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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意文字: 对中国书法的再认知
*

韩丛耀

( 南京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 作为书意文字的中国书法在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构建上具有

独特的地位，在国家的文化战略发展和中华文化复兴中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书意文字

是中华民族文明独有的视觉形态，书意文化的视觉传播规律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尤其是书

法的视觉构成形式更是书者应当关注的。书法形态与书写符号之间的不同组合关系会形成

书法的视觉节奏和旋律，书法视觉信息的表达层面与内容层面决定着书法的视觉图式，而在

书法视觉句法的意义单位上的感知相似性制约着对书法形态的理解，书法的视觉维度既可

以在接受美学的视野下更广一些，也可以在结构动力学的剖析中更深一些，甚至可以在自然

科学的实验室中验证自身。中国书法的实践和理论研究证明: 汉字不是“拼音文字”，也不

是“拼义文字”，而是中华文化独有的一种视觉文明形态———“书意文字”。
关键词: 书法艺术; 书意文字; 书法形态; 书写符号; 视觉节奏; 视觉旋律; 视觉图式; 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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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研究已经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证明，汉字

是图像性的视觉形态。脑科学从视神经技术和认知

心理实验上也充分验证，“汉字是独一无二的视觉文

字”①。作为中国书法作品的重要载体的汉字，在表

现层面的书法形态上毫无疑问是一种视觉形式，在书

写符号上是一种“意思”甚至是“意义”的最小的象形

单位。本文在视觉认知的视野下对作为视觉艺术形

式的书法作品进行一次深度的探微; 对书法作品的构

成形态和书写符号进行一次“打井”作业; 对书法理

论进行一次结构动力学解析; 对书法作品的视觉图式

和视觉维度进行一次巡礼式的扫描。我们深知这种

深度意味着失去读者的可能; 这种偏颇隐藏着过度阐

释的危险，因此会倍加小心地进行，并时时反身自省，

检视行为。

一、书法的视觉节奏

节奏是音乐的关键词，它原指音乐中交替出现的

有规律的强弱、长短的现象②。音乐是听觉艺术，正

像人们以色彩的术语来解释音乐现象一样，在书法艺

术中，也可以用音乐术语中的“节奏”与“旋律”来解

释作为视觉艺术的书法作品与时间艺术的联结现象。
节奏本身指音乐中，音响节拍轻重缓急的变化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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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具有时间感，在书法作品的创作当中是指同一视

觉要素———书写符号连续重复的产生的运动感。
书法的视觉节奏，是指书写符号与书写符号之间

的组合关系与听觉世界声音组合间的联结现象。现

代认知科学实验证明: 当人们“凝视”③书法作品中书

写符号与书写符号之间的配合关系时，随着视线的移

动所展示的整体视觉起伏变化，就使得存在于一定空

间中的书法形态获得了时间的品质。
我们发现，具有鲜明强烈效果的书法形态④，其

旋律起伏强烈，节奏变化急速，会给观众产生激动的、
有力度的情绪感受。而视觉对比不强烈的书法形态

所形成的情绪效果，又会像抒情旋律那样给人一种和

缓、柔美或平静的心理感受。图 1 所示为视觉节奏示

意。

图 1 视觉的节奏，韩丛耀作

书法作品节奏上的变化，还会唤起观众的运动

感。如两种以上书写符号的混合，可以产生一系列的

变化，如果以变化为起点，则可以通过这种变化后的

感觉而导向另外的一种新的感觉，产生一种趋向“人

心激动”的视觉动势。
经过长期的生活经验和艺术实践，人们发现书法

的笔画、笔性、笔调的视觉属性相当于声音的音准、音
色、强弱的音乐属性，它们之间有一种一致性的关系，

我们甚至可以用简单的公式来表示它们的属性关

系⑤。
书法的视觉节奏与旋律，是指书法作品中的对

比、联系、转化、呼应、疏密、虚实所形成的影调和起伏

轮廓。从这个意义上讲，书法的视觉节奏与旋律是书

法作品个性特征的一种表现形式⑥。在书法形态的

构成中，节奏与旋律是在其它书写符号的共同作用

下，以及读者在观看过程中依靠想象的补充所形成的

一种感受形式，这与读者的生活阅历和文化背景有紧

密的关系。
我们知道，每一个成年人都有许多的生活经验、

成长经历和所受文化教育的背景，这些东西在平时大

多是隐藏在每个人心底的，可当他们看到某种书写符

号而受到刺激后，常常会唤起记忆，这种记忆又与某

些事物联系在一起。

图 2 视觉的想象

我们这种把看到的书写符号与其它某些东西联

系在一起的心理现象，就称为视觉的联想⑦。这种联

想有时是有形状的具体的，有时是抽象的。儿童的联

想大多是一些具体的事物，随着年龄的增长，联想抽

象性事物的机会越来越大，这种抽象性联想也可称之

为视觉的象征。这一切都决定于观看者的生活经验

和文化教养。
那么，在书法作品的创作中该如何把握这样一种

视觉规律呢? 以下仅仅是在视觉艺术的视野下对书

法形态和书写符号进行探讨，以下的探讨可能在理论

上比较艰涩，认识上有所偏颇，但研究仍要进行。

图 3 研究路径示意，韩丛耀作

汉字是中华文明的基石，对于承载中华文明重载

的中国书法艺术，今天有必要接受科学研究的每一项

细微检测，经得起任何人文社会科学的苛刻要求，允

许在各种视野下对其进行探索性的研究。
1． 书法形态与书写符号的对立性关系

书法形态与书写符号的对立性关系⑧是形成书

法作品视觉节奏的最重要手段。
在书法作品中，大多数作者追求书法形态和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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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的一致性关系，这是书者的成才之道，也是一个

书法家成长的必由之路，它可以使得书法家取得充分

的受众市场，长期处于书坛被大多数人所关注的地

位。但就其书法艺术的生命力而言，一旦守成，也可

以宣布其死亡。如果反过来看，不同类型的书写符号

之间可以存在着一种对立的关系，正因为这种对立，

引起了观众的某种惊奇，在这种惊奇感的影响之下，

可能导致视觉信息整体意义的膨胀或增生。用艺术

传播的术语来讲，就是信息的噪音⑨被加大了。
运用书法形态与书写符号对立的视觉构建方式，

可以挑战观者的视觉底线，刺激疲惫甚或麻木的神经

后，使之安静，由“酒神”⑩而变为“日神”瑏瑡。大胆、癫
狂、天才的书法家还会让书写符号与书法形态在更大

的场域内彻底对立，因为潜意识告诉他，这种极度对

立后，在更高的视觉能量场位上将会取得惊人的一致

性效果，其给予观者视觉心理能量的释放效应是巨大

的。
2． 书法形态与书写符号的主导性关系

相较于书法形态与书写符号的对立性关系，书法

形态与书写符号之间出现的主导性关系瑏瑢，是书法作

品视觉节奏最常用的手段。
在这种主导性的关系中有两种情况发生，一是书

法形态主导书写符号的关系; 一是书写符号主导书法

形态的关系。从书法的实际情况中我们发现，通常是

书法形态凌驾于书写符号之上，书法形态主导着书写

符号，或者至少从感觉上来说是这样的。
到底是谁在主导谁，这要看视觉信息传播的协

议，“协 议”是 格 雷 玛 斯 ( A． J． Greimas ) 在《符 号

学———言语理论的系统化字典》一书中的说法。实

际就是一种“约定成俗”瑏瑣的规定性，如在一些书法作

品中，我们会觉得，书法形态显得比书写符号的结构

对比手法更突出，我们所理解到的东西，似乎直接由

被表现的书法形态主体所引发。然而，通常如果深入

一点再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某些书写符号其实主宰了

我们对整体信息的阐释。
从这里，我们看到( 或是认为) 是书写符号支配

了意义。然而，如果我们像翻阅时尚杂志那样，只是

快速地浏览一下，就会发现，其实这种极其简约的书

体内部的造型结构具有一种强烈的意义诱导性，如果

我们不是认真地对待书法符号，我们是很难发现其中

奥秘的。
书法形态主导书写符号的关系在这里得到很好

的体现，视觉交流传播协议得到了很好的遵守。
在一幅实用功能很强的作品中，有些书写符号的

造型手段很难使用。当书法形态主导书写符号的时

候，整幅作品显得空虚不落实，当书写符号主导书法

形态的时候，整幅又显得太随意，只有在整幅作品中

某些书写符号形成一定的视觉图示后，结合书法形态

的使用才有可能成为一种具有某种意义的视觉所

指瑏瑤。

二、书法的视觉旋律

前面说过，旋律是指书写符号与书写符号之间的

组合关系与听觉世界声音组合间的联结现象，当人们

观察到这种关系时，随着眼睛视线的移动所展示的起

伏变化，就使得存在于一定空间中的具体形象获得了

时间的品质。而对比度不强烈的书法作品所形成的

情绪效果，又会像抒情旋律那样给人一种和缓、柔美

或平静的心理感受瑏瑥。图 4 所示为视觉旋律的示意。

图 4 视觉的旋律，韩丛耀作

在书法作品中，视觉的旋律感时时呈现，可以说，

每一幅可以称得上是书法的作品，都有一种旋律在统

摄着作品的视觉形式。产生旋律感主要有两种做法，

一是书法形态与书写符号的一致性; 一是遵守书法形

态与书写符号视觉交流所达成的协议。
1． 书法形态与书写符号的一致性关系

如果我们按照日常的说法和习惯的做法，当书写

符号的书法形态对意义起到的是补充作用或与其协

调的时候，我们似乎更倾向于去强调书写符号和书法

形态的一致性，而非冗赘性( redundancy) 瑏瑦。
如果我们把冗赘性当作协助性意义的附属物来

看，那么罗兰·巴特本该把这些符号说成是冗赘的。
但这种想法意味着书写符号具有某些固定意义，而实

际情况绝不可能是这样，书写符号在具有强烈的明确

指向性时，也暗藏着时刻指向其反面的可能。正如这

幅作品的线条那样，可以让人想起某些稳定的特征，

但也可以给观者造成眩晕之感。
通过以上例子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正是不同

所指之间的协调性、契合性，总之是其一致性，确保了

它们彼此的补充关系，作品产生了一种旋律感，也有

人称之为气场。
2． 视觉交流的协议遵守

书法形态与书写符号虽然有以上讨论的三种类

型，但在每种类型传播中也是容易得以进行的。我们

要记住的是法国学者若利说过的话:“对可视性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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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播) 的造型性或图像性特征的接受的难易程度不

同，这种接受的过程本身就依赖于上下文和交流协

定。”瑏瑧图 5 为北京申办 2008 奥运会的标记，它成功

地将中国与世界，体育与文化，抽象与具象等结合在

一起，形成一套受众熟悉的造型性表述，使得交流容

易进行。
人们都清楚，相比较人们容易接受具象视觉形式

而言，大多人在接受抽象的视觉符号方面有些困难。
人们或许会从这些反应当中，察觉到横亘在表述造型

性特征面前的某种敌意，甚至是一种阻力。我们认为

这是一种假象，其实，大众实际上非常熟悉某些套路

式的造型性表述: 在节目的片头出现的字幕、杂志或

电视频道的文字拼排和时装的式样中，当然也包括在

广告当中，尤其是在广告标志中，套路式的造型性表

述比比皆是，习以为常瑏瑨。书法作品的套路式抽象性

( 造型性) 表述更甚，但更易于被普通大众所接受。
今日中国的书法作品真可以说是老少咸宜，雅俗共

赏，这种抽象性极强的书写符号就是中国人的日常文

化形态。

图 5 北京申办 2008 年奥运会标志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的标志与北京申办

2008 年奥运会的标志比起来就多少显得有些逊色。
无论人们在图像上、文字上、言语上赋予它多少说辞，

但在造型性表述上并没有达到预设的传播效果。正

是造型工具的具义力量，通常在书法的整体意义的生

成中，这种力量比书法更具限定作用，人们倾向于把

注意力集中在后者上面。
书写符号与书法形态之间维持着一种循环关系，

就理解视觉信息的具义过程和破解其中的精妙而言，

对这种关系的分析是不可或缺的。不过，中国书法的

“形态”和“符号”不仅在两者之间相互作用，而且还

把语言也搀和在内。我们目前已确凿地知道: 语言在

书法意义的信息传播中差不多是持久存在的。

三、书法的视觉图式

一提起书法的视觉图式瑏瑩，我们就感到十分的困

难。乍看起来或说通俗的表达，好像心知肚明说得清

楚，但当真的把它同整幅书法作品并置讨论，并要在

起码谈论的层面把它与书法形态清楚地区隔出来却

又显得非常困难。这是因为长期以来，一是中国书法

艺术的研究者更多的愿意用美学的、社会学的甚至是

政治学的角度来做整体诠释，而不愿意深入书法的学

理内核进行精微的科学研究; 二是书法形态与书写符

号之间的根本区别一直为研究者所忽视，他们认为这

是教小孩识字的先生才做的初级行为，即使有人触

及，他们宁肯从语言学的角度去找寻书写符号的更小

一级单位瑐瑠，也不愿再从书法形态的视觉角度给予应

有的关注; 他们首先关注的是书法的形式层面，研究

的是自然界和人类行为的模仿。关于书写符号的

“材质”或“实体”的特点，被视为天生的无需探究的

生物基础一样。在绝大多数学者的眼中，书写符号就

像我们时刻需要呼吸的空气一样被忽略了，如有个别

人的涉及也是将其“物质”特点视为风格的变异，并

被当作书法意义的表达方案来分析。其实，对书写符

号的研究反而需要我们投入恒久的精力去精耕细作。

图 6 视觉图式与他者的关系，韩丛耀作

1． 表达层面与内容层面

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 在《符号学原理》中

讨论过表达层面和内容层面的问题，不过，他是从意

指系 统 的 角 度 出 发 阐 述 的。叶 尔 姆 斯 列 夫 ( L．
Hjelmslev) 也曾指出，所有与言语有关的事物都具有

显然面或能指面( 表达面) ，在内容层面上就具有相

反面( 显示面或所指面) ，这样一组表达与内容的对

立表达方式就是书法造型符号的分析基础。若利强

调:“这种表达 /内容的对立，丝毫也不包含背景 /形
式的对立，后一种对立既不自然也不恰当，而且使得

两者都无法分析。”瑐瑡阿恩海姆曾经提出过与“背景 /
形式”的对立观点相仿的“图—底”瑐瑢观点。阿恩海姆

从视觉认知的角度说明在几种情况被读为“图”，几

种情况沦为“底”，正如同背景 /形式一样，这种人为

的对立实际上既不自然也不恰当，而且使两者都无法

分析。
若利认为，形式与背景并不是对立的，当然，这种

说法不能排除在日常的言语中，而是实体或物质对

立。也就是说背景与形式的对立( 实质上是不对立

的) 不能等同于表达与内容的对立。
表达方式有其自身的实体( 书法形态) ，内容也

有同样的一个实体( 书写符号) ，书法家如何做到表

达实体与内容实体的同一、选择表达实体与内容实体

的统一是他的文化修养、人文情怀和时代使命感所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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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这不是所有书法家有追求就能够达到的，绝大

多数书法家达不到这种境界。“会”、“好”、“精”、
“绝”、“化”，止步于二三级众多，登到四级稀罕，达到

“化”的境界的书者则少之又少。但只要将书法表达

方式的自身实体与内容实体结合起来，进入书法的最

高境界就成为了一种可能。
2． 书法视觉信息的组构

书法视觉信息的形式类别有很多，这里我们不去

做过多的触及，仍是沿着一种视觉艺术的思路前行，

看看组构可视信息的成份。有的学者建议“将视觉

代表物的造型大小，看作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看作

实心的符号，而不再简单地将其当成图像符号的能指

之一”瑐瑣。我们赞同这样的观点，不能说它有多好，起

码可以厘清书法的“书写符号”与“书法形态”许多混

淆的东西，使得讨论的问题有一个暂时的区隔，不至

于从始至终纠缠在一起。
在带着这个观点出现之前，不管是致力于研究书

法造型层面的理论家们，还是一些艺术理论家、艺术

历史学家、社会心理学家，甚至是精神分析专家都将

“书”和“字”，书法形态和书写符号混为一谈。实际

上，对于图像学的研究者来讲，图像修辞学理应考虑

书写符号中的重量、负载、专题等在内的多余实体，只

有充分考虑到书法的符号造型因素，书法的理论分析

才是完整的。我们认为，实际上，书法形态的能指和

书写符号的能指之间的混淆，是与“符号—书法”统

一体的观念相对应的，统一体所行使的主要是“书

法”的功能，而且可能具有多个风格变种。
经过许多专家学者的努力，我们今天确实能够证

实书写符号的自主性。虽然书写符号仍旧与书法形

态相关联，但我们可以明确肯定的是: 书写的造型符

号并不从属于书法的形态符号。如果用叶尔姆斯列

夫的术语说，可视信息便在四个层面( 或用奥丁的术

语: 四个“同位性”) 之间造成了一种循环。这些层面

既彼此区别又相互联系，既有造型符号的表达层面和

内容层面，也有图像形态的表达层面和内容层面瑐瑤。
如图 7 所示。

图 7 可视信息的组构，韩丛耀作

四、书法的视觉维度

过去对书法作品的研究大多建立在接受美学的

角度，我们在视觉艺术认知的视野下对书法作品的理

论研究进行结构动力学的考察显得有些另类，但也不

得不做。
我们一直在说的“书法”其实可以理解为书者的

法度，再进一步的说就是书法作品的视觉性，书法形

态与书写符号的问题就是意义与造型的问题。在符

号学家的眼里，书法就是一种视觉符号，但在另外一

些学者看来，符号又是书法的一种表达方式，是书法

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在进行这类研究的时候，总是

希望去了解构成这门学问的最小的单位，在能指的基

础上讨论所指，在构成元素的基础上分析信息的表达

形式。
1． 对书法形态的理解

我们既然承认汉字是一种独特的视觉符号，用汉

字为表现元素的书法就是一种视觉艺术形式。就实

用的效果而言，可以把“书法形态”直接理解为“视觉

符号”。
对于“视觉符号”的概念，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争

论不休，比较能够为大多数人所认可的是这样的定

义:“一种代表性的符号类型，其中既有一定数目的

可视性转换的规则，又可以使人重新认识某些现实中

的事物。”瑐瑥这个观点之所以能赢得大多数人的认可，

其实在于我们放弃使用“复制”这个术语，而是选择

使用“转换”这个词。我们认为如果使用“重建”可能

会更为准确，也更接近于人们对一种视觉符号的理

解。
人们将视觉符号看成是一种具有图像性质的符

号，它在所指和参照物之间应用了一种质的相似性，

即它模仿甚至是重复了事物的某些特征瑐瑦，如形状、
颜色、比例、背景等等。这些例证其实主要与视觉图

像有关，虽然是“看的”，但却强调质的相似。不是一

种“复制”，而是一种“转换”。
对“视觉符号”的概念一直争论不休的另一个原

因还在于，好像论争的任何一方都有说服另一方的理

由，但任何一方也都有明显的漏洞。其实这就在于

“符号”和视觉的“图像”这两个术语的概念本身就是

含混不清，人们使用它其实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

十分宽泛的接受方式，但又给出对等模型的狭义的符

号概念，这种错误地按照受到限制的对等模型虽然给

出的是一个狭义的符号概念，相反，它却也让人想起

了一种扩大了的推论模型瑐瑧。为了更好地讨论问题，

我们必须对视觉的“图像符号”作一个概念上的限

定。实际上有以下两点限定即可。
( 1) 在指称能够使人辨认物体的视觉单位方面

表现得具有可操作性;

( 2) 具有表现其并非“物体”的特点。
我们认为对视觉的“图像符号”这个称谓的限制

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它一会儿被溶于视觉图像或现实

物中去理解，一会儿又独立成“纯符号”的抽象术语，

随时被乱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并赋予它无限多的

内涵。以上两点首先定义它在表现方面具有可操作

性，这也是因为它具有与指称物体的“外形相似性”，

为了解决“相似性”这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它还必须

突现其符号学的特性，具有表现非物体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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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图像符号模型，韩丛耀作

实际上，对于视觉符号的责难和批评，所针对的

主要是所指物体的概念，而不是指物体与符号间关系

的概念。这样便导致了当下“图像转换”这个概念的

产生。视觉文化学者们所研究的内容也大多如此，如

雅克·拉康( Jacques Lacan) ，华特·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苏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 ，克里斯蒂

安·麦茨( Christian Metz) ，约翰·伯格( John Berger)
吉尔·德勒兹( Gilles Deleuze) ，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 ，居伊·德波( Guy Debord) ，让·鲍德里亚

( Jean Baudrillard) 等学者一直致力于视觉符号所指

物的研究。若利曾推荐视觉符号研究者试图建立的

一个图像符号的模型，以分析其相对于普通符号模型

的特征。
图 8 的视觉图像符号模型有些与符号学的三角

形相似，但它与符号学的三角形又有着显著的区别。
若利认为，这种模型的建立，是为了解决由视觉图像

符号概念所提出的一定数目的难题的。例如，它规

定:

参照物: 不是“世上的事物”，而是某个

标本( 类型、种类) 的具体表现形式;

标本: 一种内在化了的、稳定的精神代

表，与感知的产物相比，处于认识过程的基

础。

这种较为复杂的表述方式，却能使图像性的老概

念和辨识性的新概念两者之间产生相对化的关系。
2． 感知的相似性

“相似性”在书写符号研究中是一个十分难以处

理的问题，尤其在处理对后现代书法作品的论述中，

这不仅是因为它与现实相联系，与所指物相联系，更

主要的是，它与感知相连结。伊乌里·洛特曼( Iouri
Lotman) 在《艺术文本的结构》中曾这样概括感知的

相似性: 游离于任何图示化方法之外，正是因为某些

可感受到的特征只对辨认行为重要，所以一些与众不

同的视觉表现形式，才被人们当成同一事物而非不同

事物的多种样本瑐瑨。他举例道: 一只猫的相片并不是

照片中特定的那只猫的参照对象，而是以它为构成元

素之一的整个猫类的参照物。观众会一下子选中那

些辨识的关联性特征: 大小、皮毛、耳形等等，而不会

考虑毛色。
我们之所以能感知书法作品或者说能解读书法

作品，那是因为我们必须具备解读的条件: 只有当人

们认识字的时候，书法作品才可以被解读。必须承

认，只有把上例中的猫归为一类，猫这个概念才会在

不清楚地出现在视觉图像中的情况下，重新被观众的

视线引入视觉图像当中。这才是图像能被感知、辨识

的重要条件。
伊乌里·洛特曼的这份感知相似性的图表总汇，

暴露了视觉图像表现物自相矛盾的一面。如果我们

把他的举例排成下式，其矛盾的一面就凸显出来了:

一只猫的照片

不是

照片中那只猫的参照对象

而是

以它为构成元素之一的

整个猫类的参照物

书法更是这样，书法作品虽是独特的或单一的，

虽然它所表现的是样本而决非类型，虽然个别书法中

并不牵涉到普遍概念，然而，正是参照着类型和概念，

辨别和 认 识 才 得 以 实 现，相 似 性 的 概 念 才 得 以 建

立瑐瑩。
在此之前，我们也熟悉相似性的概念，即与历史

和社会文化所限的、多变的期望相联系的一致性，以

及具有社会文化代码的感官刺激转换的效果，在这其

中都有体现。这里我们之所以再次提及相似性并深

入地加以说明，是看一看构成书法作品的书写符号，

并能够更好地理解书写符号，理解书法形态，理解书

法，理解书法的视觉信息，理解书法信息的交流。
3． 书法与视觉句法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起码能够理解: 书法在部分

上是由书写符号构成的，这也明确地回答了我们设想

的可能: 书法视觉信息是可以分割的，也就是说书法

也有一种言语。承认书法是一种视觉言语，也就意味

着它是产生社会意义的一种媒介。
书法言语与口头言语相比较而言，书法言语表面

上是连续的; 口头言语是间断的、“离散的”，或者是

数字化的。现在我们就要试着把这种连续性言语的

构成元素分离开来，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分

析和更为有意识地去破译它，而且也是为了更为准确

地去掌握它的制定方法。
为了使得分析能够清晰、明了、简洁和实用，我们

要找出书法言语的象形单位、意义单位、最小单位，直

到最基本的造型元素。
( 1) 象形单位

所谓象形单位就是在某些底子( 视觉背景) 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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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形状，人们已经学会按照自己的主意来辨视它

们。因为书写符号的概念，使人们得以在第一时间

内，分离一些能够构成一大半可视信息的象形单位。
用阿 恩 海 姆 ( Arnheim ) 的 话 说，人 们 会 自 动 进 行

“图—底”分离的工作。因此，人们也相对较快地证

实并承认了，视觉表现物形成了一种“视觉言语”
( Langage visuel) 。用伊乌里·洛特曼话说，借助言

语，我们可以领会运用配置独特的书写符号而构成的

整个交流体系。
( 2) 意义单位

当我们依据某种特殊的分析手段在寻找象形单

位，更为确切地讲是人为的定义象形单位的时候，人

们就开始搜寻意义的单位了。这一工作在语言学家

和符号学家那里都得到了体现，他们创造了成对的术

语以解决“象形”和“意义”的问题，如能指←→所指，

直接意指←→含蓄意指，表达面←→内容面，第一系

统←→第二系统等等。符号学用它的一套完整而精

准的分析辞汇，来描绘书写符号表达意义的方法，符

号学式的分析借着一组精炼概念的操作，详尽说明了

书法形态如何产生意义的过程。
( 3) 最小单位

我们一方面反对无止境地分离意义( 言说) 的最

小单位，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分离出不同类型的书

法作品所固有的一些最小单位，这些单位虽然也会根

据载体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但无论如何都不会导致概

念的普遍化。
视觉认知研究的结果告诉我们，书法的视觉言语

中没有双层组构，但我们不能就此否定书法的视觉言

语属性。
视觉言语在康定斯基的书写中得到了充分的证

实( 如图 9 所示为康定斯基的抽象画) ，尤其是相对

于中国书法作品的随意社会解读和美学的多情论说

之后，负责任的书法研究者要重视对书法视觉句法的

深入研究，重视对书写符号的科学研究。
在图 9 中，康定斯基( Kandinsky) 为了表达自己

的精神，使用极其抽象的符号( 类同于我们的书法作

品中的书写符号) 这种手段。他说: “多少寻找上帝

的人，停滞于木刻的圣像上; 多少寻找艺术的人，停留

在另一个艺术家使用过的形式上。”瑑瑠当艺术家将现

实形象简约到最少( 相对现实世界而言) ，人们往往

会视为“抽象”，就是视域内这样的抽象( 比如一条

线) ，内涵却以“非物质”的形式表现出来。
简洁的外表不干扰心理视线，最少的驱壳显露最

强烈的灵魂。
在这幅作品里，康定斯基将形抽象为一条线，这

是有双重作用的，一是这条线是具有目的性的符号;

二是它先是一个形，然后这个形完全独立呈现，康定

斯基称为“内在声音”。这最低限度的“艺术性”应被

视为最强烈的抽象; 这最低限度的“物象”，在抽象

图 9 康定斯基的抽象画

里，应被视为最 强 烈 的

写实，这 样 一 来“艺 术

性”=“物象”。“外在的

极大差异，会成 为 内 在

极大的相同。”瑑瑡

一条线被康定斯基

当作 了 纯 粹 绘 画 的 媒

介，但这条线本 身 还 有

它的独立意义，它 有 着

纯粹的内在声音。
当代书法艺术家言

恭达先生的某些书法作

品在抽象性书写符号的

运用上走得更 远，他 也

许懂得，只有内 心 的 纯

粹，其声音才可 能 更 为

久远。
受众在接受这些抽象性更强的作品时，不是去被

动地认知，而是要主动地咀嚼，因为谁都知道: 最好吃

的菜是“食谱 + 舌头”。
在书法作品的创作中，书者除了给予观者一幅书

法作品，看来还要给予观者开掘一个视觉思维的法

度。

五、结语

如果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那么作为书意文

字的汉字，它的视觉艺术存在方式的书法形态就是中

华民族文化的 DNA，它历史地证明这个民族文化的

存在，它现实地导引着这个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它更朝向着这个民族的文化在世界未来岁月中的文

明和辉煌。
承载着中华文化灵魂的汉字多灾多难，国外学者

和文化研究机构在理论上一直贬低汉字和汉语，国内

学者和文化机构步其后尘更是自贬自辱有加。认为

汉字最初是图画文字，接着是象形文字，现在是进化

到高级阶段的拼音文字。百年前的五四时期，汉字被

认为是中国文化落后的原因，对其进行改造———汉字

拼音化; 新中国成立后对其进行更大规模的改造———
国家层面的汉字拼音化，并且成立了国家语言文字工

作委员会极力推行甚至强制性地推行汉字的拼音

化瑑瑢。现在通过脑科学研究已经证明，汉字是一种视

觉文字、书写文字，不是一种拼音文字、字母文字。因

此有学者已经大声的说出: “汉字拼音化”是个伪命

题瑑瑣，汉字几个阶段的进化论是乌托邦式想象，与“汉

字拼音”理论相对立的“汉字拼义”理论的提出也是

话语权衡之需。
现实是，不管历史的现实的争论如何，中国的书

法作品实践已经明确地告诉人们: 汉字是一种视觉文

字，不是拼音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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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走进书法的视觉认知科学实验室，面对

研究数据和实验结果，面对真实与事实，我们不得不

向世人宣示我们的研究结论: 从中国书法的实践和理

论研究来看，汉字是一种“书意文字”，不是“拼义文

字”，更不会是一种“拼音文字”。
在提倡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书法艺术和书

法理论在中华文化的建设中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仅

是一种文化形态，一种视觉艺术形式，它是中华文化

的基因库。因此它需要蔑视外部权贵，它更需要检视

内在理论。书法家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的情怀，纯粹和

纯洁中国的书法艺术，用一己热血浇筑你手里的每一

个汉字甚或每一个书写符号; 用你的忠贞脊骨铭刻中

华文化安全的一方界碑，为中华民族的书意文字贡献

你们的青春和智慧。 ( 责任编辑: 徐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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