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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王岳川

对中国文化之 “道”与 “艺”的思考，代不乏人，但是艺

海无边，难穷其境; 而小道易求，大道难觌，只好借助语言，也

许，“道”在 “言”中。沉迷于 “周行不殆”的道之动，确乎

感到“惟恍惟惚”。《老子》使我悟着点 “道”的精神，将其放

在中国文化的艺术精神和中国艺术的文化精神中去考察，更感到

“艺”与“道”的关系紧密。就中国文化精神而言，哲学是诗学

之魂，而诗学是哲学之灵。通过广义的文化诗学视域去看哲性诗

学精神，进而在新世纪对中国文化逐渐加以世界化，确乎是一件

有大文化意义的工作。

将艺术问题置入文化视野中加以探究，可使思路更灵活通

透。文化是“人化”与“化人”。文化价值的主要功能是表达心

灵境界和精神价值的追求，反映生命的时代本质特性和走向未来

之境的可能性。当代文化艺术的定位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审视和

选择的一种深化，在文化选择中不断提高选择主体———现代人的

文化素质。文化之根系乎人，文化目的则是为了人———人自身的

价值重建。

作为文化精神核心的艺术，是对主体生命意义的持存，对人

类自由精神的感悟，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艺术是人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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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是文化的人。中国艺术是中国文化写意达情的象征符号，是

中国文化意识的凝聚，是自由生命之 “道”的本体活动。中国

传统艺术的现代转型是中国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不仅标志

着传统中国艺术对现代人审美意识的重塑，而且也标志着现代人

的开放性使中国艺术成为走向世界和进行文化对话的当代话语。

在中国艺术的当代历史文化建构和创造性转型问题上，那种

认为只有走向西方才是唯一出路，才是走向了现代文化的观点，

早已不合时宜了。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世界各民族文化间的

“共时性”文化抉择，置换成各种文化间的 “历时性”追逐。西

方文化较其他文化先一步迈入了现代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

发展模式连同其精神生产、价值观念、艺术趣味乃至人格心灵就

成为唯一正确并值得夸耀的目标，更不意味着西方的今天就是中

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明天。历史已经证明，文明的衰落对每一种文

化都是一种永恒的威胁，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模式可以永远处于先

进地位。

中国文化和艺术逐渐世界化正在成为可能。文化是不止息的

精神生态创造过程，行进在新世纪的路途上，中西思想家和艺术

家在互相对话和互相理解中获得全景性视界，并达成这样一种共

识: 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任何一个民族再也不可能闭目塞听

而无视其他文化形态的存在; 任何一个民族再也不可能不从

“他者”的文化语境去看待和反思自身的文化精神。因为，了解

并理解他人是对自身了解和理解的一种深化。中西艺术文化和哲

学美学都只能由自由精神的拓展和生命意识的弘扬这一文化内核

层面上去反思自己的文化，发现自己并重新确证自己的文化身

份，开启自己民族精神的新维度。20 世纪一次次中外文化诗学

的论争，并没有解决或终结中国艺术的文化处境和思想定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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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而是开启了重新审视、重新阐释、重新定位的文化思想大

门。在这里，一切终极性和权威性话语都将让位于新世纪中西文

化开放性话语对话。

中国哲学精神的开放性使得中国艺术精神成为一个生命体，

一个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氛围，一个具有宇宙论、生死论、功利

观、意义论的价值整体。在中国精神与西方精神的对比中，一般

是提出“道中心主义”进行言述。事实上，中国精神的来源相

当复杂，内涵颇为多元。

中国文化可以分成三个方面，即思想文化、艺术文化、实用

文化。思想文化主要是儒道释三家。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是孔子

和孟子; 道家文化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 佛家文化主要是具

有中国特色的禅宗。除思想文化以外，还有艺术文化，主要是琴

棋书画。另外，还有实用文化，包括饮食、服装、民俗、节日等

各个方面的实用文化。这种文化形态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

特征紧密相关。

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思想文化。思想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精

神命脉，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幽妙境界，展现出中国文化的自由精

神。中国人不是像西方人那样，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的冲突中建立自己的形象和本质，相反，中国人是在人与人、人

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中把握自己的本真精神，获得自己的本

质特征。

中国文化中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分别形成中国

思想文化的三个维度。儒家强调的是 “和谐之境”，道家强调的

是“妙道之境”，佛家强调的是 “圆融之境”。因此，和谐、妙

道、圆融之境是三家的最高境界。

“和”即中和。“中和”强调中国人意识中的人与社会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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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关系，讲求消除心与物的对立，达到心物合一，知行合一，使

宇宙与生命、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具有了和谐之美。因

此，诉之仁爱中庸、不偏不倚、过犹不及的人格修养。中国文化

张扬一种和谐的精神，使人正直而不傲慢，行动而不放纵，欢乐

而不迷狂，平静而不呆板，达到一种均衡、稳定、平和、典雅

之美。

道家强调“妙”。妙是一种化境，是生命空灵之道。也就是

说，是以生命为美、以生命为善的精神升华。妙与精神的 “虚

实”紧密相关，即既重视物质又超越物质，既把握现实又超越

现实之上，与事物的独特性和普遍性相联系，因而能够实中见

虚，虚中见实，虚实结合，进而抵达玄妙之道。妙道与悟性有

关，对生命世界有所领悟才能获得真正的智慧。可以说，禅宗强

调境由心悟，只有达到生命的瞬间感悟，才能使人生产生高远的

意义，才能对空间的无限、有限加以超越，对瞬间永恒加以

把握。

佛家强调 “圆融”之境，强调生命的圆满和慈悲。圆就是

禅，生命本体与宇宙本体是圆融一体的，只有将自己的生命悟性

贯穿在日常生活之中，在待人、接物、处世中体现宽博慈爱，才

真正具有活生生的生命体验，才能把握自己的本心，直观自己生

命的内在光辉，使生命充实而有意义。

中国艺术文化主要表现在诗歌、音乐、书法、绘画等艺术门

类之中。它们构成了中国艺术精神的核心。

诗歌讲求境界，有境界则为高妙，无境界则流于低俗。境界

的高下，不仅是生命人格高下问题，也是艺术价值高下的关键。

诗人骚客那深厚绵邈的情思，通过非常贴切的语言表现出对宇宙

家园的爱心，升华出一种寻找家园的深切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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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特别重视音乐自身的魅力和人的心灵境界，强调音

乐陶冶人的性情、改变人的心灵结构的作用。《二泉映月》那飘

缈的琴音如泣如诉，将听者心灵荡涤得格外透明。中国音乐除了

主要表现的线性结构的民族性以外，还以琴心对应的方式作用于

人的精神，不管是古琴、古筝、二胡、埙、箫，都直接影响并生

成了中国人的审美心灵宇宙。

同样，中国的书法绘画对中国人的心性有极大的影响。中国

书法绘画的主要特点在于，以其极简略的笔墨、精粹的徒手线去

表现人对万物的情思，用线条的起伏、粗细、曲直、干湿、轻

柔、光润的不同变化去传达书画家的精神人格襟抱。

中国的饮食文化和民俗文化同样值得关注，它们已然成为中

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具有中庸平和、辩证宽容、知足常乐、幽

默圆熟的多元特性。一般而言，中国人往往注重强调智慧并淡化

技术精神，更重视直觉而不太重视逻辑关系。中国人往往注重朋

友日常间的信赖，只有经过长时间深切了解后才有可能成为可信

赖的同仁。因此，中国人在接人待物上又显出重现实轻理想的实

在性一面。

中国文化制约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瑕瑜互见而呈现出: 独

善其身与公共精神的淡化; 社会平等思想与特权意识并行; 自由

观念与浪漫逍遥共在; 时间观念弱而办事效率缓; 法律意识薄弱

而心灵冲突巨大。

武汉大学出版社在新世纪海内外新一波的中国文化热中，适

时推出这套“中国文化”丛书，无疑具有跨文化眼光。其中第

一辑收有五本艺术方面的专著，显示出青年学者们徜徉于中国诗

意文化中所做出的努力。这套丛书犹如一块精美的文化翡翠，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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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中国文化的纹理。沿着充满意蕴的文化心理踪迹，我们得以

走近经典并重新发现东方文化精神，在守正创新中感受新世纪大

国崛起的“正大气象”。

是为序。

2008 年 12 月 29 日于北京大学



翰墨情怀: 生命的迹化

我出生在江南名城镇江，对传统文化和古典艺术情有独钟。

在我已经走过的不长不短的生命历程里，这些文化因子已经不知

不觉地渗透到我的血液里。尤其是对于书法，我有着一种说不

清、道不明、深彻心腑的爱。那蜿蜒流动的线条，墨气氤氲的境

界，带着一种莫名的大活力和大从容，常常令我欣喜万分，欲罢

而不能。我知道，这种感受，是和我一样热爱书法的朋友们都时

常能体会到的，这也是书法之为艺术能历久而弥新的生命力所

在。古人常说的书法 “婉若银钩，漂若惊鸾”， “矫若游龙，疾

若惊蛇”，就是赞叹书法中所表现的变化无常的生命伟力，以及

中国人所钟爱的永远运动、生生不息的宇宙精神。这种力量和精

神，表现在书法里，形象一点说，就是 “笔走龙蛇”。

书法，作为中国特有的艺术，在西方艺术学的体系框架中，

是找不到它的位置的。这一点，只要翻一翻目下国内出版的艺术

学的教材和著作，即可明白。这些著作，大多不设书法一章，或

者对书法避而不谈。书法在现在艺术教育和学科设置中的尴尬处

境，显然和近百年来中国学界全面 “向西看”有关。那么，我

们究竟是要把中国文化作为西方文化的注脚，时时处处以西方的

框架和模式来套自己，并试图在西方艺术精神的屋檐下，为中国

艺术找到一席容身之地，企图以此来找回失落已久的文化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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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真正地进入到自己的文化之中，去深深地体味她、感受她，

试图去把握到自己文化传统的脉搏? 这是今天很多人文研究者正

在重新考虑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书法中似乎表现得更为

明显。

书法在中国向来自成艺术，对于中国人来说，书法可列于艺

术，是毋庸置疑的。中国人对于书法毫不陌生，千百年来，它以

活泼泼的意态安顿了中国人的翰墨情怀。不仅如此，书法还和中

国其他的艺术门类 ( 比如诗、画、印、乐、舞等) 水乳交融，

为中国人营构出一种生命的诗意，并折射出一种深沉的文化哲

思。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书法与中国艺术精神以及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书法笔断意连，形断势联，

笔简而意丰，形散神不散，以少少许胜多多许，在中国艺术中最

具有形而上的意味，它也是中国人抽象美认识的大本营。

作为中国文化的独创，书法自然与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息息

相关。甚至可以说，书法与中国人的宇宙观念有一种暗合的性

质。已有学者指出，中国的书法适合中国人宇宙的性质，中国人

的宇宙观念适合用书法来表现，书如宇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因

为，中国古人的宇宙是一个气化的宇宙，而与气的宇宙最相合

的，是线的艺术。气之流行而成物，线之流动而成字。书法的本

身契合了中国文化中宇宙的构成: 纸为白，字为黑，一阴一阳;

纸白为无，字黑为有，有无相成; 纸白为虚，字黑为实，虚实相

生。可以说，宇宙是一幅大书法，书法是一个小宇宙。

目前，我们之所以不能在书法文化的研究方面取得有识见的

进展，据我的了解，是很多人不肯进入到书法，尤其是进入到中

国文化的世界里面去，而是在外面绕圈子。也有的人，针对某一

个问题，搜集了很多周边的材料，却不肯再对基本的材料用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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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不少的文章，让人感觉只是在谈文献学，而不是在谈书法。

当然，考证是治学的一种必要的手段，在某一个文献本身有问题

时，谈谈文献学，当然是需要的。但是，如果把考证看成是最高

的或唯一的学问，而轻视理论思维，实际上便把书法本身驱逐得

很远了。考证是为研究工作准备前提条件，所以，考证的结束不

是研究工作的结束，而恰恰是研究工作的开始。如果考证结束，

整个研究工作也结束，那么，考证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而且，

并不是任何考证都有意义。清代叶燮 《考徵说》中曾批评了当

时一些学者的繁琐考证，他说: “近时笺注训诂之家，每于地之

道里、年之日月先后毫末之差，反复辩证，引证群书，众说繁

多，无所取裁，而强加臆断，此非于无用之地而用其心也哉!”

实际上，尽管清代考据很盛，但大多数学者并不把考证孤立地看

作最高或唯一的学问。姚鼐认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

废。戴震是重考据的，但也指出汉儒 “失其义理”的片面。这

些前贤的声音，我以为，是值得我们认真倾听的。

在今天的书法界，还有两种流传甚广的观点: 一种认为，书

法是小道、小技，是文人之余事，所谓 “雕虫篆刻，壮夫不为”

( 汉扬雄语) 。另一种认为，书法是 “表现各时代精神的中心艺

术和主体形象” ( 宗白华语) ，甚至是 “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

( 熊秉明语) 。我以为，这两种观点都是可以商榷的。前者显然

是受了儒家经世致用、治国平天下的观念的影响，是一种对书法

自身艺术独立性的蔑视。在儒家传统里，书法固然也是心画，也

可以表现人格的伟岸，但终究还是被视为道德教化的工具。这样

来认识书法，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后者又似乎过于拔高了书法的

地位，有矫枉过正的过失。

书法是艺术，也是文化。我这本小书，将书法中所体现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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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作了梳理，又对和书法有若干联系的姊妹艺

术，以及另外一些非常具有中国味道的独特文化载体作了比较，

这可能给人一种误解，好像书法无所不包，果真成了中国文化的

“核心”了。我的理解是，书法的精神气质和中国文化的很多方

面，有着这样那样的关联，这是事实，但是这并不是说，书法就

是中心或核心。实际上，中国文化是一个整体，不同文化载体在

思维方式、精神特征甚至表达方式上有很多相似，是很正常的事

情。书法，也是这个活生生的文化网络中的一个纽结、一个网

格。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国，一沙一须弥，一叶一如来，一滴

水可以映射太阳，一双眼可以涵摄世界。书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了解中国文化的角度，或者说是一副眼镜，使我们可以从中看到

中国文化精神特征的很多方面，可以感受到真正的中国味，仅此

而已。

不过，目下的书坛，我觉得，要么是受展览比赛的功利驱

动，使得书法的练习日益沦为技巧的卖弄和精巧的制作，各种渲

染做旧，使得书法果真成为商业时代的 “小技”了; 要么是高

谈玄远的文化理想，总让人觉得文化与书法是两张皮，练字与读

书扯不到一块，也就更不要奢谈书法与人生境界的种种关联了。

隔靴搔痒，自然就挠不到痒处，文化便只是花哨的装点而已。在

实用性日益丧失的今天，要想不沦为美丽的古董，而显现出其文

化上的光辉，那么，书法这条艺术的河流，就必须要汇入文化的

大海，以获得不绝的生命活力。河流因为沟通了大海，便获得了

深厚的滋养和生命的源泉; 大海因为河流的灌注，更增添了丰富

的来源和新鲜的活力。而它们在本质的内在精神上，本来就是可

以沟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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