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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书法：深入浅出

文化周刊：您的新书 《非知不可的书法
欣赏概念》 以问答的方式系统解读了书法艺
术中的 50 个重要概念。有些问题是基础知
识，如“书法有几种固定体式”“有哪些执笔
法”，有些问题则深入到了学理层面，如“如
何理解书法的气象”“为什么书法家强调以学
养书”，还有些问题较富现实的针对性，如

“艺术书写和非艺术书写界限在哪里”等。请
问您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为什么要选择
这样的体例？

郑晓华：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华文明的
多样性，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应尽责任和历
史使命。书法是中华艺术的瑰宝，在世界艺术
大家庭中，以其独特的语言、载体、工具、材
料、观念、标准等，构筑起了东方艺术神秘而
内涵丰富的视觉文化世界，在中国艺术中具有
独特性和代表性。作为中国艺术的典型代表，
书法视觉之美超越语言、超越国界。要推进中
国书法国际传播，必须从普及开始，这就是我
写这本书的动机。采用问答形式，条理更清
晰，更有针对性，更贴近读者，获得更好的传
播效果。

文化周刊：什么是书法？中国书法的基本
要素是什么？为什么书法能成为同音乐、美
术、舞蹈等艺术门类并列的艺术？

郑晓华：书法是通过具有特殊笔墨情韵的
汉字形象的创造，表达艺术家思想、情感和审
美理想的艺术。它以汉字为载体，汉字都是有
字义的，因此所有书法作品，都是思想性（字
义内容）和艺术性（笔墨形式）的高度统一。
纯技术的书法，如碑帖选临局部，文字各不相
属，这种书法也有，不过多限于专业内部交
流。就社会广泛认知而言，优秀的书法作品，
应该是深刻的思想内容+有意味的笔墨形式。
书法的基本要素是：点线（笔画）、造型（结
体）、布白（章法）、墨韵（墨色），这四个要
素是书法艺术的基本构成。因为书法的载体是
汉字，汉字的基本部件来源于象形图形，图形
的基础语言是点线，点线本身经过人的书写介
入，不同程度都留有人的“生命运动”的意
蕴。部件互相组合，形成新的图形，等于有

“生命感”的点线，在作“万花筒式”的无穷
组合变化。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美来源于生产
活动，生产活动使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人在
生产对象那里看到了自己的存在，本质得到了
肯定，因此它被赋予美感。书法同音乐、舞
蹈、绘画、雕塑一样，虽然语言形式不同，但
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唐代孙过庭
在《书谱》中说“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

“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驰神睢涣，方思
藻绘之文”，说的就是书法和诗歌、音乐、绘
画一样，都是情感表现艺术。

文化周刊：孙过庭曾提出书法可以“达其
情性，形其哀乐”的命题，应如何理解？您认
为书法艺术是如何达到这样的一个审美层次
的？

郑晓华：“达其情性，形其哀乐”，在中国
书法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揭示了书法艺术的“纯
艺术”性质。书法不仅仅是“生活记录”，还
可以“达其情性”——展示人内在精神世界，
同时“形其哀乐”——传达生活中的心理变化
态势喜怒哀乐。按中国传统认知，一个人有什
么样的精神境界，必然从形貌气象、语言谈
吐、举手投足中流露。书法是“视觉传达”，
书写的形态、气质，来源于作者的深层心理、
秉性，在直觉、潜意识中运行流露，演绎为现
实形态的视觉图形。因此书法用“图形”说
话，就不可能离开书写者的内在根性，换言

之，书法“达其情性”，是必然的。“形其哀乐”
是说书法的笔墨虽然抽象，但它也是有面积、有

“重量”（视觉厚度）、有节律、有情调的。它的
语言要素在书写运动中组合，构成千变万化的运
动旋律，和人的“喜怒哀乐”有情感运动的“形
式同构”。根据视觉心理“完形”原理，同构的
东西，人在接触瞬间，心理反应时会自觉将之视
为一体。因此人们在书写或者在欣赏的时候，从
书法跌宕起伏的点线中，可以感受到书写者传递
出的强大情感“信号”，由此唤起自己的感情响
应。书法的点线、笔墨承载“情感”的抽象部
分，具体情感部分由文字的字义承载，两者合
力，共同作用于人的视觉乃至于思维，完成“形
其哀乐”的视觉传达。

认识书法：继承传统

文化周刊：书法艺术审美同中国传统哲学紧
密相连，如“筋骨血肉”“气象”“无法而法，乃
为至法”等概念都是从传统哲学中延伸出来的，
您可否就此作一些阐释？

郑晓华：中国书法和传统哲学的关系密切。
从东西方哲学和艺术美学角度来阐述书法和中
国哲学的特殊密切关系，可以看到，西方哲学
注重严密的逻辑关系，中国哲学则重视受用与
人生实践；西方哲学家的努力在于构建庞大而
严密的思想系统，中国哲学家则关心心身性命
之学。秉承传统哲学精神，中国书法既是实用
的，又是艺术的；既是世俗的，又是理想的；
既是具象的，又是抽象的。书法为人们从思辨
世界回到世俗的日用生活世界，实现中国哲学
的最高目标提供了一个实践平台。中国书法美
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是在中国哲学的哺乳下得
以实现的，不可能没有母胎母乳的印记。比如

“筋骨血肉”“气象”“无法而法，乃为至法”等
概念、命题，处处渗透中国哲学的精神气息。
计白当黑、疏可走马、密不透风、刚柔相济、
高下相倾、强弱、开合、擒纵，“反者道之
动”，传统书学从养“至大至刚”的“浩然之
气”，到具体的“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
篇之准”，充满了哲学思辨和辩证法，这可能就
是中国书法艺术能把普通的生活写字转化为一
门高深纯艺术的底蕴所在吧。

文化周刊：我们都常说一句话，叫作“字如
其人”，书法可以“变化气质，陶冶性情”，道理
何在？

郑晓华：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人书合一”理
论，有其特定规范，不能无限扩大。如果把道德
评判、善恶判断和书法关联，那就会陷入悖论，
无法自圆其说。清代刘熙载在 《书概》 中说，

“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
曰：如其人而已”，比较审慎。书法“如其
学”——从书法可以看出学问如何。书写者学过
什么，懂得哪些艺术规律，阅读过哪些经典，分
别可以从文本的思想性和笔墨的艺术性两个层面
解读出来。“如其才”——是有灵性、有想象力
还是很刻板，看字是照猫画虎还是摄魂夺魄，化
人为我，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也是可以感到
的。“如其志”——有什么想法，笔墨也会清晰
展示。包括审美品位。因此刘熙载说“总之曰：
如其人而已”没有问题，他接着说“变化气质，
陶冶性情”，因为有不俗的内储，必然有不俗的
外溢，所以书写者要从改变内储入手。“笔性墨
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
书之首务也”。书写者修炼自己的性情，要从源
头上改变自己，从而实现书法格调的提高。学书
法，要向历史上的贤人学习，把先贤的技术变成
自己的技术，把先贤的人格精神变成自己的人格
精神。艺术反作用于心灵，提升了自我的境界，
就是所谓的“陶冶”吧。

传承书法：创新发展

记者：书法是当代广受群众喜爱的艺术形
式，在其学习、传播、发展的过程中，也会遇到
一些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现代书法”以及
与此相关话题？

郑晓华：“现代书法”是20世纪东西方文化
碰撞催生的新事物，是传统书法语言和西方现代
抽象艺术观念“实验性嫁接”的产物，应该正确
对待。传统书法是“实用性”和“艺术性”无缝
对接的艺术模式，千百年来已经发展得很完备。

“现代书法”是新尝试，历史不到百年，手法嫁
接了东方艺术某些语言要素、西方艺术的某些观
念，但理论上、实践上尚不成熟。世界文化在交
流互鉴中发展，现在各艺术门类都在作融合探

索，我认为作为一种艺术探索和跨文化交流的载
体，对书法艺术任何形式的创新，都应该是包容
性的而不是排斥性的。

文化周刊：您认为，书法艺术的普及和传承
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郑晓华：书法对于中国人、中国文化具有特
殊的意义。没有汉字书法，就没有中华文明的
广泛传播，这是从历史的纵向看。横向看，中
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方言各异，是汉字书
法把广袤的土地、众多的人民紧紧团结在一
起。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和传播，汉字书法功
莫大焉。历史上，“生活实用”为书法提供了广
阔的生存发展空间，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
改变了一些形态，书法“实用”的土壤被消
减，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我们主动介入，对书
法的传承和发展做一些工作。近十多年来，国
家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了书法的
普及和提高工作，如书法进中小学课堂、学科
目录调整、大学开设书法本科硕博等，扩大了
书法艺术的社会基础，对书法传承、普及提高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书法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重要的艺术形
式，将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汉语的更加国际化将
带来书法的国际化。艺术的书法搭乘实用书法的
快车，有可能成为中国艺术走向世界的一个代
表。艺术无国界，相信千百年来能感动成千上万
的中国人，也能感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书
法，这门只有黑白二色、既简单又深奥的艺术，
汉唐时代凭借国家的实力，形成区域性国际“视
觉美征服”，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相信
重光前哲、再现盛世文化传播四海的时代一定还
会到来。

读懂汉字书写的笔墨情韵
——对话郑晓华教授

本报记者 王小宁

编者按：至乐莫如读书。在过去的一年，本刊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呈现多种好
书新书，与读者一道，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体悟人民政协文化，感受委员履职风
采，品味中华文化魅力……一部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的精品力作，为我们提供
了一道道精彩而丰盛的精神文化盛宴，书香四溢、余味无穷。本期“新知书架”栏
目选登十部佳作，与读者一起回味，在品读书香中开启新的一年。

编者按：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郑晓华的新书 《非知不可的书法欣
赏概念》 出版。该书形式新颖，理
论与实践兼备，深入浅出地解读了
书法艺术中的 50 个重要概念，对于
提升艺术教育水平和读者书法鉴赏
品位具有重要价值。本报就书的出
版、内容及书法艺术传承的相关话
题采访了郑晓华。

▲郑晓华行书，演绎了唐孙过庭论用笔
名句“重若崩云，轻如蝉翼”。

《同道中国：韩愈古文的思想世界》
全国政协委员刘宁所著《同道中国》以贯通中国文章史、思想史的

视野，对韩愈通过“文教”传统在中国思想史和中华文明史上的重大贡
献，进行了独到而深入的阐发，从成体之功、造语之力、文道追求三个
主要角度，全面探讨了韩愈古文在文体、文法、语言、观念上的新创，
以及这些创新与其儒学复兴思考的深层联系，揭示了韩愈古文深邃丰富
的思想世界。刘宁表示，韩愈所建构的“文道观”，将中华道统的统一
与“文”的多样性相融合，是对中华文明的精神再造，不仅绵延后世，
也将启迪未来。

《阅读之美》
此书包括朱永新关于阅读的100句精句和精选的若干阅读小故事、

国画名家王绍昌创作的朱永新阅读观的主题国画，语画和鸣，让读者充
分享受沉浸式阅读体验。先用高度凝练的金句给人以强烈的情感共鸣和
思维震撼，再辅以丰富多样的小故事进行阐述和解释，让人对金句产生
更强烈的认同感。此书所呈现的四大主题——精神之美、氛围之美、成
长之美、经典之美，系统展示了全民阅读与个人、社会、民族发展之间
的关系。

《新时代中国雕塑的传承与发展研究报告》
该书是全国政协书画室课题的结项成果，由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书

画室副主任吴为山担任该课题组的组长、总纲、主笔。该书是反映新时
代中国雕塑的重要阶段性成果，总结、凸显了新时代中国雕塑最新代表
性创作成果，归纳、梳理了新时代中国雕塑最新代表性理论成果，概
括、提炼了新时代中国雕塑最新代表性教育成果，展示、呈现了新时代
中国雕塑最新、最具影响力的国际传播成果，具有填补学术空白、探索
前沿理论、开拓艺术视野的重要价值。

《百年中国协商史话》
此书以史为经，以事为纬，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

的重大协商场景。此书把史事的真实性严肃性与叙事的生动性可读性融
为一体，使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一桩桩关于国事民情的商量过程，转
化为有血有肉形象的、有细节有温度的鲜活故事。这些故事，有些已在
社会上被传为佳话，有些至今尚鲜为人知，还有些则曾被误传误解。为
此，本书作者李红梅充分运用档案史料，使所讲故事皆言之有据，绝无
道听途说，在普及知识的基础上保持了较高的学术价值。

《政协委员履职故事》
此书汇集了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在承办“中华儿女大团结与

统一战线”委员读书群期间，邀请委员撰写自己在发挥本职工作带头作
用、政协工作主体作用、界别群众代表作用过程中，在促进中华儿女大
团结方面的委员履职故事。履职故事内容丰富翔实，从不同角度书写了
新时代政协委员在勤勉履职中增进团结、在合作共事中巩固团结、在共
同奋斗中深化团结的感人故事，诠释了新时代人民政协履行促进中华儿
女大团结的历史责任。

《古人谈读书》
中国自古就有读书的优良传统，热爱读书、崇尚读书之风绵延数千

年。古代先贤有关读书的许多至理名言，影响一代代读书人，引领一代
代读书风尚，至今仍影响深远。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期刊协会
会长吴尚之所著《古人谈读书》选取70位古代先贤关于读书治学、作
品赏析的观点和论述110则，详细阐述了古人读书治学的一些方法和
观点，以及作者本人阅读的一些体会，为领悟善读书的要义、找到善读
书的方法、取得善读书的成效提供了参考。

《此岸的辨识》
《此岸的辨识》是全国政协委员杨小波两年内为《人民政协报》陆

续写下的百字短文集，有叙事、有论理、有抒情，短则二三百字、长不
过四五百言，共约60篇文章，通过升值与升职、动之以新成、再创与
再造三部分“尽说此岸人事，力辨乾坤道法，劲析心理曲直，探究知行
奥秘，立意高远，说理通透，文风清新，俯首捡拾天女散花般的洞见，
满满正能量如水银泻地，清清兰花香若空谷传幽”。

《书生行》
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聂震宁是此书的作者，他说，这

写的是他初中时的回忆，是一首写给教师的赞美诗。他想要思考那个时
代带来的感召能够给当代带来怎样的召唤。该书讲述了20世纪中期北
京某大学青年教师和爱人一起回到家乡的大山里从事中学教育，并与一
群毕业于一流高校的教师坚守爱的理念、进行轰轰烈烈教学实验的故
事，凸显了“人”的主题和教育的本质，具有启蒙精神和理想情怀。

《江芦的咏叹》
收录在这本散文集中的文章，年代跨度超过半个世纪，是第七、

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赵丽宏大半世人生的足迹和心路历程。
赵丽宏说，以《江芦的咏叹》作为散文集的题目，不是简单地为了纪念
他青春时代的经历和遭遇。书中提及他故乡崇明岛上的芦苇，是有思想
的，他当年在乡下所有的悲欢和憧憬，都通过芦苇倾吐了出来。想起这
大半辈子对文学的追求，赵丽宏感觉自己就是一棵历尽风雨的芦苇，世
界发生的变化很大，而他依然是那棵芦苇。

《陈漱渝藏学术书信选》
此书选编了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陈漱渝所珍藏的他与茅盾、钱

锺书、沈从文、唐弢等第一代鲁迅研究学人、现当代文坛名家、鲁迅亲
朋的书信集，考证了现当代文学史和鲁迅研究领域的诸多学术问题，为
人们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学术研究资料。除此，也涉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早期的文学活动，以及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一些重要社团和重要人
士，可供广大文史爱好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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