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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书法史论丛书·文集：晋唐楷书研究》由楷书这一书体在传统书法
里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基础地位，是书法发展流变中的一个重要关捩，对它的研究也是书法史研究中应
有的大问题，从魏晋至唐代是楷书艺术由发展到成熟并达到巅峰的主要历史时段，由无数书法名家和
普通写手创造了丰富的书法资源，它们以刻石与墨迹形式构成了主要的两个大类。
其中，既有唐宋以来代代相传的经典范本，也有自明清、近代以来被发现的新材料。
这些资料远未被当代书法界充分利用和研究，尚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针对楷书这一书体，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解决，诸如楷书的实用性与艺术性、独特审美性、楷书种
类的划分与梳理、楷书风格的类型与流派、楷书与其他书体的区别与相互影响、楷书创作在新时代书
法创作中的意义等问题，我们希望这些有意义的课题能通过这次展览与学术研究取得有益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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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具备了前人铺垫下来的基础，后代在形一势问题上的具体阐释就得心应手许多了。
及于隋唐时代，中国书法关于形一势问题的论述已趋于完整配套。
隋代智果《心成颂》这篇比较可信的隋唐书论明确表现出对于点画形体的注意。
如“潜虚半腹”条目：“画稍粗于左，右亦须著，远近均匀，递相覆盖，放令右虚。
‘用’‘见罔’‘月’字是”；“覃精一字，功归自得盈虚。
向背、仰覆、垂缩、回互不失也”；“分若抵背”条目：“谓纵也，‘卅一册’之类，皆须自立其抵
背，锺、王、欧、虞皆守之。
”一般认为，《心成颂》主要讨论汉字的结构问题，但仔细阅读原文则不难发现，它所讨论的是点画
的形态以及它们之间的组织造型问题。
并且，如“向背、仰覆、垂缩、回互”等词汇既可理解为点画的“形”，也可理解为点画的“势”。
这说明，及于隋唐时代，“势”与“形”的偏重现象得到了纠正，“形⋯‘势”并提或直接以“形势
”连称的形式讨论书法中的相应问题已成为了事实。
从古代书论的历史展开来看，《心成颂》-文有两点值得特别重视：其一，用以描绘书法之形一势问题
的专业语汇的丰富程度大大超过了此前的书论。
如开合、仰覆、留放、向背、垂缩等词汇的使用，使得具体可证地描绘书法中的相关问题成为了可能
。
其二，文中所言“锺、王、欧、虞皆守之”，则告诉后人，及于隋唐之际的欧阳询、虞世南书法中已
明确地体现了这种将“形”与“势”集中讨论并付诸实践的倾向。
　　隋唐之前的书论虽然常以“两仪生四象”“人文本乎天文”等笼统性的概论打头，但论及书法中
具体的事项总离不开形和势。
而这两个概念的运用，应是“势”早于“形”。
今天我们确信的隋唐之前的书论，在讨论“势”的问题时呈现出二种情况：一是以“势”为名，主要
讨论书体的历史沿革、变迁，如西晋卫恒的《四体书势序》。
在此“势”可以理解为趋势，即字体变革的趋势。
与我们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
二是主要讨论书法中的“势”，也触及到“形”的问题，但“形”附庸于“势”、无独立的阐释意义
。
如东汉蔡邕《篆势》、崔瑗《草书势》，侧重点在于书法中的“势”的问题。
比如《篆势》中“颓若黍稷之垂颖，蕴若虫蛇之棼缊”，《草书势》中“或凌邃惴栗，若据高临危，
旁点邪附，似螳螂而抱枝”--类似的语句主要描绘的是篆、草两种字体“势”的处理问题，意象性的
描绘说明的还是“势”。
不过，其间已经蕴含着以意象指代书法点画形体的意思。
这种情况在其后西晋卫恒《四体书势》中得到了延续，如《四体书势》讲隶书：“或穹窿恢廓，或栉
比针裂，或砥平绳直，或蜿蜒缪戾，或长邪角趣，或规旋矩折。
修短相副，异体同势。
”卫恒的描述固然也谈到了隶书中“形”的问题，但比喻粗廓、语言模糊，难辨其具体所状之形。
一般的书史研究认为，这是由于汉晋时代四六文比况奇巧的文体所致，我们认为，这一方面应该与当
时书法概念、语言系统的不够完备有关。
因为，撇开那些意象性的词汇，这个时候用来描绘书法点画形体的只有方圆、规矩、短长、纡放等几
组有限的专业词汇；另一方面，也说明此时的书家和书法研究者对于“势”的关注程度要高于“形”
。
而离开具体可征的“形”，只谈论那个不容易捕捉的“势”，其结果只能是越谈越虚、越谈越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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