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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符号研究札记

傅生京

内提容要︵︶在语符号学境
,

书法体形具

有﹃能指﹄性属
,

而书法的精神内容即其﹃所指﹄
,

于是书法的﹃意义﹄︵或曰书法能指
、

所指所传达的情绪
、

思和想感情的总体特征︶如何生成的一这问题即显得尤重为要
,

本文对进此行了初步的探和索梳理
,

以期以其理论的方式有益当代书法审的家美追求与社会现实中的审美走向和合而一
。

此外
,

本文还对书法的意义与其生成原型之间的相似性
、

临等近性关系进行初了探索的步与研究
。

关键词︵奋牙︶符号能指所指意义书法符号的意指书法作为一种情感符号
,

它以由书线法点构成的图象

所具有的能指
、

所指提前为
,

以书法的指意或意蕴︵即术 艺象征︶的意义化变为础基
,

过通书法符号系统的动态本质在书法欣赏者心灵中运的行来达到审美的终极目的
。

故尔
,

书法意的生义成又是我们须必度高重视的
。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把语含号层付解能释指所指为和的

结合体
。

索绪所尔说的﹃能指﹄
,

就是符号形体︵图式本身︶﹃所指﹄
,

即是符号容内
,

也就是符号能指所传达思的想感情
,

或日﹃意义﹄但这之中
,

还有一个符号接受者的个体差异问题
。

照之于书法
,

譬如王羲之︽乱丧

帖︾中的﹁奔驰﹄二字的造形型式
,

果如索在绪尔看来
,

它就应是当一具个有能指﹄属性的形体
。

换言之作为符的号﹃奔驰﹂这二字的觉视图式之中
,

由于内蕴了某象 种征
,

所以不同的欣赏者看到它
,

会形成不的同审美感受
,

甚至同一个欣赏者在不同地时点间欣赏它
,

也会有不的同审美感受
,

于是
,

如果没审有美主体参与对这二字的审美欣赏
,

那它只是一个可能引起们人情感变化的特定的亚客观物
。

于是
,

这个﹃可能引起人们情感化变的特定的亚客观物﹄所具有的﹃可能性﹄
,

就是索绪尔所说的﹃能指﹄
。

在如上意上义
,

书法的意义的生成
,

是接受美学意义

上的审美主体从述上﹃能指﹄中导引出具体的审感美后 受
,

并将其定向升华中形成这的就是书法意义的生成过程
,

绪是索也尔说所的﹃所指﹄生成的过程︵艺术的品
﹃能指﹄中蕴内有形成艺术﹃所指﹄的基本因素
,

但艺术
品的﹃所指﹄只有与审美接受者发生审美关系时才能显现︶

。

这就是说
,

书法符号的意义
,

既生成于术艺创作主体的﹃意指﹄︵巴四已比。。己过程完毕之后
,

也生成于审美接受者的审美活动之后
。

符号学家罗兰
·

巴尔特说﹃指 意应被理解为一个过程
,

是它将能指所与指结成一体的行为
,

该行为的物产便是符号
。

﹄此因
,

对书法家而言
,

意指过程也就是书法符号的意生义成的过程
,

是书法家将书法能的指所与指建立意指关系过的程
。

在中代古国
,

书法家一不无将是人的情性品通过德技性术手段赋予书法形象
,

使它们成为自我人格和自我情感的象征
,

并而从使中国书成法为族民精神的标志︵例如人古说颜真的卿书法端庄有庙堂气
,

蕴有阳正刚气
,

是因为颜真卿本人就是一个襟怀坦荡的君子
,

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国家栋梁
,

所以
,

也就有了﹃学书学当颜﹄之说︶
。

以往
,

不少人都认像为上述古那人样评价书法的意

义
,

有些牵强
,

但从通过我们符号学角度进行的研究
,

我

们发现古人的这些言论
,

实际上都是建立在生成书法符号意义的过程之上的
,

并是在指意关系层面颜真对卿这个人与他的书法风格进行链接而言说出来的
。

在西方
,

近代的符号学家们对于意指和意指作的用认

识
,

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的
。

起先
,

索绪尔只是把符号成 看能指和所指元关的二系
,

没有明确指出意指在符号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

是说也就
,

并没表有明符是号怎样生成的
。

但通过如上所述
,

我们发现
,

在中代古的国书法家
、

书法理论家心的目中
,

他们仅经不已意识到书法形象具能有指和所指的内蕴
,

而且也经已意识到书法形象的能指和所指并不是一种元关二系
,

譬如
,

梁武帝萧衍︽今古书优人评 劣︾
,

其所在评三的十二位书法家中
,

经已以象征性语的言将书法的形式表达与其蠢组的内容合成一种语言符号
,

并均能直指一种审意美象了
。

书法符号意义的书法的意义题问
,

长期以来较少得到法书家
、

书理法

论家的高度关注
。

事实上
,

书法的意义问题涉及法书两的个方面的研究
,

一是书法本体论的研究
,

即书法学哲研究基础的研究
,

另一是书式法形语言研究也即书法美可的操作性的价值指的向研究︵象征所指︶这是书法研究的两个必须关注的理论问题
,

忽视不得
。

事实上
,

往古今来许多书法家
、

书法理论家
,

都曾有

条件地
、

不自觉地从各自的立场发出
,

给予书法意的义下过种各各样的定义
。

譬如
,

从法书的本质与功用度角说言法书意义
,

这方面的言论有﹃书
,

心画也﹄︵汉
·

雄 扬︶
、

﹃书者
,

散也
。

欲书先怀散抱
,

任性情悠
,

然后书之
。

若迫于事
,

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汉
·

蔡邑︶
、

﹃笔者迹
,

也界流美者
,

人也﹂︵魏
·

钟舞︶
、

﹃把笔抵锋
,

肇乎本性﹂︵晋
·

王羲之︶
、

﹃变成体多
,

莫不性随其欲便以为姿﹄︵唐
·

孙过庭︶
、

﹃寄以骋纵横之志
,

托以散结郁之怀﹂︵唐
·

张怀灌︶等等
,

都是从各自对书理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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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角给度书法意义下的定义或是对书法功的能给说 予评了
。

从以上摘可以引看古代出的书法家
、

书法理论家也

确曾把法的书意义是作看书法视觉形象性精神蕴内的生命之本
,

或换言之
,

是把书法的意义看作具是有情感符号属性的书法形象的﹃能指﹂所导引出来的观念的
、

精神的或心理的所指
。

所以
,

在中国古代的书法家
、

法书理论家看来
,

﹃人﹄是书法意的义恒永原型
,

即书法的意义就是要法求书家在书法形技式法的表现中
,

怎样才能反映出
﹃人﹄︵书法家本人︶的﹃真﹂︵返朴归真︶通过书

法表现出﹃人﹄的性情
、

情感
、

格调乃至境界的﹃真﹂这就是中国书法中﹃书品即人品﹄哲学的本原
。

于是
,

进而之言
,

书法艺术的意义
,

也以可说是在书法家书写出的视觉形象所构成的境审美界在欣赏者心里所引起的反应中形成的
,

所以书法家也是社会灵魂的工程师
。

如上所述
,

在中国代古
,

们人是把书法视为一个﹃人

书一体﹄的态动系统的
。

但近代以来
,

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五年十代八至十年代
,

有关书法意理论的义
,

往往倾于向认法为书形的式语具言有固定不变的属性和意义
,

即把书法的形语是式看成言一静态个系统︵沈尹默先生五十年代的书理法论就是如此︶
。

而持这种观点的人
,

往往注重寻找一种统一的书写技性规术范
,

即在笔法操作程序
、

在字体间架构成等方面
,

希寻望找到一种等同自然科学规律一般的统一规定
,

于是
,

书法的形式语言得到了极为﹃标化 准﹄的描写和系统的解说
,

于是
,

书法的笔法
、

结体的﹃标准化﹄传播也即同时取得次一了又次一的深入心人的普及
。

法对书的继承发展而言
,

这然不当能说不重要
,

然而
,

在经已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
,

仅们不人同书法的关系︵文 如字的书写︶不同以往
,

而人且们的生存条件︵如居住环境︶也已经生发了根本性的化变
,

法书意义研究的价值指向已经不同以往
,

它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也变得日益复杂
。

纷在繁的书法式堵形,口变化和快速变化的审思潮美变

迁中
,

上述那种具有﹃唯可主义﹂属性的书法语言观和方法论显然无已法适应当今法书研究的发展需要了
。

值得庆幸的是
,

目前国内学者经开已始认识到人与的书艺态动变化关系是法书形式语言的本质
,

并识认到态研动究是书法形式语研导言究的主方向
。

这就是说
,

随交着叉学科
、

缘边学科的兴起和发展
,

越来越多学的者开始将目光投向书法形式语言符号系统的动态本质
。

书法形式语言的符号系统的动态本质
,

说到底是把

书法的书写纳入到一种语境
、

纳一入当种错综复杂的文化关之系中
,

而从使书法的书写
,

仅不能反映一个真实的
﹃小我﹄的思想情感

,

而且还能与历史文化精神及其下当
的某一社会文化思潮密切联相

。

从符号学角度看书法的变化﹃变化﹄这概个念
,

用于艺术创作研究
,

指的是某种

艺样式在术不同时代的风格演变
,

或一同时代这种艺样术式在的不创同作个体之间其形图特征
、

精神内蕴等方面所表现的出差异性
。

在传统的古典形态的书法中
,

其图形特征
、

精神内蕴的变化
,

源于书法审美价值本身所具有的多种可能的选择性
,

譬如书法价值的畅神功能
,

既可以归依于儒家的精指神向
,

也可以归于依道或家释家的精神指向
。

所以
,

即典使古形态的书法的变化
,

是也可以以符号学的方法来研究的
。

以符学号的方法研来究书法的艺术特征
,

首先遇到的

即是书法符号的能指问题
。

书法符号的能指
,

在时共系统或历时系统中可以具有的不同意义
,

是于
,

某些书法符号的意义与原意之间就有可现能表的差异显出明
。

譬如
,

魏晋说人书法有﹃肤肌之丽﹄
,

在共时系统中
,

意其义魏与晋人﹃贵生﹄的人生志趣可能系关极密为切
,

故尔
,

至今遗存下来的魏晋书法文本中的﹃肤肌之丽﹄
,

现表其多为筋健血活与骨气洞达
,

具有旺健的生命活而力﹃之肌肤

一朋﹂这个审美概念︵即这是一个特指有的书法符号︶历时发展到今天
,

二十世纪初期出生的人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生人对它的理解就必然迥不相同
。

所以具有﹁肌肤之一朋﹄这个能指的书法符号
,

在现今经人已俱书的老书法家的笔下
,

现在今刚刚与而立之年的书法家的手中
,

物共化效果是绝对一不样的
。

一般而言
,

书法符号的理解
、

知认上的化变
,

是新由

理据而的入生发的引
。

建构新理据的讯息主要来自以三下个方面

︵一︶指能本身
。

在古典书法美学概本粼
,

﹃新月﹄
、

﹃奔雷﹄
、

﹃惊鸿﹄乃至﹃屋漏﹄
、

﹃骨气﹄等概念
,

实
际上都是可被以重新赋的义形符

,

这些形符一般均超越了具体的自然形象原的有本义
,

功其能与现在互联网的上用语近似
,

譬如﹃大虾﹄的原意是﹃很大的虾﹄
,

但在网络中
,

因其与﹃大侠﹄谐音
,

而被于用指称那些在网络中具较有深资历的网虫
。

这样的谐音词在网络形式语言中比比是皆
,

如﹃斑竹﹄
,

即版主︵讨论的区管理者︶﹃鸟 菜﹄
,

新指手﹃美眉﹄
,

妹即妹
,

等等
,

它们往往具有社与会环境有关文的特化征
。

︵二︶符号对象
。

以书法的﹃点﹄为例
,

唐认识人到

的﹃点﹄具有一定的视觉力特度征
,

因此唐人以﹃高坠山石﹄为喻
,

使这样的﹃点﹄被赋予唐代社会语境意义上的文特化征
,

成为彼时书法的重要的象征号符
。

而到元了代以后
,

﹃点﹄在们人心目中的象征意味有由力洒变潇为脱 活
,

其主要的原因是此期们再人不追求生命的张扬
,

而去趋生向命的萧散和优雅
,

这说如明果以符号对象的不同象征依为据
,

书法能指符号的所指意义就会发生化变
,

地 相应
,

书法符号的形态及精神内涵也会发生一定的化变
。

︵三︶符形所环处的境︵即语境︶
。

认形知式学语言

认为
,

符号的意义随语文上下境
、

情景语境和隐性语境变 的化而变化
,

并有赖心们人于中的认知模式的激活
,

而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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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模式又依赖干一个人长成和生活的文化模式
。

照之干书法
,

书法的意义变化理的性据持支
,

最主要的还是来自于主体的知识结构和经验模态文理民国人解书法
,

我与们今天的知识界人士对书法理的解应是当有区别的
,

因为受教育的内容与知识长增和经验积累的环境与式方都发生了翻天地的覆化变
,

所以在书法﹃指意关系﹄方面
,

人用 文民国州力﹄与﹃雅﹄理解书法
,

但我们可能就要用﹃酷﹄什么︵如酷很的风式样格︶
、

用什么﹃秀﹄来注释书法了︵说譬如某人的书法创是作﹃手段秀﹄︶
。

在原则上
,

一旦撑支原先意指关的理系据发生变化

号符的意义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

在书法形式语言的变化中
,

由于入引了新的语术
,

或者于以不同古典时期的书法形式语言中的用法来使用原有的书法符号书法的意义就会生发变化
。

故尔
,

时随着代生活的不断变化
,

某一符号对象会变得无足轻重退或出历史舞台们人不当再论谈它时
,

他存在的意义也就无法再继续去下了
。

但我们必须注意到
,

这种无法再继续下去的了符号
,

却有可能在某种条件下获得再生
。

这样再生的件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二

︵一︶符形重现
。

符形︵指能︶是书法文化价值的载

体
,

符形重现是书法文价化值再生前的提和基础
,

符形重现有多种方式
,

通如过现象学还原的式检索方典古文本
,

并以新的感典觉让种各古符形重新跃活起来
,

且通过解与 构重建古典形符令现已显得有些支离模糊的典古书法符号以全新的当代形态现再出来
。

︵二︶情境转换
。

有些符号的符形依然在存
,

只是某

种原因导致部分内在的内涵消失
。

例如书法审美概念符号中的一些原有蕴义的失丧
,

譬如
,

﹃气﹄这一约定性符号
,

在近代以自然科学为知识结构的人们心中
,

很难到得真正的体认
,

所以
,

要使重现的符形获书法得的崭新的意义
,

还须重必新回溯理据
,

即把符形放回到原有的符号系统中去
,

从符号系统中获取相关的讯息
,

以期有目地地寻找符

号的原意
,

只有在如此的基础上
,

我们能才再一次把这个符号重新放到代当文化语境之中升华
,

重新建这立个符号的代当意义
。

总之
,

书法化的变
,

在我们看来
,

以可是一符个学号

意上的义变化
,

是它一个系统的学理造构参与下的变化
,

而在这个变化中
,

继承传统与不断创新是的盾不矛
。

只是
,

在这个系统中
,

继承统传与不断创新已经不是一维性线的直接传递
,

而是已经处于一个多维的
、

立体的学术理念观照之中了
。

这样观的照
,

将使书获现法得代学术品格
。

书法符号与民族文化统传符号具有文化特征
,

它是一定的语境中之物
。

法符书

号如亦是
,

不熟悉一个民族文化的传统
,

就无法看懂这个民族的文化符号
。

我们常常抱怨西方人看不懂书法
,

其实
,

这与没有主动传播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是有关的
。

为更了清晰地说明这题个问
,

我们不妨看看如下事例

我们上网时
,

会在浏览器界面上看一到个被画成﹃带

烟囱的小房子﹄极的单简的图标
,

但这极简单的图标具却有所见所指即特征
。

其所指是﹃主页︵口。日。。呢︶﹄
。

在语语 英境的上网者的认知
、

理解与观念中
,

这个图标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中介层是﹃﹄烟的小带囱房子
,

这就使上得网者看这到个图标︵烟带囱的小房子︶
,

联就想家到︵︶
,

从而到达﹃国。日召。晌。﹄这一意义所指
。

而汉语中没有﹃口。需导咤﹄这个词
,

对我们来说
,

﹃主页﹄与﹃房子﹄没有关联
。

我们只是被告诉这个按钮的所指意义
,

然后记住
。

这时这个符号的介中层就次改变为
﹃告知记住﹄这种经验模式
。

也就说是
,

我们把这个
具西方有文化色彩的符号接收到了我们的文化中

。

在这西方 个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时代
,

很西方符号都多通是过这种成模式为国际性通的用符号
,

各个文化们景背的人都已经通过﹃告知记住﹄接受了它们
。

试想一下
,

常此以往
,

我们自己化的文传统会糟糕到什么地步
。

所以
,

我们对待自己的书统法传
,

再也不能故步封自
,

应尽当快使中国书法的文统化传与界他的世族其民现代文化接衔︵这之中不包括谁比谁落后的问题
,

文化只境有界高低之别
,

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别︶
,

以期使我们自文己化统传中固有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
,

转型具有为学现代术品格︵而有关这方面的情况
,

诸如现象学
、

释阐学
、

符学 号乃至生命哲学等学说
,

尚没有引起我们的书法界人士的足够重视
,

这是不能不令人忧担的︶
,

以使有悠着久历史的中国书法崭在新的时再代一焕次发青春
。

总之
,

中国统传文化中的书法元素
,

历时几千年
,

在

汉语言的支持
、

滋养下
,

早就形成了有于西别方视觉文化的一系列基本特征
,

形成为独特而系统的体符号系
。

金克木先生二十世纪八年十代就曾著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经 已内蕴着不同于西方但绝西于低不方的完整的符学号体系
,

只过不中国古典时期的符号学体是以系隐形形态存在于世世代代中人国的口传心授之中的
,

是一种﹃文无文化﹄
。

在我们看来
,

这种﹃文文无化﹄在农耕时代有自它存在理的道和作用
,

但到主民了社会
,

进入工业时化代
,

﹃文无文化﹄已经去失它生的命力
,

再也没有可以按固有
的方式进行文化传播的渠道了

,

所以
,

立建新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书法符号学体系
,

已是时不我待
,

巫待决解的大问题了︵这之中
,

具有中国特色的书法符号学的立绝建不孤是立的
,

上现述象学
、

阐释学乃至生命哲学等学说的方法论在当代书法研究中的渗透及其整合
,

同样是一件不容忽略的大题问︶
。

︵编者注本文共有七节
,

约一万二千字
,

于限版面
,

仅选发其中第一
、

第四
、

五第
、

第六节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