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3 月（总第 195 期） 

 1220 

文体艺术 

浅谈魏晋书法的审美特征 
◆肖斌斌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省南昌市  330033） 

 
摘要：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转折期，文学和艺术
方面的差别和成就就足以表明这一历史转型时刻的深刻意义，涌现出王
羲之、王献之、钟繇等一大批书法家。这一时期的书家作品通过墨迹、
碑刻等形式流传下来。他们不仅在实践上造诣很高，而且在书法理论上
很有建树，例如王僧虔、卫夫人等一大批书法理论家提出重要论断，体
现了魏晋书法独特的艺术风格。从他们的言论和实践上，让我们体会到
魏晋书法具有表象、表意和简约自然等独特的审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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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魏晋时期是一个极其分裂和动荡的历史时期，同时在文学、

思想和艺术深入发展，且艺术活动极其活跃的一个时期。那个时
候的逐渐形成世族书法世家，极大地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快速发
展，因为这一时期的政治约束力相对松弛、门阀世族阶层处于政
治文化优势地位。由于社会动荡频繁，给予人们震撼人心的力量，
因此也不断的激发人们对人性和人生的思考，然而书法作为表达
人生观念和人的思想感情的重要载体，受到士人的高度重视；书
法风格和趋向的“今妍”和“古拙”的南北差异，正是由于长期
南北分裂和对峙所造成。 

东汉后期楷书和行书出现萌芽，并且逐渐发展起来，成为日
常手写体是在魏晋时期出现的。在这阶段中，隶书和楷书往往会
混称为隶书，又将汉末以及魏晋时期那些装饰化和规范工整的碑
刻隶书称之为八分。新字体楷书、今草、行书等字体的完全成熟，
新书体在社会上有了它的合法地位，楷书成为官方正体，书法系
统中加入例如楷书和行书，古体隶书和篆书逐渐衰弱，这些因素
都是不断促进魏晋尚韵书风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王羲之、王献
之作为东晋的名门望族开始变法创新，形成的尚韵书风是相对新
妍成熟的，由此中国书法便走向了历史的第一次高峰，铸就了这
个时代的书法特征。文化相对落后，书风相对质朴保守，出现在
少数名族统治的北朝。 

魏晋时期，书学理论在多方面深入展开，比如在字体、风格
演变与评赏、书写技法等方面。出现了神采和形质、质和妍、天
然和功夫等范畴的出现，思辨性的增强，成为了中国传统书写理
论的重要基础。 

2.魏晋书法的审美特征 
2.1 表意 
卫夫人第一次做了意象的描绘正是针对楷书的七种笔画：

点，如高峰坠石，磕磕然实如崩也；横，如千里阵云，隐隐然其
实有形；撇，陆断犀象。勾，百钧弩发。竖，万岁枯藤；横折，
崩浪雷奔；横折勾，劲弩筋节；这些采用意象描绘的书法，实际
上不仅为楷书点画的形态美确立了相对完善的规范，而且这在书
法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就在文字确立的最初阶段，探讨各种点
画特有的美感意趣自然而然的也就成了确立今文字书法美的首
要课题。 

魏晋时期处于社会动荡不安，各种思潮相继迸发，人们的思
想得到解放，文人士大夫也不过于拘束前朝思想，都有着自己独
特的审美角度。长期的战乱和分裂，让他们更加关注自身的生活，
从自己的生活中融入书法，不受当时的政治思想束缚能够畅所欲
言，从而更能表达自己的心性，书法爱好者便从书法中表现出来。 

在这种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下，文人士大夫的审美特征也随
之变化，他们把意象作为最高的审美标准看待，然而到了王羲之
这个时候，接受贵族文化的熏陶，从而成为魏晋时期表意审美阶
段的确立。 

我们还可以这样来理解，魏晋时期所说的审美特征所体现的
“意”，从小处来说我们可以理解为书写时需要的笔意，正所谓
“点画之间皆有意”，这里的“意”便是意趣，作者比较注重书
写时候所表达出来的笔墨意趣，点画之间都凝结这创作主体的独
特情感。然后我们如果要从大处来说，便是由意趣转变为“意境”。
如此一来，主体的审美角度就不仅仅局限于书法意趣本身，而是
上升到了笔意为基础，从而形成的主题精神美，客体自然美之间
相互的有机融合的整体美感境界。笔意作为书法创作中极为关键
的一环，是必不可少的。魏晋时期认为笔画之间的关键是连贯关
系，直到现在，笔意也是书法的审美也不能避开的话题。 

2.2 意在笔前 

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夫欲书者，先干研磨，凝神静思，
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
后作字。”这段话作者强调的是创造主体的“心意”在书法创作
中的主导作用，强调创作前的立意、构思的重要性。魏晋时期书
法发展的逐渐成熟起来，书家们开始注重对内心“意”的抒发，
意在笔先要表达的是下笔之前，将作者需要表达的内容在心里有
一个整体的把握，表现创作主体的思想感情，是书法艺术最终要
表现的总体的“意”。他要求作者在下笔之前对于字形的大小，
笔画的安排，篇章布局等都应该加以周密的考虑，即如后人论画
中所谓的’“成竹在胸”，如此下笔写成的字便能表达作者的意趣，
富于变化和韵味。 

2.3 简约自然 
魏晋书风就是魏晋人士借助汉字的线条造型艺术，把自己对

生活的理解和感悟，以及自己对自然的热爱，并将那些超然物外
的意识融汇于笔端，从而抒写自己内心性情的艺术风格。我们去
欣赏魏晋书法如果只停留在飘逸的字体形体，是完全不够的。还
要透过线条的飘逸潇洒、匠心独具的点画空间布白，以这样的眼
光去寻找魏晋时期那一段极其沉重、压抑的历史，带领我们领略
魏晋文人那种超然远去的生活情调，以及蕴含在魏晋书法艺术之
中那种极其深邃的人生哲理和人们对命运意识理解。我们应该积
累和传承审美理论的研究经验的基础上，为后世的审美提供一定
的启示。 

从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二人现在流传的草书作品来看，其做
作品气势延绵不绝，整幅作品一气呵成且富于变化，犹如绝去人
间烟火，超然物外。钟繇的楷书也是让人看后更是清新脱俗，然
而又不失厚重饱满，笔画之间看似脱离，但细看却给人一种流畅
的感觉。卫夫人笔阵图所表达的笔画意趣，也是极其简约，联系
生活实际来表达对笔画的理解，极其简约的表达，符合当时社会
主流思想潮流，同时也能使人通俗易懂。 

3.结束语 
魏晋书法在整个中国书法的发展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历史地

位，不仅在书法实践上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书法理论所展现
的审美特征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这一时期有二王父子的行书
闻名于世，成为书法史中行书的高峰，是后世学习的楷模。行书
之所以形成高峰是从汉代隶书发展而来，诞生了由静到动的书
体。北魏时期的碑刻书法也成为后世取法的对象，既有汉代隶书
的用笔，也有楷书严整的机构造型，是我们研究这一时期书法发
展演变的重要史料。 

书法实践达到一个历史的高峰，书写理论自然也成为书法爱
好者不可避免要涉及的领域，魏晋由于战乱频繁，人们的思想空
前开放，都想着要表达自己内心的情绪，由此魏晋书法表意的审
美特征应运而生，通过书法这一媒介来表现人们内心的苦闷和对
社会的不满心绪。有些贵族生活安逸后便研究书写的规律，便提
出意在笔先的论断，认为书法创作要现在心里有一个大致框架，
下笔才会得心应手。在这基础上很多人便提出要简约自然的书写
状态，把书法的线条艺术表现的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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