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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坛传真

书 法

书法审美“共鸣”的前置条件
嵇绍玉

以撒信手

书家通过文字形体，融汇自己心境

和情趣而创构出意象，这种意象如蜗牛

触觉一般投射给万千赏析者。如果赏

析者感同身受其形其情其理其趣，便形

成书家与赏析者审美“共鸣”。晋颜之

推评萧子云楷书“朝野翕然，以为楷式，

画虎不成，多所伤败”，“微鸣”也；唐李

世民评王献之行书“观其字势疏瘦，如

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

饿隶”，“异鸣”也；唐李白评怀素草书

“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

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

“共鸣”也。“共鸣”本质，就是书家与赏

析者审美意味基本一致甚或契合无间，

以致赏析者认为书家作品正是自己早

就追寻而一直没有拥有的心路风景。

书家与赏析者必须拥有共同的审

美传统与道德规范。民族审美传统在

“共鸣”形成中有着“压舱石”作用。民

族衍繁、地理气候、文化风俗、生活习性

相互作用，既形成民族之间差异性徽

号，又形成本民族相对稳定一以贯之的

独有基因。书法艺术揭示、倾诉、宣泄

民族审美传统，最易被众多赏析群体接

受与容纳，从而形成共鸣。汉张芝变革

章草，脱去其波磔隶意，将字字独立形

迹发展为偏旁相互假借、笔画连绵便捷

的草书。此时朝廷危如累卵，行将颠

覆，儒家士族从维护道统出发，张扬“尚

用”“尚美”的艺术主张，很难与草书形

成共鸣，书家赵壹在《非草书》中说：“而

今之学草书者，不思其简易之旨，直以

为杜崔之法，龟龙所见也。其摱扶拄

挃，诘屈龙乙，不可失也。”这正是道德

规范在抑制着共鸣的形成。至魏晋后，

道德规范重新建立，因草书焕发书家神

情之万千变化，极尽天地事物之百变异

态，立即得到众多书家抚掌共鸣。

书家与赏析者必须拥有大致的心

灵舒缓和超越过程。世道发展，和平与

战争、祥瑞与灾难、善良与凶恶、快乐与

苦恼相伴相随，都给书家心灵打上深深

烙印。有的因春风得意而心旷神怡，有

的因时乖命舛而心灰意冷，这种心灵变

化都会在书法上有所崭露。一定程度

上，从冲突、抗争、苦痛与死亡中涅槃之

作品，更能激起赏析者共鸣，因为这类

作品有着书家更深邃的生命追求，更深

层社会、人生意义思考，更接近审美之

“率真”境界。宋苏东坡在入世担当上

是个失败者，屡遭晦暗，终其一生未能

展示与实现其政治抱负，但他勇于超

越，于困顿中省悟出书法“书初无意于

佳乃佳尔”的审美况味，他认为创作是

自发的、自由的、不听使唤的，既不能强

迫其雄浑，也不能命令其妩媚，只有在

无意识下，舔墨挥毫才能“穷变态于毫

端，合情调于纸上”，至情至性才能得到

最真实的流淌。黄庭坚与苏东坡有着

相似的人生阅历与心灵幻变，两人不仅

是政治同党、艺术同盟，也是心灵契合

的挚友，所以苏东坡强调作书顺其天

道，反对矫揉造作，装腔作势，自然引起

黄庭坚强烈共鸣，在《山谷题跋》中他评

说苏东坡“东坡简札，字形湿润，无一点

俗气，胸中有书数千卷，则书不病韵”。

书家与赏析者必须拥有接近的艺

术体验和心理感悟。书论上常讲“纵横

可象”“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计白

当黑”“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

等，都属于艺术体验与感悟的审美范

畴。没有这种体验和感悟，就难以获取

深层审美认知，也就难以取得审美的实

质共鸣。以“势”为例，“势”作为书法创

作“力”“气”的运动状态，既是运动结果

也是运动过程，在书法审美中举足轻

重。汉蔡邕提出“九势”之说后，引起魏

晋书家普遍共鸣，几近云集而响应，成公

绥《隶书体》、索靖《草书势》、卫恒《字

势》、王羲之《用笔赋》、萧衍《草书状》等

都据此铺张渲染、浓墨重彩将“势”抬高

到前所未有的地位。究其原因，随着人

性张扬，人格品藻介入艺术，魏晋书家已

充分体验到，书法不单要以字形体为基

础，更要在骨势、意势、气势等神态上付

出艰巨努力，而“势”成为形体与精神互

为表里的最好概括。而与之相反，宋朝

因缺少魏晋书家这种字形与神情的双重

体验与感悟，而更多集中在以“禅宗”来

慰藉心灵，禅宗的“真指人心”“见性成

佛”“平常心是道”诱发了“逸”审美范畴

的形成，同时理学转旺，强调关键在于自

己，自觉地以圣贤为榜样，以道德的实践

来完善自身之德行。这就决定“势”在宋

代不会得到广泛的回应与共鸣。

书家与赏析者必须拥有相似的创

作特点和风格追求。书家创作不仅仅

是将自己的情态转换成字形字貌，而

且要通过风格和特点这个媒介，带着

自己的意蕴、技巧和个性去影响、感

化、诱导赏析者，以期获得认同和肯

定。当然，赏析者共鸣也并不一定对

原有作品照本宣科、原汁原味加以感

怀与兴会，共鸣本身属于书法作品意

象第二次创造，二次创作就会出现变

异或级差，但相似的创作特点与风格，

会使共鸣的衰减程度明显减少。作为

皇家御用、清廷官用、殿试专用的馆阁

体书法，精丽秀媚、工整娟秀的风格和

平正均匀、应规入矩的特点，并不被书

法艺术所看好，清洪亮吉、周星莲、包

世臣、康有为等颇多非议，大加攻伐，

但在同一风格相似的圈子中自然会引

起共鸣，张照、汪由敦、刘墉、王文治等

就极力仿效，推崇备至，本来馆阁体貌

似整饬而毫无变化，光目呆板而毫无

神采，他们却有意无意间放大夸张审

美效果，不仅认为馆阁体点画素净、静

雅内敛、雄浑坚实、骨力洞达、轻盈飘

逸、婉转流畅，更进一步溯源馆阁体形

成受益于史上楷书家欧阳询、虞世南、

褚邃唐、柳公权等名家，这也说明，相

似的书法特点与风格在干预着共鸣的

客观与公正。

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有“书者，如也，如其学，

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中国古代艺术

与精神思想关系密切。孔子又有“志于道，据于德，依

于仁，游于艺”，可以说为后世勾勒了由艺入道的全息

图景。书法与古琴作为传统艺道不可缺少的部分，历

来深受文人的青睐。

早期的书法美学思想并没有成为独立的一门学

科，大量内容散落在哲学、文学和艺术理论等著作中，

我们今天在谈及书法问题时往往过于形而上地关注

字本身，导致视野越发狭窄。孔子有云“君子无故不

撤琴瑟”，同样，作为古代士人修身养性、遣兴抒怀的

“必备”，书法与古琴相益其趣。为了更深刻地体验书

法之美，不妨从古琴的演奏技巧、审美评价、艺术追求

等方面吸收借鉴，颐养性情。

琴书合一

古琴作为历史上诸多一流书家的兴趣爱好，同书

法一并成为文人雅士的精神寄托。回顾漫长的书法

史，琴书合一的书家可谓不胜枚举。

东汉书法家蔡邕以擅长篆隶书“独步古今”并以

首创飞白书得名于世，同时蔡邕也具有很高的音乐修

养。他不仅编写了解说琴曲标题的著作《琴操》，而且

还将他的女儿蔡文姬培养成为一位颇受世人关注的

琴家。中国古代四大名琴之一的焦尾琴系蔡邕所创

制，在《后汉书·蔡邕传》中有着这样的记载：“吴人有

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请而裁为

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故时人名曰焦尾琴焉。”

东晋“二王”书法风流盖代，王献之更是以风流恣

肆的人格和书法为世人称道，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

中许多小故事，使我们对王献之有了更加全面生动的

了解。其中有这样的一条记载：王献之早亡，五哥王

子猷前来奔丧，取来献之生前心爱的琴坐在灵床上，

本想弹奏一曲祭奠同胞兄弟，谁知琴音调了很久都不

准，王子猷在悲痛之中不禁发出了“子敬子敬，人琴俱

亡”的感叹。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从侧面了解到当时书

家对古琴的情感。

在讲求风雅的宋代，上至皇帝，下至普通文人，古

琴更是成为许多书家的雅好，并普遍融入到日常生活

中。著名的唐琴“九霄环佩”的琴底就留有苏轼“霭霭

春风细，琅琅环佩音。垂帘新燕语，苍海老龙吟。”和

黄庭坚“泠然希太古”“诗梦斋珍藏”的题记。北宋多

才多艺的皇帝宋徽宗以瘦金体于书史留名，更是有闻

名于世的《听琴图》作为他琴书合一的证据。

元朝著名的书法家赵孟頫博学多才，能诗善文，

懂经济、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在

古琴方面著有《琴原》《乐原》。元代隐士书家倪瓒亦

好古琴，为当时“文人琴”的代表。《录鬼簿续编》尤称

倪瓒“善操琴，精音律”。此外，倪云林还藏琴颇丰。

据《何氏语林》所载：“倪云林所居，有清閟阁，中有书

数千卷，皆手自校，古鼎彝名琴陈列左右，松桂兰竹之

属敷舒缭绕……遇会心处，鼓琴自娱，望之者识其为

世外人也。”其好琴可见一斑。

意中律动

“琴之妙趣，半在吟猱。”弹奏古琴时常用“吟”与

“猱”这两种技巧来控制余韵，以韵补声，使琴韵美妙

而富有变化。吟猱后，指下继续以骨节微微起伏，血

脉动荡，是外观不觉的意中律动。这类同书法用笔幽

微难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笔下之意。

行草书中节奏的音乐性（韵）自不必说，在书写过

程中全身放松、最自然的状态下，手指、手腕、手臂联

动，灵活运动而不会有启功先生所诟病的“回腕法”。

同样，古琴的演奏要求“弹欲断弦、按欲入木”，但“用

力不觉”，这使得琴曲与传统书画呈现出的最终效果

异曲同工：看上去儒雅、简静、柔和，实则内里蕴含着

强大的爆发力。

如其人也

书如其人，琴之最高境界，也是人的境界。人之最

高修养，实则是心的修养。心的修养，落之于具体的思

想和艺道脉络，离不开一个“和”字，和是中国哲学思想

的具体呈现，是宇宙和人世间万事万物的核心。《礼记·
乐记》中有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

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古琴又有弦与指和、

指与音和、音与意和之说。徐青山的《溪山琴况》中有

“其所首重者，和也”，清代书论家刘熙载又讲“书者，如

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可

以说艺是道的具象化的细微载体。

古琴作为载道之器，同样也是文人士大夫个体化

的雅器，它能够完美地把操琴者的心胸与情怀，通过

琴音表达出来。同一首古琴曲，不同的人、时间与心

境，弹琴者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对琴曲进行再创作，或

悠然自在，或慷慨激昂，又或悲愤欲绝。而书法创作

同样充斥着“和”这一理念，无论是王献之手札的风流

恣肆、颜真卿碑刻的宽博浑厚，还是八大山人朱耷题

画的超逸禅趣，都是书如其人的典型。

专注于一艺一文，往深处发展，

寒暑无间，通常认为是书斋生活最基

本的条件。古代一些书法家以此辛

劳为后世楷模，树为典范。历来苦

学、苦思、苦吟、苦熬都在不少文人身

上体现，由于如此持守而有建树。可

是从另一方面看，作为一个有生机的

人，在少年、青年变动不居的情性里，

如此这般，生之乐趣也消失了。

在《周作人日记》里，我们除了看

到读书于书斋，还有不少野外行旅

的记录。这些户外的活动和正襟危

坐读书有所不同，更充满一些天趣、

稚趣。譬如清明时节随大人上坟，

接 触 到 了 野 外“ 鸟 语 花 香 ，山 环 水

绕，枫叶凌霜，杉枝带雨”，是何等的

灵动鲜活。他对自然界植物充满了

喜爱，它们不同的造型、色调、气味、

韵致，都化解了书斋枯坐的沉闷。甚

至，折几枝回来插，嗅到居室草木馨

香。周作人除了进行英文和作文的

规范学习，许多时间也花在闲书的阅

读上，如《酒余闲志》《南方草木状》

《野叟曝言》《抓鬼录》《禽经》等书，都

一本本看过。这些闲书阅罢，有用没

有用是后来的事了，主要是有趣味，

比阅读四书五经更让人神怡情畅，是

更为生活化市井味的，是与更大的生

活场景连结在一起的——人文景观、

节候物候、俗世礼数、乡野风土、行

旅吟咏、家族情谊，比书斋更为感性

与丰富。后来周作人的文学道路也

印证了一个作家是离不开早年这些

书斋外经历的，它们无声地潜伏在

一个人的内心，在往后的日子显现

出来。

文艺单打一可以见出专注，可是

往往偏于单调。事实是，再专精的

追求也会涉及许多其他学科边界，

和其他的一些边界相交接，若枝丫

相 错 ，叶 片 碰 触 ，是 难 以 划 割 干 净

的。古代文士的学习生活并不局限

于一艺一文，而是多有延伸，这些延

伸的领域，使他们融会贯通，不仅广

而且深，最终在几个领域都有所建

树。如宋代的几位文人，书法界视

其为书法家，画界视其为画家，文学

界视其为文学家，其收名也远，传之

也远。如果细究，古代文人涉猎领

域都比较广泛，艺文兼备浩浩荡荡，

千年过尽犹祀其像。这就是一个人

的丰富性。丰富性不是关在书斋形

成的，多半是走出书斋，见陌生人，

到陌生地，听陌生言说，是比读四书

五经多一点新鲜，或者荒唐，涉人间

百味从此而生。时下有不少论说古

文人交游的文字，一个文人走出书

斋到了更广大的空间，他的生活丰

富了，眼界开阔了。交游似乎与正

经学业无关，是浪费时日，实则使人

成为一个有血肉情调的人。

所 谓 交 游 就 是 书 斋 生 活 的 补

充。行于道途需时日，与人交集需

时日，相对于错杂，无一定之规而多

趣味。宋人苏辙十九岁前居家读百

氏之书，感慨“皆古人之陈迹”。于

是外出游历天下，观嵩山华山之高，

顾黄河奔流，又入京师观宫阙城池，

与欧阳修门人贤士大夫游，自此受

益。文士相聚未必酸腐地掉书袋，

感 慨 发 奇 声 ，纵 横 得 意 新 ，何 拘 一

格。有一则关于夜航船的故事：夜

间行于水上不免落寞，于是各色人

等聚于一处言说所历所见，于是遐

迩诡谲之事，疑真疑幻之说，纷纭而

起，幽渺离奇使人魂动心惊，觉天下

之大无所不有，于是长了识见。如

果一个人处于民间，街谈巷议何可

不采，道听途说也存风雅，文士不可

忽略。想想蒲松龄笔下题材的来源

也是新奇得很：“才非干宝，雅爱搜

神 ；情 类 黄 州 ，喜 人 谈 鬼 。 闻 则 命

笔，遂以成篇。”民间是一个题材的

宝库，取之无竭。前提是，一个文士

乐意把书斋大门打开，走出来才是。

一个人在书斋里研读，不知夜半

已至，确为用功之旨。但人不止这么

一种积学方式，而有一些与此相远的

方式，也可以在日后成为一个文士的

资源。周作人的日记中记有不少野

外春游的记录，或乘舟或步行，从笔

调上看很开心，比书斋阅读更为快

意，在这春风骀荡春意盎然的时光

里，一个人的内心，如何能不起涟漪，

于日后咀嚼回味。亲身去过百草园

的人都不会满足，甚至失望，但它却

是周氏兄弟少儿时的乐园，人至老大

也不能忘怀，因为书斋外的活动更感

性、鲜活，就像孩童捧着课本念着“春

天来了，草又绿了”，不如放下，出去

感受一番。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本报讯 （驻内蒙古记者阿

勒得尔图）7 月 25 日，由内蒙古乌

兰察布市政协主办的“世界榜书

名家作品展”在乌兰察布市集宁

新 区 美 术 馆 开 幕 ，全 国 政 协 常

委、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

书赠《墨缘》以示祝贺。

参展的120幅作品内涵丰富，

风格多样，各见异趣，有较高的艺

术水准。同时，书法家们或用传

统的笔意，或用创新的激情，倾心

书写了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的挚

爱，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祝愿。

据乌兰察布市政协主席云

淮介绍，此次展览将连续到 8 月

上 旬 。 展 览 期 间 ，还 将 举 行 专

场笔会，来自比利时等 7 个国家

和 上 海 、浙 江 、甘 肃 、河 北 等 20

多 个 省 区 市 的 100 多 名 书 法 家

将各展所长，亲密交流，探讨切

磋。书法家们还将共同创作一

幅华夏儿女祝福祖国母亲国祚

永昌的榜书百米长卷。

据悉，乌兰察布榜书创作中

心成立以来，建成 11 个榜书创作

基地，培养 120 多名榜书创作人

才，并开展了世界榜书大展赛、

榜书名家作品展、榜书碑林建设

等系列活动，为乌兰察布在传承

文化、讴歌时代、地区宣传、对外

交流、厚植友谊等方面发挥了积

极作用。

乌兰察布举办世界榜书名家作品展

本报讯 8月 2日，由中共杭

州市委宣传部主办、杭州国画院

承办的“歌唱祖国”书法篆刻展

在 浙 江 杭 州 国 画 院 美 术 馆 开

幕。展期至 8月 18日。

在 文 学 领 域 ，词 是 配 合 音

乐 的 一 种 文 学 ，原 名 叫“ 曲 子

词 ”，素 来 有“倚 声 填 词 ”之 说 。

本 次 展 览 选 定 的 书 法 篆 刻 内

容 ，是 建 国 以 来 广 为 流 传 、歌

颂 祖 国 的 经 典 歌 曲 ，取 其 歌

词 ，这 种 记 录 韵 律 、节 奏 、抒 情

性 的 音 乐 文 学 和 词 有 异 曲 同

工之妙。歌词既是音乐又是文

学 ，书 法 是 中 国 文 化 独 特 的 表

现艺术，被称为无言的诗、无声

的乐，用无声来表达有声，把有

声 的 歌 曲 凝 固 在 书 法 艺 术 中 ，

有创意有新意又体现了鲜明的

时代特征。

此次展览共展出书法作品

70 件，篆刻 70 件，为建国 70 周年

献礼。浙江书法篆刻家用书法

篆刻的形式，讴歌时代发展、体

现时代风貌，充满正能量。展览

是对建国以来浙江书法篆刻全

方位的审视、梳理和回顾，反映

了当下浙江书法篆刻的整体水

准和创作高度。

展 览 期 间 ，承 办 方 选 用 歌

唱祖国的歌曲作为展厅背景音

乐，相信充满正气的旋律、高品

质的书法篆刻作品会带给观众

一 种 沉 浸 式 的 观 展 体 验 ，激 发

爱国情感。

（周洋）

“歌唱祖国”书法篆刻展在杭州开幕

义勇军进行曲（书法） 220×698厘米 金鉴才

本报讯 7 月 30 日，由东南

大 学 中 国 书 法 研 究 院 、南 京 书

画 院 、江 苏 言 恭 达 文 化 基 金 会

主 办 的 南 京 艺 术 基 金 项 目“ 第

三届当代中青年书法精英研究

展 ”在 江 苏 省 南 京 市 金 陵 美 术

馆开幕。

此次展览共展出了于明诠、

马亚、仇高驰、王义军、王丹、王

伟林、王学岭等 59 位我国当代中

青年书法家的作品。在开幕式

上，嘉宾与艺术家代表们回顾了

三届当代中青年书法精英研究

展发起的初衷、发展、做出的研

究成果与贡献；以当代书法现状

为背景，阐述了此次展览的重要

性与学术意义，为当代书法创作

与理论研究提供一个平台，促进

当代中青年书法家的交流与互

鉴，为中国当代书法艺术的发展

贡献一份力量。

当日，第三届当代中青年书

法精英研究展研讨会在南京书画

院会议室举行。研讨会中，参展

作者结合展览作品，阐述近年来

的创作思考与学术理念；回顾三

届当代中青年书法精英研究展历

程；探讨当代书法现状。研讨会

从多角度提供了他们自我创作理

念的演变，以此记录了当代中青

年书法的艺术活动态势、探索路

径与学术思想。

当代中青年书法精英研究

展 自 2011 年 起 至 今 ，已 历 时 三

届，从最初的 31 位扩大到本次的

59 位。研究展不但展示了当代

中青年书法精英创作发展脉络，

也记录了他们相关学术思考的

演变。这不仅能够为研究者提

供研究当代书法发展的重要依

据，更为当代书法史留下翔实可

靠的当代资料，是富有社会担当

与使命感的当代书家们共同努

力的成果。

据悉，展览截至8月6日。

（李百灵）

第三届当代中青年书法精英研究展在南京开幕

菜根谭语（书法）

137×69厘米 洪应明琴以养书 杨惠荃

隐形之功
朱以撒

故宫博物院藏唐代古琴“九霄环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