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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书法有50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漫长的时间里，积存了不计其数的优秀作品。
　　由文字书写的美化而使书写成为一种艺术，是世界各民族文字的书写中都出现过的一种现象，但
是汉字的书写与其它民族文字的书写不同，其它民族文字的书写总是导致一种关于书写的装饰性艺术
，而由汉字书写产生的中国书法却导致了一种与人的精神生活关系极为密切的艺术，而且几乎所有使
用文字的人都介入了这项活动，这是艺术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中华民族一直强调对世界整体性的把握，不满足于语言对事物进行概括时缺少对感性内容充分的
包容，因此在语言的意义系统之外，发展了一种把语言的视觉形式（“形”）作为辅助的表达手段，
这便是书法的开始。
人们在文字的视觉形式、书写技巧和内心活动之间逐渐建立了一种默契，并不断磨砺、调整它们之间
微妙的关系，世易时移，终于成就了中国书法这样一种独特的艺术。
　　今天，虽然我们在日常书写中已不再使用毛笔，但由于中国书法是在日常书写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的，因此它与我们今天的日常书写在深处始终保持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这就是说，不管我们使用什么书写工具，书法都隐藏在我们精神生活的深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艺”与今天所说的“艺术”含义不尽相同。
书法在过去是所有使用文字的人都介入的活动，它被看作一种修养，一种表现整个“人”的手段，而
它的观赏价值倒是第二位的。
今天，我们学习书法、欣赏书法，立足点已有所不同，我们更多地把它作为一种艺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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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民族一直强调对世界整体性的把握，不满足于语言对事物进行概括时缺少对感性内容充分的包容
，因此在语言的意义系统之外，发展了一种把语言的视觉形式（“形”）作为辅助的表达手段，这便
是书法的开始。
人们在文字的视觉形式、书写技巧和内心活动之间逐渐建立了一种默契，并不断磨砺、调整它们之间
微妙的关系。
世易时移，终于成就了中国书法这样一种独特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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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讲　线　　线——或者说线条，是人类最古老、最朴素的一种表达方式。
原始人随意拿起一段树枝或木棍在沙地上画几道，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和用心，但这就已经是在画线
了。
所以，大致可以这么说，线起源于“画道道”。
　　在“画道道”的过程中，伴随着文字的产生和使用，中国人发明了毛笔，有了毛笔画的“道道”
之后，对于这个“道道”的考究才逐渐多了起来，其中的“道道”也就变得深奥起来了。
于是，便逐渐形成了书法这门艺术。
　　现在，我们一般认为，书法是视觉艺术的一种，书法的语言是带有一定规定性和自由性的线条。
线条的形状、质感、组织、变化等构成了书法形式语言的全部内涵。
　　我们先来谈谈线条的质感（简称线质）。
　　中锋和偏锋是书写时最基本的两种笔法，书写时应尽量避免偏锋，保持中锋。
为什么要尽量地保持中锋用笔?这是因为中锋用笔时写出的笔画两个边缘受力相等，线条圆浑而饱满。
相反，偏锋写出的线条，一个边缘受力，另一个边缘纯为副毫擦出，挺直的一边与瘫痪柔弱的另一边
无论如何也无法构成一种力量的均衡，笔画晃得扁平、单薄。
当然，这两种方法写出来的笔画外观形状也是不同的。
由此可见，线条形状、线质首先与用笔方式有关。
　　《峄山刻石》（图1—1）是小篆的代表作。
书写这种字体的时候要求中锋用笔，笔毫行进时不能有任何的波动和扭曲，这样写出的线条才会给人
以圆润流畅、精细圆整的感觉。
　　《初月帖》（图1—2）是书圣王羲之的墨迹。
用笔中的笔毫绞转使线条在行进过程中蕴涵着非常丰富的变化，但线条的质感又统一为沉厚与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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