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书 法 概 述

     一、书法的定义

      汉字书法是我国特有的，用富有弹性的书写工具依据字的造型特点，通过艺术

构思和艺术表现手段而创造的汉字书写方法。本书所论的“书法”仅为汉字书法。
书法是带有艺术美感的汉字书写形式，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而且在世界
文化艺术宝库中独放异彩。汉字书法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既起着思想交流、
文化传承的社会作用，而且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造型艺术。

      二、汉字的类型

     世界上的文字，概括起来有三大类型：表形文字（象形文字）、表意文字和表

音文字（目前除汉字以外的文字）。汉字是典型的在表形文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表
意文字。象形的造字方法即是把实物画出来，不过画图更趋于简单化、抽象化，成
为突出实物特点的一种符号，代表一定的意义，有一定的读音。我国的汉字是从图
画、象形、符号发展到甲骨文再到大篆、小篆、隶、楷、行、草书的，在漫长的应
用和书写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汉字书法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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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书法发展简史

      中国书法的发展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但从殷商甲骨文到金

文大篆，虽然都有着人们对书法美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追求，但是书法在很
大程度上仍是实用的工具，并没有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供人们欣赏和
成为批评的对象。关于书法批评的记载很难见到，书法批评的历史并没有
书法的历史那么悠久。如果从产生了具有明显艺术审美形式的小篆书体和
有史可证的第一批书法家（李斯、胡毋敬、赵高）的秦代算起，那么，直
至1911年清王朝灭亡的这样一段漫长的书法批评史，就完全是在封建社会

制度的笼罩下完成的。



      一、春秋战国时期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差异很大，成为当时发展经济文化的一大障碍。秦

始皇统一国家后，由臣相李斯主持统一全国文字。李斯是秦代的政治家，也是中国
书法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书法家，他主持整理出了小篆。《绎山石刻》、《泰山石
刻》、《琅琊石刻》、《会稽石刻》即为李斯所书。秦统一后的文字称为秦篆，又
叫小篆。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历代都有极高的评价。但
是，李斯整理的小篆篆法苛刻、书写不便，于是隶书出现了。“隶书，篆之捷也。
”发明隶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书写方便。到了西汉，隶书完成了由篆书到隶书的蜕变，
结体由纵势变成横势，线条波折更加明显。隶书的出现是汉字书写的一大进步，是
书法史上的一次革命，隶书不但使汉字趋于方正楷模，而且在笔法上也突破了单一
的中锋运笔，为以后各种书体流派奠定了基础。秦代除以上书法杰作外，尚有诏版、
权量、瓦当、货币等文字，风格各异。秦代书法在我国书法史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
一页，其气魄宏大，堪称开创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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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东汉时期

     东汉至南北朝时期，书法分为两大表现形式，一为主流的汉石刻和非主

流的瓦当玺印文以及简帛盟书墨迹。“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是汉隶成
熟的标记。在摩崖石刻（刻在山崖上的文字）中尤以《石门颂》等最为著
名，书法家视为“神品”。
       与此同时蔡鲨的《嘉平石经》达到了恢复古隶，胎息楷则的要求。而

碑刻是体现时代度与韵的最主要的艺术形式，其中以《封龙山》、《西狭
颂》、《孔宙》、《乙瑛》、《史晨》、《张迁》、《曹全》诸碑尤为后
人称道仿效。可以说，每碑各出一奇，没有同者。北书雄丽，南书朴古，
体现了“士”、“庶”阶层的不同美学追求。至于瓦当玺印、简帛盟书则
体现了艺术性与实用性的结合。



      书法艺术的繁荣期，是从东汉开始的。东汉时期出现了专门的书法理论

著作，最早的书法理论提出者是东西汉之交的杨雄。第一部书法理论专著是
东汉时期崔瑗的《草书势》。
       汉代书法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汉隶书家，以蔡邕为代表；另一类是草

书家，以杜度、崔瑗、 张芝为代表，张芝被后人称为“草圣”。
      最能代表汉代书法特色的，莫过于是碑刻和简牍上的书法。东汉碑刻林

立，这一时期的碑刻，以汉隶刻之，字型方正，法度严谨、波折分明。此时
隶书已登峰造极。汉代创兴草书，草书的诞生，在书法艺术的发展史上有着
重大意义。它标志着书法开始成为一种能够高度自由地抒发情感，表现书法
家个性的艺术。草书的最初阶段是草隶，到了东汉时期，草隶进一步发展，
形成了章草，后由张芝创立了今草，即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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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国至南北朝时期

       三国时期，隶书开始由汉代的高峰地位降落，衍变出楷书，楷书成为书法

艺术的又一主体。楷书又名正书、真书，为钟繇所创。正是在三国时期，楷书
进入刻石的历史。三国（魏）时期的《荐季直表》、《宣示表》等成了雄视百
代的珍品。
       两晋时期，在生活处事上倡导“雅量”、“品目”，艺术上追求中和居淡
之美，书法大家辈出，“二王”（王羲之、王献之）妍放疏妙的艺术品位迎合
了士大夫们的要求，人们愈发认识到书写文字还需具有审美意识。最能代表魏
晋精神，在书法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家当属王羲之，人称“书圣”。王羲之
的行书《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
若惊龙。其子王献之的《洛神赋》字法端劲，所创“破体”与“一笔书”为书
法史一大贡献。加上陆机、卫瑾、索靖、王导、谢安、鉴亮等书法世家的烘托，
南派书法相当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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