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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中國現代書法理論的學術譜系建構是以西方美學理論為參照系的，這個現代書論譜系的建

構以傳統經學體系的塌陷和西方學術的湧入為其背景，賴以維繫書法的物質技術手段、文化根

基和社會結構被「現代化」的理想徹底擊潰，現代書法和傳統倫理、精神價值完全脫鉤。若將

現代書法和古典傳統之間的差別凸顯出來，那麼其所蘊含的古今之爭便成為相當嚴峻的問題。

本書試圖從根本上對當下書法存在的諸多問題發表淺見，主要集矢於以下幾個問題：一、書法

何以成為中國文化中最為特絕的藝術傳統？書法的特質何在？書法在傳統文化中的價值與意義

如何？如何看待書法與形式美？這些書法理論的宏大問題可以歸納為一個根本問題：亦即，書

法的本源問題，它回答的是書法特質的形成或曰書法的起源問題。在回答上述本源問題基礎上，

指出華夏書論「立象以盡意」的特質，並基於此論，對現代書法理論所使用的術語或書法現象

諸如「藝術」「形式」「醜書」等問題進行解釋和探討，全書貫穿「書法現代化」而又立足於古

今之爭的視野，對這些問題提出了一己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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