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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文字 1

古文字基于文字的字体的演变，可以分为古文字和

隶楷两个大阶段，严格的说，秦汉的隶书是跨阶段的①，

由于选题的缘故，这里就不展开讲了。古文字发展的这

一千多年中，大多的文字资料都已遗失，有代表性的，

有源头性的，只有商代的甲骨文，并随着近现代的不断

出土，得到了较多的开发和研究。

甲骨文，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系统，一般是指占卜

用的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其中大部分是商王的的占卜

记录，商代后期管理占卜事务的人员，往往把占卜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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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卜兆的吉凶以至后来应验与否的情况，刻记在卜

甲卜骨上。这些文字就是所谓的甲骨文。

甲骨文是象形字的代表。唐兰先生曾说明，象形字

大约有一万年以上的历史。他同时指出：“文字本于图

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但图画却不一定

能读。后来，文字跟图画分离，差别逐渐显著，到了甲

骨文这个阶段，文字变成了一中书写。然而在社会发展

始终绘画早于文字，是具象先于抽象的，是中外一致的、

毋庸置疑的考古事实。把后出现的书法说成是先于它出

现的绘画的基础，显然是有悖于常理的。②

甲骨文与写意文人画的渊源是很深的，早在原始时

期，文字和绘画的使用是没有明确的分界。如唐兰先生

曾引原始岩窟艺术里人射鹿的图画，与古文字里“人射

鹿”三个字对比：明显可以看出，两者都具有极大的表意

性，“画”和“书”的联系非常大，一是表意性，这个不

必赘叙，二是线条性，在文字上的继承，于古文字阶段就

更加显而可见了，如《甲骨文合集》第6057片的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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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不断发展下，在春秋晚期的金文中，更是出

现了明显的美术化倾向，在部分地区受到一定的巫术影

响下，其笔画往往故作弯曲之态，线条的变化性在后世

的写意画中，更是发展变化的猛烈。

同样的，文人写意画其框架都是建立在长宽高的矩

形、正方形、长方形中，圆形的画是很少见的，这是古

文字阶段就初步建设的，如《甲骨文合集》第 6057 片

（见上文），每个基本都在一个框架内，这在汉字的古文

字阶段就可见一斑了，这也给予了画家规则之内皆自由

的气魄，无论是雄伟苍劲的高山大石还是波涛汹涌的大

江，在画家的笔下，也在那无形的规则中。规则与秩序

规范着笔性，也纵意着笔性。

二、写意文人画

文人画，萌芽于唐，兴盛于宋元。中国绘画从写真

发展到追求意境、意趣，在一批画家托物言志、借物抒

情之下产生了文人画。以苏轼、文同、米芾父子等为代

表的文人画家主张“以画为心画”，“不求形似”。苏轼

第一个比较全面的阐明了文人画理论，对于文人画体系

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倡导诗情画意的文人画风

格，反对完全追求形似的画工风格，“味摩诘之诗，诗中

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③文人画主在自娱，含

道映物，穷理尽性，排斥功利性，创作是自由的。宋元

四百多年里，由于文人思想的蓬勃，呈现不拘格律的新

思潮，这种思潮表现得最显著且辉煌的，莫过于绘画，

因此称宋元为文人画的黄金时代。文人画家必须是能诗

善词的文人，任性率真的画家，同样也是重品德、好学

问、知情达理的书法家和篆刻家。文人画在表现的功能

上是诗情画意的，简洁淡雅的，清新飘逸的。在色彩上，

是重水墨而轻艳丽的，在线条上是放浪不羁的，在题材

是自然的、野趣的。在观点上，又是写意的，在表现的

性质上是求意象外的审美趣味，并不以写实为主。所以

“文人画”多取材于山水、花鸟、梅兰竹菊和木石等，

借以抒发“性灵”或个人抱负。

同样，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从马克思唯物主义为原

则，我们所接受的，所学习的，无非是理论和实践两种，

这两种从时间角度而言，都是来自过去和现在，今人如

此，古人亦如此，所以师今人不如师古人，而师古人，

最终还是要到书画的源头处，体悟书画的发展，才能真

正的明白书画是如何书写的，这样才能真正的实现创新

和发展，下面我们就来讲讲古文字与写意文人画的关系。

三、古文字与写意文人画的关系

我们总讲书画书画，先有“书”再有“画”，而当

“书”自脱离古文字阶段时，随之剥离出的，绝大部分

的，表现为内容的表意性和线体的艺术化等，由“画”

得到了继承，典型的作用于文人写意画。

古文字与写意文人画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古文字作

用于写意文人画：

①书画本同源，这在古文字阶段甚至原始文字阶段，

就已经出现了，而画又多脱胎与书（也有先为画，再表

为书的），这就决定了国画的本质，可以称为表意性，也

可以称为写意性，这在后世的各类绘画作品中，都或多

或少的表现出了这一点，可以说，绘画的本质就一种表

意，无论后世的绘画分类标准如何，绘画自诞生就表现

出其内在的的表意性（写意画性）

②在内容方面，古文字阶段的大多象形文字，都为

绘画其内容做出了相当的示范性，具体表现在山川草木，

人文地理等等，如米芾的《春山瑞松图》，浮动的云雾、

湿润而静谧的春山、挺拔的松树；书法随性洒脱，一股

怡然自得之感油然而生。

③在形式方面，李苦禅说过就，“不练书法就别想画

好写意！写意绘画是画家运用特定的用笔方式而书写处

来的，具有书写性，若只是简单的修理出来，便没魄力，

不超脱，显得俗气。”书法用笔是中国画的一种造型语

言，历代中国画家都一直在作品中极力强调画面的书写

性，所以想真正的学好绘画，必须要学好书法，这是由

书画同体决定的，在古文字阶段便决定了这一定，数千

年的发展更是加深了人们对于这一观念的认可，古文字

阶段的各类文字，如甲骨文、金文等等，很多时候都影

响了后代的绘画发展历程，如米芾擅临金文帖，他的许

多字画中都带有金文的刚毅，创造出了别具一格的书画

风格。此外，如在甲骨文、殷商西周早期的金文中可以

看到不少接近图画的文字，例举的新石器时代的《灰陶

尊刻日月山形纹》来看，郭氏认为的“中国以文字为这

些文字形象生动逼真，同样具有书画“同体”的特征。

同样，古文字对于写意文人画也有着隐性的影响。

随着古文字的逐渐消殆，而得到直接传承的书法成为了

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写意文人画作用于书法的说法更

容易得到人们的接受，写意文人画对书法的影响：内容

上，写意文人画对于书法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蕴含的精神

中，古人以常说，以画入诗、以诗入画，书法也同样如

此，例如毛主席在经历长征路漫漫路中，见过了草地，

爬过了雪山，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心有所感，最终写出

了《沁园春·雪》这副经典的书法作品。欣赏这副作品

时，我们好像看到了毛主席带领中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

不断前行，最终实现了新中国的建立，那伟岸的身姿仿

佛藏在每一笔，每一滴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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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形 式 上 来 说， 书 画 同 源 一 方 面 是 指“书 ” 与

“画”的技法的相互融合，另一方面是表现在书画作品

的题字与落款上，讲究风格要与画面风格和谐、笔法相

统一。

文人画是融诗、书、画、印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

中国画上题写的诗文与书法，不仅有助于补充和深化绘

画的意境，同时也丰富了画面的艺术表现形式，是画家

借以表达感情、抒发个性、增强绘画艺术感染力的重要

手段之一。

但有一点毋庸置疑，自从书画相会，中国画就发生

了根本变化，笔墨的力度美、韵律美、拙重美，以及它

的无限的造型能力和宽阔的韵域，自古就为文人所喜爱。

很难想象不用笔墨或不讲笔墨的中国画，笔墨不只是一

种技能，更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的载体，就是“书画

同源”的中国文人画。

审美易趣方面，古文字与文人写意画有着一路传承

的审美传承，郭沫若就曾讲过，鸟虫书是“于审美意识

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艺术品之习尚”，从这

一关于鸟虫书的观点，进一步证明了这我们的论点，即

最初的古老纹同。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

始”④古文字和写意文人画一样有着文化诉求，美的存在

就是让人愉悦的，通过艺术汲取美，表达美，这是古文

字和文人写意画的共同发展方向。

在人民性方面，书画也有着共同点的诉求，是二者

根本上的同一性所在，据已发掘的文字资料显示，在原

始文字阶段开始，文字都是由人民所创造的，在绘画方

面也同样如此，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由上层的统

治集团所掌控，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这个，新时代内，文化属于人民，艺术属于人民，文

化和艺术都是从人民群众中来，又要服务于人民群众的。

从社会性而言，无论是古文字还是写意文人画，都

是社会意识的具体的、实在的表现，它们都是由社会存

在决定的，它们汲取社会中的各类养分，各类社会具体

事物都能成为其艺术领域的题材，社会风尚的影响，社

会主流价值观以及时代发展的走向都能在古文字和写意

文人画中得到。

同样的，面临着中国内部经济社会的诱惑和国外写

实主义画风的影响，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要求画提高

自身的建设，这就为国画向古文字阶段的书画学习打通

了一条道路，对于古文字阶段的学习增强了自信和力量。

四、结语

本文从古文字和文人写意画的渊源处入手，阐述了

古文字和文人写意画之间的关系，通过图画对比和图画

论证，指出文人写意画与古文字所蕴涵的共同审美意趣

以及与当代实际所融合而得以挖掘的人民性和社会性，

对于古文字和文人写意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着力点，有

着重要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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