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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手札，根据《辞源》的释义，指的是“手书，亲笔信”。
“手札”一词最早见于唐诗。
杜甫《杜工部草堂诗笺》中有诗云：“道州手札适复至，纸张要自三过读。
”此外，白居易《常庆集》亦有诗云：“开缄见手札，一纸十三行。
”人谓手札亦称尺牍。
据《辞源》，“尺牍”一词，释为：“牍，书版。
汉代诏书写于一尺一寸长的书版上。
汉书九四上匈奴传：‘汉遗单于书，以尺一牍。
’后省称尺牍，用为书信的通称。
”　　结合这两个义项，我们可以明确这两个词的含义与发展状况。
“尺牍”一词出现较早，并一直包含有现代汉语所谓的“书信”之意。
在“手札”一词出现之前，书信归属于“尺牍”的范畴。
由于历史上众多的文人学者皆以“尺牍”代称“书信”，使得“尺牍”一词的内涵逐渐变为以书信为
主体，故后人常以“尺牍”作“书信”解。
而“手札”一词出现较晚，内涵单一，指的就是书信，因而，“手札”与“尺牍”常被人们理解为同
一事物。
但是，如上文所言，书信确实可称为尺牍，而尺牍却并非只包含书信。
同样的，手札确实可称作尺牍，但手札并不等同于尺牍，而只是尺牍的一部分。
建立在对这个问题这样的理解之上，我们编著此部名为《手札书法百品》的书稿，在内容的选取上，
便严格地以历代的书信作为对象，而不得不把一些篇幅短小的经典法帖排除在外。
　　由于在“书信”这个意思上，“手札”较“尺牍”而言，是一个后起的称谓，所以，我们探讨手
札之源流，仍得回溯到作为“书信”的尺牍的源流上。
　　手札，作为人们日常交流的实用文体，数千年来积极地传递着人们的思想情感，也从一个侧面见
证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演变，其自身的历史亦可谓源远流长。
　　关于书信的产生，赵树功先生在其专著《中国尺牍文学史》中提供了两种说法：一日书之为体，
始于周公之《君爽》；二为后人根据刘勰《文心雕龙·书记》中“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
书介弥盛”一语进行的推测。
赵先生指出，这两种说法由于科学性欠缺，故均只可作为参考，而尺牍之源暂不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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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书法是我国优秀的传统艺术形式。
以汉字为造型基础，以文学为表现内容，以点画为外形特征，以性情为表现手段，以欣赏为目的的书
法艺术，浓缩了中华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包孕了中华文化思想的全部观念，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代
表之一。
书法艺术集中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和艺术创造精神，是古代精神文明的具体象征。
书法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和较高的审美价值，它能增长
人的知识，陶冶人的性情，美化人的心灵。
社会越发展，经济越繁荣，科学越进步，人们越需要用书法艺术来充实自己，调整自己，使自己更加
文雅、敏锐，成为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现代人。
事实已经证明，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书法艺术日益受到我国各阶层人士的普遍喜爱。
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专业创作和业余自学相结合，呼唤精品，多出人才，已成为当今书坛的新气象、
新风貌。
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和日益繁荣的对外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国书法已经走出国门，不但为日本
、韩国、新加坡等受汉文化影响较大的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普遍喜爱，而且已经逐步走向欧美，走向世
界，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理解、欣赏、借鉴和接受，成为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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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手札书法百品》给广大书法爱好者提供了更好、更多、更精良、更系统的历代书法图文资料。
这套丛书按照书法史发展中不同的载体或题材来分类，分类较细，体系科学，特色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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