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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魏晋南北朝，都说是艺术觉醒的时代。
本文亦认为如此，只是上限要推到东汉末。
书法艺术尤应如此。
因为通常而论，艺术觉醒要有三条标志：即创作的繁荣，出现有相当功力的作者，对创作有理论的概
括和阐释。
就书法艺术而言，这三条在东汉末已基本具备。
    汉代书体，广泛流行应用的，有小篆、隶书、章草三种。
小篆由秦人李斯增损大篆而来，故又名秦篆。
隶书亦由秦人程邈增减大篆，去其繁复而创新体。
因其简易，主用于徒隶故名隶书。
隶书早期尚多篆意，后逐渐演变，出现波势，成为汉隶，即八分是也。
卫夫人《笔阵图》所说“凶险可畏如八分”，即指此书。
章草始创于汉元帝时史游，称“急就”。
章帝时齐相杜度进一步发展，因得章帝爱好而得名。
有说章帝好此书而诏杜度用草书上事，后来魏文帝亦令刘廙用草书上事，盖因章奏，后世便谓之章草
。
章草乃隶书之捷，“务简而便”，然与今草相比，它字字独立，笔画不相连。
这是汉人创制的新书体。
前两种书，汉代有了新的发展或创新，出现了集秦汉书法之大成的杰出书法家蔡邕；章草亦臻于完美
，出现了草书大家崔瑗和被后世誉为“草圣”的张芝。
    此外汉代还绍传两种迨为失传的古书体。
一是古文，这是自仓颉造字至夏、商、周三代所使用的文字；一是大篆，这是周宣王太史籀整理古文
而成的书体。
这两种书体均因秦统一六国文字而用小篆，几被泯灭。
汉代重新振兴，使之得以绍传，并出现了被张怀瓘《书断》评为妙品的书法大家，古文有杜林、卫密
，大篆有蔡邕。
    作为理论形态的书论，这是书法艺术觉醒的主要标志，这时也出现了崔瑗的《草书势》、蔡邕的《
篆势》、《笔论》和《九势》，阐发草、篆、隶的艺术特征和价值。
特别是《九势》和《笔论》两文，一者提出“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
出矣”的观点，把作书提到本体论的高度，揭示了书法艺术的内在规律和特征；一者提出“书者散也
，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的论断，把作书与抒发情性联系起来，要求作书有一个审美
心胸；并要求作书时“沉密神彩，如对至尊”，把书法摆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这些都不是把书法作为记事工具所能解释的，这些都表明，书法已摆脱了对文字的依附，成为一种具
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艺术了。
    魏晋以后，书法艺术得到进一步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书作和杰出的书家。
张怀瓘《书断》评自秦至唐初书，被列为写出神品书二十五人，属魏晋南北朝十五人；被列为写出妙
品书九十八人，属魏晋南北朝七十三人。
其中就有钟繇、皇象、索靖和王羲之、王献之等书法大家。
书论书评也空前多起来，提出了许多新的书法美学观点、范畴和概念。
如王羲之《自论书》以“意”论书，强调作书要“有意”；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引入“肥”、“
瘦”概念评书；王僧虔《书赋》提出“情凭虚而测有，思沿想而图空”，表述书法创作的想象思维；
其《论书》提出“天然”与“功夫”一对概念作为评书标准；其《笔意赞》提出“书之妙道，神彩为
上，形质次之”的观点，以与那一时期绘画艺术上的“以形写神”、“气韵生动”的美学观点相呼应
。
所有这一些，更不是把书法当作记事工具所能解释的；所有这一些都表明，对于书法艺术的审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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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明确更成熟了。
    汉代绘画艺术，已有很高水平，然尚不能得出已开始觉醒的结论。
汉代绘画主要有：    一、帛画。
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兴废》载：“汉武创置秘阁，以聚图书；汉明雅好丹青，别开画室，
又创立鸿都学以集奇艺，天下之艺云集。
及董卓之乱，山阳西迁，图画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七十余乘，遇雨道艰，半皆遗失。
”这是令人非常痛惜的事！
那样珍贵的图画缣帛，在兵乱中被军人取为包袱行囊，所剩又半皆遗失。
    二、墓中帛画。
出土的有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画和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帛画。
两者构图十分相似，均分天上、人间、地下冥界三部分，显然都为超度或导引死者灵魂升天而作。
两者所画人物、神怪、鸟兽及其具体手法虽有不同，前者色彩浓重，冥界阴森可怖；后者手法朴实，
色彩明朗。
然两画相似的内容构图，反映了汉人相信人死后灵魂可以升天的文化习俗。
    三、壁画。
汉代盛行在宫殿、寺观、学校作壁画，以表彰功臣、列女，宣扬经史故事。
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所描写的壁画，就是一例。
《后汉书·二十八将传》对此也有记载说：“永平中，显宗追思前世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
台。
”《汉书·苏武传》还记载在麒麟阁画功臣像，《后汉书·蔡邕传》、《皇后纪》及《历代名画记》
还记载画孔子及其七十二弟子、列女和经史故事等，都说明汉代盛行作壁画。
只是随着历史上不断出现的兵乱战火，使那些以土木结构为主的古代建筑横遭破坏，赖以存在的壁画
也就随之倾圯。
    此外还有墓室壁画和砖画等。
    关于画家，史料记载甚少。
据《历代名画记》卷四载，有两位画家功力较深。
一位是汉元帝时毛延寿，“画人，老少美恶皆得其真”；一位是汉桓帝时刘褒，“画《云汉图》，人
见之觉热；又画《北风图》，人见之觉凉”。
至于画论，除杂于其他著述中的只言片语外，专题文字，一篇也无。
因此只能把绘画艺术的觉醒放在魏晋以后。
    魏晋以后绘画艺术有了长足的发展，涌现出一批很有功力的画家。
《历代名画记》以三品九等评画，评上品上有晋王廙、顾恺之和南朝宋陆探微，上品中有南朝梁张僧
繇，上品下有晋卫协、史道硕。
评为中品、下品者更多。
这都是以人物画为主的画家。
这时也开始出现山水画，南朝宋宗炳和王微，可说是这一时期山水画家的代表。
    作为标志绘画艺术走向觉醒的画论，这时出现了顾恺之的《画论》、《魏晋胜流画赞》等文字，提
出“以形写神”和“迁想妙得”这样重大的美学命题，要求着重表现对象的精神面貌和个性特征；同
时要求“迁想”，发挥想象力，采取虚构的手法，以达“妙得”其神的目的。
这是绘画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随后谢赫《古画品录》提出绘画“六法”，把“气韵生动”摆在首位，要求生动地表现对象的生命活
力和神情风韵；同时又提出“骨法用笔”、“应物象形”和“随类赋彩”的要求，实际上也就要“神
形兼备”。
因此，绘画“六法”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绘画美学思想。
    在出现山水画的同时，也出现了宗炳的《画山水序》和王微的《叙画》这样论山水画的文字。
前者提出“澄怀味象”的命题，认为山水“质有而趣灵”，因含有“灵”、“道”而显得美，从而揭
示了山水和山水画的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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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认为山水以形“融灵”而“变动”人心，同时进而以此把山水画同地舆图区别开来，明确提出山
水画“非以案城域，辨方州，标镇阜，划浸流”的，观赏山水画，“异效《山海》”。
这就把山水画的独特审美价值揭示了出来。
    艺术的觉醒，首先是人的觉醒。
当然，这时的“人”，与后来晚明出现的“自然人性论”的“人”不同。
那时“人”的概念较广泛，包括了较下层的市民阶层。
晚明名士从“自然人性论”出发讲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都有这方面的内涵。
而魏晋南北朝，上可追溯到东汉未，这时觉醒的“人”，主要指上层士族或士族文人。
他们是地主阶级的一部分，是东汉就开始了的与官僚和豪强大地主集团相对立的一个阶层，魏晋以后
他们取而代之成了统治者。
但也有不少不愿进入统治集团的，如阮籍、嵇康，宗炳、王微；也有做过官又退出统治集团的，如王
羲之。
    士族文人的觉醒，是以反对儒家名教和谶纬神学的禁锢为前提的。
东汉末，以士族势力为主的反对这种禁锢的斗争就很激烈，所以这时蔡邕在书法理论上表现某种觉醒
意识，决不是偶然的。
魏晋开始，作为那一时代灵魂的哲学——玄学，便提出了两道命题，表示了这种觉醒。
一道是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
这显然是将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相调和；但他又讲“崇本以举末”和“绝仁弃义”，这
就表现了他不拘礼法而任“自然”的倾向。
另一道是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
他比王弼更激进，完全撇开“名教”而纯任“自然”。
“自然”是玄学的最高概念，与“无”相等而相当道家的“道”。
王弼注《老子》说：“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
”又说：“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
”即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都是自然而然的，没有外力的干预。
这用到人生上，就是反对名教束缚，顺应人的情性。
    士族文人以顺应人的情性为逻辑起点，在言行上便表现出重感情，重个性，重精神风度、气质神韵
、才情禀赋。
由此可以知道，为什么那一时期的书画理论那样鲜明地表现了艺术的觉醒。
像王廙《与羲之论学画》提出“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顾恺之《论画》提出“以形写神”；谢
赫《古画品录》提出“气韵生动”；王僧虔《笔意赞》提出“书之要道，神彩为上”，等等，都只不
过是这种顺应人之情性的必然引伸。
    士族文人顺应情性，还带有全身远祸、逍遥旷达的思想色彩。
因为那是我国历史上最动荡不安的时期，兵灾不断，战火频仍，人的生命安全没有保障。
特别是那些名士，又特别是那些上层统治集团的人物，生命安全没有保障的感觉就更严重。
阮籍著名《咏怀诗》的诗句“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典型地表达了那种危惧心态。
东晋宰臣谢安，在他位望通显时致高僧支遁书竟说出如此惆怅之语：“人生如寄耳，顷风流得意之事
，殆为都尽，终日戚戚，触事惆怅。
”由此可以知道，在那一时期为什么一些士族文人不愿做官，做了官也想着要致仕。
他们要远离朝廷，以免祸全身。
然他们又都是文人，不免以诗酒和琴棋书画自娱，藉此以抒发情性也。
    他们远离朝廷，避开政治，寄身林泉，愉悦在大自然中，这与玄学思想有关，与当时流传的佛教思
想也密切相联系。
遁世自然是消极的，却开拓了自然美的新领域，则是一个积极成果。
古代山水作为人类生存的环境，而使人感到敬畏。
《论语·雍也》提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也只是将人的道德才能附丽在山水上。
汉代帝王封禅祭山不断，使人对山水与敬天事神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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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以降，由于士族文人的开拓，山水的美开始被揭示，山水使人感到亲切起来。
宗炳《画山水序》所说“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王微《叙画》所说“本乎形者融灵，而变动者心
也”，是那一时期士族文人揭示山水自然美的一种表述。
    书画艺术的觉醒，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那一时期朝廷上层人物，特别是皇帝，不少都是书画爱
好者，尤爱书法。
若从东汉算起，至宋齐梁陈，共四十八帝，就有二十八帝是书法家。
当然，这与书法同时又是文字有关。
周礼规定：“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
”汉代尉律亦规定：“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
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
书或不正，辄举劾之。
”这还是对臣僚子弟的要求，对有权继帝位的皇家子弟的要求自然会更高。
所以，这样多君王能书，也就并不足奇。
    然他们爱书，本身就是一种导向。
如汉章帝爱好杜度草书而后世名之曰章草。
唐韦续《墨薮·五十六种书》云：“章草书，汉齐相杜伯度援稿所作，因章帝所好名焉。
”此书后经崔瑗、张芝的发展，达到完美境地，以至如赵壹《非草书》所写的：“后学之徒竞慕二贤
，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为秘玩。
”以至有人专心摹写，“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弄得“领袖如皂，唇齿常黑”，一身都
是墨。
这种爱草书成风，与章帝好此书不无关系。
    有的自己好书，还采取措施推动书法创作的繁荣。
如汉灵帝就是如此。
《后汉书·蔡邕传》载：“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诸为尺牍及工书
鸟篆者，皆加引召。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卷二《本汉第七》亦载：“灵帝好书，开鸿都之观，善书之人鳞集，万流仰
风，争工笔札。
”“万流仰风，争工笔札”，可见当时书法艺术的繁荣，而这正是灵帝推动的结果。
《蔡邕传》还载：“邕以经籍去圣人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
”熹平四年，乃与同僚五六人“奏求正六经文字，灵帝许之。
邕乃自书册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
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
    魏太祖曹操更是爱好书法，其书法成就也比汉代几位皇帝高。
晋张华《博物志》称崔瑗、张芝善草书之后，“而太祖亚之”。
庾肩吾《书品》称他“笔墨雄赡”；张怀瓘《书断》称其章草“雄逸绝伦”。
他还与钟繇、邯郸淳、韦诞、孙子荆、关批把等当时书法家有过从，尝一起议用笔。
而且，他像在其他方面“不拘一格”用人才一样，还以书法用人。
卫恒《四体书势》记载他募求书法家梁鹄的一段佚事云：“梁鹄奔刘表，魏武帝破荆州，募求鹄。
鹄之为选部也，魏武欲为洛阳令而以为北部尉，故惧而自缚诣门。
署军假司马，在秘书以勤书自效。
”这里还发生了有趣的误会。
由于梁鹄在汉末曾做选部即吏部的官，魏武便要他做洛阳令，这位置当然很重要；可鹄误以为是北部
尉，而北部乃匈奴居住之处也，这不要他去送命吗？
“故惧而自缚诣门”。
结果署以军假司马，给他军中一个很高的闲职，因他未任过军职，所以实际只在秘书勤书奉献自己。
这是魏武为笼络这位书法家而行的一种特殊政策。
赵壹《非草书》贬损书法，认为“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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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实际上魏武就突破了这一点。
    那些君王好书，不一定都有人的觉醒意识，但都把书法作为审美的艺术对待，则是应当肯定的。
不然就不好解释为什么汉章帝要诏使杜度用草书上事。
按规定，是要用当时的正书即隶书或小篆上事。
草书，始于打草稿，后臻于成熟，使人一见如睹丽人，形情就大不同了。
今天我们不能见到杜度的草书，然见其师弟子崔瑗、张芝的草书确实感到很美，就是章帝自己的草书
，也非常漂亮。
这可能就是他沼使杜度用草书上事的真意所在。
至于魏武爱梁鹄书，后来书评多有记载，如袁昂《古今书评》赞梁鹄书“如太祖忘寝，观之丧目”。
显然，魏武感到梁鹄书很美，才会深夜忘寝，观看的以致眼花。
而梁武帝好书，还撰写专文，纵论汉魏以来各家书的艺术特色。
    把书画艺术作为审美对象，支持乃至推动书画艺术的发展和繁荣，就为书画艺术的觉醒提供了条件
，奠定了基础。
我们总结那一时期书画艺术之所以能走向觉醒，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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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今译　　《周礼》规定，儿童八岁入小学，保氏教育王室子弟先是用“六书”。
一叫指事。
所谓指事，就是一见就可以认识，仔细察看就能了解文义，“上下”二字就是这样。
二叫象形。
所谓象形，就是画成那个物形，随着物的形体而屈折，“日月”二字就是这样。
三叫形声。
所谓形声，就是根据事物造字，取一个近似的声符相配合而成，“江河”二字就是这样。
四叫会意。
所谓会意，就是连缀两个以上的字为一个字，表示新的意义，“武信”二字就是这样。
五叫转注。
所谓转注，就是造一类字要建立一个统一的部首，用一个同义字辗转注释，“老考”二字的关系就是
这样。
六叫假借。
所谓假借，就是本无其字，借用一个同音字来表达这个意思，“令长”二字就是这样。
到周宣王时，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与古文稍有不同。
到孔子编撰《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用古文，字义还可以说明。
这以后各国诸候互相征伐，不服从周王室，厌恶礼乐妨害自己，于是都废弃那些法典图籍等过去的文
献。
那时天下分为七国，各国田亩面积划分不同，车途道轨宽窄不同，法令的规章不同，衣冠的样式不同
，语言的声音不同，文字的体形不同。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丞相李斯就建议把这些混乱现象统一起来，废止那些不与秦文字相符合的。
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用史籀大篆，或者
略作省改，这就是所说的小篆。
这时秦烧毁经书，清除旧典，大发隶卒，兴起徭役和戍役，官狱案件和行政事务日益繁杂，开始产生
隶书，以求简便，而古文从此就不用了。
从此秦国文字有八种体式，一叫大篆，二叫小篆，三叫刻符，四叫虫书，五叫摹印，六叫署书，七叫
殳书，八叫隶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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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汉魏六朝书画论/中国书画论丛书》编著者潘运告。
    作为理论形态的书论，这是书法艺术觉醒的主要标志，这时也出现了崔瑗的《草书势》、蔡邕的《
篆势》、《笔论》和《九势》，阐发草、篆、隶的艺术特征和价值。
特别是《九势》和《笔论》两文，一者提出“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
出矣”的观点，把作书提到本体论的高度，揭示了书法艺术的内在规律和特征；一者提出“书者散也
，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的论断，把作书与抒发情性联系起来，要求作书有一个审美
心胸；并要求作书时“沉密神彩，如对至尊”，把书法摆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这些都不是把书法作为记事工具所能解释的，这些都表明，书法已摆脱了对文字的依附，成为一种具
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艺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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