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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委宣传部研究室退
休（正处）。经济管理研究生学
历。清华美院油画高研班结
业。1995 年加入中国书法家协
会会员。曾任绍兴市书协一、
二、三届理事会理事至调离绍
兴。现任上海市书协老年工委
委员，市妇女书法联谊会理事，
刘艺书法研究会理事。

书法作品入选全国展和省
级以上报刊杂志近 30 次，获奖
4 次；《略论书法价值》等 18 篇
论文入选全国和省级书学理论
研讨会及《中国书法杂志》《中
国 书 法 报》《中 国 美 术》等 刊
物。1 幅油画入选上海市级美
展。

2019 年，“拥抱山阴——陆
祖鹤从艺五十年书法回乡展”
列入第35届兰亭书法节内容之
一，并捐赠兰亭书法博物馆 18
幅书法作品。

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
新华文摘刊登文化产业论文 3
篇。刊登在省（市）及全国级文
学杂志散文 6 篇，其中 3 篇分别
获二、三等奖。

2005 年后，分别在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
社、中国文联出版社、上海文化
出版社及江苏凤凰出版社、上
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文
化产业研究方略》《章草通论》

《书道之悟》《书法哲学》《记忆
是歌》和书法作品集《心语墨
痕》等专著。

2014 年入围上海市文化艺
术贡献奖候选人。

书法理论研究的前沿著作《书法哲
学》，日前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书法
介入哲学，与其他社会和自然科学比，起
步晚，有难度，既要有扎实的书法技能和
书法基础理论，又要有相当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理论和融通能力。然陆祖鹤经过三
十年的哲学理论积累和书法理论及实践
的积累，终于意外地突破了这样一个“禁
区”！她将哲学运用到了书法艺术的探索
和发展之中，找到了正确认识书法和创新
书法的思想方法、思维方式和实践途径，
并初步构筑形成了哲学层面书法理论体
系的基本框架，为华夏子孙振兴和发展传
统的书法艺术，从哲学理论上提供了保
证。

《书法哲学》运用哲学的基本问题，对
书法艺术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书法艺术与
存在的关系，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书法
艺术主体与客体和本体的关系，书法艺术
与大艺术，书法艺术美与主体的思想意
识，书法艺术创作过程中对立统一的思维
模式及书法继承和创新中的原则性问题
等进行了理论阐述。同时，为增加说服
力，又结合文字学、社会学、心理学、逻辑
学等有关学科的基础理论，对其进行了推
理，匡正了一直以来困扰书法界的那一种
唯心的或机械唯物的创作观及有意无意
地对古人书法语录的断章取义和错误理

解。比如，运用哲学辩证思想，结合语言
学、文字学的基础理论，矫正了那些对傅
山“宁丑毋媚……”审美思想的错误解读
和引用；还比如，书法美的终极目标问题，
用唯物论的思想推出了美与不美应由人
民大众来评判，书法是物质和精神结合的
产物，人在书法创作中扮演着主观和客观
的双重角色，没有人去欣赏书法，书法就
没有存在的意义和理由。上述，可以肯定
地说,《书法哲学》将哲学介入书法艺术，
为其艺术朝着正向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书法哲学》最后用一大章，肯定了
“儒释道”哲学思想在书法艺术产生和发
展中的作用。认为，“儒释道”思想虽然不
是针对书法艺术而产生，但对中国汉字及
其书法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儒家以“仁”为本，讲“忠恕”“中庸”；道家
倡导“无为，自然，天人合一”，强调一切应
顺乎“自然”；佛家提倡“超我”“无我”，与
道家思想相当，三家哲学思想有其共同处
和不同点。将三家思想融合一起，取长补
短，对书法艺术创作及推动书法艺术的发
展有互补作用。

通过哲学介入书法艺术，一直以来在
书法界争论不休的许多问题，便轻松地迎
刃而解了。就此可以肯定地说，《书法哲
学》出版是书法界的一大收获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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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哲学》：

理想的书法创作是
健康“心志”和“心智”的结合

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发展到今天，虽说曾有不少书法家和
有识之士，试图从哲学的角度去研究和探索它，然哲学介入
书法起步晚、难度大，既要有扎实的书法技能和书法基础理
论，又要有相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融通能力。因此，
到目前为止，与其他各类各学科的哲学比，还没有从内容、结
构和体系上形成它的最基本的架构，还没有真正将哲学作为
书法研究之母，对其作出全面的、系统的分析和思考，故学习
及推动书法艺术发展往往无所适从，首鼠两端。然陆祖鹤撰
写的《书法哲学》却意外地突破了这样一个“禁区”，她将哲学
运用到了书法艺术的探索和发展之中，找到了正确认识书法
和创新书法的思想方法、思维方式和实践途径，形成了哲学
层面的书法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

《书法哲学》是研究书法本质及其产生和发展规律的科
学，是艺术哲学的一个部分。全书共八章（包括“绪论”），计
30多万字。研究主要涵盖“书法与客观存在、书法主体与书
法本体、书法主体与社会审美心理、书法艺术与大艺术、书法
艺术主体精神与人格、书法艺术的美和丑、儒释道与书法”等
内容。她将哲学理论介入书法艺术，运用哲学的辩证思想和
发展观点，构筑形成了区别于其他艺术门类的特有的理论体
系，找到了书法艺术的本质及其产生发展的轨迹和基本规
律，匡正了一直来困扰书法界那一种唯心的和机械唯物的创
作观：

第一，《书法哲学》运用哲学的理论观点阐述了书法与客
观世界的关系问题，认为书法与物质产品生产一样，依赖于
物质世界，但又不能离开人的精神意志。著作从汉字和书法
艺术产生发展的历史证实，书法不但源于物质世界，并随物
质世界的发展而发展。继而借助这个结论，导出书法是具象
还是抽象，是再现还是表现等四大内在的反映形式和运动规
律，揭示了书法艺术发展中否定之否定、质量互变、对立统一
的运动模式。同时，用辩证观点阐述了书法创作过程的实质
和关键性问题，认为书法创作过程其实质是主体能动地制造
矛盾和驾驭矛盾的过程，这个过程及其表现出来的结果，虽
与物质产品生产具有共性的一面，但由于书法艺术的特殊
性，在运动和循环模式上存在很大的差别。论著依据辨证否
定和事物本质属性的哲学思想，对书法保守的继承和离开书
法“共相”的所谓创新，作了有理有据的评判。

第二，《书法哲学》对书法主体、本体和书法审美客体三
者关系作了阐述，认为书法主体思想意识即为谁服务的问题
在三者关系中起了主导作用，是书法创作能否实现合目的的
根本问题。通过推理，凸显了书法艺术的审美标准。《书法哲
学》说，人民大众是客观世界的人，又是书法艺术的创造者。
他们在书法创造和发展中，扮演着客观与主观的双重角色。
从客观讲，人与其他自然物和生物一样，是客观世界的一部
分；从主观讲，人除了与其他生物一样需要生存外，他还有思
想和意识，有精神方面的需要和追求。换句话说，书法既然
是主客观结合的产物，那么，书法的审美就必须与客观世界
的人相适应，服从多数人的审美要求，其美与不美由人民大
众作评判！另一方面，书法艺术因人而生，没有人就不可能
有书法。也就是说，没有大多数人去欣赏和享受书法之美，
书法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和理由。

第三，《书法哲学》叙述论证了书法是主体意志和客观实

在结合的产物，其过程和结果有着不确定性和多样性，它区
别于物质产品的生产。书法艺术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精神现
象，充满哲学辩证法的微妙特点，与自然科学和艺术之外的
其他社会科学产品生产不同，它是人的精神意志和客观存
在结合的产物，它离不开人的情感。但不同人的情感和意
志存在多样性，故同类内容的书法创作，无论多少人介入，
其作品的创作结果永远各不相同。论著认为，书法属于社
会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区别于其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
学，它除了客观实在之外，不能缺少书法主体情感和意志，
理想的书法创作一定是健康“心志”和“心智”结合的产物。
如果用形而上学观点对书法艺术现象作片面、简单的理解，
都是错误的！

第四，《书法哲学》辩证阐述了书法美与丑的理论问题，
书法美的元素“丑”能不能用劣质的书法作品来维系？从这
个议题出发，确立了书法审美的正确理念。“美”是哲学对真理
研究基础上提出的价值问题，凡是符合客观的事物和理论的，
是有价值的，因而是美的。但“美”相对于“丑”而存在，在艺术
中常常通过对“丑”事物的否定，达到“化丑为美”的效果。但艺
术美的元素“丑”需要在一定的环境下才能体现，这个环境就
是：要么艺术是具象的，要么艺术具有情节等，通过“美”与“丑”
的比较，其美的元素“丑”才会有效地将美衬托出来。作为没有
情节、只有抽象符号的书法能不能用“丑”，怎么运用“丑”，有待
探索！同时，书法能不能用没有任何技法技巧的劣质作品来
充当美的元素“丑”，《书法哲学》持否定态度！

第五，《书法哲学》肯定了“儒释道”哲学思想在书法艺术
产生和发展中的作用。认为，虽然“儒释道”思想不是针对书
法艺术而产生，但对中国汉字及其书法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有
着重大影响，“儒释道”哲学基础是唯物的，儒家以“仁”为本，
讲“忠恕”“中庸”，为书法创作中的“中和”“和谐”指明了方
向，又为主体道德修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道家倡导“无为，
自然，天人合一”，强调客观世界运动有其自身规律，一切应
顺乎“自然”，书法创作的“无为”思想和“自然之美”就是从这
里产生的；佛家提倡“超我”“无我”，与道家思想相当，三家哲
学思想有其共同处和不同点。将三家思想融合一起，取长补
短，对书法艺术创作及推动书法艺术的发展有互补作用。

《书法哲学》还运用哲学中万物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
观点等，对书法主体的人格培养及书法创作上的章法、用墨、
运笔等书法技艺技巧问题进行了阐述。告诫人们，主体的知
识面、理论修养和创作技能非常重要，是书法创作实现继承
和创新结合的必经之路。

哲学介入各学科，其实质是为了在研究和解决问题中提
供正确的思维模式。在国内外、各学科中运用很早，普遍推
开，并尝到甜头，但在书法艺术领域还处在刚刚起步阶段。
故《书法哲学》认为，将哲学介入书法研究意义重大。要想在
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书法艺术的语境，哲学理论的介入是渠
道；用哲学的辩证思维研究书法，将丰富和充实西方哲学理
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哲学是“智慧之学”，它能将书法
艺术的经验性认识推到哲学的理论高度，有助于书法主体树
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哲学介入书法，也能够为揭
示书法美的规律和解决书法美的其他有关问题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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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祖鹤

读书笔记
自作诗长相厮守

挺胸 奔腾 联

虎穴洞

唐·居遁诗句

用哲学的辩证思维研究书法

陆祖鹤《书法哲学》著作

陆祖鹤《书法哲学》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