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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希望藉由一種有別於過去由文人學者或書法家自身單方面評論書法模式，而採用具開放性、客觀性、時代性的問卷

調查方式來研究草書。首先選擇八件具時代或風格代表性草書書法作品，將歷代常用書法品評文辭，整理轉換成十四個意

象語彙編成問卷，針對不特定對象，透過問卷調查以非隨機取樣方式採集樣本，收回200份有效問卷，所得資料

以SPSS10.1統計套裝軟體統計分析。 研究結果對於八件作品的整體評論，尤其在「喜歡」、「美」、「醜」等項目，與歷

來書法史及書法評論幾乎一致，再次驗證「美經得起時間考驗」、「藝術是主觀的，但具有普遍性」這些關於藝術，恆久

以來的論點。以科學研究結果，為長久以來，書法史及書法評論對二王等書法家之論述、推崇與肯定正名，應為本研究之

價值與意義。

關鍵詞 : 中國書法 ; 草書 ; SPSS10.1統計套裝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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