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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书法史起于何时，又如何分期，这是本著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古代学者告诉我们一个治史的方法：振叶寻根，观澜索源。
书法界对书法源头有如下说：书画同源说这是自古以来的流行论题。
唐代张彦远，宋代韩拙、赵希鹄，元代杨维桢，明代宋濂、石涛，清代董綮、笪重光等，都反复阐述
了书画同源的观点。
文化哲人张彦远认为“书画异名而同体”，宋濂则毫不掩饰地说：“书画初为一体。
”不管是把书画看做“异名而同体”也好，还是说两者“初为一体”也好，说穿了，这仍然是史前人
的混沌心理特质和模糊艺术观念的表现。
在史前人的审美情趣中，“半人半神”扭结在一起，半书半画重叠在一起，线条与构图交融在一起，
各种艺术像远方的水与天，分不清界线，以至于得出这样一个混沌的判断。
　　不可否认，中国文字结构优美，既有自然美又有艺术美，加上书写者书写时寄托了美好的思想感
情，展现出一幅美好的图景。
所以，如果就中国书法的传统精神来说，绘画与书法通过象形文字的桥梁，有时竞走到了一起。
但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不容含混，这就是图画与文字有本质的区别。
文字为记录语言的符号，语言则是社会交际的通用工具。
语言是有声的，因此，真正的文字应从文字的表音阶段算起，无疑，图画是先于表意表音文字的。
汉字造字时基本是象形文字，主要来源于图画，但一经简化而带上表音，就再也不是图画了。
先有绘画，后有文字书法，从绘画到文字书法是一种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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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书法是中华民族的瑰宝，被誉为“世界上最高的艺术”。
书法是文字艺术。
文字是文明的标志，文字艺术是文明的奇葩。
汉字始，书法始。
中华民族第一个用线条表示汉字意思的人，就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位书法家。
　　书法是时间的艺术，空间的艺术，运动的艺术。
我们透过书法的线条表象，窥探种种不同的生命运动和心灵轨迹。
书法史，实际上就是运动史、生命史，更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
　　本书论述了自上古至清末数千年中国书法的发展，并以其特有轨迹进行历史分期：混沌萌生（史
前至夏）；浑然入序（商至西汉）；求度追韵（东汉至南北朝）；崇规隆法（隋唐五代）；尚意宣情
（宋至明中）；抒性扬理（明中至清）。
全书书法流派传承线索清晰，书法理论阐释与艺术鉴赏并重，作者的个人见解则穿插于广征博引和美
学追问之中。
　　《中国古代书法史》是一部中国人五千年的心灵史，是近年来广受好评的书法史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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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字的最初形态是图画文字（不是图画），汉字更是这样。
而原始艺术则是形成图画文字的最重要的源泉。
1万年前的现实是：其原始图画不仅开始用来认识世界，用来满足艺术的需要或者达到巫术与祭祀的
目的，而且还用来（虽然是局部地）达到交际和记事的目的，即表达某些信息（作为口述的补充）或
者保存这些信息（保存在口述者和听者的记忆中），这个时期，也只有这个时期，才形成了图画文字
。
　　图画是文字的前身，但图画决不是文字。
文字本于图画，但它是可以读出声音的图画。
图画中有的工致，有的粗简，简易者受到时代的承认，于是用线条的文字就逐渐通行了。
由绘画到文字，汉民族终于出现了文字的雏形——刻画符号，书法艺术的第一批作品——刻画符号终
于公之于世，并且遗存到上万年后的今天和永久的将来。
　　第一节刻画符号　　汉字刻画符号，是史前的书法艺术。
只是这种艺术处在一种混沌的状态之中。
因为，人类早期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是交织在一起的。
马克思曾经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
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
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不仅如此，即使精神活动及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也交织在一起
。
哲学、科学、宗教、艺术等混沌合一，这就是中国古史传说中的混沌初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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