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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书法  艺术书法  商品书法 
                                 ——当今书法存在发展的三大基本主题  

           

 冯印强 

 

    书法在当今的存在与发展，显然是摆在我们书法人面前不得不深入思考的问题。因为书法作为本民族一种特殊艺术，一方面要

随着社会的传型与时俱进地完成自身的现代传型，以识应不断更新的艺术理念和文化消费；另一方面又要构建书法艺术在当今的存

在和发展机制，以适应“全球一体化”所带来的文化冲击与融合，从而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而介入到世界大文化艺术格局中，参与

全球艺术的整体跨越与进步。同时，书法作为“物”的存在，又在高速运转的工业和商品时代接受着种种价值考验。可以说，书法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着存在的危机和处境的艰难。看来，探索书法在当今的存在和发展机制，使古老的书法艺术在当代获得新

的峥嵘，显得多么的迫切和及时。

 

   如今，书法被贴上了诸多的学术标签。如产生于上世纪的现代派、学院派、新古典派、前卫派、观念艺术、流行书风等。近两年

又出现了以中央美院王镛为代表的艺术书法，和以北京大学王岳川为代表的文化书法。事实上，流派的不断出现并不是对本来就单

一而复杂的书法肢解使书法走向多个单一的概念，而是书法在当今走向多元繁荣走向自觉的必然结果。在我看来，任何一个流派或

创作观念都是对传统书法艺术的发展和延续，都带有一定的探索和尝试倾向。因此，尽管它们的探索或尝试大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

弊端或缺陷，但他们的努力为书法艺术的发展和现代转型造所成的积极影响还是应该给予肯定的。它表征着当代书法家们试图从不

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对传统书法进行多维研究和系统关照的整体理念，因而这种看似肢解的研究和创作方法也是科学的必须选择

的。严格地说，刚刚出现的文化书法和艺术书法并不属于什么流派，而是对书法传统以及书法近二十年发展的概括和总结。加上我

们所处在一个商品时代，书法又是一种“物”的存在。因此，文化书法、艺术书法、商品书法将是书法在当今乃至未来存在与发展

的三大基本主题。  

 

 

一、艺术书法——书法艺术属性的全新解读 

    前年，中央美术学院的王镛提出了一个艺术书法概念，引起书法界不小的争论和轰动。一个新的学术概念提出而引起争论是必

然也是必须的，而争论的结果应该是对“艺术书法”的深层认识与理性思考。但事实好象并不是这样，从目前见诸报端的有关批评

文章中，更多的表现出质疑或不屑姿态，偶尔有表示欣赏和认同的，也只是认同强调书法的艺术性而就此浅显论述一番。艺术书法

已经被提出近两年了，至今也没有看到就艺术书法本身进行有理论深度有思想价值的论述出现。一句话，艺术书法并没有从理论上

往纵深持续研究下去。这不但有违王镛提出艺术书法的初衷，同时也是书法理论界的悲哀。难道艺术书法就仅仅是为了强调书法的

艺术性才被提出来的吗？  

   在我看来，王镛提出艺术书法并进行专项研究和实践并不是偶然的，这里面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时代的适应性。首先，在传统文

化语境下，书法一直承载着实用和艺术的双重功能，或者说传统书法只是在文字书写中张显出来的艺术属性。这里面纵然也不泛有

较为纯粹的“创作”存在，但由于当时大的文化语境没有改变，这里面还是包含着诸多的非艺术因素。不过书法这种大杂会式的历

史存在状态，也确实从另一方面形成了独特的书法文化传统。如今，书法的实用功能显然已经弱化甚至基本消失，同时书法的审美



属性得到最大程度的重视。加上书法作为艺术学科的逐步确立，完全有必要把传统书法中的非艺术因素剥离开来，站在纯艺术的立

场解读书法传统，从而建立新的相对独立的书法观，来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引导人们对书法本题的认识和书法创新研究。而艺术书

法的提出，正是基于以上历史和时代事实；其次，在当今新旧观念特别是中西观念冲突与融合的大文化背景中，书法理论并没有做

好正确的理论引导。这不但使当今众多的书法人陷入了利用西方艺术理念解读书法传统的力不从心，同时也陷入了对书法本体以及

书法美学认识深度不够甚至模糊的两难境界。艺术书法就是着力以艺术为本，站在民族艺术立场，理性的把书法置放在大的世界艺

术背景中，寻求书法新的存在和发展机制。为构建起新的书法本体和书法美学理论体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专业研究视角，同时也为

我们能够完成书法的时代诠释与现代转型，作出了理论支撑。这，或许是艺术书法提出来的原因和初衷。  

   但是，艺术书法很容易被理解为就是为了强调书法的艺术性才被提出的。强调书法的艺术性就等于强调技巧和形式，这也难怪人

们这样理解艺术书法。从去年的艺术书法展的参展作品整体来看，大都在玩观念和技巧以及形式构成，如此，书法就成了一个“图

“了。这也从另一方面削弱了书法独特文化价值的存在性。然而，艺术书法的倡导者王镛并没有适时的作出理论解释，更没有与时

具进的丰富艺术书法理论，使人们对艺术书法的认识始终不能够正确和深入，这未免是艺术书法存在的遗憾和不足之处。 

二、文化书法——书法文化属性的当代诠释  

   不知是不是为了弥补艺术书法的不足？去年，北大学者王岳川提出来一个文化书法概念。王岳川作为一个文化学者，此前曾经提

出一系列文化和学术观点，着力站在本土文化立场审视民族文化的世界性问题。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世界整体文化格局中的存在

状态进行过系统的思考和研究，努力为东方文化输出和世界发现东方作出思想传播和理论储备。文化书法正是基于以上立场被提出

的。我想，既然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在当今多元文化背景下，特别是在当今书法的“图象“时代，强调它的文化特性

有着及其重要的思想价值和研究价值，很值得我们关注并为之思考的。

 

   当今，我们已经基本脱离了以儒、释、道为内核支撑的传统文化语境控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随之建立起一个新的、

与时代相适应的文化体系。事实上，我们正处在传统文化语境被抽离而新的文化语境没有随之建立的“真空“时代。加上西方文化

和思想观念的侵袭融入，民族文化的纯粹性和特色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忧虑。表现在书法上，书法的传统

文化语境已经被柚离所带来的新的挑战也是非常明显的。加上当今的书法人对艺术书法概念本身的片面理解以及对西方文化和艺观

念的盲目植入，使书法只停留在纯粹的艺术和技巧层面。诚然，从技巧层面固然可以感悟书法传统技巧精髓，但永远不可能融及到

书法文化的核心部分，更妄谈书法文化的时代建构使命了。看来，仅仅强调书法的艺术特性显然是不够的。而文化书法的提出，则

着力从书法文化立场，把书法植入到大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当今全球文化格局中，努力构建起新的书法文化理论体系，寻求书法作为

民族文化的存在价值和发展机制，重新树立书法新的中国文化核心地位。使书法因其博大精深的文化魅力而感深时代，引导人们的

精神和价值观念，为构建大一统的和谐中国担当文化使命。   应该看到，文化书法的提出也有其不足之处。难道还有非文化的书法

吗？社会学也告诉我们，只要是非生理性产生的行为观念和结果都可能构成文化。抽烟可以抽成烟文化，喝酒可以喝成酒文化，品

茶可以品成茶文化，连模特的猫步都可能形成“走“文化。书法无论强调它的艺术性仰或书写性，无论它在历史中是怎样的存在状

态，都属于文化范畴，都可能构成书法文化传统。如此，文化书法的提出不是多此一举吗？我要说的是，书法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

核心，它所承载的决不仅仅是文化问题，而是承载的中华文明。文化和文明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的。文明作为文化的高级形态，正

是中国书法所要承载的核心内容。我们继承书法传统，也是继承和宏扬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历史也告诉我们，中国历史只有文字

和书法的产生才意味着真正进入文明阶段的。可以说，一部中国书法史，就是一部中华文明延续史。在这一点上，文化书法的提出

显得泛化的多。况且，既然是书法，就是艺术，也就是一种文明，难道还有不文明的书法艺术存在吗？“文化”在这里修饰书法无

论就历史向度而言还是就社会向度而言，都显得苍白无力。还有，如果文化书法的提出是针对创作主体的文化身份而言，那是不是

说明只有文化人才有资格贴上文化书法标签？那么，什么样的书法人才有资格成为文化人？是不是还有不是文化人的书法人？如果

书法人还有文化人和非文化人之分的话，这不是分裂吗？还有什么包容可言呢？如果文化书法的提出就是针对创作主体而言的，那

么只能对本来就混乱的书坛起捣乱作用。不过我个人认为，这肯定不是王岳川提出文化书法的初衷。但王岳川又没有对此作出理论

上的诠释或说明，这未免有些另人失望。  

   但是，以上的疑问并不能说明文化书法的提出就毫无意义或多此一举。事实上，我们只要把文化书法和当今文化背景结合起来加

以关照，它的进步意义就会显露出来。我们只要不以挑剔的眼光来看，那么文化书法将会以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存在于当今的书法文

化格局的。

 

   需要说明的是，强调书法的文化属性并不是说就不强调或忽视书法的艺术属性。事实上，书法从它的产生开始就一直是文化和艺

术两种属性并存发展的，可以想象，脱离殷商文化背景来研究甲骨文的艺术性显得多么力不从心和徒劳无益。如今，艺术书法和文

化书法已经把传统书法的艺术和文化属性作为两种研究视角加以关照了，这里面有其时代的必然性存在。它的意义就在于适应转型

期的艺术发展。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文化书法和艺术书法因其研究视角的不同而有着同等的研究价值。对它们的研究划分是科

学和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们应该是相互牵引、相互补充、相互影响的。可以这样说，只有文化书法和艺术书法的专项研究与有

机结合，才能真正完成传统书法的当代诠释与解读；才能从理论上指导书法完成书法的现代转型；才能使书法以其特殊的艺术属性

融入到当今繁荣而多元的世界文化格局中。    

 



三、商品书法——书法商品属性的时代特色 

        前不久，我和著名书法理论家刘正成以及著名作家魏明伦进行的一次文化对话时，首次提出一个商品书法概念。我的意思

是，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经济和观念转型的商品时代，书法作为“物”的存在，无论就其艺术立场还是文化立场来讲，只要它有“价

值”存在，就必然有商品属性存在。一件书法作品，无论你如何论证它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但只要没有脱离这个商品时代，它

就会早晚不可逃避的被贴上商品标签。   事实上，以上只是站在书法本体的立场来对艺术书法和文化书法的提出作一粗浅的论述或

剖析。而商品书法作为“物”的存在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学术讨论话题，远非书法的商品属性所能囊括。这里涉及到一个书法本身

的认定问题。我认为，书法的文化和艺术属性只是书法作为“物”的存在呈现出来的艺术和文化意义。为了避免混淆，我们姑且把

“物”的书法称之为书法作品。因此我们可以换句话说，书法的艺术属性和文化属性是被作为“物”的书法作品载体呈现出来的。

也只有在这一意义上，“物”的书法（书法作品）和艺术书法（书法的艺术属性）、以及文化书法（书法的文化属性）才具有某种

同一的内容。本文把艺术书法和文化书法、商品书法并列作为当今书法存在发展的三大基本主题，也是出于以上立场。

   放眼当今社会，物欲横流。书法作为物的存在已经被无情的卷进商品浪潮。这或许是历史的发展使然，似乎和非功利的艺术和文

化无关，似乎是书法以外的事情。况且，书法本来就是一种高雅和神圣的艺术，干吗因“粘钱”而“染俗”呢？或许正是出于这种

心态，当今众多的书法家们大都在冠冕堂皇的站在艺术和文化的立场谈论书法，而书法的商品属性成了书法家们所极力回避的话

题，生怕触及商品二字就会有辱文人身份，更妄谈书法的商品价值研究了。加上书法本身的高度抽象性和审美解读难度性，也从另

一方面决定了书法只有专业和权威才有艺术价值和商品价值评判的话语权，而专业和权威们又对书法的商品话题避而不谈，甚至成

为有意疏远的对象。这就使普通民众或收藏者无法及时获得书法作品的审美信息，也就不可能获取书法艺术价值和商品价值的综合

准确判断。这样，就给一些书法混子们以广阔的发挥空间，书法成了书法混子们获取巨额利润的生财之道。其实，对于我们所处的

商品社会而言，这本来是件无可非议极为平常的事情。但就我们书法人而言，则显得极为异常。因为这些书法混子们利用书法艺术

的高雅和神圣，利用书法的的高度抽象性造成的审美难度，利用普通民众对书法的盲目无知，大加忽悠，出版专集，找名人作序，

与领导合影等等等等。想尽一切办法，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十足的书法“大家“，更有甚者，玩弄新奇，什么一笔书、倒书、反书、

侧书、指书、拳书、辫子书等江湖杂耍一涌而来，不但扰乱了正常的书法市场，更重要的是沾侮了书法的纯洁，亵渎了书法的神

圣。不要无视这些，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书法社会问题，它已经冲击和动摇了书法本来的社会地位，占有了书法大部分的市场份

额。可以这样说，你随便到一个领导或企业家看看，他们的书法收藏品起码在50﹪以上都是垃圾，书法已经被搅和的天昏地暗了，

我们的书法权威们为什么坐视不管呢？ 

   笔者无力扭转这一混乱局面，但我可以发出呐喊，作为一个书法人对书法发展事业的真切关注。抛出上面的文字，权当个人的呼

唤。我的第一声呼唤面向芸芸的书法人：书法的商品属性和文化属性与艺术属性并列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我们如果承认书法作为

商品的客观存在，承认我们属于书法人的一员，承认书法作品承载着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同时也承载着商品价值。那么我们就应

该带着书法人应有的文化使命，极力抵制书法混子们和书法杂家们有辱书法的不良行为，以还书法艺术一片蓝天，还书法市场一片

净土。努力捍卫书法艺术的神圣和书法家的尊严；我的第二声呼唤面向当今书法的权威们：不要虚心假意自作清高了，你如果承认

书法是物的存在，承认书法是一种商品的存在，你如果把自己的作品当作一种商品看待的话，就应该走出自己的书斋，走出艺术书

法和文化书法的狭隘研究区域，看看外面乌烟瘴气的书法市场吧！看看外面混乱而浮躁的连说自己是书法家都觉得丢人的书法社会

吧！那时，你就会认识到对书法社会和书法市场的关注同样的是及时和紧迫，对书法的商品研究同样是神圣而不可或缺的。此时，

你如果再对此袖手旁观，那么我们就会怀疑你作为书法家的文化身份和文化修养。也期望你们抽出宝贵的时间，站在书法权威的立

场为书法的商品价值作符合实际的权威认定，引导人们的精神消费和文化投资，整治一下混乱的书法市场，从而形成艺术书法、文

化书法和商品书法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发展。 

                                           

 2006年12月3日凌晨草于悟玄斋 

  上一篇： “文化书法”的语境与当代价值取向 

  下一篇： 大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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