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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钱穆曾说，“魏晋以后，中国人的书法，成为中国人最标准的艺术。
书法的受人重视，超乎其他一切艺术之上”。
钱穆是在述说一段历史，一段很长的历史，这段历史从魏晋伊始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
杜大凯编著的《清华美术(卷12文字书法与相关艺术)》研究了汉字文化以及书法价值的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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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它是一种探索，探索书写和印刷文字的视觉因素和特征，创造表意的文字图像，
图像的形式特征强化或深化了文字的含义，反过来，深化了的文字含义又增强了图像的内容和表现力
。
画中的字句是种诗歌意象，每组字句都暗示一定的形象。
照卡纳说，“我在画中彻底取消了人的形象，因为我想创造的是抽象的城市喧嚣的形象”。
画面中的字句“现代城市”，“几何造型，街道，两百种噪音”，“翻腾扭转的形状和光影，由声音
、噪音和气味构成”等，就是现代城市的标志。
由于这些文字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语言的语法、句法和文章的传统结构法则，孤立的字、句摆脱了上
下文的限定，摆脱了段落的逻辑结构，摆脱了文章整体结构的要求，因而其意义更为广泛，向各种语
意和含意的延伸也更加自由，其触发读者联想的功能也相应增强，在这个意义上，文字的表现力由于
视觉因素的直接介入而大大提高。
同时，这种片断化的字、词、句，更接近人在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的刺激下所产生的，有时是共时性
的、多层面的、非单一的意识流动。
杜尚在他著名的题名为（（喷泉》的白瓷小便池上手书了R.Mutt和1917。
这简单的文字和数字也包含着深邃的意象。
首先，1917这个简单的数字，最简单、最直接地概括了人类第一次全球范围内战争这一特定时期的残
酷历史以及艺术家本人对这次世界大战的愤世嫉俗。
所以它不是数字而是寓意深刻的意象。
而他手书的R.Mutt至今还是一个无法解读的“天书”，引来无尽的“误读”。
 “书象”的概念，是刘骁纯在1994年提出，并撰文进一步阐述。
对“书象”的解释和理解也众说纷纭。
吴华界定“书象”是“一种以‘符象’为表达的非具象艺术”。
刘骁纯在他的“墨思默想”一文中认为“书象”是现当代水墨艺术中一个突出的艺术群落，“书象”
泛指与书法有上下文关系的水墨艺术现象。
谷传举则认为“书象”突出书法的象形性与图像性。
“书象”者，既有“书”，又不完全是“书”，既有“象”，又不完全是“象”，既有“汉字”这一
表现载体，又不完全是“汉字”。
“书象”画家杭法基在他的《一家之言》中则称，“书象者，书是书写，表现之意。
象是现象，物象之谓。
书象作品可以说是另一种类型的书法。
在超越传统书法形式的同时，更多的是一种当代东方精神的内涵，接近并将融汇于现代艺术”。
 汉代蔡邕《笔论》对书法之“象”早有精辟的论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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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邕所强调的是书法用其特有的视觉语言和手段，用可视的笔墨线条，表现不可见的意象，例如人
类行为和情绪的不确定性、世间万物及排斥又互为依赖的矛盾关系、力的运动、碰撞、爆发、宇宙的
恍惚混沌、深奥莫测等。
如果中国书法不具有表达人的丰富的内心世界、无边无际的联想、深邃的哲理天问的浩瀚，它就只能
是与活字印刷相距不远的一种生产方式，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
如果中国当代艺术家不是站在中国书法这样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肩上，他们所创作的“字象”，也必
定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沦于空洞、肤浅、枯燥、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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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华美术(卷12):文字、书法与相关艺术》研究了汉字文化以及书法价值的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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