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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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书法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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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宋代书法概论

宋代的书法，继晋承唐，上接五代，开创了中国文化的

一个非常辉煌的时期。宋太宗非常喜爱书法翰墨，大量收

购和临摹古先帝王名贤的墨迹，让王菁菁刻工为十卷，用枣

木镂以雕刻，合称为《凉化秘阁法帖》。因为有了帖，现书必

须用真迹的限制便被打破了，同时也打破了前人的法度，专

门注重意趣，强调主观表现，从而开辟了书法新的道路。

“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一直是北宋书法

家的代表。从他们生活的年代来看，在宋真宗到宋徽宗时

期，经历了北宋的大部分。从书体上看，行、草、楷各体具

备，四家既是同代人，又有先后，彼此相互影响，相互论评，

各自都体现了“用意”的特色，发挥了各自的个性，体现了书

法的意境以及意趣。苏轼早年的作品有《兰亭序》，再学颜

真卿、杨凝式、李邕等，擅长行、楷，以行书最为出色。楷书

有《醉翁亭记》《米乐亭记》，行书有《赤壁赋》《黄州寒食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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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诗帖》等。黄庭坚草书优于行书。

四家中只有黄庭坚以草书为傲，沈周称他“草圣”，有《诸上

座帖》《李白忆旧游诗帖》《书杜甫寄贺兰铦诗》等大草，中锋

侧锋并用，笔法变化丰富。米芾学书勤奋，师承广泛，“取诸

长处，总而成之”，时人称“集古字”，《蜀素帖》《苕溪诗卷》达

到了米芾行书的最高成就。蔡襄一生仕途很顺利，对书法

尤其是楷书所下功力很深。而从留下来的蔡襄墨迹来看，

其笔势最优，如他的行书有《橙心堂纸帖》《虚堂帖》《脚气

帖》《中间帖》《扈从帖》等，湿润婉转，韵味蕴藉。在北宋历

史上，影响较大的书法家还有薛绍、赵佶、文彦博、王安石、

司马光等人。

南宋的书法以行书成就比较高，赵构、文天祥、吴琚、朱

熹、岳飞等，都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书法家。

宋代书法的发展得到了皇家更多的重视。宋太宗淳化

三年刊刻的《淳化阁帖》，在法帖传播方式上做出了巨大的

贡献，使原本深藏内府的许多名家遗迹，都变为千百份，传

入普通老百姓家里，法帖从一定程度上很好地解决了当时

范本供不应求的矛盾。《淳化阁帖》所收录的书法，大多为

文人们比较常写的行、草和小楷墨迹，而不是篆、隶、楷书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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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宋朝以后印刷开始兴起，碑刻走向衰弱，行、草书形式丰

富，变化空间很大，尤其适合个人情趣的发挥，种种因素综

合起来，导致了篆、隶、楷书在一定程度上的沉寂和行、草及

小楷的盛行，这构成了宋代书法活动的一大特色。

宋代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度，在政治制度上确立了文人

的核心地位。这种政治角色的变化，影响了文人的心理。一

方面，肩负政治责任，使文人的政治、道德、伦理意识大大加

强，在艺术领域内也同样如此；另一方面，政治压力的重负，

又使文人极需寻求心灵解脱的栖息地，因而各种文艺形式得

到了极大重视，并为适应他们的需求而有较大的变化。具体

到书法领域，一方面，文人们注意强调政治、道德、伦理观念

在书法中的表现和意义，使书法也成为“载道”的一种工具；

另一方面，他们又视书法为适意的雅玩活动，弱化对书法技

巧形式的斤斤计较（“不计工拙”），而追求书法在表现个人情

趣上的特有功能，从而将书法引向一个个人色彩较为浓重的

空间，形成所谓“尚意”书风，大开书法艺术的新局面。

纵观宋代书法，尚意之风为这个朝代鲜明的时代特征。

宋书没有简单否定唐人，也没有简单回归晋人，禅宗“心即

是佛”“心即是法”影响了宋人的书法观念，而诗人、词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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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又给书法注入了抒情意味。在强调意趣的前提下，宋

代书法家重视自身的修养，胸襟宽，读书多，见识广，诗词、

音乐方面的功力也为前人所不及。

宋代书法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北宋前期、

北宋中后期和南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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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北宋前期书法

第一节　概　况

北宋初期，国家刚刚稳定下来，还没有时间顾及到

艺术的发展。宋初正是文人受重用的时候，这个时期的

文人心气很高，一般不屑于静下心来练字作书，因而书

法的发展，几乎是五代局面的自然延续。将近百年之

间，没有大的进展，也没有特别重要的书法家出现，以至

于欧阳修曾对此极为感慨：“今士大夫，务以远自高，忽

书为不足学，往往仅能执笔，而间有以书自名者，世亦不

甚知为贵也！”宋初名家，大多为五代遗民，如徐铉来自

南唐，王著、句中正、李建中来自后蜀。

李建中是宋初书法家中影响最大的一位。其书主



　
　
　
　
　
　
　
　
　
　
　
　
　
　
　
　
　
欣
赏
篇
·
宋
代
风
范

６　　　　

要出于“二王”及颜，是晚唐常见的格局，用笔不事张扬，

结构沉着稳健，墨色苍古凝重，风神含蓄内敛，有老儒气

概，但器宇稍嫌狭小，个性略有未足，难惬人望，尤其不

足以满足渐渐活跃的新朝文人的心意，因而后来遭到了

激烈的批评，大多以为他的书法犹有五代衰飒之气。

虽然这些书法家不能给北宋书法带来振兴局面。

相比稍后的如李宗谔等人，其书法遗风之造诣尤胜一

筹。这个时期的书法家的遗作不多，这里仅只介绍一下

李建中和徐铉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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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北宋前期书法欣赏

一、李建中

【生平小传】

李建中，字得中，自号岩夫民伯。京兆人，徙居入

蜀。后侍母居洛阳，聚学以自给。太平兴国八年中进士

甲科，历太常博士、直集贤院，迁金部员外郎、工部郎中。

建中性简静，风神雅秀，恬于荣利，前后三求掌西京留司

御史台，被人称为“李西台”。苏轼《书和靖林处士诗后》

称其“留台”。建中尤爱洛中风土，就构园池，号曰“静

居”。好吟咏，每游山水多留题。年六十九卒。

李建中笔法学欧阳询，其韵神气清秀，但没有一般

学欧者寒瘦窘迫之习气，这是因为他能够从唐人笔法上

窥探王献之风格的缘故。传世作品如《同年帖》《贵宅

帖》，颇有雄浑气势，学欧而能不失其瘦，可见其善学古

人。他的书法对北宋书坛影响很大，如后来的苏轼、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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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坚等都受到了他的影响。

流传至今的李建中书法墨迹比较少，著名的有《同

年帖》《贵宅帖》《土母帖》。其中属《土母帖》最为精美，

精辟地表现了李建中书法艺术的造诣和风格，从中可以

看出其书法笔画丰腴肥厚、结构端庄稳健及与唐代书法

的继承关系。

【作品欣赏】

《同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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