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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现代”一词的最初理解是属于历史范畴的 是相对于古代。近代这样的历史概念而言的。但是因为人们对书法的悠久

历史的敬畏和对古代书法成就的崇尚，一谈起书法 人们多是在肯定其历史辉煌的同时，忽视了作为与传统书法相对应的当代书法

的存在；再加上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诸多以现代书法的名义出现的有争议的艺术思潮的纷扰，现代书法的概念在人们面前就更显

得扑朔迷离了；直到目前这种对现代书法概念的误解依然存在。 

但是，我必须承认，对艺术进行断代是很困难的。因为艺术史的发展是渐进的，不同于政治上的改朝换代。有时也很难找出一

十具有重大意义的标志性事件，所以它既不能照搬政治史的模式，又不能完辛摆脱政治史的影响，就只好采取折衷的方法。但是从

建国以来的书法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很难说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这一段时期的书法与民国书法。清末书法有何质的差别。书法实

践领域既看不到明显的创新 书法理论领域也见不到什么新的理论与思潮，所以我认为书法的现代性应该从改革开放以后算起较为

符合实际和具有说服力。   

以上是从时间跨度上界定现代书法的，但是，现代书法注定不是仅仅从时间上获得其独立价值的，更根本的：现代书法是作为

一种对传统书法继承基础上的超越形态，作为一种有别于传统书法的 在分解传统的基础上的现代重构形态而具有现代意义和学术

价值的。所以，纵然是改革开放以后这段时间产生的书法作品，不但泥古不化的仿古之作不能叫做现代书法，而且各种偏离书法的

探索作品亦不能称之为现代书法。这时，现代书法在获得其时间规定性的同时不但具有了学术价值，更获得了时代意义。   

集合了当代书法领域所有创新成果的现代书法以其不同于传统书法的特殊规定性和它植根于现代社会文化背景的无与伦比的现

代优越性，共同构成，孕育出现代书法这一时代艺术的骄子：下面我们就从书法实践和书法审美两方面来分析和认识现代书法的现

代性特征：   

一、书法实践领域   

1.对“法”的学习从传统的思维中走出来，不但把“法”作为悟的对象。更把“法”作为一种工具，对法的学习也具有更强的

目的性。而在此同时 对书法中主观性因素的强调更加突出，普遍强调的是以书法来表现、传达即时的感受、心情等更短暂，更强

烈的土体精神体验．而不是以往的人的全部学养人格。性情的自然流露。   

2.书法的质——书法的内在美．即通过外在的线条质量，字的结构。作品的章法等形式所表现出的书法的生命性，从表现理性

的线条的质量，字之真态。作品的意境神采等方面转向主体的审美偏好，书家个性风格的营造。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书法形式作用

的挖掘和夸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在书法创作日益多元化，多样化-重形式．重观感的同时，书法理论研究也更多地关注到了书法家、书法欣赏者的情感、心理

因素，不仅关注到书法作品的创造过程。也关注到书法创作后的过程——书法的欣赏过程。   

4.在书体方面，书法家们努力冲破具体书体的规定性对书法艺术自由的限制，呈现出许多各种书体的中间形态。有的在楷书，

隶书，篆书等比较规整的书体中夹杂行草因素以求其灵动和韵味：有的在行草书体中夹杂篆隶因素，以求其浑厚拙朴；还有的在取

法时盲接选择那些具有过渡性质的书法资料或那些具有多种书体因素的作品，如甲骨文、大篆、秦汉竹木简魏晋尺牍等。   

5.从书法学习方面看．也突破了以修身养性，长期的惯，性积累和自然流露为主的模式。而更强调有目的的训练与运用，强调

实用性与速成性-而且现代书法家，特别是中青年书法家不像古代的文人书法家那样饱读诗书，修养全面，他们多不再用心于书法

领域以外的东西，即使有，也多以业余爱好为主，呈现出明显的专业化倾向。   

二、书法审美领域   

任何一门艺术形式都可以看作是一定社会条件下人们的思想意识，集体感情和审美理想的产物。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它的存在和

价值是通过书法家创造的具体的书法作品来体现的。作为审美对象的书法作品首先体现了书法家的审美观念，而书法家的价值则以

作品被广大群众接受为标准所以作品所体现的审美意识是否符合欣赏者的审美观念则决定着书法家价值的最终实现。因此。作为审

美主体的书法家和欣赏者的审美观念，总是在相互影响、相互接受的不一致中呈现一种共同的趋势，虽然二者的发展不会一致虽然

现实的主体间的差异会各种各样，而审美主体的审美趋向又决定了书法作品的审美价值。   

作为身处现代社会之中的审美主体——书法家，不可避免地在审美期望中包含着对审美理想的重建。即对个人书法面貌的追

求，所以，现代书法就体现出了审美上体的这种审美趋向。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1)渴望自我的自由-书法家追求的是表现的自

由，而欣赏者追求的则是欣赏的自由。一方面，书法家不断突破传统、突破自我、突破条件的限制在观念技法，工具上追求和扩大

表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欣赏者又不断提出新的审美要求，不断扩大审美视野，不断肯定新的审美新对象因为主体差异的普遍



性，与此相适应，现代书法家创作的书法作品所面对的观众也由面对全体观众雅俗共赏型转向面对一部分观众的百花齐放型。(2)

追求个性的表达。不管是从历届国展中更适于表现的行草书体的兴盛上，还是从众多风格各异的书法作品的涌现上，不管是从人们

对馆阁体的唾弃上还是从对明末行草书风的重视上，不管是从书法家的生活习惯上，还是思想言行上，现代书法家都体现出对个性

表达的狂热与尊崇。而欣赏者则是通过对适合自己个性的书法作品的肯定和对其他书法作品的疏离来凸现他的个性的。(3)执着干

求新的探索。艺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创新，一种艺术要想获得发展就必须冲破已有的存在，已得的成果，书法更是如此。但是创新却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顶礼膜拜，以前只是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艺术史的筛选与淘汰，而现在却是书法家自己在主动地去按艺术

史的规律去创造自己的艺术命运。(4)侧重于形式的新奇。不可否认，现在有些书家对传统的挖掘，刘作品内涵的深化和丰富做得

相当好，但是整体的趋势却是更注重于表面形式的变异，最明显的就是历届国展中超常规作品的大量涌现如超大幅的，变章法的．

变纸色墨色的，用多个印章的>>可谓丰富多彩。(5)屈服于世俗的功利性。商品经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无孔不入，从古代文人墨

害羞于谈钱而转为现代书法家对钱的津津乐道，甚至不惜为了经济利益而牺牲自己的艺术前途。我们常常可口看到：某某书家一出

名，其作品的价格就一路飞飚，这说明社会认可它的这种艺术创新的成果，而他也从中获得了经济上的丰厚回报。但是他却因为忙

于复制被社会认可的作品而疏于自我的创新和再探索，逐渐趋于封闭状态，既不进行新的探索，又忽视原有风格的挖掘和完善，常

常出现僵化的毛病怎能不令人生憾！没有成名的盼望成名，抛弃个人的艺术追求而一味迎合社会的需求，已经成名的却又逃不出成

名的阴影，书坛的悲哀就这样不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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