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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书法是中国上下五千年来的优秀文化传统
,

它与中国文化相表里
,

与中华民族精神成一体
,

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

是世界艺术之

林的奇葩
。

在中国书法史上
,

涌现出许许多多的书法大家
。

其中
,

张旭
、

怀素
、

毛泽东是佼佼者之一
。

本文将其代表作进行书法艺术上的对
比

,

深入探讨他们书法艺术的异同
,

目的就是提高大
、

中小学生以及普通群众对书法艺术的欣赏水平和对人生的感悟
。

【关键词】书法 内涵 比较 感悟

书法是我国独特的传统艺术
,

千百年来
,

一直为人们欣赏和 隙在里面
。

虽然艺术家须追求技术上的完善表达
,

希望自己的作

喜爱
。

是因为她是以汉字为载体
,

涉及语言
、

文学
、

历史
、

美学 品非常到位
、

精致
。

但往往艺术
“

进入非常完美
、

精致的日抿
,

等方面
,

又与音乐
、

美术相通
,

能示人以美
,

触发人们对美的感 它感人的
、

耀眼的东西就丢失了
。 ”

这里面有个度的问题
。

艺术

受和联想
,

它是审美与实用的结合体
。

汉代的杨雄曾说过
: “

字 最重要的应当不仅仅只是带给人以愉悦
、

精美
,

或者安慰
。

艺术

为心画
” ,

即书法是表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的
。

鲁迅先生说
:

更重要的是带给人以启示
、

思索
:

一种心灵的默契
、

一种新感
“

我国的书法艺术是东方的明珠瑰宝
,

它不是诗却有诗的韵味
,

受
、

全新的图释
。

也就是给人以想象的余地与空间
,

只有如此
,

它不是画却有画的美感
,

它不是舞却有舞的节奏
,

它不是歌却有 才能引导人的审美前行
。

毛泽东的书法艺术就是这样一个好的典

歌的旋律
。 ”

还说
: “

我国文字有三美
,

意美以感心
,

音美以感 型例子
,

他之所以
“
一笔擎天

” ,

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

也不是

耳
,

形美以感目
。 ” ,

难怪乎世界著名的艺术大师毕加索面对浩 生来就有的
,

这是他哲学观念
、

思维方式
、

思想境界的展现
:

也

如烟海的中国书法文化感慨万千的讲
: “

如果我生在中国
,

不会 是他的人生情致
、

审美情趣和伟大人格的真实写照
。

他青少年就

是位画家
,

但肯定是位书法家
。 ”

所以说
,

美的书法能通过形象 胸怀
“

修身
、

齐家
、

治国
、

平天下
”

的远大抱负
,

因而博览群

而又抽象的线条使欣赏者获得美的享受
,

并能够陶冶人的人格和 书
,

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
。

先后研习 《兰亭序》
、

晋唐小楷
,

并

性情
。

而且
,

随着社会发展
,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人们更加追 抄写 《三字经 》
、

《论语》
、

《诗经》
、

《汉书》 等
,

从中吸取

求高质量的生活
,

许多人喜欢在家中挂一幅书画作品以增加点 了我国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之营养
,

也打下了扎实的书法功底
。

书香
,

这不仅是装饰
,

也体现个人的品味
,

同时更是一种美的享 他在长征途中创作的 《娄山关》 时
,

由于主体精神强烈
,

故运笔

受
。

对于大
、

中小学生来说
,

把他们带到书法美的意境中去
,

让 大胆肯定
,

直抒胸臆
,

毫无阻滞
,

走笔连绵
,

奔腾如电
,

大有高

他们耳濡目染
,

深受熏陶
,

则必定会有全新的发现
,

久而久之
,

迈健拔之韵
,

深沉刚直之情
,

坚不可破之质
,

浩然行空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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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会有闪光的自我
,

这些在电脑中是不能显现出来的
。

事实也 年代
,

雷锋的思想
、

风格
、

斗志
,

感动和鼓舞了亿万群众
,

也深

证明
,

学习书法对学生的健康成长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 接受书法 深打动了毛泽东
。

为了弘扬雷锋精神
,

它采用了行草书体题写的

教育的学生能获得一种极强的协调和 自控能力
,

为学习其他学
“

向雷锋同志学习
” ,

字体流畅
,

运笔巧妙
,

法字新颖
,

形神兼

科
,

培养其它技能打下一个良好基础
。

备
,

顾盼有情
,

字字千钧
,

美若画卷
,

沁人心脾
,

挥洒了一曲美

为此
,

每当我们踏进中小学校
、

翻开中小学校的课本或在 德和弦
。

公共场所时
,

总会出现在你眼帘的书法作品是毛泽东主席题写的 二
、

视觉性的异同
“

向雷锋同志学习
”

或
“

为人民服务
”

等标语
。

而毛泽东是一位 如果说精神性让
“
毛体

”

书法与张旭 书法的内在充盈结

公认的一代伟人
,

他集政治家
、

军事家
、

哲学家
、

思想家
、

诗人 实
,

那么
,

视觉性则打造出
“
毛体

”

书法与张旭书法外在的夺目

和艺术家于一身
。

他的书法艺术雄奇瑰丽
,

特别是狂草书作
,

独 光华
。

二者互为表里
,

相辅相成
。

辟蹊径
,

别树一帜
,

世称
“
毛体

” 。

若将其代表作与历史上的大 一幅好的书法作品
,

最具生命力的就是线条
,

它是构成字形

草书家张旭
、

怀素的书法艺术相比
,

深入探讨他们书法艺术的特 的基础
。

任何一幅书法作品
,

如果分析其中多个字的每条线段
,

征和影响
,

对于大
、

中小学生以及广大人们群众认识书法艺术无 都是静止的
;
但书法家却能在创作过程中

,

用笔的轨迹
,

把静止

疑是大有裨益的
。

的线条演变成运动的字形
。

由此可见
,

书法的生命是线的节奏
,

一
、

精神性的异同 它主要通过线的起承转合
、

干润粗细
,

以及字体的大小变化来感

精神性是艺术品的价值所在
,

而精神性又不能只局 限于艺术 受的
,

我们称之为
“
视觉节奏

” 。

这种书法特性在草书中显得最

家个性的精神性
,

它必须融汇到更加宏大的背景之中
。

就毛泽东 为突出
。

比如张旭的狂草
,

其超妙入神的草书
,

龙飞凤舞
,

神

和张旭
、

怀素的书法而言
,

其精神性正是个体精神和时代精神相 妙莫测
,

腾芳飞彩
,

曲线连着曲线
,

初观狼藉
,

细察却无一笔不

融汇生发的集束展现
。

这种精神性己接近人性的深层
,

因为他们 合规矩
,

其形态的变化
,

最易使人联想到仙女舞影的婀娜多姿
,

进入了一种没有任何滞碍
,

超越了一切实用的功能
;
进入了完全 并将其拟人化

,

而给人以急雨旋风式的视觉的美
。

由此
,

艺术界

内心 自由的情绪
,

是内心深层的发挥
。

对比毛泽东
、

张旭
、

怀素 把他和怀素并称为
“

颠张狂素
”

。

他的书法得之于
“
二王

”

而又

书法艺术
,

我认为他们的这种表达方式接近了书法艺术的本质
,

能独创新意
。

他的楷书端正谨严
,

规矩至极
,

黄山谷誉为
“
唐人

接近了艺术的精神
。

但张旭
、

怀素他们的表现和表达还不够
,

正书无能出其右者
” 。

若说他的楷书是继承多于创造
,

那么他的

没完全进入对内心深层的挖掘
。

因为张旭
、

怀素他们还是受到当 草书则是书法上了不起的创新与发展了
。

韩愈说
: “

旭善草书
,

时历史
、

文化背景的影响
,

受到整个书法大文化环境的影响
,

尚 不治他技故旭之书
,

变动如鬼神
,

不可端晚
。 ” ,

杜甫在 (() 又仙

不是完全的视觉艺术
。

我们看张旭
、

怀素的许多狂草作品时
,

会 歌》 中写道
: “

张旭三杯草圣传
,

脱帽露顶王公前
,

挥毫落纸如

发现他们那种严密的技术系统
,

几乎没有产生过漏洞
、

残缺和空 云烟
。 ” ,

他能把书法艺术升华到了用抽象的点线去表现书法家

间
,

没有给别人留下想象
,

这样的艺术非常精致
、

完美
。

但精致 思想情感高度的艺术境界
。

在书法艺术中
,

他的字貌似怪而不

的艺术往往偏离了艺术的本真
,

我始终认为
,

它有某种隔阂
、

间 怪
,

关键在于点画用笔完全符合传统规矩
。

可以说
,

他是用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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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法表现自己的个性
,

他用传统的点线符号以新的生命
,

他用流

动而富于变化的笔墨以视觉的冲击力
,

在书法上成就了有创造力

的无愧于自己时代的书法家
。

博大清新
,

纵逸豪放之处
,

远远超

过了前代书法家的作品
,

具有强烈的盛唐气象
。

在书法艺术中
,

把线条划分为四种基本规律
,

分别是基本

律
、

回护律
、

起伏律和间隔律
。

前两种偏向于单线条的节奏构

成
,

而后两种则重于结构
、

章法的连贯
。 “

草圣
”

张旭
、

怀素以

及伟人毛泽东的书作
,

线条峰回路转
、

飘忽不定
、

行云流水的视

觉性无人能比
,

特别是后者把
“
四律

”

的线节奏
、

结构与章法推

上了狂草艺术的最高峰
。

毛泽东在40 年代末佳作迭出
,

如 《人民

解放军占领南京》
、

《和柳亚子先生》 等
,

这些作品以行草为

主
,

杂以楷行
,

字体大小变化丰富
,

或笔墨沉实
,

或飘逸洒脱
,

锋芒毕露
,

其主笔更是时常夸大逸出
,

出人意料
,

但又在情理之

中
,

此时
, “

毛体
”
风格基本形成

。

60 年代
,

他倾情于张旭和怀

素的狂草艺术
,

可又不受其羁绊
,

而是贵质
、

遗采
、

取神
,

放手

写意
。

看其书法作品
,

刚柔相济
,

高屋建扳
,

字字摄人眼魂
,

登

上了狂草书法艺术的最高峰
。

(相关图片见封三 )

三
、

独特 (技术 ) 性的异同

康德说
: “

艺术的最高成果是风格
” 。

张旭
、

怀素和毛泽东

的狂草书法就是以独特的艺术风格
,

震撼整个书坛和亿万群众
,

欣赏吟咏者有之
,

争相摩习者有之
,

潜心研究者有之
。

可以这么

说
,

没有
“
毛体

”

书法与张旭书法各自的独特 (技术 ) 性
,

就没

有
“
毛体

”

书法与张旭书法的视觉性
,

也无以充分发露他们的精

神性
。

苏东坡在 《书论诗》 中说
: “

兴来一挥百纸就
,

骏马倏忽

踏九州
,

我书本意无造法
,

点画顺手烦推求
。 ”

这段名句是对超

凡脱俗书法大家的歌颂
。

毛泽东正其人也
,

他的狂草书法艺术别

具一格
,

字体大小相辉映
,

小中见大
,

气象万千
,

壮美狂澜
,

如

《六盘山》 中
,

从
“
天高云淡

”

到
“
屈

”

字一气直下
,

紧接着
“

指行程二
”

四个字骤小
,

从最强音降低8到6度
。

往下看
,

结束

上网的
“
万

”

字特别的大
,

以下留下大片空白之后
,

与款
、

题名

等小字遥相呼应
,

取得了浑然一体的效果
,

作品中的用笔取张

旭
、

怀素之长
,

即中锋使毫
,

用笔快捷迅猛
,

如疾风迅雨
,

扑面

而来
,

有万夫莫当之气势
。

其线条虽然细瘦
,

却蕴涵劲力
,

如强

弓力挽
,

势在即发
。

其章法特点是纵向取势
,

左右穿插
,

似两军

对垒
,

相互厮杀
;
又如担夫争路

,

左闪右让
。

有时一字甚至于被

压缩成一点
,

有时一个字却又占据了几个字的空间
,

真可谓是用

笔大胆
、

落墨泼辣
。

欣赏此作
,

不难想象
“
飘风急雨惊飒飒

,

落

花飞雪何茫茫
”
的意境

,

创造出了波澜壮观之美
。

此外
,

毛泽东

的书作尺幅都不大
,

但不管如何放大
,

或悬于门厅
、

礼堂
,

还是

雕刻于广场
,

都显得大气
、

雄健
、

形神完美
,

如雕刻在天安门人

民英雄纪念碑上的
“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
八个大字

,

笔笔含情
,

字字神武
,

遒劲多姿
,

庄严巍峨
。

(相关图片见封三 )

四
、

实用及审美共融性

当代书论家金学智在 《书法美学谈》 中对书法的表现功能作

了精彩的描述
: “

象形文字的非象形化
,

不是削弱了书法的美
,

而是解放了书法的美
,

促进了书法艺术从另一途径来
`

学之 于造

化
’ ,

在更广大的天地里
`

博采众美
’

以滋润自己
,

丰富自己的

形象感和表现力
。 ”

可见
,

书法艺术的最主要的美学特征
,

是在

空间里通过汉字的表现
、

线条的挥运进行抒情表意
。

书法是以汉字为载体来传情达意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

神的
,

以往它的实用性和文化作用似乎大于它的艺术性
。

二十世

纪的中国书法与其既往历史的根本性区别
,

是从
“

美用合一
”
走

向
“
美用分离

”
。

在古代
,

书法是知识者不可或缺的人文教养
,

以其日常应用性与文化人格标志的祸合功能
,

实现着最大程度的

艺术与人文

社会化
。

我们知道
,

书法之草书形成于汉代
,

是为书写简便在隶

书基础上演变出来的
。

有章草
、

今草
、

狂草之分
。

章草笔划变化

有章法可循
,

代表作如三国 《急就章》
。

今草不拘章法
,

笔势流

畅
。

狂草出现于唐代
,

以张旭
、

怀素为代表
,

笔势狂放不羁
,

成

为完全脱离实用的艺术创作
。

比较这两大家书法艺术特征来看
,

笔势方面
,

张旭比怀素更加沉稳
,

成熟
,

性情比怀素更加粗放
;

笔意方面
,

怀素更加轻盈精致
,

秀气感十足
,

美到极点
。

由于张

旭
、

怀素的书法己经走向
“

美用分离
”

更高的纯艺术道路
,

因此

其书作实用性弱
,

而艺术性强
,

大众化和普及性就相对的差些
,

在社会上懂得欣赏的为数不是很多
。

毛泽东在中国现代史上是
“
一柱擎天

” ,

在书法史上是
“

一

笔擎天
” 。

他一直强调艺术必须为广大民众服务
,

书写的形式必

须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

既让人们看懂内容
,

又能欣赏书法的

美
。

因此
,

毛泽东题字大都采用行楷和行草书体
,

如
“
人民日

报
” 、 “

红旗
” 、 “

解放军报
”

等具有广博影响的书作
。

这些书

法佳作充分体现了书法的实用性与审美的共融性
。

(相关图片见

封三 )

五
、

结束语

综观古今
,

凡成大业者大多都能继承和发扬我国书法这一传

统文化
,

并有良好的人格品质
。

比如
,

唐太宗是重视书法
、

且善

书法的第一帝君
,

因而书法在唐代最为辉煌
,

涌现了像张旭
、

怀

素的书法大家
。

毛泽东诗纵草狂
,

为世人所景仰
,

让诗人书家共

折腰
。

目前
,

中国的家庭多为独生子女
,

他们中的一部分生活 自理

能力差
,

性格比较孤僻
。

学习
、

练习书法则是调节心理素质
、

规

范行为的好办法
,

可以使学生进入相对静止状态
。

现在的学生不

是不聪明
,

而是太马虎
,

不认真
,

不专心
。

而练字必须全身心的

投入
,

必须心静气和
,

端正姿势
,

持之以恒
,

久而久之就可养成

严谨认真的好习惯
。

同时
,

学生最缺少的韧劲与耐力
,

也恰好可

通过一笔一画的书写练习来获得
,

纠正草草了事
、

粗枝大叶
、

马

虎的毛病
,

从而养成锲而不舍
、

精力专注
、

耐心细致
、

不怕困难

的好习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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