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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谁能准确回答“书法是什么”?本书立足“书法美学”立场，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认
为：所谓书法艺术就是塑造汉字造型形象与展示书家审美意识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为论证该观点，本书具体探讨了书法与汉字、与客观物象、与主观世界以及与绘画艺术间的复杂多样
之关系。
其次，则是围绕书法的形式意味、审美范畴、美感特征与美学地位诸论题，展开了不同于当代中国任
何一位书法美学家的个性化思考。
对本书见解，无论接受还是不接受，你都会受到观念上的震撼与思想一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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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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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与拼音文字造型的比较　　对只有汉字造型能够成为书法反映对象这一既成事实，过去的人们
总习惯于从汉字的象形特征加以论说，现在看来则未免失之肤浅。
须知，和汉字一样，其他民族文字于初始之时，也经历过一个必不可少的象形阶段，比如已为世所公
认的古埃及、苏美尔以及美索不达尼亚等民族的楔形文字，就是一种典型的象形文字，而它们却未能
成为书法反映对象。
因此，汉字的象形性远远不足用来证实汉字造型为书法反映对象之必然性。
　　能够证实汉字造型为书法反映对象之必然性的东西，我们以为，还得从如下两个方面进行考虑：
　　首先，就性质而言，汉字是表意的，却非象形的。
汉字草创之初，有的描摹实物近于画画儿，自属象形无疑，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象形字亦渐趋
抽象，渐趋线条化，变得日益不象形起来，更何况属于初期象形文字的汉字，只占整个汉字家族成员
中极少一部分，绝大多数的汉字倒是非象形的指事字、形声字、会意字、假借字与转注字等。
从今天所见到的最早成熟期汉字--甲骨文来看，上面的所谓象形字其实也只有某些实物的影子而已，
它们已是典型的表意文字，因其视觉形态为线条组合而非块面图绘之显示。
汉字的表意属性，是汉字走向成熟的标志，是对象形属性的一种超越，唯如此，汉字才能充分施展语
言符号的交际功能，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五大通用文字之一。
汉字发展到表意阶段之后，就再也没有向前“发展”（指质变）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指在中
国包括大陆、台湾、香港与澳门境内；汉字的拼音阶段是在日本岛国内实现的，即平假名与片假名）
。
而其他民族的文字则不然，它们均在极短的历史时期内产生质变，从各自的初始阶段飞跨到拼音阶段
，构成另一系统的语言符号--拼音文字。
正因为汉字是表意文字，其他民族文字是拼音文字，所以，汉字也就必须重形、由形见义，其他民族
文字就必须重音、由音见义。
一个重形、一个重音，这就是两大不同系统文字明显特出的差异所在。
　　其次，就形体而言，汉字在重形原则下，较之重音的拼音文字，先天地禀具一种完美性与优越性
。
　　在外廓方面，汉字中每个单元都呈独立的平面的方块状，规整自足，没有任何外来因素的干扰，
这样，当它被书法用作反映对象加以艺术处理时，就必然会产生符合美的规律的理想效果：变化中见
统一，统一中又见变化，给人以丰赡有序的审美享受；可是拼音文字横向排列，呈数字式的无规则的
条带延伸状，每个字（单词）长短、字母多寡不一，形体外廓显得杂乱而无序，试想，用它作为艺术
素材进行再度变化，岂不是乱上加乱、益发无序么？
这正是拼音文字形成视觉图像功能上的先天不足与致命弱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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