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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毛泽东不但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而且是杰出的诗人和书法家。
唐步田先生说：“毛泽东接受中国的传统文化很深。
他一辈子只搞了两样：一个是写诗，一个是写字。
诗，可以在马背上哼成。
字呢，他没有请人代笔的习惯，哪怕一个纸条也要亲自动手。
所以书法在他的笔下是信手拈来，自成佳构。
他的书法艺术成就是历代书家都不能与之相比的。
如果说，毛泽东的诗词是他革命精神的一种文学形象的话，他的字则是他革命精神的一种书法形象。
”博采众长，自成一家；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笔法章法，相得益彰；风格各异，多彩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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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毛泽东的书法是严谨地继承了中国书法艺术传统的。
他对于王羲之、王献之、怀素、张旭、蔡邕、黄庭坚、苏东坡、何绍基、郑板桥的书法，是下过不少
工夫的。
他的行笔勾勒是不离规矩的，他的草书造字是以章草为规范的，他的每篇字是表现了整体艺术美的。
    本书分为三大部分：上篇为书法鉴赏要略，主要阐述书法鉴赏的意义、规律、内容和过程。
旨在帮助读者解决为什么要鉴赏、怎么样鉴赏诸问题。
中篇为毛泽东书法综述，这一部分主要介绍毛泽东书法的入门、形成、发展过程和主要风格特征。
旨在给读者对毛泽东书法艺术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完整的印象。
下篇为毛泽东书法鉴赏，这是全书的重点。
因为毛泽东的诗书艺术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故这里着重对毛泽东的二十六首诗词和四幅题词的创
作背景和作品鉴赏两个方面一一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和点评。
全书图文并茂，条理井然，由浅人深、由表及里地将毛泽东书法艺术全貌和精神实质一一展现在读者
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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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书法鉴赏的过程  书法鉴赏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从静止到运动  书法作品提供给观众的是既成的点画结构，它是静止不动的。
鉴赏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必须把静的点画还原成动的过程，从而探索书家创作时感情的起伏、笔法技
巧的变化乃至他们的心理依据。
宋代书家姜夔在《续书谱》中谈到：“余尝历观古之名书，无不点画振动，如见其挥运之时。
”静止的点画变得振动起来，在观赏之时还能同步地体察到前代作者挥毫作书的推移过程，这确实充
分显示了书法艺术的时间性在鉴赏中的重要作用。
运动着的鉴赏离不开书法的时间特征。
在此，我们可借用19世纪德国美学家谷鲁斯的“内摹仿”的理论来说明。
诚然，任何一种艺术欣赏都带有“内摹仿”的痕迹，但书法中的这一审美活动却有特殊的价值。
因为它是一种真正的彻头彻尾的摹仿。
欣赏者通过这种心理上的摹仿，不但可以探求到书家创作时的场景、创作技法的基本顺序、书家感情
在线条中的显示，甚至还可以了解书家的心理节奏的变化。
（二）从抽象到具体  抽象的点画和书法结构，在鉴赏活动中，离不开鉴赏者的联想和补充。
有意识地在某些相同或相近的事物与形象上进行类比，也是鉴赏者常采用的一种方法。
尽管这种类比不是固定不变的，但它符合视觉欣赏的特点。
这表明，书法的抽象绝不是没有形象，相反，正因为书法所提供的抽象具有高度概括性，它才能为鉴
赏者提供广泛的想象余地。
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峰坠石”，以及“龙跳天门，虎卧风阁”，这些比喻或指笔画形象，或
指风格特征，都显示出古代鉴赏家们丰富的想象力。
他们采用抽象的手法创造了书法的艺术美，又时而用形象鲜明的比喻去补充这种美，使之显得更为丰
富多彩。
每一个线条，每一个书法结构，都会由于其造型上的或者形态上的倾向，导致人们产生联想，并不由
自主地拈出生活中的类似现象进行比较。
文学上，将这种手法叫做“拟人”；书法中，我们不妨就把它称为抽象结构的“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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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毛泽东书法鉴赏》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的书法是严谨地继承了中国书法艺术传统的。
他对于王羲之、王献之、怀素、张旭、蔡邕、黄庭坚、苏东坡、何绍基、郑板桥的书法，是下过不少
工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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