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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中国书法是一门古老而独特的艺术，也是世界艺术园地里的一枝奇葩。
数千年来，无数知名与不知名的书法艺术家创造的这一艺术珍宝，是中华民族
优秀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学习中国书法艺
术，对于认识、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史、文字史，继承和发扬这一独有的优秀传
统文化，有着重大的意义。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时期，它对于我们美育教育和精
神文明建设，对于中小学生和大学生在实际工作和其他学科的学习，有着现实
的重大作用。弘扬中国书法艺术，使它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更重大的影响，是我
们这一代人应负起的历史重任。

第一节 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书法

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和表现对象，以笔( 软笔、硬笔) 、墨( 墨水) 、纸为表
现工具的一种抽象的线条造型艺术。它体现的是客体万物形象的对立和统一
这一基本规律，反映的是主体人的精神、气质、学识、文化修养，因此又是高扬
主体精神的艺术。

书法这一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是由于中国方块型汉字产生的。海内外
的炎黄子孙，每个人都要使用汉字，作为表现汉字的书法，既有很大的实用价
值，又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一幅优秀书法作品，能够吸引成千上万的观赏者，
他们会像欣赏优秀的绘画、音乐、戏剧、电影、电视剧一样，得到各种美的享受。

中国书法是一门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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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字的特点是书法产生的根源

书法是汉字书写的艺术，它与汉字的特点有着密切联系。
任何门类的艺术的创造都离不开借以表现的特定的物质手段。根据这一

点，可以进行一种艺术分类，例如，建筑和雕塑离不开形体( 当然也需要借助
于线条、色彩) ，可说是形体的艺术; 绘画离不开色彩和线条，可说是色彩、线
条的艺术; 音乐离不开声音，可说是声音的艺术;文学离不开语言，可说是语言
艺术。书法虽然和中国画一样，离不开线条的表现，但它和中国画的不同在
于:后者是通过线条来描绘物象的，前者则是通过线条来书写文字的，或者说，
是借助于带有绘画质素的线条美来进行文字书写的。从这一点上说，书法是
文字( 汉字) 书写的艺术，文字所赖以构成的线条，是进行书法艺术创造的特
定的物质手段或艺术媒介。

书法始终是与汉字联系在一起的。书法当然是一种造型艺术，是以汉民
族的伟大创造———汉字作为造型基础的。汉字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种自源
文字，即从它起源至今，始终循着自身与汉语的紧密关系发展下来，而未受其
他文字体系的影响。由于它至今还是一种以表意为主的文字，所以具备了众
多跟语言中意义相联系的形体结构。这种种形体结构不但包含着一定的历史
文化信息，而且是一个个具体而丰富的审美空间。与世界上其他民族语言的
文字不同，汉字的形体构造不是只有几十个，而是有几千个，如果将历史上曾
经有过的字形都算上，甚至有几万个。这些不同构造的汉字或繁或简，各以错
落参差、曲折交叉的线条构成疏密相间、进退有序的布局。这样，自然就为书
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造型的基础、创作的源泉。

汉字线条的运行与书写的顺序，又将书法的创作空间与创作时间联系了
起来。汉字自“隶变”之后，不但字形全面摆脱了象形因素，进一步符号化，而
且笔画的方向、笔顺更趋有序性，也就是书写的时间流程更为明确。书法也就
以主要关注空间美而逐渐趋向于写意性，书写的过程成了一种抒情的方式。
而书写的结果可以使欣赏者不但感受到空间美，也可以感受到一种与时间流
程有关的节奏美和情绪变化。有人称书法为“凝固的音乐”，是不无道理的。

毛笔和宣纸在完成中国书法成为一门国粹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书法艺术与毛笔这种独特的书写工具有密切联系。我国早在殷商时

代就用毛笔写字了。《尚书》、《诗经》中有用笔的记载。最初的笔墨，制作很
简单，兽毛一束，蘸上松烟调成的墨汁，便可在陶器、甲骨、竹简上写出字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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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兽毛制成的笔柔软而富有弹性，笔毫又有吸水作用，可以摄住墨汁，不使它
任意旁溢。“笔软则奇怪生焉”，毛笔是使书法艺术具有巨大魅力的重要因
素。书法艺术创作主体所要表达的情感心态与审美积淀之内容，全凭一根根
的墨线在纸上运行。晋唐以后毛笔越制越好，柔软富有弹性之外，又加上尖、
齐、圆、健多种性能，它与带有粘性而不腻滞的墨汁合在一起，能在纸上写出肥
瘦、粗细、方圆、疾涩、藏露、浓淡、枯湿等等种种形质、力度、速度、节奏的字。
其轻重疾徐，抑扬顿挫，可以千变万化。而这种具有丰富表现力的线条，惟有
中国的毛笔才能够胜任，惟有跟毛笔有关的笔法技巧才能呈现。这种独特的
工具和独特的表现技巧，是其他造型艺术所不具备的。如果汉字的书写工具
一直是同西方人那样用的是硬笔，或者像甲骨文那样使用刀刻，那就绝对形成
不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如此丰富多彩的书法艺术。

中国最早的纸是在汉代出现的。纸的发明，打破了长期只在竹简、木简、
丝帛上书写的局限，给书法的笔法、字法、章法带来了新的面貌，特别是唐代发
展起来的宣纸，更给书法者开辟了大展才艺的手段。宣纸吸水性强，墨着于
纸，最能表现出浓淡、干湿、疾涩的对比，从而强化了书法的力量感、虚实感、节
奏感和生命感。

从事书法艺术并不需要太复杂的工具。一支毛笔、一方砚台、一锭乌墨，
加上一张白纸就行了。在众多的艺术门类中，书法可算是简便易行、最引人入
胜的一种了。

二、书法的实用性与审美性

在人类早期历史上，由于口头语言受到时空上的局限，不能满足人类记事
和交流思想的需要，于是，作为书面语言的文字便应运而生。文字的载体一般
都是长长短短的线条，线条的构成千变万化，形成具有不同含义的字和词，若
干字和词又集合成为句子，以表达一个完整的思想。文字起源于传言记事上
的实际需要，文字首先讲实用功能，世界各国一概如此。

中国书法的载体是中国文字———汉字。书法艺术是汉字的书写艺术，这
也就决定了书法的实用性。最初的文字是为了实用，甲骨文记载占卜、祭祀，
金文记载功绩、文献，此后的篆、隶、楷、行、草各体，或是摩崖刻石记事，或是抄
录经卷诗文，或是记载典章制度，或是题写对联匾额，无不体现着书法的实用
性。

事实上，今天已被视为书法珍品的许多古代书家墨迹，原来也不过是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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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交际、记述的手迹。宋代文学家、政治家欧阳修在为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
的法帖所作的跋中有这样一段话: “所谓法帖者，率皆吊哀、候病、叙暌离、通
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
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灿然在目，使骤见惊绝，徐而视之，其意态
愈无穷尽，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而想见其为人也。”

我们应该看到，书法是一种与实用联系十分紧密的艺术。可以说，各种艺
术都同人们的生活、劳动实践有一定的源流关系，比如音乐起源于劳动号子，
而雕塑现在还常常作为建筑物的一个部分。但像书法那样，能跟人们的日常
书写关系如此紧密的艺术，却是独一无二的。事实上，一般人对“书法”二字
是从两个层面上去理解的。第一个层面，是将书法说成是“书写的方法、法
则”，其指向为实用。凡在实际书写中能达到清楚、美观、快捷者即属好的方
法。第二个层面，将书法理解为一种艺术门类，不但具有艺术的共性，即将一
定的思想情感、审美意识诉诸一定的形式，而且具有自己的个性，即有自己独
特的表达语汇、技法规定，其指向为审美。但是两个层面之间的界限往往是不
能断然划分的。从书法本身的发展来看，历史上流传至今日被视为艺术珍品
的，在当时大都是从实用目的出发而写成的文字作品。不管是过去还是今天，
有功力有素养之人的日常书写之作，也常常被人们视为书法艺术，用以欣赏。
因此，实用性与审美性在许多作品中是同时具备的，只是各自比重有所不同。

当然，文字书写和书法艺术之间还是有界限和区别的。前者着重于实用
的需要，后者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不过在实用和审美之间也不是截然对立、
判若鸿沟的。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艺术的美总是由实用逐渐过渡和发展而
来的。

下面谈谈书法艺术的审美功能。
人们在长期使用过程中，文字不断地被美化，就逐渐生发出审美功能。各

种文字不仅讲求写得端正易于辨认，还追求美观、醒目、品类繁多，如英文、法
文、德文、俄文有印刷和手写两种字体。后来又兴起美术字，那是在文字的线
条、结构上变出更多的花样，使它们具有图案意味和装饰意味，但仍能辨认其
含义，如今天用在商标、广告上的十分花哨的美术字。

但是，同样以线条为载体的中国汉字，却在一般的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之
外，更进一层登上了高级审美艺术的殿堂，成为一门独特的高尚艺术。早在汉
末、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升华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品种，并逐渐同实用分离。
实用字———主要是为了表达文字的含义，虽然有些人在写字时也常注意到美

4



化，但美化在他们那里不占主要地位。而书法艺术作品则不同，譬如一副对
联，其创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艺术欣赏，文字内容的含义已退列次要或从属
的地位。

魏晋以来书法艺术日益兴盛，从此书法就自觉地成为美化生活、抒情达志
的一门冠冕艺术。

这在世界上是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中国特有( 加上文字源自于中国的
几个近邻国家) ，大众热爱，历久不衰，具有丰富的艺术内涵和形式，能够体现
民族文化精神和审美心灵。它与我国传统的绘画、诗词、音乐、戏剧等文艺门
类放在一起，毫不逊色。

中图书法之所以成就为一门独特的高级艺术，从客体方面来说，决定的因
素在于汉字的特殊形体。我们祖先在创造象形文字时，就已把生活、形象、审
美诸因素熔铸其中了。汉字是方块字，每个字都占有一个方形的空间，这特别
表现在印刷字中，字各一方，不大不小，整齐划一。但是这整齐划一的方寸之
地中，却有并不整齐划一的因素存在，这就形成了千姿百态，它们有简有繁，有
长有扁，有正有斜，其各部分之间有分有连，有向有背，有堆有积。汉字的基本
笔画虽然很少，以楷书论，有点、横、竖、钩、撇、捺、提等种，但是这些笔画却能
拼出千万种不同的文字图形，因为它们有众多的排列组合方式: 上下左右，重
并连接、交叉穿插。于是，一万个汉字就有一万种排列组合方式，各有自身的
独特形貌。书法艺术独特的形式美，还体现在汉字书写时，笔的刚柔舒敛、墨
的浓淡枯润、点画的粗细曲直、结体的方圆窄阔和章法的疏密开合等之中。正
是由于书法艺术独特的形式美，使得书法艺术审美性无须依赖作品文字内容
而存在。例如，我们欣赏怀素《自叙帖》等狂草杰作，往往在辨识文字内容之
前，就被那飞动的线条、磅礴的气势所吸引了。

请看张固《幽闲鼓吹》中的一段妙文:
张长史释褐为苏州常熟尉。上后旬日，有老父过状，判去。不数日复至，

乃怒而责曰:“敢以闲事屡扰公门?”老父曰: “某实非论事，但观少公笔迹奇
妙，贵为箧笥之珍耳。”长史异之，诘请其何得爱书，答曰: “先父爱书，兼有著
述。”长史取视之，曰:“信天下工书者也。”自是备得笔法之妙，冠于一时。

这位“老父”为什么胆敢冒“屡扰公门”之大不韪呢? 原来醉翁之意不在
酒。他既不是真要这位张大人给断案论事，也不是有意要无理取闹，而是为了
要再一次得到“判决书”上的几个“笔迹奇妙”的字，“贵为箧笥之珍”。片纸
只字，竟有如此巨大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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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张旭又为什么能名冠一时呢? 他的书法在当时就被人们视为珍贵
品，但他还是虚心向“工书者”求教，勤勉好学、锲而不舍，终于成为一代名家。
《幽闲鼓吹》中的这段记载是对于创造艺术美的劳动的赞颂。它不但生动地
写出了欣赏者、收藏者对于美的“不计手段”的追求，而且生动地写出了一位
大书家是如何地学无止境，如何对更高的美孜孜以求。

今天，传世的张旭的作品已成为异常珍贵的文物，试看他所书《古诗四
帖》( 图 1． 1 ) ，从上面钤盖的鉴 ( 收) 藏印章看，历来就被称为“秘玩”、“真
赏”、“神品”，这就不仅仅是“贵为箧笥之珍”了。再看他这一作品，确实笔力
雄放，龙蛇生动，雷不暇及，电不及飞，表现出生动流转的美。对于他的艺术创
造，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写道: “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
其身而名后世。”这是对张旭笔下的艺术美的高度评价。

图 1． 1 张旭《古诗四帖》

中国书法艺术，虽然年代久远，历尽沧桑，却总以不同的风貌反映出时代
的精神，表现出永葆艺术青春的强大生命力。且不说“晋人爱韵，唐人尚法，
宋人尚意，元、明尚态”的评论，早为书坛所公认，只要浏览一下历代书迹，你
会从流美妍媚、风流潇洒的晋代书法中，隐约看到士大夫阶层清简雅逸、闲适
虚旷的身影;你会从法度严谨、气魄雄伟的唐代书法中，感受到封建鼎盛时期
国力富强的气派和勇于开拓的精神; 而宋代纵横跌宕、沉着痛快的书风，正是
在“国家多难而文运不衰”的局面下，文人墨客不满现实的个性抒发;元、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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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中国封建社会停滞不前，江河日下，反映在书法上则是崇古摹古，平庸无
奇;至于明末书坛“反流俗”的狂飙，以及清代后期崇尚碑版金石之风的兴起，
正如地层下奔突的岩浆，黑夜中闪掣的电光火石，折射出一个社会巨大变动的
征兆。追寻三千年书法发展的轨迹，我们清晰地看到它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同
步，强烈地反映出每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中国的书法艺术在世界艺术史上是一朵奇葩。除中国和受中国影响的日
本等国以外，其他国家都没有这门艺术。汉字最初为象形字，古代的埃及、苏
美尔等国也曾使用过象形字，也曾有过书写艺术，但至少从公元一世纪以后已
为拼音文字所取代。相比之下，西方拼音文字却没有汉字这样多的形体变化。
虽然那些拼音字母有二三十个，比汉字的基本笔画多得多，但它们的字母本身
线条十分单调，几乎只有直线和弧线以及少量的“点”，就显不出多种多样的
形貌来。无论书写者怎样力求其美，也不能弥补文字本身缺少艺术潜力这种
先天不足。西方的各种拼音文字虽也讲究书写的美化，但主要是以规整美为
主，有很强的工艺性。正像一位西方学者所说:“( 它们) 从来没有形成一门独
立的艺术，依然停留在一种不受重视的艺术形式的‘等级’上，只用来抄抄写
写，主要用来服务于社会纯实用的需要。”

三、无比深厚而广阔的中国书法基础

中国书法是我们民族永远值得自豪的艺术瑰宝。它具有世界上任何艺术
都无与伦比的深厚的群众基础和高级艺术的特征。

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今社会，文字无所不在，几乎人人可识，人人可写。而
中国文字又具有独特的致美构造和书写方式，于是，与文字共生便构成一大契
机，使中国书法从很早开始便成就为一门最为普及的艺术，一门最引人入胜的
艺术。自汉、魏以来，书法艺术已逐步在群众中普及。唐、宋以后，爱好书法更
是蔚然成风。大自各名山胜境的摩崖石刻，殿堂祠庙的匾额碑铭，小至斋馆堂
室的楹联挂幅，随处都可看到不同书体、不同风格的书迹，毫不夸张地说，神州
大地便是一个书法艺术的海洋。商店开张，总要请当地书法家写一块招牌，普
通老百姓过春节，总要贴上几幅对联表示喜庆，可见书法艺术已渗透到社会生
活的每一个角落。更何况还有朝鲜、日本、东南亚等地，凡是在汉字有影响的
地方，都有喜爱书道的风气。由此可见，中国书法确实具有无比深厚而广阔的
社会基础。

由于书法艺术植根于广大群众的沃土之中，因此它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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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花竞艳，异彩纷呈，传世作品极其丰富。如果你有幸参观西安碑林，你会惊
叹这“碑林”的命名何等贴切! 那上千块碑碣矗立于天地之间，俨然一座书法
的森林，欣赏者徜徉其间，含英咀华，漫评细赏，获得丰富的美的享受。如果你
有机会寻谒龙门石窟，那三千六百品摩崖题记和刊经石制，鬼斧神工，恢宏奇
丽，气象磅礴，意态万千，令人目不暇接。像这一类展示书法艺术的群体，几乎
遍及于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以其辉煌的艺术造诣光照寰宇。还有浩如烟海的
历代名家墨迹，或珍藏于故宫，或展览于各地博物馆，或为海内外收藏家收藏，
往往一件作品便是一座艺术的丰碑，即使片纸只字，都为世人所贵重。

书法艺术与生活紧密相连，受到人们普遍的喜爱。它登堂入室，成为客厅
里的重要陈设，那中堂、条幅虽则寥寥数字、数十字，却能使你欣赏多年，百看
不厌。书斋里挂着的书法座右铭，则能表明你的心志，砥砺你奋力前进。春节
到了，城乡居民门上换了新对联。那些笔墨佳作既寄托房屋主人祈求新的一
年国泰民安、全家幸福的美好祝愿，也显示他们的求美爱美之心。

仲夏之夜，人们爱拿一把折扇，说不定那上面有名手金生玉润的墨迹。打
开扇面，细细欣赏、扇动之时，清风拂面，诗情加上凉意，什么电风扇也代替不
了它实用加艺术的双重功能。

在城市里，街头的书法字点缀街景，吸引顾客。许多大商店的牌匾用料讲
究，制作精巧，字体繁多，蔚为壮观。

节日假日，你游览公园名胜，徜徉于山石林木、亭台楼阁之间，在醒目之处
可以见到精致的漆匾、挂幅、石刻，上面刻写着与周围景物协调的书法作品。
那是书家们得山水的陶冶启示而神思飞扬所开放出的翰墨之花，使山水增色，
使你游兴更浓。

第二节 书法与其他学科和艺术的广泛联系

书法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它具有其他艺术所不能代替的地位，但这绝不是
说它与其他艺术毫无关联。它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广泛地同不少学科和艺
术样式建立和保持了较为密切的联系。中国书法之所以有今日云蒸霞蔚、万
紫千红的气象，光是书法本身是难以成就的。它从各种姊妹艺术中汲取了营
养，获得了启示，以丰富自己的表达手段和审美情趣。当然，书法也影响着各
种姊妹艺术，甚至从书法中派生出了某些学科和艺术样式。所以，研究中国书
法，是研究整个中国文化史重要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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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法与书学

在书法艺术繁荣发达的基础上，产生了研究书法的专门学问———书学。
书法是属于艺术实践的范畴，书学( 包括心理、技法、美学和书体、批评、文字、
史论等) 是属于指导书法实践的理论范畴，它来自于书法实践反过来又对书
法艺术的健康发展起积极的指导作用。二者的关系是相互渗透、相互联系的。

从中国传统的书学理论看，书学大致有六类:
1．书法与学书法的心得体会
如索靖的《草书势》、卫铄的《笔阵图》、王羲之的《笔势论十二章》、颜真

卿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米芾的《海岳名言》、黄庭坚的《论书》等。
2．书体研究
如卫恒的《四体书势》、欧阳询的《三十六法》等。
3．对书法家和法书( 优秀的书法作品称“法书”) 的品评
如袁昂的《古今书评》、庾肩吾的《书品》、李世民的《王羲之传论》、包世

臣的《艺舟双楫·国朝书品》等。
4．书法史论
综合书体研究和书家、作品研究。如张怀瓘的《书断》、米芾的《书史》等。
5．技法理论
如孙过庭的《书谱》、刘熙载的《艺概·书概》等。
6．杂著
如笪重光《书筏》等。
书学的兴衰和书法的兴衰有很大关系，如唐宋两代书学昌盛，元明书法中

衰，书学的起落也大抵如是。但也有不平衡性，如清代的书学成就大大越过书
法成就。

书学与书法是关系最为密切的一门学科，中国传统书学中有大量的精辟
见解，但总的来说是散漫、不成体系、特别是关于行书的理论。因此，建立现代
书学理论体系，特别是行书的理论体系，是我们面临的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

二、书法与文字学

既然书法的表现对象是汉字，所以它同文字学就有着天然的联系。传统
文字学又称“小学”，它的研究范围有文字起源、书体演变、“六书”———汉字构
造等。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我国第一部文字学专著《说文解字》里，论述了当

9



时所能看到的各种书体及其用途，这实际上孕育了书学研究的胚胎。还有，掌
握汉字构造、书体演变源流、正字等文字学基础知识，对于学习书法，也是完全
必要的。日常生活和我们的学习生活实践都已体验到了书法与汉字的联系。
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认识、使用汉字，又怎能实现汉字书写艺术化呢?

三、书法与金石学

金石学是搜集和研究古代青铜器铭文和石刻文字的学问，它打开了通向
古代书法艺术的大门，为后人提供了篆、隶、楷各种书体的优秀范本。金石学
开始兴盛于宋代，当时有薛尚功编著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著
录历代青铜器铭文及少量玉石文字。此类著作便具有金石学和书法的双重意
义。清代乾隆嘉庆以后，金石考据之风再度兴起，除了搜集青铜器铭文以外，
如《寰宇访碑录》、《金石粹编》等著作中，还搜集了大量的隶书、楷书碑刻资
料，这是珍贵的古代书法遗产。以此为背景，清代崛起了“碑学”。它提倡学
习古代刻石的书法，来挽救受法帖影响而委靡积弱的书风。由此我们可见金
石学对于书法的意义。

四、书法与篆刻

篆刻是用篆书( 现代也用其他书体) 刻印的艺术，它至少在战国时期就已
诞生。篆刻印章的画面，可以说是一幅篆书作品，仍然属线条造型艺术。所不
同的是，它不是用毛笔书写的线条，而是用刀刻出的线条。而要刻印，就要有
印稿，这一印稿就是创造一幅篆书或其他书体的作品，它要求创作者同创作书
法一样，能熟练地运用线条、结字、章法的高度技巧。篆刻刻在石上，书法写在
纸上，这是篆刻与书法作品的不同。所以，篆刻是把篆书或其他书体的书法艺
术和刻石技巧技能结合起来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广义上的书法艺术，是包括
篆刻在内的。

从用途上看，每一幅书法作品，都要用上篆刻印章，这是书法作品不可缺
少的，二者结合相得益彰，使整个画面活起来，从而收到更加良好的艺术效果。

所以，在书法的姐妹艺术中篆刻与书法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五、书画同源

书法与绘画是亲缘最近的姊妹艺术。它们使用的物质手段大体相同: 一
样的毛笔、一样的宣纸、一样的砚台。只是一个纯粹用黑墨，一个会用各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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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罢了。因此，中国传统的绘画理论中早就有“书画同源”、“书与画一耳”的
观点。

书画所以同源，这是因为:
1．最古老的汉字中多半是象形字，就是以线条摹拟世间人物的外形特征、

摹拟自然现象的
汉字来源于象形，而一个象形的汉字往往就是一幅图案。所以，从反映现

实的方式来看，书法与绘画在历史上都曾经是既再现客体( 即外界事物) 也表
现主体( 即作者自身感情) 的“一肩双挑”的艺术。这样，以汉字为表现对象的
书法和以自然客体为表现对象的绘画，就有着天然的联系了，只不过后来汉字
发展了，象形字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了，而且象形字的形象越变与实物的形象
距离越来越大，因而书法比绘画具有更大的抽象性，如写个“山”字，毕竟不是
画一座山。

2．书画在用笔用墨上也有许多相同、相通的地方
明代大画家唐寅说: “工画如楷书，写意如草圣，不过执笔转腕灵妙耳。

世之善书者，多善画，由其转腕用笔之不滞也。”明代陈继儒说:“画者，六书象
形之一。故古人金石、钟鼎、篆隶，往往如画。而画家写水、写兰、写竹、写梅、
写葡萄，多兼书法。”清代书法家周星莲也说:“字画本自同工，字贵写，画亦贵
写。以书法透入于画，而画无不妙;以画法参入于书，而书无不神。故曰:善书
者必善画，善画者亦必善书。”

绘画，讲究的是与实物相像，在国画中，即使是写意画，也要求与实物有某
种程度的相似，书法的特质却不在这里。书法艺术不要求像绘画那样与实物
“形似”，这样就从表现客体这一层束缚中解脱出来，以表现主体即自身感情
为重点。于是，书法作者可以更多地从笔法、笔力、结构、布白、气势、神韵、意
境方面下工夫，更多地从那些足以抒发自己感情、又能拨动别人心弦方面下工
夫。书法点画线条的抽象之象，比绘画所再现的事物具体之象，具有更大的模
糊性和多义性，造成了意味上的无穷，这意味上的无穷可以任凭欣赏者去领
会，去解释。在某种意义上说，书法更能为欣赏者提供广阔的想象空间，这样
就得以更简洁、更直接、更明显地集中美的精华，更能体现出书法作者的审美
心灵和驾驭美的能力。

3．中国书法和绘画的审美观念，都讲究“气韵”，也就是把追求意境的美
放在形体表现之上

书法要有神、气、骨、肉、血，五者缺一不成其为佳作，它是把韵、意、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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