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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书法。”［３］像马承祥、古干、左汉桥等都

是以单个字的组合作为创作的要素，对文字

进行变形变化，对画面的空间进行重构。不

仅在法度上突破古人，画面更有张力。同时

注重写意性的表达，这种写意不仅把文字和

内容进行统一，还注重表达艺术家的精神面

貌和理想追求。例如，古干书写的作品《山

摧》，山字居上，左右充满画面，右下写摧

字，左下落款。画面风格布局，而每个文字

又具有所表的物象自身的意义。此幅作品表

达了古干对新时代所带来变革的激动心情。

马承祥的作品《步行》，把脚印和十字路口

应用到书法创作之中，通过形式的处理表达

自己个性的审美追求。

中国“现代书法”是书法家在适应现

代化审美需求上对传统书法所做的变革。

很多书法家注重借用书法的元素，把书法

中的笔墨，运用书写、印刷、涂鸦等方式将

书法作为纯粹的新抽象艺术对待，进行变

形变化的图像化处理，形成抽象的书法。如

王冬龄《寒》（1986 年）、《法》（1991 

年）、《心花》（1997 年） 、王天民《旭》

（1993 年左右）、党禹《通》（1993 年

左右）、白砥《艳》、《实》（1998 年左

右）、闫秉会《仁者乐山》（1998 年左

右）、邵岩《截》（1998 年左右）、《海》

（1995 年）、朱明《幽》（1997 年左

右）、李强《漆》（1998 年左右）、倪蔚睦

《异》、《困惑》、《是非梦》，另外还有邢

士珍、蒋进、阎秉会、刘毅、杨林、卫理、张

二巍等艺术家。徐庆华对书法笔墨线条展开

了创新探索，在他的《书非书》作品中，书

法中的笔画以曲线的表现形式为主，各种线

形交织缠绕在一起，线条孕育的丰富性与多

样性充分展现出来，借助于草书这种特有的

书体形式，以豪迈飞舞的线条给草书新的诠

释。1997年在广东省美术馆《中国红俑：首

届书法现代文化展》中，倪蔚睦《异》《困

惑》《是非梦》等作品线条充满力量，在他

的书法创作中不仅注重保存古典书法线条

的协调性处理，并且注重构图和线条组织形

式的处理。1999年他的两件结构化书法在

意大利“99开放的书法主义”展中获得了极

高的评价。邢士珍的基本思想是把书法还给

书写，即把书法还原到基本的构成，纯粹的

语言，丰厚的线条；在境界上保持美好的书

法感觉。他注重书法新形式的探索，形成独

特的书法创新风格。张二巍书法作品结构隐

蔽，注重汉字结构的把握。他把封闭的汉字

结构转换为开放的形式，把已经完成的形态

转化为未完成的风格，将有限取代无限，汉

字原先的规则消失了。抽象书法是作为当代

艺术中的一部分而出现的，这些书法家注重

笔墨线条和构图形式的表达，通过形式和结

构的抽象化处理来完成意想不到的视觉化效

果。在书法形式的变革中，很多书法家对现

代书法的探索没有形成具体的方法和规范，

并且缺乏理论的支撑，其作品也出现浮躁、

混乱的现象，致使在形式的探索上没有形成

中国书法创新的主体风格。

二、“新古典”书法中的形式探索

在当代书法中的形式探索中，一部分书

法家坚守中国书法传统样式，注重经典样式

的学习。在书法的探究中很多书法家注重书

法笔法、墨法、章法、书体的形式探索，最

后作品回归于书法自身，以书法画面的形式

呈现作品。新古典书法家扎根传统，注重吸

收传统的精华，注重笔墨语言、书写形态、

书体形态、表现形态的探索。在新古典的形

式探索中学院派充当了中坚力量。学院派

书法注重从传统出发，立足古典书法，在创

作形式上追求创新，形成新古典主义书法。

1981年日本“朝日新闻”社在上海举办了

“中日二十人巨匠书法展览”。陈振濂在展

览中看到表现形式美的作品，受到很大的启

发。20世纪90年代陈振濂提出了学院派书

法，并在杭州美院举行了“首届学院派书法

讲习班”。学院派把视觉形式的探索作为自

身书法观念和主题思想表达的方式。20世

纪90年代陈振濂提出学院派书法之后，积

极建构学院派书法的理论和教学方式，并

积极开展书法创新形式。陈振濂撰写《书法

学》《大学书法创作教程》专著，并撰写文

章《关于倡导学院派书法创作研究的构想

并约稿》《学院派宣言——当代书法史上的

学院派思潮与学院派运动》《再论学院派书

法创作模式》《陈振濂与刘正成关于学院派

创作模式的对话》《书法的未来——“学院

派书法创作模式”总纲》等，这些理论著作

指明了学院派书法创新的模式及方向。他创

作了书法作品《舞》注重探索笔墨属性及其

变化，则以淡墨草书的形式进行书写，书法

作品《振兴中华》注重材料的探索，则以拓

片的方式完成。陈振濂先生的《一切历史都

是当代史》以不同的纸张书写不同的字体，

来表达自己对书法史观的认识。从陈振濂

的书风来看倾向帖学，用笔率意潇洒，含蓄

韵致，点画张扬，线条自如，形成自己的风

格特征。在教学上提出“主题先行、形式至

上、技术本位”的指导思想。正是这种实践

1998年2月“第一届学院派书法创作班进

京展”得到了书界的一致好评。学生创作的

《皇帝》《八卦》等作品，既有思想性又注

重形式感。

摘要：在中国当代书法的探索中，到了20世

纪80年代出现了两股潮流，一方面是传统书法的回

归，另一方面受日本书法“物象论”和西方后现代

主义影响而开始的“现代书法”探索。在当代书法

的创新探索中和中国的当代艺术一样，注重观念

性、形式性成为书法创新发展的潮流。在中国当代

书法的创新发展中，出现的“墨象派”、抽象书

法、流行书风、丑书现象、学院派书法等都是书法

艺术在形式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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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的形式主要是指通过书法的外形变

化来探索书法的表现方式。它既指有关书法

内容的组织结构，各种笔画所呈现出的字体

如书法中形成的甲、金、篆、隶、楷、草、行

等字体，同时也指各字体之间的点、线、面

的组合及结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涉及到笔

画、结构还涉及到笔墨语言的表达及表现方

式。“传统书法精神与新历史环境相遇所产

生的冲突为开端，这种开端正在进行着视觉

化的演绎而本身又具有视觉性。”［1］20世纪

70年代以后，中国书法出现了转型，在中国

书法中出现了形式的探索，主要是以西方视

觉艺术的视角和方法来重新认识中国书法，

在书法的表现上出现了重形式、重观念、重

视觉的特点。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现代派书

法、学院派书法、文人书法、流行书风与丑

书现象、中原书风、广西现象都注重新形式

的探索和创新。在书法形式的探索之外，还

有一部分人在中国的当代艺术中借用了书法

的元素，出现了一些有关书法的装置作品、

行为艺术、观念艺术。

一、“现代书法”的形式探索

“现代书法”主要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

后，书法在创作观念、表现手法、艺术风格

上出现了有别于中国传统书法的新样式。20

世纪70年代末，中国书法开始进入活跃期，

中国书法界以林散之、沙孟海为代表的老一

辈书法家开始倡导书法回归传统。同时，中

国的艺术发展受到日本现代书法和西方现

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在中国出现了“现代书

法”的探索。中国的现代派书法借鉴日本的

现代派书法，称为现代派书法，在民间还成

立了“现代书画会”。

中国当代书法形式的探索可以追溯到

1985年10月15日至29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

举行的“现代书法首展”。此次展览中王学

仲、黄苗子、张仃、李骆公、朱乃正、古干、

马承祥、侯德昌、王乃壮、许福同、左汉

桥、朱乃正、邓元昌、苏元章、林信成、阎

秉会、戴山青、彭世强、谢盛培、高莽、谢

德萍、王宁、杜中信、吴传麟、张虎、高寿

荃共26人的72件参展作品参加展览。与此同

时，成立中国现代书画学会，选举古干为首

任会长，马承祥、许福同等人为副会长，聘

请王学仲为名誉会长，张仃、黄苗子、李骆

公、王乃壮、谢云等为顾问。1986年开展了

第二届现代书法展。

中国“现代书法”在创作形式上打破

了传统的经典样式，力图从构图、结构、笔

墨、笔法材料上进行创新，对文字内容进行

了绘画性的表述。很多中国的书法家借鉴日

本的现代派书法，以“物象论”为理论依据

进行创作。日本“物象论”的创作方法主要

是指借用绘画和日本少字派、墨象派、日本

假名书法、近代诗文书法、调和体书法进行

创作。日本代表人物如：比田井南谷、手岛

右卿、村上三岛、井上有一等。在书法形式

表达上，他们强调文字笔画的视觉化变形，

有的则是图像化处理，甚至画意多于书意。井

上有一的作品《愚彻》（1956年）注重形式

创新，把“愚彻”两个字压缩在一起，但笔画

之间又留有空隙，表达出一种抽象的形式。

中国“现代书法”通过汉字书写模拟物

体的形象，由于中国文字的象形特征，在书

法创作中常常通过绘画的方式改变文字的

形态。中国汉字中的每一个笔画，在自然中

似乎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形态。汉蔡邕在《笔

论》中强调：“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

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

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

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

象者，方得谓之书矣。”［2］在物象论书法创

作中，往往借用较少的文字来表达具有意象

形象的画面，通过形式的创新使人进入到审

美的境界。“现代书法”在形式追求上，打

破传统审美的单一方式，注重艺术家的主体

创造，艺术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随意

性的创造。在文字的处理上不再受到字形的

限制，文字笔画的处理注重画面感和空间感

的表达。在形式的追求上完全改变了传统书

法家所追求的“稳中求险”，而是塑造“险

中求稳”。作为传统的书法形式，现代派书

法在面对书法形式的探索时也出现了困惑。

到了20世纪80年代，虽然西方的现代观念

已经传入中国，“但实际上，真正在书法的

样式及其观念上产生直接影响的却是日本现

1. 古干，《山摧》 2. 井上有一， 《愚彻》 3. 邵岩，《截》 4. 徐庆华，《书非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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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典书法的创新与探索中像金农以

笔法创新、林散之以墨法创新，黄苗子尝试

现代彩墨书法。包括中国书法中出现的物象

论、墨象派书法对创作形式都进行了深入

的探索。在书体的探索中古代宋徽宗的瘦金

体、郑板桥“六分半”体都是书体创新的代

表案例；同时在现代书体创新上出现的舒同

体、启功体、陆维钊“蜾扁”等都给书法创

新做出了新的参照。学院派不仅注重笔法、

墨法、章法、书体形态及书写行为的探索，

同时也注重结合媒介材料，进行形式创新来

表达自己的观念。在创作手法上注重画面的

形式拼贴，书写材料的搭配，装裱展示样式

的创新。1993年，以陈国斌、张羽翔为代表

的“广西现象”引发了对“形式”的讨论，

同时也为学院派书法创作模式做了必要的铺

垫。“广西现象”的创作者倡导形式先行，

在材料的表现上运用染制、做旧的方式改变

书法物质层面的形式表现，并推行以视觉形

式为基础的感觉方式。1993年，在“全国第

五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览”中出现的四幅获

奖作品都是注重形式的表达，并且都是广西

人，即称为“广西现象”。

在学院派的创作中另外像陈大中的《集

古字》作品则是把王羲之、王献之、孙过庭

等几十位古代书法家的作品不同时间、不同

空间的签名并置在一起，形成集古字的主体

创作。以陈振濂为首的学院派书法创作提出

“主题先行”“形式至上”等创作理念，以

书写、复制、临摹、放大、拼贴、剪接、粘

叠、染色、组合、装置等为主要手段进行图

解思想主题。作品虽然注重观念性，但大多

还是以平面的书法作品的方式呈现出来。学

院派书法在创新过程中所倡导的形式之上使

书法创作进到到程式化和制作性之中，而忽

略了书法的书写行为。

在学院派书法的争论中，邱振中认为

就书法的形式构成中分为“第一次构成”和

“第二次构成”。“第一次构成”主要在传

统书法的范围内接受批评，“第二次构成”

注重形式的表达，应该接受现代艺术的检

视。同时他认为强调“主题——构思”的创

作方法，以及“二次构成”的技术手段，也

不应该定名为学院派书法，它也不是学院派

书法的标志。王岳川则认为书法应注重文化

性，提出文化书法的概念。他认为中国古代

书法家在文化的矫正、扬弃与不断自觉中形

成了一种全新的文化精神和审美品格，并且

形成独特的书法风格。他强调将文化思想资

源注入当代书法艺术领域。

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古典主义和

学院派书法的创作者大都来自学院派，又受

到西方抽象表现主义和日本的少字数书或

墨象派书法影响，并从中借鉴经验。如陈振

濂、王冬龄、邱振中、倪蔚睦、陈斌、马啸、

王天民、罗邦泰等。学院派在书法形式的创

新上：其一，注重传统书法的功力的展现，坚

持汉字的结构，在书写过程中尽可能寻求汉

字结构的空间的创新；其二，注重新材料、新

技法的应用，注重传统与形式的结合，注重画

面的视觉效果和画面形式的表达。

三、“流行书风”中的形式创新

当代书法中出现的“流行书风”，是对

书法形式的有益探索，也可认为是现代派书

法的一种形式创新。流行书风的探索注重

书法中自我表达，在书体的字态上追求雄强

厚重的特点。书法的线条在粗狂放纵中寻

求形式美和意蕴美，虽然线条冷僻奇峭，笔

墨狂怪但有法度可寻。六朝刘道醇在《圣画

名画评》中就讲到书画用笔的要求：“粗卤

求笔一也，僻涩求才二也，细巧求力三也，

狂怪求理四也，无墨求染五也，平画求长六

也。”［4］“流行书风”追求的浑厚、力度之

美被社会大众文化炒作成所谓的“丑书”。

在传统意义上的丑书并非写得真丑，而是一

种书法形式的探索，这里“丑”只是书法审

美的一种品格。现在很多批评者把大众文化

中的跟风现象及民间书法与当代书法探索的

丑书混为一谈。“丑书的存在有着久远的历

史，当代丑书只不过是这个脉流的一个合理

的延伸。丑书审美形态形成于元代晚期，是传

统丑学在书法领域的实践。丑书是对中国书

法传统的必要性补充，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其

在笔法、结字、墨法、章法等方面的创新，为

趋于僵化的书法传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５］丑书立足传统，力图打破传统书法的书写

规则，追求书法中的雄强、壮美、朴实、厚

重、肃穆、沉郁、雄肆的特点，凸显出古拙的

书风和阳刚之气。丑书并不是追求表层的丑，

而是在丑中去发掘书法之美。

然而面对“丑书”的争论也成为当代

书法的热点。著名书法家田蕴章在电视节目

中公开论及中央美院王镛应该对当前出现

的“丑书”流行书风承担责任。在他看来王

镛的流行书风脱离传统，在书法创作中表现

出狂怪之感，在章法中随便加盖印章，破坏

了画面的平和之气，应为时代之“丑书”。

王镛认为书法创新就要变形，书法中的气韵

神境都是通过书法的变形而实现的，“对于

每个时代，每个时期来说，传统的就是流行

的。对于整个书法发展历程来说，书法史基

本是一部流行书风史。流行书风体现着一

个时代的人文追求。”自2002年8月13日，

“首届流行书风流行印风提名展”开始，每

一届的流行书风展览都为当代书法创新提供

了宝贵的资料。在当代书法创作中像王镛、

沃兴华、曾翔、王冬龄、沈鹏、刘洪彪、胡

抗美、何应辉、石开、程风子、白砥、于明

诠、刘彦湖等人都注重个性化的创作，注重

书法形式的探索，反而都成了时代“丑书”

的代表人物。

如王镛所言，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

流行书风，并且体现着一个时代的人文追

求。丑书正是传统书法的一种“变体”或

“破体”。丑书初现于魏晋，流行于明清，

像怀素、张旭、苏轼、黄庭坚、郑燮、徐

渭、王铎、傅山、康有为等书家书写狂怪

洒脱，别具一格，应该都是丑书的代表，丑

书力图打破传统，追求以丑为美，表现出

一种非主流的样式。丑书反对馆阁体讲求

的方正光洁，拘谨刻板的书写风格，追求

“古”“厚”“拙”“朴”的审美趋向。像

王镛、沃兴华、曾翔、王冬龄等书法家都具

有传统的功力，并且希望用最大的功力打

出来，表达自己的风格。从王镛的书法作品

中可以看出，他在用笔和章法上追求以繁

驭简，书法表现上篆籀气息浓郁，他的书法

作品表现出一种原始、质朴、粗率及生命蓬

勃之美。沃兴华书法作品立足颜体，点画浑

厚，结体宽博，风格沉雄豪放、苍茫浑厚成

为他书法风格的基调。他又从米字中得灵动

活泼、奇肆浪漫之笔态，又从王铎的书法中

得到奔放连绵、夭矫腾挪之气势。在创作中

注重观察自然物象变化，使自己的书法作品

虚实并生、变化丰富，给人以苍茫浑厚、奇

拙含蓄之美。曾翔立足传统经典书法，并致

力于时代精神的探索。他在自己的书法探索

中注重材料媒介的探究，力图追求书法中的

率真质朴的材料之美、自然之美；同时他感

情奔放、气势豪迈、真切质朴，笔力表现刚

健遒劲，收放自如，表现出一种阳刚之美，

而在疏放处见谨严，平淡中见雅致。

在丑书的认识上，丑并非指丑陋。丑

书在创作形式上追求视觉图像的审美方式，

注重书法笔画的变形变化。呈现出的是“丑

书”，而在审美上却给人带来愉悦。丑书和

江湖书法、民间书法、行为艺术有根本的区

别。在当代艺术中出现的观念书法和行为书

法确实给书法带来了一些不良的影响，其中

出现的乱书、射书、吼书、性书等现象让人

们不能清楚地认识书法的本体性。在现代流

行的江湖书风、民间书法中又出现了以调侃

与反讽式方式模仿书法创作的现象，成为当

下大众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有些人甚至不

懂书法，而是通过表演、肆意涂鸦，在网络

社交中以此圈粉，提高知名度，最后通过圈

粉变现。普通民众看到这种现象，认为现在

的流行书风中的丑书就是这种表演性的江

湖书法。另外还有一些专业人士，注重传统

而反对创新，抓住这种江湖书法现象，批评

丑书的创新模式，致使现代流行书风被当做

“丑书”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

四、结语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书法开始注重

书法形式的探索，在这种探索中出现了现代

主义书法、新古典书法、丑书及流行书风。

在形式的探索中丰富了书法创作的多种可能

性，使书法作为一种视觉艺术再现其文化内

涵，书法创作渐渐转向视觉性、绘画性、形

式感、观念性。首先，在书法形式的探索与

创新中我们应立足书法的本体性，认清书法

的特性，同时我们应该进入到具体的书法实

践中发现新的问题，进而创作出具有创造性

的作品，而不是在书法创作之外指指点点。

其次，在书法的创作过程中，学会借鉴新的

语言形式和思想观念，把握好主次关系，在

不失书法本体性的原则下进行书法创作。再

次，在书法创新的过程中认真研究书法变革

发展的规律性。时代发展、技术变革给书法

艺术带来了挑战，书法艺术受到整个外部文

化生态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社会生态的变化

丰富了书法本体，变得多样化。特别是媒介

技术的发展在书法书体的变革中起着很大的

作用，由甲骨、钟鼎、石鼓、缣帛、简牍一

直到纸张的变化，书法的创新形式也变得多

样化。由纸质书写、活字印刷一直到电子计

算机的出现，在现代书法中也出现了传统书

法、现代书法、电子书法等名称，书法在形

式、媒材和门类艺术之间都发生了融合和创

新。总之，面对新的书法创作方式，我们要

立足书法本体中的哲学精神和美学精神，进

入到书法创作中的语境中进行研究与批评。

艺术生态是一个自足的发展过程，任何个人

的批评也不可改变其发展方向，正是时代发

展，科技的进步，造就了诸多文明的展现形

式。因为，社会生态的发展对艺术本体的塑

造起着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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