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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诗歌与书法是中国文化中的精髓，诗歌是语言的艺术，书法是线条的艺术，但诗歌不仅仅是语言
的排列，书法也不单纯是线条的组合，它们都超越了语言与线条这两种外在介质，达到了更高的精神
境界。
二者都承载着诗人与书家的艺术创造，都展现着创作主体的审美取向与价值追求，传统文化折射在诗
歌与书法上，进而为欣赏者所接受和传播。
诗人与书家这些创作主体的活动，使这两种艺术形式打上了深深的时代与个体的烙印，传统诗学思想
与书学理论也形成了互通与互补，共同完善了中国传统文艺思想。
通过对历代诗歌观与书法观的比较研究，可以更全面、深入地发掘时代文化特点，更深刻地理解诗人
与书家的精神情思，更好地弘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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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唐宋时期是中国书法史和诗歌史上的高峰，诸多著名的诗人与书法家共同开创了中国艺术史上的
新局面。
唐宋时期留下了近千首论书诗，在诗歌及书法文献研究方面具有着重要而独特的学术价值。
　　《诗法与书法：从唐宋论书诗看书法文献的文学性解读》对中国诗学思想与书学理论的发展进行
了梳理，对二者的相互影响做了探索性研究；着重以唐宋论书诗为研究对象，全面深入研究唐宋论书
诗中所使用的形容语、批评语，及其在文学性质的书法文献中语词的使用及变化；《诗法与书法：从
唐宋论书诗看书法文献的文学性解读》还重点研究了唐宋论书诗所彰显的文艺思想嬗变；并选取了“
宋代书法四大家”中的苏轼、黄庭坚、米芾三家的论书诗作为个案研究，以点带面，彰显了代表性诗
人兼书法家的论书诗所取得的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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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由兴波，满族，1974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庆安县。
文学博士，历史学（书法文献学方向）博士后。
曾于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孔子学院任教，现为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
导师。
主要从事唐宋诗歌及中国诗歌与书法理论关系等研究，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
、吉林省文化厅项目等7项，参加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吉林省教学研究项目等3项。
出版专著、编著6部，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学术兼职有东北苏轼研究会常务理事、“吉林省传统文化公共播讲团”团长、宋代文学学会、中国韵
文学会会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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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唐宋论书诗形容语研究　　以树比况　　树木因其形态的固定性，难以具有更加灵动的外
在特征，所以唐代诗人在用树比况书法作品时，多用其静态营造意境或比况。
如“三秋月照丹凤楼，二月花开上林树”（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虽然是对怀素草书描摹，但
并不是像其他以动物比况，重其动感，而是用“丹凤楼”与“上林树”相对照，二者均为静态，显得
庄重典雅。
　　再如：“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韩愈《石鼓歌》）、“小学新翻墨沼波，羡君琼
树散枝柯”（柳宗元《叠前》）、“三月秋澹青江水，二月花开绿树枝”（马云奇《怀素师草书歌》
），都是取树之形态，着重展现树枝曲伸蜿蜒之姿，以此呈现笔画的变换曲折，着笔处仍然是静态的
。
　　在唐代论书诗以树比况的诗作中，颇有特点的是以“松”比况的作品。
“松”因其形态的挺拔，被古人目为品性高洁之象征，与“竹”、“梅”并称“岁寒三友”，成为一
种文化符号，文学作品中歌颂之作不胜枚举。
然在唐代论书诗中所用之“松”多取其形态，而非内在精神寄托。
如：“长松老死倚云壁”，（朱逵《怀素上人草书歌》）即取“老死”之“长松”的形态，以其斜挂
悬崖之上之姿来比况笔画，非常形象生动。
“画状倒松横洞壑，点麄飞石落空虚”（释可朋《观梦龟草书》）、“一点三峰巨石悬，长画万岁枯
松倒”（马云奇《怀素师草书歌》），亦是取“松”之形态，且追求非正常形态，“倒松”、“枯松
倒”，以斜势来比况笔画的变化。
当然也有取“松”之常态的，如杜甫《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中“落落群松直”句，即取松之挺
拔之姿，傲然挺立，展现张旭草书所蕴涵精神意蕴。
　　诗中以“松”比况时，多对其加以修饰词语，且多为“枯”、“古”“倒”“古病”等字样，多
写松之异形，而非常态，来营造一种古涩感。
如：　　偶然长掣浓入燥，少室枯松欹不倒。
（皎然《陈氏童子草书歌》）　　中有枯松错落一万丈，倒挂绝壁蹙枯枝。
（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　　有时瘦巉岩，百尺枯松露槎枿。
（吴融《赠？
光上人草书歌》）　　画状倒松横洞壑，点麄飞石落空虚。
（释可朋《观梦龟草书》）　　一点三峰巨石悬，长画万岁枯松倒。
（马云奇《怀素师草书歌》）　　怪石奔秋涧，寒藤挂古松。
（韩偓《草书屏风》）　　又似深山朽石上，古病松枝挂铁锡。
（贯休《观怀素草书歌》）　　所列各诗中，均取松的倒势或古、枯之木，而基本不用挺拔之青松等
充满勃勃生机的比况。
究其根本，诗中用非常态之松来营造一种险境，使读者产生一种紧张感，神经更加敏锐，增强对书法
审美的印象，产生对审美者内心更强烈的刺激感。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诗法与书法>>

编辑推荐

　　诗歌与书法是中国文化中的精髓，诗歌是语言的艺术，书法是线条的艺术，二者都承载着诗人与
书家的艺术创造，展现着创作主体的审美取向与价值追求，并体现着一个时代文艺思想的特质。
作者从事诗书关系研究多年，《诗法与书法：从唐宋论书诗看书法文献的文学性解读》从一个时代的
诗书理论写到具有各具特色的宋代的诗书观，将理论与个案研究结合，清晰而系统地呈现出唐宋诗歌
与书法文艺思想的特点与关联。
无论对于专业研究者，还是诗歌与书法的爱好者，这都是一本值得一读、深究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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