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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思想对高等书法教育的影响研究
崔行华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甘肃 747000）

【摘 要】“阴阳”思想是中国道家文化的核心理念，流传已逾两千年。魏晋南北朝时期，道家与佛教的融合孕育了禅宗

思想，对中国古代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书法发展的历史中，禅宗思想也影响了一批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阴阳思想所衍

生的比较思想，即对比关系，是书法艺术创作的生命所在。差异性是艺术创作的本源，书法艺术创作无法脱离“对比”二字。

早在汉代，赵壹在《非草书》中便探讨了草书书写中的对比关系与时人书写差异的问题。历代书法家和理论家对对比关系的

探索虽各不相同，却共同构成了璀璨的中国书法史，为现代高等书法教育提供了思想支撑，也是书法专业大学生艺术创作的

源泉。

【关键词】道家；比较思想；书法教育

一、书法教育中对比关系的探索

为了深入了解书法专业大学生对创作关系的认知程度，

以往的教学中设置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书法创作之间的关系

如何？存在怎样的问题？它们又是如何相互影响的？为了

激发学生的思考，我们将他们分为六个小组进行讨论。通过

热烈的交流，学生们提出了多方面的观点，主要集中在笔法

差异、结体规则、作品成分构成以及墨色运用的显著差异等

方面。

在讨论中，学生们意识到，不同书法家的创作风格和技

术手法各异，形成了多样化的艺术表现。这些差异不仅体现

在笔法的运用上，还包括字形结构的处理、作品主题的选择

以及用墨的浓淡变化。有学生总结：作品之间最大的矛盾在

于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使得每一件作品都具有独特

的个性和魅力。

最终，学生们将讨论结果凝练为两个字：“对比”。这一

简单而深刻的总结，既反映了书法创作中各元素的相互关

系，也强调了对比在艺术表现中的重要性。通过这样的讨论，

学生们不仅加深了对书法创作关系的理解，也为日后的艺术

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灵感。

毋庸置疑，书法作品创作的核心概念在于对比，而这一

理念在道家的学说中也可通过阴阳的概念体现出来。阴阳本

质上是一种对比关系，因此可以说，阴阳与对比密切相连。

对比、差异以及去共同性几乎是所有艺术文化的内在特质。

简单的审美往往专注于形式，而超越形式的审美则更关注关

系的建立与表现。

众所周知，许多老年人对书法或其它艺术形式情有独

钟，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希望通过书法来提升自我认同感。更

确切地说，她们在练习书法时，会联想到书法与人生之间的

深刻关系，认为书法反映了人生的一种哲学。将阴阳的观念

与书法艺术创作结合起来，能够激发出更高层次的突破与创

新，从而推动书法艺术的发展。

书法教育中的对比关系首先应引导学生敢于创新，主动

变化，向所创作书体的优秀范本学习。孙过庭在书谱中提出，

“至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

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

人书俱老”。对于书法专业大学生而言，学习书法的第一步

就是能够把字写正，这里的“正”还有一层含义就是写的要

像帖，不能随意落墨，聚笔成形。在第一步学习的过程中不

需要有太多的创新意识。在第二步中讲到的“险绝”，就是

要学会造势，要有变化，产生对比关系。赵孟頫在兰亭十三

拔中所题“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

相传，用笔千古不易”。书法创作无论在什么时期，笔法和

结字都是学习的要点，然而不同时期的用笔与结字也是有所

变化的。第三步所说的复归平正指的是书法创作在创新之

后，要回归到书法的本源上去，不能放得开而收不回，以至

于走入书法创作的误区。

在孙过庭所阐述的书法学习三步骤中，时时离不开对比

关系，临摹时本人书写与临习法帖的对比；创作时空间关系、

墨色变化、点画形态的对比；后期非发展阶段本热创作与经

典法帖的对比。书法从文字功用中产生，走向艺术创作的道

路，离不开比较思想，书法专业大学生的学习之路也应该时

时展现比较思想，从而为书法创作融入无限生机。

二、历代书法理论中的对比关系研究

汉魏以来，很多书法家通过融入佛教、道教的思想去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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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书法创作，而且有很高的艺术造诣。比如说汉代的蔡邕、

唐代的孙过庭、宋代的苏轼、黄庭坚、明代的董其昌、清代

的刘熙载等。

1.蔡邕及其影响下的书法对比思想

蔡邕在他的书论中提到“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

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式尽美，藏头护尾，力在字中，下笔

用力，肌肤之丽，故曰：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惟笔软

则奇怪生焉”。这里所说的“自然”指的是书法取法自然万

物，有着浓重的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意蕴。“阴阳”同样是

道家思想的产物，而形式与内容的结合，用笔笔法的“藏头

护尾”所展示出的依然是比较思想。在书法创作的过程中，

有感而发的创作是挡不住的，顺笔造势也是不能阻止的，然

而只有笔头比较软才能书写出不同的点画形态，这里所说的

“奇怪”即指不同之处，同样有着比较思想。

蔡邕在其著作《书论》中深入探讨了书法创作的诸多要

素，尤其强调了“势”在书法艺术中的美学范畴。他指出：

“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姿性，然后书也。”这

一观点强调了创作者在书法创作之前需要放下内心的束缚，

以自由的心态投入创作。既是创作的需要，也反映出了书写

状态的对比要素。蔡邕认为，如果心中满是急迫之感，即使

是再优秀的书法家也难以创作出佳作。这种强调“势”的美

学思考，不仅包括字形的结构的对比和用笔的技巧对比，还

承接了崔瑗在《草书势》中提出的理念。

蔡邕在书法创作中进一步探讨了“形势”与“笔势”的

结合，逐步演变为“永字八法”的理论。他提到的“令笔心

常在画中行”则成为书法家们奉为经典的“中锋”运笔要领，

强调了在创作过程中笔锋的运用与心态的统一。这一理论不

仅丰富了书法技法，还强调了点画形态的对比要素，也为书

法艺术的内涵注入了更多的哲学思考。此外，《书论》中写

道：“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

沉密神采，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这一段文字阐明了在

创作之前，书法家需要保持内心的宁静与自由，以便在书写

时自然流露出个人的情感与灵魂，展现出了创作状态的对比

要素。由此可见，蔡邕的思想虽然以儒家为主，但同时也受

到老庄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其中的阴阳理念。这种思想使他

在书法创作中追求一种和谐与平衡。

此外，蔡邕继承了许慎与崔瑗关于“法象”的论书思想，

强调书法的象形意义。这与道家崇尚自然的理论不谋而合。

他认为，书法不仅是一种艺术表现，更是对自然法则的遵循。

他提倡“取法自然”，强调书法的具体审美价值，主张书法

应源于自然，以自然之美为标准，通过个人的理解与表现，

产生形态上的多样性，使书法作品充满生机与韵律。

清代的刘熙载与蔡邕的思想不谋而合，他提出的辩证书

论思想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对后世书法教育和创作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在其著作《书概》中，他提到：“圣人作《易》，

立象以尽意。意，先天，书之本也；象，后天，书之用也。”

这段话将“意”和“象”作为一对相辅相成的观念，强调了

书法创作中书家心意的重要性，同时指出书法应具备物象之

美的特征。他明确区分了书法创作中的主观与客观因素，同

时又阐释了书法艺术将两者融为一体的特性。

刘熙载在论述用笔与章法时充分展现了他的辩证思维。

他在用笔方面提出了阴阳与提按的概念；在结字上则涉及到

笔疏与密、内抱与外抱、整齐与参差、直体与曲致等主张，

皆是旨在通过对立统一的理念来阐明书法的规律。在讨论书

法风格时，他提到了沉着与奇拔、高简与坚质等相对概念，

强调了两者之间的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互为补充、相互转

化的辩证关系。这些思考充分体现了他的美学思想，为书法

创作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基础。

2.道家思想影响下的书法对比思想

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在唐代窦臮的《述书赋》中得到了

充分体现。他的论书宗旨同样主张追求自然之美，强调任性

所适，不受规矩和格法的限制，反映了盛唐时期对于自然美

的追求，反对矫揉造作的艺术审美趣向。他提倡的“忘情”

概念，指的是书法家应当具备的一种创作心态，要求作者摆

脱杂念，顺应自然，从而达到与神灵相契的境界。这种“忘

情”理念正是以自然为特征的。

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他在书论中也探讨了“真”与“美”

的关系。他追求一种不受人情物欲束缚的天然之美，这种美

是建立在“真”的基础之上的。他所称的美，是一种为美而

美的绝美境界，与他对“忘情”和“天然”的追求相辅相成。

从他的书论中可以明显看出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

宋代苏轼的思想将儒、释、道融为一体，然而在他的书

法理论中，主要体现了崇尚自然的老庄思想。他的作品中偶

尔反映出儒家文艺思想，如强调人格品德与书法的关系；同

时也能看到“禅宗意识”的影响，体现在他空寂的创作理论

上。苏轼所提倡的淡泊审美理想，与老庄推崇的虚静寡欲的

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东坡的书论可视为道家思想的体

现。

在创作心态上，苏东坡主张“自然天放”，认为“把笔

无定法，要使虚而宽”，强调只要能够通透其气，便可不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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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格。因此，他进一步提出了“忘我”的主张。他认为：“心

忘其手，手忘笔，笔自落纸非我使。”这与老庄和禅宗思想

相结合，形成了书法创作的“忘我”论，这是书法创作所追

求的最高境界。他所说的“见本性而不乱”，反映了儒、释、

道三家学说内在修养的相互影响。从苏轼的这些论书主张

中，可以窥见道家思想作为其核心思想的深厚根基。

然而在宋代黄庭坚和明代董其昌的书论中，禅宗思想的

意蕴更为浓厚，这与道家思想存在一定的区别。在研究书法

艺术创作时，我们应关注创作者受当时社会思想的影响，特

别是道家学说如何渗透并影响创作方向，如何在创作过程中

体现书法艺术的对比关系。书法创作者和理论家在道家比较

思想的熏陶下进行创作与交流，希望在研究书法艺术时能领

悟更多的哲学道理。这不仅对我们当下的研究大有裨益，也

将对未来的书法创作和书法教育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三、比较思想对书法教育的影响

书法教育不同于其它文化类学科教育，大学书法专业的

学生在高中阶段就已经具备书法临摹的根据，具有初步的审

美意识。高等书法教育主要教授学生在创作上融入本身的思

想，创作出好的作品，然而好的作品离不开对比关系，融入

比较思想也会对书法专业大学生的艺术创作产生深远影响。

通过引入对比思想指导学生创作。书法创作中常说的粗

细变化、长短变化、墨色变化等都是在为了创作一件整体氛

围感强的作品。其中，墨色变化是体现作品氛围的重要因素，

国画创作中讲究五色，产生浓墨与枯墨的对比关系。书法创

作同样要注意墨色变化，明代的徐渭被称为浪漫主义书法

家，他的作品绵延之势，墨色变化明显。在书法课堂中，常

会以明代清代书法家的作品给学生讲授章法变化。

通过展现书法史中的名家名作来提高学生对比较思想

的认知。明清以来，受到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幅纵轴的行草

书作品诞生。这类作品章法独特，字的大小错落，变化丰富，

受时人所捧，出现了一批著名书家，如王铎、傅山、文征明、

祝枝山等。由于大幅纵轴作品更能体现作品的节奏感，创作

时更容易把握，所以书法专业学生在创作时常会选择这类作

品作为取法的对象。

书法的对比关系在王羲之的字帖中就有所体现，只不过

学生不仔细分析，很难发现其中的空间对比关系。古人云，

取法乎上，便得其中；取法乎中；便得其下；取法乎下，便

不知其所然也！在书法教学中常建议学生临摹二王（王羲之、

王献之）的字帖，然后根据自己的特长，走出不同的风格道

路。临摹时要拿帖细看，找到所临摹字帖的典型特征，然后

下笔，才会临摹到帖的精髓。在这个过程中，读出来的内容

包括字形的对比、字组的对比、笔画粗细的对比、起笔点画

形态的对比等，如清代刘熙载所说“计白当黑”，不要只看

线条的粗细变化，还要看两根线条中间空间的形态变化，如

此以来，便能够达到准确临摹的水平。

通过在临摹中融入比较思想刺激学生发现问题能力。临

摹作品是为了更好的创作，临摹是创作的基础，创作要有出

处，并不是自己胡乱书写。当评论一件书法作品的好坏时，

常会看这件作品的取法渊源，这就是所谓的江湖书法与传统

书法的区别。针对当下书法创作良莠不齐的状况，很多省份

搞起了临创展览。在参加展览的时候需要同时提交临摹作

品和创作作品。然而创作中的对比思想一直是书法本科教

育所面临的话题。学生不敢进行夸张的墨色书写，也不敢

尝试新的造型结构，导致在创作上比较薄弱。通过开讲座，

展示好的作品，引导学生学习比较思路，会逐步提高学生

的创作意思。

如汪永江教授在河北美术学院开讲座时所提到的“虚

实”关系一样，书法创作需要融入更多的比较思维。任何一

件优秀的作品都是有生机的，并不是字字状如算子、排布整

齐的“印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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