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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总序　　经过几年的努力，《文化艺术教育丛书》终于可以付梓了。这是人文学院的一件大事，
值得庆贺。　　20世纪下叶，我国对全民实行文化教育、素质教育的要求已由呼声转为具体的实施阶
段，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已经成为知识界和社会有识之士的共识。民族文化素质的高低是衡量一个
国家强弱的重要标志，要想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因而，社会上许多学历
不高的人员急需通过多种渠道，以提高自己的学历层次，增强自己的理论修养和实际的应用能力，尤
其是覆盖面较广的文化系统和教育系统。　　为此，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省
内最早设置了高中起点的文化艺术教育专科函授专业，以适应文化系统干部和小学教师接受再教育的
需要。经过几年探索、培养，已有四届学生毕业，他们学以致用，深受社会好评。为了更好地总结办
学经验，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人文学院专门成立了研究小组，对该专业的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
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修订了文化艺术教育专业的课程体系，并
决定编写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艺术教育丛书》，既为文化艺术教育专业提供教材，也为社会上从
事其他职业的人员提供一套文化修养读物。　　文化艺术教育专业的设立在国内并不很多，备校设置
的课程体系也不尽相同，所用教材更不统一。因此，建设一套高质量的文化艺术教育的教材，是非常
必要的，是很有意义的。由于目前国内尚无编写文化艺术教育专科系列教材的先例，编写的难度可想
而知，所以虽然这套教材的编写是以人文学院近70名教授、副教授、博士组成的有丰富教学经验，有
较强科研实力的师资队伍作后盾，参加编写的教师大多都有出版过个人专著，主编或参编过教材的经
历，虽然我们也确定了本丛书要以基础性、知识性、科学性、系统性、趣味性为编写原则，参编人员
都努力紧扣这一原则，但受到以上因素影响，加上各人风格不同，时间也比较紧，教材中定会有某些
不足，希望大家提出批评与建议，以便在重版时修改、完善。　　主　编　　2001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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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艺术教育丛书》的编写，既为文化艺术教育专业提供教材，也为社会上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员提
供一套文化修养读物。文化艺术教育专业的设立在国内并不很多，各校设置的课程体系也不尽相同，
所用教材更不统一。因上，建设一套高质量的文化艺术教育的教材，是非常必要的，是很有意义的。

Page 3



《书法知识与欣赏》

书籍目录

总序上编 中国古代书法发展史  第一章 先秦书法史    第一节 商代书法史    第二节 周代书法史    第三节 
秦代书法史  第二章 两汉三国书法史    第一节 西汉时期书法史    第二节 东汉时期书法史    第三节 三国
时期书法史  第三章 两晋南北朝书法史    第一节 西晋书法史    第二节 东晋书法史    第三节 南朝书法史   
第四节 北朝书法史  第四章 隋唐书法史    第一节 隋代书法史    第二节 初唐书法史    第三节 盛唐书法史  
第五章 五代两宋书法史    第一节 五代书法史    第二节 北宋书法史    第三节 南宋书法史    第四节 金代书
法史  第六章 元代书法史    第一节 元初书法史    第二节 元中后期书法史  第七章 明代书法史    第一节 明
代初期书法史    第二节 明代中期书法史    第三节 明代晚期书法史  第八章 清代书法史    第一节 清初中
期书法史    第二节 清中后期书法史中编 书法练习常识  第九章 毛笔字书写    第一节 文房四宝常识    第
二节 基本技能    第三节 笔画的写法    第四节 结体与布局  第十章 钢笔字书写    第一节 钢笔的结构    第
二节 钢笔的选择和使用    第三节 钢笔字的笔画书写    第四节 钢笔字的书写  第十一章 板书下编 书法作
品欣赏  第十二章 篆书欣赏  第十三章 录书欣赏  第十四章 草书欣赏  第十五章 楷书欣赏  第十六章 行书
欣赏参考文献后记附录 中国历代书法史作选

Page 4



《书法知识与欣赏》

章节摘录

　　从拓本看，此帖书写自然，全无矫揉造作之态。在章法安排上，其字大多独立，也有两个字相连
，甚至三个字相连的。虽然其字大多不相连，但在气韵上却能上下左右顾盼有姿态，所谓“字虽断而
意相连”。用笔方折劲峭，转折处锋棱毕露；中锋行笔，体势婉转，疏放妙妍，意态活泼，是笔方势
圆的典范性佳作。章法上随手写来，字迹大小相间，疏密自然，气象超然，如闲云野鹤，潇洒飘逸，
但不失法度规矩，毫无流滑连绵之弊，可为学草之正宗。　　　　书摘1　　总之，东晋书法的成就
，无论在书法家的人数上，或在书法艺术的创作成就上，或在书法理论研究的成果上，都是空前的。
其中最突出的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代表的王氏家族。　　王羲之（307～365年）字逸少，山东琅琊
临沂人。其父王旷，与王导、王廛是堂兄弟。王家世代为官，文学艺术的积淀丰厚。王导的书法师法
钟繇、卫觊等书家，以草书和隶书名世。永嘉渡江时，他还把钟繇的《宣示帖》藏在衣带中带到江左
；王廛书法学张芝、卫觊，渡江时也随身带索靖的《七月二十六日帖》至建康，其“画乃吾自画，书
乃吾自书”的书学观，对王羲之有很大的影响。　　王羲之少年时代随族迁移至建康，住在乌衣巷。
幼年的羲之开窍甚迟，讷于言。但望族的优越经济条件和家族文学艺术渊源的涵养，使他在十三岁那
年受名士周觊的青眼相待，始受世　　人所重。青年时代显露出超众的才华，超凡脱俗，风度翩翩，
言行举止都为时人瞩目，于是有了“择婿东床”的典故。后授职移居会稽，官至会稽内史（相当于郡
的太守），授右将军。永和十一年（355年）称病辞职，公元365年病故。他不仅书法出众，文学水平
也极高；他受儒家人世观和道教出世思想的影响都很深。从主体上看，他从小就努力学习各方面的知
识，构建以儒家民本主义为核心的思想骨架，努力于经世致用之学，对政治经济军事医学都有所研习
，为他文学艺术上的成就奠定坚实的基础；不得意时能以道家出世思想求得超脱，不为红尘烦恼所羁
绊，从而在文学艺术上多一份潇洒与飘逸。在他们这样的大家族里，他的政治生涯算是很不起眼的，
但书法艺术的光辉则足使家族生辉，光耀千古。　　王羲之的书法生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少年时
师从卫夫人铄等人，学习钟繇、卫恒、索靖等名家的真迹，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并受蒙师的潜移默
化，印入了优美的书法艺术特征。第二阶段是青年时期，系统地学习前人的碑刻与真迹，全面掌握各
种书体的艺术精髓，逐渐显现了自己的风格；但从总体上看，书风还是比较质朴的。第三阶段是中晚
年，致力于继承中的改革创新，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特征。王羲之的书法成就主要体现在他把汉代以
来古朴的书体变为妍美流便的新书体，其作品为历代所宝，影响所及，至高无上，被誉为“书圣”。
　　王羲之是一个书法全才，章草、八分、飞白、行、真、草都精通。他也是一个多产艺术家，在世
时不知写了多少作品。他死了，一百多年以后，藏于南朝宫廷中的二王牌墨宝尚达六七百卷，可惜大
多焚于侯J12：~L（555年）。李世民于贞观中复求得羲之墨迹2290张，装裱为13帙128卷，其中楷书50
纸，行书240纸，其余为草书。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王书又逢劫难，北宋刻《淳化阁帖》时，所汇羲之
书法只230种左右。至今日，可以肯定的羲之真迹连一件也难寻了！　　王羲之最大的书法艺术成就体
现在所作的遒美劲健的行书上，以《兰亭序》（见折页）为代表的作品，把中国的行书艺术推到“尽
善尽美”的顶峰！　　《兰亭序》是一篇记叙东晋永和九年三月三日一批文人在会稽兰亭举行“祓楔
”雅集的文章，以文美而被后人收人《古文观止》，以书法美被誉为“天下行书第一”。据传，《兰
亭序》的真迹因唐太宗生前无以复加的喜爱而殉葬昭陵，现在所见的几个本子都是由弘文馆拓书人此
前根据真迹双钩廓填而成，其中以冯承素摹的、有唐中宗“神龙”小印的最接近真迹。因为王书无存
世真迹，引出了近世诸多质疑和争论，其中以郭沫若最为激进。他于1965年在《文物》杂志6月号上发
文断言《兰亭序帖》是智永之徒的伪托，无视魏晋以来书法篆隶楷草行书并存的大量文物的存在，咬
定晋代只有隶书体，所以“楷体书”《兰亭序帖》必然是伪迹。①高二适对此提出反驳后，《文物
》8月号上又刊郭沫若驳议，9～12月号上都出现附从郭论的文章，以致暂时无人敢再议。　　我们认
为，既然东晋已有行书是不争的事实，《兰亭序帖》的书法水平无出其右也是不争的事实，若能以确
凿的证据考证出它非出自王羲之之手，也可了却史学界的一段疑案，诚为佳事；但强硬“考证”它不
出自王羲之之手的做法，又有多大意义呢?　　王羲之楷书的传世摹本和刻帖以及传为真迹的有《乐毅
论》、《东方朔画赞》、《黄庭经》、《孝女曹娥碑》等。其中以《黄庭经》的社会影响为最大。据
传真迹为小楷60行，褚遂良等评为羲之楷书中第一，唐开元间尚存内宫，安史之乱中失落，有多个临
本传世。《孝女曹娥碑》有小楷绢本存世，凡27行438字，无款，传为羲之真迹。从这些作品来看，楷
书已脱尽隶意；字形无拘无束．充满生机。　　王羲之的草书受张芝的影响很大，并在体势上进一步
向今草过渡。今草中出现了较多的“词连”（即一个词的两个字连笔书写），体势纵横，神采飞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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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龙跃天门”、“虎卧风阙”之誉，体现出一种冲和美与飘逸美的神韵，在草书的发展史上有重要
的意义。作品至唐初还能收入内廷两千余张，可见早先数量是相当多的。草书中以《奉橘帖》、《快
雪时晴帖》、《姨母帖》、《初月》、《丧乱帖》、《二谢帖》、《得示帖》、《十七帖》（见图版
十八）、《游日帖》、《寒切帖》、《长风帖》、《七月都下帖》较为著名，有摹本或刻帖行世。（
插图5，《快雪时晴帖》）　　王羲之留下的书法论文有《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书论》、《
笔势论十二章》、《用笔赋》、《记白云先生书诀》等。　　王羲之与元配郗氏夫人有七子一女，亦
皆以工书著称，而以王献之最为出众。　　王献之（344～386年）字子敬，小字官奴，羲之第七子。
在书坛上与其父合称为“二王”；年幼时言语不多，得当朝重臣谢安的器重而仕途平顺，但无甚政绩
。先娶郗昙之女郗道茂为妻，后迫于皇命而休郗氏尚新安公主。生有一女，后立为皇后。按道教规矩
临死前要忏悔一生过失，献之临终说：“不觉余事，唯忆与郗氏离婚。”因官至中书令，而继任者王
珉是其堂弟，也善书法，故人称王献之为“王大令”或“大王令”，乇珉为“王小令”、“小王令”
。　　王献之五岁时得卫夫人教授书法艺术，七八岁时其父从背后拔笔不脱而预言“此儿书，后当有
大名”（注：这个故事后来被人误解了，以为执笔越紧越好，也误了不少人。其实执笔松紧没有一个
定量，一般而言不宜过松，否则把笔不稳；也不宜过紧，否则力量中途白白消耗，会影响全身之力的
传达入纸，且易死于僵硬。执笔的松紧应该是根据不同字形、不同字体和具体的运笔过程中的实际情
况变化的，过与不及，都不可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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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读之可了解汉字书写的发展变迁，不过图片太少了。
2、你好，问问，这本书有200本吗
3、内容挺好，许多书法史方面知识
4、非常不错。很厚的一本。孩子很喜欢，爱不释手。六岁半，上学后，喜欢笔划多的字，最近迷上
了老体字。这个词典不光有甲骨文、金文到篆书隶书的变化，还有对字的起源进行了图画猜测，虽然
有作者的独创性，未必完全科学。但确实对汉字的起源起到了提点 作用。
5、枯燥无趣啧啧
6、这是一本书法入门级的书，有一定的可读性。书的手感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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