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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艺术概论》

内容概要

《书法艺术概论》是“北京大学文化书法研究丛书”之一，该书通过对书法理论的总结和反思，使得
大学书法的新思维能够推广到民间，成为大众的思想，进而能够在国际书法文化交流中逐渐成为新世
纪影响他国书法的新理念。全书共分5个章节，具体内容包括再现与表现、论用笔与结字、章法与布
白、风格与流派及书家与书作。该书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书法艺术概论”理应包括关于书法艺术的五、六个基本的系列范畴，即作者在《书法艺术概论》中
的五章：一、再现与表现：书法的美学本质；二、用笔与结字：书法技术与技巧的历史属性；三、章
法与布自：书法创作的视觉性特征；四、风格与流派：书法的艺术个性化原则；五、书家与书作：书
法创作主体与作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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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艺术概论》

作者简介

刘正成，1946年生于四川成都，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
书法》杂志社社长及主编；现为国际书法家协会首席主席，《中国书法全集》主编，北京大学、中国
科技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并担任全国展、中青展的组委会、评委会主任。著有《刘正成历史小说集
》、《刘正成书法文集》、文化随笔《英伦行色》等；主编《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百卷本《中国
书法全集》；出版《当代书法精品集·刘正成》等书法作品集。曾荣获韩国美术家协会和韩国美术文
化院颁发的“世界书法功劳牌”，中国书协的“书法艺术特别贡献奖”，“2005韩国全北国际书艺双
年展”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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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再见与表现：书法形象审美特征　　一　审美特征之一：抽象性　　有一种通常的说法：
书法是线条的艺术。那么，什么是线条呢？绝对的线，在世界上是找不到的，它只是在数学家的表述
——抽象中存在。数学家其实在描述它时也陷了一种悖论：线是点的运动轨迹，那么，究竟是线还是
点呢？　　然而，我在这里提到的“线”首先是具体的，即它是用毛笔和墨在纸上所划出来的汉字字
形；同时，它又是抽象的，即它是对生命意识，对人的艺术理想意味的非具象描述。　　在提到某种
艺术的抽象时，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漫长的西方美学历程。前些H子，我去看了一场话剧《雷雨》，
是曹禺先生的震撼剧坛的成名作，该剧是严格按照“三一律”的方法写成的。“三一律”是17、18世
纪法国戏剧理论家们根据古希腊悲剧原则建立起来的戏剧创作信条，即规定剧本的动作、地点、时间
三者必须完整一致：每剧限于单一的情节、事件发生在一个地点，并在一天之内完成。《雷雨》是基
于这个传统规定性的，演出很精彩、很吸引入，时下的话剧演出很难满座，而北京人艺演出此剧座无
虚席，临时要看戏，还得出高价买票，人们陶醉在某种“规定情境”中，为四凤和鲁妈的命运哭泣，
为蘩漪和周萍的命运而焦虑。带有易卜生《群鬼》⋯似的宿命观和悲剧氛围，让人感动不已。作为一
个现代人，对其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的剧中人物有如此共鸣，原因何在呢？这得回复到古希腊伟大
的经验主义者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2-前322）给我们阐述的著名的悲剧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
完整、有一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
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表达，而不是采取叙述法；借以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净化）
。（《诗学》第4章）

Pag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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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　　本书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关于书法的概论性的书籍，属于“北京大学文化书法研究丛书”。本
书是从书法艺术的高度来谈书法，全书从书法美学、书法艺术发展的阶段、书法作品空间构筑的发展
历程、风格与流派、书法的行为与艺术五个方面来论述。作者还设计了“书法艺术生态环境”一章，
但还来不及写出。本书前两章实为讲座实录，后三张为讲课提纲，有的地方用词很谦虚，不同于枯燥
的理论。本书配图较多，但都为黑白照，不甚清晰。
　　书法有五大审美特征：抽象性、文学性、不可重复性、时序不可逆转性、有美感而无快感。汉字
是约束书法的规范，随着书法艺术的成熟，书法家对文字有了主动的选择，明清以来的书法艺术把文
字视为表现的制约、限制甚至妨碍。书法没有世俗的声色之乐，它使人忘记快感，忘记与肉体的关系
，而面向和追求一种崇高的境界。书法艺术的发展分三大阶段：篆书是中锋用笔、圆形结字，隶书是
侧锋用笔、方形结字，行楷书是中侧锋并用、方圆兼施。作者提出，文字之始即是书法之始。王羲之
在中国书法史上最大的创造是确立和完善了楷书和行书的“新体”，创造了八种基本点画发书写。中
锋使用的方法是绞转，侧锋主要的方法是提按，中锋和侧锋最主要的审美特征分别是遒劲与姿媚，点
画的形成是中国书法成熟的标志。从东晋到宋元时期的书法作品保持实用的样式，兼具审美功能，主
要审美形态是把玩；宋元之后的书法作品丧失实用功能，成为纯艺术品，主要审美形态是厅堂陈设；
现代展览会的展厅作品的特征是纯艺术功能，大空间展示。
2、内容无甚新意，感觉像是作者参加完各个大学or学术机构吹风会后一点应景之文的拼凑，尤其讨厌
某些章节中充斥着自我吹嘘自我拔高的表述⋯⋯受不了，那些所谓书协画协的领导真的是自我感觉太
他妈良好了⋯⋯
3、书角被水打湿过，整本书的右下角都有印迹！不过还是算好的
4、刘正成的书法能入古出今，一代书法大家。不知他的法帖在何处能购到？
5、很好纸质很好内容很好正版书很直
6、书法理论精辟，值得研究，受益不浅。
7、好评啊，本人爱练书法，也爱找书法书，这就是其中一本哦
8、书法艺术的阐述，很有深度，不适合初学者的使用。
9、　　圈内有三才说：魏明伦（鬼才）、贾平凹（怪才）、刘正成（奇才）。
　　5月19日奇才来济，得以相见。下午与明诠师、子庸兄等同游大明湖并在鹊华居小酌，相谈甚欢，
受益多多。
　　奇才谈及在香港见饶宗颐相见情形、朱清时关于世界是琴弦上的音符等观点极为精彩。
　　听了我的关于讲话稿的幽默，奇才颇感兴趣。
　　餐前奇才欣然在《书法艺术概论》上题字，满满一页，精彩小品。
10、好像就是讲座编成书了⋯⋯中国的研究人员真的都很弱啊感觉——你问我他的字？呃⋯⋯实在是
欣赏不能⋯⋯
11、虽然书法概论的书不多，这本书的课题比较新，但此书水平确实一般。。。。
12、这一套书都很不错 。这本书很多内容选自作者的演讲稿，写得很简洁明了透彻，很有风格
13、前面还在认真得看，看到后面几章全都是为你嫖娼的事平反，很火大啊。
14、⋯⋯
15、这本书，就这。没看过的千万不要买了。这丫去个大保健被逮了，怎么就成了有了成为苏东坡的
可能性呢。叫书法艺术概论，书法，艺术，概论。都没看到。就是一ppt演讲稿凑起来的书。书协副秘
书长，能不能专业点，学术点。瞎扯淡。
16、还行吧，但很讨厌作者还在尊碑砭帖的态度！
17、爱好书法多年,凡是书法的书都想看。这本是基础性地介绍书法艺术。感谢当当网，效率高，办事
很快，让我看到了该书。
18、不错
19、本书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关于书法的概论性的书籍，属于“北京大学文化书法研究丛书”。本书是
从书法艺术的高度来谈书法，全书从书法美学、书法艺术发展的阶段、书法作品空间构筑的发展历程
、风格与流派、书法的行为与艺术五个方面来论述。作者还设计了“书法艺术生态环境”一章，但还
来不及写出。本书前两章实为讲座实录，后三张为讲课提纲，有的地方用词很谦虚，不同于枯燥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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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本书配图较多，但都为黑白照，不甚清晰。书法有五大审美特征：抽象性、文学性、不可重复性
、时序不可逆转性、有美感而无快感。汉字是约束书法的规范，随着书法艺术的成熟，书法家对文字
有了主动的选择，明清以来的书法艺术把文字视为表现的制约、限制甚至妨碍。书法没有世俗的声色
之乐，它使人忘记快感，忘记与肉体的关系，而面向和追求一种崇高的境界。书法艺术的发展分三大
阶段：篆书是中锋用笔、圆形结字，隶书是侧锋用笔、方形结字，行楷书是中侧锋并用、方圆兼施。
作者提出，文字之始即是书法之始。王羲之在中国书法史上最大的创造是确立和完善了楷书和行书的
“新体”，创造了八种基本点画发书写。中锋使用的方法是绞转，侧锋主要的方法是提按，中锋和侧
锋最主要的审美特征分别是遒劲与姿媚，点画的形成是中国书法成熟的标志。从东晋到宋元时期的书
法作品保持实用的样式，兼具审美功能，主要审美形态是把玩；宋元之后的书法作品丧失实用功能，
成为纯艺术品，主要审美形态是厅堂陈设；现代展览会的展厅作品的特征是纯艺术功能，大空间展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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