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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佛教对中国古代各种文化艺术的影响十分广泛而且深入，其中尤以对诗书画、小说、雕塑、建筑
、戏曲、语言等影响为甚。
　　书法与佛教联系密切。
史称书圣的王羲之，与佛教徒交游甚密，许多书法见诸佛教碑文典籍；以狂草闻名于世的怀素，本身
就是佛教徒；清代之八大山人、石涛等，既是当时名僧，又是著名书法家。
　　绘画与佛教更有不解之缘。
历史上许多著名画家，都是以擅长佛画闻名于世的。
东晋顾恺之、南朝张僧繇等都曾创作过大批寺院壁画。
唐代吴道子、阎立本都以佛画名重一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唐代王维所开创的禅意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中国画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意境、传神，特别到了宋代，更注重境界，因此，有许多画论家在
评宋代的绘画时，就说：“宋代画的一大贡献，是善于体现禅的心物合一境界，一方面，画家不仅知
写实，更懂得传神、妙悟，所谓超以象外；论画者，则重画理，所谓理者，应为禅家之理，亦即画家
所谓气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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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佛教对中国古代各种文化艺术的影响十分广泛而且深入，其中尤以对诗书画、小说、雕塑、建筑
、戏曲、语言等影响为甚。
书法与佛教联系密切。
史称书圣的王羲之，与佛教徒交游甚密，许多书法见诸佛教碑文典籍；以狂草闻名于世的怀素，本身
就是佛教徒；清代之八大山人、石涛等，既是当时名僧，又是著名书法家。
　　绘画与佛教更有不解之缘。
历史上许多著名画家，都是以擅长佛画闻名于世的。
东晋顾恺之、南朝张僧繇等都曾创作过大批寺院壁画。
唐代吴道子、阎立本都以佛画名重一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唐代王维所开创的禅意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中国画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意境、传神，特别到了宋代，更注重境界，因此，有许多画论家在
评宋代的绘画时，就说：“宋代画的一大贡献，是善于体现禅的心物合一境界，一方面，画家不仅知
写实，更懂得传神、妙悟，所谓超以象外；论画者，则重画理，所谓理者，应为禅家之理，亦即画家
所谓气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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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尚荣，1978年生于江苏东台，哲学博士、《中国佛教艺术》编辑部主任、中国雕塑院青年创作中
心雕塑家。
一直从事佛教书法、绘画、造像以及寺庙文化研究，在国内外发表论文、散文、报导四十余篇。
译著有《四十二章经》、《坛经》、《心经金刚经坛经》（台著），注评有《了凡四训》（台著），
参编有《影响中国文化十大经典》、大型佛学学术丛书《中国佛教通史》之佛教书法部分（合著），
另有《圆融之境——澳门雕塑》（合著）等。
曾荣获南京大学。
“国家优秀奖”、“华藏奖”、“赵安中奖”、南京大学美术研究院“弘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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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释智果，生卒年不详，隋仁寿年间书法家，会稽人。
颇好文学，能书，曾知遇于隋炀帝，被召居慧日道场。
《书断》记载：“释述、释特，与智果并师智永。
述困于肥钝，特伤于瘦怯，皆不得中，而智果差优。
”可见，他们虽都出自智永门下，但书艺成就皆不及其师。
智果的书法今已不传，对于其书法的面貌特征，张怀璀《书断》中有所记叙，智果“工书铭石，甚为
瘦健，尝谓永师云‘智永得右军肉，智果得右军骨⋯⋯’。
并评论其书法：“夫筋骨藏于肤内，山水不厌高深，而此公稍乏清幽，伤于浅露。
”由此可知，智果书法结体偏瘦，笔画硬健，总体失于表浅，缺乏意蕴。
这与后人曾评论其书法有“僧气”相符（《墨池琐录》），言下之意即是清瘕而厚润不足。
从书论记载中还可以了解到智果书写特重形式，点画之际稍嫌有虚张夸耀之势。
其书法被比作“吴人作战”：轻进易退、勇而非猛。
可见，是外在清奇雄强，内里有所不逮。
智果存世书论有《心成颂》一篇，该文专讲书写结体的方法，从书法字体的分布间架结构来探讨书法
之美。
智果在文中提倡：长舒左足，有脚者向左舒，“宝”、“典”、“其”、“类”字是；峻拔一角，字
方者抬右角，“国”、“用”、“周”宇是i分若抵背，谓纵也，“卅”、“册”之类，皆须自立其抵
背，钟、王、欧、虞皆守之：合如对目，谓逢也，“八”字、“州”字，皆须潜相瞩视；覃精一字，
功归自得盈虚。
向背、仰覆、垂缩、回互不失也；统视连行，妙在相承起复，行行皆相映带，联属而不背违也。
从他在文章中所强调和追求的字体间架结构上的舒展、昂扬，通篇字里行间上的开合、转承等等美学
原则都可以想见到智果的书法对形式美感的极度追求，讲求字体的高下相倾，顾盼生辉；联属映带，
俯仰自得。
因此，处置不当就容易形成虚张夸耀的流弊。
《心成颂》的写作之所以成为颂体，借用了佛经的规制，可以认为这是隋代僧人书家将佛教与书法理
论在形式上加以结合的有益尝试。
　　隋代除智永外，其兄智楷（孝宾，改名惠欣）亦以擅书闻名。
僧人书家中还有释智炬、释慧觉、释慧安、释敬脱、释靖嵩等。
释敬脱，史上也有记载，宋代陈思《书小史》云：“敬脱善正书，能大笔写方大字，天然道劲。
不加修饰，当时谓之僧杰。
”龚鹏程《书艺丛谈》一书中说：“这位僧人与智永之精勤。
恰巧成为两种典型，一妙于天然，一工在学力，其书迹虽不可考见，但已在智永、智果重法度、重学
习、重传承的笔法外，另辟一蹊，打开了未来发展的空间。
”　　总而言之，智永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书家，上承钟繇王羲之，下启虞世南，影响了初唐书风。
在广度上，他书写《千字文》八百本散诸江南诸寺，给抄经的僧徒作为范本，对当时及后代都影响很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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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佛教对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影响十分广泛而且深入，其中尤以对诗书画、小说、雕塑、建筑、戏
曲、语言等影响为甚⋯⋯尚荣自入门研究佛教艺术始，在近十年时间内。
通过一些机遇，奔赴全国一些重要佛教遗存进行现场考察和必要的文件整理，并将自己的心得感悟凝
结成文字，曾陆续有所发表，现下的雕塑篇和寺院篇便是这一研究成果的首次初步总结。
　　——赖永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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