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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艺术丛书”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人类进化与发展的历史告知我们：在没有语言和文字的原始时代，人类就已经有了艺术的活动和
记载。
史前的洞窟和岩壁上，留下了2万年前的绘画；先民在扛木头劳动时“杭育杭育”的喊声，可说是声
乐的肇始；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盆上的三组人物携手并肩、轻盈起舞的彩绘，和19世纪末的芭蕾舞剧《
天鹅湖》中的四小天鹅舞，两者可找到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思维，尽管蜜蜂能“营造”出等边的工房，鹦鹉能够学舌，大猩猩可以
从一数到十，但它们终究只能停留在动物的本能和“模仿”的阶段，永远不会也不可能向文明前进一
步。
而人类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涌现出大批的优秀的艺术家，创造出数不胜数、光彩夺目、辉煌灿烂
的艺术精品，它们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是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艺术丛书”共30余册，涵盖了人类创造的各个艺术领域，包括美术、音乐、戏剧、舞蹈、建筑
等各个门类和品种，共收图片几千幅，音乐曲谱近千首，文字近千万。
把遐迩闻名、干百年来流传的艺术精品，呈现给广大艺术爱好者，让读者大众在美的世界里和艺术殿
堂里徜徉、遨游，在赏析中获得最大的愉悦和美的享受，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丛书的撰写和编辑的方针，坚持做到大专家写小文章，大手笔写小册子，从微观入手，具体地、
细致地进行论述，既深入浅出，又品位较高；既有鉴赏价值，又要雅俗共赏。
总之，要为读者着想：从ABC说起，把“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紧密结合，引领读者进入知其然
又知其所以然的境界，提高审美观念、审美标准和艺术鉴赏水平。
　　让“艺术丛书”的可读性、知识性、观赏性、趣味性贯穿全书，成为名副其实的大众艺术的读物
，这是丛书全体作者、编者努力奋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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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书法在世界艺术史上是独树一帜的巨大创造。
它源远流长，与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紧密相连，息息相关。
    书法欣赏是一种高雅的文化享受，要欣赏书法美又有一定的难度。
这本雅俗共赏的书，将引领您在书法艺术的殿堂中遨游、驰骋，领略、体味书法艺术内蕴的真善美，
获得真知与艺术美的愉悦。
    全书从书法欣赏的常识入手，包括书法与其他艺术的区别，书法的抽象特点，书法的形式美和内涵
美，欣赏书法应具备的有关文化素养等。
    全书的重头篇幅是中国书法的历史演变和名作赏析部分。
自殷商至现代有代表性的书家的演变与发展历程、艺术特点及历史原因，瑰奇、古朴的篆、隶书体和
书风，晋韵唐法、宋意明态以及北碑南帖的论争和实践成果，均以典型书例说明。
全书收著名书法家100余人的代表作，皆系各个时期、各种风格、各种流派、各种书体代表作和传世佳
品的真迹。
    本书还简要介绍了古今中外有关书法艺术的不同观点，以供人们研究参考。
附录部分简要介绍了古今重要书论典籍和书法作品图录，为深入研究书法理论和书法变迁史的有志者
提供方便。
    本书为艺术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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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玉池  别署名月。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1931年生于河北省辛集市。
1956年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习装饰绘画。
1962年在中国美术研究所从事美术理论研究。
1974年转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绘画和雕塑。
20世纪80年代后，集中研究书法篆刻艺术。
     
　　现任中国书协培训中心教授、中国书画函授大学教授。
     
　　曾担任大百科全书书法部分副主编、《美术史论》副主编，中国书协一至三届学术委员，《书法
丛刊》编委。
     
　　主要著作有：《二王书艺论稿》、《王献之书法艺术》、《碑帖译注》、《钟繇》、《书法瑰宝
谭》、《中国书法艺术欣赏》。
主编《中国书法篆刻鉴赏辞典》。
其中《二王书艺论稿》获中国书协首届兰亭奖理论奖，《碑帖译注》获二届兰亭奖教育奖，《是治学
严谨的典范还是不够严谨》一文获中国文联艺术评论奖。
     书法创作多次参加国内外书展，收入《中国书协会员优秀作品集》，并被有关单位和个人收藏。
21世纪初，在家乡进行了个人书法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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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谊  篆书联附录  古今书法论著和书法作品集简介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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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欣赏书法艺术的有关知识　　常听有人问：这幅字好在什么地方？
书法怎样欣赏？
这是一个不太容易回答的问题。
一般的艺术作品，如绘画作品，不易欣赏；书法艺术，由于它的抽象性特点，欣赏起来就更加困难。
　　书法欣赏和其他艺术品的欣赏一样，是欣赏者观看书法作品时的一种审美活动，是对书法家所创
作的书法作品的一种感受和把握的过程。
因为艺术品都是作者根据真、善、美的原则创作出来的，欣赏时一般都是在一种愉悦的心情中进行的
，这是“欣赏”一词的本义。
但是，由于书法艺术构成的复杂性和它本身的抽象陛，欣赏时需要具备一些基本知识，欣赏者本人还
要具备一定的文化和艺术素养，否则，欣赏者就发现不了作品中所蕴藏的艺术美，还可能把不美的东
西当作美来欣赏，也就达不到欣赏的目的。
对高层次的艺术品的欣赏尤其如此。
所以，在分析具体书家和作品以前，先简单介绍一点与欣赏书法有关的知识。
　　1　中国书法是一种艺术　　中国书法的载体是中国文字——汉字。
最初的文字是为了实用。
人们在长期使用过程中，文字不断地被美化，终于在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升华为一个独立的艺术品
种，并逐渐同实用分离。
实用字——主要是为了表达文字的含义，虽然有些人在写字时也常注意到美化，但美化在他哪陧不占
主要地位，而书法艺术作品则不同。
创作一副对联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艺术欣赏，文字内容的含义已退到次要或从属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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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书法是中国人民独创的一种艺术形式，它历史十分悠久，内容深刻博大，上通于道（宇宙哲理）
，下接于生活实际，再加上它的抽象性质，要认识它、欣赏它，都有很大难度。
 《书法艺术》重点介绍了书法欣赏中可能遇到的一些知识性问题，对书法史上的一些典型作品作了简
要介绍。
为了方便有志深入钻研者的参考，附录中介绍了部分有关书法典籍。
此书涉及大量古代书法作品及其艺术欣赏，以及许多相关的历史情况和文化背景。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书法艺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