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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ly the critic and reviewing for the achievement of a work of Chinese calligraphy was done by scholars subjectively. The

researcher have been studying Chinese calligraphy art more than 15 years, who has considered that if there is some means to acquire

opinions from general public, it would have its value for a comparison, and have balancing reviewing opinions with scholar’s critic

toward calligraphy works. In this study, the researcher had applied psychological method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the researcher

selected eight cursive script works by different artists, as the stimuli for the questionnaire, including dynasties of East Han, East Chin,

Ming and present time (the time span covers about 2000years), each of these works having its personal style and having their own

different social environment and time. For the research questionnaire, the researcher selected 14 semantic words, such as beautiful,

ugly, heavy, light, strong, weak, gorgeous, plain, tight, readability and so on, and six-step grading (0,1,2,3,4,5) table, assorted with

each word for measuring. The effective answered questionnaires were 200 for statistic treatment. After applied SPSS 10.1 statistic

software for the data treatment, several valuable findings have been acquired. They are: 1.Results which found from the

questionnaire after the statistic analysis, that quite match with traditional scholastic reviewing for calligraphy works. 2. The results

that found from this study, which quite support Kant’s theory of his “Critic of Judgment”, it says that appreciation of beauty has

its personal intrinsic activity but at the same time, such a judgment having universality. This study of traditional calligraphy art work,

applied with scientific objective research method has been found that it has proper usefulness in acquiring valuable result for

explanation and cri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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