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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书法不借重姊妹艺术上的声光色诸种复杂条件，而能表现出中国人的哲学观念与审美意识，诸如
比例，尺度，韵律，节奏，方位，构成，简约，内涵诸种东方美学上的独特观念。
书法既然形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进入了中国的文化领域，跟着也就产生了对这门艺术的理论性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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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四）遍观民初书法家自身的素质构成，我们也还是看到了一种同步现象：在面对书法这
个共同的对象时，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是传统型的：具体表现为士大夫式的雅玩态度，对书
法抱着一种有距离的赏玩立场，将它作为修身赞陆的手段：另一种是现代型的：具体表现为艺术家式
的表诉态度，对书法持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表现立场，将它作为一个目标与归结。
前者带有明显的封建文化共有的立场，后者较具备了现代人的视角。
很明显，在“文以载道”、“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制约下，书法篆刻是地道的小技，士大夫们以自
我修身、治国平天下为本，因此对书法只是作为陶冶情性的手段，而不视为目的：在古代，指书法篆
刻为雕虫小技者多矣，至于“草草作书不计工拙”，更是典型的文人雅士态度。
反过来，现代艺术家不再持着一个“道”的看法，艺术就是艺术本身，它不必非得为其它哲学的、伦
理的外在目的提供服务，因此，书法篆刻家们以书法、篆刻的作品完成为终极目标，逸笔草草是创作
态度不严肃的标志，不计工拙更是艺术大忌。
一个称职的艺术家，应该不遗余力地在自己作品中对“工”或“拙”锱铢必较一它当然首先即表现为
对形式的绝对重视，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与“不计工拙”相对立的“形式至上”立场。
 也许，在民初书坛上，真正的“不计工拙”派并不多见，而且它基本上也还只限在民国前期，即使是
地道的遗老书家如沈曾植、李瑞清、曾熙乃至吴昌硕，对自身的书法工拙仍然倾注了全部心血。
只有一些满腹经伦的学者，研余习墨，聊以遣怀时有此现象。
但从观念上去审视这些书家，我们大致可以肯定：“不计工拙逸笔草草”的风雅与洒脱还是当时书法
观念领域中的一个基调，即使曾对艺术刻意求工的上述诸家，在叙述学书过程时也常常流露出这种过
于超脱的趣味，这显然是令人失望的。
 民国书坛上最典型的并不是纯封建式的赏玩型书家，而是以士大夫立场再渗入某种艺术表诉成份的混
合结构类型。
这一时代的文化人，亲身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并且不管自愿与否，都被迫接受白话文取代文
言文的严峻历史观点。
但传统的观念包袱又沉重地压在他僩身上。
在书法中也表现出一种略有矛盾的心态。
他们并非是对艺术之“工”“拙”绝然不屑，却又意识不到表现在书法中的重大价值：相对于旧式士
大夫型与新式纯艺术家型而言，他们有着明显的骑墙性格，我们覆以对之冠以“知识分子型”一知识
分子没有艺术家的纯度，但它却又是一种新类型而不简单地等同于士大夫。
在这种混合结构中，就民初情况看，是在两者中更偏向一些士大夫气。
因而，它是一种中性的但略偏向旧有模式的特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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