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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本而道生 道生而艺立—— 言恭达《中国书法嬗变与思考》评析

书本图片由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牛华新 摄

发端于春秋，昌盛于宋明理学，至阳明心学
而集大成。崇尚心即理、心即物的实践的
整体思维模式，是一种非过分强调智力而
通过人生体验逐渐感悟天地万物，以及文
化、艺术和时间、空间、宇宙，乃至人生境
界的实践体悟，这种体悟不是建立在知识
体系之内，即“智”的认知范畴，而是在不
断的实践中得到提升，最终达到天人合一、
知行合一、心物一体的理想高度，是在实践
经验基础上的一种非逻辑的感知系统，是
中国艺术精神的内在“自然”，而非物性

“自然”，也是艺术表达的内容、形式、境界
的手段和方法。

言先生的大作以天地自然、哲学思想
和艺术之心为根基，从中国儒释道思想、文
化品性和书论评论等内容出发，并观照现
代西方美学思想的影响，对中国文化、中国
书法本体特征进行了宏观概述，提出了以
道为师、以心为源的基本书法思想，确立了
人的主体价值，充分认识到心对中国文化、
艺术和书法的重要性。在道心本体的统摄
下，提出了行为本体、形器本体，从而引发
出新时代中国书法艺术的哲学嬗变，以其
引导书法创作、理论评论和书法创新实践。

该著着眼点是中国当代书法文化，实
质是探讨中国书法的本体问题。在第一章
的书法文化历史变迁与本体转位、第二章
的书法文化源流与质理解析之后，作者始
终围绕当代书法文化的本体逐步展开，从
哲学、思想、文化和书论等不同角度，引经
据典、中西融合、层层推演，引出对书法文
化本体意识的确立、书法文化本体维度的
构建，从而为书法文化变革理路做好了准
备，最终落实到当代书法文化本体的构
建。第三章开头仅六行文字就对书法“寻
根问底”，对所谓本质问题提出 11 个反
问，认为当代书法的关键问题是对书法本
体认识的模糊，提出了“耀文含质”的书法
文化的继承和创新精神。溯本求源，从
《周易》对世间万物的文、质关系，演化出
道家的重质而轻文、见素抱朴的原始混沌
之道，从而揭示出儒家“质胜文则野，文胜
质则史”的中庸思想，最终演化出固质守
本的书学发展与创新的基本原则。值得
注意的是，作者在论述“本体”的过程中，
只强调了中国文化儒释道三家核心思想
中的儒道两家，而没有关乎佛家对“本体”
的影响。我们看到作者在之后的论述中
有所交代，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早熟的文
化，在先秦时期就奠定了中国美学的基本
思想，因此，以《周易》、老庄、孔孟思想作
为佛教之前的中华文化核心，自然也就成
为中国书论的核心。

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该著提出了三
个书法本体层面：一是书法的道心本体，是
形而上的层面；二是行为本体，是实践层
面；三是形器本体，为书法形而下的层面。
随后，作者进一步提出了当代书家应具备
的四种人文素质。为此，该著从不同的文
化层面不仅梳理、确立了书法本体的文化
源流、演化过程，也确立了三个层次的书法
本体，最终提出了作为艺术的书家在传承
和创新中所具有的基本素质。

道生心
为天地立心是中国文化、中国文人的

终极关怀。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以阴
阳互动确立了自然哲学的世界观，也成为
儒释道中国文化道统的基本源头，是中国
书法形质和精神的出发点。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
平，不仅是文化人的理想追求，也是以儒释
道为代表的中国心性思想的源头。该书指
出了这三种文化类型在心性上的不同解
读：儒家以“生”和“动”这一对本质相同的
状态，赋予了文化的人格象征；道家以

“无”与“静”即与儒家相反的另一种自然

状态，道出道家无为无不为的思想深度；对
于佛家，它不在生与动、无与静，而在空与
寂中生发，从根本上否定了存在的任何状
态，与外界没有了轮回，直至“涅槃无
生”。言先生在该著中对这三种道心进行
了具体阐释，指出了法道本心的哲学思想，
以儒家中庸自然的审美法度和禅宗直觉内
修的玄理方式，阐述、表达客观世界和内心
感受。艺术虽然是道心之末，但它可以切
近、体现或传达“道心”，而切近或传达的
方式，是以道为师、以心为源，以化成万
物。作者进一步阐释了书法道心的内涵以
及如何领悟和体现道心的过程，从而确立
了书法以心为源的理论依据，准确而深刻
地把握住了心作为中国哲学文化和中国书
法核心的精神和根本价值。在这样的思想
指引下，不管是对书法历史的回顾，还是对
认清当代书法现状和未来发展，都有了哲
学思想的依据和方向的引领。

该著不仅准确抓住了心作为中国文化
的核心精神，而且从东西方文化的比较来
看，提出《周易》对心的确立从本质上来说
是一个人性亘古不变的命题，几千年来中
国文化的核心思想“心”，贯穿于几千年的
文化沿革之中，一直没有改变，变的只是人
心。从心出发、从人性出发，它不仅具有永
恒价值，而且还具有现代价值并走向未
来。只有从心出发，书法才不会断裂，才具
有真正价值和文化意义。一切离开心的书
法都不是书法的正道，是偏离了大道而走
向小路甚至是歧路。言先生的书法思想始
终站在“心”的思想高度和深度，在心的统
摄和纲领下展开他对书法的过去、当代和
未来发展的探究。然而，我们看到，基于理
念论之下的西方哲学思想已有三次转向。
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希腊本体论转向，是
追问世界现象背后的理念。文艺复兴之后
的认识论转向，是以笛卡尔、莱布尼茨、培
根、休谟为代表，试图去认识、回答这个理
念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近现代以来以罗
素、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哲学家，作为语义
论转向，认为语言才是认识世界的根本。
可见，西方哲学思想的三次大转向和若干
次小转型，推动了整个文化的变化和发
展。同样，艺术的发展也随之转向、转型和
不断改变，成为现代文明和现代艺术发展
的重要特征和基本现象。休谟说：“西方几
千年的哲学思想，是对柏拉图理念论的注
脚。”理念论的核心是主客二分，与人的分
离就是与心的分离。1840年之后，现代思
想传入我国，随后也在不知不觉中被这一
思想所影响和改变，当然书法也不例外，因
此，当代书坛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某些现
象显然是受到这种思潮影响的结果。然
而，我们应该看到以心为艺术的美学思想，
从其诞生第一天起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
过。书法也是在这套心性体系下建立起
来，如果改变这一基本特征，必将改变书法
的本质，抑或书法就不复存在。由此看来，
与西方“智”的文化不同的心学体系，不仅
是书法存在的前提，也是书法发展的需要，
更是书法存亡的关键，也是言先生这本专
著的价值所在。

心生艺
该著不仅非常深刻、敏锐地抓住了

“心”这个中国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阐释
了自然之心、文化之心和书法之心，还从行
为和器物层面，描绘了心是如何产生艺、产
生书法以及实现艺的具体方式，足见这本
专著“知行合一”的价值所在。将书法的观
念层、书家的行为层和书法的作品层，作为
书法的三个本体，进一步指出传统书论以
心领之、手应之、眼统之的实现过程。具体
提出了当代书家应具备的四方面能力：首
先是体万物而悟于心，内外相一。这是典
型的中国文化整体思维的方式，要求内外

兼修、体用不二。由此引申出书家只有技
巧、气质、风度、学识等多方面融合，才能
抵达书法的真谛。再者，书家兼顾个体与
社会、专业与业余，关注于日常生活、个体
生命的艺术化行为模式，从而达到游刃于
笔墨，熟知历史、精通书法艺术语言、深谙
形式规律，具备精品意识和创新能力，成为
一个独立、自主的艺术家。可以看出，这四
个方面均关注人的整体要求，从人心和人
性出发，展现了书法的人文性、人本主义将
永远超越艺术的技巧和形式，作为人类历
史的文化记忆积累下来，成为经典的文化
遗产。

言先生是当代著名书法家之一，他对
书法创作有着极为深厚的功力和深入的感
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在当代有着重要
影响。所以我们在讨论言先生理论、学术
的同时，绝不能忽略了他的创作对理论产
生的影响，也不能忽略其理论对他创作的
指导价值，这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心性之学
实质是一套技艺系统，是在大量实践技术
支撑下，对书法艺术的一种人生感悟。当
然，这部专著是他几十年书法实践和理论
思考的成果结晶，在此我们可举一例以互
证其“创论一体”。言先生的书法创作主要
得益于晚清以来碑帖结合之成果，可以从
这个角度阐释他著作中关于碑帖结合的理
论，也可以窥见碑帖结合的真髓，更可以帮
助我们解读言先生书法之高妙。他在第二
章“中国当代书法文化源流与质理解析”
中，讲述其碑帖融通理念的确立时，详细阐
释了碑帖结合的历史渊源和实践方式，明
确指出碑帖结合的真意，它不是“去残”和

“仿残”（碑刻的残泐形貌和落刀之前的书
丹痕迹），而是两者背后书家与书写的神采
意气，以及线条内部所具有的金石质感和
感受到的金之石气。碑帖结合绝不是形式
上的简单嫁接和模仿，而是要打通其内在
的精神。当下诸多所谓的碑帖结合者大多
停留于表象，从中我们也能看到言先生书
法以一根篆籀之主线，贯穿于真草篆隶行
等各种书体之中，既有碑的厚重宽博庙堂
之气，又有帖的流畅蕴藉书卷之气的真髓
之所在。

自我构建
我们不能用中国的眼光看中国，也不

能用西方的眼光看中国，我们应该站在中
华文化的立场上，具有世界的眼光和视野，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为百年文化屈辱而
自惭形秽，也不会为曾经的文化辉煌而妄
自尊大。我们要站在世界的制高点上，以
中华文化的复兴为己任，高度认识文化的
多样性、多元化对人类文化发展的价值和
意义。在言先生这部书里我们看到，言先
生对中国书法发展不仅有着充分的自信，
而且还有雄心要为当代书法指出一条出路
来，这条路就是中国书法的心性之路，这个
心性之路也是中国文化之路。所以，作者
在最后一章强调了中国书法的未来之路是
中华文化的复兴和重振、对人文的观照、对
人心的观照。明确了这根主线之后，对当
下书坛的乱象以及诸多创新的问题，则是
离中华文化更远、离人心更远的问题。

这部近30万字的专著，为我们溯源、
展望了中国书法的历史、现代和将来，也从
文化、制度、教育、社会等多个层面，考察
了书法对中华文化复兴的价值和意义，更
从书史、书论、书评等具体的书法层面，给
我们描绘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书法艺术世
界。作为这个时代书法发展的见证者、参
与者、组织者，甚至是某些书法规则的制定
者，作者真实、客观地回顾、记录了当代书
法历史发展的图景，并对书法未来的发展
充满信心，给予美好展望。

（作者衡正安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
理事，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著述缘起
言恭达先生作为当代最著名书法家之

一，书法创作已被广泛认可，其理论学术文
章也时常在不同媒体上刊发。在这本专著
里，言先生以书法为切口，展现了色彩斑
斓、多姿多彩的近现代书法画卷和中国书
法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以及深邃的哲学
思想和独特的学术视野，同时更体现出了
一位文化学者的忧患意识。值得称道的
是，这些探讨和论证，是建立在作者坚实的
创作实践基础之上的，是有真知灼见的真
心流露，不是空洞的理论说教，体现了中国
艺术典型的“创论一体”的优良传统。再一
次证明：真正在中国文化熏陶下的一流艺
术创作家，一定有一流的思想。这种范例
在中国艺术史上不胜枚举，在此不作展开。

本书的撰写建立在三个层面之上。一
是当代书坛在科学技术、商业经济、世俗
爱好的加持下，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繁
荣、热闹景象，给书法振兴发展带来了难
得的历史机遇；二是在热闹背后出现了非
常令人担忧的现象，书法的本体精神迷
失、前路迷茫；三是书法越来越“空心化”，
不仅失去了大众与之亲密互存的关系，与
哲学、文学、绘画的血缘关系也渐行渐
远。为此，作为一位对书法充满深厚感
情、浸淫书法几十年的文化人，必须承担
起书法艺术复兴的重任，探索出一条属于
自己的书法发展之路。

文化立场
书法作为一种传统艺术而且是中国所

独有的审美现象，文化立场不仅非常重要，
而且也必须明确，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
义，而是出于民族性和文化根性的需要。
该书坚持中华文化的立场极为鲜明，这点
也是撰写该书的逻辑起点。中华立场不仅
是民族身份的表征，也是文化身份的表
征，更是文化多元发展的表征。西哲海德
格尔有言：只有什么也不做才能无立场。
但是，如果要看、要研究，摆脱了立场的立
场等于主体存在破坏。立场的形成是存在
中首要的事情，正确的做法是认识到偏
见，而且不仅在内容上，还要在存在中。
所以，必须将书法融入到“存在”之中，以
捍卫优秀中华传统古典精神为己任，吸纳
西方美学思想精华，用现代的眼光将书法
回归传统文化的本体范畴，才能对书法的
未来发展充满希望。

坚持中华文化立场，首先必须树立历史
观。任何一种艺术不是凭空而来，它有着
历史脉络和文化传承，当代书法的基本史

观必须要立足明清以来的历史传统，明确
当代书法是历史发展的延续，是不可断裂
的历史。书法发展的历史脉络有三条，一
是碑学，二是帖学，三是清末民初碑帖结
合的传统。实践证明，碑帖结合之路不仅
符合中国书法创新的内在发展之路，也被
书法历史证明可以走出一条创新发展之
路，是民国以来诸多书家包括言先生本人
走向成功之路的关键。百年来，随着考古
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大量的古代文字、书
法以及和书法文字有关的文物出土，如甲
骨文、金文、汉简和敦煌帛书等的大量发
现，为书法学科的内在扩展和创新提供了
广阔的延展空间，是千余年来书法传承发
展难得的历史机遇。再者，坚持中华文化
立场的同时，该著作并没有存在偏见，而
是用世界的眼光看待中华文化、看待中国
的书法艺术。作者正视现代西方外来美学
思想对当代书法的影响，在大量引用西方
美学思想、审美观念的同时，对书法的现
代性转型所起到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
和高度认可，同时也对科技网络文明对书
法发展带来的正反两面影响给予了客观公
正的评价。在这三个文化立场的基础上，
作者用丰富的文献资料、令人信服的逻辑
思辨和深厚的创作经验，从书法艺术产生
的土壤文化、书法的核心精神、哲学思想
以及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中，试图构建一套
属于自我的现代书法理论体系，并为此进
行了深刻的论证和阐述。

书法之道
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东西方文

化在起源上的差异导致其文化精神、发展
方向各具特质、各有取向。一种文化、一种
艺术的基本精神是由其哲学思想决定的，
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称之为“道”，只有抓
住了其本质之道，才能从根本上看清文化、
艺术的本质和未来发展走向，也才能称之
为“你之所以为你”的基本特征。西方文化
起源于两希文明即古希腊的科学理性和希
伯来宗教信仰，中华文化起源于两黄文明
即黄河和黄土的农耕文化。从文化起源的
方式来看，西方文明的源头是对世界万物
的惊异、怀疑，从而引发人的思考和追问，
产生了古希腊“哲学三杰”，其理念论至文
艺复兴之后得到传承和弘扬，是产生近现
代文明的最重要思想之一，是一套理性的
逻辑系统，属于“智”的文化。中国的农耕
文化，其本质是一种“心”的文化，它起源于
忧患、恻隐，从而产生同情、感悟，是一套非
逻辑的直觉体系。“心”的文化以孔、孟重德
思想为主体，融入了道、禅两家哲学思想，

□衡正安

在2020年疫情期间，言恭达先生完成
了28万字的《中国书法嬗变与思考》大著，
也是其长期以来对当代书法本体的文化思
考之结晶。该著成功入选2022年国家社
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该书着重对书法文
化的历史源流、本体意识、变革理路和文化
构建，从哲学思想、文化制度、学术专业、理
论评论、教育展赛等方面进行了全方面的
考察和深入的探究，既有思想深度，又有理
论高度，从创作实践出发，为书法的未来发
展给出了自己的探索之路。

（下转艺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