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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书法——技能艺术文化　　　　书法，从广义上理解就是汉字书写的方法。
　　　　关于书法的实用性，大家不难理解。
汉字的出现不是为了书法表现而准备，也不是为艺术而存在。
唐朝以前所流传下来的很多名家作品，虽然因风格各异，审美品位的不同而赢得各种赞誉，但都没能
改变其为“用”而作的先天注定，包括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原是王羲之的一篇文
稿，都是为用而写的。
这种实用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兼容性正是书法艺术所独有的。
随着科技进步，电脑技术的普及，广大青少年疏远了手写汉字。
但是，有了汉字就会有汉字的书写方法，只要汉字存在，那么，书法就有其存在的基础和理由。
　　　　书法，狭义上的理解是以汉字为表现对象，以毛笔为主要表现工具的一种线条造型艺术。
　　　　书法成为艺术，除有其内在的因素（比如汉字的象形性和书写工具的特殊性等）之外，更重
要的是社会发展变化使然。
　　　　众所周知，书写汉字从实用性到艺术化，无不屈从于社会变革。
从汉、魏、晋，到隋、唐，这几个在书法史上曾经成熟辉煌的朝代，其中的关键因素无不是伴随着一
种新书体的确立和完善过程所取得的。
而之后，特别是唐代楷书的高度成熟和完备，其所筑起的坎使后人难以逾越，字体的定型使书法赖以
生存的汉字不再衍生新的书体，这是书法实用性向艺术性转换过程的第一道坎。
到了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广泛使用，直接或间接地催生了宋代行、草书的发展，加快了书法脱
离实用而作为艺术追求和用以欣赏、抒发个人情感的进程。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建立了中华民国，随即废除了此前的科举取仕制度，使与之有直接关系的
书法丧失了作为进仕敲门砖的作用，也正是这一历史阶段，现代的硬笔书写逐步取代毛笔书写，书法
中的“法”已变为可有可无，使之失去了汉字书写实用功能的支持和社会大众基础。
无独有偶，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的教育制度下，在学术分科中把书法与绘画、音乐、舞蹈同归
为艺术学科，使书法艺术专业化得到更彻底的确认。
这样的定位和定性，应该说有积极的一面，但从负面来看，这种划分从理论上又一次把书法与实用功
能剥离开，不得不认为，对于书法基础而言无疑是一次伤筋动骨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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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课程将从书法的概念、成因、起源、演变等几个方面对书法艺术知识作具体分析和梳理，重点介绍
书法作品的形式、碑帖知识和传统书法品评的相关理论。
目的是使学生进一步了解并掌握这些理论知识，对书法艺术有一个更全面和正确的认识，并懂得欣赏
书法的一般原理。
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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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款  第四讲  书法美学品评与现代诠释第二课  历代书法艺术名作欣赏  第一讲  发展期的书法艺术及
审美特点  第二讲  成熟期的书法艺术及审美特点  第三讲  繁荣期的书法艺术及审美特点第三课  书法技
法要举  第一讲  文房四宝及其他  第二讲  书写姿势和手法  第三讲  五种书体的笔法与结体第四课  书法
知识延伸：历代篆刻艺术名作欣赏  第一讲  篆刻艺术概述  第二讲  篆刻流派及作品赏析  第三讲  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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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法作品上的印章，是书法作品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缺了印章就不能成为完整的书法作
品。
　　　　在书法作品中，盖上印章有三层意思，一是表示信义，印章最初是信物，起印证作用，作者
对自己书画作品负责；二是对正文起到衬托、画龙点睛的作用，书、印相映成趣，使书法作品增色，
活跃气氛，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三是对作品起到稳定平衡的作用，可以调整重心，补救布局上的不
足，增强构图的完整性。
在书法作品上署名盖章，不仅可防止伪造；盖上富有雅趣、寓意的闲章，还可寄托书者的抱负和情趣
。
因此，历来书家都非常重视用印，甚至自己刻印，使书、印艺术有机地结合起来，产生更美、更强的
艺术感染力。
　　　　按照刻法的不同，印章可分为阴文章和阳文章（专业上称白文章和朱文章）两类；从内容上
划分，可分为名章和闲章。
　　　　名章：以作者的姓名（有时姓与名分刻在两方印章）为内容的印章，与作者相关的地名、别
号章也属名章范畴。
名章比较规矩、庄重，所以用正方形印章较多见。
名章一般盖在落款的末尾或落款的左侧，表示作品创作过程全部完成，盖上印章相当于画上句号。
　　　　闲章：亦称布局章，包括引首章、压角章和腰章等。
与名章相比，闲章相对就随便一些，形状可长可短，可圆可方，或是不规则。
闲章主要用于作品画面的补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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