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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有汉字起，便有了中国书法。
中国书法与汉字形成、发展同步又各自独立，迄今已3000余年。
共和国书法是3000余年书法史的一个断面，属于中国的现当代，有着不同已往的特殊性。
在历史的大浪里，共和国书法既无足轻重，又渊源深厚；既经历了冷落，又有了非同寻常的繁荣。
我们现在很难确切描绘这一书法历史横断面继续向前发展的势态，但是认真地研究，回顾这段我们亲
身经历的历史，肯定有益于未来。
回顾60年，得到一个重要的认识：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对于书法艺术兴衰存亡至关重要。
从20世纪40年代末的历史巨变开始，一切以巩固政权、除旧布新为目的，社会意识形态的价值观锁定
在为当下政治服务如何实现工具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达到何等程度。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书法勉力传承民国时期已趋萎缩的局面，少数从民国时期过来的书法家作出的努
力值得肯定，但从全社会看书法进一步受到冷遇，社会对书法无暇旁顾。
今天回顾，或许可以促发另一方面的思考，书法不能成为政治的直接工具，恰好是它的特点也即优点
。
书法从本质上说是纯美的，它启示人的心灵，培养人的情操，书法无关功利。
从这个意义来说，书法不但没有远离社会，而且有益社会。
我国历史悠久的文化，有封建性的糟粕与民主性的精华，然而两种对立因素并非在所有的文化形态中
非此即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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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共和国书法大系(1949-2009)：书史卷(1)》共6卷四个组成部分。
其中50余万字的《书史卷》自成专著，该卷由我院刘宗超教授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李一教授
合著，为李一、刘宗超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
该卷真实记录新中国书法历程，全力铸造新中国书法史碑，向新中国60周年华诞献上一份厚礼。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共和国书法大系（书史卷）>>

书籍目录

书史卷导言一、考验与机遇二、脉略与走向三、特色与成就第一章 逐渐复苏：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书坛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一、与书法相关的文化建设二、文物保护与法书归藏国家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
的书法社团一、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二、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三、江苏、广东、陕西等地的书法
社团组织四、西泠印社与东湖印社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书法教育一、普及教育二、浙江美术学院
创办书法专业第四节 中日书法交流拉开帷幕一、书法外交二、对书法的促进第二章 承前启后：新中
国成立初期的书法创作第一节 继往开来的创作格局一、三位一体的书家队伍二、碑帖并存互补的创作
态势第二节 开国政治家的书法一、毛泽东的狂草二、周恩来、董必武、朱德等人的书法第三节 “二
王”帖学传统的回归一、沈尹默的贡献二、马公愚、邓散木、潘伯鹰、白蕉、吴玉如等书家的努力第
四节 各具面目的学者书法一、马一浮谢无量二、叶恭绰胡小石三、柳诒徵章士钊张宗祥马叙伦刘孟伉
等四、郭沫若茅盾五、郑诵先高二适六、萧蜕王福庵黄葆戊马衡容庚等擅长篆隶的学者第五节 别开生
面的画家书法一、齐白石、黄宾虹二、徐悲鸿、潘天寿三、吕凤子、丰子恺四、钱瘦铁、宁斧成五、
徐生翁、来楚生六、张正字、石鲁七、其他画家第三章 面向大众：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书法理论第一节
普及性著述一、普及第一二、有关著述第二节 专题性研究一、古代书论研究二、书法史与文字学研究
三、刻石碑帖研究四、书法美学研究五、书法鉴定研究第三节 兰亭论辨一、论辨的发起和展开二、论
辨的内容和焦点三、论辨的意义及得失第四章 艰难生存：“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书法第一节 书法遭
遇“文革”一、书法遭到严重破坏二、书法家受到迫害第二节 大字报现象一、千百万人书写大字报二
、新魏体流行一时第三节 “文革”中后期的书法活动一、中日书法交流的恢复二、书法又有所活跃第
四节 “文革”中的一些书法展览第五章 狂飙突进：80年代的书法热潮第一节 “书法热”的兴起一、
春回大地二、潜流奔涌三、《书法》对群众性书法活动的推动第二节 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一、势在必
行二、上下互动三、迟到的盛会四、历史意义第三节 媒体的呼唤与推动一、书法报刊的创办二、传媒
的力量第四节 展赛狂潮一、大赛风云二、展览竞秀三、国际交流的拓展第五节 重在启蒙一、书法美
学大讨论二、整理书论与反思当下第六节 书法新古典群体的形成一、国展流变与创新潮流二、代表性
书家的创作理路第六章 回归传统：90年代的创变走向第一节 渐趋理性一、总结与反思80年代二、继承
和创新问题三、反思沈尹默现象四、书法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五、“世纪末”现象第二节 书风嬗变一、
对传统的向往二、回归传统的表象三、回归传统的突破四、“流行书风”的盛宴五、回归传统的“大
检阅”第三节 流派崛起一、古典群体二、新古典主义三、新文人书风四、构图式创作五、制作“古典
”第七章 众星拱月：新时期书坛重镇第一节 萧散飘逸——林散之书法的艺术魅力第二节 雄浑气象一
、沙孟海的沉雄老辣二、朱复戡的刚健凝重三、“南萧北游”女书家四、李可染的“酱当体”第三节 
高古奇崛一、王蘧常的“蘧草”风貌二、陆维钊的“蜾扁体”三、徐无闻的瘦硬风神第四节 儒雅俊秀
一、启功的清俊雅健二、赵朴初的平和雅正三、蒋维崧的儒雅纯净第五节 生拙趣味一、陶博吾的拙味
野趣二、沈延毅的力求生拙三、赵冷月的生拙率意四、费新我的“逆、生、拙、奇”第六节 恣肆烂漫
一、张大干的恣肆奇逸二、陆俨少的舒卷自如三、魏启后的洒脱不羁四、沈鹏的奇崛烂漫第七节 典正
风范——舒同、武中奇、谢稚柳、欧阳中石等人的艺术追求第八章 异军突起：新时期的“非主流”创
变现象第一节 丑拙取向一、民间书风二、流行书风三、艺术书法四、创作现象第二节 “现代书法”
的探索历程一、现代书法首展二、85之后三、创变思路第三节 “书法主义”现象一、观念历程二、批
评话语三、创作现象第四节 低谷与考验一、式微与难题二、坚守与开拓第九章 与时俱进：新时期的
书法生存状态第一节 社会生态一、社会培育二、创作培训班三、学校普及性教育第二节 专业化走向
一、美院模式二、师范模式三、综合性院校模式第三节 书法的存身场所一、新的展示机构和展示空间
二、书法视频材料的出版发行第四节 网络化传播一、主要书法网站排名二、书法网站的作用第五节
1990年以来的国际化交流一、多国模式二、与日本三、与韩国四、与新加坡第十章 渐趋规范：新时期
的书法理论第一节 书学研讨会一、历届全国书学讨论会二、国际性书学研讨会三、个案专题研讨会四
、主题性研讨会五、其他形式的研讨会第二节 书法著述一、研究类型二、现状分析第十一章 重温经
典：新世纪的理性追求第一节 新世纪的起点一、步入稳定发展时期二、当代书法标准的讨论三、“新
帖学”的兴起第二节 创作思路的嬗变一、书风的转向二、功力与创新三、走向深广第三节 “经典”
和“大家”一、中国书协的导向二、其他艺术机构的书法活动附：1949-2008书法大事记主要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共和国书法大系（书史卷）>>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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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再者，日常书写工具的易换对书法的生存也是一个考验。
书法，在20世纪以前，实用与艺术是融为一体的。
在实用如写信、记事、撰文、上奏、书碑的同时表现出艺术的审美追求。
今天被称为法书范本的书法，在当时是因实用而书写。
也就是说，是美用合一的。
一支毛笔，既是实用的书写工具，又是艺术表现的工具。
在实用书写中呈现艺术性，是书法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现实保障。
书法的艺术表现，与工具载体的文字的关系是天衣无缝的。
毛笔是文人最亲密的伴侣，用毛笔书写是文化人重要的生活内容。
文人把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喜怒哀乐、人生志向、审美追求等，全部托付毛给笔来诉说，毛笔的笔端
呈现着人生的踪迹和文化的脉动。
然而进入20世纪，有了新式书写工具后，毛笔被废黜了在实用书写中的统治地位，与人们日常的生活
相距越来越远了。
古人做梦都不可能想到，20世纪的书写工具经历了两次换笔：一是由毛笔换成了硬笔（包括钢笔、铅
笔、蘸水笔、圆珠笔等），二是由硬笔换成了电脑。
第一次换笔始于清末民初，民国期间毛笔仍有一定的实用空间。
硬笔从广泛层面代替毛笔占领实用书写领域，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从实用上说，硬笔书写便利、节约时间、携带方便，的确是毛笔不能比拟的，因此，毛笔退出实用领
域是历史的必然。
第二次换笔始于20世纪末，短短十几年中，电脑已普及到机关、学校、公司和千家万户，盛行一时的
硬笔书写已经落伍，被更为方便快捷的电脑打字技术所取代。
随着网络技术的广泛普及，“无纸化”方式在大大消解着实用书写行为。
实用书写工具之变和毛笔逐渐退出实用领域，涉及书法的生存和发展。
硬笔的普及和电脑写作的广泛运用，对书法的传统存在形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毛笔退出实用领域，意味着书法丧失了原来实用与艺术为一体的社会土壤和生存基础。
就实用来说，毛笔的慢节奏已跟不上时代发展的快节奏。
在节奏越来越快的时代，它与知识阶层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在学术前沿，科技尖端和市场竞争中，毛笔已不是冲锋陷阵的有利武器，逐渐成为远去的记忆，变为
传统文化的文房四宝之一的赏玩品。
在20世纪初，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战士还用它向旧世界宣战，到了21世纪初，知识阶层中，包括教授
、学者、科学家因久违而拿不动毛笔者已不占少数。
古代的文化人，人人会写也必须会写毛笔字，这是其生存的起码条件，是其有文化的基本依据之一。
到了当代，能不能写毛笔字已不是衡量知识分子是否有知识的依据了。
在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知识结构、价值评判体系等方面都发生重大变化后，毛笔的当代文化价值因
其退出实用领域而大大减弱。
在当代一般知识阶层的日常生活中，它不再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由原来的天天使用变成了现在的可用
可不用。
原来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趋于解体，书法作为社会生活的文化角色的参与功能大大减退，使用范围越
来越窄。
在此种情境下，如何生存、如何发展是新中国书法面临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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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是一卷粗线条的共和国书法史，着眼于大的史脉。
由于赶在第六十个国庆节前出版，时间上有些仓促，缺少精心打磨。
现虽已脱稿，但我们的心情仍不轻松，总觉得还没有写完。
需要向读者说明的，一是本卷以书法为考察对象，故未将篆刻列专章叙述。
篆刻与书法相连一体又有自己的特点，专门论述篆刻需要大量的笔墨，限于篇幅和能力，本卷不可能
做到，好在“大系”中范正红先生主编的《篆刻卷》对篆刻有专门的论述，读者可从中了解共和国篆
刻的发展脉络。
二是本卷以毛笔书法为考察对象，对硬笔书法和刻字书法未作专门的论述，只是在叙事中有所提及。
三是本卷以新中国大陆的书法为主要考察对象，对港台书法和海外华人书法着墨不多。
原拟将港台书法专章叙述，后考虑本卷以叙述史脉为主，各省市书法都未列专章，故从略。
四是因篇幅有限，许多有成就有建树的书家未作专门的论述，好在“大系”中董立军先生和乙庄女士
主编的《书家卷》所列书家较为全面，读者可从中尽览共和国众多新老书家的笔下风神。
在本卷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大系”课题组同仁的大力帮助，得到了沈鹏先生的热情鼓励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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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共和国书法大系(1949-2009):书史卷(1)》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百种重点图书，国家“十一五”重
点出版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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