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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书法教育》可作为普通高校书法专业以及公选课教材，以及师范类院校专业课程及选修课
教材，也可为广大书法爱好者和相关研究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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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豪良，男，1968年12月出生，湖北宜城人。
书法家、文艺评论家。
现为湖北文理学院图书馆馆长、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

有诗词、联作、歌曲发表，创作并演出了大量文艺作品，有书法作品获奖、参展、发表、被收藏。
曾于北京、襄阳等地举办个人书法作品展。
已出版《普通书法教育》、《杨豪良书法创作谈》等七部著作，在《中国书法》、《戏剧文学》等刊
物上发表论文五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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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商代文字应用的各种场合来看，文字产生伊始并非单纯地为了纪录语言，也可以说，文字是原
始宗教发展的阶段性产物。
张光直先生认为：“古代中国的文字，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可能从族徽（赋予亲族政治和宗教权力的
符号）演变而来。
我们由此可以推想：古代中国文字的形式本身具有内在的力量。
我们对古代中国文字与权力的认识看来证实了这种推测。
文字的力量来源于它同知识的联系，而知识却来自祖先，生者须借助文字与祖先沟通。
这就是说，知识由死者掌握，死者的智慧则通过文字的媒介而显示于后人。
”这种观点无疑是比较接近历史的真实的，但仅仅强调“文字一语义一知识”的线索还不够。
早期文字形体的直观性和音义的联想特征，使得以象形符号为基础的中国文字形体本身就具有一种特
殊的魅力，而人们对字形的精心修饰则是在有意地强调并突出这种魅力，藉以体现蕴涵在灵魂深处的
宗教观念和感情色彩。
这种“内在的力量”和“蕴涵在灵魂深处的宗教观念和感情色彩”便是一种文化场的作用。
我们常说的“字如其人”，则是指人经过文化知识等多方浸润后的一种精神面貌或者说“气场”。
我们能感受到王羲之写《兰亭序》时“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的畅怀与颜真卿写《祭侄稿》时的悲
愤和感伤等，都是因为作品本身所积淀的一种“场能”，它几乎全息地反映了作者当时的精神状态。
书法所折射的也正是当时的文化气息或者说文化场，譬如汉气、晋韵、唐法、宋意、明态、清朴，这
些都是对当时文化状态（文化场）的提炼与总结。
 　　三、中国书法是关于汉字书写的艺术和学问 　　虽然我们习惯于把书法史从甲骨文时代算起，
但当时已是较完整的文字系统。
郑州郊区小双桥发现新石器时代古陶上朱书文字八个，已比甲骨文早了千年，而此时也已经是成熟文
字了，则文字雏形的诞生也许更早。
所以，我们把中国书法史划为前、中、后三期。
前期是甲骨文以前的时期，或称为前书法期，此后字体已成系统；中期从商代甲骨文、金文到晋唐楷
书，此后书体不再演进；后期从东汉草书成熟导致书法艺术的自觉以至现代，中间有交错更替的过程
。
我们认为，严格地讲，甲骨文只是书法史中的一个驿站，而不是起点，它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它
之前应该有相当长的文字（书法）发展史。
甲骨文正是根植于这些传统的基础，才能成为系统，又把它自身融于传统中，才使中国书法积淀演绎
至今。
所以，它的文化意义也最久远，而令人惊奇的是它的“活生生的、流动的、富有生命暗示和表现力量
的美”的品质一直未变，这也是在任何时代书法都没有沉沦的一个精神支柱。
 　　虽说“书画同源”，但“同源”不仅只是在于汉字的“象形”，更应在于中国的书画都有共同的
思维支撑——抽象的形象思维。
当然，书法也有着它的附庸性格，是中国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也正由于此，书法从一开始就是泛文
化的。
书法与音乐、舞蹈、戏曲、雕塑、建筑等都有相通之处，音乐的单向流动性表现出线的特征，雕塑、
建筑归结点也是线条，舞蹈、戏曲的语汇抽出来依然是线性的。
所以人们常讲书法是无声的音乐、心灵的舞蹈、流动的雕塑。
线条是中国民族审美思想的集中表现形式，这便是中国书法对中国民族文化的折射。
“对中国的艺术来说，书法积蓄了最多的中国人的心态，凝聚了最多的中国文化的基因，书法的抽象
形式与宽泛的包容量，使它能够直接地成为中国文化的符号。
”中国人的民族思维性格提携了中国文化艺术，书法本身提炼了中国文化艺术的思维品质，各个时代
的书作体现着各时代总的精神风貌。
书法恰巧在不同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中能表现出不同的精神理念、情感变迁，记载社会生活，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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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包括文化在内的整个社会大背景息息相关，成为历史和时代的见证。
诗境深厚宽大，词境精工细巧，曲境则酣畅明达、痛快直率，书法之境则又融汇了此三境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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