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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体现文化”随想 

 

                                                                  王元军 

 

        数千年来书法的发展形成了一种“约定”，这种“约定”就是书法发展过程中民族文化所

赋予的属性。有了它，才使我们有了共同欣赏书法的基础。 

        欣赏书法，实际上是读者对于书法作品文化内涵的挖掘。中华文化的深邃使得人们在欣赏

书法时，除了感叹线条的多变、造型的奇特之外，还必须以这些外在形式为引导进入到技术层面、

艺术层面之后的深层，这样才能够真正领会其魅力之所在。优秀书法作品虽然风格各异，但也不过

是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体现了中华文化以及个人的追求、个性而已。 

        一、书法：文化的自然凝聚 

 

        一切优秀的艺术作品都是自然的、不是做作的，她是艺术家个人情绪的自然流露，是时代

文化的自然凝聚。经得起反复咀嚼的千古名作《兰亭序》、《祭侄稿》、《黄州寒食诗》的过人之

处，就是充分地表达了书法艺术的抒情写意与时代精神。所以“书法是文化的自然凝结”包含两层

意思：一是书者本身各方面因素的自然流露，一是时代文化的自然体现。 

        古代，书法更多地承担了修身养性、怡悦性情的功能，所以笔下很自然地流淌出个人的追

求和情趣，这种自然的流露也是我们今天反复把玩而又味之不尽的原因。书法作品中流露出的阴

柔、雄健、空灵、散淡、激越、奔放足以让我们体会艺术的万千气象，为我们欣赏书法提供了无限

的想象空间。每个民族的文化品格虽然都是多元的，但又都是各具特色的，这是我们民族不同于其

他民族的特征。脱离了这种文化，而非要独创一种新的书法风格来表现新文化则是本末倒置的行

为——是文化影响书法，而不是书法创造文化。 

        数千年来的书法史让我们看到了经典的共性，那就是技道并进，自然而然。书法创作者往

往可以将文化的内涵通过书法作品来加以展示，比如，文字学的功底、诗词的修养、审美的追求、

意境的高低等等。优秀作品的这些内涵会毫不掩饰地展示在我们面前，并反过来影响人们对于书法

作品的评价。而王羲之、颜真卿、苏轼书法可以让我们体会到他们背后不同的人文情景——玄学大

盛，文人精神逍遥的追求，忠臣义士的儒家人格，饱受磨难的坦荡文人的心胸和器量。虽不求工，

而文化韵味充盈其中并溢于纸外。一部书法史就是一部书法文化的展现历史。 

       历史发展到今天，当一个一个书法展览接踵而至，当一份份书法出版物扑面而来、一位位

书法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一件件书法作品像漫天雪花一样飘落、一阵阵的创新的口号此起彼伏的

时候，我们反倒没有了激动，作品反倒经不起咀嚼，总觉得味道淡薄了一点，总觉得人工的痕迹明

显了一点，总觉得外在的装饰华丽了一点，作品里少了一些自然的情愫，少了些韵味的凝聚。所

以，纷繁的表面总是一览无余而不能留住观赏者的脚步。艺术一定是凑热闹吗？我以为在烦躁、快

速的生活节奏下，那些可以令人咀嚼的古代经典倒是需要重新回味的。艺术应该是发自灵府深处的

清澈的泉水，能够涤荡欣赏者的心灵。因此，在日益现代化的生活节奏下，提出返朴归真的追求，



决不是在无病呻吟。优秀的作品如采百花的而酿的蜜，更像一杯清茶，需要慢慢品味才能得其情

趣，而这正是我们所缺乏的。铺天盖地的作品不是源自内心的体验，也不是出于文化的自然流露，

而成了真正的“做”品。没有内容，只有躯壳的书法就像失了魂魄的无心幽灵，到处游荡，不知所

之，这是人文精神、文化内涵的失落。有人提出，当代人搞的传统型的书画毫无价值，收藏当代人

传统型的作品等于收藏废纸。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原因也是在于持论者忽视了书法作品中应该具

有并且必须具有的人文精神。 

“创新”不应是热闹的口号，而应是勇于接受历史的成就，不是回避历史的难度。有人不满足于传

统风格，或对历史上的书法成就不敢问津，在书法实践中过多地强调要创新，想要体现出时代的精

神、时代的旋律，提出要转化。结果转化成背离传统的另一个极端，结果看起来让人感到别扭。这

不是文化的转化，而是被时风所转化，被利益所转化，这种转化正好透露出对于文化认知的不足。 

        如果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很少有人具有谈“创新”的资本。比起数千年来的书法历史，

我们这几十年的努力在前人的基础上走到何种地步，还很难说。创新是一个很奢侈的问题，每一个

朝代，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书法家可能被后人评价在原来的基础上走了一小步，因为他是站在前人

所创造的高度的基础上，有了一点点个人的东西，绝大多数人历史赋予他的只是从书法中寻求快

乐，所以也大可不必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创新”难题而烦恼——书法的价值并不在于

“新与旧”的问题。更何况，一个人生活在现实社会，想不体现社会影响，都是不可能的，所以，

写王羲之的人有很多，但是没有谁能够完全一样、都有“新意”。创新不是喊出来的，是水到渠成

的过程。历史上有个性风格的书家，并没有天天喊着“创新”的口号去标新立异。“技”、“道”

并进，书法呈现新面孔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有着明显个性风格的苏轼称“我书臆造本无法，点画信

手烦推求”。这种书法并不是他有意创造出来的，而是他放松的心态、文化的积累、人生的体悟等

的自然流露。我们不反对创新，但是如果连传统的精华都不能吸收，那么，我们创新的根基与出路

又将何在？  

        也许在热闹之后，书法真的应该回归本心，回到书斋中，回到无声的宁静中，修养、学

识、境界、文化的体悟是不需要热闹的陪伴的。 

 

           二、笔墨、造型所体现的文化约定 

 

         历史上的很多命题可能不是科学的，但是却被人广泛接受。中国书法技巧、造型语言被

赋予了道德伦理的内涵，书法具有了象征性的含义便是这样一种情况。为什么在书法审美中，人们

可以相互交流，因为对于线条、造型，历史已经形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审美范式。比如，雄强、阴

柔、中和等，这些本来只是技法、艺术层面的描绘已经具有了人格性的特征，并被附加于艺术创造

者的评价范畴体系。比如，颜真卿书法的宽博、雄强、丰腴与他忠臣志士的人格相联系，他的线条

笔墨具有了伦理化的意味，特别是从宋人欧阳修、苏轼作出这种解读之后，道德人格评判成了书法

认识一个重要的方法。这是书法审美合乎“情”的演绎，但是并非是合乎“理”的一种科学的论

断，随便找出另外一位忠臣义士文天祥的作品，用颜真卿的笔墨阐释人格的理论立刻变得捉襟见

肘。所以，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古代书法作品中的文化精神是后人解读出来的，特别是“知人论

书”后品味出来的，并非她本身所具有的。但是这就是艺术，书法艺术的发展就是在这样的不断被

赋予伦理化的解释的过程中发展的。人们决不仅仅满足于欣赏这些书法作品，而是希望借助于文

字、书法联想到人物的风采，所以，虽然“书如其人”有着种种的局限，但是，想让这种联想式的

书法批评模式退出历史舞台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就是民族审美的特点。所以，人们都在重复

“书者，如也，如其人，如其学，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这样的话。艺术终究不是科学，如

果抽掉线条造型外的文化内涵的品位，书法将只是外在形式的展示而已。所以在客观公正地看待

“书如其人”的命题之后，我们还得借用这样的命题。米芾曾经批评过比况奇巧的书法评论现象，

但是这种用自然物象和人物情态比喻书法之美的情况已经有悠久的历史，并且一直被沿用，这就是

书法艺术的象征性含义，这也是她本身具有的无穷意味的一个体现。随着时光流逝，一些道德伦理

的观念在书法中体现得并不是很明显，比如忠臣义士的人格虽然仍是我们所敬仰的，但用这种思维

方法、阐释原则解释当今书法，颇有些刻舟求剑的意味。但是，这不妨碍我们仍然提倡一种

“正”、“大”的书风。这是民族文化所提倡的，也将作为一种重要的审美规范延续下去。例如书

法过于柔媚不好，过于霸悍不好、造型过于夸张不好；用墨枯涩可以体现生命的沧桑，圆润又可以

表达生命的血脉充沛，端正严谨体现正襟危坐的庙堂气象，过于圆滑体现人格的不够深沉与轻浮，

造型潇洒流畅可以展现才子风范，夸张恣肆展示人物不平与豪放。……哪一种造型情态、笔墨表达

不是中华民族审美文化（引申为人格要求）的一个体现？民族审美的传统造就了书法笔墨、造型的

基本范畴语言，一直影响到今天，我们不可能完全割断这种传统，需要在遵从这种传统下加以发



展，无视这种传统等于无视历史。完全抛弃这种历史的约定，也将被历史所抛弃。 

        俄国著名的现实主义画家列宾和他的朋友在雪后的院子里散步，朋友看见路边雪地上有一

小片黄色的污渍，显然是狗留下的尿迹，他就顺便用靴尖翻起雪把污渍掩盖了。没料到列宾很生

气，说，几天以来他总是到这里来欣赏这一片美丽的琥珀色。这个故事说明，美在于人的心中，人

可以根据自己的感觉阐释美，如果没有一定的约定，美很难有一个标准。而中国书法线条、造型的

这些“约定”在一定程度上就提供了一个接受美的标准。因为有了这些约定我们才有了判定优劣高

下的出发点。当这种约定被忽视的时候，便出现了以丑为美、以粗率为精华的现象。 

        当然，多元的文化格局，也造就了多元的书法表达，比如，过多讲究形式，讲究外部感官

的刺激。我们没有必要一概排斥这些探索，它体现了某一时期人们的思考，但历史是无情的，它将

无情地淘汰那些没有顾及历史传承，民族审美习惯、没有深刻思考的“创造”。 

       

           三、书写文字的文化暗示作用 

        虽然书法是书写汉字的艺术形式，近来受到一些质疑，但是，在大多数的场合，书写汉字

依然是有着绝对主导地位的表达形式。我们不否认探索性的书写艺术表现形式，但是，非得离开汉

字的书写表达一种所谓的书法艺术的时期还没有到来，什么时候到来也未可知，汉字的拼音化、甚

至取消汉字的想法不是没有过，但是并没有行得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汉字的书写艺术、汉字文

化的规范性、约定性就不能不加以考虑。中国书法从成熟开始，在表现的内容上，几乎没有多少新

的变化，多诗词、雅文、警句，这不是偶然的，包含着很大的合理性，书法情趣的表达和文字给人

的暗示可以相互发挥。比如，书写的风格与内容不可能不考虑“合人、合时、合地”的要求。作品

挂在何地，送给何人，写什么内容，这一切都要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习惯。 

        有意味的书写内容可以与书法艺术相互结合共同创造有意味的艺术形式。取消汉字书写艺

术，是一种知难而退、避难趋易的行为，是舍弃丰富走向单一的行为。 

        实际上，单从艺术性而言，汉字的形状可以为书法艺术衍生出无穷的变化，可以表现出丰

富的视觉形式，这种形式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何况，书法可以借助于汉字的内容为书法表现服务。书写的汉字本身具有了对书法艺术不

可缺少的暗示作用。王羲之、颜真卿、苏轼的代表作享有着“三大行书”的美誉，大体代表了各自

行书的最高水平，历史之所以接受这样评价，书法作品表现的内容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其内容或优

雅或沉郁，都与作品的艺术风格交相辉映，相互借重。再如弘一法师圆寂前手书的“悲欣交集”，

也正可以与其当时的心境相互印证。可以肯定，如果没有了文字辅助作用，王羲之、颜真卿、苏轼

的书法很难得到这样高的评价。 

        如果取消了文字在书法艺术表现中的作用，我们的欣赏方式将发生变化，由原来的“品

味”转变为“浏览”，由笔墨线条的联想与结合文字的意趣而生发的审美将变成不需要阅读只需要

走马观花的观看，这等于人为削减了书法艺术丰富的表达语言。一件优秀的作品，决不可能仅仅是

形式上的新奇，她还需要在内容表达上有非凡的功力。 

           

           四、书法带给人们的人生感悟 

 

        形式美、技巧美是书法艺术所要追求的，任何一位书法家都不会忽视它们的作用；但是，

如果为了这些目的，为了人们视觉感观的强调而失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底蕴、美学追求，那这

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是失去灵魂的外在形式。一篇好的书法作品，不仅在于笔墨线条良好的驾驭能

力，还能让人领略到线条之外的“墨外之境”，而这些是作为优秀作品，特别是经得起检验的作品

的共同特点。也就是只有在文化中才能够体现其文化价值含量。即便是当前的书法创作出现多元，

蕴藏在书法中的文化是不会过时的，它将具有永恒的价值。除非中华文化被其他文化替代或自行消

亡。 

        书法中所体现的审美原则，实际上也是中国哲学的体现，呈现的是传统的古典的文化内

涵、体现了东方的文化精神。阴阳互补、虚实相生、中和为美，这些对立统一的法则在书法中得到

深刻的体现。特别是通过对于章法布白的经营，很能看出书家在这方面的智慧用心。比如，“计白

当黑”，在有墨的实处能看到气象，而在没有墨的虚处更能看到一种耐人寻味的想象的韵致。虚实

相生、相发、相照，使得黑白艺术具有了哲学的韵味。特别是狂草书法，比如怀素《自叙帖》，缠

绕有力的线条切割空白的过程就好比舞蹈演员在挥舞彩带，静止的作品尽显动感情态。黄庭坚草书

线条左右穿插避让，在舒缓的用笔过程当中，体现了一种对线条的理性把握，既狂放又收敛，欲放

还收，给人一种伸缩有度，从容不迫的潇洒与从容。在这里，除了黑与白、动与静，还有轻与重、

快与慢、涩与滑等辩证关系的处理，所以，真正的书法艺术作品，是无不涵盖了中国哲学或者说体



现了中国哲学的。不惟创作者应该有意识地创作（或者无意识中与中国文化暗合），欣赏者也应该

体会到这种深意。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诘问，“某某的字好在哪里啊，我怎么看不出来”？这就

是没有把书法线条语言与渊深的中国文化有机结合起来，而只是在片面、孤立地看待线条和空间。 

        书法艺术最高的层面是境界，而这个境界也同样取决于文化品格。书法艺术是通过笔墨表

达内心世界，最终是要用有形的笔墨表达不可视的情趣、品格、意境。一幅作品，如何欣赏她的妙

处，大概与境界分不开。不同的文化境界，不仅支撑了中国书法不同的风格和品位，也正好从不同

方面体现和满足了人们的审美口味。例如以大的风格来分，书法无非是以沉着雄浑、严整朴茂的阳

刚气势为一路，人们用它来体现坚毅、果敢、进取的精神，这暗合了儒家的审美境界，这时的书法

可以激励人的斗志。以虚淡、散远、沉静、阴柔风格为一路，体现道家的无为、自然境界，而此时

的书法可以消除疲劳、陶冶性情，解除落寞，使得精神体验到宁静和闲适。还有一种不求线条的丰

富变化，在笔墨的挥运中不知不觉省去浮华，倘佯于真如之境，这又类似于佛家的“空”境。这三

种境界使得书法这门简单的艺术具有了广大的适用空间。特别是儒家思想对书法的影响和渗透。同

时，根植于中华民族思想深处的儒家、道家思想相互补充、互为表里，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

和心理。道家追求自然、消极无为，远离尘世，求得精神解脱。儒家注重人事，积极入世，强调社

会的责任感和义务感，遵从伦理。两者看起来似乎是水火不融，相互排斥，实际上，却是同一个母

体中孕育出来的，并且互融互补，互为表里。中国人往往进而儒，退而道，得意时忠君报国，失意

时隐逸山林，“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诸葛亮一方面“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一方面

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是这两种思想的交融，碰撞融合构成了中华民

族思想文化的主流。 

        当然，从一定程度上来看，让书法承担种种“主义”的角色就有一些把书法的功能夸大

化。我们往往把研究书法的知识反过来，要求书法中也要加以体现。比如，禅宗思想影响了人们思

维，用禅宗的思想解释中晚唐狂禅之风，解释怀素的书法，认为怀素将禅宗的思维用于书法创作

（笔者也曾有此想），而实际上，怀素是披着袈裟的士人，他的书法并没有包含禅宗的文化内涵，

从《自叙帖》的内容，到他挥写时的心态，都是一个渴望成名的世俗之人的心态。有时候把他的草

书阐释得云遮雾罩似乎是说明文化含量的丰富，相反，这是用机械的文化论阐释书法的典型，将书

法变成了一种不可琢磨的“玄学”。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电脑对于书法的冲击已经是有目共睹，近年来已经有不少人对中国

书法的命运提出了自己的担忧。钢笔取代毛笔，电脑取代钢笔，书写汉字，受到了高科技的严峻挑

战。我认为，我们大可不必这么悲观。固然，科学、民主是我们争取的价值，但是，这不是解决人

类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需要一块空间，给心灵以栖息之所，在与文化

的交流与对话中消解内心的疲劳。这是它自娱功能的体现。将作品加以展示，也是让人家在审美之

中享受到乐趣，甚至可能引发心灵的共鸣。所以，越是现代化的时代，精神的、内在的世界有时候

更需要艺术来填补。一种文化越是清醇，越容易有生命力，并不是所有的文化、艺术在融合中才能

有巨大的生命力。简洁的书法作品能够起到这方面的作用。因此，书法在实用性减退的时代，虽然

表面是成了一种技艺，但是她的文化功能反而加强了，并且以后还会有更大的生存空间。这就要求

我们在书法技艺之上再赋予她更丰富的、更有生命力的文化因素。笔墨天地小，蕴含乾坤大。 

  上一篇： 书法艺术文化发展现代化前景的展望 

  下一篇： 关于书法继承与创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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