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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准备写作此书到今天全部完稿，前后十年，一点点想，一点点写，进展缓慢，多少次举步维艰
的时候，盼望它早点结束。
然而，当今天写完最后一页最后一字时，却又感到有些突然。
不需要写了，而又想写些什么，于是便有了这篇前言。
　　1996年底，《书法》杂志“理论人物”专栏邀我做一期专题，编辑的意思是最好请人写一篇介绍
文章，我说还是自己写。
我在文章的总结部分说，这几年发表的研究成果，偏重于历史，很少关注技法。
原因是我-直认为书法艺术的精魂隐藏在作品的整体关系之中，而技法研究要借助分析，将整体肢解成
一个个局部加以论述，这样做很容易犯教条和僵化的毛病，我没有把握。
不过，技法确实是书法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今后学力修养提高了，还是很想有所著述的。
　　五年以后，2001年，我在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任秘书长，为配合上海有史以来最大的书法展览，准
备同时推出五十本会员作品集和七本理论丛书。
我作为主事者，以身作则，写了一本《书法技法通论》。
在前言中，我不满意以往的技法研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长期以来，书法界将理论研究分
为感性与理性两个层次，并且将前代大师的个人经验奉为至高无上的真谛，认为对实践具有普遍的指
导意义，这是不对的。
西方哲学家康德认为，人类的认识分感性、知性和理性三种，认识的过程是：从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
象开始（感性），到分析的理知所作的一些简单的规定（知性），最后经过许多规定的综合，达到多
样的统一（理性）。
康德在感性和理性中间提出了知性，并且认为知性利用分离的方法，把浑然的对象拆散开来，孤立地
辨析其中的种种特性，然后得出简单的概念和片面的规定，它是理性认识的一个初步环节，因而不具
备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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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比较全面和系统的著作。
书中具体收录了：笔法理论的两种表述方式、分书的点画及其写法、展示空间的变化与字体书风的发
展、从展示空间变化看当代书法艺术的发展趋势等内容。
《书法技法新论》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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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宋代笔法说和唐代笔法说的内容基本相同，但表述方法完全两样，唐代的笔法说重感性，重个性
，生动活拨，没有明确的规定，虽然理解起来比较困难，尤其对初学者，简直不知所云，但是，它给
人重新理解和再事创造的余地。
例如，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引张彦远日：“吾昔日学书，虽功深，奈何迹不至殊妙。
后问于褚河南，日：‘用笔当须如印印泥。
’思而不悟，后于江岛，遇见沙平地静，令人意悦欲书。
乃偶以利锋画而书之，其劲险之状，明利媚好。
自兹乃悟用笔如锥画沙，使其藏锋，画乃沉着。
当其用笔，常欲使其透过纸背，此功成之极矣。
”褚遂良的“如印印泥”在张彦远的心中被理解成了“如锥画沙”，这种触类旁通，甚至郢书燕说的
理解在当时非常流行，张旭的笔法观是“孤蓬自振，惊沙坐飞”，据他自己说得之于老舅张彦远的“
如锥画沙”。
颜真卿和怀素讨论笔法，怀素日：“吾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其痛快处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
又遇坼壁之路，一一自然。
”一连说了四个比喻，而颜真卿却回答说：“何如屋漏痕？
”想不到怀素对这种新奇的理解十分欣赏，起而握手日：“得之矣。
”（陆羽（《释怀素与颜真卿论草书》）这种笔法传授如同禅家机锋，不作正面回答，通过比喻，发
人深思，然后豁然醒悟。
　　宋以后的笔法说属于理性的阐述，规范而明确，与唐代形象的比喻相比，用不着诠释，用不着想
象，便于老师讲授，同时又便于学生理解。
两种笔法理论各有各的长处，如果说学习书法的过程是从一般到个别，从模仿到创造的话，那么，在
强调基础训练的时候，可以按照宋代笔法说学成规矩，在强调艺术训练的时候，可以遵循唐代笔法说
举一反三。
但是必须强调，宋代笔法说容易出现两个误区。
一是“逆入回收”的说法既明确又规范，没有歧义，没有别解，容易扼杀个性表现和创造能力。
如果老师不动脑筋地照讲，学生不加思考地照做，大家不知所以然地如法炮制，写出来的笔画会干人
一面，干篇一律。
二是这种笔法理论，割裂了动态的书写过程，局限在笔画之内作静态分析，将原来属于连续书写时自
然产生的“逆人回收”当做笔画的一部分来表现，结果为起笔而“逆人’，为收笔而“回收”，回收
与逆入不相连贯，造成上下笔画缺乏联系，如同积薪，毫无生气。
甚至还会将逆人与回收误解成封闭式的藏头护尾，在笔画两端重重按顿，如同加上丽个圆形的句号，
截止了笔画的运动态势，使它们毫无向外扩展的张力，米芾称这种写法为“倒收笔锋，笔笔如蒸饼。
‘普’字如人握两拳，伸臂而立，丑怪难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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