说，这是一个甲骨文百花齐放的时代。
　　第五个时期是帝乙、帝辛时期。
这个时期约有87年，殷商的政治和经济走向衰亡和崩溃。
帝乙征夷方，穷兵黩武，纣王帝辛荒淫无度，暴虐成性。
但甲骨文却走向了全面的成熟。
这个阶段的前期契刻技法娴熟，布白究；后期工整稍逊。
字体以小字居多，严整细密，放逸娟秀，一丝不苟。
用笔法度森严又婀娜多姿，中规中矩又豪纵奔放。
甲骨文和金文的继承关系在这个时期已初显端倪。
　　综观整个甲骨文书法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随着契刻技巧的不断提高，其笔法
从最初的单纯追求骨力逐渐进化到也能刻出丰腴壮美的笔画，随之在笔法上已经能够体现出粗细、轻
重、疾徐的变化。
后世所出现的诸种书体的笔画，在甲骨文中已基本具备，包括行款、布局、章法。
甲骨文书法作为中国书法的发轫之作，其具有的阳刚与阴柔，雄奇与妩媚的不同风格，不但是殷商文
化的象征，更开启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大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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