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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书法是中国独特的文化瑰宝，欣赏、学习书法是深入中国艺术、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

邱振中的这本《书法七个问题——一份关于书法的知识、观念和深入途径的备忘录》对中国书法进行
了新锐而深刻的解说，以深入浅出的语言把书法的魅力和当代进展介绍给读者，揭示了书法从未被人
窥知的一面，阐述了书法对于艺术、文化、哲学等领域的重要意义。
本书既是一本专门的书法学习教材，更是一部书法艺术的研究论著。

《书法七个问题——一份关于书法的知识、观念和深入途径的备忘录》生动、睿智，语言凝练而明快
，往往从不经意处提出有意味的问题，从人们熟悉的作品中引发新颖的思考，引导读者深入书法艺术
最前沿的话题。
书中配有数百幅相关插图，特别是大量的古典名作，使读者在理论学习过程中全面感受古代杰作的魅
力。
本书与《中国书法：167个练习》配套使用，将理论学习与技法训练相结合，自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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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邱振中，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书法与绘画比较研究中心主任、潘天寿研究会副会长、中
国美术馆书法艺术委员会委员。
1947年生于南昌，1981年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研究生毕业。
1995-1997年任日本文部省外国人教师、日本国立奈良教育大学客员教授。
致力于书法理论与艺术创作。
著有《书法的形态与阐释》、《当代的西绪福斯——邱振中的书法、绘画与诗歌》等。
于北京、日内瓦、奈良、洛杉矶等地举办个人作品展览，书法与绘画作品曾参加国内外多种重要展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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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对形式构成元素的分析能帮助人们较快地进入作品的形式构成中。
可以从对线条和空间细部的观察和感受开始。
这种观察方式绕开了人们对各种书体的习惯性感觉，使人们真正进入每一线段和每一空间中。
要尽可能准确、清晰地记住这些作品的所有细节。
对细节的观察是不容易深入的。
人类总是在现有的感受水平上选择注意的对象，要突破现有感受水平的制约，必须借助于对形式构成
的细致分析。
书法家个人的理解往往有一定的局限性。
例如许多人对笔法的论述，都只是源于自己书写的经验。
即使是出色的书法家，也有自己的习惯和时代、环境的制约，只有对笔法整个发展过程进行历史分析
，才能帮助人们对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作品有客观认识；又如章法，一位出色的书法家也只能把握
有限的若干模式，没有任何人的创作能包括书法史上所有的章法技巧，因此章法演变的历史便成为深
入认识、感受书法作品线结构不可缺少的基础。
这些理性的认识，是人们进入所不熟悉的形式时良好的向导。
其次，应该了解这些作者以及他们所处时代的背景材料，它们能帮助人们做好接受杰作的准备。
人们所把握的有关材料，会加入到对作品的感受、联想中，并逐渐在这些材料与形式构成之间建立起
某种联系。
所谓“知人论世”，所谓从作品中感受丰富的意蕴，便是这样逐步发展起来的。
应该提醒一点，由于现代生活变化较快，人们总渴望寻求事物变化的规律，希望从更高的抽象层次把
握变动不居的一切，同时也由于近代以来科学的发展造成对理性的崇拜，在需要运用感觉的时候，人
们往往代之以思考，这样理性往往就占据了感觉应该占据的空间，从而使感觉逐渐退化。
因此在对杰作的感受中，应该尽量在感觉阶段多停留一些时间，让感觉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得到锻炼
的机会，而不要让那些背景材料仅仅依靠联想粘附在作品上。
我们强调同时接受这些作品，当然不是指一定要把它们放在一起来欣赏，也可以渐次地熟悉它们。
实际上，我们也随着岁月的变迁而不断从杰作中获得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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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法》这本书凝固了邱先生30年来书法研究的成就，一定会是一部名作、一部传世之作。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朱良志 邱先生的研究发前人所未发，使书法成为看得见、摸
得着的东西，相当于西方艺术理论界的沃尔夫林、阿恩海姆。
《书法》将成为一部名著，像艺术史家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一样，虽不是作者最重要的学术著
作，却是作者最广泛地为人所知的作品。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李军 《书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开悟中国书法的文本，是
近年出版的一部最值得关注的关于书法的好书。
邱先生的这部著作，有点像钱穆先生的{晚学盲言》，体大虑精，钵水溟池，瓶梅见岁寒，通俗而易懂
。
它不仅对书法界，对于文史学者乃至对于哲学学者，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书法理论家、艺术评论家 傅京生 《书法》文字简洁明快，荡动心灵，既有邱先生对书法宏观的
观照．又有细微的感零，是经验和悟性的结合；《书法》的语言是清澈的，其中的思想就像小鱼，不
时跳出来，晃动在明澈的语言湖泊之中。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胡敕瑞 邱振中是一位孤独的思想者。
他对书法和书法现象进行了全新的现代阐释。
 ——艺术理论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郎绍君 邱振中最大的价值在于改变了人们对中
国书法的思考方式。
邱振中既没有故意使用时髦的概念以使文章深刻或神秘，也没有简单的理论上的挪用⋯⋯邱振中的语
言是有智慧的，很有魅力，所有词汇都是他所需要的⋯⋯在现代书法的发展史中，没有一个人能像他
这样思考⋯⋯说到现代书法理论，邱振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如果以后有人否定了邱振中的理论，那
他一定首先从中汲取了很多东西。
 ——美术批评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刘骁纯 邱振中先生视觉独特，以技术性语言把
中国书法中某些模糊的现象阐释得无比清晰，给人以全新的启发，为前人所不能及，也为后来者难以
超越。
 ——著名书法家、篆刻家 石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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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书法七个问题:一份关于书法的知识、观念和深入途径的备忘录》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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