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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书法教育四十年》凝聚了全体编委许多的艰辛与汗水。
与编撰其他一般图书所不同的是，该书历史跨度较大，涉及的范围广泛，而编辑时间前后仅两个月，
其中许多的文字内容是四十年前的会议记录手稿，必须要逐字逐句加以辨认校对，费时费力。
图片资料的征集，也是在各个方面的支持下完成的。
　　《高等书法教育四十年》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勾勒了中国美术学院书法专业四十年的发展历程
，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学界史事，使本书的史料价值得到很大的提高。
可以说，没有大家的共同努力，这本书在短时间里是无法编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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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潘天寿先生画名满天下，书名为画名所掩，时人论述不多。
　　潘先生平日常谈“书画同源”问题。
书与画确实是同源的。
　　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西部亚洲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实际上是简单的绘画。
我国甘肃辛店出土的原始社会陶器上的绘画装饰，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上的刀刻符号，这些形象，或
用线条，或用平涂，线条居多数，有些已含有文字的意味。
现在我国考古学者正在从事探索早于殷商甲骨文的夏代文字，说它是文字也好，符号也好，一般都用
线条来表现，也便是中国最早的象形文字（也有指事文字。
唐兰先生则认为指事也是象形之一种）。
后世书画分途，各自发展，但在技法上始终有共同之处，就是离不开线条。
南齐谢赫所提倡学画六法，第一气韵生动，第二骨法用笔，第五经营位置，第六传移模写。
六法之中，有四法是书画共同的。
特别是对骨法用笔，潘先生很重视。
他有一次自题所作松石：“偶然落笔，辄思古人屋漏痕、折钗股”。
屋漏痕、折钗股是唐代书家比喻书法用笔的名言，潘先生就应用到画法上来，也便是对古法用笔下一
注脚。
古往今来，用书法作画，用画法作书，书画合一，成就卓越的大家，如徐文长、八大山人、吴昌硕，
寥寥可数。
世称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徐、朱，吴各家，包括潘先生的作品，除上述两句外，还可加一句：“书中有画，画中有书”。
以上说明书画两者不但同源，而且一向是姊妹兄弟，十分亲切，直到如今。
　　潘先生对书法功夫很深，经常临读碑帖，兼长各体，包括文字组织结构不同的“字体”与后世艺
术风格不同的某一家某一派的“书体”。
甲骨文、石鼓文、秦篆、汉隶、章草、真书、行书，二三千年来各个不同的体制、流派，经过他的分
析、赏会、提炼、吸收，应用到笔底来，无不沉雄飞动，自具风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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