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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羊成，著名书法家，河

北涉县人，河北省高级人民法

院原副院长、中国书画家协会

副主席、中华艺术名人堂艺术

顾问、中国人民解放军石家庄

陆军指挥学院特聘教授、石家

庄机械化步兵学院客座教授、

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研究生导

师、河北省书法家协会组织工

作委员会主任，河北省周易研

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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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说明

《中国意象榜书》自2015年10月出版以来，受到社会各界人士

的鼓励和肯定，特别是业界许多朋友提出了不少中肯的建议和意

见，都使我受到启示。本书原有的一些语言、观点、理论，存在进

一步完善、补充、修改之必要。

2017年3月29日，河北省书法家协会就《中国意象榜书》召开

专题研讨会。参会嘉宾一致认为，这部《中国意象榜书》填补了

中国书法理论宝库的一项空白。该书既是一部如何研究书法理论

的范本，又是一部学习创作意象榜书的教科书，对中国书法理论

的学术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河北电视台、《河北日报》、

人民网、凤凰网、新华网等新闻媒体，也对该研讨会的召开进行

了广泛报道，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业界知名人士从不同角

度、以不同方式、从多个方面、分多个层次分析了《中国意象榜

书》的学术价值。

为了使读者更全面的了解本书，再版时，我广泛听取了各界朋

友的意见和建议，决定摘录部分对本书具有代表性的评论文章，旨

在使读者朋友进一步了解《中国意象榜书》。让我们一起感受意象

榜书的势之所在、韵之所在、神之所在、魂之所在。

本书再版过程中，对于原版中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了完善、

修正，力争使表述更加准确，但由于我学识不足，经验不够，希望 1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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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对再版后的《中国意象榜书》进一步提出意见或建议，在此，

再一次向关心、关注、支持本书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郭羊成 

2017年11月29日于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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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羊成《中国意象榜书》苏士澍如是说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

苏士澍

《中国意象榜书》是对中国榜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该书内容

丰富，图文并茂，从《周易》文化的“意象说”、汉字起源及《说

文解字》、书法的源流嬗变入手，全面、系统、完整地阐述了中国

意象榜书理论，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深度剖析了中国意象榜

书的历史脉络，深刻分析了意象榜书与中国文脉内在统一的必然联

系。

在此基础上，作者第一次提出了中国意象榜书的概念。该书结

合传统榜书理论，列举了历代名家大量的榜书范例，并对作品所蕴

含的“意象”进行了详细解读，客观、真实、形象地揭示了中国意

象榜书的历史存在。通过古代名家作品范例，让读者切身感悟到意

象榜书的独特之美以及其与生态之美、自然之美的关系。

希望广大书法家继续坚持文艺工作者的优良传统，坚持理论联

系实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伟

大征程中铸就艺术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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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意象之大观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杂技家协会主席

边发吉

读郭羊成先生的《中国意象榜书》，开卷即感受到刚健凝重

而又浪漫细腻的文风扑面而来。该书从汉字的起源出发，系统的

论述了中国意象榜书的历史存在、美学特征、理论体系，并第一

次提出了“中国意象榜书”的概念。书中既有大量文献古籍的旁

征博引，又有独特精到、大胆新鲜的见解。逻辑缜密、层次清

晰、语言优美，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兼具理论性、思想性和实践性

指导意义的好书。

意象理论在我国历史悠久，是中国美学理论的精华。中国汉字

独特的结构、形式决定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特殊性。“字是书法艺术

的依存对象，笔之流动创造了书法艺术的万千气象，使之形成了一

门独特的世界艺术”。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经典符号，仅依靠一杆毛笔，创造出文化、思想、境界、技法独特

的造型艺术。 

掩卷沉思，不禁心有感悟。书法根植于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

上，根植于五千年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根植于神奇智慧的中华文

明，有相同相容之处。书法讲究气韵、骨劲和思想的统一，都能寥

寥数笔展现出一个更广阔深远的空间。书法的笔墨纸砚、展现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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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韵律、线条、气韵、疾涩、结构、留白和虚实相间，通过不同

的造型艺术，表现出象和境独特的艺术形式，都体现了作品里的宇

宙苍穹、自然万物之境界。正如元代书画家赵孟 在题《枯木竹石

图》中所言：“石如飞白木如籀 ，写竹还应八法通，若还有人能会

此，须知书画本来同。”该诗表明书法绘画不仅在本源上相同，在

具体的应用上也是相同的。

中国传统艺术的意境表达相同。中国的诗词、书法里，表现着

同样的意境结构，代表着中国人的宇宙意识（《美学散步》宗白

华）。无论是诗词、书法、音乐，还是舞蹈、杂技、建筑所表达的

都是创作者的性灵和感悟，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精神，体现的是中国

人的生命情调和人文精神：创新、包容、担当。在追求艺术的过程

中，坚持创新、敢于挑战、追求卓越的进取精神，始终为人们所倡

导。每一幅书法作品都写出了人格和心灵，学术和禅境，最终回归

精神家园。  

郭羊成先生的《中国意象榜书》给我们带来了思考和启发，也

引起我们的共鸣。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国书法艺术源远流长，

《中国意象榜书》使我们在追求中国传统艺术的道路上多了一份探

究和尝试，使中华文化这棵大树焕发出新的生机，更加枝繁叶茂！

艺术无国界，追求艺术永无止境，相信通过广大艺术家的努力，中

国书法艺术一定会在世界艺术之林中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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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于情，方能攻大业

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著名书法家 

姜 昆

我与郭羊成先生相识多年，尽管我们每次相处时间短暂，彼此

了解有限，但我们十分投缘。从他的言语话间，透漏出来对书法挚

爱，后细听与斟酌，发现其确实对书法及传统文化有着过人的天赋

与才情。前几天开会间隙，郭羊成先生将他撰写的《中国意象榜

书》一书送我一阅。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知道他擅长榜

书，尤爱榜书，却没想到他能将自己对榜书的理解和感悟汇集成几

十万字的理论书籍，更没有想到他对书法理论，特别是榜书理论研

究的如此之深。作为他的朋友，为他能完成《中国意象榜书》这一

著作感到欣慰，也由衷我为他感到高兴。

《中国意象榜书》用朴实而又浅显易懂的语言，总结提炼了

中国意象榜书的笔墨技法和艺术风格，深刻细致生动形象的描述

了中国意象榜书的笔墨技法和艺术风格，既能为广大书法爱好者

创作意象榜书奠定了坚实的技法根基，又能为大家学习研究《中

国意象榜书》提供理论支撑。该书采用列举的方式，对书法的笔

墨技法和艺术风格进行了可以渲染，列举了众多书法名家对笔法

的论述，例如：清代冯武论秦代李斯笔法;汉代蔡邕《笔论》、

《九势》;晋代卫夫人论《笔阵图》;王羲之《永字八法》;唐代颜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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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欧阳询论《结字三十六法》;宋代苏

轼论“大字难以紧密，小字难以宽绰”，元代李溥光《雪雁大字

书法》;明代李淳《大字结构八十四法》、费瀛《大书长语》;清

代黄自元《间架结构九十二法》;康有为《榜书第二十四》等等，

用这些生动形象的语言，展现了古人先贤关于笔墨技法的精彩论

述，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中国汉字升华到书

法艺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意象榜书》还有一个特色，就在于引用了宋代大文豪、

大诗人、大书法家苏东坡观点，认为“技道两进”是书法艺术水平

高低的重要依据。苏东坡把书法分为“技”和“道”两个层面，

“技”则是技法、技术、技艺;”道“则是书法的道理、境界、意

象。技道两者缺一不可，技是基础，道是高峰，技由道进，道由技

生，无技而难乎道，无道而难乎技。由此可见，技道应是互为依

存，互助互进，必须“技道两进”。这也是庄子“道进乎技”的重

要思想。书法说到底，无非是“用笔使墨”四个字，运笔的法则、

技法、技艺是一个书法家一生永恒的追求，是一生修炼的基本功和

艺术目标，是中国书法艺术生命之所在。《中国意象榜书》一书，

正是基于“技道两进”论，才把笔墨技法作为本书重要的内容，从

而为广大书法爱好者攀登意象榜书艺术高峰奠定了坚实的理论的理

论基础。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意象榜书》还总结分析了中国历代

书法风格和美学特征。例如，晋代书圣王羲之创立的尚韵书法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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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唐代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创立的唐代尚法书法风格；宋代

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引领的尚意书法风格等。这都大家学

习研究书法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中国意象榜书是在借鉴中国书

法发展史的基础上，对中国意象榜书的艺术风格、美术特征，进行

了科学的归纳，紧扣意象榜书特点，总结归纳了意象榜书的艺术风

格，弘扬了时代主旋律。

   多年来，郭羊成先生一直怀揣着深厚的艺术情怀，保持着高

度的创作热情，笔耕不辍，孜孜不倦。在这个物欲横流的艺术情

境，他能沉下心来创作朴实、思想鲜明、极具个性的作品，坚守艺

术，不为世俗所动，实属精神可嘉，难能可贵。特别是在书法理论

界，关于榜书的专著相对较少，而：《中国意象榜书》恰恰弥补了

这一缺憾。他从骨子里热爱书法，醉心于此，并将自己置身于传统

文化的历史长河，用自己一点一滴的心血书写着对书法艺术的专

情。相信他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在书法正在

被新生一代越来越追崇的今天，必将会有更多的榜书爱好者因他的

著作而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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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精神的原乡

     

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著名评论家

冯双白

评价一本书的价值，既要看打开书本时获得了什么，还要看是

否拓展了读者的思想空间，给了读者怎样的精神指引，合上书后会

有什么延伸性的思考。郭羊成先生所著《中国意象榜书》，应是开

合之间都能找到思想燃点的大家之作。

《中国意象榜书》一书，以“意象”一词立骨起势,统领全书,

用深邃的笔触回望五千年历史的深处，从甲骨文、金文等文字的起

源入手，解析意象榜书渐次演变的进程，提出意象榜书的美学特

征，讲授创作技法，并客观总结当代意象榜书的现状,展望这一艺术

的辽阔前景。整部书创作脉络清晰，论证过程严密，思想性和艺术

性俱佳，既填补了这一艺术领域的空白，又给人心灵的震撼、思想

的启迪和智者的教诲，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厚重的文学修养可见

一斑。其中，关于“书文同源、书画同源、书舞同势、书乐同流”

的观点，特别是书法与舞蹈的关系，我深以为然。首先是意象榜书

的笔法如舞，动态意义上的书法，是操纵毛笔在纸面上运动，通过

提按顿挫、偃仰倒伏、起承转合等等千变万化的动作，塑造出具有

视觉美感的汉字造型的方法。而舞蹈通过一系列具有鲜明节奏感和

韵律感的动作流，控制肢体塑造一系列连贯的优美的人体姿态，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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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美的感受。第二是意象榜书的风格如舞，不同的民族、不同的

时代、不同的地域，具有各具特色的舞蹈流派与风格，书法亦然，

所谓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明人尚态，还有碑派帖派、

南派北派、“欧颜柳赵”“苏黄米蔡”……但是在一定规律下的人

类肢体动作的无限可能性，却使舞蹈和书法的创作具有无穷无尽的

丰富性。

人们对知识和艺术的不懈追求，是人类对自己平凡生命做出

的最有尊严、最超拔的诠释。郭羊成先生的《中国意象榜书》

出版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得到了业界的肯定和认

可，让我不由自主地由一些文化事件来思考中华文化的价值和命

运。从《易经》的二进制思维应用于计算机诞生，火药配制引领

一系列发明发现，到中医逐渐走向世界，我们一次又一次确切

地看到，包括书法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非但没有在历史的

演进中湮没，反而在人类的创造运用中越来越魅力无限。1988年

初，世界各国7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聚会，发表的联合宣言中

称“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要从2500年前的孔子那里汲取

智慧。”其实，中国不仅有孔子、老子、墨子等百家诸子，也不

仅有曾领先于世界且门类多元的古代科技，还有包括书法在内浩

如烟海的艺术。面对中华文化的千年荣光，如何在盛世中安放我

们的“诗和远方”？无疑应如羊成先生那样，自觉从优秀传统文

化中挖掘时代内涵，回归精神的原乡，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唤

醒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文化自信，让人们欣赏到意象榜书文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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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音律之妙、意境之美的同时，也让每个人在历史时空中找到

当下的精神坐标，回到我们的精神原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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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百年新雨露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非遗中心主任

连 辑

《中国意象榜书》公开出版以来，在书法理论界引起较大反

响，特别是今年三月二十九日，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专门为此召开学

术理论研讨会，肯定了该书的学术价值。《中国意象榜书》一书的

作者是著名书法家郭羊成先生，我和他也是多年的朋友。多年来，

他笔耕不辍，致力于书法的研习及创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中国

意象榜书》一书内容涵盖之广博，研究之深入，观点之新颖，立论

之大胆，在当今书法理论研究领域开拓出一片新天地，受到业界同

仁的好评。

《中国意象榜书》属于书法理论著作范畴，但该书语言优美流

畅，笔触大胆新鲜，深入浅出，因此，在阅读的过程中，不仅没有

烦躁感，相反，引人入胜。全书以讲述的方式，为我们徐徐翻开中

国传统文化——书法的记忆。中国意象榜书以“意象”作为主线贯

穿本书，从汉字的起源娓娓道来：汉字之美，各时期书法的时代性

特点，经典书作的赏析，研究了书法与美学、绘画、音乐、舞蹈、

建筑等其它传统艺术之间的区别和联系，阐述了意象榜书观点的形

成、意象榜书的技法、中国传统文化之美学意境及当代书法审美的

辨析和发展，其中还包括像仓颉造字的传说、历代榜书流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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