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网站首页  | 书法所概况 | 新闻资讯 | 东方思想 | 北大书坛 | 燕园书法 | 学者书法 | 海外书法 | 高校书法 | 传统现代后现代 |

| 书法文化 | 研究生园地 | 诗书画印 | 碑帖文房 | 教学招生 | 历代书史 | 书法视频 | 书法各界 | 书法论坛 | 联系我们 |

  您现在的位置： 书法艺术—> 东方思想 

“文化书法”的语境与当代价值取向 

2007-10-1 3:23:19    作者:王岳川  

 

“文化书法”的语境与当代价值取向 

— —王岳川教授访谈录   
 

 

一   “文化书法”与中国身份 

 

 

李彬：王教授，当下书坛对书法的冠名很多，比如现代书法、传统书法、民间书法、新古典主义书法、艺术书法、学院

派书法、文化书法等等，请您谈谈“文化书法”是您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王岳川：我提出的“文化书法”的文化背景，最主要的当然是现代性话语语境。无疑，西方的现代性改写了中国的文化身份，

重塑了中国的文化景观。可以说，现代性成为中国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症候，并使得中国引以自豪的传统性成为了问题。西方现代性

进入中国后，强烈地影响了中国书法的自我价值判断，天下书法分成了零星的风格或流派。有传统书法、现代书法（主要从日本学

到了很多诸如空间结构、视觉冲击力等等方面）、后现代书法（其特点是装置、行为艺术以及它的非汉字体系，甚至是反内容、反

阐释的拼接游戏）、后殖民书法、学院派书法、民间书法、艺术书法、新古典主义书法等。其实，大多数书法流派都是跟着西方

走，比如美术书法就很重视形式，按照西方艺术理论划分属于“形式主义”阵营。可以说，在现代性这一点上，中国比韩国、日本

走得更加偏激，在质疑传统、拥抱形式中，中国传统资源大量流失。 

在这种西化背景下，书法就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书法无文化，或书法反文化，书法不再审美，书法反审美。当书法走到这一步的

时候，作为大众的老百姓、公众开始拒绝书法家，厌恶书法家，甚至从此拒绝书法。书法从影响中国历史进程，从过去的考举人考

进士考状元的重要的考试退回到文人雅玩，退回到几个人的小圈子。书法广阔的社会基础正在消失，中国书法的文化共识正在破

裂。理论界将中国书法最近十年称为“书法战国时代”，就是指一种很难统一、莫衷一是、分散离析、各自为战的局面。 

中国书法在短短十年中，经过了传统书法、现代书法、后现代书法、后殖民书法、学院派书法、民间书法、艺术书法、新古典主义

书法这样一个不断刷新的过程，之后的书法应该是什么呢？在中断了传统、消失了文化之后，书法应该是什么呢？这样的问题我一

直在思考。因此，我尝试着提出一种侧重传统、侧重文化和侧重精神的“文化书法”，这与文人书法、学者书法有相似之处。提出

了“文化书法”的理念之后，同范迪安先生、潘公恺先生、陈振濂先生进行了对话，他们也认为“文化书法”理念提出的方向是对

的，但还需进一步的阐释和文化书法的实践。可以说，文化书法是对当前书法的一种文化思考，并在这种思考中不断完善自己，但

它并不认为自己就是最终的真理，而只是表明一种可能性和方向性。 

 

李彬：那么，又是什么促使您提出“文化书法”这一观点的？之前有没有人提出类似的看法？ 

王岳川：提出“文化书法”也不是凭空的。刚才也说了，这是我对中国当代书法流派的某些观察和思考的结果。我认为，多元

书法有其失范、失根的弊端，但也为新的书法流派的产生提供了较为自由宽松的环境，比如艺术书法、学院派书法等等。那么，能

否有一种“文化书法”呢？我想，从流派上说是可以的。当然，“文化书法”并不一定是流派，仅仅说明文化书法产生于多元的书

法时代这一客观环境中。 

提出文化书法，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基于我对书法和文化的关系的长期思考。1993年我在《中国书法文化大观》里提出“书法

文化”的概念，强调书法和文化的血肉联系。十几年后，我把这个词倒过来了——“文化书法”，强调文化对书法的根本性意义。

二是受到“文化中国”的影响。哈佛大学杜维明先生提出了“文化中国”，“文化中国”一提出就变成一个国际性阐释中国的重要



命题。原来中国文化是中国大陆十三亿人的文化，而文化中国就扩大了它的内涵。它包括，说汉语的中国人的文化，说汉语的外国

人的文化，说英语的、思考汉文化问题的人的文化，既不懂中文也不懂中国文化的而喜欢中国的旅行者的文化。这样就把中国文化

由十三亿的中国人扩展到全球范围的十八亿人，扩大了中国的文化圈层。在这个意义上，杜维明消解了意识形态上的中国与西方的

对立，而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内涵。所以，基于这些考虑，我认为，把书法文化转成文化书法，强调了书法的中国文化身份，这具有

现实可行性。 

 

二  “文化书法”的东方价值立场 

 

李彬：既然是“文化书法”，那么文化和书法具有怎样的关系？ 

王岳川：这个问题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谈，首先从语言上来说，“文化书法”中的“文化”是定语，“书法”是主语，它不叫

“书法文化”意思就是说，它还是以文化来提升书法的品味。第二，从自身定位上说，文化书法也不想和任何像学院派书法、民间

书法、艺术书法去有什么派别上的争论，更不是去取代什么。文化书法只是想提供一种书法大文化的熏陶、一种书法艺术的人格风

范。文化书法使人们认识到书法所承担的东方形象，书法所体现的中华文化魅力，由此激发人们喜欢自己的文化和拓展本民族的文

化精神。 

从根本上来说，书法是一种文化现象，而非单纯的艺术现象。在古代，从来没有单纯的书法家。也就是说，所有的书法家都是

大学问家和大学者，如王羲之、颜真卿、苏轼、赵孟頫等等。而且在20世纪，许多大书法家也都是文化大家，比如沈尹默、林散

之、文怀沙、季羡林、启功等。可以说，书法和文化具有天然的非此不可的关系。因此，文化书法认为书法是艺术更是文化，文化

是书法的根本和地基，这构成了文化书法的价值出发点。如果一写字就想获奖，一出手就想拍个好价钱，一创作就利欲熏心地要拿

到什么黄金白银，那出发点就彻底错了。写书法，就是要在淡淡的心境下，朗朗的氛围中，幽幽的书香中，感受心性的郁勃之气，

感受一种生命的诗意气氛。谁也不敢写一些国骂书法或乌七八糟的书法送人，这意味着书法除了形式之外，肯定还有一个不可动摇

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文化。书法和文化是彼此相关的，二者具有互动性和互通性。 

文化书法通过文化沟通了与传统的联系，也通过书法本身连接了现实和未来。因此，文化书法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支撑，又具有丰

富的当代魅力。文化书法力图较好地处理自身与传统的关系，去充分地继承书法的文化传统，并在此传统上有所创新，不是一味标

新立异，而是勇于做文化的担当者和传承者。 

 

李彬：提出“文化书法”这一重要观点后，王教授一直在阐释和丰富其内涵，您能否在这里对文化书法的内在本质做一概括？

文化书法又是如何坚持自己的本体立场的？ 

王岳川：文化书法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标志着东方文化的身份。书法是文化的，不仅指文化是书法的指纹，也是书法的深度

的保证。东方和西方艺术门类中都有文学、美术、音乐、舞蹈、电影、建筑，但是书法是东方艺术所独有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

说，书法是向西方证明和体现中国形象的东方代表性的艺术形式。因此，书法具有无尽的前景，我们一定要把中国书法输出而世界

化，使之成为世界的第七艺术，让西方艺术和东方书法一样具有世界性欣赏特性。文化书法不想成为西方二流艺术的模仿，也不认

可西方中心主义的审美趣味和艺术风尚成为人类唯一的欣赏方式的看法和做法，而是要重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重新组合之后而生

成的一种新书法。 

第二，文化书法不是为了技巧，或者以技巧为目的，而是在获得技巧的同时获得“克服技巧的技巧”。文化书法把精神修为看作书法

的出发点，强调回到原本的“书者，心画也”，不是“书者，钱画也”。古人说“书者，散也”，就是说，书写时，要放开心胸，

精神和心态处于一种自由烂漫的心境中。如果襟抱拘谨而患得患失，想到太多的蝇头小利，就不可能写出大气的好作品。为什么书

家饮酒微醺时，下笔有如神助而出现意想不到的好作品？王羲之的《兰亭序》、张旭《古诗四帖》、怀素《自叙帖》等皆是如此。

因为，酒是一种把人的意识和现实功利松脱开来的绝好触媒——话是开心锁，酒是开心药，它就可以打开自己的心锁。所以，“书

者，散也”，必须散开襟抱，一个追逐于名利的人是写不出好作品的。 

第三，文化是一种道的载体。文以载道，书亦载道。书法是文字的审美化，它传达出精神的光辉——大家都喜欢在家中挂“厚

德载物”、“淡泊明志”等文化经典语句，很少挂“赚钱”、“赚大钱”之类的东西。书品与人品紧密相关，哪怕有人的字写得很

好，好得一字万金，只要发现这个人品行有亏，人们马上就会取字下墙。当然，历史上“因人废字”，“因人废文”这种情况不

多，因为艺术除了德（道），还有相对独立的艺术形式。我只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书法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是很清楚的——好

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文化书法强调德（道）与艺的统一，这是艺术的至善境界。那些反道、违道、失道的书法可以一时，绝不

可能一世。 

文化书法有鲜明的东方价值立场，保持对这个时代的参与意识，这使得“文化书法”必得要纠正时尚书法的“十个主义”：一是书

法唯技术主义，二是书法唯美术主义，三是书法唯精英主义，四是书法唯视觉主义，五是书法唯本能主义，六是书法媚外主义，七

是书法消费主义，八是书法拜金主义，九是书法部落主义，十是书法市场主义。把这些都悬搁和纠偏以后，剩下的就是“文化书法

家”需要做的事情：坚持文化书法对人的塑灵性，在文化的气息中让书法回到书法，让书法成为书法，让书法就是书法，书法不要

叠加那么多世俗的东西，更不能叠加反书法的东西。 

 

三  走近经典与走进魏晋风骨的新世纪走向 

 



李彬：您特别强调文化书法对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并且最近又提出了“走近经典”和“走进魏晋风骨”，其意义是什

么？有何具体的思考或者进一步研究的步骤？ 

王岳川：文化书法特别强调对传统的精神传承和文化创新的同一性，尤其强调“走近经典”。走近什么就同时意味着远离什么

和走出什么，“走近经典”就是要从一个世纪的文化虚无主义中走出来，从主体性的误区——小我一己的狂妄中走出来，远离虚无

与小我，走近中国“书法经典”，对“书法经典”保持尊敬并加以传承，对“历史辉煌”的时代加以接气并重新阐释。我最近欣慰

地看到书法界有朋友提出“激活唐楷”，有一定道理，我也提出：“文化书法”的第一步就是倡导发现“魏晋书法风骨”，使之成

为今日书法的精神资源和文化地基。 

在中国书法史上，魏晋书法前所未有地充满强烈的个人生命气息和饱含生命体验的个体精神。近些年来，书法界将眼睛盯着明

清乃至民国时期的书法，在商业层面，更注重其拍卖价值，从而将书法与金钱的关系更为刺目地凸显出来，在艺术层面，片面抬高

“怒笔木强”、“武夫桀颉作气势”的犷悍怪诞书法，而遗忘了更为经典的魏晋书法韵味及其文化精神传统。我认为，当代书法过

分的商业化和怪异化是值得反思的。文化书法的精神价值取向注定了要将传统具体化凝炼化为流动的生生不已的新传统，因此注重

“走近经典”就在于呈现中国书法文化自觉时期的魏晋情怀、魏晋精神、魏晋风度、魏晋风骨。魏晋是中国书法真正觉醒的时代，

由汉末天下大乱开启的魏晋时代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能让人体会到“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生命体验，而魏晋书法也正是个

体历尽艰辛坎坷之后的生命精神和艺术气象的整体提升。狭义上的魏晋书法指曹魏两晋，广义上的魏晋书法则包括魏晋南北朝。所

以，文化书法所追求的书法气象风骨既包括了魏碑的方正雄强，也包括了晋帖的萧散通脱的风度。可以说，优雅的“晋韵”与含金

量很高的“二王笔法”已然成为中国书法的格高韵深、直观玄远、生命体悟的代表，“魏晋风骨”使得书法成为人寄情抒怀的精神

慰藉和追求高迈人生理想的文化载体。 

正惟此，文化书法强调在书写中融入自身生命对文化的理解，在书写中展现强烈的自我人格精神投注。书法因此成为涵养情性

的一种重要方式。简淡流美的书风带来的是新的生命境界，不滞于物的人生才是破除消费主义迷障的绝好方式，这也是文化书法特

别强调魏晋风骨的原因。文化书法从书法自觉和生命自审的魏晋时代寻找文化基因，将魏晋风骨作为一种审美风范整合进今天对文

化传统的延伸中。文化书法重视个体生命时间意识中无所依傍的行云流水之美，重视蕴含深厚传统的文化修养对人与艺的双重提

升，重视个性人格精神与艺术形式的统一，从而使文化书法在当代具有创新的文化潜力和生命魅力。 

 

李彬：“走近经典”与“走进魏晋风骨”可以说是文化书法精神追求的鲜明体现。那么，除了这种精神追求之外，文化书法有

没有自己的创新性的风格，以区别于民间书法、艺术书法等其他书法流派呢？ 

王岳川：这个问题其实关系到文化书法如何定位的问题。文化书法自身有两个定位，一个定位是，文化书法是一种理论的思考

和精神的探索，强调“生生之谓易”，强调“走近经典”、“走进魏晋风骨”，张扬传承不息固本创新的精神，它反对书法山头主

义，强调书法文化视野中的大书法观。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书法不是书体，也不仅仅是书风，它更多的是对书法提出一种文化铸灵

性的要求。同时，文化书法反对一切人为的做作，反对一切拼凑的书风和泥古不化的书风，强调书法的精神生态平衡和文化生态平

衡的东方特质。 

那么，另一个定位是，文化书法有其相应的内容和形式，有它的审美的风尚和基本的风格要求。这种风尚和风格又是在文化、

经典中提升、提炼出来的。文化书法写的所有内容，严格上说都要求是真正代表中国文化的经、史、子、集的内容。但是今天一些

书法家所写的内容大多是那些太过烂熟的诗句。而在形式方面，已出现了非文化现象的唯形式主义的书法。 

文化书法旗帜鲜明地要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文字的正误，强调对古文字的严格要求和书体的严谨把握。二是要求多写经、史、子部的内容，不能仅仅写集部中那些耳熟能

详的诗词，而尽可能写包括《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五经在内的中国文化经典中的好的警句嘉言，用

篆书、隶书、行书、草书去展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三是贯穿中庸之道精神，书法的阴阳节奏、计白当黑、虚实相生，都蕴含了

显明的中庸之道。很多人还抱残守缺认为中庸不重要，这是对国学完全误读的结果。四是诗词的平仄、格律、音韵问题。我每次看

书法家写字，尤其是写自作诗的时候，大多平仄都有问题，很多人没有过这一关，缺乏基本的文化训练。当然，能写自作的诗词已

经相当不错，因为创作自作诗文在全国的书法创作展中所占比例不到百分之五，但不能满足于此，而要精益求精，要更上一层楼。

书法的形式技法有难度但好解决，而内容精神方面很难，需要不断地修为才能得到提升。 

 

四  “文化书法”的大学意义与世界性价值 

 

李彬：您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能否以北京大学的“文化书法”为例，谈谈综合性大学对书法的发展有什么样的促进作用？大学

书法教育的当代意义是什么？ 

王岳川：“文化书法”是北京大学的特色。北大书法强调的不是技法，不是在技法上和其他的院校进行博弈，而只是想在书

法的艺术高端上叠加文化气象和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国气度。换句话说，北大强调的“文化书法”，注重在获得技巧、解决技巧的同

时，更多地重视技巧背后的文化根基。书法不是以获得技巧为目的，而是应该努力获得超越技巧之上的价值本体。 

文化书法强调北大文化资源和北大担当的文化任务。文化书法是大学书法教育的纲领，意在恢复传统中有生命力的经典仪式、生活

方式和书法感受方式。文化书法代表综合性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的教学纲领，让北大书法的创作与教学更适合自身的特点。 

书法在中国文化的重新崛起中，已经超越了一般美术层面的有限意义，而具有了中国文化形象的象征意义。北京大学书法研究

所提出“文化书法”，讲究书法与道家、书法与儒家、书法与佛家、书法与经史子集、书法与琴棋书画等的深厚关系，并由此显示



北京大学的文化底蕴与精神风采。北大书法将以北大的哲学、历史、考古和中文为主，以沉淀学生的文化基因为主，同时举办一些

讲座和辅导，提高校园文化，提高大学文化。 

北京大学重视“书法文化”的研究生高端教育，并将这一“书法新理念”推进到国际书法领域。计划筹备中国、韩国、日本、

新加坡和美国等地的大学书法展提名展。同时，北大很重视青少年的书法素质教育，注重书法文化资源对书法艺术品格的提升，激

发青少年爱好书法、珍惜书法，以此来弘扬书法文化精神，无疑对新世纪中国书法的世界化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李彬：文化书法强调文化内涵和东方元素，那么以文化为根本的文化书法在当代具有什么样的世界性价值？ 

王岳川：书法与世界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中国书法具有悠久的历史，东方书法在全球化时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首先是

硬笔取代了毛笔，然后是电脑取代了手写书法，包括各类硬笔书法和毛笔书法，使得今天的公文、写作、论文、通信都被电子邮

件、手机短信、博客、网络的规范的电子文字所取代。而且，国际上对书法的理解有限。国际上的中国书法数量不足，层次低，质

量差，严重影响了中国书法的国际形象。同时国际书法的审美共识还未建立，东方的笔墨韵味在逐渐消失，取代它的是西方的艺术

和西方的趣味，因此就出现一个问题，人类的思想正在被西方的思想完全占领，东方思想正在退出。但西方的趣味不能完全成为人

类的趣味，东方的趣味也并非都已彻底消亡。今日中国随着军事、科技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崛起时期，这个

时期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中相当辉煌的一个时期，而随之文化创造也到了一个急需整顿、急需反思、重新崛起的阶段。 

现在，韩国对书法非常重视，韩国到处都是书法的研习班。韩国人认为，晚上只有在临摹中国古碑文的时候，才觉得和古人心

心相通，如同做了气功一样，一身的疲劳马上消失。这说明东方的书法的精神魅力。日本更是这样，小学、中学必须学习和考试书

法，几乎人人都会写书法。日本、韩国的教育体制对书法很重视，民间有极大的热情。但日本书法一味走向现代书法，也有其偏离

传统的弊端。走向现代的日本现代书法在面对西方的时候挡在了中国经典书法的前面，对此，“文化书法”如何正视日韩书法的挑

战，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任务迫切而重要。 

文化书法有远大的书法形象塑造的抱负，就是用中国刚健清新的生命线条去修改整个人类的视觉欣赏方式。西方的艺术欣赏方

式曾深深影响了东方，那么在新世纪，以中国、韩国、日本为主的东方书法也应该去修改人类的欣赏方式。今天，北京奥运会徽使

用了中国印章，奥运会徽下面的年代是用书法书写的，这就是在告诉世界：毛笔有它不可缺代的魅力。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正可以通

过书法这一桥梁向海外传播中华文化，让西方人更多地体认中华文化。换言之，文化书法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中国范围内，它将重新

思考文化与书法、书法与世界、世界与精神生态的内在联系，从范畴、概念、命题、形式、方法等等方面提出自己的书法观念、书

法形态、书法审美风尚，以此丰富世界艺术和文化，促进东西方的充满善意的对话。 

文化书法特别重视书法的国际战略和国际文化大视野，不是将书法看作一个小圈子、小区域的把玩之物，而是看作世界的共同精神

财富，看作是有益于世界的精神清新剂和灵魂净化剂。因此，作为世界书法的重要区域，东亚的书法家、书法教育家、书法理论家

更需团结合作。我想，不久的将来，东方文化的世界化与书法文化的世界化终将到来！ 

     李彬：谢谢王教授接受我的采访！ 

 

  上一篇： “先进文化”与“当代书法艺术”精神 

  下一篇： 文化书法 艺术书法 商品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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