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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书法出现空前繁荣至今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但是依旧没有衰落的迹象，这一点从相关出版物之
多便可窥见一斑。
现在许多有识之士甚至普通人都逐渐意识到日语已相当走样，并为其今后的发展担忧。
而与日语有着深厚联系的书法却没有衰退的迹象，想必不只我一个人觉察到这一点了。
我们试想一下现在学习的中心是什么呢？
尽管有教师、有耳濡目染的环境，但现状是每一个人都在凭自己的喜好，任意选择着自己的方向。
大体区分一下，有碑倾向、帖倾向，以及其他随意倾向等。
当然无论是碑是帖还是其他手笔类，都应该大体学习一遍，但是不可能所有的书体，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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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本书王羲之书法字典是以东晋王羲之为中心，分类整理了同时代其他书法作品，以及继承王羲之
书法的智永的真草千字文，孙过庭的书谱。
    二、拓本文字用黑白反转登载。
    三、文字是以同一比例缩小。
缩小率为百分之十七。
    四、排序原则上按照王羲之小楷——集字碑——兰亭序——墨迹本——十七帖——法帖——王献之
及同时代的墨迹——法帖——智永真草千字文——孙过庭书谱。
    五、对原件的污渍及文字周边欠损部分做了适当的修正。
    六、为方便读者，卷首附总画索引。
    七、收录的文字原则是上选择完好的。
从十万余字中严格筛选了二万字，每个字都标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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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译者：周培彦 编者：（日本）杭迫柏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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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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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王羲之被人称为书圣。
因为他忠实地刻画出自己的姿态和力量。
他的作品不单单只是美，还有随心所书，“我即是法”的自信与不可逾越的高度。
貌似平凡但是愈看愈有新的发现，每个人的认真程度不同，但都会产生或大或小的共鸣。
这就是千百年来王羲之的书法不断俘虏无数书法爱好者的魅力所在，真不愧是“永远盛开之花”。
我认为王羲之的真正价值在于楷书、行书、草书分离独立之后的草书创作期。
这一时期已经展现出其典型特征，并已上升到完美无缺的艺术境界。
恩师村上三岛先生经常慨叹其草书中极致的点画省略和高尚的品格等。
其实对王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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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自书法出现空前繁荣至今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但是依旧没有衰落的迹象，这一点从相关出版物
之多便可窥见一斑。
现在许多有识之士甚至普通人都逐渐意识到日语已相当走样，并为其今后的发展担忧。
而与日语有着深厚联系的书法却没有衰退的迹象，想必不只我一个人觉察到这一点了。
我们试想一下现在学习的中心是什么呢?尽管有教师、有耳濡目染的环境，但现状是每一个人都在凭自
己的喜好，任意选择着自己的方向。
大体区分一下，有碑倾向、帖倾向，以及其他随意倾向等。
当然无论是碑是帖还是其他手笔类，都应该大体学习一遍，但是不可能所有的书体，所有的东西都成
为自己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人倾向逐渐变得清晰，我想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最有帮助的应该是书体字典。
孑L子曾经“韦编三绝”。
他读《易经》读到把穿书简的牛皮带磨断了三次的程度。
在我身上也发生过同样的事。
最简单的书体字书、五体字类的字典的两本小册子都被我翻烂了，现在手里的是第三本。
我经常查阅王羲之草书，研究他的字体如何拆解、形状如何。
仅凭这些我想在大家就能明白字典使用之频繁。
我的房间里有一本皮面诸桥先生的《大汉和辞典》，其破烂的样子曾经使我的学生大吃一惊。
如果此次杭迫柏树君编纂的《王羲之书法字典》也能被如此使用，  真是无比欣慰。
    50年前，京都的长尾雨山先生曾经说过提到书法必提王羲之。
我曾经几次征询他的意见，“我觉得王铎的书法很精妙，能不能学习呢?”但是先生反复强调：“明末
的书法比起王羲之的来，  格调太低，千万不能学之。
”但是我还是为其魅力所吸引，违背了先生的教诲，开始学习王铎书法，但在练习了10年、20年之后
，我发觉自己的书法越来越俗气。
在这种情况下，便养成了临摹十七帖、澄清堂帖的习惯。
觉得藉此可以脱离低俗的书法。
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回想起来，也明白了长尾先生的王羲之一边倒。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却无从知晓。
    初步整理了木简以外其他草书的是王羲之，简化草书的也是王义之。
义之去世1620年了，草书再没被简化过，也没有人对羲之草书提出过任何疑义，也就是说1600年它没
有任何的发展。
文字只不过是表达思想的符号，不能随便改变。
但我依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现在中国修订了很多的简体字，但是对草书却没有进行任何的修改。
首先是因为无法用草书书写，也可以认为中国对王羲之草书无从下手。
书法不同于文字，是因为书法不仅仅是一种记号，而是要受到质量及晶位等因素的约束，由此可见王
羲之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
现在不能看到他的真迹真是万分遗憾。
这本字典可称为其作品之集大成，一定能阻止低俗书法泛滥。
这是1600年的首次尝试，必将在为后来者树立书法典范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回忆往日辛苦，庆贺今日收获，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昭和六一年十二月                                                        村上三岛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王羲之书法字典>>

编辑推荐

《王羲之书法字典》为方便读者，卷首附总画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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