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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為貴──現代書法之合和觀散論 

古干 

Harmony Is Valued—On the Value of Harmony in Modern Calligraphy / Gu, Gan 

 

摘要 

 

現代書法是意象藝術，所以現代書法也是繪畫，但這樣的繪畫由漢字組成，

不過卻不是一般的形象字，而是藝術家心象變現的書畫聯合體。 

在現代書法中，藝術形象必定需要借助熱抽象（情感噴瀉）與冷抽象（理智

分析）手段，表達藝術家從現實世界提煉、昇華來的審美感受，所以，現代書法，

在本質上應當是「道的現象」，即「玄妙」意義上的書畫合一。 

在當代，書法中的「定慧不二」、「天人合一」觀仍然有特殊意義。依中國人

來看，藝術必須真實表現自我並需與自然社會融為一體（如作品：《山摧》、《紅

金時代》）。 

一個優秀的書法家，在醞釀新的書法形象之時，他必定會令書法從圖像變現

為「詩化了的形象」。 

書法形象做為情感的載體，應當被視為是在另外一個時空，即它是一個屬於

人的精神心理時空中的「他在之物」──在書法家的觀念中，那「他在」的「精

神心理時空」即是書法家觀念中具有超以象外屬性的「寰中」──正是這個寰中，

能以一體多元的方式合和古今中外的一切優秀的視覺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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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純藝術與書畫合和 

 

西方藝術分三大塊：一、市場藝術 二、實驗藝術 三、純藝術。按這樣的

分類，現代書法首先屬於純藝術，而也正唯其如此，現代書法才有其市場意義，

也才與實驗藝術有血脈關聯，它是一個包容市場藝術與實驗藝術于其內的具有合

和屬性的現代藝術。 

中國文字起源於象形，在早期的文字中，「山」字是三座山峰的象形，「水」

字是水波的象形，「草」字是草莖上長了三片小葉的象形，「雨」字是從天上滴下

的一行行的水滴的象形，「木」字是樹根樹葉的象形；以及「魚」、「馬」、「牛」、

「羊」等字都是象形字。 

此外，山東大朱村，陵陽河原始社會遺址陶器上的山峰、月亮、太陽疊磊在

一起的刻畫圖像，應當就是最早的具有「純藝術」屬性的「書法畫」了。因為她

以個性化的方式，濃縮了群體性情感，使之具有圖騰信仰屬性。 

嗣后，中國文字造字的「六書」系統，雖不再完全依據象形造字，但「六書」

系統仍是以象形為基礎進行擴張、延伸而形成的。譬如甲骨文的「企」字，像一

個人踮起腳尖愿望，字型出了「足」，《說文》曰：「舉踵也，從人止。」表明它

是一個合體字。 

總之，中國書法與繪畫同源異流。在中國，殷周之後，做為記錄思想語言的

符號，文字的書寫與繪畫分家，分了幾千年，同源異流的狀態延續了幾千年，而

在當代，他們應當再度合和而一，走向純藝術的創造。 

唐代的虞世南在《書旨述》中說：「書者，如也。」 

虞世南的這一觀點，意思是說，書法是一種取法外在客觀形象及其心中意象

的藝術。其基本價值是：任一自然物，大如山川江海，小如鳥獸魚蟲，都應當在

順應那形而上之道（抽象的自然規律和法則）的前提下被人們的書法心靈所觀

照。 

這就是說，在中國古代的書法家看來，聖人、智者都必須「觀天性形樞」，

必須「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都必須「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

于江海」，何況我們寫書法的人──這無疑即是中國古代的書法家們，在書法創

作中所遵循的「自然之妙有」的觀念的最基本的理論基礎，同時，它也是今後現

代書法在合和狀態走向「美術化」理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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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質上，中國的書法精神，是把書法看作是象徵圖像（如書法的點畫如高

山墜石、線條似淥水洄環），以及看作是比托、寄興之載體的（如線條有音樂般

的暢美之韻）。所以它應當既是哲學的藝術（這是一種「玄思的藝術」，其價值指

向主要是指向人生論的），又是有情感的、象徵性的美妙的圖畫（這是一種「妙

有其象」，其價值指向主要是指向人的情感抒發的）。這就是說，在書法中，自然

物象、社會現象在藝術家頭腦的反映，必定需要借助熱抽象（情感噴瀉）與冷抽

象（理智分析）操作手段而達意，所以中國的書法，在本質上是具有「抽象美術」

屬性的，並且，在理論上，她是向繪畫、向現代藝術開放的。 

在如上所述的意義上，現代書法是以視覺欣賞、心靈感應某種詩意象徵為主

的現代藝術，是內蘊現代人的情感、思緒和意志的「純藝術」。但她是在中國書

法精神觀照下的現代藝術。在信息時代，實用書法，電腦可以代替，但作為「純

藝術」的現代書法，最大的特點就是不同於傳統的真、草、隸、篆，她是藝術家

獨具個性的即下心靈感受，視覺感受以及前衛性觀念合和成的心靈變現，不可重

複，既有的書法樣式永遠不能取代她，她是面貌常新的，然而她又是一種能不斷

融合古今中外藝術思潮的載體。 

當今時代，信息技術的普及，為現代藝術家提供了在永不停息運動著的時空

中不斷融合古今中外藝術思潮的無限的可能性，即「合和古今中外藝術思潮」的

有利條件，中西繪畫的現代理念，中西視覺藝術的現代理念，是可以輕而易舉的

打造代表先進文化發展方向的具有「人書一體」屬性的現代書法的。 

譬如：繪畫的現代構成、後印象派的色彩觀，乃至行為藝術、裝置藝術，都

是可以拿過來、吃下去、消化它的──這就是「玄妙」意義上的現代書法的「書

畫合一」。 

 

二、現代書法的價值指向──美術化 

 

有哲人告知我們，賽博時代即將開始，在賽博時代看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

應當是「文明前時代」。處在這樣的時代，我們還敢抱殘守闕嗎？ 

我們的祖先，很早就發現了宇宙構造節奏上的統一性，很早就學會從整體同

構和動態同步功能角度看世界。所以，在當代人們的生存、居住環境以及生活習

慣、心理習慣發生變化的大背景下，我們應當有這種胸懷，在書法與繪畫已然分

家的背景下，能在一個較高的文化層面上，進行跨文化的重新整合與再造，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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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合一，以使其在人們的新的生存、居住環境以及人們新的心理習慣正在發生

變化的情況下，適應人們對藝術審美的新的需要。 

在原則上，現代書法，是書法又不是書法，是表現性水墨畫，卻又不是水墨

畫。在現代書法中，書法即是繪畫，繪畫又由文字組成，但不是一般的形象字，

而是意念中的書畫聯合體。她是一個開放的多元世界中的必然產物，或許可以管

她叫「畫字」──是中國人在書法和繪畫「分叉」情況下追求了一千多年的「書

畫相通」這一審美概念的最終結果。 

於是，現代書法的創作，即然如此的「玄妙」，那麼，不借助藝術家特有的

形象思維合和古今中外的一切優秀的視覺文化遺產，不借助藝術家特有的創作衝

動、創作激情去和古今中外的一切優秀的即下視覺文化成果，不借助藝術家特有

的靈機一動（靈感）而運作出神來之筆，怎能使自己的作品超越中國古代的書法

家們所孜孜以求的「以風骨立形，以神情潤色」的品格和層次？怎能使自己的作

品具有現代書法家們所孜孜以求的「純藝術」的品格和層次？ 

早在 20世紀 80年代，美國的美術評論家就曾著文這樣稱讚這種書畫聯合體：

「這種新型的書法使美國人目瞪口呆，它有色彩、有造型、有意境，又是中國的

文字……」，這樣的書畫一體，是屬於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其氣象萬千的畫面

效果，能通過律動的線，敏感的觸覺，將嶄新的藝術觀念、嶄新的藝術語彙、嶄

新的藝術境界、嶄新的審美理想、嶄新的思維方式注入于畫圖，顯示出前所未有

的中國現代藝術的生機。 

舉例而言，方與圓是造型意義上的形體本質之一，由於書法藝術是屬於人類

的，所以我們就要把她放在世界藝術這個層面進行研究，但是，抱有古典觀念的

書法學習者往往著眼點不在這裡，而是著眼於前人的法度規範，於是，致使許多

人膠著於前人窠臼，不敢越雷池一步。在這個意義上，在現代書法中，其作為藝

術圖像的「方圓」，本身應當具有向異質文化無限的擴張力，以及具有無限的博

大的概括力與表現力的。 

概而言之，方與圓這兩個形式，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東西方哲學體系的象徵

符號。圓的引伸是中國的太極圖，方的引伸是西方的十字架。 

圓的太極圖是中國古典哲學陰陽相濟、週而復始的哲學圖像。此圖也稱萬物

太極本源圖。它象徵著生命起源和生命運動。 

十字架，是西方基督教的信仰標誌，源於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三日後復活，

故西方文學藝術把十字架比喻為苦難、死亡或原罪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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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重現實，直視苦難的人生，反映到藝術，就是酒神精神與日神精神。 

東方重理想，希望事事圓滿，反映到藝術，就是自然和天人合一的中和。 

圓圈，是中國圓滿、穩定、中和的象徵符號。連學生習字請教師批閱時，寫

得好的字，教師在其邊上畫個圓圈，表示肯定，寫得特別好的字，就畫上兩個圓

圈。錯了，畫個×，×是倒下的十字架，這也許是與十字架象徵苦難有關。 

十字架的「十」，又是象徵上下左右無限延伸的放射型思維符號。太極圖又

是象徵相對封閉的、週而復始的、無限循環的思維符號。 

總之，方和圓都是相對的，暫時的。而方與圓，直與曲的相互參與是永恆的，

生生不息的。作為正方和正圓只有大小的變化，而無形的變化，一旦對它進行分

割時，其形就馬上活潑起來，給正圓以曲線分割時會出現無數橢圓形。給正方形

以直線分割時會出現無數種三角形、長方形、多角形。這些橢圓形和三角形、多

角形的再相互參與，其形的變化可至無限──這樣的現代構成原理，要比康丁斯

基時代的抽象思潮高明的多。 

這就是說，現代書法家們在嶄新的觀念指導下，重新認識到了中國古人觀念

中的「天圓地方」有其特殊的價值，並進一步認識到，如果不是從科學上而是從

觀念上來理解的話，這樣的「方圓」，概括了地球與天體的變現，是博大的宇宙

意識的再現。於是，在這樣的觀念的指導下，康丁斯基、蒙德里安的藝術創造，

就都可以為我所借鑒、改造、提昇了。 

如是，生命起源、生命運動象徵的太極圖與苦難、死亡、復活之象徵的十字

架相互融通，這才是一場有悲歡離合的好戲，東西方藝術觀念的溝通，可從方圓

開始；東西方藝術的技術相互借鑒，也可以從方圓開始。如是，這圓圈與十字架

就有了多層次的隱喻，即使是現代書法中的構成原理與色彩原理的應用，也是太

極圖理念與十字架理念的不斷的循環、整合、昇華與不斷否定、不斷擴張、延伸

的互滲互補。 

以上所述，只是依託「方圓」而舉的一個例子，但如果我們依此，多層次延

伸進行思考，這個例子能告訴我們，立足中國文化本位進行中西文化的多層次的

交融與整合，無疑可以造就當代人的真實自然的完整人格。 

 

三、知技法、通萬物與見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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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是莫測高深的東方文化之代表，然而又是漢文化極平常的一種形式，平

常得有如穿衣吃飯一般。 

有如古希臘羅馬以石刻雕像作為他們文明的編年史，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明

史幾乎都是以書法藝術形式，如甲骨、青銅、石碑、摩崖、竹簡、磚刻等所鑄成。

所以外國人想更好地了解中國的話，書法是一把金鑰匙。而中國藝術要走向世界，

就必須民族化，書法藝術是最富於民族性的，是我們民族藝術最有代表性的「專

利」，但她絕不是封閉、保守的，而是能不斷融合古今中外一切優秀的藝術思潮，

將其拿過來、吃下去、消化掉它的──這就是立足民族化本位，以海納百川的方

式容納於我們有益的精神文化資源，從而建立一個嶄新中華藝術新形態──現代

書法，是最好的選擇，她無疑既是打開中國古典文化奧秘的金鑰匙，又是打開中

國封閉國門走向世界的金鑰匙。 

書法創作過程，是有規律可循的。即使以直覺即非理性方式進行書法創作，

也還是會有受人的形式與內容制約的規律可以被總結歸納出來。譬如，以直覺方

式創作，偶發性、跳躍性、類同聯繫性、頓悟昇華性、神遇妙得性等，便是直覺

思維的幾個基本規律，它們與人的生命形式與情感境界乃至精神品格，總有千絲

萬縷的聯繫。所以，作一個優秀的藝術家，是必須要「知技法」並進而「通萬物」

的。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們看來，做為抽象藝術的書法的創作實踐，以冷抽

象和熱抽象為特徵的「形象思維」這一審美概念，與純粹的形象思維不同，它能

使書法創作中的直覺思維與邏輯思維相互交織、滲透。所以，書法既關注感性圖

像，亦關注理性圖像，而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書法藝術才最講「合和」之妙。 

書法，在諸藝術門類中，形態最為特殊。它是以線條點畫為載體的抽象藝術，

風格上接近熱抽象形態者，與感性直觀圖像親和；在風格上接近冷抽象者，與理

性知覺圖式發生內在審美關聯。 

當然，有必要申明的是：抽象形象仍然屬於「像」概念範疇。譬如三角形、

方形、菱形、圓形、多邊形等，都屬於抽象圖形，他們沒有確切的實際確指，譬

如圓形的石頭、圓形的水果、圓形的太陽等有確指的東西，但一旦抽繹出「圓形」，

那它就不再確指某物了。中國書法的形象思維，就是在這樣的抽象圖形或圖形的

組合排列（即圖式）中進行的。你不能說「方形」、「圓形」、「菱形」、「多邊形」

等圖形不是形象，因為他們不僅有「形」，而且也因方形端莊、圓形渾潤、三角

形穩定等屬性而有情感特徵，並由此引導出觀察者遷想出某種記憶表象，且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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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引發出源於審美聯想的情感變化。所以我們有充足理由說，抽象的書法藝術在

創作過程中，必須借助形象思維才能達到創作者預期的目的──只不過這形象思

維極為特殊，純屬東方性質罷了──所以，我們不脫離漢字的現代書法，雖然蘊

含西方視覺文化的東西，但不以西方中心為奴，卻也絕不落自我泥古的窠臼。 

眾所週知，在中國書法中，所謂熱抽象，特指以抽象圖像表達熱烈的情感來

宣泄創作者的生命激情，故爾，行為方式上，自然無拘無束，解衣般礡，放浪形

骸。冷抽象，通過理性觀照，賦予藝術圖像以某種觀念，使之外形上雖抽象，但

內蘊的理性觀念卻極豐厚。而在書法形態上，懷素、張旭、徐渭的書法屬熱抽象

範疇。他們較重視直覺觀照，在其作品中，人們可以感到線條如枯藤迎風翻飛、

如驚鴻欲飛、如花雨繽紛、如山崩地裂、如千軍萬馬戰鬥沙場，總之，較為易於

讓人聯想出自然社會實際影像。而相比較而言，顏真卿的楷書、金農的漆書及魏

碑等，則可視為冷抽象之物。人們觀賞他們的書法，得到的是其風格「雄渾」、「峻

爽」、「靈逸」等這樣的理性確認。書法的用筆，是藝術家情緒的代言物，能表達

人們複雜的思想、意志以及複雜的情感──西方繪畫直到近百年出現抽象藝術才

懂得用筆，但西方視覺藝術的構成形式及色彩構成的張力，卻是中國書法所望塵

莫及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繪畫與書法的結合，才是一個可供藝術家自由馳

騁的廣闊的天地。 

藝術是人類靈魂的物化，是人類靈魂的史詩。現代書法的筆法、構成和色彩，

就是為這史詩服務的。換言之，現代書法的筆法造型、形式構成和色彩，無疑是

為藝術的視覺張力服務的，是為表達書法圖像的情感及其思想意志特徵服務的。

於是，在現代書法中，「用筆」之妙在繪畫構成（形式構成、色彩構成）輔助下，

我們一貫主張的所謂「知技法和通萬物」，其價值指向，無疑是為了「見本性」

而設置的。 

我的早期作品《醉八仙》（圖 1）、《秋月懷鄉》（圖 2）、《天馬行空》（圖 3）

以及近期的《樂．十五年後還樂》（圖 4）等，都可以看作是「知技法」、「通萬

物」而「見本性」觀念觀照下的產物。 

這就是為什麼在現代書法中，我們一貫主張以漢字為依託，無論如何變形、

誇張，無論如何借鑒西方現代藝術的形式，我們始終認為漢字仍然是現代書法的

最基本的媒介的本質原因。對中國人來說，用情感、用熱血澆灌一個漢字就是培

養著一個精神圖騰。所以我們一貫認為，魯迅曾說過的漢字具有「意美」、「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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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美」這三美，在「用筆」之妙的作用下、在繪畫構成（形體構成、色彩構成）

作用下，會共同合和，構成一種巨大的撞擊人心靈的張力。 

在現代書法中，因為合和了現代藝術的構成原理、色彩原理，所以漢字具有

「意美」、「音美」、「形美」這三美，反而獲得了特別廣闊的表現天地。 

例如，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所創造的《山摧》、《獨步洪流》（圖 5）、《開》（圖

5）、《車行大道》（圖 7）、《紅金時代》（圖 8）等作品，都是以漢字為依託，合和

了現代藝術的構成原理、色彩原理（其中不乏借鑒了「裝置藝術」的手法），而

讓我自己每次看，都會因作品依託了漢字的「意美」、「音美」、「形美」及其西方

藝術的構成、色彩之美而令我自己感動不已。 

知技法和通萬物是過程，見本性是目的，是歸宿，這一點至關重要，但是以

往書法的弊病就是把重點錯放在技術上，甚至連第二步（通萬物）都不敢走，從

而把書法藝術封閉在一個僵死的極小的範圍之內以洋為奴、以古為奴，這是極可

怕和可厭的。所以，現代書法的意義，在某種意義上講，就是「洋為我奴」、「古

為我奴」、「書為我奴」。 

藝術，屬精神領域，精神領域的自由王國是人人都有可能達到的，關鍵是你

有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精神上的枷鎖是自己套在自己脖子上的。一旦當你發現是

自己如此可笑地鎖住自己時，希望和自由已來到你的眼前。 

只有精神上不斷追求自由的人，才能自由地整合人類文明，才有可能創造出

真正的偉大藝術。 

 

四、時空移動與詩化了的形象 

 

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的書法藝術，極似中國的禪學。「禪不可說，開口便

錯」，意思是說，禪的關鍵是體驗，是直觀，是自悟，是所謂「如人飲水，冷暖

自知」。與書法造型相關的筆法，當然也只能如此，譬如，畫一橫，就是個「一」

字，不認字的人也會，但有的人練了一輩子的書法，這個「一」字也寫不理想，

即使自己以為不錯了，但絕不會達到寫「一」的頂峰。所以中國書法的筆法，在

原則上只能是在從客觀走向主觀，從外宇宙走向內宇宙，從實走向虛，從物質走

向精神，從肉體走向靈魂之中才能體現，即：在靈肉參與下，這個「一」的書寫，

才能是藝術家血氣經絡震動、思緒神采飛揚的變現，並且，只有在這樣的書寫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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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中，心靈才能如被洗滌一般清涼、精神境界也才能豁爽且飛昇入一個嶄新的、

崇高的大美境界。 

所以，一個書法家在創作中，千萬不可停留在技法的中途不動，天堂是在前

方。書法的技法譬如人們坐車，坐車不是目的，把車開到「自由王國」才是目的。 

這開到「自由王國」的車，便是與宇宙、自然、社會的節奏取得真正的通約

與和諧。 

過去，現在，未來，是時間的三概念。 

左中右，或上中下，是空間的三概念。 

點線面，是造型藝術的三要素。 

人生有青少年，中年，老年三步曲。 

於是，當書法家能從各種不同角度弄清「偉大的宇宙與自己的生命需要」的

關聯時，人才最終有可能找到創造「生活」之路的方式只能是與宇宙、自然、社

會的節奏取得真正的通約與和諧。 

於是，我們遨遊書法的廣闊領域時，中國古代學者主張的「定慧不二」、「天

人合一」等思想，仍然可以作為指導書法家實踐的哲理，在書法家的創作行為中

發揮作用。 

藝術家真誠地投身自然、社會，自然、社會的生命就會反過來，將其有節奏

的生命之氣，灌輸到書法家生命熱血之中，使之與自然宇宙一樣，將自己的無限

寶貴的生命氣息灌輸到書法，並對其予以更大的生命恩典。 

在中國哲學中，有一種東西同宗教一樣，能給人予安全感和永恆感。這就是

我們的先哲從人文立場建構的「定慧不二」、「天人合一」觀。在當代，書法中的

「定慧不二」、「天人合一」觀仍然有特殊意義。 

這就是說，宇宙，是具有無限而玄妙的永遠運動的廣闊的時空，人的心，也

是一個「內在的世界和宇宙」，它是能產生無窮變化的廣闊天地。一方面，它對

應外在的無邊無際的廣闊天地，另一方面，它有著內在的，深不可測的博大深邃

的屬人特徵，有時兩者會相互連結──但因為這種連結，是一種遞進或說是轉換，

所以由於前者不包括人的內在的道德的法則，於是後者更高級。 

如上所述的意義上，「定慧不二」、「天人合一」觀的核心，是合和二字。中

國古代的道家學者講人與自然的和諧，儒家學者講人與人的和諧，釋家學者講人

與自己的和諧，一言以蔽之，沒有這三方面的合和，就沒有天下的太平，也沒有

藝術的繁榮與發展。當今世界，講和平，就是講不同文化背景與不同發展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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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或國家的合和，當今的藝術，同樣需要建立一個藝術的聯合國──就現代書

法而論，她應當超越「現代主義」對傳統書法藝術本質的毀滅性批判和打擊，而

進入「後現代」的跨文化建構與整合。 

總之，一個優秀的書法家，在醞釀新的書法形象之時，他必定會超越自然客

觀物象的直覺表象與書法傳統的總體圖像及其西方繪畫的構成和色彩，而令自然

物象與書法傳統的總體圖像及其西方繪畫的構成和色彩的綜合，具有人的情感或

理智特徵，使自然物象與書法傳統及其與西方繪畫的構成和色彩的總體圖像的綜

合，變現成為「詩化了的形象」，使她具有一個屬於「得意忘象」屬性的精神所

指，使人們面對一幅現代書法，心靈能立即被那現代書法的圖像語言所刻錄，使

人們的心靈在觀照現代書法作品之時，自覺進入一個具有「他在」屬性的空間，

並在這個空間，人們才能儲存住現代書法中具有所見即指所指屬性的寄寓于現代

書法中的圖形符號中的思想、觀念和情感。 

綜上所述，現代書法的藝術形象，作為情感信息載體，應當被視為是在另外

一個時空，即它是一個屬於人的精神心理時空中的「他在之物」──在書法家的

觀念中，那「他正」的「精神心理時空」，即是書法家觀念中應該具有的超以象

外屬性的「寰中」──正是這個寰中，能以一體多元的方式合和古今中外的一切

優秀的視覺文化遺產。於是，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所謂的這個超以象外屬性的

「寰中」，並不是目的，而那能合和古今中外的一切優秀的視覺文化遺產的永無

休止的「合和」的永不重複的藝術變現，才是終極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