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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书法发展应坚持道技并重当代书法发展应坚持道技并重
□汪碧刚

尽善尽美
——王羲之的历史价值及其深远影响 □李有来

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晋书》编纂完成。唐太宗看

后仍觉意犹未尽，于是提笔写下《王羲之传论》，其中就有“尽

善尽美”四个字，把王羲之推到了一个极高的地位。封建社会

帝王的评价就是定论，是不容有人怀疑的。而在这之前，社会

上对王羲之各种评价都有，但我们今天在翻阅史书时却找不

到了。这是为什么呢？正是因为唐太宗有这样的定论，所以之

前凡是在史书里能够找到的否定王羲之的记录，都无一例外

地被删掉了。唐太宗历数他认为值得一提的古今书家，包括张

芝、师宜官、钟繇、王献之、肖子云等，但是之后说了一句：“此

数子者，皆誉过其实。”意思是，历史上对他们的赞誉言过其实

了，又说：“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

乎！”亦即真正最好、最杰出的就是王羲之。所以说，王羲之“书

圣”的地位是唐太宗给予的。

王羲之出身名门望族，少年时期在山东临沂度过，13岁时

举家南迁到现在的浙江绍兴新昌一个叫王村的地方，世代繁

衍。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兰

亭序》的诞生。《兰亭序》是一本诗集的序文，当时以王羲之、谢

安为首的42位颇有影响力的文化名流，举行了一场春日里的

曲水流觞雅集，雅集上获得很多诗稿要结集出版，于是请王羲

之写一篇序文。王羲之趁着酒劲，洋洋洒洒写了几百字，这就

是“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这篇序不仅字写得好，文章也非

同小可，收录在《古文观止》里，是历史上非常有影响的一篇美

文，汇集了大量的信息，反映出一个著名书法家的综合修养。

当时的王羲之已经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后来唐太宗的推举又

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唐太宗会那么推崇他，绝不仅仅是因为一

篇《兰亭序》，而是因为在中国书法演进的过程中，王羲之作出

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历朝历代凡是写行草书有所成就的书家，无一不学王羲

之。即便是唐朝被称为“革新派”的颜真卿，也受到王羲之不小

的影响，只不过他没有全盘继承，更多地用了一些加法。米芾

批判王羲之的声音最狠，但我们翻看他的《海岳名言》就能发

现，米芾批判的事情很多并没什么道理。米芾的字很大程度上

就是颜真卿的一种延续，在诸多方面忠实地继承了王羲之的

衣钵，只是在手法上做了一些改变。王羲之写字秉持的是中锋

行笔为主，兼用侧锋，所以写得很平和，不激不厉，很雅致。米

芾则八面出锋，起笔的时候笔路甚至可以从底下翻上去，行笔

时毛笔上的每一根毛都要发生作用。他追求的是“令笔锋无处

不到”，用笔的动作幅度很大，自然就有震荡感，于是就和王羲

之在用笔上拉开了距离。除此之外，在速度上他也快，林散之

先生用过一个词叫“横撑竖曳”，古人用的词是“风樯阵马，沉

着痛快”，也是形容他写字时的那种状态。

王羲之书法艺术的历史成就

——行书的奠基人。行书书体就是王羲之确立下来的。历

史上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更早的行书文书，但是和王羲之的行

书比起来，那种规范程度不能同日而语。王羲之是行书的奠基

人，这是毋庸置疑的。

王羲之的行书代表作就是《兰亭序》，唐太宗对此十分推

崇，命令书法高手褚遂良等临摹，摹本用以奖励有功之臣和近

臣。今天《兰亭序》原作我们虽然看不到了，但这些仿品也是水

平了得，摹本中最好的就是冯承素的神龙本兰亭，忠实地表达

了《兰亭序》的原貌。

——楷书的奠基人。王羲之的楷书学钟繇。钟繇的小楷从

隶书演变而来，还没到规范的程度，而我们看王羲之的《孝女

曹娥碑》《佛遗教经》等，已经进化得很好了，楷书的规范就是

王羲之完成的。对于晋人写经，启功先生曾鉴定比王羲之晚了

若干年；一些敦煌遗书年代可能比较早，但规范的程度远远比

不上王羲之。

——今草的奠基人。草书的演变经历了章草、今草（又称

“小草”）、大草，章草之前还有汉草，一般归到章草里，汉草、章

草从汉简过渡而来。史书上称王羲之“善隶草”，隶草实际上就

是章草。章草在书史的演变过程中经历时间最短，它刚在社会

上流布开来，就被随之出现的今草覆盖了，于是就过渡到所谓

今草（小草）的时代。今草和小草的奠基人就是王羲之。

王羲之传本墨迹有若干种，譬如《姨母帖》《初月帖》《游目

帖》等都有较为典型的章草痕迹，《频有哀祸帖》《孔侍中帖》中

章草的痕迹渐渐淡化了。所以我们说，王羲之就是今草的奠基

人。后来怀素学了一些王羲之的方法，把短线变成了长线，把

字字独立变成了相互连绵，才出现了大草。

——中国书法理论的奠基人。尽管有人说王羲之传下来的

理论大多是委托，但这些理论应该说都与王羲之脱不了干系，

都是他的书学思想。后来的书法理论都是在王羲之有了这样的

理论基础以后才一步步延伸开来的，后来的观点也都秉持了王

羲之流传下来所谓“委托”的那几篇文章中的思想。尽管篇幅体

量不大，但也是王羲之书法理论的一个体系，它奠定了后来我

们书法理论的基础。在王羲之之前也有几篇书法论文，但它们

不足以成为后来的书法理论拓展的重要依据。可以说，后来所

有书法理论的构建都是以王羲之的这些书论为原点的。

王羲之行书面目的多样性

传世的王羲之行书作品，分集字类和手札类。集字类有《怀

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兴福寺半截碑》《金刚经》等，最重要的就

是《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怀仁的这部作品用的时间很长，打

磨得很精细，一直以来是我们学习书法特别是学习行书最重要

的范本。唐代以后凡是写行草书有成就的，没有一个不在这上

面下过深功夫。手札类作品中，《孔侍中帖》《平安帖》《奉橘帖》

《姨母帖》等面目各不相同，有的差别相当大，给后人取法提供

了面目的多样性。历史上有个说法，王羲之传世的这些墨迹面

目多样，取其一点便可依墙而立，塑造出自己的风格。

白蕉的字与《丧乱帖》《得示帖》面貌很像。当年徐悲鸿从日

本带回几部放大版的王羲之手札送给了白蕉，白蕉天天对着

写，最终形成了自己的面目。白蕉就是找到了一个点并依墙而

立。我们学习王羲之，要对准一个点去努力，把精力和方向集中

起来，找准风格较一致的几个帖，一点一点生发，最后扩大成为

一个体系，当然中间还需要吸收一些其他的东西来充实。

历代著名行书大家对王羲之书法艺术的传承

历代对王羲之的传承，显示了王羲之的深远影响。

李世民对王羲之书法就是原原本本地继承，代表作是《晋

祠铭》，非常有影响。杨凝式的《韭花帖》也是学王羲之，成功地

结合了很多颜真卿书法的元素，行间萧散简远，章法上有很强

代表性。

苏东坡也取法王羲之，除此之外还取法徐浩、颜真卿、杨

凝式，但若没有王羲之的品格，就打造不出有高度的作品。所

以，对王羲之的继承是苏东坡书法品格的基础。黄庭坚是“苏

门四学士”之一，王羲之书法自然也对黄庭坚有影响。蔡京也

是王羲之的忠实粉丝，其行书面目就是属于王羲之这个体系

的，很多手法跟米芾相似，不少宋人都受到王羲之的影响。

元代赵孟頫打出的复古旗号就是回归“二王”，回归帖派

正脉，所以他对“二王”是很忠实地继承的。董其昌早年就是学

赵孟頫，也很好地继承了“二王”一脉，还有王铎、傅山、八大山

人等。

清代阮元、康有为提倡碑学，根本上并不是对“二王”的反

对，他们反对的是科举“馆阁体”。“馆阁体”和“二王”的关联不

太直接，与赵、董关系较大。今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看

待这些问题也是合理的，未必要人为地把碑和帖分得那么清

楚，从我们学习、研究和创作层面讲，不要刻意把它们割裂开。

清代的这场碑学运动使书坛上书法面目的多样性又发展到了

一个极致。再往后看，书法家沈尹默、白蕉、林散之也都是学

“二王”一脉而来。

历史上群星璀璨，法帖浩如烟海，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

的一个点。回看历史上的这些大家，对他们影响至深的也就那

么几件法帖。研究得足够深入，加之自身过硬的综合修养，最

终就卓然自立了。行书是五体当中影响力最大、参与者最多、

社会认知度最高的一种书体，行书资料在历史上也是最多、最

翔实的。所以习书者要在这方面多动些脑筋，不仅在书法创作

上要很好地训练，更重要的是从历史上加以梳理。

当今社会，有的人不读书、不努力，却总有一

种想成名成家的冲动，这种浮躁和浅显令人哭笑

不得。在书法领域，本该令人崇敬的书法家，却被

网络上各种滥竽充数的“书法大师”取而代之，乱

象丛生。技法被有些书家倍加推崇，炫技时甚至

错别字连篇。纵观中国书法史，中国历代书法名

家无不是饱读诗书的学者。中国书法是关于汉字

书写的一门学问，书法即“书中有法”，书是“写”，

法是“度”。书法是要在书写中触摸中华文化的一

边一角，通过书写来表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

中国人丰富的内心情感，最终形成千古传承、精

妙绝伦的书法艺术。书法是表，由表及里的是中

国传统文化。而反观现在，重技而轻道，无疑成为

当代书法由“高原”迈向“高峰”的掣肘。我们既不

能任其在“技术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也要积极

应对书法艺术发展面临的挑战，才能最终回到

“由技入道、以技修道、道技并重”的正路上来，因

为文化才是书法的第一属性。

“技”与“道”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转化的，而

当前书法发展的势头与之有一定程度的背离。当

前书法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同时也存在心理浮

躁、书法创作的表皮化、以炫技为主的展厅效应

对书法本体有误导、各地书法发展的不均衡、书

法理论批评与书法创作的脱节、西方设计理念对

中国书法的冲击等诸多现实问题。这些现象已经

引起了书法界重视。

面对当下书法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应当积极

寻求解决之道。多位学者针对当代书法高等教育

或当下书法发展现状提出“技道两进观”。自20

世纪初钢笔和自来水笔传入中国以来，中国人逐

渐使用钢笔替代毛笔，毛笔书写便逐渐成为一项

少数人掌握的技艺。当书写失去实用性的时候，

便随之演进成为具有艺术属性的书法。新中国成

立之初，人们对书法的关注度减弱，加上没有专

门的书法组织，书法展览活动少，便出现了书法

“中断”现象。直至1963年，浙江美术学院（现中

国美术学院）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书法本科专

业，1979年又在全国招收了第一批书法硕士研

究生。高校书法专业的陆续开设和1981年中国

书法家协会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书法开始逐

渐复兴。经过40年的努力，中国书法在当代的发

展已逐步进入成熟期和稳定期，但这同时也意味

着中国书法的发展开始进入“平台期”，其发展速

度逐渐放慢。在这样的状态中，查找当前书法发

展中出现的问题并进行深刻反思就愈显重要。

面对大量水平参差不齐的书法作品进入市

场而产生的诸多问题，首先要坚定书法文化自

信。中国书法几千年来生生不息，主要得益于中

国传统文化的滋养，传统文化赋予书法深厚的精

神内涵。当代书法重视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更应

该注重“道”的传承，要做到道技并重，在掌握

“技”的基础上追求“道”的发展。

在古代书论中，古人关于“技”与“道”的问题

是阐述得比较明确的，即“道”是指对书写规律、

法则、技艺的熟练掌握，从不自由的书写达到自

由的书写状态。但在当代书法发展背景下，“道”

则蕴含着更深层次的含义。“道”是文化，是书法

家对自身文化素养的追求。徐复观曾言道：“在中

国，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必以人格的修养、精

神的解放，为技巧的根本。”书者自身人文精神的

陶冶和教化直接体现在书者的作品中。虽然当代

人和古人学习儒家经典的文化环境不尽相同，但

书者在学习钻研技法的同时，应该注重提高自己

的人文素养。同时，“道”也是道德，是书法家对自

身品德修养的追求，也可以说“道”是“技”的修

为。“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

气。”书法家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者和

书法文化的传播者，理应具备高尚的操守气节和

良好的社会公德，在人民中树立良好的形象。“文

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

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书法

创作也应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不

断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

在新时代背景下，“道技并重”是书法发展的

必然之路。面对互联网的冲击，广大书法家要抓住

机遇，积极应对互联网时代的挑战，利用互联网传

播好书法文化，为人民创作出更多更好的高质量

书法作品，借助互联网强大的传播手段使人民大

众受到书法艺术的熏陶。同时，书法家要坚守初

心、摒弃炫技，牢记文化才是书法的第一属性，努

力追求书法的文化内涵，在遵守书法规范化、法度

化的基础上，加强自身文化素养和道德修养的培

养，以技修道，道技并重，推进当代书法不断实现

高质量发展，努力从“高原”迈向“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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