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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人们稍加留心就会发现这样一个文化现象：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
的时期，向传统文化回归，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从传统文化艺术中汲取蕴含民族精神元素的艺术，打造赋予时代精神的艺术，构建新的精神文明家园
，是当代众多艺术家共同的艺术追求。
　　在世界各民族中，把应用文字的书写演化为独立观赏艺术的，首先是我们中华民族。
今天，这一独特的艺术早已冲破汉字文化圈而走向世界。
这一艺术，以应用汉字作为它唯一的载体；这一艺术，有着实用与观赏两重属性。
这一艺术与中国画、音乐、舞蹈、雕刻、文学等姊妹艺术并列，独立存在，自成体系，成了中华民族
值得骄傲的有最广泛群众基础的艺术门类。
　　书法艺术是以中国人特制的毛锥形毛笔书写汉字的艺术。
它以点画、字形、章法为可视形象，表达着无限丰富的意蕴。
清代大艺术评论家刘熙载在《艺概》中说：“圣人作易，立象以尽意。
意，先天，书之本也；象，后天，书之用也。
”“意象”，是中国书法艺术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书法最深邃而又最简易的内涵。
　　人们常说汉字是象形字。
在“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汉字萌芽、发展阶段，绝大部分汉字的确如此。
虽然这种形象不是具象，而是以部分代全体，以简笔轮廓勾画去表示字义词义的意象图画，但它毕竟
有形示象，我们仍然可以称这类汉字为象形字。
这类字就是从远古到秦代所应用的古文、大篆、小篆。
但到了秦汉之际，汉字发生了革命性变化——“隶变”之后，成了几千年来广泛应用的方块汉字，这
时的汉字连最后在小篆中残留的一点点“随体诘曲”的象形意味也消失了。
汉字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
纯符号化的汉字——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在实用的同时，它的审美意义究竟何在呢？
它又遵循着一种什么样的规律在发展呢？
它的形式美又是受什么样的观念在支配呢？
它又为什么能伴随中华民族从昨天走向今天呢？
它是那样古老，六千年前我们的先民已创造并应用着它。
新石器时代西安半坡人、山东大汶口人的符号就是实证。
它又是那样年轻，今日中外书坛各种文化层次的人们都还在如痴如醉地“求工于一笔之内”，寄情于
点画之间，研究它、学习它，寻找自己时代的书法风貌，也寻找书法中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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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人们稍加留心就会发现这样一个文化现象：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
的时期，向传统文化回归，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从传统文化艺术中汲取蕴含民族精神元素的艺术，打造赋予时代精神的艺术，构建新的精神文明家园
，是当代众多艺术家共同的艺术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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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金石萃编》载：《华山碑》高七尺七寸，宽三尺六寸，字共二十二行，满行三十八字。
额篆书阴文题“西岳华山庙碑”六字，碑末有“郭香察书”四字，有称书者为郭氏，唐徐浩《古迹记
》以为蔡邕所书。
　　此碑在唐代已被重视，碑左右有唐代李商隐、张嗣庆、崔知百、李德裕等题名，当有其拓本，但
未。
“长垣本”为明代河北长垣王文荪旧藏，后归商丘宋荦，又称“商丘本”，为宋拓早本，后归日本中
村不折氏。
“华阴本”系明代陕西东云驹藏，后归华阴王宏撰，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华阴本”又称“关中本”，从第1行至17行，其损泐百字，它虽比长垣本晚，但拓得较精，比“四明
本”多二十余字，“四明本”为四明丰道生所藏，又归宁波天一阁范氏，现亦藏故宫博物院。
以上三本又曾均归清末金石学家端方，后散佚。
“玲珑山馆本”为清初马日璐玲珑山馆所藏，后归李文田，现此拓本藏香港中文大学。
　　该碑在历史上地位极高，历代大儒和文化名士以能目睹该碑或碑之拓本为生平幸事。
因此，在碑或拓本上题名、观款、题跋的人士就有300余人，是历代题刻最多的碑石，无碑能出其右。
各种拓本的收藏在历史的长河中也辗转迁移，跌荡起伏，充满了传奇色彩。
　　为了重现此碑的历史风采和独特的文化艺术神韵，西岳庙文物管理处于2007年邀请陕西省内十多
位著名专家，通过多次论证在西岳庙重新刻立西岳华山庙碑。
此次翻刻是以“四明本”的字间布局为基础，文物出版社所出版的四种版本的剪贴本为内容，选择字
形、字口最好的字，以原大粘贴而刻成，最大、最全地尽现了此碑的历史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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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华山碑：汉（隶）》为你开启书法艺术之门，帮你打下学习书法的坚实基础，给你解读书法艺
术的妙谛，带你步入中国书法艺术的殿堂，与你共同守望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盼你成为中国书坛的精
英，与你共同创造中华文明今日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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