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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书法艺术对美的追求，是对笔法、结体、章法的一种和谐统一美的追求。书法艺术的发展必然会受时代影响而进行创新，
但书法在现当代的创新仿佛走向了一个极端，本身的实用性和文学性受到了冲突。现在的书法被一小部分人玩弄并且哗众取宠的现
象层出不穷。书法怎样创新，向什么方向取舍，成为了书法艺术发展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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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时代书法的发展，都有其独特的背景，世事变迁，我

们每个时代的精神追求不一样，美丑判断会因时代经济发展、政治

生活迁和社会功利性等而改变。和西方宗教信仰的文化有所不同，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世俗性强，宗教性弱。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西方的先进文化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中国，西方先进书写工具的引

进，再加上经济和科技得到了进步，使得书法从实用的领域彻底的

脱离出来，书法学者们认为书法的发展又可以开启一个新的高度。 

书法艺术的代代发展，人们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审美规范和

价值标准。人们的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在进步，创新成为了必然，

且在不同时代里，“新”也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尤其是在当今社

会，我们提到“新”，往往会感到欣悦。然而，在艺术范畴里，“新”

未必让人感到欣悦。例如书法文字的创新就出现偏向无原则的发

展，对字形进行大幅度的夸张变形，乃至出现没有汉字作为载体的

书法作品，从具有破坏性的“新笔法”的出现，到各种奇怪的章法

的设计产生等，书法所谓的“审美”变成了“审新”，更是出现了

当代书坛备受争议的“丑书”现象。 

我们所谈的“新”，其实就是“时代性”、“时代感”的另样表

述。绘画分为具象艺术和抽象艺术，具象艺术的绘画作品可以以物

显时，而抽象的、黑白构成的书法，怎样表现出时代性？书法虽是

抽象，但实有相。机械、快节奏是“性”；国泰民安是“性”；失衡、

焦虑、急躁、竞争也是“性”。我们到底应该以一种怎样的方式通

过线条和空间构成的书法艺术来展现这个“性”？近现代书家们的

展现方式便是寻求一种新的形式，即“不同于以往”。以对待流行

艺术的态度来对待难以流行的书法，出现扭捏作态之字，吼叫搞怪

之态。看此等大作，实在没有敬仰高瞻的雅趣，哪怕是茶余饭后，

静下心来之时，也是很难欣赏出以往的书法艺术作品的内涵，视同

杂耍。 

儒家美学思想强调的就是中庸之美，偏重和谐稳定，把和谐之

美发挥到了极致。中国传统文化在继承和发展时也是符合“中和”

的规范，文化发展也近乎中庸之美。而至近代，中国维新求变、救

国图强成了时代主旋律，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中国，鱼龙混杂，再加

之书家们受到碑学的影响，中国书法出现了追求沉雄丑拙、苍茫大

气，并且作品带有强烈的个性的反“中和”书风，弘扬个性风采。 

就当下书法界内部，人们还在为书法的艺术性而争论。其实，

从广义上来讲，“书法”就是毛笔书写汉字的方法，只有写的好的

才能被称为“书法艺术”。正是因为传统书法和实用书写的鱼水关

系，书家们对书法艺术性的不同认识，才产生了不同的的创作理念

和作品样式。 

一副出色的书法作品除了给人们带来舒服的视觉感受外，还要

有书写作品时所表达出的情绪和情感。由于文字传播方式的改变，

书法家们对书法艺术的认识也产生了变化。当毛笔书法的实用性退

出书写舞台之后，书法作品所要表达的文字内容就显得薄弱了，如

何去写变成了书法首要的追求基点，因此使当代书法的展示方向发

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古代人更注重写，而当代人书法注重于构想，

当代人的书写是在构想上完成的，这也是当代书法和传统书法的一

个非常重大的区别。现代书法向形式、向技术、向视觉的方向发展，

书法原本作为文化的载体，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古代书法作品所呈

现出的情感，让整幅书法作品表达的更细致，更能激起后人的共鸣。

而现当代书法作品不在乎文字书写的内容，仅仅注重点画的形态、

笔法的技术（丰富）和空间章法的表现，甚至还提出“非汉字化”

书写，是否真正的能让笔者之外的人看懂眼前这幅书法作品？ 

从现当代的书法创作内部群体看，书法的传播和古代相比发生

了一系列的变化。杨明臣先生曾说：“如何来为一个书法家的地位

作界定？一是他的创作手法是否是中国式的；二是他的创作对于书

法史有多少推进意义；三是他是否完成了自己提出的创作难题；四

是他的书法有多少文化含量。”从现当代书法创作来看，暂且不谈

在书法史上能否有推进意义，作品里的文化含量成了现当代书法创

作的一个重要矛盾。书法在当代的发展，成为了以展厅时代的书法，

展厅书法是以观赏为目的的书法，是视觉与形式感并存的书法，现

在人们对技法和形式的追求大于精神的追求，这对于追求展厅书风

的书家们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于书法整体而言，这并不是什么

好现象。这也是当代书法文化有所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幅书法作品的好坏，判定标准是作品中能否含有一定的文化

内涵，最重要的是其中作者的思想情感蕴含了多少。“书，心画也”，

书法作品是能够反映出书写者情感的，书写者的情感赋予作品之

中，展现出来的便是一副好的作品，所谓得心应手，“若迫于事，

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当我们欣赏一幅书法作品的时候，一定是

被它的内涵所打动，如果作品只是讲究空间章法形式设计，这幅作

品一定经不住推敲。如果没有情感的汇入，我们怎能领会到《兰亭

序》的畅饮后心情的愉悦，又怎能体会出颜真卿书写《祭侄文稿》

的悲愤之情？ 

当代发展有无限种可能，新的基点，新的传播方式，新的表现

形式等等。但是书者要对汉字有敬畏之心，不能任笔为体，要字法

严谨，从传统中来。“丑书”流行，势之使然，它是这个飞速发展

时代的产物。刘熙载“丑极而美”之说复燃，前人高高论述的东西，

今人还没研究透彻便认为已经理解了。所以产生“拉起虎皮当作

旗”，哗众取宠的东西成了时风。我们对传统艺术传承和创新的时

候，在符合时代性的同时，不能背离的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

展总脉络。刘熙载所说的“丑”，而非今日恶搞者的爪痕，“丑书”

暂可风靡一时，亦不过白云苍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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