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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题壁诗皆有感而作，随兴而来，有所寄托。
不过，题壁佳作非才思敏捷、才艺突出者不能为之。
流传至今的那些佳作中，抒发政治抱负者有之，驰情山水者有之，讥讽时政者有之，发泄心中怨愤者
有之，儿女情长寄托离人情思者有之，表明英雄情怀者有之⋯⋯林林总总，题材庞杂、数目众多。
著名的题壁作品有王安石的《梅花》、苏轼的《题西林壁》、陆游的《钗头凤》⋯⋯这些题壁名作，
被千古传唱。
　　题壁文化历史悠久，始于两汉，盛于唐宋。
唐宋时期，中国传统诗歌文化处在高峰期，题壁诗骤然大增，形成一种文化潮流。
所谓“官壁诗题尽”，所谓“壁间俱是断肠诗”，均言题壁创作之繁盛。
 　　遗憾的是，刻写在各种介质之上的文字难以抵挡岁月的消磨，古人的金书玉言大多已经难觅其踪
。
但是，当我们静心梳理题壁文化的脉络时，当我们细细品味流传下来的题壁佳作时，我们依然可以感
受到这一人类语言智慧瑰宝焕发的灿烂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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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题壁书法与起源题壁文字、书法艺术和中国道教同源，似乎是一个虚玄的命题，但如果将三者
放到时代的框架中考察，就会发现其间还有许多成立的理由。
题壁在书法由书写方式发展成为特殊的审美艺术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是理解这一命题最容易接
受的理由。
题壁书法作为一种极为特殊的技艺，因其书写介体及书写体位的特点，多以草书为之。
题壁书法作为特殊的技艺又催生了职业性非常明显的专职题壁人群，与之相匹配的笔、墨、砚等书写
工具也随之产生。
喜拂前题在粉墙——题壁文字与书法中国的书法艺术从源头起，就与题壁活动有着不解之缘。
文字最初是作为一种工具存在的，它在初民时期起着延长记忆和促进人际间交流的作用，较少有艺术
色彩。
后来，我们追求完美的祖先，逐步美化和完善了文字的外在形态，并渐渐赋予文字以感官和精神上的
欣赏、娱乐特性，于是文字从单纯的书写符号发展成为具有了多种美学意义的艺术表现形式，如内容
上的娱乐、休闲，与人类与生俱来的鉴赏愿望和能力同步；如对人类行为规范的指导或约束，强化了
文字的社会功用；如对文字外形的不断改进，与人类的审美观念保持一致等。
但是，限于远古时期生产工具的相对落后，以及人类文明的发展受到经济发展状况的约束等因素，文
字具有社会文化功能的历程是非常漫长的。
无论黄河流域古代中国的甲骨文字还是古代两河流域、古代埃及的楔形文字，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是将
文字刻画在最容易保存下来的载体上面，这是一件操作困难而且极不易掌握的技艺，文字的使用者同
时还应该是一个出色的工匠。
所以，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同时具备和使用这两种技能。
虽然人类的爱美之心与生俱来，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文字的首选功能恐怕仍是记录和交流，至于其美
学意义应该是无暇顾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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