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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书法年鉴》设有“书坛纪事”、“书法家”、“篆刻家”、“书学研究”、“古代书法”
、“出土遗迹”、“书法教育”、“展览比赛”、“编辑出版”、“书画拍卖”等栏目，所有栏目的
资料皆采自该年度正式出版发行的专业杂志和报纸，主要有《中国书法》、《书法》、《书法研究》
、《书法丛刊》、《书法通讯》（现改为《中国书法通讯报》）、《书法赏评》、《书法之友》（现
更名为《书法世界》）、《文物》、《书与画》、《书法报》、《书法导报》、《中国书画报》、《
美术报》以及全国部分高等院校编辑出版的学报，中国书法家协会和各省、市书法家协会以及各个高
等院校的书法专业也给我们提供了第一手的图片和文字资料。
　　除此以上栏目之外，《中国书法年鉴》还设有“出土书迹”、“书画拍卖”等栏目，综合反映本
年度书法界对古代书法的研究、近年新出土的书法遗迹以及书画作品拍卖等信息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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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然沈尹默的理论和艺术创作都有历史的局限。
作为碑派营垒中走出来的书家，亦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烙印，沈氏在《书法论》中所言“笔笔中锋
论”，不能不说还留有碑派用笔论的痕迹。
而其限于艺术的资质，所创作的二王一路作品，也不能不说是少个性而艺术感染力欠弱。
如果说沈尹默作为近代弘扬帖学的第一人，在50年代到70年代还势单力薄，那么在80年代至本世纪末
的二十年以迅猛的速度开始重新崛起。
原本在全国各地就都有一些热爱帖学的书家，如同经过寒冬的种子，一遇春风，便纷纷破土而出。
帖学作为中国书法史上有着千年以上传统的体系，是个永恒的存在，它并不会因为某一个时期的衰微
而降低其艺术价值。
写帖的用笔与写碑的用笔，有着明显的不同。
碑派的主要创作对象是篆、隶和北碑，因而在发展过程中着意开崛中国书法史上这一时期的原始用笔
特征，强调涩行、中实和笔笔中锋。
但就中国整个书法发展史而言，篆、隶、北碑一脉的用笔相对单纯。
而在汉代隶书阶段结束后，书史上出现的楷书、行书和草书（指今草和狂草），其用笔技巧却不断地
加以丰富。
可以说书法艺术的逐渐成熟，正是人们在抒情写意中创造出这些丰富笔法的结果，书法艺术的形式美
也由静态转向动态，并得以充分的发展。
清代碑学在获得成功的同时，却无情地扼制了本来已经在中国书史上就有着灿烂成就的行、草体系，
二王、旭、素、“宋四家”、赵孟頫、文徵明、祝枝山、董其昌、王铎等优秀“帖派”书家的遗产，
在清末和本世纪初的碑派热浪中均被打入“冷宫”。
很显然帖学在这一时期衰退的同时，用笔的衰退也是必然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甚至本末倒置，以碑派的用笔特征，来审视行草书的用笔优劣，而实际上碑
派用笔的力度、速度和运笔技巧与帖派的差异是明显的。
但这种站在碑派立场上的审美判断，却要求草书也如写魏碑一般慢行，甚至用秃笔书写以追求浑厚，
在唐宋时代也许这是个笑话，而在碑派思潮的笼罩下，在一些书家的笔下却成了现实。
因此在帖学重新崛起的过程中，许多有作为的书家自然首先注意到了帖学用笔这一核心的问题，并努
力在实践中加以恢复和研究。
当然首要的是重新回过头去，向东晋以来优秀的文人书法学习，于是王羲之《兰亭序》、智永《真草
千字文》、孙过庭《书谱》、怀素《自叙帖》、颜真卿《祭侄文稿》、苏东坡《黄州寒食诗帖》、米
芾《蜀素帖》等历史上的经典作品，重又获得了新生。
帖学的重新崛起，带来了对中国传统文人书法的回归思潮。
二十年来，由于出版物的发展，一向不为常人所见的宫廷和私家秘藏墨迹大量发表，弥补了以刻帖方
式传播帖学的不足。
这一不足，曾是碑派摒弃帖学的重要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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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书法年鉴》设有“书坛纪事”、“书法家”、“篆刻家”、“书学研究”、“古代书法”、“
出土遗迹”、“书法教育”、“展览比赛”、“编辑出版”、“书画拍卖”等栏目，本书保持原资料
的客观性，以事实为依据，做到图文并茂，既详尽又重点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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