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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再没有别的什么话题，会比本书的题目更让中国人长久而普遍地动感情了。
自从英国武装贩毒集团摧枯拉朽地打破国门以后，这个既好像已经离开人们远去.又好像无时不在包围
着人们的古老文明，就一直被朦胧地认定与各种切肤之痛直接或间接相关。
于是，即使是了解传统不多的人，也总是毫不犹豫地对这个本来是最需要学术根基的课题大发议论。
他们要么将自己介身其中的困境归咎于传统.要么将之归咎于传统的丧失，因而要么宣称过去的历史错
了，要么针锋相对地宣称对过去历史的中断才错了。
而在另一方面，以研究传统文化为业的专门家们，对于门外汉们老是把架吵到自己的领地来，又常常
怀有天然的反感。
他们或许会善意地为此再开出一份更详尽的“国学基本书目”来，却很少会转念承认：即使是就这个
热门话题所发表的最外行的看法，也照样有其积极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为学术界添乱。
他们似乎没有领悟到：当人们试图回答“传统是什么”的时候，骨子里都是想要说清“现实不应是什
么”；而一当思想借此被提升到“应该如何”的层面上，高出现实的理想参照系就必然随之萌生，种
种纷争不已的歧见也就悄然统一到对人生价值的呼唤上来了。
正因为这样，对于那些自以为掌握了在这方面的发言特权的人，就有必要提醒一句：即使从专业的角
度来挑剔，那些在往返论辩中各走极端的意见是犯了所有可能犯的错误，它们也仍然正确地共有着对
文化环境的现实危机感；而且，如果没有被醉心于细节考证的学者所遗忘的话，这种危机感才应是他
们检省和整理传统的主要动因。
在这个意义上，也许有点儿令那些醉心细部以逞一技之能的专家们难堪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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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既然一般读者在没有可能倾毕生精力去涵泳其间的情况下又总要表明对传统的态度，而专家们又往往
囿于现代学术的分工而不得不偏守可以“安身立命”的一隅，那么，为两方面计，都有必要系统地拟
出涉及到所有重要关节点的题目，约请各方面的专家，在一个不太难卒读的篇幅内通力描绘出中华文
明的全景。
在目前尚未对传统进行大规模“年鉴学派”式研究的情况下，这起码是暂时唯一可行的替代办法，因
为尽管这仍嫌不能清晰地勾勒出一个文明系统的内在构成关系，毕竟已经足以使读者们只要一册在手
，便不至于再对传统文化的各个环节顾此失彼，只能借题发挥出自己的主观取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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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将书写文字发展为一门艺术——书法，乃是中国所特有的现象。
书法之所以能成为源远流长的艺术形式，当然有赖于中国文字自身的形象特征。
早期人类不同区域的文字都具有象形因素，如古代埃及的图形文字。
但埃及的图形文字早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就字母化了，而中国文字至今仍保留着抽象化了的象形因素。
这种形象性的结构为书法艺术提供了结构依据，再加上毛笔的运用，于是有了笔法和章法等等规则，
有了篆、隶、楷、行、草等书体，进而又有品第书法优劣、评论书法的特点，甚至研究他人论述书法
的著作等书学。
所以，中国书法的形成与发展，与中国文字的诞生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古人说，书之出现，乃一人为之，或日史皇，或日黄帝，或日沮诵，而以言仓颉者为多。
自然，书（字）不可能是一人所造，但后来总得有一些人将远古的各种记事符号等加以归纳整理。
《说文序》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或许他就是这样的专家。
古人又说仓颉时代的文字是“书画异名而同体”，即“书画同源”。
如颜光禄说：“图载之意有三：一日图理，卦象是也。
二日图识，字学是也。
三日图形，绘画是也。
”因此在古人的眼中，巫卜性质的卦象符号，作为标记性质的契（字），和象形因素的符号（画），
都是混一的、不可分离的图形符号。
传世的文字实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约1万一4000年前）。
西安半坡、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上有一些类似文字符号的图像。
但真正成熟了的文字应数殷商时代（约公元前1300-前1046年）的甲骨文和金文。
就风格而言，前期武丁、祖甲时的甲骨文字大而雄伟；中期廪辛、康丁、武乙时的字小而谨饬；晚期
文丁、帝乙、帝辛（纣）时的字小而严整，有金文的特点。
金文差不多与甲骨文同时产生。
商代（约公元前16一前11世纪）早、中期青铜器上有图腾族徽、图像文字。
至殷商时期，青铜器上方有铭文，初为二三字，至商末少数青铜器铭文已长达四十多字。
金文有时也称钟鼎文、大篆。
在传世的甲骨、金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早期书法（或者说文字）中象形、书契、卜筮各种符号相混杂
的特点。
盖此时的文字尚主要作为实用的记事交流和卜筮、礼仪的工具而出现，纯粹审美的书法观念尚未形成
。
除甲骨、金文外，石鼓文也是传世最早的石刻文字之一，为小篆鼻祖，约为公元前375年之物。
秦汉时代，是中国书法告别古文而走向成熟和自觉的时代。
传说李斯省改大篆，造小篆；程邈创造了隶书。
不论此说确否，发展出更为简便的实用文字和更为纯粹的书法艺术形式乃是时代使然。
在汉代，隶书的流行衍生了章草和今草这些新的更为自由的书体，专门的书法家开始出现。
一些文人士大夫如蔡邕开始撰写书论。
故东汉至魏这段时间亦可称为中国书法艺术的自觉时期。
代表书法家有杜度、崔瑗和崔寰父子、张芝等人，他们是章草和今草的名家。
似乎与东汉（公元25-220年）画像石、画像砖大兴相伴，东汉刻碑之风亦大盛。
门生故吏、孝子贤孙纷纷为其主其祖歌功颂德，树碑立传。
故汉碑著录不下二百余品。
其著名者，若《华山庙》、《史晨》、《乙瑛》、《礼器》、《曹全》、《张迁》、《石门》、《鲜
于璜》等碑，风格或秀逸典雅，或朴拙雄浑，或平正刚直，或石峭奇谲，可谓众体皆备，群星灿烂。
这“碑碣云起”的现象当始于“秦六石”。
秦始皇灭六国后巡视国内，在峄山、泰山、琅琊台、芝罘、碣石、会稽六处刻石封禅，由丞相李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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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从此，书法第一次离开了竹帛、金属和甲骨，与天然巨石和峰峦摩崖相结合，完成历史纪念的任务。
这与西方文化中由建筑（如罗马凯旋门）和雕刻（希腊胜利女神）承担纪念碑的形式迥然相异。
或许这正是由中国人的自然意识或谓天人合一观念所决定的。
秦六石脱离甲骨铜器的原因也许正如龚自珍所说：“石在天地之间，寿非金匹也，其材巨形丰，其徙
也难，则寿年于金者有之，古人所以舍金而刻石也欤？
”然而这强劲的“北碑”书风至晋代（公元265-420年）则为新起的“南贴”书风压倒。
像这一时期绘画从壁画转向卷轴画一样，书法亦从碑版走向刻帖。
这都是因为文人士大夫竞尚墨迹，且内容也不都是经传铭文，很多只是随意性很强的信札简牍。
加之魏晋以来，文人以清简为尚、虚旷为怀，修容发语，以韵相胜，落笔散藻，於不期然而然之中获
自由潇洒、飘逸空灵之神采。
现传世最早的名人墨迹，是西晋陆机的《平复帖》。
南帖的兴起以东晋二王的崛起为标志。
而产生了二王的晋代在书法史上也算是黄金时代了。
在后世文人眼中，王羲之在书史上的地位可与孔子相埒，乃千古莫二的书圣。
明人项穆说：“宣尼（孔子）逸少（王羲之），道统书源，匪不相通也。
”而此前唐人张怀瑾即已说：“逸少可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
”言外之意是，王羲之的书法表现了中和之美。
宋黄山谷所谓：“右军笔法如孟子道性善，庄周谈自然，纵说横说，无不如意。
”元赵孟頫也说王书“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
而后世各种类型的书家，无论是重法度的、抒情浪漫的、唯美的、讲禅家空灵的、重自然平淡的，都
要上溯王羲之。
然而，王羲之的真迹今日已一纸无存。
存世墨迹均为摹本、临本。
如《快雪时睛》、《平安·何如·奉橘》、《丧乱》、《上虞》、《十七帖》诸帖，而尤以《兰亭序
》最为后人崇仰。
但是，接踵而来的书法盛期唐代，却并非迎合二王的时代。
尽管有李世民的提倡，又有唐初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大书家承二王衣
钵，但唐代书法一方面是理性极强、法度森严的楷书，像唐初四家，各辟蹊径，开唐代楷书中兴之先
河，同时又有极奔放纵肆的一路浪漫主义书风，这就是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狂草。
从汉代的章草、今草到唐代的狂草，中国书法这一脉相延的艺术在发扬蹈厉、与生命同体方面已达于
极致。
而这种高度浪漫主义的艺术精神又只能出现在唐代，醉卧沙场、水中揽月都不是诗意或梦境，乃是现
实。
玄宗时以李白诗、斐曼剑、张旭书为三绝。
杜甫《饮中八仙歌》中有“李白斗酒诗百篇”，还有“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
如云烟”。
这是由尚武、胡风、诗、书、画的专职化以及崇神敬佛的入世宗教精神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
而在这种特定时代中出现的张旭的狂草亦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绝唱。
中唐又出了颜真卿，其楷法力挽狂澜。
颜书一反初唐四家险劲秀逸之风，而行以篆籀之笔，化瘦硬为丰腴雄浑，改紧劲为宽博舒朗。
显示了大唐气度和他本人刚正的人格。
实际上，颜书代表了中国书法史上伦理至上的儒家书风。
而颜书之于二王，则有如杜甫之于陶、谢。
颜书对晚唐、五代、北宋影响至深，为影响仅次于王羲之的大书家。
但颜书之影响力至元、明、清渐退，甚至有人认其书如“村夫”，言外之意是不够秀雅和飘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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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文明读本》共分信仰与哲学，社会与阶层，都市与建筑，水利与交通，文学与艺术，学术与教
育，科技与工艺，医学与颐养，烹调与饮食，器物与玩好，兵法与武备，疆域与物产等十二个部分。
中华文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伟人巨匠、英雄豪杰，新的一代中国人需要从中国悠久的文明中汲取营
养，提高人文素质，树立起文化自信。
《中华文明读本》对古往今来的中华文明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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