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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旨是对王羲之笔法及其流变进行研究，研究方法是切入书法艺术笔法本体研究、比较研究和笔
者创作经验和审美体验介入研究，核心是从书法艺术构成最基础的元素——线条（点画）入手，通过
对王羲之经典作品中的具体点线，点线中的具体笔法，笔法中手上的具体动作、毛锥（笔锋）的具体
运动形式、笔锋留下的具体痕迹来分析和研究王羲之笔法的形成和特点。
    本书的第一章从王羲之的书风审美符合儒家的中和、中庸之道，二王书风达到了人的生命意识在书
法艺术中强烈展现的境界两个方面论述王羲之的艺术成就和艺术审美。
    本书的第二章从笔法空间运动形式分解入手，在前人对书法笔法空间运动形式分为“平动”和“绞
转”理论的基础上，扩展、延伸出“上下运动的提按”、“上下、左右短距离的往复折笔”、“使转
和转折的区别”等三部分内容。
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王羲之经典作品具体笔法的分析，王羲之作品及其笔法与陆机《平复帖》、居延
汉简笔法的比较，总结出王羲之笔法的六大特征：1、具有篆隶遗韵；2、具有篆隶用笔习惯(转多折少
、曲多直少的绞转用笔)；3、具有楷书用笔习惯；4、用笔速度迟涩；5、转折处以绞转笔法为主；6、
用笔精致细腻、丰富多变。
    本书的第三章通过书法史上对王羲之笔法的三次挑战和反叛的论述，以及后世11位代表书家与王羲
之笔法的比较，分析王羲之笔法在后世嬗变的原因，凸显王羲之笔法的特点。
    本书第四章通过对王羲之笔法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发展情况的研究，特别是三个书家的个案剖析
，凸显当代书坛继承和发展二王书风所存在的现实问题。
    本书的第五章得出四条结语：1、王羲之笔法是魏晋时代的特殊产物；2、篆隶遗韵是行草书语言不
可缺少的审美意象；3、对碑帖结合的实质性认识存在误区；4、当代书法发展还需要继承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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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俊东，北京大学书法硕士，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七十年代书家艺委会委员。
黑龙江林甸人。
     
　　作品入展第七届全国书法展，第八届中青年书法展，首届青年展，第二届中国书法艺术节百家精
品展，全国第二届行草书大展，第三届楹联书法展获奖提名。
论文《书法艺术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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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引言　一、王羲之笔法及其流变研究的意义　二、关于王羲之笔法研究的学术史概述　三、本书研
究的方法、提出的重点问题及其展开第一章：王羲之书法艺术成就和艺术审美　一、王羲之书风审美
符合儒家的中和、中庸之道　二、二王书风是生命意识在书法中强烈展现的境界第二章：王羲之书法
笔法分析　一、笔法空间运动形式分解　二、王羲之笔法主要特征分析　　1、居延汉简和陆机《平
复帖》笔法分析　　2、王羲之《初月帖》与陆机《平复帖》笔法比较　　3、王羲之笔法的六大特征
　　4、关于王羲之笔法特征的两点补充第三章：王羲之笔法与后世代表书家笔法之比较　一、对王
羲之笔法的三次挑战和反叛　二、王羲之笔法与后世代表书家笔法之比较　　1、基本原味继承的王
献之　　2、犹有遗韵的颜真卿　　3、注重文气、内蕴的苏东坡　　4、强化提按、折笔的黄庭坚　
　5、擅长调整笔锋的米芾　　6、复古不得古的赵孟頫　　7、墨法创新的王铎　　8、精熟流畅的董
其昌　　9、心摹手追而心不到的沈尹默　　10、大厅徘徊的高二适　　11、以韵取胜的白蕉第四章：
王羲之笔法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的发展　一、继承发展二王书风存在的现实问题　二、当代书坛继
承发展王羲之笔法的脉络梳理　　1、妍美之脉　　2、变异之脉　　3、朴厚之脉第五章：结语　一、
王羲之笔法是魏晋时代的特殊产物　二、篆隶遗韵是行草书语言不可缺少的审美意象　三、对碑帖结
合的实质性认识存在误区　四、当代书法的发展还需要继承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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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王羲之书法艺术成就和艺术审美　　翻开中国书法史，出现频率最多的就是王羲之三个
字。
特别是在魏晋之后，所有与书法有关的文献提及最多的也是王羲之。
这一方面和王羲之精研笔法、总结前人经验、把行草书的发展推向极致，形成影响整个后世书法艺术
的二王书风有关，也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有关。
王羲之进入中国书法史、进入中国文化史，应该是一种双向选择。
王羲之的书法审美追求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达到了一种暗合。
　　陶弘景说：“逸少自昊兴以前，诸书尤为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者”。
　　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和保持并不是一帆风顺、毫无异议的。
杨仁恺先生讲：　　“古代书家被称为‘书圣’的有好几位，最后只有王羲之的书圣桂冠一致保持于
不坠，这是有其客观历史原因的。
宋、齐年间，王氏名声尚未大噪，中间他的儿子王献之曾一度高出乃父。
”　　这里杨先生所说的“有其客观历史原因”也许就是我们所说的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审美符合了中
国传统文化的审美需求。
　　直到后来初唐时期受到太宗李世民评价为“尽善尽美”、“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的力捧，以及相传李世民把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王羲之《兰亭序》带进墓葬之后，二王父子的行
草书才跨越魏晋时代而声名鹊起，成为后世书法艺术不可动摇的经典和典范，并带有神的色彩。
　　“所以详察古今，精研篆隶，尽善尽美，其惟王选少乎！
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若斜而反直。
玩之不觉为倦，揽之莫识其端。
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　　于是，历代以来，在力倡碑学的包世臣、康有为的《艺舟双楫》、《广艺舟双楫》诞生之前几
乎没有人对二王书风提出异议，更不用说动摇其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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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张俊东在北京大学通过的硕士答辩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是我国书法史上第一本专项、系
统研究王羲之笔法的理论著作。
 本书主旨是对王羲之笔法及其流变进行研究，研究方法是切入书法艺术笔法本体研究、比较研究和笔
者创作经验和审美体验介入研究，核心是从书法艺术构成最基础的元素——线条（点画）入手，通过
对王羲之经典作品中的具体点线，点线中的具体笔法，笔法中手上的具体动作、毛锥（笔锋）的具体
运动形式、笔锋留下的具体痕迹来分析和研究王羲之笔法的形成和特点。
本书图文并茂，分析透彻，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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