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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了展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促进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之间的交流，编
者策划、编撰了这套“中华文化丛书”。整套丛书用中文、英文、法文、日文、德文、
西班习二文，向中外读者展现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
这本《汉字与书法艺术》(作者杨燕君、俞伽)是其中一册。

内容简介

    
这本《汉字与书法艺术》(作者杨燕君、俞伽)是“中华文化丛书”系列中的一册。 《汉
字与书法艺术》包括了烈火熔铸的文字——金文；首次统一的标准化文字——篆书；刑
徒佐隶的变通产物——隶书；实用主义的完美体现
——草书；中国书法艺术审美的两极——“二王”的流婉与魏碑的壮美；
“二王”遗风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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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也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丰富的内涵，不仪
充分表现出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统一性，而且有着非常明显的多民族特点。中华文化的
统—性，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刻，即使是在多次的政治纷乱、社会动荡中，都未曾被
分裂和瓦解过；它的民族性则表现在中国广袤疆域上所形成的多元化的区域文化和民族
文化。而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中华文化又吸收了许多外来
的优秀文化。它的辉煌体现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里，它的魅力体现在中医、饮食
、民俗、建筑中。数千年来，它不仅滋养着炎黄子孙，而且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与文
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许多国家兴起了学汉语热，来中国的外国留学生也以每年近万人的速度递增。近年
来，一些国家还相继举办了“中国文化节”，更多的外国朋友愿意了解、认识古老而又
现代的中国。为了展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促进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之间的交流
，我们策划、编撰了这套“中华文化丛书”(外文版名称为“龙文化：走近中国”)。整
套丛书用中文、英文、法文、日文、德文、西班习二文，向中外读者展现了中华文化的
丰富内涵。在来自不同领域的百余位专家、学者的笔下，这些绚丽的中华文化元素得到
了更细腻、更生动、更详尽、更有趣的诠释。整套丛书共分36册，从《华夏文明五千年
》述说中国悠久的历史开始，通过《孔子》、《孙子的战争智慧》、《中国古代哲学》
、《科举与书院》、《中国佛教与道教》，阐述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不同基因与思想、
哲学发展的脉络。通过《中国神话与传说》、《汉字与书法艺术》、《古典小说》、《
古代诗歌》、《京剧的魅力》，品味中国文学从远古走来一路闪烁的艺术与光芒；通过
《中国绘画》、《中国陶瓷》、《玉石珍宝》、《多彩服饰》、《中国古钱币》，展示



中国古代艺术的绚烂与多姿；通过《长城》、《古民居》、《古典园林》、《寺�塔�
亭》、《中国古桥》，回眸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璀璨与辉煌；通过《民俗风韵》、《中
国姓氏文化》、《中国家族文化》、《玩具与民间工艺》、《中华节日》，追溯中国传
统礼仪、民俗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通过《中医中药》、《神奇的中医外治》、《中华养
生》、《中医针灸》，领略中国传统医学的博大与精深；通过《中国酒文化》、《中华
茶道》、《中国功夫》、《饮食与文化》，解读中国人“治未病”的思想与延年益寿的
养生方法；通过《发明与发现》、《中外文化交流》，介绍中国科技发展的渊源与国际
交流合作之路。这套丛书真实地展现了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作者以通俗生动的语言，
在不长的篇幅内，图文并茂地讲述了丰富的历史、故事、传说、趣闻，突出知识性、可
读性和趣味性，兼顾多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很适合对中华文化有兴趣的中外大众读者阅
读。参加本套丛书外文版翻译工作的人士，大都是多年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学者，校译者
多为各国的相关学者。在本套丛书出版之际，谨向这些热心参与本项工作的中外人士致
以崇高的敬意和感谢。本套丛书由中国山东教育出版社、中国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和中国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联合出版。2009年9月，中国将作为主宾国，参加在德国法兰克福举
办的国际书展。我们真诚地希望，这份凝聚着中国出版人心血的厚重礼物能够得到全世
界读者的喜爱。卢祥之 2009年1月15日
显示全部信息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公元前221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秦始皇赢政先后灭韩、赵、魏、楚、燕
、齐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经过数百
年的战乱，在中国的广大疆域上，行政的壁垒终于被打破了，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被秦
统一之后的华夏，广阔的疆域带来了繁杂的国事和不计其数的来往文书。而统一之前的
秦、楚、齐、燕、赵、魏、韩七国，书不同文，一个字写法各异，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
问题。于是，秦始皇便下令创制新体文字。 在中国文字史上，籀文在先秦时期占有重要
地位。这种文字笔道匀称，字体整齐，是当时官定的标准文字，曾长期使用。《汉书》
中曾经记载，太史籀是周宣王的史官，他在古文的基础上创制了文字十五篇，俗称“ 大
篆”，这种字体也被后世人称为“籀文”。在它的基础上经过省改、简化，秦丞相李斯
作《仓颉篇》、中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这种文字笔
力遒劲，取名“玉筋篆”，相对于大篆而言又叫做“小篆”。小篆较之大篆，形体笔画
都已大大省简，而字数日益增加，在中国文字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大篆向小篆过
渡时期还出现了石鼓文。石鼓文是唐代在陕西风翔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世称“
石刻之祖”。因为文字是刻在十个鼓形的石头上，故称“石鼓文”。内容为介绍秦国国
君游猎的十首四言诗，亦称“猎碣”。今中国考古界一般认为是战国时代秦国的遗物。
石鼓文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由大篆向小篆
衍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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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书家对其书法艺术有着相当高的评价，长期以来，它被人们视为习篆的重要范本。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后，始皇帝多次向东巡游全国。他先后在峄山、泰山、琅
邪、之罘、东观、会稽、碣石七处留下纪功的小篆刻石。这些作品比起先秦的文字线条
更加优美，结构匀称，舒缓整齐，形象地表达出了帝王的威严与华贵。光阴荏苒，这七
处刻石，或毁于兵火，或随岁月磨灭，今天我们只能见到泰山和琅邪残石。 在中国书法
史上，秦朝还有一个人物赫赫有名，那就是名将蒙恬。《太平御览》引用《博物志》中
的记载：“蒙恬造笔。”在中国民间，蒙恬一直被视为毛笔的发明者。不过，出土的文
物已经证明，毛笔远在蒙恬之前早已经有了，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就出土过三支竹竿
毛笔。但西晋崔豹在《古今注》中讲到蒙恬“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制作
毛笔。这里提到了两种动物的毛发，鹿毛坚挺，而羊毛柔软，用它们混合制成的毛笔应
该柔韧兼备，更适于书写。这种工艺类似于今天的兼毫笔。蒙恬作为毛笔制作工艺的改
良者，显然亦功不可没。 既然提到了毛笔这种书写工具，那么我们不妨再来回顾一下各
个时期人们书迹的主要载体。 前面提到的甲骨文和金文，顾名思义，就是刻在龟甲、兽
骨或铸在青铜上的文字。从前文我们可以知道，甲骨是占h祭祀的产物，存在着很大的
局限性。而青铜在那个遥远的时代，价值太昂贵了，以至于即使是王和贵族也不会随便
将它浪费掉，那不是普通人能够使用的材料。不过人们自然有他们自己的应对方法，从
文献记载来分析，最晚在殷商时期简牍(竹简、木简、竹牍和木牍等的总称)出现了。 这
是一些用来书写文字的木片、竹片，称为竹简和术牍。在蔡伦发明的造纸术广泛流传之
前，简牍是重要而实用的书写工具。虽然当人类社会出现文字的同时，书籍也就出现_r
，商代的甲骨文应该算是我们最早的书籍，但最接近于今天的中国古代真正的书籍形式
，就是从竹简和木牍开始的。由竹简和木牍所开创的书籍形式和制度，对后代的书籍文
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人所说的“册”、“卷”、“编”等书籍计数单位，一直沿
用至今。P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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