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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沈尹默（1883&mdash;1971），浙江吴兴人，生于陕西兴安府。
早年游学日本，&ldquo;五四&rdquo;时期，写新诗，提倡新文学，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
1919年起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平大学校长、中法文化交流委员会主任等职。
抗战时期，应于右任先生邀请，任中央监察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发起组织上海市中国书法篆刻研
究会并任主任委员。
沈尹默先生毕生精研笔法，对二王帖学传统有精辟独到的见解，对20世纪的书坛影响至巨。
20世纪五十、六十年代致力于书法的教育和普及工作，对书法的复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0世纪八十年代后，中国书坛曾有如何评价沈尹默先生的书法艺术成就和历史地位的讨论，并出
现了一些批评意见。
这些批评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批评意见是出于不同于帖学的艺术立场，基本的看法是沈先生的
革新意识和个性不强。
第二种批评并未采取和帖学对立的立场，而是对沈先生作为一个20世纪享有盛名的书法家在帖学领域
取得的艺术成就究竞达到多高提出质疑。
对前一种意见，由于涉及基本的审美观和艺术立场的问题，很难让持不同意见的人们在一个时期内取
得比较接近的看法。
所以，我在此只想就是第二种意见发表一些简短的意见。
我个人以为，1949年后，沈先生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新的环境里，他在书法的
普及工作上投入很多的精力。
他交往的人、书写的内容也都因此和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
如果从传统帖学的标准来看，我以为沈先生创作出最多精品的时期是20世纪四十年代生活在重庆的时
期。
在这一时期，&ldquo;谈笑有鸿儒&rdquo;的高层次的文化精英的相互交流和相对空闲、寂静的山城生
活，使他进入了书法艺术创作的高峰期。
这并不是说，1949年后，沈尹默先生就没有创作过好的作品。
我们看看张晓明先生编的《沈尹默手稿墨迹》中的所收沈先生书于1965年的诗稿，如此超逸洒脱、风
流蕴藉，诚为当代中国书法创作的一件难得的杰作。
但这样的作品在1949年以后的作品中似乎并不多见。
相比之下，书于重庆时期的作品水平比较稳定，精品较多。
因此，要负责地评价沈尹默先生，就必须对他的艺术有比较全面的理解，要以他的精品来评判他的艺
术成就。
笔者曾见到的一些书籍和文章，其中批评沈先生的文字所附作品都不是沈先生的精品。
以沈先生留下的众多的书作中少数不那么精彩的作品来指责他的艺术，有失公允。
　　本集所收为张充和女士所藏沈先生在重庆时期所书的作品。
张充和，安徽合肥人，1934年入北京大学国文系。
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任职教育委员会，成为沈尹默先生的学生。
抗战胜利后，张充和女士任北京大学昆曲和书法教师。
1949年赴美定居，于20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在耶鲁大学美术学院讲授中国书法，直至1985年退休。
此次由重庆出版社出版沈先生在重庆时期的书作，既是一种缘份，也是一件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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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沈尹默书风》主要内容：20世纪八十年代后，中国书坛曾有如何评价沈尹默先生的书法艺术成
就和历史地位的讨论，并出现了一些批评意见。
这些批评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批评意见是出于不同于帖学的艺术立场，基本的看法是沈先生的
革新意识和个性不强。
第二种批评并未采取和帖学对立的立场，而是对沈先生作为一个20世纪享有盛名的书法家在帖学领域
取得的艺术成就究竞达到多高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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