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一个字可以了解传统文化，从一
个字也窥见天地宇宙。书法是中国文化
核心的核心，中国人的古老智慧和文化
传统蕴藏于点撇横捺，让书法拥有了广
阔的阐释空间。

12 月 28 日下午，“封面开讲了”迎
来一位重磅嘉宾，国际书法家协会首席
主席、《中国书法全集》主编刘正成以
《中国书法艺术审美》为题，在四川师范
大学为现场的同学与嘉宾详解了中国
书法的内涵。

刘正成先生今年已78岁，但他精神
矍铄，一连讲了两个小时。讲座由浅入
深，从视觉审美讲到精神审美、文化审
美，刘正成还展示了自己的书法作品。
讲座结束后，他获得了经久不断的掌声。

从视觉层面到精神层面
感受书法的艺术之美

刘正成讲座的第一部分，是从最直观
的书法视觉审美讲起。书法的笔法、结
构、章法，是我们欣赏一幅书法作品时第
一眼看到的内容，如果不把视觉的特点掌
握好，就很难进入书法更深的审美层次。

刘正成从篆、隶、草、行、楷等书体讲
起，分析了各种书体让人感受到美的特
征，例如篆贵婉而通，隶欲精而密，章务
简而便，草贵流而畅等等。

结构是书法作品里重要的部分。在
讲座中，刘正成引启功先生的话“结字为
先”，“初学书法的人首先是要掌握结构，
今天我们搞书法，哪怕你做硬笔书法，你
把结构写好了，你这个字基本就站起来
了。”刘正成还以“中”“帝”“张”“额”“山”

“之”六字详细分析了字体结构的六美。
例如，“山”要有主次分明之美，“这三竖
不能写得一样长，中间比较长，是主笔，
两边的竖比较短一点，叫主次分明之
美。你把三画写得一样，就没有主次审
美的感觉了。”

就章法而言，刘正成认为，明代民居
建筑风格的改变为挂轴书法的流行创造
了条件。高堂大轴作品的流行改变了文
人书法的章法，书法审美由“阅读审美”
向“扫描审美”转变，这也体现了书法作

品的美术化倾向。
讲到王铎的高堂大轴时，刘正成还

向现场的观众展示了自己临摹的三幅作
品，引得同学们纷纷拿出手机拍照。

进入到精神层面的审美，刘正成主
要以三种角度进行讲解：一是自然的意
象与超验的意象，孙过庭的《书谱》说：

“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
飞兽骇之姿，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
势，临危据槁之形……同自然之妙用，非
力运之能成。”就是自然界的各种形态让
书法家产生联想；二是拟人品格，如康有
为提出以人的品格来比喻书法，有神品、
妙品、精品、能品等等；三是兼论其人生
平，论字的时候还要论这个人，就是这个
作品艺术的故事，这是审美当中很重要
的一点。刘正成以黄道周的《后死吟》为
例，此小楷作品是他在抵抗清军时于狱
中所作，他不屈不挠写下绝笔。“这样一
个人物，这样一个故事，和我们一般抄写
小楷，价值自然不同。就好比我们看王
羲之的《兰亭序》，有人说你这上面还有
墨水斑斑点点的，哪里写得好，其实是要
结合作品背后的人和故事来看的。”

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
“三大行书”好在哪里？

文化层面的审美是书法审美中至
关重要的一环，也是中国书法作为传统
文化具有独特魅力的内核所在。刘正
成引熊秉明先生所说，文化的核心是哲
学，哲学的核心是书法。书法是中国文
化核心的核心。西方哲学有严密的逻
辑关系，而中国哲学则重视受用与人生
实践。

“一个‘一’字，在西方人看来就是一
个数量的符号，在中国来说，拿起笔写到
纸上的时候，‘一’就具有了不一样的中
国文化意涵。米芾、苏轼、黄庭坚他们的

‘一’是不一样的，昨天写的‘一’与今天
写的‘一’也是不一样的。书法既是形
象，也是抽象。”刘正成说。

刘正成还带领观众领略了被称为
“中国三大行书”的《兰亭序》《祭侄稿》
《寒食帖》。他说，此三幅作品之所以伟
大，除了在技法艺术上的传承外，更重要
的是书法艺术的文化精神。

“王羲之生在东晋时代，他在文化的
自觉中找到了个人和社会不同的区分，
人在社会当中怎么处理自己的社会行
为，这就是《兰亭序》的主题。我可以做

官，同时我也可以回家生活，这就是《兰
亭序》表现的人生原理。”刘正成解释
道，这样的作品包含的不是这个字写得
如何好，而是它的艺术故事、生命的文
化力量。

同样，《祭侄稿》表现的是一代知识
分子为了国家统一，怎样献出生命的过
程，怎样临危不惧献身的过程，颜真卿用
他的书法表现出来了。而苏轼《寒食帖》
则表现的是他虽然处于逆境，却依然怀
抱高尚的理想情操和追求。

充实书法艺术的文化内涵
学会辨别“丑书”的雅与俗

如今，书法艺术不仅能登大雅之堂，
也能走上街头进行表演。在讲座的最后
部分，刘正成讲解了书法的流变以及当
代“丑书”的含义。

刘正成认为，书法自古以来是中国
先民的一种精英文化，尤其自王羲之以
来，历代书法艺术家的非凡创造，使书法
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颗明珠。于是又产生
一个悖论：如今大家都会识字写字、爱好
书法，并有自己的书法审美观念，这种群
众性审美观念与书法艺术史传承的审美
观念，有一致性，也有不一致性，往往专
家说好的，广大书法爱好者反而说不好，
并名之曰“丑书”。

刘正成将“丑书”分为雅与俗。他
解释道，由于近五百年书法史中发生的
转折，即碑学与甲骨简帛书对晋唐经典
书法作品视觉形态发生了很大改变，普
罗大众对这种改变认识不足，因此认为
某些书法作品为“丑书”，例如曾经有
徐渭、王铎、傅山等人的作品，还有李
叔同、谢无量的作品，如今已经受到广
泛认可。刘正成认为这些都是“雅”的

“丑书”。
还有一些为了博人眼球进行的书

法表演、展示等，则是“俗”的“丑书”，
“我并不是批评这种行为，但我们要学
会区分辨别书法的雅俗问题。这种现
象也存在于其他文艺现象之中，如经典
音乐与通俗音乐之分，都是普遍又正常
的文艺现象。”刘正成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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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美”在哪里？
刘正成做客“封面开讲了”精讲书法的视觉美、精神美及文化美

李伯清刘正成上演老友记：

坦坦荡荡的友谊最轻松

12月28日下午，刘正成在四川师范大学
（成龙校区）现场解读书法艺术的精髓。

讲座结束后，李伯清与现场师生互动。

刘正成精神矍铄连讲两个小时。

当书法艺术家与散打评书表演艺术
家碰到一起，会擦出什么火花？12月28
日下午，四川师范大学（成龙校区）尚美
楼学术报告厅人气爆棚，国际书法家协
会首席主席、《中国书法全集》主编刘正
成做客“封面开讲了”，以《中国书法艺术
审美》为题，深入浅出地详解中国书法的
内涵，普及中国书法史。

众多听众中，有一位老者格外认
真。78岁的刘正成在台上讲了两个多小
时，这位老者在台下认真听了两个多小
时，他就是大家熟悉的散打评书表演艺
术家李伯清。

讲座现场，“男神”李伯清也格外受
欢迎。讲座开始前，同学们围着与他合
影。讲座结束后，李伯清老师现场一段
散打劝年轻人莫熬夜，引发笑声一片。

刘正成、李伯清以及刘正成的弟
弟、著名画家刘正兴，经常从异地相聚
于成都，就当代艺术品与艺术品市场的

关系“坐而论道”。
当天讲座开始前，李伯清接受了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的采访。他说：
“我和刘老师都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都
有情感在里面。”不过说到书法，他很谦

虚：“我没有资格来说书法，我一般就写毛
笔字。书法是书法，毛笔字是毛笔字。”李
伯清说自己经常和刘正成探讨对艺术的
一些看法。他回忆道：“有一次，我和魏
明伦老师、刘正成老师，聚在一起探讨的

是怎样理解文人相轻？每次无论我们到
北京也好，他回成都也好，我们都要聚一
聚。在一起，无外乎也是谈艺术。”

李伯清非常认可艺术是相通的，所
以要经常在一起碰撞，但是他也强调：

“我们在一起，不是一味地说哪个说得
对，都是在很坦诚的友谊的基础上，探讨
一些大家真正认可的东西。如果只是一
味地崇拜，那种友谊和相互坦坦荡荡的
纯友谊还是有区别的。所以在这种情况
下，我们和刘老师的交往，大家都感觉很
轻松。他为他的书法事业倾注心血，而
我们在自己的领域里也几十年。虽然大
家可以说是功成名就了，但是，我们也都
在不断地总结。”李伯清特别想告诉年轻
人：“活到老学到老，艺无止境。不管大
家在哪个岗位，都要在本职工作上不忘
初心，继续前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德玉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