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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说明

本套丛书自第一次正式出版以来，受到了广大师生的普

遍欢迎。写一手好字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应该掌握的一种基

本技能，本丛书针对书法教育重理论、实用性欠佳、不能承载

书法艺术之重的市场空缺，急读者所急，应读者所需。同时，

它对提升学生的书写能力，传承祖国优秀书法文化，培养高尚

的审美情操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应广大师生朋友的要求，紧跟教学的形势，使教与学起到

举一反三的作用，我们对本套丛书进行了重新编辑，以便突出

这套书的编写宗旨。我们将原来的一套３６本精简为２６本，

删繁就简，提炼原书的精华，并把原书内容按认知层次归类为

“入门篇”、“基础篇”、“提高篇”、“实践篇”、“欣赏篇”，功能明

确，更具针对性，从而达到引领学生登堂入室的效果。

我们的宗旨，是通过修订给广大师生朋友们提供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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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的帮助和指导。限于水平和时间，书中如有不足之处，希

望广大师生在使用这套书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出宝贵意见，使

这套书更臻完善。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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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在中国传统文化链上，它是璀
璨夺目又至关重要的一环，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最令人神往
的瑰宝。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活跃于中国传教、办学、办报
领域的美国人福开森，甚至认定中国一切的艺术乃是中国书
法艺术的延长。毕加索也曾说过：“倘若我是一个中国人，那
么我将不是一个画家，而是一个书法家。我要用我的书法来
写我的画。”这位现代世界艺术大师对中国书法艺术的憧憬与
向往是坦诚的。

书法能够使人们在审美的基础上了解中国文化的发展，
进而了解东方人的精神境界和视觉审美的艺术趣味。书法像
其他艺术门类一样，体现了艺术的共性。作为艺术的一般形
式，像音乐一样，具有生动的节奏和韵律；像舞蹈一样，千姿百
态、飞舞跳跃；像建筑一样，具有丰富的形体和造型；像绘画一
样，追求气韵生动，形神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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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与经济交流更加广泛，东西方交融
加剧，我们需要接受的信息更多，当今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已
难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时间和机会，能够像古人一样从事专
门的书法研究与创作。这就要求我们转变观念，站在历史的
高度，重新认识书法，重新认识笔墨，重新认识实用与审美，重
新认识传统与现代，为书法艺术的发扬光大奠定基础。

书法文化教育作为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祖国
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写字不仅可以启发和引导学生的思
维，陶冶学生的情操，也是培养学生良好心理素质的重要手
段，还是培养学生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个性发展的一个新的
教育方式。

本套丛书分为入门篇、基础篇、提高篇、实践篇和欣赏篇，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分门别类，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汉字的起源
和各种字体的演变，教你如何正确书写各种字体，如何临帖等
等，也对中国书法作了历史的时代概述，并对各时代历史的亮
点给予了重点探索……读者通过鉴赏，既可对线条所构建的
黑白雅韵留下美好而完整的印象，又可感受到名家名作一瞬
间带给你的那种怦然心动。本套丛书将是广大学生的良师益
友。生活在２１世纪的人们，也不妨给书法艺术留点空间，让
我们一起来破译它的神秘，解读它的魅力，继承和发扬它，以
此提高我们的文化修养，开拓我们的审美境界。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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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隋唐书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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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隋唐书法概述

隋统一了天下也就结束了南北朝的混乱局面，进入了

书法风格统一的时代。它和后来的唐朝都是比较稳定的时

期，虽然隋朝只有近４０年的历史，但它是书法发展史上承

上启下的重要阶段。而到了唐代，则以清新遒劲、简要清通

的唐楷为标志，象征着南北书风融合的最终形成。

书法的鼎盛时期莫过于唐代，书法在唐代具有广泛的

普及性，各阶层人士对书法的投入是唐代书法鼎盛的基础。

在唐代，各体书法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唐代文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可谓是中国封建文化的

最高峰，唐代的传世墨迹流传至今的也比其他的朝代多，碑

版的大量流传给后世的书法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纵观

唐代书法，在前代书法的基础上既有继承，更有独特的创

新。唐代颇具影响力的书法家有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

薛稷、李邕、张旭、颜真卿、柳公权、怀素、钟绍京、孙过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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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和诗人李白也是比较出名的书法家。楷、行、

草的发展在唐代都上了一个新台阶，其书法时代特点非常

突出，为以后的书法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参考价值。

唐代书法最典型的标志是楷书，著名的欧体、颜体、柳

体都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唐楷是最成熟的楷书形式，它

具有严格的法度规范，也是“晋人尚韵”转入“唐人尚法”的

典型标志。

唐代的行书应用较为广泛，特别是行草的发展是继晋

以后的又一个高峰。唐代的大书法家大多擅行书，一些以

楷书著称的书家，也不乏行书杰作。

唐代的草书也取得了独特的成就。尤其以盛唐张旭、

怀素的“狂草”最为著名，他们的草书别具一格、别开生面，

结体、章法皆不为法度所拘，从他们的书法著作中映射出气

魄宏伟的盛唐气象。

唐代书法的发展，从总体上可分初唐、盛唐、晚唐三个时

期。初唐以继承为主，尊重法度，刻意追求晋代书法的劲美；盛

唐不断创新，极为昌盛；晚唐书艺亦有进展。以下，我们分三个

时期通过欣赏来领悟唐代书法发展的历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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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隋代书法

第一节　概　况

隋朝的统一，使书法风格也正式进入了南北统一时期。

隋朝虽只有３８年历史，对书法来说却是开启新风的枢纽。

隋以前，南北书法也有一定交流，但无关大局。隋朝兴

起于北周，其碑版书法的面目更多带有北朝风格，相对于初

唐书法之清健而言，还显得相当质朴。但在天下统一后，书

风南北统一也加快了，隋朝书法对南朝风格的吸纳程度远

非北朝可比，为楷书规范的最终完备奠定了坚实基础。

隋代历时甚短，书家、书迹等也不多，无法创造辉煌的

成果。隋朝的传世墨迹是亦有可观的，且隐约可窥见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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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欧、虞、褚、薛、徐、李、颜、柳等人的精诣，整齐之中仍有古

味，以《龙藏寺碑》《启法寺碑》《苏孝慈碑》等为代表。这些

作品融会南北，承魏启唐，代表着书法发展的新趋向，吸纳

南朝的风格，收敛北碑恣肆的体势和拙重的用笔，向适中、

规整方面努力，而转折之处的挫笔顿驻要比南朝的顺势抹

下显得浓重。

隋朝时名望较高的书家尚有智永、房彦谦、史陵、智果

等。智永入隋已当晚年，为书坛泰斗。隋朝的书法兼收六

朝，熔铸南北，这是一个集古今大成的时代。欧阳修说：“隋

之晚年，书家尤盛。吾家率更与虞世南皆当时人也，后显于

唐，遂为绝笔。余所集录开皇、仁寿、大业时碑颇多，其笔画

率皆清劲。”在隋朝，得欧、虞之体的碑版还不是书法的主

体。即使是具有新意的碑版，在纯熟程度上毕竟还远不能

与唐碑相比。所以说，在南北融合方面还不是十分成熟。

旧有的面目将要打破，新的秩序尚未完全建立。因此，有人

说，隋朝以至唐朝贞观之初这个过渡阶段的碑版无一足称。

虽然隋朝历时短促，但隋朝书法开启了一个趋势，预示着一

个未来。唐初欧阳询、虞世南等人则很好地继承、完善了南

北融合工作，创造出完善的唐楷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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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隋代书法作品欣赏

一、智永

【生平小传】

智永，生卒年月不详，山阴（今浙江绍兴）人。隋初书法

家。僧人，名法极，俗姓王氏。晋王羲之七世孙。永欣寺僧

人，人称永禅师。善书，能兼诸体，草书尤胜。他继承祖法，

精勤书艺。相传居永欣寺阁上临书３０年，写真草《千字文》

８００余本，分送浙东各寺庙。常居永兴寺阁，临池学书。工

正草书，妙传家法，远采张芝之风，半得右军之肉。骨气深

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

已，乃识其奇趣。虞世南得其传授，影响初唐书学。唐张怀

瓘《书断》评其书“气调于欧、虞，精熟过于羊、薄”。

智永是声名卓著的书法家。据说由于求墨宝者络绎不

绝，踏破门槛，不得不用铁皮裹上，后来，这故事变成了一个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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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叫“铁门限”。智永妙传家法，精力过人，隋唐间工书者鲜不

临学。年百岁乃终。智果、辨才、虞世南均为智永书法高足。

【作品欣赏】

《真草千字文》



　　　　　第二章　隋代书法　　　　

７　　　　



　
　
　
　
　
　
　
　
　
　
　
　
　
　
　
　
欣
赏
篇
·
隋
唐
盛
景

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