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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伴随着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和人们生活发生的

转变，书法艺术传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书法是文

字表达的一种艺术形式，是文字美化的一种手段。书法

意境是书法艺术作品表现形式中的灵魂所在，是书法艺

术中“美”的构成，是书法表达中促进人与艺术产生共

鸣的关键。书法意境的形成与书法艺术表现形式息息相

关，意境融于形式美中，形式美又是创造意境的重要基

础。

中国传统艺术观念滋生于中国哲学中，并在其不断

的发展过程中日益成熟，对中国艺术的发展有着十分重

要的影响。它不仅体现在艺术作品、艺术家言论主张中，

更蕴含于人文思想中。中国书法根植于中华民族深厚的

文化土壤中，融汇了中华民族的道德情感、哲学思想、

审美观念，展读数千年流传的书法佳作，我们之所以被

其震撼，不仅体现于书法家精湛高超的书法技法和艺术

水平，更在于其由内而外散发着积极向上、正直高洁的

人文精神。正是这种人文精神，赋予了中国书法独特的

魅力。

中国书法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与中国传统艺术观念

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历代书法家都会自觉不自觉

地将自己的思想观念、精神寄托蕴含在自己的书法作品

中，构成了一代代人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宝。诸如“意境、

气韵、形神、妙悟、中道、谐和、乐游、流变”等八大

中国传统艺术观念，这都在中国传统书法中有所体现。

如“‘循本尽心，天人合一’的意境书法观”、“‘气韵生

动、生机勃勃’的气韵书法观”、“‘形神相即，形质神

用’的形神书法观”、“‘心悟手从，妙悟自然’的妙悟书

法观”、“‘取中守正，经世致用’的中道书法观”、“‘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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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统一，和而不同’的谐和书法观”、“‘自在自造，与物

偕游’的乐游书法观”、“‘流转奔放，生生不息’的流

变书法观”。虽因时代变迁，物质基础、社会环境等发生

了众多变化，当代书法艺术也其观念相结合。因研究时

间还尚短，本文将从其中的三个艺术观念（“意境”、“气

韵”、“形神”）入手，依托古代书法文献，浅谈中国传统

艺术观念在当代书法艺术中的体现。

一、“循本尽心，天人合一”的意境书法观

“境”（或境界）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人

活于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每个人都会按照自己

的知识结构、价值标准、审美眼光形成属于自我的境界。
[1] 中国画中最讲究“立意”，这个“意”并非来自作者的

主观臆想，而是艺术家在观察大自然和参加社会生活的

过程中，所产生的意念或情思 [2]。作者将平日的所观所

感，加以自身对此产生的看法，以作品的形式表现。往

往从一件作品中，我们能看到作者从中倾注的情思与意

念。不同的心境会创作出不同的艺术作品，不同的艺术

作品也会彰显出艺术家不同的胸襟气概。书法艺术也亦

如此，我们常说“字如其人”，张怀瓘曾在《文字论》中

提到：“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 [3]。”文

章需要靠数句话才能表达作者的意思，而书法则从一个

字就能看出作者的心境，这指书法作品能反映书家的心

灵轨迹。盛熙明也在《法书考》中提到“夫书者，心之

迹也”，认为书法是人心迹的表露。

周慧珺与孙晓云同为当代女书法家，两人的书风具

有明显差异，通过查阅两位女书法家的资料，发现其书

法与两人的出身、性格、生活经历等有很大关系。周慧

珺自幼于少年宫学习书法，一直孜孜不倦地在书法艺术

的道路上探索追求，她的书法苍茫放纵、畅快淋漓，具

有男子的豪迈和气势；孙晓云三岁始承家传习书画，曾

在农村插队五年，在部队服役八年。她视写字为“女

红”，始终坚持传承文脉，回归传统。她的书法结体雅

正，细腻流畅。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在当代书法艺术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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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周慧珺书法

除此之外，王羲之曾在《题卫夫人（笔阵图）》中

提到“意在笔前，然后作字。”宋曹对其进行解读：“意

在 笔 先 ”“学 书 之 法， 在 乎 一 心， 心 能 转 腕， 手 能 转

笔 ...... 手不主运而以腕运，腕虽主运而以心运。右军曰：

‘意在笔先’，此法言也。[4]”。这告诉我们学习书法的根

本在于心，心能运转驱动手腕，笔不是由手来运转而是

以手腕运转，手腕虽然主使毛笔运转，但实际上还是用

心主使它运转的。所以说，书法不仅同一个人的出身、

经历有关，还与其生活阅历、学习经验中养成的认知观

念等有较大的关系。正如，有人喜欢豪放的书法，觉得

其奔放自由，豪迈老辣，而有人偏偏更喜欢行云流水般

的温婉书风，认为太过豪迈奔放的书风显得潦草，不细

致，这就与其在生活中、学习中养成的性格有关，导致

了审美认知的差异。

二、“气韵生动、生机勃勃”的气韵书法观

谢赫提出“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

“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的“六法”理

论，谢赫用“生动”来规形容“气韵”，说明气韵是活泼

的、生动的。固定的存在是形，形没有气，就没有灵动，

就是死的 [5]。蔡襄认为：“学书之要，惟取神气为佳，若

模象体势，虽形似而无精神，乃不知书者所为耳 [6]。”即

学书的关键，是要兼具神采气韵，如果只是描摹物象，

钻研笔势，虽然形态相似但也没有了精神。蔡襄将“气

韵”置于“形似”之上，有了“气韵”，艺术作品作品

就有了生命，艺术形象就“活”了，自然也符合了“形

似”的要求。此外，“重气韵”还体现出重视运动的风

神，像书法美学中所说的“资运动于风神”，就是气韵之

作 [7]。

《中国传统艺术观念关键词》一书中作者提到王羲之

《兰亭集序》与《丧乱帖》风格存在差异，是因人在不

同的人生状态下有不同体验、不同的气息状态 [8]。《兰亭

集序》风格秀美，文而不华、质而不野，不激不厉、温

文尔雅，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而《丧乱帖》用笔挺

劲，结体纵长，有奇宕潇之致。《兰亭集序》是王羲之携

同道好友到野外游玩，于兰亭欣然提笔作序，他当时的

心情是无比轻松愉悦的，尽管他在序文中表达出对光阴

流逝的隐隐悲伤，但整体是意兴勃发。而《丧乱帖》是

在西晋灭亡之际，在自己的极度无奈和悲愤之下所作的。

《翰林要诀》中也曾提到：“喜怒哀乐，各有分数。喜即

气和而字舒，怒则气粗而字险，哀即气郁而字敛，乐则

气平而字丽。情有轻重，则字之敛舒险丽亦有浅深，变

化无穷 [9]。”这同样也是由“气韵”所致。

启功是当代著名的书画家、教育家，他的字个性鲜

明，极具特点，被成为“启功体”。然而，早年的启功先

生的书法作品风格与晚年时期的书法作品风格差异明显，

这与其不同人生状态下的生活阅历有着极大的关系。

三、“形神相即，形质神用”的形神书法观

东晋画家顾恺之提出“传神写照”、“以形写神”的

观点，他的形神论以“神”为主导，在于超越形似。书

法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游离于形神之间，徘徊于有无

之中。苏轼文艺主张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从“重意轻形”

到“形意并重”的过程。早年他在《净因院画记》中强

调学画的关键在于“常理”，不能被“常形”所拘束，后

来他又在《自跋所画竹赠方竹逸》中强调“形理并重”，

在《东坡题跋》中，他主张书法创作要“寓其心”，在

我看来，“形”、“神”的关系是“形神相即，形质神用”

的。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唐代画家张璪提出的观

点，“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体现了禅宗“心源为本”的

思想。我的理解为“造化”即大自然，“心源”为艺术家

的内心感受。也就是说，包括书法艺术在内的艺术创作，

是需要在现实条件的基础下，对其归纳概括，大胆取舍

重构，转化为艺术家心中妙悟的情思构设。即艺术源于

生活，但艺术家在创造艺术作品时不能再模仿、重现生

活，而是需要通过艺术家积累的审美意识进行审美创造，

成为高度统一的艺术创作。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书法作品是通过抽象性的线条运动与空

间的无极组合，散发出创作者与鉴赏者独有的形而上的

审美气息，其不受物体具象的制约而直接创造，超越有

限的形质，上升到一种无限的境界之中，便形成了书法

意境，同时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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