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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敦煌南朝写《敦煌南朝写本书法研究》法研究》首次把敦煌南朝书法文献作为研究专题而加以
甄别收集、分析考察、述说评论，使读者能够初步看见敦煌南朝书法的概貌，为中国美术史、书法史
的描述与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敦煌南朝写本书法研究》在对敦煌南朝写本进行整理的基础上将之分为两个部分：题记为南朝
写本和题记未注明为南朝写本、但有可能为南朝写本。
前者计24卷，后者计43卷，并辑录了敦煌南朝写本叙录，对每一卷写本的书写内容和书法风格进行了
简要评述，附图于其中。

　　《敦煌南朝写本书法研究》试图综合运用文献学、考古学、图像学、形式分析等方法对东晋南朝
时期极具代表性和研究价值的5个写本作了个案研究。
这5件写本包括东吴建衡二年写本《太上玄元道德经》、东晋纪年写本《法句经》、南齐本《金刚般
若波罗密经》、梁天监写本《大般涅槃经》和陈写本《佛说生经》残卷。

　　《敦煌南朝写本书法研究》以敦煌南朝写《敦煌南朝写本书法研究》法研究为主线，尽量梳理了
南朝为数不多的书法作品，并将之与敦煌写本进行比较，在对敦煌南朝写本研究的同时，也为客观而
全面地评价南朝书法作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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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菡薇，天津宁河人。
1997年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学士学位，2001年获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史硕士学位，2005年获南京师范大学
美术史博士学位，2010年为南京师范大学敦煌文献学出站博士后。
现任教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员、南京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从事美术史研究以来，出版译著一部、专著两部。
有30余篇学术论文分别发表于《文艺研究》、《江苏社会科学》、《江海学刊》、《美术》、《美术
观察》、《新美术》、《古籍整理研究学刊》、《敦煌学研究》、《美术史与观念史》、《艺术与科
学》、《艺术百家》等国家权威期刊和核心期刊上，并多次被《新华文摘》转载或转摘。
主持和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多项。
“一种改进式篆刻刀”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实用新型专利。
学术成果先后获得“江苏省第11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省政府奖）、“江苏省第4届哲
学社会科学界学术大会优秀论文一等奖”、“2008（2010）艺术百家年度论文二等奖”、“2008·中
国百家金陵画展‘高层论坛’论文奖”、“第11届全国美展·当代美术创作论坛”论文奖等多种奖项
。
曾获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南京师范大学“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南京师
范大学“优秀博士后”、江苏省第4期“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等称号。

　　陶小军，江苏南京人。
2010年获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书法专业硕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学博士生、
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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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敦煌南朝写本书法特征来源考
第一节 简牍书法的影响
第二节 南朝传世书法的影响
第三节 道教书法及其观念的影响--以陶弘景书法实践为例
第五章 敦煌南朝写本的书法特质
第一节 吴建衡二年写本《太上玄元道德经》研究
第二节 敦煌东晋纪年《法句经》写本研究
第三节 南齐本《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的书法特色及辨伪
第四节 向楷书过度中的梁天监五年写本《大般涅榘经》研究
第五节 探索作为书法作品的敦煌陈写本《佛说生经》
残卷的途径
第六章 关于一卷北朝写本书法的个案研究
第七章 从敦煌南朝写本看南朝与北朝的交流
第一节 西行求法与南北文化交流
第二节 从敦煌南朝写本看南朝和北朝的书法交流
⋯⋯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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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一 现阶段敦煌书法研究存在的问题“幸亏有着敦煌卷册的发现，由是我们对于中国书
法的流变，也可藉以获到不少的佐证。
”山很多学人都发出诸如此类的感慨。
然而，当前的敦煌书法研究还存在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
从宏观层面看，研究还不够系统，大多停留在泛论阶段；从个案研究来看，研究还不够深入，尤其是
缺乏有一定建构的专题研究。
这种状况主要基于四个原因：第一，研究者对敦煌书法之价值还没有应有的认识。
美国美术史家傅申先生在他的著作《海外书迹研究》中不无感慨地总结到，“篆隶书体的复兴，以及
六朝碑刻的重要意义已得到现代书法史学的认可，但写经体还未得到充分的认识。
”对敦煌书法研究倾注不少心血的赵声良先生在《敦煌写本书法艺术》一文中也总结道，“将近一个
世纪以来，敦煌学在佛学、历史学、文学、音乐、美术等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在书法研究方
面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二，由于敦煌文书大量流散于海外，国内学者难得见真迹。
随着法藏敦煌文献、英藏敦煌文献以及国内各收藏机构藏敦煌文献的陆续出版，这种情况已得到一定
程度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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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是作者依靠自身多学科学习经历，开展跨学科研究的一种积极尝试。
本书综合运用文献学、考古学、图像学、形式分析等方法对敦煌南朝写本书法进行了专题研究，通过
翔实的敦煌文献资料，引领读者进入一个新的学术空间，使读者对敦煌的南朝书法艺术与学术研究有
了更深刻的理解。
　　——夏锦文（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书法其实是中国人对人生的一种体悟与表述。
真正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的过去，书法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角度。
本书以南朝写本书法视角，深刻揭示了南朝时期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同时通过对南朝佛教、道教的书写作品研究，为我们进一步理解那段已经逝去的历史提供了新鲜资料
。
　　——金晓瑜（《江苏社会科学》杂志社社长、主编）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决不能忽略那些看似
哑然失声的许多宝贵文献，它们会被新的生活激活，再度发言。
本书作者潜心敦煌南朝书法研究，分析甄别，广征博引，深入探讨，揭开了敦煌文化的神秘一角，为
中国书法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
　　——周旭君（北京炎黄艺术馆常务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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