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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书法史》在严格意义上说是一本历史著作。
历史研究应该遵循什么原则？
历史学家从来就没有统一的认识，曾经最为流行的实证主义认为：历史学的任务就是对事实的搜集与
编排，通过内证外证，弄清历史事实发生的真相，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编写历史。
但这种观点受到了各种质疑，有的史学家认为，人类的历史不是单纯的事件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这
个过程受隐含于其中的思想过程所支配，因此，历史学家的任务是用自己的全部智慧去重演这些思想
过程，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也有的史学家认为，历史学家在著述过程中，无法摆脱他所处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排除主观偏见的
影响，历史学家对史料的选择与解释无一不是在主观意识或偏见的支配下所进行的，因此不存在纯粹
的客观的历史。
还有的历史学家进一步指出，历史是由活着的人为了活着的人而去重建的死者的生活，它是由能思考
的、痛苦的、有活动能力的人发现了探索过去的现实利益而产生出来的，重建过去不是目的的本身，
它受到现实利益的推动，具有一种现实意义，历史在历史学家的选择之中，不再能够完全重建和再现
过去的真实存在，它与某种价值相关联，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并不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基于这种认
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人的历史。
上述各种观点在史学界争论很大，结果谁也不能说服谁，这说明它们都具有某种合理性，体现了历史
科学的某一侧面。
如果将它们综合起来，可以为史学研究框定一个大致范围。
20世纪初，美国学者梯利对哲学史研究提出了三大任务，后来，胡适先生把它介绍到中国，在所著《
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中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现在，我将他所列举的哲学思想方面的例子改换成
书法艺术方面的例子转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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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10个章节，主要对中国书法史作了介绍，具体内容包括书法的起源、甲骨文字简述、金
文书法的风格和特征、篆书的风格和特征、隋唐五代的正反合发展、沈曾植书法的传统渊源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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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当时，与甲骨文一起，还有许多古物出土，这吸引了各地的古董商人，他们常到这里来收购古
物，然后转销北京、天津等地。
这些古董商人也不知甲骨为何物，只是顺便带了些想去试售试售，不料却引起了个别收藏古董的官僚
和士人的注意。
1899年，王懿荣首先发现甲骨文的价值，开始广为搜求。
当时，有人甚至不惜以每字二两银子的高价进行抢购，甲骨片一下子身价百倍，古董商人见有利可图
，于是趋之如鹜，四方人士亦怀着不同的目的，奔走挖掘，甲骨片大量出土。
1903年，《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把自己所藏的甲骨片汇拓出版，公之于世，题名为《铁云藏龟》。
在书的自序里，他第一次明确指出：甲骨片上所刻的文字是“殷代人的刀笔文字”。
这种刀笔文字有许多不同的名称，因为它是契刻的，出于殷墟，所以有人把它叫做殷墟书契，简称殷
契。
也有人从书写内容上考虑，认为它是殷人的占卜遗物，所以把它称为殷代贞步卜文字。
然而，它最通行的名称是甲骨文，这是就书契材料而言的，所谓甲是指乌龟的背甲和腹甲，以腹甲为
主；所谓骨是指牛、猪、鹿、人的骨头，其中大量的是牛的肩胛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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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书法史》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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