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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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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7520176941

　　作者简介

　　周侃，美术学博士、艺术学博士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

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独立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北京市教委重点项目等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发表学术论文20余

篇，出版专著、教材多部。

　　内容简介

　　本书以大量敦煌文书和唐代墓志为材料基础，与传世文献互证，围绕身份与职能、仕履与生

活、教育与艺术三个主题展开，从“书艺—人—制度—社会”四维角度探析写本最繁盛时期书手群

体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以及文字书写的实际状态，厘清了书手的多重身份以及其职官的变迁轨

迹；考补了六位书手墓志及其世系生平；从地域与空间、共时与历时的互动方面探讨了书手个体技

能与集体素质、师承取法与时代书风、入仕迁转与群体地位等一系列问题，试图还原唐代普通书写

者的生活面貌，考察其背后凝结的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

　　目次

　　唐代书手研究的拓荒之作——序周侃《唐代书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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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上篇 身份与职能：唐代书手的构成与执业

　　第一章 唐代书手身份构成

　　第一节 先秦至唐书手称谓与身份演变

　　第二节 文书题记所见书手身份与构成

　　第三节 墓志题署所见书手身份与构成

　　第二章 唐代书手的从业场域与执事

　　第一节 官府场域下书手本位与执事

　　第二节 民间书手职业考察

　　中篇 仕履与生活：唐代书手入仕与生活

　　第三章 唐代书手的入仕与迁转

　　第一节 书手的出身与“入流”

　　第二节 唐代墓志所见书手仕进个案考析

　　第四章 唐代书手的生活生存状态

　　第一节 书手的政治状况

　　第二节 书手的经济生活状况

　　下篇 教育与艺术：唐代书手的书法考察

　　第五章 唐代书手的书法教育

　　第一节 唐代书法教育体系下的书手教育

　　第二节 名家书法的垂范与学书方式

　　第六章 唐代书手墨迹考察

　　第一节 书写种类及形制

　　第二节 书写特征及艺术风格

　　第七章 唐代书手墓志书法

　　第一节 书手墓志书法的基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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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书手墓志书法的基本风貌

　　第八章 唐代书手的贡献

　　第一节 书手对图书缮写、传播的贡献

　　第二节 书手对文献校勘、研究的贡献

　　第三节 书手对书法史的贡献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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