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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广东历代书家研究丛书-叶恭绰》，本书通过书法家叶恭绰的生平事迹、交游事略的讲述；对其
作品的书法渊源与风格、碑学思想与创作、书史地位与影响作了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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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梅，女，1973年生，汉族，四川宜宾人。
2003年在西南师范大学获书法艺术教育与实践方向硕士学位；2003-2006年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
化研究院学习，获美术学博士学位，现为福建集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
发表书法史论方向冷文十多篇，出版编著，《千古绝唱——醉翁亭记》，主持有教育部课题，论文曾
经获“第七届全国书法讨论会，，三等奖。
书法创作以行书、隶书为主，崇尚厚重端庄之书风。
现主要研究方向为书法、篆刻史论与书画鉴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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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种“耻痛”感深深刺激了叶恭绰，他日后热衷于收藏和其他文化事业，一方面因家学熏染、友
朋熏陶，另一方面更是出于传统文人对祖国文化的执著和使命感。
　　1912年，清帝退位，民国成立。
叶恭绰入北洋政府先后担任交通部次长、邮政总局局长、内阁交通总长等职，事业多与铁路相关。
他回忆道：“我国的铁路，就更为复杂，连外交、军事、警察等等，都有很重要的关系。
那时，却是实权在外国债权的手里，表面在国内糊涂官吏手里。
我见这样的情形，深为忧惧。
因此觉得非培养专门人才，造成特别风气不可。
从此，便下了决心，从事廿余年。
”由于铁路的复杂性，叶恭绰工作又多涉及外交、财政、实业、邮政、教育等各个方面，他的工作行
之有效，为我国早期相关事业作出积极贡献；也因为从事范围广泛，他在政界交游极广而且权高望重
，这使得他具备了一个社会活动家所需的必要前提。
叶恭绰虽不在文化部门任职，但他有心保护和挽救文化遗产，俨然成为动荡年代的一名文化守望者。
如1918年，他与蒯若木居士出资赞助在宁波观宗寺创办学舍；1918-1919年，他在欧洲考察政治、经济
、交通之余，发现日本、印度、巴尔干及南美在国外大学均设有学系，而唯独我国没有，他对此深为
痛惜。
认为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的荣誉及我国学术的前途，于是决心在巴黎大学设置中国学术讲座并创办中国
学院，经他与法国学者班乐卫的努力，巴黎大学开始设置中国文明史讲座，分别组织中国旧算学和中
国音乐诗画讲座，这是我国传统文化首次走向欧洲高等学府。
两年后，中国学院在叶恭绰等人的积极奔走下也得以在巴黎大学成立；1920年，他撰《与大总统书》
呼吁保护古籍并提出阁议申请刊行《四库全书》，他还建议设立通儒馆，经营国立图书馆，影印《四
库全书》，保存公私藏书、释道藏版片、军机处档案等；他于1920年开始研究宣德鼎彝，广为搜寻，
经二十年，得三百多具；1921年，他发起敦煌经籍辑存会，他与李木斋、王晋卿、罗振玉等人设法搜
得英、法、日、德诸国所存敦煌经典目录，而京师图书馆目所存敦煌经籍也是经他叮嘱陈垣、李正刚
等编订，才有成书。
　　政治风云诡谲多变，叶恭绰进进退退官场凡几载。
1923年，解职闲居日本的叶恭绰受孙中山先生之召，返粤出任财政部长、交通总长一职。
此时他的本职工作甚为繁杂，但是他的眼光始终敏锐地关注着一个个有关文化薪火的事件。
如1924年，房山西域寺隋代石经面临被毁的命运，为保全胜迹起见，他发起重修；同年，故宫博物院
成立，他被聘为顾问并利用自己身居要职的地位，对故宫的工作提供协助；1925年，他发起重修万松
老人塔，该塔建于元初，为京师胜迹之一，于历史上及文化上均极有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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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叶梅编著的《叶恭绰》内容介绍：人类文明的发展，有赖于先进文化的引领和支撑。
先进文化能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走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其中重要一环还在于文化创新。
要创新就必须先继承，因此整理和挖掘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当前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
    毛笔书法是中华民族特有的艺术形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历经数千年的传承和发展，形成了壮丽而多姿的独特文化景观。
岭南书法也曾经有过辉煌和灿烂，从先秦至南越国时期，便有墨书、陶文、砖铭和木刻等传世；随后
，秦砖汉瓦、晋铭隋碑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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