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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发展史是人性不断觉醒、生命不断高扬的历史，一代又一代的书法家对中国书法美术精神的追问伴随着他们的思想

历程和生命历程。而在全球化对书法这一传统艺术的渗透力度不断加大的今天，由某些不正常现象所引发的一些中国书法所面临的

理论问题正亟待每个书法家和理论家作出回答。 

流派多精品少 近20年来，中国书法思想和创作相当活跃，流派众多，但精品还不多见。就文化理论形态学而言，当代中国书

法大抵可以化归为六类：传统书法、现代书法、后现代书法、学院派书法、流行书风、学者书法等。其中传统派书法在当代中国书

法界理论宣言较少，但支持者众多，大多坚持传统书风。现代派书法，其宣言具有很强的先锋性，善于通过传媒将自己的声音传播

出去。后现代书法，将书象派、行为书法、书画互通形态等，人数虽少但试验不绝。学院派书法曾经在书坛上形成声势，但高峰期

已过。其他如流行书风和学者书法则比较松散，但在书坛上逐步形成自己的艺术空间和文化影响，值得关注。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现

代派和后现代派书法在中国没有形成主流。现代派书法在日本是最成功的，他们的少字数书法、墨象派书法，吸收了现代建筑的结

构式转换，为了适应现代建筑和西方人的审美意识，效仿西方洋画，将传统的卷轴式装裱变成镜片式的大型斗方装裱，赢得了西方

市场。中国有一批书法家现已走上这条路。传统书法不是僵死的，传统是生生不息的。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和互对，可以使传统不断

生成，使现代不断吸收传统精华。这样，中国书法才会有新的未来。   

重技术轻文化 书法家在注重笔墨功夫和韵味（书法性）的同时，应加强学术文化层面（学术性）的研修提升。有不少人都将

书法仅仅看成技术，认为只要练技术就行了，因而出现了不少不懂文化的书匠。不妨看看著名学者的书法，深含技术而又不唯技

术，正是学术文化增加了他们的书法文化内涵。有人认为学者不能参与书法，这完全是可笑的武大郎开店式的心理作怪。今天的书

法家有两个困惑：一是太注重市场，把拍卖看得太重，二是学术底蕴和文化意识不足。这两条限制了书法大师的产生和推出。今后

50年是否有可能出大师，我不敢断言。上世纪末迄今的二十年，中国书法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书法普及，比起日本有计划地推出大

师，显得落后了。但我认为中国书界出大师的希望是存在的，相信在提倡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书法创作实践后，会出现一批有希

望的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而且，当今国际交流更加突出，在同日本书法界和韩国书法界不断交流的过程中，中国书法会走出普及

阶段而走向呼唤的大师的“新历史”时期。   

多浮躁霸气少人文精神 中国当代书法出现的民间化倾向，说明书家要走官方书法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官方书法有这样几

个特点：一是题词书法太多。有些人喜欢到处题词，水平不高而题的内容又不具有文化性，多是一些口号。二是庆典性的书法太

滥，为纪念某一特定主题而写，而真正的纯艺术创作太少。三是向钱看的发财书法家太多，强调书法的市场效应，一切向钱看，违

背了书法艺术的本体精神，伤害了真正的书法艺术。而注重民间立场的书家则从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民间书法和新发掘出的书法资料

中去寻找，运用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写经、民间墓志等很多新东西事入个人的书法创作。   

另外，一味张扬狂暴的男权中心主义书法，诸如过分强调竞争式的雄强风格，充满火气的狂暴的书法，使书坛有文化单边主义

倾向，在今天现代书法和后现代书法中尤其明显。有些人是用布团、扫帚写字，浮躁满纸，是典型的男权中心主义表征。而强调文

化生态平衡的书法应强调温润、飘逸、秀丽，可以协调中心话语的狂暴和争斗，使得书法世界更加人性化。我不欣赏过分雄霸、过

分夸张、过分浮躁、过分分裂汉字的书风，而坚持温润飘逸的文化性的绿色生态的书法形式和趣味。只有浸染中国传统文化中温润

的多元性的书法，才有长久的生命力。应该有一种通过对话产生，通过人文化呼声和多元情感来调剂过分的火气霸气的文化机制，

从而在书坛树立走向文化生态和精神生态平衡的书法文化精神。   

重书法游戏轻书法输出 现代西方文化打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所以今天中国的文化在精神复原中不断复兴。作

为中国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的书法艺术，为了维系二十一世纪的精神生态平衡和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应该有意识地逐步持续地输出。

有些西方人认为，今后每一天都会有多种语言死去，每一天都会有多种文化消失。美国文论家弗•杰姆逊提出，东方国家不可能在

全球化中选择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全球只有一种现代化，那就是西方的现代化，而且现代化就是后殖民化，所有的语言、制度和思

想都将整合到西方这个体系中去。这是我不能同意的。尽管国人中不少假洋教条、洋冬烘不加辨别地一心只想崇拜和拿来西方的东

西，将书法文化输出看成是可笑的。但那些民族虚无主义者对西方的现代主义、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等没有

真正的了解更谈不上研究，对中国文化价值重建和未来生态文化发展没有起码的价值认同，只是一味的虚无主义和不负责任的文化

游戏和谩骂酷评。我认为在这种严重的语境中，更说明中国书法文化输出不仅必要而且必须，迫切需要我们尽快做，而且一步步坚

实而坚定地去做。书法要走向世界，要成为世界的审美共识，困难重重。但如果中国书法只在日本、韩国、东南亚一带有少量的读

者和市场，那是远远不够的。在我看来，我们应当寻找“国际性审美共识”的框架，把空间张力、笔墨情趣以及幅式变化，融入本



民族那温润的墨色、线条的张力中，并逐渐形成一种国际性的审美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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