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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书法教材·大学书法篆书临摹教程》关于篆书书体论、篆书书体史以及篆书技法解说的讨论、
分析与研究，在历代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理论家所提供的种种研究成果中，
尽可能以一个“史观”的立场，从高等书法教育的目标与意义上着眼，在对篆书书体的讨论与分析中
，侧重对篆书的名称、含义以及它的名称、概念所指内涵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变化、不同用法
的阐释与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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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④“花体杂篆”的兴盛与式微。在江淮型金文风格体式中，花体杂篆是一种很有趣味的表现形态
。因此，我们将此作为一个专题来进行讨论。“花体杂篆”在江淮型金文风格中尤以在楚金文中体现
得最为充分，也最兴盛。　　公元前770年，随着王室的迁都洛阳，各诸侯国对天子的尊奉名实已相去
甚远。一时间，各诸侯国间征伐兼并、称霸会盟，影响所至，区域性的王室文化和礼乐精神更具斑斓
色彩。体现国力强盛的青铜器、铭文的铸造也日渐繁杂，花纹化、图案化的盛行，使楚金文具有了浓
艳装饰美感趣味。我们将此称为花体杂篆体式。这种以鸟、虫、凤、龙构成文字的唯美之风强烈地刺
激着楚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使其爱美的天性在极其有限的空间形式内赋予了规正、滞板的线条以生
命之律动，倾注了无限的美感蕴涵。以鸟、虫、凤、龙为线形所构成的花体杂篆极具装饰美感的楚金
文，一时风靡于春秋战国大约150余年的时间里，主要流行于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楚、吴、越等国。　　
在楚人眼里鸟凤相同，爱屋及乌的原始心理使得楚人移情尊凤尊鸟。凤，可以说是楚文化艺术的母体
，这在一些铜器铭文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曾侯乙编钟》简化虫书线条的轻松曼妙；《王子午鼎》
线条的奇肆张扬、摇摇欲飞之势；《楚王含璋戈铭》字形的故意拉长，结构的大胆夸张；《越王勾践
剑》线条的对称、装饰，使笔画呈现流动感，更使得花体杂篆的装饰美极尽风流，它所具有的自然形
象之美和理性抽象之美的双重性，呈现出一种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艺术魅力。　　“花体杂篆”作
为极具装饰美感的楚金文，以奇肆汪洋、富丽堂皇的表现形式而备受楚人的青睐和推崇乃至标榜仿效
，蔚为壮观而成一时风尚。从它的出现到兴盛，我们可看出它所具有的价值。一是就书法史发展角度
而言，它标志着书法史上第一次文字实用与艺术审美的分野。尽管这种审美是楚人原始潜意识的泛现
，然而它所反映的这种审美理想，具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二是就线条的表现而言，
它的夸张与奇肆为我们今天研究楚金文的线条运动提供了无比珍贵的史料，具有无法替代的美学价值
。“花体杂篆”在为我们提供上述价值的同时，也带来了无法回避的缺陷。正因为它太完美、太具有
装饰意味，因而，它必然带来文字走向装饰，即我们前述的书法的美术化倾向。也正因为它完美，也
必然预示着下一次文字变革的来临，秦篆的出现，切断了它走向美术化的道路，使文字再一次受到社
会的干预，在秦代政治和文化制约下，走向刻板，走向规整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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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被我弄坏了，赔了一本给图书馆，印象很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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