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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书法史论丛书》是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组织编撰的一套理论研究系列丛书，收录
当代书法理论家在书法史论领域的最新著作，旨在全面反映书法史论界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而推动书
法史论研究并带动书法创作向前发展。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是国家级的书法艺术创作与学术研究机构，艺术创作、学术研究和教
学是中国书法院的三大主要任务，而其中之一的学术研究将最终确立中国书法院的学术品质，并促进
艺术创作和教学的开展。
　　时至今日，书法仍是最具中华民族特色并最受大众喜爱的艺术形式之一。
但由于社会的发展，环境的改变，在当代，书法有着从传统社会的中心位置逐渐向边缘滑落的趋势，
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在坚守自身核心本质的基础上，书法如何介入当代文化，积极参与到当代艺术层面的对话中，成为其
中最活跃的一部分，在当代文化建构中发挥作用并建立起足以对其他艺术门类产生影响力的话语权，
从而摆脱书法在当代社会自吟自唱的尴尬局面？
书法的理论研究无疑要起先导作用。
因此，一方面，要在传统书法史论的基础上进二步挖掘和升华；另一方面，要借鉴其他艺术领域的研
究成果、研究思维和研究方法，从而使书法的理论研究既是与传统的对接和延续，又呈现出开放性，
成为整个当代学术研究领域中的有机部分并积极参与到当代的文化建设中。
本丛书即尝试在这两个方面都能有所建树和突破。
　　丛书的出版希望能够得到广大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相信这套丛书能对书法理论研究和创作提供
一些有益的启示。
作为国家级的书法艺术创作与学术研究机构——中国书法院也将和其他学术机构一样，努力为中国的
书法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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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时至今日，书法仍是最具中华民族特色并最受大众喜爱的艺术形式之一。
但由于社会的发展，环境的改变，在当代，书法有着从传统社会的中心位置逐渐向边缘滑落的趋势，
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在坚守自身核心本质的基础上，书法如何介入当代文化，积极参与到当代艺术层面的对话中，成为其
中最活跃的一部分，在当代文化建构中发挥作用并建立起足以对其他艺术门类产生影响力的话语权，
从而摆脱书法在当代社会自吟自唱的尴尬局面？
书法的理论研究无疑要起先导作用。
因此，一方面，要在传统书法史论的基础上进二步挖掘和升华；另一方面，要借鉴其他艺术领域的研
究成果、研究思维和研究方法，从而使书法的理论研究既是与传统的对接和延续，又呈现出开放性，
成为整个当代学术研究领域中的有机部分并积极参与到当代的文化建设中。
本丛书即尝试在这两个方面都能有所建树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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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通俗文》：“木四方为棱，八棱为机”（《玄应音义》卷七三引）。
觚又名苫、钥。
《广雅·释器》：“钥，苫、纸也。
”《说文．竹部》谓“颖川人名小儿所书写为苫。
”钥则是“书僮竹苫”，可见汉代有竹觚。
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所出江陵丞告地下丞书，写在一块削出五面的弧形竹板上，即其例。
竹觚制作较易，觚之出土实物形状多不太规范，故亦供儿童习字之用。
规范化的木觚应为三棱形，《说文·木部》徐锴系传引《字书》：“三棱为机木。
”！
　《说文·木部》又说：“机棱，殿堂上最高之处也。
”《西都赋》：“设壁门之凤阙，上机棱而栖金爵。
”则机棱是殿堂的正脊，它也是有两坡的三棱形。
敦煌出土的《急就章》木觚，三个面每面写21字，共63字，正好写完《急就章》的一章。
此觚上部削出斜角，写“弟”“一”两字，字间有孔，以备穿系。
《说文·弟部》：“弟，韦束之次弟也。
”陈梦家先生认为第（同弟）是木札或木觚的单位名称。
则此觚可视为一第。
　　若遇长文，则需把容字有限的若干支竹简联缀成册、或系联成束，古人称为“编”。
《说文》：“编，次简也。
”又云“册，家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
但从今天出土所见实物而言，“册”中之简通常等长。
《汉书．张良传》记老父“出一编书”。
同书《诸葛丰传》记丰上书云：“悬于都市，编书其罪。
”《仪礼·既夕礼》曰：“书遣于策”，贾疏云：“编连为册，不编为简。
”前引《汉书．张良传》颜（师古）注云：“编谓联次之也，联简牍以为书，故云一编。
”“编联”连称似起于时。
　　所谓“简牍制度”，当即制度史观照下简牍的规制研究。
关于简牍制度研究的涵盖范围，学术界一般有广义与狭义两种分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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