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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兼修，临池成家
——评谢金龙书法作品

半 阳

谢金龙，广东人，毕业于中山大学

中文系，书法艺术家，建筑工程师，深

圳市龙华文学艺术创作协会副会长，

曾于同济大学、北京大学进修。2015

年 1 月被国家级文化类核心期刊《文

化月刊》聘为特约书法家；2017年 5月

被录入文化部文化艺术人才中心艺术

人才库。

谢金龙少年时期开始痴迷书法，

多年来笔耕不辍、潜心修炼，将书法与

易学、音律及宗教文化等融合一起，勇

于创新，自成一体，取得显著成绩。其

书法作品被众多机构、商会、企事业单

位及海内外收藏家收藏。其中包括美

国前总统克林顿首席谈判顾问罗杰·
道森和著名投资家吉姆·罗杰斯。

2017 年 5 月，谢金龙作为艺术家

代表应邀参加由苏里南常驻联合国代

表团发起，世界发展基金会主办，波特

集团策划和承办的在美国纽约联合国

总部举办的全球新经济峰会，并获得

全球新经济文化艺术特别贡献奖。在

峰会举办期间，谢金龙受邀为到会外

国领导人和联合国官员赠送书法作

品，受到好评。

谢金龙的书法作品曾多次被《中

国文化报》《文化月刊》《北京文学》《中

国铁路文艺》《中国散文家》以及人民

网、新华网、光明网和中国新闻网等媒

体宣传报道。

《周易》是我国一部古老而严谨的哲学典籍，素有

“众经之首”和“大道之源”之誉，对中国古代的哲学思

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谢金龙多

年前就开始研究《周易》，是一位将中国传统哲学思辨融

汇于书法创作的书法家。

从思想史与观念史的角度来说，艺术创作本身可被

理解为一种阐释精神观念的方式和语言。这种语言的

基本元素并未局限于文字本身与视觉风格，一切可用于

表现人类内心的形式意味均可被利用。书法艺术是最

为朴素的艺术表现方式之一。同绘画相较，其基本构成

更加简单，是单纯的点与线的艺术。同样，所谓“五色杂

而成黼黻”，多彩的形式向来是绘画表现的重要语言。

但对于书法而言，其并未杂糅诸多斑斓的色彩，转而以

纯粹的、朴素的黑白之变，成就了自身的起于形而立于

意的独到面貌。既然万物之生灭在于阴阳，而阴和阳又

是彼此依凭，生而轮转的，那么对于书法而言，如何利用

墨的黑、纸的白建构出符合书法规矩的艺术作品来，便

转而成为了一个真正并且基础的哲学问题。

这黑与白，在《易》说之中自可被视为至阴与至阳两

个端点，亦即“乾”与“坤”。乾坤之两立，是亦天地之所

生，两极之相生相益彼此构结铸就了世间万物与万物之

理。刘熙载的《艺概》中说：“书要兼备阴阳二气。大凡

沉着屈郁，阴也；奇拔豪达，阳也。”又云：“画有阴阳。如

横则上面为阳，下面为阴；竖则左面为阳，右面为阴。惟

毫齐者能阴阳兼到，否则独阳而已。”书法亦是由黑白的

此消彼长确立了不同的浓淡、粗细、结体、章法乃至风格

面貌，使得笔墨之间自有天地，惨舒之后，自称方圆，这

便是谢金龙书法创作的哲学原点与精神基石。

在其所书“学无止境”一作中，诸字的结体、章法与

墨法，避免了追求一味的飞白表现与整齐统一的重墨风

格。从艺术的角度看，这自然是其破法与创新的重要体

现，表明了其艺术审美旨趣的不落凡俗。从阴阳方面来

说则刚好体现了书法同阴阳交互、守白执黑的审美理念

的结合。古往今来，一件好的书法作品的用墨同样要体

现阴阳之间彼此消长的辩证关系。

同样地，对于其创作的“积德”“清泉”等作品，就单

字而言，“积”字的左右结构同“德”字的左右结构在视觉

上是重复的，在笔画上是相近的。如何运用阴阳思想对

其进行艺术化、和谐化处理便显得颇为关键。谢金龙将

此二字的结体进行了拉长与集形处理，使得同为左右结

构的两字在被上下布局的情况下，连带紧密，疏密有致，

呈现了别样情趣。但对于“清泉”二字而言，“清”字的左

右结构同“泉”字的上下结构之间的搭配便同“积德”二

字相差悬殊。“泉”字的上半部为阳，下半部为阴，这种阴

阳搭配则要服从于其对二字之间的空间、线条以及字形

结体的整体把控上。又如在“墨缘千里远，书道万年长”

一作中，同前两作不同的是其体量更大，而且要处理的

阴阳关系更加丰富。一方面，谢金龙明确了传统草书的

基本原则与技法。另一方面，谢金龙又不仅仅满足于完

成单纯的模仿，也不满足于几个基本步骤的日渐娴熟。

更何况，如果书法创作的某一个具象形式在一幅作品中

被肆无忌惮地滥用，只是一味追求每个字的上半部而忽

视了下半部的布局与大小，这样写出来的字未免丧失了

字本身整体结构性的美感。书法之妙，堪称美学之灵

魂，讲究内揠与外拓，最高层面则是追求意境、神韵。敛

心为阴，展笔为阳。一幅好的书法必须是神、气、骨、肉、

血，五者阕一。它是将天地事物与人之所感应的真、善、

美合为一体的最直接表现。

倘若将乾坤之说视为引申意义上的天地之理，此理

惟人参之得成性灵，那么，自然要通过自身的心与意来

贯通其道。故而，书法艺术是文字的艺术，更是人心的

表达。这亦使得书法艺术可被升华为一种体悟人心、参

悟世道的方法。《书》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一，允执厥中。”谢金龙尝自言，自己习书并非出自哪一

门派，所书字法亦未拘于哪一风格。无法的结果才能变

成妙法。而“允执厥中”则刚好同儒家文化中的“中庸”

思想紧密结合。谢金龙将这些理念融进自己的作品之

中。例如“精气神”“山河”等作品，我们能够看到虽然盘

曲诡谲的造型与书写意识，用谢金龙自己的话来说：“运

笔中阴为内阳为外；收为阴，放为阳；刚为阳柔为阴、藏

为阴露为阳、方为阳圆为阴。如何在一幅字、在一篇作

品中运用自己的人生感悟将这些相克相生的矛盾双方

融合起来，变成虚实结合、阴阳变幻、蕴涵神韵的作品，

这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也是一个生命升华的过程。”当

然，哲学意义上大都“中庸”观，在书写过程中则可表现

为笔笔中锋，藏而不露。这些均是谢金龙书法作品中辨

识度最高的部分。

《易经》云：“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

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

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以此昭明天下

之理，而成其通变。如此便以《易经》之言，赞祝谢先生，

愿其在融汇《周易》与书法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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