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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当代书法文化批评方面，王岳川教授近年来发表了多篇讲话和访谈，其触及问题的深度，发人
深思。
他认为，衡量一位艺术家最好的尺度，就是看他在当下日益盛行的流行文化或泡沫文化前所作反思的
深度，以及对历史的深切了解所达到的文化哲学的悟性。
只有庸俗的评论家，才会不负责任地对一切新潮的东西都一味地叫好，才会毫无原则地进行短期行为
的平面性文化泡沫活动。
在现代性的境遇中，艺术家的“真”“伪”之别，在于其是怂恿价值平面化，还是追问思想的深度。
当代真正的艺术家，总是一方面通过自己的思想传达笔墨意象，对艺术的深度意义进行视觉化的阐释
；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经验的改写，提供个体存在的价值呈述。
只有这两方面的合力，方能使作品产生视觉冲击力和思想震撼性，填补平面化时代的体验空白和思想
空白，为这个时代及读者对个体存在处境和人类命运的思考，营构起一方有意义深度和视觉力度的文
化空间。
　　在王岳川看来，当代书法创作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为谁写”、“怎样写”和“写什么”。
他认为，书法不能“赶潮”，那会造成一个时代的书法群体在羊肠小道上的拥挤和类型化。
当代书法需要学术精神资源，只有当学术进入当代书法的思想和神经之中，民间立场与经典力度、个
人色彩与精神境界、市场实现与价值提升，才有一个新的基础或平台。
在这个新的基础或平台上所形成的不同书法精神文化进路，是书家个体自己的选择（并要对自己的选
择负责），这一点，在多元时代不仅需要，而且也是再正常不过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书法文化精神>>

作者简介

王岳川，1955年生于四川安岳，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南大学特聘讲座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主要学术著作有《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艺术本体论》、“后殖民与新历史主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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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书体源流及其艺术特征　　三　篆书：中国书法精神的自觉　　篆书是大篆、小篆的统称
。
广义的篆书还包括甲骨文、金文、籀文等。
　　石鼓文是典型的大篆，它是刻在10个石鼓上的记事韵文，字体宽舒古朴，具有流畅宏伟的美。
大篆由甲骨文演化而来，明显留有古代象形文字的痕迹。
张怀瓘《六体书论》云：“大篆者，史籀造也。
广乎古文，法于鸟迹，若鸾凤奋翼，虬龙掉尾，或柯叶敷畅，劲直如矢，宛曲若弓，铦利精微，同乎
神化。
史籀是其祖，李斯、蔡邕为其嗣。
”早期篆书的象形性比较明显，蔡邕《篆势》云：“字画之始，因于鸟迹，仓颉循圣作则，制斯文体
有六篆，妙巧入神。
或龟文针裂，栉比龙鳞，纾体放尾，长翅短身。
颓若黍稷之垂颖，蕴若虫蛇之棼缊。
扬波振撇，鹰踌鸟震，延颈胁翼，势欲纵云。
”　　小篆，是经过秦代统一文字以后的一种新书体，又称为“秦篆”。
它在大篆的基础上发展而成。
同大篆相比，小篆在用笔上变迟重收敛、粗细不匀为流畅飞扬、粗细停匀，更趋线条化；结构上变繁
杂交错为整饬统一，字形略带纵势长方，分行布白更为圆匀齐整，宽舒飞动，具有一种图案花纹式的
装饰美。
张怀瓘《六体书论》：“小篆者，李斯造也。
或镂纤屈盘，或悬针状貌，鳞羽参差而互进，珪璧错落以争明。
其势飞腾，其形端俨。
李斯是祖，曹喜、蔡邕为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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