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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书法史》

前言

刘灿铭《中国现代书法史》这本书出版，可能有人会以为这本书研究的时间分期是从清末民国到20世
纪末期。但是，这本书关于书法的现代史的分期，并非如此。实际上，这部著作内容的时间跨度为20
多年，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书法发展史，因为中国书法的现代史分期有它的特殊性。特殊性在于：研
究书法的现代史，必须照顾到书法自身在历史长河中的内在的发展过程，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判
断书法何时跨入现代时期，才能对书法的现代史作出合乎客观事实的分期。这本书就是从这一视角撰
写一部“现代书法”的历史。这本书从自身规定的研究角度来看，表现为文献资料十分丰富，这是利
用近距离的优势（当然，研究时间距离过近也容易产生盲点与误区），比较容易收集资料，为后来者
进行现代书法的宏观研究提供很好的基础文本。在书法界，也许有些人对”现代”两个字表示反感，
这是那些人得了现代恐惧症的表现。最近也有一些言论以表示对现代书法的异议。概括起来大致分为
以下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现代书法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失败了。第二种观点认为：当代书法
没有现代和传统之分。第三种观点认为：现代书法还没有成熟。关于第一种观点，只要稍微用心观察
一下事实就知道，现代书法不但没有失败，而且正在当今书坛蔓延与深入，事实还像铁一般存在。这
本书的出版就是一个明证。第二种观点，实际上是昧于历史的发展过程。既然否认现代，也就否认古
代，因为，古代因现代而立，没有现代哪有古代这个说法？如果书法没有传统现代之分，那么现代书
法应该和古代一样。但是事实上，即使以汉字为载体的现代书法和传统书法相比较，从观念到艺术形
式，都表现得不一样。可见，传统和现代还是有分别的。第三种观点其实是对现代书法不关心并且缺
乏深入思考的表现。因为现代书法既有幼稚大胆的举动。也有深沉丰厚的思考和创作，后者正是说明
了成熟之处。当然，这本书的重点不在于艺术史宏观的观念分析，读者可能暂时难以明了成熟的脉络
。但是，只要我们稍微用心思考，现代书法在形式上的历史性突破，如果没有有清以来的碑学铺垫，
就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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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书法史》

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书法史》所研究的“现代书法”不是现代人的所有书法，而是特指1985年10月“中国现代
书法首展”所诞生的有别于传统书法的“现代书法”，这是一种创新的艺术形式。“现代书法”包含
“学院派”书法、书法主义、先锋书法、源自书法、汉字艺术等名称。
现代书法的诞生不是一个孤立偶然的事件，这是在各种条件下催生出来的。产生的原因很多，但本文
主要从历史背景、时代背景、文化背景等方面进行研究。儒、道、禅为哲学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
现代书法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中国书法创变的发展史说明了现代书法产生的历史必然。中国实现改
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态，快节奏的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已成为主流
，政治体制的改革带来了人们的政治生活的民主和平等，政治宽松，思想得以解放，人们可以想过去
很多不可想象的事，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随之外来文化不断进入，外来的现代艺术形式冲击了中国
艺术，中西文化发生了激烈的碰撞，首先在美术界得到了响应，出现了“’85美术思潮”，深受传统
文化影响的中国书法此时也按捺不住，蠢蠢欲动，因而爆发了“85中国现代书法首展”。
现代书法已走过了20余年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现代书法一直以其原创性、开拓性和前瞻性备受社
会关注，已成为中国书法史上无法抹去的现代艺术表现形式。《中国现代书法史》在研究这段历史时
，发现现代书法史与整个书法史一样，既是一部现代书法创作的承传演变史，又是一部现代书法的活
动史，同时也是一部现代书法理论观念、书法教育方式的发展史，因而，现代书法的活动、创作、理
论及教育构成了一部完整的现代书法史。本文试图以其为块面，采用史论结合，以客观史料为基础去
深入而详细地梳理和研究。
现代书法的历史虽然短暂，却为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渐趋成熟的现代书法作
品，产生了一大批致力于现代书法发展的书法人，其中的代表人物在国内外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考
察这段历史，为中国书法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条可以借鉴的创新之路，因此，极具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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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书法史》

书籍目录

绪论一、研究对象与目的二、研究现状及分析三、研究方法和途径第一章 现代书法的发生第一节 现
代书法的历史背景第二节 现代书法的时代背景第三节 现代书法的文化背景第四节 现代书法的开端第
二章 现代书法的活动第一节 现代书法展览第二节 现代书法社团组织与研究机构第三节 现代书法出版
物第四节 现代书法的中外交流第五节 现代书法活动群体第三章 现代书法的创作第一节 汉字图画化模
式第二节 汉字书写化模式第三节 汉字消解化模式第四节 汉字装置化模式第五节 汉字观念化模式第六
节 汉字行为化模式第七节 汉字影像化模式第八节 汉字计算机化模式第四章 现代书法的理论第一节 现
代书法传统书学研究的延续第二节 运用新的文化视角研究现代书法的成果第三节 现代书法其他的研
究成果第五章 现代书法的教育第一节 现代书法高等教育第二节 现代书法业余教育结论附录一、中国
现代书法年表二、人名索引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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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书法史》

章节摘录

插图：一、书法艺术文化内涵的代代传承书法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积淀的艺术瑰
宝，其深入骨髓的文化传承性不可忽视。书法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性，它自始至终都遵循着艺术发
展的规律，它不断地否定自己，不断地发展自己，它有着丰富的传统和恢弘的气度，其深厚的文化底
蕴决定了书法生命力的旺盛，我们可以把中国书法比作参天大树，它南原来的一棵幼苗逐渐成长起来
，它的根系越来越发达，生命力越来越旺盛，吸纳能力越来越强。即使有的人有呼风唤雨的能力，中
国书法这棵大树照样坚不可摧，任凭风吹雨打，因为在它的脚下有赖以生存的土壤——中华文化。作
为中华传统文化哲学基础的儒、道、禅思想对书法文化内涵和审美标准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本
文认为现代书法在文化内涵的层面上与传统书法是一脉相承的，儒家的“仁学”思想、道家的“自然
”思维和禅学的 “心悟”理念是形成中国书法独具特色的审美结构和美学思想的文化内核，尽管现代
书法对上述文化内涵的吸收与传统书法有不同的侧重（传统书法更多体现了儒家思想，现代书法更多
侧重于道家、禅学），但系统地分析中国书法的传统文化内涵和哲学基础有利于更好地理解现代书法
产生的历史背景。1.儒家的“仁学”思想与书法艺术儒这个概念本来是“文士”或者学者。孔子是这
一学派的创始人和突出代表，儒学的核心是“仁”。在探讨儒学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影响时，人们却常
常忽视了这些常识。最常见的，便是笼统地用“成教化，助人伦”来评论儒学对艺术的影响，也不去
研究孔子仁学的精神对艺术的真正影响。真正的孑L子艺术理想倒是在那些克己怀仁的士大夫文人的
艺术活动中得到实践和反映，在中国漫长的艺术发展史上，孔子儒学以其成熟的道德理性，积极进取
的入世精神，豁达的人生理想培育、熏染着中国文人士大夫的艺术观念和实践。其在艺术上的表现，
则更多地体现在审美理想、审美经验、艺术批评等方面，例如美与善的统一性，善的核心就是礼和仁
，而礼和仁的目的就是要使天下归于治，即和谐、统一、中庸，从而对文学艺术也提出“中和之美”
的要求。孔子提倡“温柔敦厚”的诗教和“广博易良”的乐教，皆本中和的宗旨，这种善和美的统一
，而又约之以中和，完全符合儒家以政权为中心的文艺思想，赋予美的观念以功利主义的性质。孔子
日：“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都是以“事父事君”的政治伦理作为标准的，作为
审美主体的艺术家和鉴赏者，必须有很高的道德修养，才可能获得美感经验，孟子日：“我知言，我
善养吾浩然之气。”知言包括知音，即有分析、判断、鉴赏能力，在儒家那里仁义道德就是善，审美
主体必须“积善”才能获得最高的审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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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书法史》

后记

2005年我有幸成为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王冬龄教授的学生，这使一直游离于书法边缘的我有了一
个很好的归宿。西湖的美丽、美院的滋养、导师的教诲激励我前行，奔波于杭州的4年求学受用终生
。现代书法有了20余年的历史，其间风风雨雨、轰轰烈烈。王冬龄导师站在书法的发展高度和学术前
沿，始终关注书法的现代化进程，关注现代书法的发展和建设，他深感为了使现代书法步入健康快速
发展轨道，很有必要回溯历史、研究历史。本书的内容是以我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的。导师和我讨论博
士论文时，自然地提出了中国现代书法史的选题。并建议我选择该题，为此，我做了很多准备。本书
的撰写力尽艰辛，困难重重，其间充满困惑和迷茫，导师的宏观把握，具体分析常使我茅塞顿开，豁
然开朗。言恭达老师一直关心我博士阶段的学习，多次了解博士论文的进展并对论文提出了宝贵意见
，言老师的肯定和支持，使我倍增信心。在此，十分感谢两位老师的关爱和悉心指导。本书的文献资
料十分繁杂，搜集困难。文备、濮列平、一了、邵岩、唐楷之、王佳宁等给了我很多资料或为我提供
了线索，特别是文备先生把家藏的所有现代书法的资料（有些是第一手资料）借我使用；我的学生胡
光灿、张星星、葛炜、宋烨、沈利等为我收集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有关文
献检索的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谨此，一并表示感谢。感谢我的学生胡光灿、张星星、宋烨和张圆媛
等为我的手写文稿文字输入，特别是宋烨承担了几乎所有文稿的打字和校对等基础性工作，感谢张星
星为本书的排版、插图和印刷付出的心血。著名书法理论家王白桥先生极其认真地为本书修改和校对
，提出并修改了不少错误，其一丝不苟的精神值得我学习，在此，深表谢意。感谢毛建波先生对本书
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我的家人对我的默默支持和奉献。对一直关心和支持我的书法成长的各位领导
、师友和同道表示衷心感谢。本书的顺利出版，得益于魏长健先生，由于他的介绍使我结识了南京大
学出版社艺术图书工作室主任杨小民先生。杨小民先生是一位有影响的艺术家，他对于学术的严谨、
为人的豪情、艺术的真诚是我学习的榜样。本书出版的过程辛苦而繁重，但又充满了希望和快乐。感
谢魏长健和杨小民两位先生对本书的努力。中国现代书法发生的时间较短，仍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中，
还需要放在历史长河中去检验，去甄别其价值。本书只做了一些关于现代书法的基础性研究，存在着
许多不足。在此，敬请方家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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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书法史》

媒体关注与评论

刘灿铭的《中国现代书法史》是目前史料最为翔实的一部关于“现代书法”的著作。尽管存在现代书
法的动态发展带来的选题的难度，以及关于现代书法的界定和各种艺术流派对书法的现代性认识的差
异给分类造成一定的障碍，这部著作也是一部最具有学术价值的关于中国“现代书法”发展史的实录
。相信这对于研究现代书法，甚至研究当代艺术都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 　　——王冬龄（中国美
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书法研究中心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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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书法史》是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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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书法史》

精彩短评

1、跟张爱国的《中国现代书法蓝皮书》差不多，基本上就是读书笔记，念到博士了也才这点出息！
！！
2、一篇博士论文

Page 9



《中国现代书法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