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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大学书法教材”系列之一，特别勾画出了书法学科建立的几个支点：如书法形态学（本体）
、书法心理学（主体）、书法社会学（客体）等几个不同的概念定位与术语意义。
并再设“‘书法学’学”来讨论书法学科建设的历程与现有成果，像这样的学科意义的展开与“学理
思考”，即使在当时的学术专著中也未见有相应的成果，甚至即使在十年后的今天，也还是少有学术
研究在推进这方面的水平与发展。
     本书适用于普通高校和职业院校的公共选修课和专业必修课，尤其适用于师范、行政管理、文秘、
广告等专业，也适合书法爱好者自修提高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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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它有着相当明确的从因到果、由始至终的逻辑的（规律）要求。
它的进行方式是规律的，它的前行目标与方向又是明确的。
正因为进行方式是规律的，故而有序；正因为进行目标又是明确的，故而规范。
基于此，我们才指认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常数”状态。
　　说书法史这个本体是有序的，可能在许多人看来是有问题的——历史中有着太多的偶然远不是人
们事先设想好的简单模式或简单因果关系，因此，历史本来应该是无序的。
但书法史既然构成一个清晰本体，必然会明确地界定出它自身的发展需求与发展方向，因此立足于本
体，它本来就应该是有序的——之所以有许多非书法的“创新”无法为书法史所接受，之所以有许多
尝试要经过书法史的苛刻严峻的筛选，这接受与筛选，表明它当然是有序的，在理论上是有逻辑要求
的。
至于它在具体的时空关系中，与主体（书法家）、客体（环境）构成一种什么样的互动关系，而主体
、客体的介入又在何种程度上打破书法史本体的有序，使书法史在表面上看来似乎陷入了“无序”，
这当然也是有相当先例的。
但即使是进入这种“无序”状态，也还有书法史学家们对它进行周密的分析，区分因为何一种主导因
素而导致既有秩序的暂时中断，则它在本质上也必然是“可解释”——它也仍然是“有序”的。
如果我们无法解释它，那是因为我们的解释、分析的能力不够，而不是因为它不可解释。
一旦我们有锐利的史观的思想武器，我们就有能力把过去的无序（不可解释）变为今天的有序，变为
能够进行逻辑解释。
从中正可看出“本体史观”——“史学”作为方法论的重要意义所在。
　　——只要构成一部书法史，它在理论上就应该有序。
真要是无序，历史研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我们的史观构建与史学研究，就是为了使过去认为无序的历史在今天变得有序。
从本质上说，历史学的存在意义就是使历史现象变得越来越有序（可解释），书法史学研究的意义也
是为了使书法史变得更有序、更可解释。
　　走向“本体史观”的书法史学，也面临着来自本体内部的质疑与挑战。
“本体”是指书法与书法史，但它自身是否固定不变，张开“规则”的大口准备吞噬一切顺民或叛逆
呢？
这个规则是否是与生俱来至死不变的永恒的呢？
当书法史在动态地发展与进步之时，当书法史本体在主体（书家）与客体（环境）的作用之下进行互
相制约调整与促进之时，本体能否以不变应万变，保持二种静态的永恒呢？
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书法不会静止，则书法史本体就不会永恒。
它必然会有变化与应对，而在什么层面、取什么角度、用什么方法来应对；即决定了本体自身也必然
是在变化与动态之中的。
这种变化在一个历史长河中，也必然呈现出某种内在的规律性格来。
本体获得确立是对应于变化多端的主体与客体，它是常数。
但这个常数自身也在变化之中，只不过它不那么偶然与随机而已。
那么，它自身的变化逻辑又何在？
　　我们在此为“本体史观”的“本体中心”部分的理论基石，确立四组同样的连环相生的本体生态
类型的界说，它们分别是：自在本体、自为本体、自律本体、自洽本体。
它们以四阶段的方式展开，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生命循环。
　　自在本体　　有书法自身的清晰界限，有完整的书法特征，是书法存在的最为自然的状态。
一代一代，生存繁衍。
它有着最明确的体格，也有从上古到中古到近古以降的朝代、时风的嬗递传承，它的生存依据是客观
需要，是社会、时代、文化、艺术的综合需要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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