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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浪漫豪放的艺术高峰
———论李白 、张旭的诗歌与书法共生现象

许四辈
(青海师范大学 民族师范学院 , 青海 西宁 810008)

[摘要 ]书法与诗歌联系密切 , 本质相似。强烈的抒情目的 、鲜明的节奏韵律 、自然的审美理想以及对

人格的注重 , 使诗 、书得以相似相通 ,得以结合共生。 李白与张旭的诗歌和书法 , 因为二人所共处的时代 、

相似的性格气质而表现出自然天放 、浪漫豪放的特征 。他们以狂放不羁的思想性格和俊逸超拔的天才开

创 , 使得诗歌和书法两种艺术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 并将盛唐浪漫豪放的艺术推向了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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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最具魅力的艺术形式 , 诗歌和书法在书写

情感 、再现诗人书法家的心灵世界方面极为一致。诗歌

与书法的沟通和结合源远流长。李白和张旭 ,不仅在两

个艺术领域都达到了很高的造诣 , 而且由于二人相同的

志趣爱好和性格特征 , 相同的文化背景和大致接近的思

想渊源 , 他们的诗歌和书法表现出特别的一致性。可以

说 , 他们的诗歌书法是盛唐文化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

一

李白和张旭生活在一个文化繁荣强盛的大时代 , 处

在南北文化 、中外文化广泛交流的高潮时期。袁行霈谈

到 , 南北朝时期 ,南方文风华靡 , 北方文风质朴。南帖飘

逸 , 北碑凝重。唐代 ,南朝的文融入北朝的质 , 北朝的质

充实南朝的文 , 为创造中国诗歌最美的典型做好了准

备。[ 1]唐代的各种文化艺术无不呈现得雄壮大气 , 诗歌

和书法尤其表现了盛唐气象的特征。李白和张旭分别在

诗歌和书法艺术中创造出了阔大的景象。 同时 , 他们生

活的时代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共荣的时代。思想领域 ,

儒家思想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 , 融入到几乎所有人的思

想深处。佛教思想延续南北朝的传统 , 十分盛行。李唐

统治者为了抬高血缘地位 ,追认老子为远祖 , 奉道教为国

教。李白就是一个多种思想的集合体 ,特别是道教 , 对李

白影响深远。他早年即与道士来往 , 生活在道教活跃的

地方 , 深受道教影响 , “十五游神仙 , 仙游未曾歇 ”, 罗宗

强认为李白即在十五岁入道 [ 2] 。 他云游访道 , 乐此不

疲 , “五岳寻仙不辞远 , 一生好入名山游”, 他潜心学道 ,

“清斋三千日 , 裂帛写道经”, “余尝学道穷冥筌 , 梦中往

往游仙山”, “清晓骑白鹿 , 直上天门山。山际逢羽人 , 方

瞳好容颜”, “朝饮王母池 , 暝投天门关。独抱绿绮琴 , 夜

行青山间。山明月露白 ,夜静松风歇。” 道教信仰与李白

飘逸放旷的性格密切相关 ,他追求神仙世界 ,实际上是为

了追求更寥廓 、更自由的精神世界。张旭是否信仰道教 ,

史书没有记载 ,但与他同为 “吴中四士”的贺知章于天宝

三年请度为道士。可以肯定 ,被奉为国教的道教不可避

免的要影响到张旭。况且 ,道教注重自我个性 、追求精神

自由的理想主张是当时文人的普遍向往。艺术领域 , 格

律诗和古体诗共同辉煌 , 精心锤炼和任情写意皆造佳

境 ;南帖和北碑互相交融 , 法度和性情同被重视 ,典雅和

朴拙 、精致和大气并存。正是这种环境和土壤造就了两

位既博采众长又风格飙异的天才艺术家。

李白和张旭都将艺术的抒情性发挥到极致。诗歌和

书法是他们思想性格的载体。中国自古就有 “在心为

志 ,发言为诗 ,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 “诗 , 由情生者也 ,有

必不可解之情 ,而后有不可朽之诗 ”等相近的论述 , 说明

诗歌的抒情特点。书法也以抒发情感为己任。 扬雄就

说:“言为心声 , 书为心画 ”, 刘熙载也说 “写字者 , 写志

也” , 都说明书法是抒情写意的手段。李白和张旭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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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内心世界和鲜明的个性特征都通过诗歌和书法这

两种艺术形式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韩愈在《送高闲上

人序》中说:张旭 “善草书 , 不治他技 , 喜怒 , 窘穷 , 愉快 ,

怨恨 , 思慕 ,酣醉 , 无聊 , 不平 , 有动于中 , 必于草书焉发

之” 。二人又同样的非常好酒 , 同为 “饮中八仙 ”。李白

得意时 “两人对斟山花开 ,一杯一杯复一杯” ,愁闷时 “抽

刀断水水更流 , 举杯消愁愁更愁 ”, 孤独时 “花间一壶酒 ,

独酌无相亲” 。 《新唐书》载 , “张旭嗜酒 , 每大醉呼叫狂

走 , 乃下笔 ,或以头濡墨而书 , 即醒 ,自视以为神 , 不可复

得也。世呼张颠。”二人同样经历了仕途受挫 、沉沦下僚

的坎坷命运。李白二入长安 [ 3] , 渴望为朝廷建功立业 ,

实现由布衣而卿相的人生转折 ,但未得重用 , 入长安不久

便被赐金放还。张旭仅当过官小职卑的常熟尉和金吾长

史。于是 , 为追求精神解放 、个性自由 , 他们游历山水 , 纵

情自然。

二

李白和张旭的诗歌书法艺术不仅在唐代形成了不拘

格律 、突破法度的浪漫主义高峰 , 而且为后世艺术的浪漫

主义风格开辟了广阔前景。唐代 , 诗歌上有反复锤炼的

杜甫 , 不断推敲 、“两句三年得 , 一吟双泪流 ”的贾岛;书

法上有总结 “结字三十六法”的欧阳询 , 有字如其人一样

方正刚直的颜鲁公。而李白和张旭却以 “天然去雕饰”

的自然天放 , 用他们俊逸纵横的才情开创了另一种天地。

1.体式的选择。李白和张旭都擅长相对自由的艺

术体式。格律诗在唐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 , 但李白

偏偏喜爱古风。 《唐诗三百首》共选李白诗歌二十七首 ,

其中五律五首 , 七律 、七绝 、五绝共五首 , 其余皆为古体诗

(包括乐府)。刘熙载《艺概》云:“太白诗言侠 、言仙 、言

女 、言酒 ,特借用乐府形体耳”。 在人们普遍注重法度 、

楷书名家辈出的当时 , 张旭选择了狂草。张旭传世书迹

有草书《肚痛帖》、《 醉墨帖 》、《千字文》 、《古诗四帖 》,

其中最能代表其风格的是《古诗四帖》。这并不是他们

缺乏创作格律诗和楷书的技法和才能 , 李白的五律 《赠

孟浩然》 、《送友人》、《夜泊牛渚怀古》 , 七律 《登金陵凤

凰台》等篇目同样是古代诗歌中的经典之作;张旭楷书

学自陆彦远 , 又深受欧阳询 、虞世南的影响 , 楷书代表作

有《尚书省郎官石记序》, 苏轼评其楷书曰 “无一点画不

该规矩者” 。只是由于他们狂放的个性 , 崇尚自由的精

神气质 , 不愿被格律法度等外在规则所束缚。也只有古

风和狂草 , 才能不受句数句式的限制 , 不受行列分布的约

束 , 如激浪狂潮般的宣泄激情 , 充分表现他们卓然不群 ,

不拘陈规 , 傲世自高的性格特征。

2.艺术语言的运用。诗歌的语言是词句 , 书法的语

言是线条。李白的大量诗作 , 运用五言 、七言为主要句

式 , 间或也运用三言 、四言 、九言 , 句子的节奏有两字一

拍 , 三字一拍 ,不一而足。这种句式特点和语言节奏有力

地体现了诗人对艺术语言高超的驾驭能力 , 体现了诗人

无意应合严格的格律套路 , 而根据表情达意的需要自然

地使用艺术语言的创作倾向。张旭的狂草提按绞翻处如

老少欢歌起舞 ,似龙蛇纠结争斗 , 运笔或留或收 , 或纵或

敛 ,点画牵萦连绵 , 起伏不绝。 《古诗四帖》笔势狂放流

走 ,体势活泼飞舞 , 线条时而直进 , 时而迂回 , 时而跳跃 ,

时而急止 ,极富魅力。 加之枯墨渴笔的使用 , 丰富生动。

李白诗作的语言和张旭书法的线条 ,都表现得节奏自然

流畅 ,疾徐有度 , 或如长江大河 ,或如行云流水 , 情感的节

拍从笔锋流出 ,艺术语言的韵律感得到最为充分的表现。

当然 ,李白创作的格律诗 , 句式严整 , 对仗工整 , 音韵和

谐;张旭的楷书应规入矩 , 楷法精研。可见 , 对于艺术语

言 ,他们以严谨的规矩 、法度为基础 ,又超越了法度 。

3.取法自然的创作方法。中国古代艺术都以自然

为最高境界。在论及点画取法神态时 ,如高峰坠石 、千里

阵云 、千年枯藤 、势若奔云 ,皆以自然万物为喻。黄庭坚

说:“放笔自然成行 ,则虽草而笔意端正 , 最忌用意装缀 ,

便不成书”。取法自然形式有二:一是从自然界万事万

物的形象中感悟艺术形象 , 二是从自然状态的存在发展

悟出艺术的表现过程。李白诗歌中刻画的意象无不源于

自然。这与他钟情自然 、以自然为法的情趣密不可分。

张旭观察世间万物 ,山川崖谷 、雷霆霹雳 ,天地万物之变 ,

都倾注到书法里去了。在表现过程中以自然为上 ,力戒

做作 ,避免人为痕迹。李白 “用着大刀阔斧粗枝大叶的

手法与线条 ,去涂写他心中的影响和情感” , “在他的诗

里 ,都有一种排山倒海万马奔腾的气势” [ 4] 。清代赵翼

也说李白 “才气豪迈 , 全以神运 , 自不屑束缚于格律 、对

偶 ,与雕绘者争胜” 。张旭的书法 , 任性恣情而寄寓点

画”。苏轼赞道:“长史草书 , 颓然天放 , 略有点画处 , 而

意气自足 ,号称神逸” 。不论法其形象还是法其过程 , 李

张二人艺术的自然特征都非常突出。

4.浪漫豪放的艺术风格。中国诗歌和书法都以丰

富的人生阅历 、饱满充沛的激情 、高尚的人格修养 、丰厚

的文化底蕴作为提高艺术品位的必要因素。李白诗歌

“以《庄子》 、 《楚辞》为源 ,广泛吸取了阮籍的渊放 、郭璞

的超拔 、鲍照的俊逸 、谢眺的清秀 , 并融合盛唐清新豪放

的共同特点 , 形成了壮浪纵恣的独特风格和高远宏阔的

艺术境界” [ 5] 。他的诗 ,狂放飘逸 , 清高天真。即使在政

治失意 、被迫离开长安云游之中 , 也将自己的苦闷 、无奈

融合进瑰丽的想象和豁达的超脱之中。张旭的书法同样

的任情恣意 ,豪放浪漫。 他 “对自我情感的尊重与对书

法技巧的精熟 , 造就了草圣的一代英名 ”。[ 6]李白赞道:

“楚人尽道张某奇 , 心藏风云世莫知。 三吴郡伯皆顾盼 ,

四海雄侠争追随。”李颀《赠张旭》:“左手持蟹螯 ,右手持

丹经。瞪目视霄汉 , 不知醉与醒。” 《续书断》评其书曰:

“如神虬腾霄汉 , 夏云出嵩华 , 逸势奇状 ,莫可穷测” 。张

旭纵情于酒 ,寓情于书 , 把天地万物的情势与自身的主观

情态融为一体 ,铸就了他飞动豪荡的狂草表现形式和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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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三

值得关注的是 , 李白的书法和张旭的诗歌同样成就

斐然。在同一个艺术家身上达到了诗歌与书法的有机交

融。 《李白墓碑》称 “翰林字思高笔逸” , 《宣和书谱》载:

“白尝作行书 ,字画尤飘逸 ”, 《临池管见》说:“太白书新

鲜秀活 , 呼吸清淑 ,摆脱尘凡 ,飘飘乎有仙气”。 《中国书

法鉴赏辞典》介绍:李白与张旭友善 , 师张旭草书 , 书为

诗名所掩。李白传世书迹有《上阳台帖》、《月下帖》、《天

门山铭》 、《梦时文》多种。其中 《上阳台帖》苍劲雄伟中

见姿媚挺秀 , 一如李白豪放 、俊逸的诗风。正是诗如其

人 , 书亦如其人。

张旭以长于七绝而享誉诗坛 , 《全唐诗》录其诗六

首。 《山中留客》:“山光物态弄春晖 , 莫为轻阴便拟归。

纵使晴明无雨色 , 入云深处亦沾衣。” 《桃花溪 》:“隐隐飞

桥隔野烟 , 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 , 洞在清溪

何处边?”《春草》:“春草青青万里余 , 边城落日见离居。

情知海上三年别 , 不寄云间一纸书。” 《清溪泛舟》:“旅人

倚征棹 , 薄暮起劳歌。笑揽清溪月 ,清辉不厌多。” 《春游

值雨》:“欲寻轩槛列清樽 , 江上烟云向晚昏。须倩东风

吹散雨 , 明朝却待入华园。” 《柳》:“濯濯烟条拂地垂 , 城

边楼畔结春思。请君细看风流意 ,为灭灵和殿里时。”诗

中山水景象奇伟空阔 ,充溢着自然美和豪放飘逸的情致 ,

有如作者一幅幅体势飞动 、笔意连绵 , 雄劲而潇洒的草

书。几首诗运用虚笔写景的手法 , 巧妙地写出令人神往

的深山空翠 ,浓墨渲染晚来江上演云低垂的昏暗之景 ,山

水人物若有若无 ,亦真亦幻。这种意象之美与书法的抽

象朦胧之美异曲同工。

洒脱不羁的气质 ,傲世独立的人格 , 易于触动而又强

烈的感情 ,是李白诗抒情的鲜明特征。他感情的迸发 ,宛

如天际的狂飙和喷溢的火山 ,奔涌而出 , 他气挟风雷的创

作 ,天才的手笔 , 当时就被人们广为称颂。其后的诗人作

家如李贺 、苏轼 、陆游 、龚自珍虽受其影响 , 但在狂放 、傲

岸 、洒脱浪漫方面似乎仍然无法企及。张旭草书高妙的

笔法 ,磅礴的气势 , 挥毫出壁而不拘法度 , 形成书法史上

典型的浪漫主义写意特征。他嗜酒放狂 、奔走呼号的独

特个性 ,连绵不绝的壮美气势 , 只有怀素得到继承和发

展 ,被称为 “张颠素狂 ”。 此后 , 一千余年 , 虽善草者甚

众 ,但浪漫气势和书法个性远不能与张旭相提并论。李

白的书法 , 张旭的七绝与他们的诗歌和书法都最为淋漓

酣畅地宣泄了作者澎湃的激情 , 共同展示了他们狂放的

个性 ,浪漫的气质 , 纵横的才情 , 俊逸的风采。 他们实现

了诗歌书法两种艺术的天然结合 ,以天才的开创 ,将盛唐

浪漫主义的艺术推向了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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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HighestRomanticArtAchievementinTangDynasty
———AnalysisoftheIdenticalPhenomenonofCorrelationof

PoemandCalligraphyofLiBaiandZhangXu

XUSi-bei
(QinghaiNormalUniversityNationalityTeachersCollege, Xining810008, China)

Abstract:Calligraphyandpoemareultimatelyassociatedwitheachother.Thecommonalityofstronglyric,

prominentrhythm, naturallybornaestheticsandtheinside-meltedpersonalityoftheauthorofbothcalli-

graphyandpoemabidethesetwostrikinglydifferentartformscloselytogetherandmutuallyreinforceeach

otherintheircoexistence.InthecaseofLiBaiandZhangXu, becauseofthecontemporariliness, andcom-

monpersonality, theircalligraphyandpoemhasmanifestednaturalopenness, andunleashedromance.

Theirrebellionthoughtsandextraordinarygeniuscontributedtotheperfectionoftheunityofcalligraphyand

poeminTangDynastythusbecameoneofthelandmarksofthehighestachievementofartinthisepochin

Chinese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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