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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系“高等学校美育教材系列”之一种，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博士郑晓华著。
书中阐述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美感来源以及同其他姊妹艺术的关系，并以丰富的图例和隽永的艺术语言
引导读者“千秋览胜”、“砚底寻踪”，饱览“翰苑春长”和体味那篆刻艺术的“方寸情浓”，生动
地表现了中国人割不断的翰墨情缘，是一本知识系统、深刻反映中国书法艺术真谛的优秀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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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晓华，1998年于首都师范大学书法研究所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教授。
主要代表作有：《古典书学发展浅论》、《艺术概论》、《中国书法艺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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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民族性和世界性，是世界各国家、民族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形成的两种重叠属性
：一方面，以富有个性特色为依托的民族性，是作为人类构成一部分的某一民族的民族性，它根植于
人类文明的共同土壤而生长（而不是天外来客），因而它天然地带有人类文明的共同血缘，换言之亦
即天然地带有人类文化的世界性；另一方面，以人类共同性为维系纽带的世界性，它也不是悬空之物
，一定是附丽、依托于形形色色的民族性之中，通过无数个面目不同而又具有一定相同特性的民族性
而得以生存、体现、存在、发展，因此世界性本身也就包含了他的合理外壳——民族性，二者是互为
表里、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
用一个不甚贴切的比喻：凡是生长在这个地球上的人，都天然地拥有“地球公民”的“户籍”；“公
民户籍”本身不是这个星球上的一个具体存在物，在其现实形态上，它是通过一个个具体“公民”的
存在而得以体现的，离开了这些具体的“公民”，那么“户籍”也就不复存在。
民族性就是文化世界中的具体“公民”，而“户籍”则是它所持有的合理身份证——即世界性。
世界上没有不具世界性的民族性，也没有脱离民族性的世界性；正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民族性，才构成
这个民族文化的“世界性”现实形式和来源。
因此，以削弱或消灭本民族艺术的民族性的方式来求取所谓的“世界性”，是一种糊涂的想法；试想
，如果一个民族在艺术上完全追随、抄袭另一个民族，完全放弃构成本民族特色的东西，那么这种艺
术即便模仿得再逼真，它在世界艺术大家庭里又有多大的存在价值呢？
民族性是一个国家、民族艺术的立身之本，它天然地拥有世界艺术一分子的合理身份，那么，由此是
不是可以得出结论，中国艺术可以固步自封，不需要再作任何变革呢？
否。
应该说，一个民族的艺术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必须根据时代、社会生活的发展需要，不断吐故纳新
，克服民族艺术在其长期独立发展中形成的那些“片面性”和“狭隘性”（马克思语），使一个民族
的艺术，不断吸收新时代的精神内蕴——这种艺术民族性的阶段性发展特征，就是一个民族艺术发展
的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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