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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东西方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过程的深化，欧洲的东方学家对于研究远
东各国文化历史区域的兴趣，思考这些国家丰富的精神遗产和物质遗产的兴趣，都明显
地上升了。很久以来，由于东西方文化长期隔绝，人们对于东方这些遗产所知甚少。我
国和其它国家的学者越来越喜欢研究远东各国的音乐、戏剧、绘画和其它文艺现象。正
是它们所特具的民族特征，使对东方的美学、历史以及整个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不甚了
解的欧洲观众难以理解它们。西方和我国的学者通过比较分析，对某些文化现象进行平
等考察，取得了极其重大的成就。这种方法被认为是最先进的，因为它能提示「一般、
特殊和唯一三者的辩证关系，说明全人类文化的共同特征所反映出来的各种特殊形式；
而这些特征的进一步具体化，是在每个地区的各种独特的民族变体中进行的。」①这类
研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东西方艺术的种类和体裁所特具的特殊因素，对其作为全世
界文化组成部分的那些特征所进行的探索。 

 

  由于欧洲和远东历史文化区域的经济政治和历史发展各具特色，东西方文艺中一些
术语相同的成分会具有不同的内容。无论是从更深刻地理解某种特定的文化现象，还是
从总的方面来理解某个国家的整个文化的观点来看，提示这些差异或 牾之处的性质和
深度，都可以说是不无意义的。因此，我们打算考察一下西方（这里主要是指西欧）和
中国都有的「书法」这一概念的内涵。 

 

  首先应当指出，欧洲和中国对这一概念的阐释是不完全一样的。在西欧，它指的是
一种书写得漂亮和清楚的艺术，主要与中世纪欧洲各国的编年史作者、书手、书籍抄录
者有关，然后才是宫廷与政府部门的文书。这些人的书写工具和材料是羊皮纸、普通纸
张、墨水和鹅毛笔。这一概念与一般的书写亦即人们的非公务书写关系不大。所以，欧
洲书法量重大的成就主要是在政府部门、书写学校需用要编写和抄录宗教书籍的修道院
中。到十九世纪末期，欧洲的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衰败了，让位于迅猛发展的印刷和打
字机。 

 

  中国对书法的解释比较宽泛，它指的是手工创作的一切象形文字符号。也就是说，
不管书写的具体材料和工具如何，也没有任何时代的限制。因此，中国艺术学家实际上
将一切碑刻文物都纳入这一概念，从殷代（公元前二OOO年中叶）的甲骨到周代的铜器
从欧洲美学的观点来看，书法首先与纸上的题写有关，而与其它材料上的题写关系不
大。因此，在欧洲人看来， 



 

  「中国书法」这一概念首先是指用墨题写在纸上的字，尽管中国书法史上的古典时
期刻在石上的书作并不少于写在纸上或绢上的书作。由于这个原因，欧洲人很难把甲骨
和青铜器看成是书法作品。因为照欧洲人的科学观念，这类文物按传统当属于碑刻，它
们首先是从古文字学或史学的角度引起人们的兴趣。 

 

  中国「书法」的内涵与欧洲历史文化区域的理解不同这一情况，可用一系列的原因
来予以解释。其中包括中国书写历史较长（近四千年），由此而形成的书写传统和实践
样为发达，对于书法约莫二千年的崇拜，还有因此而产生的对于各种书写文字的崇敬与
喜爱，无论它们是用什么字体写成的。此外，还包括书法艺术理论基础较为发达（单是
基本文献就有一OO余种，最早的产生于二世纪）。按照最早的书论，书法艺术作为一门
独立的艺术已存在近二千年。在这方面，也不能不考虑到中国的书写风格、类型和字体
远远多于欧洲，碑刻、拓本及其释文不计其数，传统学派乃至当今学派的语文学家对于
古文字学研究的非同寻常的喜好与热忱，以及中国人对于古代文物的珍视等等。由于这
种种情况，中国文化中的每一件碑刻实际上都具有高度的审美品质，都可以从审美的角
度来予以考察。在研究过程中，其重点往往会由古文字特征转移到审美特征，也即是
说，把书刻的东西当作书法艺术作品来考察，它们是在甲骨、青铜器上，还是在碑石
上。 

 

  决定这一概念的内涵不一致的因素还有许多，姑且留待后文再说。这里只想找出某
种共同的东西，以便使我们能够谈论两种差异如此之大的历史文化区域中的书法艺术的
相似性。 

 

  首先可以指出，正如德国文艺理论家与美术字艺术家卡普尔论证的那样，任何一种
题字都具有一定的审美表现力以及该时代的色彩，而由于任何一种子书写体系的艺术字
都具有极大的装饰能力，这些题字会引起高度的美感。②这也可以用对线条及其组合的
心理接受来解释，而不问这些线条组成的是什么，是书写符号、象形文字，还是平面组
合。正如海伦姆论证的那样，观看的过程意味着「捕捉」和迅速意识对象的几个代表性
特征：色彩，转折，形式，等等。③他还指出，在对现实的视觉接受过程中获得的每个
新的视觉形象，「都会同过去在人的记忆中留下的印象发生联系。这些形态印象在其相
类似的基础上相互产生作用，而新的形象也不能摆脱这种影响」④不懂某种语言的观众
在观看该语言的书写符号时，首先注意的是其量的特征、符号粗细线条的关系，笔画的
「游戏」及其表现力，篇章的节奏组织和符号之间富有动感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观
众即使不明白字句的涵义，也能获得美的享受。⑤所以由于心理反应的机制相同，欧洲
和中国书法的某些风格能够引起类似的联想。这就使我们能够来谈论它们在审美乃至结
构方面的相似之处。 

 

  以这个观点来将某些就其装饰特征而言最有代表性的西欧和俄罗斯的各种花体字同
诸种象形文字的书法进行比较时，可以发现这样一些情况，例如，十三至十四世纪欧洲
礼拜祈祷书所使用的沉穆庄重的哥特体会引起丰富的装饰性联想，其庄重程度不下于中
国的篆书；古俄语中的装饰书体--花体字，在十四至十七世纪广泛用来突出标题和装饰
书脊，颇象中国战国时代（公元前五至三世纪）古奥的书体；西欧十四至十五世纪用来
书写课本和神学著作的比较自由的哥特体，与汉代的隶书有某些共同之处；而十五世纪
末德国的斜体字，十六至十七世纪法国的流行书体，以及十五世纪的古俄文草书，其风
格与动感所引起的视觉联想，几与中国的行书别无二致。当然，这些联想是极其相对
的，它们与其说是由两种截然不同的书写体系的具体因素或结构特征的某种相似所造
成，毋宁说是上面所说的把线条当成不同色块的视觉艺术接受的特色所产生的。此时按
相应的法则组成的线条组合形成了种种形态趋向于竖立矩形的封闭性结构，在西方，这
是字母；而在中国，则是象形文字。然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主要是由竖线、横
线以及它们所派生的其它线条所组成的。这些线条以书法的形式反映出节奏的和谐，具
有同样的表现力。而笔画的粗细、横直、曲折、方圆的交替则会产生同样的秩序感，而
不管该符号属于哪一种书写体系。 

 



  任何一种书写体系的题字，只要是按书法艺术的需求来完成的，都会使观者产生高
度的美感，即使他不理解书定怕内容。这一情况也可以这样来解释，无论是个别符号的
结构，还是欧洲和中国书法的美学，其原则都是一样的。这是指符号的总的艺术结构的
匀称感、节奏感、「分量感」和和谐感，符号与空白、符号与周围空间的相互关系，以
及装饰性和变化性、动感等等。这一切是由视觉对于现实的接受的同样的心理特征所决
定的，就其本质而言，无论观众属于什么人种，什么民族，对他来说，这些特征都是完
全一样的。 

 

  欧洲和中国书法的共同因素使我们能够谈论它们的相似性，我们也可以在这两个历
史文化区域的书写史上找到这些因素。书法作为艺术出现之前，还存在一个相当长的历
史时期，此时，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中国，书写在社会语言实践中发挥的仅仅是其作
为交际、记录和表达某种于社会有益的信息的工具的基本功能。这一时期中国和欧洲书
写发展的共同之处在于积累这种社会实践的实际经验，通过探索更为合适的线条，逐渐
完善书写字体，改进书写材料和工具，因文化传统和社会审美的需要而形成书写的审美
原则，从而最终为使书法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在中国）或一种艺术形式（在欧洲）奠
定基础。这里应当指出，照马洛夫的定义，到十九世纪为止，欧洲的书法仅仅是一种颇
不受重视的艺术形式，⑥从来没有达到中国书法过去和现在所具有的崇高的社会地位。
与欧洲书法不同，自公元三至五世纪起，中国书法便被视为最重要的脑力艺术之一（与
绘画、诗歌并列），地位极高，理论基础雄厚，实践极其丰富。自那以后直至今日，书
法在中国始终被作为一种高尚的、大众化的、为社会所喜欢、推崇和理解的独立艺术而
备受珍爱。大约也从那个时候起，象形文字便开始发挥两种功能：一方面，它继续服务
于社会的书写需要、亦即完成自己的基本功能；另一方面，它又作为书法艺术而在艺术
领域中发挥作用，从而服务于社会的审美需。尽管西欧书写的发展也导致了书法艺术的
出现，但后者从来没有形成一门独立的艺术，依然停留在一种不受重视的艺术形式的
「等级」上，只用来抄抄写写，主要用来服务于社会纯实用的需要，当然是在比过去更
高的艺术水准上。可见，欧洲书法的出现，只不过意味着斜体字的美由于装饰因素的啬
而有了质的上升，这与秦汉以后中国书法功能的一分为二大不相同。 

 

  我们还想指出，自中国书法独立为一种高级的脑力艺术以来，象形文字书写的功能
范畴划分得十分明确（一是为国家社会服务的实用书写，一为艺术）。因此其功能属于
公务或个人抄写者，自然不属于艺术范畴，即使它们写得规规整整，达到相当高的艺术
水平。在这里，可以发现中国书法的作用、地位和审美原则与欧洲书法的区别。在中
国，属于书法作品的，要么是具有高度审美品质的古代碑刻、要么是艺术活动家这--诗
人、画家以及终身从事书法艺术的专业书法家的墨迹，还有在这方面富有天才的官员和
国务活动家的作品，他们在接受教育时都进行过专门的书法训练。此外，在将这件或那
件手迹归入艺术的范畴时，起作用的美学原则也跟欧洲不一样。这不仅是指作者要有高
超的技艺，更重要的是题写的内容、书写者的宗旨、表现在充满灵性的笔画中的书法家
内心的自由；不是墨守成规，而是肯有鲜明的创作个性。 

 

  在比较中国书法和欧洲书法的社会作用和地位时，不会不发现决定我们所考察的书
法这一概念的不同内涵的那些差异。这些差异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其中包括书写体系
根本不同，历史和文化发展的道路不一样，这两个历史文化区域传统文化审美立场不同
等。 

 

  某些研究者认为，这些差异就在于书写的结构本身，亦即书写万分的结构之中（西
方写的是拼音字母，而中国是写象形文字），各种内容还是借助这些万分的书写而记录
焉的。比如，维列茨认为，欧洲和中国书法差异的本质即在于此。他说，欧洲各种文字
的字母，数量严格限定，书写形式相对固定，结构比较简单，因而表现能力不如中国的
象形文字。他指出，尽管构成象形文字的笔画的数目总的来看也是有限的，但每个单一
的象形文字都能写成一种独特的结构，「曲尽变化」，而每个字的面貌又取决于书法家
的技艺以及他的风格和审美倾向。⑦对这种所谓欧洲字母表现能力较小的论题，我们不
敢苟同。欧洲书写史提供了大量具有高度表现力、表情力和丰富的装饰特征的实例。书
写线条或笔画的表现力物质本身，使我们能够把每个符号（字、字母）都写得富有表现



力和美的魅力，不管这些符号属于哪一种书写体系。卡普尔说：「没有哪一种笔画会没
有美的表现因素。」⑧中国象形文字可以从其绘画渊源的描绘特征而予以说明的无与伦
比的表现能力和造型能力，使它能在一定条件下产生丰富的视觉形象和智力形象。在承
认它的这些能力时，应当注意这样一种情况：其本质归要结底是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感
情、以及他与大自然和宇宙的关系、反映生命的律动的中国书法，⑨能够更充分、更丰
富地体现形成象形文字的线条和笔画组合的一切表现能力。欧洲书法主要是为教会和文
书抄录效力，因而极其保守、规矩繁琐，限制了书法的表现能力，不能使它象在中国那
样得到充分的实现。 

 

  维列茨还认为，欧洲和中国书法的差异是由书写的不同美学立场决定的。他指出，
中国书法美学反对刻板和千篇一律，甚至主张「随心所欲」，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体现大
自然本身充满活力的变化。在中国书法中，横线和竖线很少写成准确无误的水平线和垂
直线，这样可以避免写得矫揉造作和呆板；而书法的魅力不是象欧洲书法那样靠严格的
匀称，而是靠使象形文字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各种组成部分及各种富有代表性的姿态略加
变化，造成不平衡。 

 

  欧洲和中国书法美学方面的这些差异，主要是涉及现象的量的方面。它们无疑应当
引起重视，因为它们能够提示欧洲和中国对于人类周围世界、特别是艺术形式的传统美
学观点的不一致的程度。然而，它们涉及的主要是外在的形式特征，对这些特征进行分
析并不能充分阐明我们所考察的现象的本质。因此，照我们的看法，应当重视其别的方
面，即质的方面。 

 

  上面所指出的欧洲书法和中国书法的不同的社会地位，也决定了它们不同的社会使
命。如同上文所强调的那样，欧洲书法是循规蹈矩、一笔不拘地写成的，其形式的清晰
与严格又与一定的装饰效果相结合。⑾到十四世纪为止，它一直是用来满足社会对于书
写的实用需要，完全服务于公文书牍。从此之后，公文书写便成了整个书法的象征。⑿
而中国书法满足社会审美需要的水平，并不下于其它艺术门类。如果说，欧洲掌握书法
的是完成「社会订货」的政府雇员或极少数显贵；那么在中国，书法则是人们认真从事
的一门艺术和感到自己有进行这门艺术创作的需要的富有教养的那部分人的一种心爱的
消遣形式。它是人的一种自我表现的手段和一个发挥其创作才能的部门，如同中国的传
统绘画「国画」以及诗歌或音乐一样。 

 

  研究书法准则，予以认真复制或者严格遵循，这是欧洲书法家艺术创作的模式；而
中国书法家则把研究理论著作和这门艺术的经典作品视为日后进行自由创作活动和发展
传统的必要条件。中国有许多既掌握了书法准则又终身致力此道的人，但只有那些能够
在大量临摹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风格或技术个性，其艺术特征臻于独特境界的人，才能
成为杰出的艺术家。在这门艺术肯有发达的传统和广泛的普及性的情况下，在具有若干
个世纪的书写实践的条件下，要达到这一境界是十分困难的。 

 

  我们还可以指出这样一种情况：中国书法实践的每一个时期都与欧洲这一实践的情
况不同：同时使用几种各不相同的书法，其中包括当时并不规范的「死」书体。这一定
在中国的当代书法中显得特别突出。无论是在展览会上，还是在专业出版物中，都可以
看到按照书法艺术的原则写成的古往今来的各种风格和字体。这表现了作为一种继承文
化传统的体现和丰富的物质的精神遗产，作为一个联系古今的环节的书法艺术的民主性
和进步性。 

 

  与欧洲书法不同，中国书法是审美因素和伦理因素的辩证统一，因而具有明显的教
化性。中国书法家在创作时主要彩诗歌、富有韵律的散文以及其它古典作品，它们在中
国的社会生活中长期发挥了高度的化理道德和人道主义作用。中国书法借助富有情感的
形式美化，大大加强了对观众的感染力，为之提供眼与心同时感到欢欣的良机。 

 

  近年来，作为对鼓吹不要思想和脱离现实、用可疑的东西偷换稳定的文化价值的资
产阶级大众文化商品化不良后果的逆反，西方对于书法艺术的兴趣明显上升了。欧洲装



饰艺术家和花体字设计家越来越喜欢求助于中世纪西欧书法艺术的丰富遗产，在书刊装
帧以及广告、商标、招牌等的装潢中，运用长体字和书法的某些装饰性因素，从而使这
门凝聚了千百年来人类的实践，但却已被忘却的艺术得到复兴。 

 

  当前，中国书法正处于一个迅猛发展、繁荣昌盛的时期。这一「民族珍宝」的命
运，如同整个文化的命运一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已为广大劳动君众所掌握。
在这个国家的数千年历史中，人民政权首次使人民受到教育，为他们敞开了大中小学的
校门。除了接受教育之外，中国劳动人民还获得了接受丰富的民族文化的机会。自人民
政权建立之后，他们不仅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悠久传统，还因在其中注入了社会主义
的新内容而赋予它以新的生命力。在人民手中，传统的书法艺术闪现出先前被掩盖的新
的外沿。书法以其无限的造型能力和表现能力开始赋予自己的艺术语言以社会主义文化
的精神价值、从沙龙艺术变成了人民的艺术。 

 

  幸运的是，在本世纪五十年代探索「无产阶级新文化」和反对资产阶级文化的时
期，中国书法源远流长的传统并没有被忽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它也经受
住了考验。它活在每个新的学校、图书馆、体育馆、商店或艺术社团书写精美的名称
上，活在每本杂志、每本新书的题名上，活在每本书法艺术杰作集子里。这一传统保存
在成千上万专业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的手中，保存在刚刚学会拿笔写字的儿童的手中。 

 

  欧洲书法和中国书法，它们的差异是如此之大，而人类自古已然的对于美的追求，
对于和谐和完美的自然需要，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创造的天生追求，又是如此相似。 

 

  本文并不奢望全面地考察问题，其目的仅仅在于比较集中地探索书法艺术这一内涵
和层次如此丰富的概念。对于我们所涉及的这一问题的更加深入的研究，当能使它的其
它方面得以阐明，从而促进东西方文化全面而又正确的相互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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