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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硬笔书法纵横谈》针对几年来书法艺术理论研究中，把硬笔书法直接或间接排斥到书法艺术之
外的论调，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研究，并对流行的“断代说”、“源清（代）说”、“源今说”等观点
，从硬笔工具的发展，载字材料的更新及硬笔书法作品的影响进行了深人的探讨，努力为硬笔书法艺
术找回它应有的坐标。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硬笔书法纵横谈>>

作者简介

　　孙敦秀，笔名习韬。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硬笔书法委员会委员，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文物
协会会员，北京市书法家协会会员、硬笔书法史编审委员会副主任。
中日韩新书画家友好联盟理事、中外书画名人研究院名誉教授。
　　书法研习汉简、汉隶书体，其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书展联，并被国内省，地级博物馆、美术馆、
纪念馆及国外博物馆收藏，2000年书法作品获“世界华人艺术大会”特别金奖，香港名人传记中心审
议书法作品为一级精品。
2001年被新加坡神州艺术院聘为高级书画师同年，书画作品被山东书画大赛暨国际邀请赛评为特等
奖.2002年书画作品作为国礼送萨马兰奇先生收藏2006年书法作品赠驻加拿大大使馆，当年被中华艺术
学会、国际中华文化艺术学会授予。
德艺双馨艺术家称号，在京、苏、像三地举办个人书法展览。
2008年为电视剧《大明医圣李时珍》题写片名，为纪晓岚故居题写顾额及砚铭文.2009年书法作品作为
馈赠礼品馈赠台北市文化局.2010年为河南省南阳市“七十二潭风景区”题字，并石刻摩崖之上。
随着书法知识的积累和艺术文践，多研究书法基础理论且笔勤心劳，几年来，编著出版了《书法小词
典》、《文房四宝手册》、《书法幅式指南》、《中国文房四宝》、《毛泽东书法珍闻》、《中国硬
笔发展史》、《文房四主纵横谈》、《中国硬笔书法史》、《书法幅式百例》、《孙敦秀硬笔书法理
论文集》、《孙敦秀书法艺术》、《残墨书法之美》等书，多次在专业报刊上发表书浊理论文章，有
的被收录拄《北京市书法家论文集》、《中国第二届钢笔书法论文集》中。
为著名艺术大师韩美林先生撰写评论文章等。
前中国书协主席邵宇曾称赞.“是一位年青的书法家、书法珲论家。
可承担部分教科书写作”。
曾两次成功策划、组织全国性书画大赛。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硬笔书法纵横谈>>

书籍目录

只管攀登不问高（自白代序）“笔”字考与论一兼谈硬笔书法艺术的起源硬笔书法应有自己的史籍我
国硬质刻画图画及符号发展探踪外域硬笔的传人与硬笔书法艺术波澜的兴起刍议硬笔书法百年春秋近
现代硬笔书坛人物述评硬笔及硬笔书法的源流与趋向硬笔书法答问录中国硬笔书法艺术应申请加入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建议硬笔发展史简论附：千秋硬笔写新篇软、硬笔书法幅式解读书法定义随想
“偏锋”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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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宋代竹、木硬笔实物的发现和竹木硬笔遗留墨迹的面世，使我们了解到宋代硬笔书法已将以独立
的艺术门类，跻身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闪射出璀灿的光辉。
这种硬笔以它独特的便利性、实用性和艺术性为人所用，被时人列为文房宝具的行列。
北宋人苏易简撰写的《文房四谱》（又称《文房四宝谱》）一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系统介绍文房四
宝的专著，书中曾有竹、木质硬笔的载叙：“不论以竹、以毛、以木，但能染墨成字，即呼之，笔也
。
”这是文人们再一次把笔这个概念的内涵揭示得言简贴切，并把笔这个概念的外延扩展到了毛笔这一
品类。
从而在理论上明确区分了硬笔、毛笔这两个质地不同的书写工具。
把以竹木制作的蘸墨书写的硬质书写工具，称之为笔，这是我国文人继晋崔豹之后在理论上又一次对
硬笔的诠释和记载，并把硬笔和软笔两种书写工具相提并论，可见硬笔当时在书写舞台上的作用、地
位和影响。
宋时毛笔制作有了进一步的革新，一改晋唐以硬挺为上的制笔方法，使制笔原料及笔的性能趋于多样
化，出现我国制笔史上少有的繁荣景象。
这种竹木质地的硬笔闯入这五光十色的笔的世界里，并在理论上占有一席之地，显然是一个惊时名世
的奇迹。
　　在唐时被列入另册的刀质刻写工具，基本上已脱离硬笔写的性能，完全依附着软笔的墨迹亦步亦
趋的契刻。
到了宋时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刻的技艺提高，写的技能皆无，所以，在这里我们把刀质刻写工具仍不
能作为硬笔来看，只能把它作为硬笔的远祖来简述。
但它和软笔在刻碑、刻帖领域掀起不少的波澜。
宋时，碑文的镌刻，不但匠人镌刻，且有僧道仕吏们奏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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