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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谁是幸福王？
上下几千年来，一代代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国人，都是幸福王。
　　换句话说：幸福王，是中国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文化品牌。
　　一部神话小说《西游记》，就是这一品牌最全面、最权威，也最生动的“说明书”。
　　本书则是对这一“说明书”的再说明和再衍生。
再说明，是对孙悟空这一神话人物的重新认识；再衍生，是对中国人传统幸福观念的重新评估——《
西游记》开篇一段写到“天地人三才定位”，第二段开始写孙悟空的出生，说明人与天地并列，得一
人生是第一大幸运；贯穿全书的主轴，是孙悟空一生中幸与不幸的曲线图，说明人生的幸与不幸、喜
与悲、失败与成功相伴相随，相生相依；结局时孙悟空功成行满，说明幸福的最高境界，是得一大自
在和真自由。
　　本书以《西游记》解释《易经》，以《易经》解读人生，以笔者的人生体悟描述人生的幸福感受
。
　　二 谁是中国人这一品牌的形象大使？
他，是早已家喻户晓的花果山美猴王孙悟空。
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幸福憧憬和追求，一一体现在孙悟空幸与不幸的人生之中。
比如：人人都想吃好、喝好孙悟空吃尽人间、天上的美味佳肴、野果仙桃、玉液琼浆——这是他的幸
；但也吃过铁丸，饮过铜汁——这是他的不幸。
　　人人都想住好孙悟空在花果山上住的水帘洞，是人间的福地洞天，是天地造化；上天后住的“齐
天大圣府”，是玉帝为他专造——这是他的幸；但拜师时，也住过七年的廊庑——这是他的艰辛。
　　人人都想穿金戴银孙悟空穿的是锦衣，戴的是花帽，都是观世音菩萨亲手所送——这是他的幸；
但他从五行山下被救出来时，则是“赤条条”、“赤淋淋”——这是他的不幸。
　　人人都想健康长寿孙悟空一生不生病，不吃药，太上老君炼丹房里的生丹和熟丹，全被他吃了（
这种福报，连神仙和皇帝也享受不起）。
他又去冥王府消了所有猴类的生死簿，阎王爷也无奈他何——这是他的幸；但他也几次险遭厄难，几
乎丢了性命——这是他不幸中的万幸。
　　人人都想钱多、财旺孙悟空走遍天下四大部洲，人间天上广交贤友，从来不带钱，但是想什么有
什么。
要兵器，只需到龙宫去借。
要房子，地上有自然造化，上天有玉帝为他造——这是他的幸；但他也遇到过取经时拿不出“人事”
钱的尴尬——这是他的拮据。
　　人人都想有地位，有权力孙悟空不但做了水帘洞和花果山的美猴王，而且做了天上的“齐天大圣
”，还想夺玉帝的大位——这是他的幸；但他也做过管马的弼马温——这是他幸运中的一个小插曲，
无所谓幸与不幸。
　　人人都想聪明、智慧孙悟空拜须菩提为师时，显示出无穷的智慧；西行路上，与各路妖魔斗法，
既斗勇又斗智，最后成为斗战胜佛，得大智慧，大彻大悟——这是他的大幸；但他在如来佛面前，又
显得愚顽之极——这是他一时忘了自己的本性。
　　人人都想有本领，有神通，有法宝孙悟空有七十二般变化、十万八千里筋斗云，还有如意金箍棒
——这是他的幸；但他却跳不出如来佛不满一尺的手掌心——这是他的痴迷所致。
　　人人都想结交高朋贤友孙悟空在花果山时，“日逐腾云驾雾，遨游四海，行乐千山武艺，遍访英
豪；弄神通，广交贤友。
”在天上居住齐天大圣府时，“闲时节会友游宫，交朋结义。
见‘三清’，称个‘老’字；逢四帝，道个‘陛下’。
　　与那九曜星、五方将、二十八宿、四大天王、十二元辰、五方长老、普天星相、河汉群神，俱只
以弟兄相待，彼此称呼。
”——这是他的大幸；但也与昔日的好友牛魔王有过“借扇”的过结——这是他西行路上的权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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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都想拜高师、名师孙悟空的师父须菩提，是当年释迦牟尼佛讲《金刚经》时的课代表，是佛
的十大弟子之一，号称“解空第一”——这是他的荣幸。
但他又遭到师父的驱逐，不准日后相认——这是他的无奈。
人人都想有自己的发展空间孙悟空上天入地、人海，四大部洲、东方、西方任驰骋，云路本路，周行
无碍——这是他的幸运；但他也被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只有呼吸运气、手儿爬挣的狭小间隙——这
是他的不幸。
　　人人都希望有幸福的感情生活孙悟空一生不贪恋女色，元阳未泄，所以修行功夫最易圆满——这
是他的幸；但他没有谈过恋爱，没有夫妻生活的经历——有人认为，这是他的遗憾。
我认为：既然是他个人的选择，也许他自我感觉这也是一种幸福。
　　天有灾，人有难，人人都想遇难呈祥孙悟空即使被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受无间地狱之苦，五百
年后终于有了出期，而且被重用，最后成了正果。
大难不死，果然有后福——他的不幸也是大福。
　　人人都想洪福齐天孙悟空做了一百多年“齐天大圣”。
第七回有诗云：“齐天大圣非假论。
”古人云：“寿与天齐”，“心比天高”，“洪福齐天”。
常人有这种愿望，很少有人享受到这种福报。
孙悟空想到了，也得到了——这是他的洪福。
　　如上所述，孙悟空一生中几乎享尽了常人梦寐以求的幸福，而且每一项都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极至
。
即便是不幸，也能吉而免凶，遇难呈祥，大难不死，果真有“山大的福缘，海深的善庆”。
　　孙悟空为什么能做到这些？
我们常人能做到吗？
请听他自己是怎么说的：他不远万里学得七十二般变化、十万八千里筋斗云，众师兄问他“是那世修
来的缘法？
”他回答：“一则是师父传授，二来也是我昼夜殷勤。
　　”他做到了“君子自强不息”；西游路上，他除妖降魔，“尽殷勤保护取经人”，取到了三十五
部真经，径回东土，劝化众生。
被如来佛加升为斗战胜佛，达到了幸福的最高境界：大彻大悟大自在——他实践了“君子厚德载物”
。
　　如是重新认识孙悟空，我们怎能不由衷地赞叹：孙悟空，是中国人幸福品牌的形象大使；幸福王
，是孙悟空当之无愧的另类名片。
如果说人类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那么，我们人人都是美猴王，个个都是幸福王。
　　三 “幸福王”的寓意是什么？
寓意之一：“天行健”，是日月运行、昼夜交替的天道；“自强不息”，是天天随着日出、日人而循
环“西游”的人道。
一部神话小说《西游记》书名的寓意正在于此——幸福首先要遵循天道，恪守人道，这才是幸福之道
。
　　寓意之二：十万八千里筋斗云，是孙悟空的“云路”（云路寓意：思维、理论、规划和理想等）
。
如今的高科技，早已使古人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常人也能坐在飞机上观看云卷云舒；“昼夜殷勤”，
是孙悟空的“本路”（本路寓意：行为、实践、运作和现实等）。
中国的“大学之道”早已揭示了一条真理：“致知在格物”，“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幸福需要
知行合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寓意之三：孙悟空在花果山有充分的自由，但那种自由并不自在，既有人生无常的忧虑，又有惊
动人王、禽王、兽王，兴师来犯的担忧；他被招安住进“齐天大圣府”，“只知日食三餐，夜眠一榻
，无事牵萦，自由自在。
”但这只是一种没有尊严的假自由、假自在；直到保护取经人，功成行满，头上的紧箍圈“自然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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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才是得大自在、真自由——真正的自由自在，才是幸福的最高境界。
　　四 这本《幸福王》是怎样展示孙悟空的人生的？
全书分为五卷：《卷一·时乘六龙的幸福王》。
所谓六龙，是《易经》对乾卦六个爻位的比喻，即潜龙、田龙、乾龙（勤龙）、或龙、天龙和亢龙。
孙悟空的一生中，经历丰富，轰轰烈烈，时而“潜龙”在百兽之中，时而“见龙”在水帘洞前（一跳
），时而“勤龙”拜师求法，时而“亢龙”大闹天宫，时而“潜龙”被压在五行山下，时而“勤龙”
终日保护取经人，最终“见群龙无首”，大彻大悟，成就了佛的果位——这种人生中，既有“时来大
运通”的幸运，也有被压在五行山下的不幸。
但最终能“吉而免凶”。
　　《卷二·神通广大的幸福王》。
孙悟空有无穷的本事，种种神通。
而如来佛的神通更大，孙悟空十万八千里筋斗云，却跳不出如来佛不满一尺的手掌心。
《西游记》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样的神通？
因为八卦炉只能代表个别，而手掌心则人人都有，代表的是普通；人类直立行走以后，由于手的解放
，在日常劳作中逐渐掌握了自然万物的客观规律，规律是普遍的。
　　正如《易经》所说的“民咸用之谓之神”，比如今日的手机，普通民众都会使用；“阴阳不测之
谓神”，一阴一阳是日月运行、昼夜交替的普遍现象。
可见，《西游记》所揭示的神通，是普普通通的人民大众，掌握了无穷变化的普遍规律——幸福也需
要理性的思维和科学的思辨。
　　《卷三·昼夜西游的幸福王》。
吴承恩开卷就从《易经》的天地之数人手，首先展示出一幅“宇宙年谱”，从宏观上的“元会运世”
（银河系的年谱）、年月日时（太阳系的年谱），到一天的十二个时辰。
时间谱系衬托的是空间，为读者拓开一种新的思维。
有了这种时空合一的思维平台，才能以一种全新的感受和观念，去体验幸福，理解幸福和创造幸福。
　　《卷四·齐家治国的幸福王》。
格物、致知、诚其意、正其心、修其身、齐其家、治其国、平天下，原本是《大学》中所展示的理想
人生。
孙悟空的人生，放在这“八目”的每一节点上，竟然一一吻合，展示出又一幅人生幸福图。
“八目”与“六龙”从不同的侧面描述人生，双图比翼，使“幸福王”的形象更丰满，更光彩，更能
提升常人的幸福境界。
　　《卷五·因果律中的幸福王》。
其实，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就是因果相续的链条，前因后果，环环相扣。
比较一下中国四大名著中的结局和主要人物的命运，《水浒传》、《红楼梦》和《三国演义》都是悲
剧结局，宋江、刘备和宝玉、黛玉，都是吉而不能免凶。
唯有《西游记》的结局是大圆满，孙悟空的人生是功成行满。
这其中有没有潜在的因果呢？
《说文解字》日：“幸，吉而免凶。
”幸福的本义，就是幸与不幸之间追求幸福的常态化、日常化。
而这种常态化，就像心电图上的曲线，曲线象征生命的持续和活力，直线则表示生命的静止和终结。
在这条幸与不幸的曲线背后，是世俗的因果链在不断“变脸”。
明白了因果，才会感受常态中的幸福，珍惜幸福中的点点滴滴。
　　最后还有一个《总结语》，结合现实的人生和个人的体验，阐述了幸福与尊严、幸福与安定、幸
福与理性、幸福与信仰，等等。
如果说，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化、十万八千里筋斗云，常人做不到，但是，他的有胆有识、忧患意识、
昼夜殷勤和知悔、知恩、知法等，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
所以说，孙悟空是中国人幸福品牌的形象大使，是当之无愧的幸福王。
同时，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实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幸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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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归结为一句话：常态化的幸福，是一种无序的稳态。
　　五 这里还要说明一点：《西游记》的结构很特别，开卷以《易经》中的“天地之数”点题，结尾
以佛教的回向文首尾呼应，中间还穿插有道家的外丹学和内丹学，以及各种民俗传说等等。
这种结构，如果放在今天来出版，编辑们一定会给出如下的判词：又是《易经》，又是佛教，又是道
教，天上地下，头绪太多，结构不整齐，主题不突出，甚至会说主题太多，等于没有主题。
如果这样，不但《西游记》不能出版面世，连法国雨果的《悲惨世界》也会胎死腹中，因为书中的主
要人物冉阿让迟迟没有亮相，而让一位主教首先出场，占去了大量的篇幅，喧宾夺主。
也许还有人会问：吴承恩为什么把深奥难懂的《易经》中的“天地之数”放在开篇呢？
今日人们普遍认为《易经》难懂，古代经典难懂，到底难在哪儿呢？
难在文言文上吗？
难在文辞层面吗？
最近我询问了十几位年轻人同一问题：“你见过稻花吗？
闻到过稻花香吗？
”包括70后的年轻人都回答：“没有。
”再问：“见过稻谷吗？
”回答同样是：“没有。
”没有见过，没有闻过，怎么理解“十里稻花香”的诗句？
怎么理解“地秀”的“秀”字原创本义？
吴承恩开篇讲的《易经》中的“天地之数”，其实是日月运行的日常现象，我们细心观察过吗？
体验过吗？
没有亲身的观察和体验，《易经》中描述的“日月运行，一寒一暑”、“通乎昼夜之道而知”，又怎
么能理解呢？
看来，今日年轻读者难懂的不是书本知识，而是生活中的常识。
不了解昼夜的道理，怎么知道呢？
不知道，其余则全靠背书了。
　　那么，怎样才能“通乎昼夜之道”呢？
怎样去观察、体验日常生活中的常识呢？
这也正是《幸福王》要与读者讨论的主题。
在讨论这一主题的同时，书中对原著中的传统概念做了不同于以往的通俗解读。
比如：何谓天地之数？
何谓天真地秀、日精月华？
何谓六神通？
何谓潜息？
何谓五行（并对今日科学发展中如何运用中国人这一五行思维提出了建议）？
何谓还丹？
何谓八十一难？
何谓报身？
何谓云路、本路？
何谓归一、皈依？
何谓三世？
何谓西游？
⋯⋯书中所有的解读和观点，都欢迎批评和指正！
并愿意在互联网上继续讨论，接受种种的质疑。
　　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
本书出版之前，这种互动已经开始了。
北京的冰建女士是我多年的读者知音，我们常常谈起书稿内容，并将书稿内容发给她，请她提意见。
谁知她在万忙之中，读了一遍又一遍，给我多次发来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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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是对书稿的肯定，对我的鼓励，同时也是对广大读者的启发。
于是，我请她作些修改后，放在正文之前，代为“序”。
我想，这比专家的“序”更实在，与读者更贴近。
　　六 《西游记》像一扇幸福的窗口，透过她观赏传统文化的靓丽风景；传统文化像一方幸福的平台
，展示中国人幸福的文化积淀。
本书借鉴孙悟空的传奇人生，细诉着生活中的幸福感受。
　　也许有读者会问：全书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
这里作一个东、西方文化的对比：西方人想像的“天使”，像鸟一样长了翅膀；中国人想像的孙悟空
，能在云端行走，脚下腾云。
尽管二者都是祈求平安和幸福，但思维方式却有微妙的差异。
本书所描述的幸福品牌，正是中国人独有的想像和愿景，告诉我们的是：不同的思维方式，便有不同
的幸福感受；不同的幸福感受，走出了不同的人生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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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游记》像一扇幸福的窗口，透过她观赏传统文化的靓丽风景；传统文化像一方幸福的平台，展示
中国人幸福的文化积淀。
《幸福王——中国人的幸福品牌》借鉴孙悟空的传奇人生，细诉着生活中的幸福感受。
也许有读者会问：全书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
这里作一个东西文化的对比：西方人想像的”天使“，像鸟一样长了翅膀，尽管二者都是祈求平安和
幸福，但思维方式却有微妙的差异。

《幸福王——中国人的幸福品牌》所描述的幸福品牌，正是中国人独有的想像和愿景，告诉我们的是
：不同的思维方式，便有不同的幸福感受，不同的幸福感受，走出了不同的人生路径。
本书由殷旵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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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殷旵，北京大学易学社特邀讲座教授、北京大学国学社顾问、国际易学联合会理事、中国自然辨证法
研究会科学与易学专业委员会理事。
 人生理念：
心量有多大，福报一定会有多大。
心量，是社会大众共修的心量；福报，是社会大众共享的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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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附：孙悟空“幸福人生”简历
读者感言(代序)
感受幸福王
卷一  时乘六龙的幸福王
  卷首语：此时你是哪条龙？

  第一章  石猴出世——潜龙勿用
  第二章  水帘洞美猴王——见龙在泉
  第三章  渡海拜师求法——潜龙闻妙音
  第四章  昼夜殷勤——勤龙修来的缘法
  第五章  口开神气散——或龙归洞
  第六章  花果山的山大王——飞龙在山
  第七章  弼马温昼夜不睡——勤龙养马
  第八章  齐天大圣上任——飞龙在天
  第九章  大闹天宫——亢龙无悔
  第十章  五行山下定心猿——潜龙在渊
  第十一章  降魔除妖——勤龙护法
  第十二章  功成行满——飞龙在空
  第十三章  径回东土——亢龙有回
  结语：时乘六龙，以御天
卷二  神通广大的幸福王
  卷首语：为什么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第十四章  神话与人话
  第十五章  逃得出与跳不出
  结语：用“天地之数”算卦
  附：“诸葛神数”灵非灵
卷三  昼夜西游的幸福王
  卷首语：天地之数
  第十六章  西游——宇宙年谱
  第十七章  谁在西游？

  结语：昼夜殷勤
卷四  齐家治国的幸福王
  卷首语：“八目”与“六龙”比翼齐飞
  第十八章  格物——天真地秀，日精月华
  第十九章  致知——殷勤求法
  第二十章  诚其意——意马归根
  第二十一章  正其心——心猿成真
  第二十二章  修其身——能屈能伸
  第二十三章  齐其家——以水帘洞为家
  第二十四章  治其国——戈在内，不在外
  第二十五章  平天下——以文化平天下
  结语：家、国、天下都在幸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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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五  因果链中的幸福王
  卷首语：人生幸与不幸的因果链
  第二十六章  乾坤必有私与天下为公
  第二十七章  《水浒传》书名的寓意——天意与人意
  第二十八章  《三国演义》的喻意——大义与小义
  第二十九章  《红楼梦》假语真事——先笑后哭的寓意
  结语：“吉而免凶”背后的因果链
  总结语：幸福的常态化是无序的稳态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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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祖师闻言，咄的一声，跳下高台，手持戒尺，指定悟空道：“你这猢狲，这般不学，那般不学，
却待怎么？
”走上前，将悟空头上打了三下，倒背着手，走入里面，将中门关了，撇下大众而去。
唬得那一班听讲的，人人惊惧，皆怨悟空道：“你这泼猴，十分无状！
师父传你道法，如何不学，却与师父顶嘴！
这番冲撞了他，不知几时才出来呵！
”此时俱甚报怨他，又鄙贱嫌恶他。
　　从现象上看，须菩提发火了，而且还动手打了孙悟空。
众人认为师父发火了，但是在孙悟空眼里则不然。
这里有一个比较。
众人认为：你把师父惹火了，你敢和师父顶嘴，师父生气了吧？
从这里就能看得出众人的心态——不同的境界，不同的心灵世界。
所以六祖慧能说：一念悟即佛，一念迷即众生。
这里是佛与众生的两种心态的比较，非常鲜明。
看须菩提一番作为，说了几句话，打了悟空三下，然后背着手走了，所以众师兄个个都怨他，都厌恶
他。
这个时候，孙悟空是不是耷拉着脑袋说“我知悔了”？
或者跟师兄们吵起来？
“悟空一些儿也不恼（不恼火），只是满脸陪笑。
”他的本性还是如如不动，还像当初一样——“无性”（没性情，没脾气）。
“原来那猴王已打破盘中之谜，暗暗在心，所以不与众人争竞，只是忍耐无言。
”他明白了什么呢？
他打破了盘中谜，盘中谜是什么呢？
原来，“祖师打他三下者，教他三更时分存心（就是记住这个）；倒背着手走人里面，将中门关上者
，教他从后门进步，秘处传他道也。
”是这个盘中之谜呀。
常人听一句夸赞便有优越感，但是智者、有悟性的人，能打破盘中之谜便有一种幸福感。
　　能得师父真传，这可是一大幸事。
　　这种写法，实际上是模仿了《六祖坛经》。
当年禅宗五祖弘忍大师看到慧能写的偈子以后，用鞋把它擦掉。
那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偈子，是针对神秀那首偈子而写的。
　　神秀的偈子是：“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慧能的偈子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禅宗门人们认为：神秀的偈子讲的是渐悟的过程，惠能的偈子讲的是顿悟的境界。
所以，五祖一眼就看出了两位弟子的根机。
二人根是相同的，但机却两样。
惠能偈子显示的机，可是大机呀，是大机大用。
机缘成熟了。
　　第二天早上，五祖遁人碓房，问慧能：“米熟也未？
”慧能回答说：“米熟久矣，犹欠筛在。
”祖师问米熟了没有？
徒弟回答米熟了，只等着用筛子了。
二人这么一问、一答。
五祖用拐杖在碓头上敲了三下，然后背着手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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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能明白了祖师的意思，三更天来到祖师房间。
祖师果然在等他，当夜就教他《金刚经》，传他禅宗衣钵。
这可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本书是一种模仿，还是一种不谋而合？
我们不能肯定是哪一种。
也许是作者模仿了《六祖坛经》，也许在现实生活中师父与弟子之间有某些契合的地方，这些都不能
否定。
我们不要执著于哪一种，这样我们思维的空间就宽一些。
但是我们要抓住一个主要的东西，是什么？
心态，境界，对事物判断的标准。
这就是师父和弟子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
　　这个时候，孙悟空有这么好的脾气，他不但不发火，还满脸陪笑，因为他心里已经明白了。
先是师父对孙悟空不生气，后是孙悟空对大众的埋怨不生气，这是一个对比。
从这里我们也看得出来：师父就是师父，弟子就是弟子。
有这样的师父，没有这样的弟子不行；有这样的弟子，没有这样的师父也不行。
再好的师父，要得到这样出色的弟子也很难。
　　有人说，弟子求师父，要缘分。
师父要找这样的弟子，也要缘分。
并不是说，每一位拜他为师的弟子都是得意的弟子。
达摩祖师面壁九年，也收了好多弟子，但是衣钵呢？
只传给慧可大师。
弘忍大师的弟子有一千多人，而且有首座弟子神秀，但是只有谁明心见性了？
只有慧能已经明心见性，所以衣钵传给慧能。
　　这一段对话，要从头到尾反反复复地去看、去思考。
这里面师徒之间，心心相印，心照不宣。
这种悟性，这种默契，这种境界，首先是一种超脱，超越了世俗的观念。
为什么俗人容易生气？
什么叫得道高人？
唯其心量之异同啊！
我们再回忆一下刚才的情景：须菩提祖师与孙悟空之间一问一答，有雅言、有市语、有承诺、有否定
⋯⋯最后师父发火了，孙悟空反而很高兴⋯⋯这样一番心照不宣，妙语禅言，可惜众人听不懂，大好
的机会当面错过。
试想：如果把这一场景、这番对话搬上舞台，搬上屏幕，师徒二人心照不宣，众人却只是看热闹，这
不正是一种喜剧效果吗？
不要担心观众看不懂，首先是编导者自己要懂。
对原著的真义理解到了，艺术的手段就能做到，关键是对原著的理解。
　　这二人之间的默契心照不宣，都不是表面化的东西，而需要一种彼此间的共识和悟性。
什么叫默契？
譬如，中国书画“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之间的关系，讲究的就是这种彼此默契。
研墨时，墨与砚之间要达成默契。
砚与研二字同源。
砚石开墨必须适中，不可太粗，不可太细；磨好的墨与笔之间要达成默契，墨要养毫；毫与纸之间要
达成默契，纸要润毫；笔与人之间要达成默契，这又是手感与心意之间的默契，意识流象电流通达于
手，手感又传递反馈到脑和心，心意与手感协调统一，才能达成彼此间的默契。
对名人字画的鉴赏，首先看着墨处是否适润。
中国水墨画着墨只是黑色一种吗？
不是，有五种颜色，即：渴、润、浓、淡、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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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平面的字画却有立体多维的美感。
其实，中国的书法艺术正是在这种默契中自然形成的。
今日书法可以临帖，可以拜师，而书法之初，既无帖，又无师，笔、墨、纸、砚之间的默契即为“帖
”，心意与手感之间的默契即为“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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