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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法·章法·字结构：书法形
态研究》包含书法形态学的三项专
题研究：笔法、章法与字结构。它
们是构成书法形式的三个主要部
分，对它们的研究成为书法形态学
的基础部分。三项研究中的每一项
都包括形式分析、历史演变与构成
原理的内容。

艺术形态学通常只对艺术作品
视觉形式进行描述，但书法形态学
有其特殊之处。书法形式看似简
单，但极为微妙，如果仅仅是语言
的描述，还不足以深入作品构成的
基底，因此对形式的考察必须追溯
到形式产生的由来。这就是说，研
究书法图形，朴素的形态描述作用
有限，必须深入图形的创制，深入
到书写所包含的运动方式。这样，
我们不得不把形态研究扩展到技
术、操作层面，书法形态学因此便
包括了比其他艺术形态学更多的内
容，而成为形式构成与技术理论的
综合。

书法形态学基础的工作，是图
形呈现的规则、构成的原理以及发
生与演变的机制。首先是对现象的
关注。书法形态学改变了通过既有
的认知系统（术语及相关阐释）进
入作品的方法，即抛开一切原有的
概念和程式，只面对作品最细微的
图形特征。例如笔法，对点画的边
廓进行极为细致的考察，并寻找图
形的细小变异与动作的联系。在尽
可能精细的形式分析和运动分析的
基础上，在陈述中，我们既利用传
统的概念（重新阐释、定义），也
创造一些新的概念（否则无法包容
新的感受和认识）。这样我们便越
过了前人所给定的观察框架和思
想路线，越过人们熟知的形式，
到达作品从未被人窥视过的细
节：不弃涓埃，记录下形式的微
小变化，在这之上再生长出各种
无法预计的认识。

书法形态研究在一切当代学科
中寻求支持。这些学科中的某些要
求、标准，也被带入书法形态学的
研究中。由于书法形态学经常在一
些出人意料的领域得到支持，建立

的理论也经常具有出乎意料的特
点。如书写的三种基本运动、作品
中的轴线、奇异连接、二重轴线、
距离控制等，但结论都是从形式的
细节中一步步生长出来的。书法形
态学在感觉、图形、操作与阐释之
间建立了新的更可靠的联系。

书法形态学看起来只是可视形
式的分析，但是由于它深入到构成
的深层心理中，与左右形态变化的
各种原因联系在一起，它不再仅仅
是一个视觉问题。书法形态学改写
了书法史的部分章节。以前的书法
史著述，由于没有对书写的研究，
讲述的都是文字学的内容。书法形
态学把书写追溯到书写的发生。隶
书的出现是书法史上的重大事件。
人们普遍认为隶书巨大的飘尾是

“美化”的结果。我们从笔法发展
的历史着手，证明这种夸张的尾部
是书写由摆动演变为连续摆动时必
然的产物，它使书写变得更为流
畅、便捷。

书法形态学为书法史打通了
一条重要的经脉。形式在过去的
书法史叙事中只是作为风格的组
成部分一语带过，而书法形态学
给出了构成演变的丰富细节，揭
示了作品构成变迁的机制，从而
带来重新审视书法史各种要素互
相影响的机会。

（《笔法·章法·字结构：书法
形态研究》 邱振中 著 上海书
画出版社）

研究书法形态学基础部分
□邱振中

雅斯贝尔斯是20世纪极具影响力的哲
学家，他倡导“生存哲学”，认为哲学的目的是
揭示存在，其哲学与海德格尔哲学、萨特哲学
一起构成了“存在主义哲学”这个20世纪重
要的哲学流派之一，迄今仍然是世界人文思
想界的重要灵感源泉。20世纪70年代以来，
中文学界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雅斯贝尔斯的
著作，对于雅斯贝尔斯思想在我国的传播起
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些译介工作一直是零
星进行的，且大都是从英文转译而来。鉴于
此，2013年1月，中文版《雅斯贝尔斯著作
集》出版项目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立
项，依据当今通用的德文版本，集中收录雅斯
贝尔斯在相关领域有影响力的重要著作，第
一辑10种的版权引进和翻译工作随后逐步
展开。

2018年9月，《雅斯贝尔斯著作集》完成
第一本译稿的出版，也就是丛书特约策划人
李雪涛教授翻译的《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译者先用了3年时间翻译这本书稿，之后出
版社进行编辑加工、译者修改校样，最后定稿
出版，又耗时3年。为将著作集打磨成一套完
善的译本，在后期审读加工过程中，我们和译
者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增加注释、解说、译
后记等内容，完善人名、事项索引，最大限度
地提高了译本的使用价值；既保留了译者的

翻译习惯和理解差异，又竭尽所能使文字流
畅通顺，并对核心术语、关键段落、重要人名
及著作名等的翻译作了统一。在各个方面做
足功夫，精耕细作，坚守品质。在中文版出版
的同时，德文版“卡尔·雅斯贝尔斯全集”也在

编辑出版中，并先于中文版出版了全集版《论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经过比对，我们发现德
文全集版有统一的体例，由四个部分组成：导
论、正文、注释和人名索引，无独有偶，中文版
各分册的体例也是统一的，也由四个部分组
成：正文、注释、解说和索引，这与德文版可谓
不谋而合。

第一辑包含了雅斯贝尔斯的很多代表性
作品，这些著作构思宏大，运思缜密，是丰富
系统、深邃精深的思想宝库。比如，雅斯贝尔
斯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其生前曾修订出版达
7版之多的《普通心理病理学》，代表性哲学
著作《生存哲学》等。其中《普通心理病理学》
《罪责问题——论德国的战争责任》等著作是
首次译成中文。

《雅斯贝尔斯著作集》中文版的问世，为中
文读者提供了第一手研究资料，从而为开展相
关学术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和材料保证。

（《雅斯贝尔斯著作集（第一辑）》 李雪
涛等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系统展示雅思贝尔斯思想基本面貌
□朱华华

《中国古代音乐典籍精诠》一书，是当代
中国音乐学不同领域著名专家合力撰著的国
学精品，修海林主编。该书的编撰，取中国音
乐学术史研究视角，设110条精诠类条目，
以较大的篇幅，深入诠释我国历代主要音乐
典籍，并另设61条提要类条目，对由宋至清
的一些乐书作了概要介绍。书中内容涉及历
代乐论、乐律、乐谱、乐志、乐教、乐史、乐器、
乐事、琴论、唱论等诸多学科知识和认识成
果，涵盖了中国音乐学各学科领域，不仅集中
展现了当代中国音乐学在上述领域取得的前
沿成果，同时也是进一步构建当代中国音乐
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的重要参照。

中国古代音乐典籍研究，牵涉许多无法
回避的文献研究难题。一是中国古代典籍的
内容，往往是一种多学科综合浓缩的学术表
述，研究者不仅需要通过深度分析，提炼出其
中的音乐学术成果，还要正确解读并抽象出
选目的主旨和本质，其难度可想而知。二是古
代音乐典籍的研究，尚存不同学术见解，该书
从当代众多分歧与异说中解惑释结、归纳陈
说，提出新见。三是中国古代音乐以其漫长的
时间跨度，形成浩如烟海的文献文物史料、样
态丰富的律调器谱、诸家异说的音乐观念等，
造成了学科论域的深广性、研究对象的繁杂
性。该书试图在这十分繁难的研究中建立起
具有自身理论话语权的学科理论体系。纵览

全书典籍条目，为达到“精诠”主旨，编撰者立
于当代学术前沿和相关音乐文献专题研究成
果之上，既要高视点、广视角地提炼典籍精
髓，又要兼备学术价值和地位的判断考量；既
要显现“广”，又要突出“精”，从而做到症结清
楚、出处详明、见解深入、表述精练，达到“辨

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标。
该书到处闪烁着中国古代音乐家的智慧

和学术光华，所选典籍都是中国古代音乐的
名篇名著，已大体呈现出中国古代音乐学术
史的基本面貌，以及中国古代音乐典籍的框
架和灵魂。就精诠条目的学术价值、意义和影
响力而言，其中音乐美学思想类典籍共诠释有
9部，以《礼记·乐记》《声无哀乐论》《吕氏春秋》
3部最具代表性；琴学典籍共诠释有12部，以
《溪山琴况》《琴史》两部典籍最具代表性；古谱
典籍专著共诠释有24部，以《敦煌琵琶谱》《白
石道人歌曲》《神奇秘谱》3部典籍最具代表
性；历代正史中的乐志15部，其正史内容和体
例自成系列；笔记类典籍共诠释有10部，以
《梦溪笔谈》《碧鸡漫志》两部最具代表性。因
该书所收条目的数量、容量皆大，亦因篇幅所
限，故取分类择要而评，主要是从“比前人多
提供了什么”的角度，评价其学术价值。其中
更有不少新撰条目，具有较高的学术含量。

（《中国古代音乐典籍精诠》 修海林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深入诠释中国古代主要音乐典籍
□陈其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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