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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7兰亭论坛”选择“书法与中国社会”这个主题，源自对中国当代书法研究状况的思考。
书法是中国文化中参与人数最多的与艺术相关的活动，广义的书法，参与者包括所有使用文字的人。
不言而喻，这样一种人们广泛参与的活动，与社会的关系十分密切，但是无论古代论著还是现代研究
，对书法的社会性一直都很少关注。
这或许是由于书法观念的指向问题。
在中国文化中，书法虽然被认为具有包容一切的表现力，如宇宙规律、人伦义理、社会特征、风俗变
迁，以至作者的性格、修养、命运等，无不能在书法中得到反映，但是这些表现内涵都是从作品直接
引申而来的，连接的机制从未被仔细讨论过，作品的含义只能靠接受者的体察来进行检验。
在这些表现内涵中，被体察得最多的，是有关个体的内容，它们成为书法观念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成分
。
人们对书法感受思考的重点也正是集中在这些方面，其他部分则更多地停留在信念、传说的层面上。
最近二十年，书法理论与书法史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对书法的社会性质的认识成为思想推进时不可
或缺的基础。
书法与社会的关系逐渐引起部分书法史学者和理论家的关注。
在这些关注书法社会性质的篇章中，首先要说到的是白谦慎教授的两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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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兰亭论坛”由绍兴文理学院兰亭书法艺术学院院长、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邱振中任学术主持，每年举
办一届。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书法与中国社会”。
    中国书法是与广大社会成员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种艺术现象，文化现象，但是书法与社会的关系从未
引起足够的重视。
“书法与中国社会”的论题已经成为对书法进行深入思考的新的、重要的出发点。
论坛征集了若干有关论文和调查报告，把人们的思路引向广阔的社会背景，这对书法研究的深入。
对书法社会学的建立，将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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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邱振中，绍兴文理学院兰亭书法艺术学院院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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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馆专家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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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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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郑板桥曾有“难得糊涂”的四字名言被刻成拓片广泛流传。
在跋文中他写道：“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说的是人情世故能否洞彻、练达的
问题。
孙过庭在《书谱》中讲：“若思通楷则，少不如老；学成规矩，老不如少。
思则老而逾妙，学乃少而可勉。
勉之不已，抑有三时，时然一变，极其分矣。
至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
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
”讲的是在书法学习过程中对于字体间架结构由不能平正到平正，再由平正到险绝，最后由险绝复归
平正，由初学到“通会”的转化过程。
其中不仅涉及书法训练的学习规律，还涉及书写时相关的生理和心理问题。
一个是从社会方面出发，对人情世故发出的感慨；一个是从书法角度谈学习书法的过程。
实际上，二者在某种程度上谈的是同一个问题，即技术、技巧以及如何处理、对待的问题。
当人们掌握了某种技巧之后，可能安于既有的成法，也可能追求对既有成法的精益求精或者突破。
苏东坡曾讲：“吾书意造本无法”，不过他也讲“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始知
真放本精微，不比狂华生客慧”。
可见他所讲的“吾书意造本无法”并非一蹴而就。
石涛在《石涛画语录》中也曾讲“无法而法，乃为至法”，他在此所说的“无法”，并非一无所知，
任意而为的涂鸦，而是经由纯粹的无法到有法之后的“无法”，也就是对于成法的突破。
可见由没有法度，到逐渐掌握了一定的法度，再到那种“无法而法”是一个发展过程。
从没有规矩、法度到有规矩、法度难，从“有法”到“无法”可能会更难。
因为由于长期的训练，已经形成了某种条件反射和“经验结构”，要打破这种条件反射和“经验结构
”，既需要过人的勇气和胆量，也需要驾驭、把握的技巧和功力。
在20世纪50年代末北京召开的“国画大跃进”座谈会上，陈半丁就曾讲到“闯作”和创作的区别，他
说：“创作有两种：一是‘创作’，一是‘闯作’。
有胆有识，就是创作；有胆无识，一味胡画，就是‘闯作’。
”说的就是技巧、功力与魄力、胆识之间的关系。
因此，无论是苏东坡的“吾书意造本无法”，傅山的“不衫不履”、“字中之天”，石涛的“无法而
法”，还是陈半丁所讲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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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书法与中国社会》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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