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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摘8要!作为文化符号的中国书法%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指书法形象%属于符号学

上的#能指$系列)第二层含义是由书法的诸种形式和风格所传递的信息%属于符号学上的

#所指$系列( #中国书法$作为文化符号的#所指$内含为&自我创造与自我超越并存%优越

的自我设计与强烈的情绪表现并存)体现书法文化创造主体与文化环境的双向作用下书家

们人生设计的转变)在用笔墨线条制造的#虚幻$世界中%客观程式化因素与主体性设置因

素并存%心灵的永恒性结构与能动的目的性结构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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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人类行为是符号行为+假如没有符号"便没有人类’ 人

类的婴儿只有当他被导入和参与文化活动时"才成为人类个

体’ 文化世界的关键和参与文化世界的方法是$$$符号’) 233

中国书法是汉字的书写"毫无疑问"它也具有符号的功能’
符号学认为"一个符号由(能指) !形象# 和(所指) !概

念#两方面组成"作为文化符号的书法"也具有两层含义’ 第

一层含义是指书法形象"也就是以物态化形式呈现出来的汉

字字迹"包括字迹的点画*结构*布局"也包括汉字字迹在特定

材料上所显示出的各自不同的色彩*形状*质感等视觉内容’
它是书法这一文化符号所借用的符号代码"属于符号学上的

(能指)系列’ 第二层含义是由书法的诸种形式和风格所传

递的信息"属于符号学上的(所指)系列’ 所以"对书法进行文

化解读时"以物态化形式呈现出来的汉字字迹只是一个基本

的参照系数"是人们认识中国书法这一文化符号(所指)的文

化内含的媒体’
那么"作为文化符号的中国书法的(所指)意义究竟是什

么呢1 文化学家指出,

文化存在于思想’情感和引起反应的各种业已模

式化了的方式当中%通过各种符号可以获得并传播

它( 另外%文化构成了人类群体各有特色的成就%这

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的各种形式)文化基本的核心

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传统*即从历史上得到并选择+
思想%一是与他们有关的价值(2!3

就书法而言"它是古代中国人所创造的一种特有的文化

现象"至少包含有三个因素"其一是书写者所处的历史时代"
其二是书写者的书写活动"其三是书法风貌’ 这三个因素互

为因果"交互影响’ 不同的历史时代会养育出不同的书家"书

家的书写活动产生了不同的书迹"不同的书迹再现不同时代

的精神及书者的心态’ 这种关系"既构成了书家书法活动的

基本反应链"又形成了书家生存的基本文化环境特征’ 因此"
从文化学方面解读"就将从这三点着手"分析其独特的文化特

质,第一"书法家"行为主体+第二"书迹$$$他们制造的具体

文化形式+第三"价值$$$历史遗传和现实选择的价值’

一

书法家是书迹的制造者"对书法家的研究应该成为书法

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 但尴尬的是"在古代中国"书法

家一直没有非常固定的称谓’ 汉代有(佣书)一业"且一直延

续至明清"它是一种代人抄书的工作"从事这一行业的"都是

家庭经济不良者’ 从严格意义上说"(佣书)人在古人眼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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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书法家"也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书法家’ 今天谈论的书家"
几乎全是名士词客’ 由此"我们不得不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在

古代的中国"书法虽然也是一个有一定技术性的专业"但它却

没有固定的从业者"任何一个文人"都有可能成为书法家’ 换

句话说"我们应正视中国古代(书法家)作为一种(文人)的社

会存在"而不是仅仅把他们视为(艺术家)"甚至不能首先把

他们视为艺术家’ 因此"本文中的书家"基本上可以等同于文

人’ 书法家不仅是书迹的制造者"同时又是生活在特定文化

背景下的文化存在’ 在文化学理论中"作为文化存在的人"不

是一个抽象的自然的存在物"而是作为文化创造的主体而存

在的"他的生存过程"是一个文化创造与自我创造并存的复合

过程"文化是人通过文化创造而对人自身的创造"人的存在有

三个基本特征,(第一"人的文化可能性"即人的自我创造性"
自我设计+第二"是人的自由解放性"自我实现的超越性+第

三"是具有自我文化生存过程独立存在性’ 从时间性结构来

讲"人是面向未来的-感性地.生存着的’) 243 上述三个特征"
揭示了人作为文化创造主体的创造性能力以及这种种能力实

践的形式和目标"它告诉人们"人的文化特征不是天然的"抽

象的"而是在具体的生存环境中自我生成的’ 就中国古代书

家而言"他们的(感性地)生存也显示出三个特征"即能明确

确立自己的活动目的*具有适应现实的能力*在特定的文化背

景中独立存在"也就是目的性*适应性*独立性’
不管愿意与否"古代文人都无法与书法绝缘"他们使用汉

字"就介入到书法中’ 而且"书法是古代文人科举出仕的必修

之课"对书法精通与否"会影响到他们的前途’ 因此"熟练地

掌握书写技艺是中国古代文人为社会服务*实现自己人生价

值所必需的技能"是其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方面"是其基本的

生活方式’ 对中国古代文人而言"修习好书法是为了使自己

在仕途上具有更强的竞争力"也是使自己更好地适应社会需

要而不得不做的事情"并不是(为艺术而艺术)"明白了这一

点"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文征明和董其昌会因书法拙劣而在

科举考试中失败"又因科举失败的刺激而努力学习书法"这正

好说明了古代文人参与书法活动的目的性与适应性’
文化学家特别强调文化整体与个体的关系"早就注意到

了个体在参与文化创造过程中的情感倾向,(参与一种文化或

文化的一部分"在情绪上根本不可能是中性的’ 参与文化的

态度可以表现为一个系列"可以在热烈接受到坚决反对这样

一个系列中表现"甚至那些看上去似乎很协调的参与"也会有

情绪的色彩’) 2!3![;33%# 用这一理论来评价中国古代文人参与

书法活动的特点是完全合适的’ 中国古代书家独立性的文化

品格从何而来1 构成因素很多"但至少有一点很明显"即来自

于他们参加文化过程中所秉有的强烈的情绪色彩"这种情绪

色彩体现为积极的参与意识*强烈的情感表现’ 他们带着明

确的目的去设计自我"满怀热情地实践自我设计+而当他们自

我设计无法实现"他们的人生追求受到挫折时"他们的情绪表

现也是相当激烈的"其表现形式是将自我解放的自由意识引

入书法中"在书法中寻求自我设计的转移与再实现’ 韩愈在

%送高闲上人序&中以张旭为例对此作了极为形象的说明"篇

中"韩愈以积极入世观肯定了张旭因为(有道)"所以(利害必

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然后

一决于书)"(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
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 古代留传下来的各种书迹作为

书家文化品格的载体"将书家们在自我设计*自我创造*自我

解放等文化行为中的情感活动记录下来"构成了书家文化品

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书家书写汉字的过程和结果"也是

中国古代文化的创造活动和文化形式的一部分’ 所以"(中国

书法)作为文化符号的(所指)内含之一"就是自我创造与自

我超越并存"优越的自我设计与强烈的情绪表现并存’

二

中国古代文人在进行自我创造的同时创造着古代中国文

化!其中包含着中国书法#"他们的社会生活与文化创造都离

不开相应的文化环境’ 古代书家作为文化存在"他们首先是

文化的创造物’ 他们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和人文风尚"引导

和制约着他们的生活"使他们自然而然*自觉不自觉地遵从该

时代特有的主导文化模式"进而创造出符合该主导文化模式

要求的书法风格’ 正是魏晋玄学的盛行"催生了以畅逸秀美

为整体特征的王氏书法+同样道理"以颜真卿为代表的盛唐书

法也是在当时崇尚刚健峻拔*(筋骨精神)的整体文化氛围中

诞生的+而明初馆阁体的流行无疑也是肃杀血腥的文化环境

酿制出来的恶果’ 为什么大多数书家"在大多数时候"都遵从

一定的文化模式1 文化学家认为"(有两个原因是很显然的’
首先"由于习俗相袭"一个人对自己的群体的团结一致是抱着

肯定态度的"他避免产生孤独之感’ 其次"如果要有社会生

活"要有随之而来的分工"那么就很有必要有一定的文化模

式’) 2!3![;3!3# 个体生存与社会模式的关系是很深刻的,(个人

的文化背景给他提供了谋生的原料"原料是贫乏的"个人就要

受苦+原料是丰富的"个人就有了实现自己愿望的机会’ 每个

人的个人兴趣取决于文明时代的积累是否丰富’) 263 很明显"
生活在明初的书家"其幸运程度是无法与生活在魏晋或盛唐

时书家相比的’ 书家们所生活的文化背景会给他们提供了不

同的文化原料"这些文化原料对他们的心智*思维*人格都会

产生直接的影响"所以从书家的人格特征上来看"他们所具有

的目的性*适应性和独立性的共性特征"便是其所处时代主导

文化模式引导的结果"因为在文化主导模式的引导下"文人们

总是依照时代文化的需要去设计和塑造自我’ 在文化主导模

式的作用下"书家们的生命价值投入也常常表现出优化的特

征"也就是在生存过程中追求一种符合主导文化模式要求的

生存价值"以求得理想的生存状态’ 这种优化的价值投入使

书家的精神风貌和个性气质显示出与时代文化精神相一致的

特色"这也是人们总是将王羲之书法等同于魏晋风度"将颜真

卿书法等同于盛唐气象的原因’
但是"书家与文化环境的关系"并不全是一种单向作用"

文化与人是互相创造的"因此"书家与环境的关系也多表现为

相互作用"相互完善,(由于人们无法实现超越个体生命之上

的整体生命的完整"便建造了对象化的人的世界"从这个意义

上讲"文化是人的存在须臾不可分离的一种生命形式’ 但是"
人的状态不是一经生成就不再变动的’ 作为多种规定性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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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人是一种可调系统"即通过调整自己而适应任何环境+
通过调整活动过程而促使之能够更顺利和更大程度地实现目

标’ 文化与人相互创造"文化环境与人的存在相互作用"相互

沟通"在主体性活动的价值性*效应性以及信息流通等诸层次

上"形成一种日益合理*不断完善的自稳自组的系统"并且由

此而能够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使人与文化环境的相互作用

达到优化的程度和状态’) 243![;346# 人与环境的这种相互作用"
给中国古代书家的自我建构带来诸多灵便’ 书家们在遵从主

导模式的文化驱力的作用下"确立了自我书法风格的方向"给

自己的文化生存以长远的目标定位"这种优化意识给书家们

提供了生存的强大精神能量’ 但是优化价值投入的目的性并

不等于其现实性"在书家的现实人生中"生存环境的现实性往

往远离书家优化价值投入的目的性"使主体投入与现实阻力

发生强烈反差"导致严重的价值悖离’ 在这种情形下"人与文

化环境的(自稳自组系统)往往使书家们进行一番艰难的价

值调整"从优化价值转向适性价值$$$适应现实环境与心境

的生活需要与感情满足"在主导模式之外"选择另一种文化模

式"进行书法风格的重构’ 在自我重构过程中"优化价值投入

退居次要地位"而适性价值成了书家的首要选择’ 徐渭书法

对点画狼藉甚至有失散乱的笔墨效果的追求*傅山书法对(宁

拙毋巧"宁丑毋媚)的美学主张的实践及郑板桥(六分半书)
对真意*真趣的崇尚"可以说就是书家经历了艰难的内心搏弈

之后向适性价值转变的最好例证’ 如果说在优化价值投入阶

段"书家的主导性动机是崇高的自我设计与实现"那么"在适

性价值选择阶段"书家的生存动机则是适性的自我设计与实

现’ 中国古代书家的生活中"几乎每个人都经历了这两种生

存动机的艰难转变"都有过从崇高人生的设计到适性人生的

建构的过程’ 书家们将这种转变的人生感受寄托在书迹中"
用书法表达他们的人生理想"描绘他们的人生设计"其留下的

书作有很大一部分是他们自上而下的动机转变及人格设计转

型的见证’ 正是在这种不断的转变中"中国书法才逐渐衍变

出多姿多彩的局面’ 因此"中国书法的文化(所指)之二"即体

现了书法文化创造主体和文化环境的双向作用下书家们人生

设计的转变"蕴涵着适性人生建构的自由与生存的艰难’

三

中国书法的(所指)之三是"在用笔墨线条制造的(虚幻)
世界中"客观程式化因素与主体性设置因素并存"心灵的永恒

性结构与能动的目的性结构并存’ 克乃夫4贝尔曾指出"艺

术本质上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中国书法有丰厚的意蕴"
广泛地体现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思维"积淀着一定的理性

内容"因而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是一种艺术’ 符号学美学

家苏珊4朗格认为"一切艺术符号都具有(奇异性) 即(他

性)"所谓奇异性或他性"就是指艺术符号能与现实分离’ 那

么"艺术符号如何与现实分离呢1 朗格认为"第一"要创造一

个虚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形式只是纯粹的表象"而无现实的

功能+第二"要使艺术形式!符号#具有可塑性"以便能够在艺

术家操作之下表现什么而非指明什么’ 朗格说,(达到这一目

的也要靠同样的方法$$$使它与实际生活分离"使它抽象化

而成为游离的概念之上的虚幻之物’) 273 可见"在朗格看来"艺

术是以特定的形式去表现现实世界的质!抽象#"艺术世界较

现实世界更具有目的性*情感性"因此它较现实世界而言是一

种(虚幻)’ 中国书法的艺术美也是一种(虚幻世界)之美"但

书法世界的(虚幻度)体现何在呢1
书法世界中的虚幻度主要体现两个方面"其一"是客观程

式因素$$$由历史传承而来的成为一种遵从对象的物象形式

或情感趋向*审美情趣’ (它具有为整个整体共享的倾向"或

是在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的部分所分享)’2!333%这种物象

形式或情感趋向*审美情趣已不再具有现实生活的性质"它作

为一种程式化的东西客观存在着"书家们在欣赏这种物象或

情感*情趣的同时"也用笔墨线条去表现这种物象或情感*情

趣’ 中国书法所展示的汉字的点画部首及整个字结构和字的

排列组合并不摹仿什么"但在中国古代书家们看来"既然汉字

的创造经历了一个(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

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过程"客观物象就一定能

迹化在他们的作品之中’ 因此古人常用天涯初月*河汉众星*
飘风骤雨*迅雷惊电*落花飞雪*奔蛇走虺*鸿飞兽骇之类的画

面让人领略造化的神奇"领悟书法的美妙境界’ 这些(物象)
所引发的情感"往往也具有一定的程式化现象"这是由于他们

共享文化的结果"此其一’ 其二"主体性设置因素$$$书家特

有的情感活动*人格追求*价值评判等’ 书法世界中或许有某

种客观程式化的东西"但更多的则是书家主体性设置的因素’
海德格尔认为"艺术的本性是(存在者的真理将自身设入作

品) 2$3 ’ 也许海德格尔对(存在者的真理)另有解释"但在我

们看来"这里将它解释为艺术创造者自身的生命体验和情感

寄托也是很合适的’ 书法家的书法创造是一种个性化的活

动"尽管他们共享某种文化"但在这种文化中所引发的情感及

用以表达这种情感的形式"则不尽相同"愈有个性的书家"愈

善于在文化的共性中(设入)其自身的(真理)’ 古代书家在

这一方面是很成功的’ 例如同样的飘逸"王羲之与王献之就

各有特色’ 其所以如此"关键是古代书家在书写汉字的过程

中恰当地把握了艺术世界的(虚幻度)’
与此相应"古代书家情感中所抽象出来的(质)也体现在

两个方面’ 其一"永恒的心灵结构$$$体现人类普遍特征的

结构形式’ 维柯将这种特有的结构形式称为各民族共有的

(精神语言),(在人类制度本质中"必定有一种为任何民族所

共有的精神语言"它毫无例外地抓住人类社会生活中可能出

现的种种事物的实质"而且以形形色色不同的变化来表现这

种实质"一如这些事物本身可能具有形形色色不同的方面一

样’) 2#3 詹姆斯说得更明确"他认为结构主义者的最终目标

(是明确地寻找心灵本身的永恒结构"寻找心灵赖以体验世界

的"或把本身没有意义的东西组成具有意义的东西所需要的

那种组织类别和形式)’2#3 古代中国书家当然没有这种明确

的概念和追求"但中国书法则具詹姆斯所说的那种永恒心灵

结构的特点’ 如"古代书家书写过程中遵循的(物象生动可

奇)的基本原则"要求书法的(形)与(象)均有所本"并最终归

结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杜甫用(锵锵鸣玉动)来描写张旭的草

书"说明中国书法中蕴含着人类对音韵节奏的体验+从蔡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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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宋四家"以及世人对赵孟頫人格的卑视中"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书法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等等’ 从书法中"我们能概括

和抽象出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结构形式"能传达出人类生存

的基本情感体验’ 因此"中国汉字虽几经更迭变迁"但并不因

为有了隶书就废弃之前的篆书"也不因有了楷书就不再使用

隶书"而且各种书体都凝结成了相对稳定的(有意味的)符号

形式’ 也许"中国书法就是一种象征着中国人生存特征的精

神语言’ 其二"能动的目的性结构$$$体现主体特定情感特

质的结构形式’ 卡西尔认为"(艺术并不是对一个现成的即予

的单纯复写’ 它是导向对事物和人类生活得出客观见解的途

径之一’ 它不是对实在的模仿"而是对实现的发现’)因此艺

术活动具有(心灵的能动性) 2:3 ’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书

法是古代文人心路历程的符号表征"是文人解释自我与社会*
自我与自然的手段"是文人发现自我优势*展示自我优势的途

径’ 在古代中国"书法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权力话语’ 其中"技

巧性*神秘性*表现性*修养性*文化性都依附于权力话语四

周"起到支撑和肯定的作用’ 中国古代文人不论是身处高位"
还是退隐山林"都须臾离不开书法的事实"表明了他们对自由

生命的执著追求"对失意坎坷的合理补偿"对有限自我的超越

意愿等等"更将他们的文化创造力充分发挥出来"展示了他们

的探索欲望*自制能力*独立意志*自由风范’ 所以"中国书法

时常被当作一种特定的结构形式"引导人们去认识和理解古

代中国文化特色和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
*责任编辑&楚小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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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67 页#能主义的代表人物在肯定功能重要性的同

时"并不主张建筑*产品的形式和美观性问题可以由!实用#
功能来决定"反而结合历史和时代背景"为本国的建筑和工业

设计提出了一种(好形式)的造型标准’ 无论是德意志制造

联盟还是包豪斯"他们孜孜以求的目标之一就是将这种(好形

式)付诸实践"包豪斯风格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也正是

这种在满足基本功能要求的前提下"追求(好形式)的德国化

的功能主义’
*责任编辑&楚小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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