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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1965 年 2 月生，江苏宿迁人。现任济南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94 年至 1997 年师从丛文俊先生，获书法学硕士学位；1999

年至 2003 年师从陈恩林、吕绍纲两位先生，获吉林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当年入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古典文献学博士后流动站，

师从冯浩菲先生。先后主持过国家级、省部级基金、教学改革等课题十余项，现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华简帛文献集成及综

合研究”。出版有《书法章法》《行者守心》《述古杂俎》《中华楹联墨宝大观》《孔子诗学研究》《诸子之前泛诗现象研究》《中国古典文

献载体演变史》《莫言会灯》《大学经纬》《大学崛起》《大学治理》等著作（译著）十余部。曾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其中有十余篇被《新

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全文转载。曾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山东省优秀教学成果奖、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山东省高校人

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现兼任山东城市文化研究会会长、教育部中文教育指导委员会成员、山东古典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教育国际

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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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对艺术起源问题的探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而且经久不衰。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模仿”是人类固有的天性和本能，

艺术起源于人类对自然的模仿。“席勒—斯宾塞理论”认为艺术是一种以创造形式外观为目的的审美自由的游戏，因此认定艺术起源

于游戏。人类学家认为艺术起源于巫术，这种观点用“实用性”来解释艺术的起源，认为在原始人心目中，最初的艺术有着极大的实

用功利价值。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艺术起源于劳动”的观点，认为劳动提供了艺术活动的前提条件，同时劳动也是原始艺术最主要的

表现对象。表现主义者认为艺术起源于人类表达与交流情感的需要，情感表现是艺术最主要的功能，也是艺术发生的主要动因。但是，

无论坚持何种说法，所有的艺术形式都难逃自己设定的“法则”，因为没有了自己对自身的限定与对规则的遵守，任何一种艺术形式

都难以存在。一切艺术的自由，都是在一定的“法则”下的自由；一切艺术的“法则”，都是为了确保艺术最大的自由。“自由”和

“法则”是相对存在的问题，没有了“法则”也就没有了所谓的自由。书法就是在自身的“法则”之内的“书写”，当然，“无法而法，

乃为至法”说的是有着更高一层境界的“大法”。世界不能缺乏“法则”，我们也应该具有“法则”意识，书法概念本身就是在强调

其自身存在的“法则”。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在谈书法的起源时，也就是在探讨这种“法则”的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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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重性格剖析

书法的起源经过了一个错综而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相互关联的二重性格，值得做深入的剖析。

（一）书写与文字

世界文字历史先后经历了原始文字时期、古典文字时期、字母文字时期，但只有汉文字赓续而不曾中断，并且衍生出了独一无二地东方书法

艺术。 德国著名艺术史家格罗塞在谈到书法时认为：“我们可以说，文字的收获，不单是文字本身的收获而已。”虽然书法的起源与文字的起

源不能混为一谈，两者之间亦不能分离与割裂，但是孰先孰后也不能简单断语，因为从不同的角度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就需要下一番探析的

功夫。

一般认为，书法是文字书写的艺术，依赖文字生成与存在，没有文字当然就没有书法，所以书法的起源不会早于文字。但是我们应该分清楚文

字与书写之间的关系，不能错误地将书写与书法之间画等号。现在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分析一下书写与书法之间的关系：

1. 文字书写并不都是书法，即使汉字的书写也不一定就是书法，但书法必定包含书写，否则就无所谓“书法”。

2. 书写这种方式不仅是文字书写，在文字史前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运用某些书写工具进行书写，如某些岩画艺术就是一种书写艺术，因此书

写艺术早于书法艺术。

3. 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艺术，艺术的起源与人类的起源同步，因此书法所蕴涵的艺术性和审美性与人类同步，而文字是很晚才产生的。苏联

B·A·伊斯特林认为：“原始艺术是形成图画文字的最重要的源泉。”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书法是已有书写艺术与汉文字结合的产物，汉字书法是文字与书写艺术最为完满的结合。倘若脱离汉字，只为

书写，亦不能称为“书法”，如一般字母文字的书写也不能称为“书法”，它最多只是装饰性文字。从书写角度而言，书法的起源并不比文字晚；

但从文字角度看，书法的起源又不比文字早。以此为切入点，我们可以解释一些“前卫书法”为什么不顾及文字而只书写线条这一现象，因为

他们要回归到文字出现之前，这对书法来说可能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即使其“前卫性”能够为书法创作带来某种灵感与启发。总之，脱离汉字

的书写或脱离书写的汉字都很难成就书法。

（二）象形与刻画

古文字学界关于文字起源说存在两种流派之争：一种流派认为象形在先，刻画在后。汉代刘歆的《七略》、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将“六书”

的排列秩序定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现代唐兰持此说。另一流派认为刻画第一，象形第二。许慎《说文解字·序》排列

如下：指事、象形、会意、形声、转注、假借。郭沫若主此论，并言“刻画的意义虽至今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可以肯

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 于省吾在《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中亦言：“这种陶器上的简单文字，

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仰韶文化距今得有 6000 多年之久，那么，我国开始有文字的时期

也就有了 6000 多年之久，这是可以推断的。”我们认为，两派各有执词，实际上，象形与刻画符号同为汉文字的起源，殊途同归。这对“书

法生成论”有三点意义：

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33 cm×33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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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书画不同源

书法并不完全脱胎于绘画，而具有独立的品格。象形和刻画符号一旦形成文字，就会走向书法。不否定在文字形成之前象形与刻画的书写亦是

艺术，但象形和刻画本身未必是绘画，即便一定要说象形和刻画是一种特殊的绘画，那与基于文字书写的书法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这就如同我

们不能断定文字与绘画同源、音乐与声音同源、建筑与建材同源一样，因为每一种事物都具有自身的内在规定性。在撒哈拉沙漠塔西里崖壁画

《骆驼·人物·文字》中，撒哈拉文字与岩画浑然一体，但绘画与文字显然分为两辙。自书法产生之日起，书法就沿着自己的路子向前发展。

所谓“图画文字”实质上是一种表现一定内容的图画，而不是一种真正的成熟的文字，只是世人对此类图画的一种称谓而已。倘若没有足够的

证据，我们贸然地说一些图像就是古文字，也未免过于轻率。假如我们从中国刻画符号中找出字母 Z、K、I、E、X、O、L，就断定这是拉丁

字母的起源，这种方法实在过于荒谬。盖山林在谈到岩画时认为：“岩画的产生和作用，主要是在文字产生之前，起着相当于文字的作用，它

以图画的形式，图解了童年时期的人类在生活中体会到的最生动的感觉。可以说绝大多数史前岩画具有图画性质，但是，这并不是说每幅画的

含义都可以被解释清楚。这是因为这些图画还没有固定的意义。因此，有些岩画，学者们竟不能正确判定是文字的代用物——象形字呢，还是

艺术作品。”文字图画和一般绘画是不同的。何时图画才是“图画文字”呢？只有当这种图画开始用来传达与补充口述的内容，而且用来独立

传达信息，尤其是向那些制作图画符号时不在场的人们传达信息，而接受信息的人们与图画制作者在时间与空间上相距遥远时，它才可以称得

上是“图画文字”。当一幅图画有了固定的含义，在人们心中成为约定俗成的符号而被复制时，该图画也只是已略具文字的作用，还不是完整

意义上的文字，因为该图画还没有和发音具有固定的联系。

2. 书法生成的本质特征为线条性

构成汉文字的字形为笔画，而这种笔画其实就是线条。康德说：“线条比色彩更具审美性质。”法国近代雕塑大师罗丹说：“一条规定的线贯

通着大宇宙，赋予了一切被创造物。如果它们在这线里面运行着，而觉得自由自在，那是不会产生出任何丑陋的东西来的。”林语堂甚至说，“书

法提供了中国人民以基本的美学，中国人民就是通过书法才学会线条和形体的基本概念的”“在书法上，也许只有在书法上，我们才能够看到

中国人艺术心灵的极致”。 

3. 具象和抽象融于书法之中

“夫书肇于自然”“囊括万殊，裁成一相”。书法线条具有“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因为书法线条从“状”与“象”中提炼而来。故书法如《老

子》所言：“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以阅众甫。吾

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郭子章评说黄庭坚《玉泉皓禅师布袋颂贴》云：“端严处如梁父松亭亭千载，尖秃处如渴伽兽棱棱一角；沉莹如

孤月流天而云绝翳，嗟驻如千里驰坂而神更间；枪折翻飞而欲动，盘诘回联而若续……”汉文字发源于象形和刻画，书法基于线条与意象，两

者是有内在联系的。

（三）原始与现代

摩尔说，“所有原始艺术最显著的共同特征是其强烈的生命力”“一切艺术都根源于‘原始’之中，否则它就会变得颓废起来”。 书法的“时代性”

当根植于其“原始性”当中。法国社会学家布留尔在概括原始思维特点时指出，原始思维“本质上是综合的思维”。我们在探讨事物起源的时

候就需要运用辩证的方法进行辩证的思维，才能够廓清事物起源的原貌，剔除不可靠的与错误的因素，得出一个正确而清楚的事物起源图像。

1. 原始视觉造型

书法具有视觉造型的原始特性，如果说岩画已成为过去，那么现在从何方面去寻回先民的视觉思维呢？中国人首先回答的是书法。岩画是迄今

为止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原始造型艺术之一，是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马克思语），无论是绘制的还是凿刻的岩画都具有高度的抽象概

括性，显得生动、古朴，强烈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书法同这些原始图像一样蕴涵着一些人类永恒的母题。书法造型的原始性从古绵延至今，

时时透露出此种信息。我们从甲骨文、金文中的“车”字同岩画中车辆的比较中可见一斑。

2. 巫术与图腾

当目视甲骨卜辞时，我们不禁会回溯到初民的原始巫术与图腾崇拜时期，浮想巫师的仪式与初民虔诚的模样，流动着远古宗教之情绪，无怪有

人认为“艺术起源于巫术”。甲骨卜辞的书法并不像表现主义者所说的“艺术是情感的语言”那么浪漫，这里的情感抑或是恐惧、战栗、迷惘，

甚至带有某种“合理”的残酷性，笼罩在一种“蛮性”的氛围中。“恐惧创造神”（列宁语），初民深信，冥冥中有造物主存在，一种灵性在

左右着他们的命运，反过来，凡人又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影响甚至控制诸神。费尔巴哈在《宗教的本质》中说：“即使诸神也是可以驾驭的，一

个凡人可以用焚香、卑辞许愿、奠酒、供香料等手段来左右诸神。”卜辞可谓先民“驾驭诸神”的原始记录，如殷代诸王常征伐外方，把方国

首领当作人牲祭祀：“羌二方伯其用于且丁父甲”。

巫觋是甲骨卜辞的书者，《国语·楚语下》对巫觋做出过高度的评价：“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

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国语·越语下》亦言：“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

然后乃可以成功。”甲骨卜辞正是记录人事与天地相参之事，甲骨书法亦是巫术之产物，涂有巫术之色彩。巫之渊源实在太古老了，直溯到图

腾时代。可以这样说，是巫术使图腾主义获得了“生命”，有了巫术，图腾主义方可于图腾时代结束以后，还能够有所延续。甲骨卜辞中有图

腾之孑遗就不足为怪了，这些图腾孑遗使甲骨文更具有古老的原始性。图腾，原系印地安人阿尔衮琴部落内的阿吉布瓦方言，意为“他的亲族”，

首先由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发现，由他的名著《古代社会》揭示并公之于世。古汉字中一部分由“图腾”衍生，如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陶器

上的图案，无论古文字专家做何训释，太阳图腾崇拜并非仅在描绘“泰岱日出”，其深层的文化意义却是中国古代东夷族团的太阳图腾崇拜。

还有人从人类图腾崇拜普遍存在的现象出发，解释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常出现的“十”“亚”字形为日神之象征，并认为“亚”与“巫”二字形

在甲骨文与金文中极为相似。从音韵考之，“亚”古音“yu”（《玉篇》，于讶切）与“巫”（《玉篇》，武俱切）音近，“亚”“巫”实际

上是同源语分化。由此也可说明巫术与图腾有一些内在的联系。

在艺术领域中，“原始”与“现代”并不遥远，刘海粟说，“原始到极致也就现代到极致”。书法追求极简的线条，20 世纪西方人才在现代视

觉艺术中发现极简线条的魅力。西班牙现代艺术大师毕加索曾反复试验将牛素描提炼为线条，瑞士画家保罗·克利要“用一根线条去散步”，

俄罗斯现代抽象艺术的鼻祖康定斯基对线条情有独钟，美国的蒙德里安看中了令人迷惑的两根线——直线和曲线……西方现代派艺术大师们无

论如何运用线条，均未达到中国书法家心目中的线条境界，此线非彼线，不可同日而语。中国人很早就已发现书法这种纯线条艺术；而 20 世

纪的西方人才刚刚在线条的认识上有所觉醒，就开始尝试“抽象绘画”。美国的阿尔森·波里布尼实事求是地评价：“抽象绘画被公正地称为

‘20 世纪典型的艺术形式’，可是没有人断言它属于普及的艺术形式。对广大群众来说，它仍然是喜马拉雅山——离大家太远，太高，难于入

门而招致误解。”然而中国书法具有广泛的大众性，并为华夏民族和其他一些民族所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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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书画不同源

书法并不完全脱胎于绘画，而具有独立的品格。象形和刻画符号一旦形成文字，就会走向书法。不否定在文字形成之前象形与刻画的书写亦是

艺术，但象形和刻画本身未必是绘画，即便一定要说象形和刻画是一种特殊的绘画，那与基于文字书写的书法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这就如同我

们不能断定文字与绘画同源、音乐与声音同源、建筑与建材同源一样，因为每一种事物都具有自身的内在规定性。在撒哈拉沙漠塔西里崖壁画

《骆驼·人物·文字》中，撒哈拉文字与岩画浑然一体，但绘画与文字显然分为两辙。自书法产生之日起，书法就沿着自己的路子向前发展。

所谓“图画文字”实质上是一种表现一定内容的图画，而不是一种真正的成熟的文字，只是世人对此类图画的一种称谓而已。倘若没有足够的

证据，我们贸然地说一些图像就是古文字，也未免过于轻率。假如我们从中国刻画符号中找出字母 Z、K、I、E、X、O、L，就断定这是拉丁

字母的起源，这种方法实在过于荒谬。盖山林在谈到岩画时认为：“岩画的产生和作用，主要是在文字产生之前，起着相当于文字的作用，它

以图画的形式，图解了童年时期的人类在生活中体会到的最生动的感觉。可以说绝大多数史前岩画具有图画性质，但是，这并不是说每幅画的

含义都可以被解释清楚。这是因为这些图画还没有固定的意义。因此，有些岩画，学者们竟不能正确判定是文字的代用物——象形字呢，还是

艺术作品。”文字图画和一般绘画是不同的。何时图画才是“图画文字”呢？只有当这种图画开始用来传达与补充口述的内容，而且用来独立

传达信息，尤其是向那些制作图画符号时不在场的人们传达信息，而接受信息的人们与图画制作者在时间与空间上相距遥远时，它才可以称得

上是“图画文字”。当一幅图画有了固定的含义，在人们心中成为约定俗成的符号而被复制时，该图画也只是已略具文字的作用，还不是完整

意义上的文字，因为该图画还没有和发音具有固定的联系。

2. 书法生成的本质特征为线条性

构成汉文字的字形为笔画，而这种笔画其实就是线条。康德说：“线条比色彩更具审美性质。”法国近代雕塑大师罗丹说：“一条规定的线贯

通着大宇宙，赋予了一切被创造物。如果它们在这线里面运行着，而觉得自由自在，那是不会产生出任何丑陋的东西来的。”林语堂甚至说，“书

法提供了中国人民以基本的美学，中国人民就是通过书法才学会线条和形体的基本概念的”“在书法上，也许只有在书法上，我们才能够看到

中国人艺术心灵的极致”。 

3. 具象和抽象融于书法之中

“夫书肇于自然”“囊括万殊，裁成一相”。书法线条具有“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因为书法线条从“状”与“象”中提炼而来。故书法如《老

子》所言：“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以阅众甫。吾

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郭子章评说黄庭坚《玉泉皓禅师布袋颂贴》云：“端严处如梁父松亭亭千载，尖秃处如渴伽兽棱棱一角；沉莹如

孤月流天而云绝翳，嗟驻如千里驰坂而神更间；枪折翻飞而欲动，盘诘回联而若续……”汉文字发源于象形和刻画，书法基于线条与意象，两

者是有内在联系的。

（三）原始与现代

摩尔说，“所有原始艺术最显著的共同特征是其强烈的生命力”“一切艺术都根源于‘原始’之中，否则它就会变得颓废起来”。 书法的“时代性”

当根植于其“原始性”当中。法国社会学家布留尔在概括原始思维特点时指出，原始思维“本质上是综合的思维”。我们在探讨事物起源的时

候就需要运用辩证的方法进行辩证的思维，才能够廓清事物起源的原貌，剔除不可靠的与错误的因素，得出一个正确而清楚的事物起源图像。

1. 原始视觉造型

书法具有视觉造型的原始特性，如果说岩画已成为过去，那么现在从何方面去寻回先民的视觉思维呢？中国人首先回答的是书法。岩画是迄今

为止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原始造型艺术之一，是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马克思语），无论是绘制的还是凿刻的岩画都具有高度的抽象概

括性，显得生动、古朴，强烈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书法同这些原始图像一样蕴涵着一些人类永恒的母题。书法造型的原始性从古绵延至今，

时时透露出此种信息。我们从甲骨文、金文中的“车”字同岩画中车辆的比较中可见一斑。

2. 巫术与图腾

当目视甲骨卜辞时，我们不禁会回溯到初民的原始巫术与图腾崇拜时期，浮想巫师的仪式与初民虔诚的模样，流动着远古宗教之情绪，无怪有

人认为“艺术起源于巫术”。甲骨卜辞的书法并不像表现主义者所说的“艺术是情感的语言”那么浪漫，这里的情感抑或是恐惧、战栗、迷惘，

甚至带有某种“合理”的残酷性，笼罩在一种“蛮性”的氛围中。“恐惧创造神”（列宁语），初民深信，冥冥中有造物主存在，一种灵性在

左右着他们的命运，反过来，凡人又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影响甚至控制诸神。费尔巴哈在《宗教的本质》中说：“即使诸神也是可以驾驭的，一

个凡人可以用焚香、卑辞许愿、奠酒、供香料等手段来左右诸神。”卜辞可谓先民“驾驭诸神”的原始记录，如殷代诸王常征伐外方，把方国

首领当作人牲祭祀：“羌二方伯其用于且丁父甲”。

巫觋是甲骨卜辞的书者，《国语·楚语下》对巫觋做出过高度的评价：“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

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国语·越语下》亦言：“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

然后乃可以成功。”甲骨卜辞正是记录人事与天地相参之事，甲骨书法亦是巫术之产物，涂有巫术之色彩。巫之渊源实在太古老了，直溯到图

腾时代。可以这样说，是巫术使图腾主义获得了“生命”，有了巫术，图腾主义方可于图腾时代结束以后，还能够有所延续。甲骨卜辞中有图

腾之孑遗就不足为怪了，这些图腾孑遗使甲骨文更具有古老的原始性。图腾，原系印地安人阿尔衮琴部落内的阿吉布瓦方言，意为“他的亲族”，

首先由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发现，由他的名著《古代社会》揭示并公之于世。古汉字中一部分由“图腾”衍生，如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陶器

上的图案，无论古文字专家做何训释，太阳图腾崇拜并非仅在描绘“泰岱日出”，其深层的文化意义却是中国古代东夷族团的太阳图腾崇拜。

还有人从人类图腾崇拜普遍存在的现象出发，解释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常出现的“十”“亚”字形为日神之象征，并认为“亚”与“巫”二字形

在甲骨文与金文中极为相似。从音韵考之，“亚”古音“yu”（《玉篇》，于讶切）与“巫”（《玉篇》，武俱切）音近，“亚”“巫”实际

上是同源语分化。由此也可说明巫术与图腾有一些内在的联系。

在艺术领域中，“原始”与“现代”并不遥远，刘海粟说，“原始到极致也就现代到极致”。书法追求极简的线条，20 世纪西方人才在现代视

觉艺术中发现极简线条的魅力。西班牙现代艺术大师毕加索曾反复试验将牛素描提炼为线条，瑞士画家保罗·克利要“用一根线条去散步”，

俄罗斯现代抽象艺术的鼻祖康定斯基对线条情有独钟，美国的蒙德里安看中了令人迷惑的两根线——直线和曲线……西方现代派艺术大师们无

论如何运用线条，均未达到中国书法家心目中的线条境界，此线非彼线，不可同日而语。中国人很早就已发现书法这种纯线条艺术；而 20 世

纪的西方人才刚刚在线条的认识上有所觉醒，就开始尝试“抽象绘画”。美国的阿尔森·波里布尼实事求是地评价：“抽象绘画被公正地称为

‘20 世纪典型的艺术形式’，可是没有人断言它属于普及的艺术形式。对广大群众来说，它仍然是喜马拉雅山——离大家太远，太高，难于入

门而招致误解。”然而中国书法具有广泛的大众性，并为华夏民族和其他一些民族所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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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伦（33 cm×60 cm）

（四）神性与人性

古人对书法本体问题的探讨主要有：

1. 书法来源于主体精神。“书者，散也”。

2. 书法来源于自然客体。“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

3. 书法来源于超自然力量，带有神话色彩。

4. 书法来源于汉字自身。

5. 书法来源于道。

但总的看法，书法是神性与人性的统一，这种统一就是书法的最高境界。

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关于艺术起源的神话，这大抵是早期人们对艺术的崇拜的结果。文明古国都传说文字是神造的，且都有文字之神，诸如钉

头字为命运之神那勃所创造，圣书字为知识之神托特所创造，希腊文为赫耳墨斯所创造，印度文为婆罗米所创造之说。汉文字出现得很早，其

生成在历史的传承中，同样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一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相传黄帝时“仓颉造书，天雨粟，

鬼夜哭，亦有感矣”。《易经·系辞》言：“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文字的起源富有一种神性特征，书法也就自然成为神性

与人性的统一位格。神性和人性合一，在古代就是“天人合一”，按李泽厚的说法，就是“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的妙合。后世书法

理论对此多有论述，汉字的创造蕴涵中国人的智慧，但亦有着一种神性色彩，“夫字以神为精魄，神若不和，则字无态度也”（唐·李世民《指

意》）。评价书法作品以神品为第一，“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南朝·齐王僧虔《笔意赞》）。书法“可以心契，

不可以言宣。观之者，似入庙见神，如窥谷无底”“妙用玄通，邻于神化”（唐·张怀瓘《书议》）。苏轼所言的“技道两进”，“技”为人为，

“道”已神化，此正合《老子》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地、天、道、自然通过“法”相通、相融。书法中的“神性”

衍生出书法的超验性与灵性，“人性”衍生出书法的社会性和伦理性，这已成为人们在书法上关注的重要内容。在书法中“神性所具有的一切，

人格也都具有”（席勒语）。这种“神性”和“人性”是书法所必需的，显得十分完满。

温柔（40 cm×70 cm）

二、书法衍生三阶段

当今许多学者视文字、城市、金属器和礼仪性建筑为文明必备的四大要素，而文字为其中最重要的要素。在古埃及、玛雅、复活节岛等地方，

古老的文字在历史的躺椅上享尽天年，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音素文字。汉字没有像其他古文字那样成为明日黄花，亦不再仅为记录语言的

实用符号，汉字书法已发展成为滋养人们心灵的艺术的极致。故中国无需出现解读古埃及铭文的法国天才青年商博良、破译楔形文字的德国人

戈罗特芬德，却涌现出了家喻户晓的“书圣”王羲之、“草圣”张旭以及颜真卿、苏轼等书法大家。

（一）原始文字的实用工艺性阶段 

与其说原始文字是一些神秘的符号，倒不如说是先民的视觉作品。当珍玩古文字、文物之断片时，我们会享受到其生动的视觉意味形式。可以

说原始文字在具有实际应用性的同时，还具有原始艺术的性质，这就是每种原始文字的工艺特性。如果否定原始文字的这种原始工艺性，那就

是一种十足的偏颇之见。

图画文字的图画已失去其作为绘画作品的意义，而成为实用性的文字，但仍不失其工艺特性。中国古文字同样有这种原始工艺性。我们并不能

认为其他古文字生来就不具有向书法艺术发展的可能性，而只有中国汉字才有书法的先天特质；实际上，所有的古文字都具有发展为各自书法

的文字基础，但只有汉字在华夏文化中具有了将古汉字的原始工艺性发展成为书法的机遇，而其他民族文化没有提供给本民族文字发展为书法

的优越的条件而已。我们可以将一些古汉字和岩画或其他古文字做一下比较，就会发现并无二致。至于美国的罗伯特·路威揶揄中国汉字没有

发展出“声音文字”，并妄测“一种模糊的使用文字的冲动也许曾经由巴比伦人传给中国人”。这不单是不公允的，而且也可以看出一些西方

人对古老的东方的无知及自身的浅薄。古文字无论是何种形式，都富有指定意义和视觉含义，但是，除汉字以外的其他文字都失去其成为书法

的机会，没有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书法。工艺性已能够使人们在书写过程中对这些古老文字的书写法则遵守的最低标准及可令视觉接受的最

低的愉悦水平得到维持，否则，文字会遭到视觉排斥而阻碍正常的阅读。

图画文字能够简单传达人们的思想，造型具有原始工艺性，但缺乏书写特性。7 个印地安部落联合致美国总统的书信中的文字就是图画文字，7

种动物分别代表各自的部落，连接动物的头和心脏的线表明这几个部落的思想和感情是一致的。这篇图画文字采用较简单的象形描绘，实属文

字的初级阶段。许多仍停留在氏族制阶段的现代民族——美洲印地安人，非洲、澳洲、大洋州的一些土著民族，至今还运用古老的约定符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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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伦（33 cm×60 cm）

（四）神性与人性

古人对书法本体问题的探讨主要有：

1. 书法来源于主体精神。“书者，散也”。

2. 书法来源于自然客体。“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

3. 书法来源于超自然力量，带有神话色彩。

4. 书法来源于汉字自身。

5. 书法来源于道。

但总的看法，书法是神性与人性的统一，这种统一就是书法的最高境界。

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关于艺术起源的神话，这大抵是早期人们对艺术的崇拜的结果。文明古国都传说文字是神造的，且都有文字之神，诸如钉

头字为命运之神那勃所创造，圣书字为知识之神托特所创造，希腊文为赫耳墨斯所创造，印度文为婆罗米所创造之说。汉文字出现得很早，其

生成在历史的传承中，同样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一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相传黄帝时“仓颉造书，天雨粟，

鬼夜哭，亦有感矣”。《易经·系辞》言：“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文字的起源富有一种神性特征，书法也就自然成为神性

与人性的统一位格。神性和人性合一，在古代就是“天人合一”，按李泽厚的说法，就是“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的妙合。后世书法

理论对此多有论述，汉字的创造蕴涵中国人的智慧，但亦有着一种神性色彩，“夫字以神为精魄，神若不和，则字无态度也”（唐·李世民《指

意》）。评价书法作品以神品为第一，“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南朝·齐王僧虔《笔意赞》）。书法“可以心契，

不可以言宣。观之者，似入庙见神，如窥谷无底”“妙用玄通，邻于神化”（唐·张怀瓘《书议》）。苏轼所言的“技道两进”，“技”为人为，

“道”已神化，此正合《老子》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地、天、道、自然通过“法”相通、相融。书法中的“神性”

衍生出书法的超验性与灵性，“人性”衍生出书法的社会性和伦理性，这已成为人们在书法上关注的重要内容。在书法中“神性所具有的一切，

人格也都具有”（席勒语）。这种“神性”和“人性”是书法所必需的，显得十分完满。

温柔（40 cm×70 cm）

二、书法衍生三阶段

当今许多学者视文字、城市、金属器和礼仪性建筑为文明必备的四大要素，而文字为其中最重要的要素。在古埃及、玛雅、复活节岛等地方，

古老的文字在历史的躺椅上享尽天年，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音素文字。汉字没有像其他古文字那样成为明日黄花，亦不再仅为记录语言的

实用符号，汉字书法已发展成为滋养人们心灵的艺术的极致。故中国无需出现解读古埃及铭文的法国天才青年商博良、破译楔形文字的德国人

戈罗特芬德，却涌现出了家喻户晓的“书圣”王羲之、“草圣”张旭以及颜真卿、苏轼等书法大家。

（一）原始文字的实用工艺性阶段 

与其说原始文字是一些神秘的符号，倒不如说是先民的视觉作品。当珍玩古文字、文物之断片时，我们会享受到其生动的视觉意味形式。可以

说原始文字在具有实际应用性的同时，还具有原始艺术的性质，这就是每种原始文字的工艺特性。如果否定原始文字的这种原始工艺性，那就

是一种十足的偏颇之见。

图画文字的图画已失去其作为绘画作品的意义，而成为实用性的文字，但仍不失其工艺特性。中国古文字同样有这种原始工艺性。我们并不能

认为其他古文字生来就不具有向书法艺术发展的可能性，而只有中国汉字才有书法的先天特质；实际上，所有的古文字都具有发展为各自书法

的文字基础，但只有汉字在华夏文化中具有了将古汉字的原始工艺性发展成为书法的机遇，而其他民族文化没有提供给本民族文字发展为书法

的优越的条件而已。我们可以将一些古汉字和岩画或其他古文字做一下比较，就会发现并无二致。至于美国的罗伯特·路威揶揄中国汉字没有

发展出“声音文字”，并妄测“一种模糊的使用文字的冲动也许曾经由巴比伦人传给中国人”。这不单是不公允的，而且也可以看出一些西方

人对古老的东方的无知及自身的浅薄。古文字无论是何种形式，都富有指定意义和视觉含义，但是，除汉字以外的其他文字都失去其成为书法

的机会，没有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书法。工艺性已能够使人们在书写过程中对这些古老文字的书写法则遵守的最低标准及可令视觉接受的最

低的愉悦水平得到维持，否则，文字会遭到视觉排斥而阻碍正常的阅读。

图画文字能够简单传达人们的思想，造型具有原始工艺性，但缺乏书写特性。7 个印地安部落联合致美国总统的书信中的文字就是图画文字，7

种动物分别代表各自的部落，连接动物的头和心脏的线表明这几个部落的思想和感情是一致的。这篇图画文字采用较简单的象形描绘，实属文

字的初级阶段。许多仍停留在氏族制阶段的现代民族——美洲印地安人，非洲、澳洲、大洋州的一些土著民族，至今还运用古老的约定符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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