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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世纪80年代初，受“美学热”之催动，书法界开展了一场持续数年的书法性质问题大讨论，从
而让人们感到：书法是一门当之无愧的艺术。
《毛万宝书学论集：书法美的现代阐释》的思考以此为起点，首先，从宏观上探讨了书法的共同美、
墨色美与本质构成，以及书法美学的出路与阿基米德点问题等；其次，则转向个案研究，对朱光潜、
宗白华、李泽厚、林语堂和张荫麟等大家的书法美学思想，进行了或完整、或重点的归纳与剖析；还
有，就是关于书法美学自身历史的全景扫描，在现象列举中予以规律把握.和意义揭示。
全书纵横捭阖，充分凸显了书法美的现代阐释之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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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毛万宝，男，安徽六安人，1961年11月生。
1984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
毕业后曾任中学教师和公务员，2005年3月应聘浙江绍兴“兰亭书法研究所”，任副所长并主持该所工
作至今。
1992年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
致力书学研究近30载，完成著述达百篇（部）300余万言，均公开发表或出版。
部分论文为国家级权威学术刊物所转载。
1990年获全国书法理论奖“书谱奖”；2002年和2006年均获，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提名奖；2010年
获全国书法理论奖”“康有为奖”。
2010年起任“全国书法批评家提名展”评委。
长期坚持书法美学研究，到兰亭之后，则以兰亭学研究和当代书坛批判为主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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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陈望衡）
试论书法艺术的共同美
论艺术通感在书法艺术中的作用
论中国书法艺术的本质构成
中国书法生殖文化机制探析
书法美学阿基米德点批判
中国书法墨色美的文化探源
从“他律”、“自律”看书法的审美流变--兼及当代书法展厅效应问题
新视角·新资源·新思想--关于书法美学出路问题的三点断想
论朱光潜的书法美学思想
论宗白华的书法美学思想
李泽厚书法美学思想寻绎
从“抽象”说看林语堂的书法美学思想
走出尘封的“序言”--张荫麟书法美学思想探微
以有限之偶涉创新兴之学科--20世纪20至60年代书法美学研究述评
人文学科的新大陆--20世纪70至90年代书法美学研究述评
附录：书法美学的探索者--毛万宝及《书法美学论稿》漫谈（尹旭）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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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笔者这一书法性质观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但对“体性”的追求却是一目了然的，其重点在于--“
塑造汉字造型形象与展现书家审美意识”，只是为简洁、便利起见，才迫不得已将它命名为“社会意
识形态”说。
3.“多质”说在书法美学研究领域，既能做到持之以恒，又能做到不断深入，恐怕谁也赶不上金学智
。
金学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介入书法性质大讨论，是“形象”说阵营的一名主将。
但他并不满足于偏于“别类”的“形象”说，随着认识的深化，至90年代初，又提出了偏于“体性”
的中国书法“多质”说：　　（中国书法以）汉字第二形式之美为核心或中心，从横向看，这一端联
结着书法家的创造主体（第一主体），并由“造型美”流向“表情美”；另一端则联结着鉴赏者的接
受主体（第二主体），并由“意象关”流向“抽象美”；这个核心的下端联结着社会，并由“附庸美
”流向“自由美”；其上端又联系着宇宙自然的时空、势力、节律的无限图画，而这种联系则是泛象
征性的契合。
这个放射式的核心与四方的联系，多数是双向的、互动的、往复无穷的，它们又都通过“人为符号
”--线文符号的作用而实现其关，放射其美。
　　这，就是本编给中国书法试下的多质的、立体的、交叉的定义，或者说，给中国书法试下的“多
层多向立交桥式”的定义：将主质、核心定在多层多向立交之点上的定义：力求“从定义特别明显地
看出它所说明的那个现象的各个极重要的特点”（列宁）的定义⋯⋯一句话，不蔽于一曲而力求“得
全象之实”（僧顺）的定义。
　　在笔者看来，金学智“多质”说的内容已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书法“这一个”本质特征，但把它称
作“定义”则未免有点勉强，因为“定义”最基本的要求是“简约性”，一两句话即可。
如此大段文字，充其量只能称之为“描述”。
当然，这只是白玉之微瑕，丝毫无损于他的书法性质观之深度。
通过以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20世纪70至90年代的书法性质探讨，最初处于第二层次--“别类”，
大约到80年代中期，第三层次--“体性”开始出现。
当“体性”性质观出现之后，“别类”性质观也就很少有人予以涉足了。
以我们前述“别类”性质观的六大学说来看，“形象”说、“抽象”说、“表现”说都活跃于70年代
末与80年代初（即1984年之前）；“有意味的形式”说与“写意”说完整论证虽在80年代中后期（前
者1986年、后者1989年），但最初的提出却也在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前者1983年，后者1979年）。
唯一的例外，恐怕只有安旗的“象征”说，“象征”说诞生于90年代初。
这对绝大多数读者来说，可能会感到不可理解，但只要弄清提出者的身份与写作背景，就将豁然开朗
。
原来，提出者安旗本非书论界人士，她“文革”前主要从事文艺评论，“文革”后主要从事唐诗研究
，只是在离休之后，才对书法产生研究兴趣、写就《书法奇观》的。
也许是她对当代书法美学研究现状不屑把握，也许是她对当代书法美学研究现状无力把握，反正她是
“闭门”营造她的“象征”说。
如果能对当代书法美学研究现状稍有把握的话，我们想，无论如何她也不敢贸然提出什么“象征”说
了，因为这除了表明她的孤陋寡闻外又能表明什么呢？
再者，她的“象征”说问世后，立即招致书坛人士的猛烈反驳，亦能见出其学术价值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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