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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是我们祖先的智慧的结晶。
汉字的用笔用墨、点画结构、行次章法在汉字的发展过程中便形成了书法。
古人云“字如心画”，您的气质、风采和内心的情感，每时每刻会从笔尖下流泻出来，这也是一种无
言的形象展示。
因此，多少人热切企盼能驾驭住这支笔，把自己装点得更加成熟与美好。
    硬笔书法是书法艺术百花园中一朵璀璨的奇葩。
硬笔，顾名思义，是相对于毛笔而言，指笔尖是硬性的笔，如钢笔、圆珠笔、粉笔、铅笔等。
硬笔在长期的应用过程中，已充分显示出其优越性。
用硬笔来表现汉字的书写技巧便是硬笔书法。
写得好的硬笔字，不仅具有实用价值，也同样具有艺术欣赏价值。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在享受现代物质生活的同时，已愈来愈注重精神文化素质的提高。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硬笔书法以其实用、美观、书写方便的特点，广泛受到人们的欢迎和喜爱。
这门崭新的艺术好似一缕清风，拂荡在改革开放的大地上。
    了解一门艺术，首先要了解它的历史。
本书详细地介绍了中国汉字的演变以及硬笔书法的发展进程，目的就是希望学习者通过读史喜欢上硬
笔书法这门艺术。
本书还包括书写工具、选帖、临摹、书写姿势和执笔方法等学习硬笔书法的基本相关内容，让学习者
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为以后的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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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书法艺术概述　　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在漫长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我们的祖先创造了极其丰富、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
独具特色的书法艺术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在人类文化的宝库中熠熠生辉。
它主要通过汉字的用笔用墨、点画结构、行次章法等造型来表现人的气质、品格和情操，从而达到美
学境界。
世界上拥有书法艺术的民族屈指可数，而中国的书法具有悠久的历史，堪称首屈一指。
　　第一节　汉字的起源　　说起书法，就不得不提到汉字及其起源，因为书法的发展是与其息息相
关的。
汉字是汉族的祖先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字符号系统，也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字
体系。
世界上也曾经存在过许多其他古老文字，如古埃及的圣书字、苏美尔象形符号等，但它们早已失去记
录语言的功能而成为历史陈迹，只有汉字从古代一直沿用至今。
　　关于汉字的起源有很多种传说，中国古书里都说汉字是仓颉创造的。
据说他是古代中原部落联盟领袖黄帝的史官。
由于当时社会进入较大规模的部落联盟阶段，联盟之间交往日益频繁，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各联盟共用
的交际符号。
因此，史官仓颉便承担了搜集及整理共用文字的工作。
传说仓颉曾看见一名天神，相貌奇特，面孔长得好像一幅绘有文字的画。
于是，仓颉便描摹他的形象，创造了文字。
　　还有一种传说认为：仓颉是黄帝的史官，黄帝统一华夏之后，感到用结绳的方法记事远远满足不
了现实的需求，就命仓颉想办法造字。
于是，仓颉就在当时洧水河南岸的一个高台上造屋住了下来，专心致志地造起字来，可是苦思冥想了
很长时问也没造出一个字来。
说来凑巧，有一天他正在思索之时，天上突然飞来一只凤凰，嘴里叼着的一件东西掉了下来，正好落
在仓颉面前。
他拾起来，看到上面有一个蹄印，可辨认不出是什么野兽的蹄印，就问正巧走来的一个猎人。
猎人看了看后说：“这是貔貅的蹄印，与其他兽类的蹄印不一样，别的野兽的蹄印，我一看就知道。
”仓颉听了猎人的话很受启发。
他想：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特征，如能抓住事物的特征，画出图像，大家都能认识，这不就是字了吗
？
从此，仓颉便注意仔细观察各种事物的特征，譬如日、月、星、云、山、河、湖、海，以及各种飞禽
走兽、应用器物等。
接着，他按其特征画出图形，造出了许多象形字。
就这样日积月累，仓颉造的字慢慢多了起来。
后来，他把自己造的这些象形字献给黄帝。
黄帝非常高兴，立即召集九州酋长，让仓颉把这些字传授给他们。
于是，这些象形字开始应用起来。
其实，这种种传说都是靠不住的。
汉字是广大劳动人民根据实际生产生活需要，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慢慢地丰富和发展而来的。
　　从1954年秋至1957年夏，中国考古工作者经多次发掘半坡遗址（今西安市东郊半坡村北）后发现
：早在6000年前左右，半坡人就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实践中创造了具有文字性质的刻划符号和绘画、
雕塑、装饰等艺术作品。
他们的刻划符号多保留在彩陶上，这可以被看作是原始的中国文字，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陶文。
　　近年来，人们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晚期的一处遗址里发现了一批距今已有4500多年的墓
葬，里面出土了大量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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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土的一些陶尊上各刻有一个图像文字，共发现了10多个单字。
这些字都是按照实物的形状描绘出来的，因此被称为象形字。
其字体的结构与甲骨文上的象形字十分相似，但比甲骨文还要早1000多年。
象形字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已经具有了文字的特征。
　　象形法：是形成汉字的最早方法，创造了最原始的汉字，如：“月”写成*、“水”写成*、“人
”写成*等。
这些象形字经过演变，都改变了原字的形体，变成后来的方正字体。
它们有的笔画减少了，有的笔画增添了，皆由不规则的字体变成了有规则的字体。
　　会意法：象形字比较容易看出造字的道理，但它们不能表达抽象的意思。
古人便创造了另一种造字法一——会意法，即用不同的符号或借用“象形字”再加上一些符号来表达
一个抽象的意思。
　　形声法：象形字和会意字都能从字形上看出字的意义，却不能读出声音。
因此，人们又创造了形声法，即把表示声音的声旁和表示意义的形旁搭配起来，组成很多新字。
后来，这样的文字越造越多。
据统计，形声字占汉字的90％左右。
汉字的形成和发展适应了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需要，成为人们交流思想的重要工具。
　　第二节　中国书法艺术的产生　　对于中国书法艺术的起源问题，现存的文献并没有明确的记载
。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文字研究以及文字的起源中得到某种启发。
汉字最初叫做“文”，像经纬交错的织纹。
上古陶器多以织纹作为美饰，“文”字便引申出了美饰的含义，如古汉语中的“文饰”、“文身”等
。
古人用具有美饰含义的“文”来给汉字定名，说明汉字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美饰，具有艺术化的倾向
。
由此可推断：书法艺术的历史与汉字一样古老，书法艺术的起源与汉字的起源是同一个问题。
　　考古发掘的资料与实物表明：早在商朝后期，我国就出现了相当成熟的汉字系统——甲骨文。
其书体风格绚丽多彩，表现了不同的审美范畴，或端庄雄伟、或纵横奇崛、或工整精细。
由此可推测：在商代，人们就已经有意识地将汉字书刻得美观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它推动上升为一种
艺术。
所以，许多专家学者都认为：在公元前14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的商朝后期，中国就产生了实际上的书
法艺术。
诚然，甲骨文是用刀契刻在龟甲和兽甲上的文字，但甲骨上的痕迹可以毫无疑问地证明：甲骨文是先
用毛笔书写成字样，然后再进行契刻，完成契刻后还要用毛笔再进行填朱或填墨。
所以，书法和文字可以说是同根同源的。
　　从奴隶社会的商周时期到封建社会的汉唐，再到宋、元、明、清，书法艺术日益发展，成为具有
深厚内涵的传统文化。
几千年来，勤劳朴实、充满智慧的中国人民创造了商周甲骨文、两周金文、秦篆、汉隶以及魏晋南北
朝到唐宋的楷、行、草书，可谓书体繁复、流传众多，铸就了名副其实的书法艺术宝库。
而且，汉字的演变促进了书法艺术以各种不同的优美形体来展现，为其提供了广阔的艺术天地。
当然，反过来，书法艺术的发展同时也推进了汉字的演变。
　　第三节　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　　书法的历史源远流长，最初它只是作为文字的现实形式来立身
存世的，后来经过文人艺术家们的介入与开拓才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
抒情表现艺术。
总的来说，书法从殷商到今天，经历了发展、成熟和繁荣三个阶段。
　　从殷商到西汉，是书法艺术的发展期。
在这一阶段，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奴隶制的社会关系下，国家的财富和文化被少数贵族垄断，文字
的使用和书写都是为贵族服务的，使用面非常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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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字体先后出现了甲骨文、金文和篆书。
其中甲骨文中有不少习字作品，个别甲骨文的凹线内被填涂了朱砂或墨。
金文中也有类似的以金错嵌现象，甚至还有些金文在线条上添加了虫鸟鱼龙等装饰图案。
所有这些都说明当时已经非常注重书契技巧，并把文字作为审美对象来加以表现了。
甲骨文和金文基本都是记录当时贵族生活的实用文字（如祭祀、占卜、封赏等），历史文献中对书法
的记载所涉及到的内容，也都与宫廷政治有关（如书录、册勋、诏诰等）。
这说明书法在当时还完全属于一种政治或生活的实用工具，但作为独立审美艺术的书法还没有诞生。
甲骨文、金文和篆书虽然书契工具不同，字体也略有差异，但是书法特征基本相同：一是结体繁复，
字形带有较重的象形意味；二是线条单纯，没有明显的粗细变化和形式区别。
　　从东汉到唐代前期，是我国书法艺术的成熟期。
这一时期的书法发展出现了一个质的飞跃，即书法在承担政治工具、生活工具的同时，产生了“纯艺
术”的倾向：一方面，书法是实用语言传递的工具，人们利用其为生活服务，并在实用中品味美的感
受；另一方面，实用的书法在实现了实用信息传递功能后，又转入审美领域，成为人们品味形式美的
对象。
这时，书法开始由“原始实用”向“纯艺术”转换。
但此时的书法作品仍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自觉创作，绝大多数都是承载着一定生活内容的实用书
牍。
当时，近代意义上的自觉的“书法艺术创作”作品还没有出现。
而且，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唐朝前期。
　　从盛唐以后开始，我国的书法艺术进入了繁荣期。
这一时期，字体的发展已经终结，书法艺术主要朝着书体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力求在同一字体上通过
点画和结体的变化，或疏、或密、或正、或侧⋯⋯创造出各种各样的风格面貌，形成形式多样的书体
。
以唐代楷书为例，就有欧（欧阳询）体、虞（虞世南）体、褚（褚遂良）体、李（李邕）体、颜（颜
真卿）体、柳（柳公权）体等等。
行草书写起来则更自由、变化更大，更能充分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审美趣味，因此书体也就更多了
。
它们或者沉雄豪健，气如幽燕老将；或者和婉清丽，形同绝代佳人；有的浑穆苍古，神似山村野老；
有的端庄凝重，貌似谦谦君子。
其多姿多彩的造型，堪称姹紫嫣红、百花争艳。
　　从宋代开始，书法家在书法史中引入了“伦理”、“道德”的概念。
苏轼认为：书法的形式从某种程度上说可以展现君子、小人之性。
而宋代另一位大书法家黄庭坚也提出：“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
若其灵府无程，致使笔墨不减无常、逸少，知识俗入耳。
余尝为少年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
”黄庭坚在书法品论中还反复强调：人的品格决定书法的品格，书法家必须将“读书”、“修身”、
“养德”作为书法的后盾，只有品格高尚才能克服书法中的“俗气”，拥有高雅美妙的书法艺术的“
灵”韵。
就这样，宋人把书法艺术引入了伦理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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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休闲娱乐大观：硬笔书法基础与入门》内容充实，通俗实用，形象直观，晃初学者的拐杖，入
门者的指导，起步者的阶梯，书法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融汇众多硬笔书法精华，采撷众家之芬芳，酝酿独家之蜜糖。
图文并茂，内容全面系统，结构完整，条理清楚，语言通俗翔实，深入浅出，循序渐进，编排合理。
　　欲书先预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稳，或意外生体，令有异势，是之谓巧。
　　——唐·颜真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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