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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浙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素称“文物之邦”，从史前文化到古
代文明，从近代变革到当代发展，都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众多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勤劳智慧的浙江人民历经千百年的传承与创新，在保留自身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外来文化的
精华，形成了具有鲜明浙江特色、深厚历史底蕴、丰富思想内涵的地域文化，这是浙江人民共同创造
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结晶，是中华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如何更好地使这一文化瑰宝为我们所用、为时代服务，既是历史传承给我们的一项艰巨任务，也是时
代赋予我们的一项神圣使命。
深入挖掘、整理、探究，不断丰富、发展、创新浙江地域文化，对于进一步充实浙江文化的内涵和拓
展浙江文化的外延，进一步增强浙江文化的创新能力、整体实力、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发挥文化在促
进浙江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浙江省委始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早在1999年，浙江省委就提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2000年，制定了《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
；2005年，作出了《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经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浙江文化大省建设
取得了显著成效。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浙江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地方
文化研究项目之一。
该工程旨在以浙江人文社会科学优势学科为基础，以浙江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现实
课题和浙江历史文化为研究重点，着重从“今、古、人、文”四个方面，梳理浙江文明的传承脉络，
挖掘浙江文化的深厚底蕴，丰富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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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以湖笔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分别从毛笔的起源和发展历史、
制作工艺水平的演进、中国文化的各个门类，如汉字、书法、绘画、教育、民俗等与毛笔的关系，毛
笔与中国的思想、哲学传统、宗教、艺术审美的精神约定等方面，作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探讨。
　　与通常对毛笔进行知识介绍所不同的是，本书将毛笔的研究放置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背景
之中，对毛笔所展现出来的形象生动、内涵深邃、优美高雅、独特丰富的文化形态与内涵作了有深度
的阐释描述，同时探讨了毛笔作为中国人观照自然、阐释世界和承载其观念意义和情感的独特工具和
方式，对中华民族精神和人文气象的生成和建构的作用与过程。
从而使读者可以通过毛笔对中国文化获得一种具体感性又有理论深度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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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湖州笔派的崛起，与湖州笔工云集、技艺超群有密切关系。
元代以后，湖州涌现了一批堪称全国一流的制笔大家。
潘天寿说：“冯应科，吴兴人，能将湖州笔派树起很高的旗帜。
⋯⋯故湖州笔派白冯应科以后，已驰名于东南各地。
”Ⅲ所以冯应科是湖州笔派的开创者和奠基者。
“到了明初，有陆文宝、陆继翁、施文用、王古用、张天锡等继起，直使湖州派的毛笔声飞寰宇，有
口皆碑。
它的原因确为制笔技术有独特精妙之处，为各派所不及。
”比如陆文宝，“制笔不与常人同”，他所制的湖笔，成为入贡的御笔，有改进、革新湖笔之功，使
湖笔的书写效果更为显著，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
在湖州笔派的兴盛中，也离不开一批专营湖笔的成功商家。
如湖州人贺莲青在北京琉璃厂开办了“贺莲青笔庄”，精工良制，经久耐用，所以生意兴隆、誉满京
城。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有些笔工并不是湖州人，但潘天寿仍视他们为“湖州笔派”的成员，因为
“湖州笔派”并不以地域为限，而是依据传承关系和内在品质的同一。
　　湖州笔派以羊毫闻名天下，羊毫因湖州笔派而大行其道。
这既是湖笔的鲜明特色，也是湖州笔派兴起的重要原因。
其中的道理，潘天寿从书法艺术的角度作了深入分析：“古人练书法，最重视笔力。
笔力，是从指力、腕力、肘力，经过笔端而达于纸面上的一点一画之间。
由于硬毫笔，可倚靠笔毫的劲健，容易表达出作者的指力腕力肘力所在。
而软毫笔，全无此条件，每感不易。
然而为书法打定稳固的笔力基础起见，自须从难处入手。
羊毫除最软的鸡颖、鸭颖笔以外，可算最柔软的毫料，故自元明以来，学习书法的人均以羊毫笔为入
手工具。
换句话说，就是初学书法时，应不凭借毫力，仅运用指、腕、肘的功能，使笔力轻重停匀，收放自得
，以为线条基础的训练，最为切实妥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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