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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古代书论中，妍和丑是两个重要的审美内容，它们常常以并举的形式出现，例如：宋代欧
阳修的《集古录》在跋王献之法帖时说：“所谓法帖者，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
。
使人骤见惊艳，徐而视之，其意态愈无穷尽。
”元代马致远在一首曲子中赞叹张玉喦的草书说：“千般丑恶十分媚，恶如山鬼拔枯树，媚似杨妃按
《羽衣》。
”清代傅山的《霜红龛书论》说：“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
”妍丑并举的例子在古代书论中很多，妍和丑的表现形式也很丰富，大致来说，一个表示优美，一个
表示壮美；一个体现阴柔，一个体现阳刚，它们反映了书法审美的基本内容。
　　妍和丑是审美对象，人们在创作时，通过各种方法去表现它们，可惜大量作品不是过了就是不及
，过和不及都不能产生美感，从理论上来说，过和不及应当与作为审美对象的妍和丑有所区别。
但是，传统文化强调一元下的对立统一和变易转化，主合不主分，因此表现的到位、过和不及在名称
上不加区别，都用同一个词来表述，古代书论中的妍和丑既表示审美内容，同时又兼有贬义，这种现
象借用文字学理论来说，叫做“美恶不嫌同名”。
（古文一字多义，甚至可以兼有相反的含义，如乱训烦乱，又训治理；且训来，又训往；受训接受，
又训授予，因此晋人郭璞在注《尔雅》时说：“美恶不嫌同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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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沃兴华先生在书法实践创作中进行书法理论研究，并为创作提供理论依据。
而他的书法创作因他独有的个性也引起舆论一片争议，中国书法网甚至为此开展了审美标准的大讨论
。
本书阐述了沃兴华先生在书法创作实践中的一些独到见解及创作思想，并通过他的作品表达其创作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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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沃兴华，1955年生于上海，复旦大文博系教授。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书法家协会理事。
工行草。
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和国际性的重大展览并获奖。
出版有《敦煌书法》、《敦煌书法艺术》、《中国书法全集·秦汉简牍帛书》上下卷、《上古书法图
说》、《中国书法》、《中国书法史》、《书法技法通论》、《怎样写斗方》、《从临摹到创作》、
《沃兴华书画集》、《书法临摹与创作分析》、（VCD三碟）、《金文大字典》（合著，曾获上海市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特等奖）。
 还有多篇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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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论妍和丑（代序）一、少字书要强调对比关系二、线条的中段变化三、章法的组合形式四、书写节奏
与造型关系五、摹古要有笔法意识六、转韵七、点画的紧和松八、行的粘并九、字字意别十、关于笔
墨等于零十一、发挥工具和材料的特性十二、组的作用和表现十三、怎样追求古拙十四、变形的种类
十五、法书的阐释十六、长行多用组十七、结体的正侧俯仰十八、怎样追求大气十九、风格形成的客
观因素二十、碑帖笔法的并置二十一、作品的起承转合二十二、用墨变化的几种类型二十三、点画、
结体和章法的方圆全息二十四、润含春雨，干裂秋风二十五、隔行不断二十七、形式构成的创作特点
二十八、墨色变化的三种效果二十九、方整的完形三十、比率要大致相等三十一、规矩虚位，刻镂无
形三十二、文字内容对创作的影响三十三、神用象通，情变所孕三十四、书法内容与书写内容的统一
三十五、“异音相从”的对比组合三十六、笔势连绵的两种形式三十七、写大字运笔要沉着三十八、
创作是一个实验过程三十九、形式构成的审美标准四十、怎样临摹米芾四十一、面的应用四十二、形
势合一四十三、怎样避免运笔的偃卧四十四、四边余白的处理四十五、枯笔的两种作用四十六、今草
的出新四十七、牵一发而动全身四十八、从创作到临摹四十九、应当强调点线对比五十、余白的图形
处理附录 关于《论妍和丑》的讨论“自律”启蒙的迟来与书法大众化背景下的受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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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少字书要强调对比关系　　减少字数是减少造型元素的单位量，它具有两个作用，一是避免
重复，突显变化，加强视觉效果。
二是字数少了，可以减少对文字内容的关注，将观者的注意力引导到书法本体（点画结体的造型及其
组合关系）上去，引导到视觉感受上去，使作品成为看的图式。
　　少字书创作特别强调对比关系，如用笔的轻重快慢，点画的粗细长短，结体的正侧大小，章法的
疏密虚实，墨色的枯湿浓淡等等。
这些对比关系在多字数作品中也讲究，但少字书更加夸张。
少字书的夸张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增加对比关系的数量，例如在墨色上，因为字大、线条粗，如果不增加对比关系，就会显得呆
板。
少字书的墨色变化有枯笔飞白、水墨渗化和肌理制作等。
枯笔飞白是古人大字榜书的写法，唐代张怀璀《书断》说：“其为状也，轮困萧索，则《虞颂》以嘉
气非云；离合飘流，则《曹风》以麻衣似雪，尽能穷其神妙也。
”又说：“有美君子，润色斯文，丝萦箭缴，电绕雪雾。
”根据张怀璀的描述，枯笔有两种形式，“轮困萧索”，“丝萦箭缴”成丝状的，比较轻盈，但有扁
薄感。
“麻衣似雪”、“电绕雪雾”成点状的，比较浑厚，但有滞涩和琐碎感，参见作品“廓然”。
水墨渗化的方法充分发挥宿墨和生宣的物质特性，笔一着纸，水墨立即分离，用笔的轻重快慢会出现
不同的墨色变化，尤其是两笔交接，水渍分明，参见作品“抱瓮”。
此外还有种种肌理制作，如冲刷、拓印等等，它们的视觉效果特别强烈，但是脱离了书写，处理不好
会破坏作品的节奏感。
　　第二，拉开对比关系的反差程度。
传统书法在文质彬彬的“中和”的审美原则下，对比反差表现得非常节制，如项穆《书法雅言》所说
的“圆而且方，方而复圆，正能含奇，奇不失正，会于中和，斯为美善”。
方网、奇正，都控制在过犹不及的范围之内。
少字书强调对比关系，就要将“中和”的合二为一变为对立的一分为二，让所有造型元素方的更方，
圆的更圆，正的更正，奇的更奇，粗细、长短、枯湿、浓淡等等，将分解出来的各种对比因素尽可能
推向极致，让它们在彼此对立的同时，建立起相互依存的关系，并鲜明地为对方的特征增辉。
例如，在点画的粗细变化上，从细到粗，粗了再粗，甚至出现块面，形成点线面的强烈反差。
又如在余白的疏密变化上，因为强调看的图式，写字观念淡薄了，结体打开，所以可以将点画内的余
白、字内余白、字距行距余白和四边余白浑成一体，从整体需要出发，进行综合处理，追求疏可走马
，密不透风的强烈反差，参见作品“有为”。
　　总而言之，少字书不是小字放大，创作时必须具备构成意识，构成的关键是空间分割，核心是对
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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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书法创作论》作者沃兴华先生在书法实践创作中进行书法理论研究，并为创作提供理论依据。
而他的书法创作因他独有的个性也引起舆论一片争议，中国书法网甚至为此开展了审美标准的大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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