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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

意

心

画

中国自六朝以来，艺术的理想境界都是“澄

怀观道”，在拈花微笑里领悟色相中微妙至深的

禅境。……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

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

原。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义后体认到自己

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境界与艺术境

界。静穆的关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

也是构成“禅”的心灵状态。

———宗白华

禅宗强调感性即超越、瞬刻可永恒，因之更

着重就在这个动的现象世界中去领悟、去达到

那永恒不动的静的本体，从而飞跃地进入佛我

同一、物己双忘、宇宙与心灵融合一体的那异常

奇妙、美丽、愉快、神秘的精神境界。这也就是所

谓“禅意”。

———李泽厚

言不能达其心，书不能达其言，难矣哉。……
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
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

———杨 雄

我惟以此论书，故对于杨雄所说的“书，心

自古至今，在中国灿烂的文化长河中，我们的前哲对“禅意”、

“心画”、“篆刻”都有精辟的论述，谨抄录几则，作为本书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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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

刻

画也”一语，认为最足以表示书法之精义。此处之“画”字，
也可作“描绘”解，则书法即是心理的描绘，也即是以线条
表示心理状态的一种心理测验法。故醉时之书，眉飞色舞；
喜时之书，光风霁月；怒时之书，剑拔弩张；悲时之书，神沮
气丧；以及年壮年老，男性女性，病时平时，皆可觇其梗概。

———陆维钊

“书，心画也”一语所以千古不易，就在于用最简明的语言
道出书法的本体性质。……正是这一最单纯、质朴的词语，与
“诗言志”，“乐本情性”，“修仪操以显志”等达到深层一致，各
自在同中有异。

让“心画”传统进入书法家的精神家园！古人经典论述
既然已揭示深层本质，就不应当视为“时过境迁”。温故知
新，重在理解它的本来意义，在回归中复兴，发扬。

———沈 鹏

“篆刻”是以篆体为主流的书法与雕刻密切
相结合的一门艺术。

《书法知识千题》

印之佳者有三品：神、妙、能。轻重有法中之
法，屈伸得神外之神，笔未到而意到，形未存而神
存，印之神品也。婉转得情趣，稀密无拘束，增减
合六文，挪让有依顾，不加雕琢，印之妙品也。长
短大小，中规矩方圆之制，繁简去存，无懒散局促
之失，清雅平正，印之能品也。

———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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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酒陈年透瓶香（代序）

何 咏

来到固原是我今生之幸，认识西海固作家们是我今

生之骄傲。西海固的人啊，有情有义，忠厚在外大秀于

内，眼晴里永远闪着暖人的光；西海固的作家们啊，不骄

不狂，背起包包下乡体验生活，就像小河流入海洋；写了

文章去京城领奖，正如小鸟飞到树上，归来后就像没事

儿一样，继续写啊写，再完成下一篇文章。

尹文博先生是地道的西海固人，现在担任固原市文

联主席。老尹文章未曾见获过奖，但他的书法和诗词却

为我们这朵鲜花增添了一道亮光。我见过他的三本书，

但就这三本也足以反映出他的才华、他的为人、他的深

刻之思想。第一本是书法集子，只觉得精美漂亮，才知道

书法作品也能如是收藏和欣赏（以前只知道书法是挂在

墙上的）。至于作品的优劣我不会评价，因为我确实不懂

书法。尽管不懂，也能觉得美。只觉得他把字写成了一条

绿色的河，弯弯曲曲勾引我想起了远方的故乡；他能把

字写成一张硬弓，箭在弦上随时飞鸣；他把字写成了一

条老根，根扎在丹霞石缝中！

他的第二本书《琼斋集》我看懂了。我看见了书中的

“情”、书中的“孝”、书中的“道”。郭文斌、李方、孙明君等

作家的评论文章，字字滴爱，篇篇透情。若不是文博有

情，何以获得高朋之爱？一张与老妻相依、一张给母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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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的照片，看得我泪挂两腮！能不忘妻之爱母之爱的人，

你就放心地去爱他，因为他绝对是个有情人！

“梦里风声袭村庄，忽闻慈父唤儿窗，不整衣冠开门

去，风雪霏霏一身凉。”这是文博怀念父亲的诗！夜雪、柴

门、小窗，风声、呼声、应声，开门去、一身凉，这一切透出

的是苍茫无际的思念和绵绵悠悠的遗憾！老尹这首诗之

所以能感人之深，是他用孝心爱心之箭，射中了你我共

有的孝心爱心之门，搅动了我们大多数人“日子好了，父

母没了”的伤痛！

细数全书，收录了袁伯诚先生六篇专为老尹书法而

写的长文！袁先生师承李长之、启功大师，毕业于北京师

范大学，寻常你面临教诲都是高攀，可给他的学生写诗

作文时，竟是如此情深义重！读袁先生之文令人魂灵震

动，看人家师生之情使我由衷眼红。试想天下桃李有几

人能得园丁如此深恩？这是仁孝在先，获爱于后，是文博

人品周正的反映！

老树、老院、老井，旧照片、旧书画、故乡人，这些物

品的收录，看似平淡，其实是《琼斋集》的根本。正像一坛

陈年老酒，透着醇香耐人品评。正是这些东西，才显出了

一种底蕴和厚重。

他的第三本书就是这本《禅意心画》。这是一本集诗

词、书法、金石篆刻为一体的高雅之作。全书所选百一首

透脱禅意充满哲理启迪人心的古今大家之佳句妙语；精

选百一方名家高古玄璇引人遐想之篆印；手书百一幅倾

心着意构思精巧如诗似画的书法新作，明显是说百者圆

满，一者始也！从“儿时欢乐”入笔，到“日行归根”收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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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从“世间非梦”大觉轮回，周而复始起笔，这无不显现

着文博先生用心之良苦，活人之通透清亮。我读毕佳作

之后扪书游思，果然看见了一瞬一时一天一年年的路：

春天花开了，秋天叶落了，小时候在家不知老屋破旧，也

不管天高地厚，只觉得蝉鸣鸟唱是歌，河水捉鱼是戏。然

而回首往事，不知从何年何时开始，又不知何人何事作

祟，搞得几十年怕挨打、怕挨整、怕考不上学、怕丢人、怕

评不上职称、怕……一个“怕”字呀，把娘老子给的一架

骨硬身强的躯体，怕成了一堆臭泥般的废物！该聪明时

不敢聪明装聋作哑，结果真的聋了；该冲锋时没听见号

声双腿僵硬，美其名曰三思而后行！悲哀啊，怨谁呢？回

头一看，原来天是真蓝色，云白悠悠在高空；花开叶落寻

常事，世人一怕累一生！读了文博先生的这本《禅意心

画》，我似乎也“悟”了：“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

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突然觉得半生

总想以自己的想法做成一两件事而终因这呀那呀没做

成反而不是一件坏事。当然，我说这话并不是说一生无

所追求，任天地翻覆而无动于衷。而是说莫为闲事所累，

不能“无事生非”，别活得心太累！

从我所看到的文博先生的三本书法集子中，我真真

切切地看见了一个家族、一方土地、一种人品、一种活法

的积淀和形成。南国霉湿，却孕了四季艳艳的花朵，于是

也就生出了吴侬软语和与之相称的美女和才子。美女浣

纱采桑沐浴才会更美，才子看月赏花游山玩水才有文

思！北方干旱，便生了一山一川的硬草，当然也就风畅无

阻地生出了像风一样的语言和风一样的马，像风一样的



安塞鼓队像风一样的“长调”和“花儿”以及西域弯刀陇

西武士来。如是说自然是调侃，但也得三分歪理。

文博先生祖上是否出过武将尚待考证，但三代文人

这一说是肯定的。他家在西吉那一块土地上潜移默化地

传播着一种文气，有意无意地感化着一伙乡亲，这是实

实在在的。我觉得这就是道啊，从无中形成，从形成中运

行，在无声中聚气凝神，在无言里养育后人，物使人心发

生变化，变化又使儿女奋进！就看见的这三本作品，本本

都把大师们的佳作聚拢而来，其意也在与人同享真经实

韵而共同感悟人生。我觉得，小说散文一读便过，可文博

先生的这类作品，它就像大戏中的佳音唱段，听了再听

韵味更新！实可谓：万物之灵皆有根，根在大山丛林中。

祖上传播书香气，福荫后辈会做人，家有清泉引出来，满

川得绿郁葱葱！

辛卯仲秋于原州琴韵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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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近日读书不多，心有不安，夜来多梦，偶尔逮住两则，

不妨一叙。

一梦，从大雪山返回故乡，与一友结伴而行，途中忽

然发觉身处飘移高空的铁盒之中，心生疑窦。对友说，为

何漂在空中？友笑而不答。不久铁盒落在一处，与友走出

铁盒，见丛林深处盛开朵朵雪莲花，采来吃，觉腹中满足；

友吃，急忙吐出。对我说，为何在雪山上能吃，现在你能

吃，我却不能吃？我笑而不答。

另一梦，回到家中，见父亲与友鸣先生坐于书房里聊

天，语甚欢。见我来，友鸣先生笑说，我们有一种“钓书”的

读书方法。我感到好奇，只见友鸣先生心念微动，一册书

从空中飞到眼前，徐徐展页。父亲点头微笑说，想读就读。

两梦作何解？真是颠倒梦想，不求甚解。一日，凝视书

桌前 墙壁，忽而花开富贵，忽而万马齐喑，忽而醉石

竹影，忽而电闪雷鸣……忽而闻到饭熟，眼前仍旧 墙

壁。心想，未若吃饭来得实在。吃饭时收到文博先生短信：

写序。箸掉于地，弯身拾起。啊，未若吃饭来得实在。

是为序。

辛卯入伏日写于北京朝内豆瓣胡同

法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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