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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义的书法美

汉字作为表意文字的形、声、义统一体，虽然字形占了主

导方面，尤其是对于作为造型艺术的书法艺术来说具有举足轻

重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汉字的形、声、义相统一的特

征，所以不能忽视汉字书法艺术的字义美和字声美。从汉字的

义来看，书法艺术的美主要有：单纯美、意蕴美、意境美。

书法艺术的字义单纯美是指，从书法艺术作品的汉字本身

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理解字义的涵义而令人产生愉悦感的笔墨实

践自由。它一般就是可以从汉字字形的书写之中直接显现出汉

字本身的意义。之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因为汉字的象形、指事、

会意、形声等主要构成艺术就可以呈现出字义本身，从而让人

从字形的书写之中就直接领会到书法作品所书写的汉字的意义，

从而加深对书法艺术作品美的内涵的感受和理解，形成更深一

层的审美愉悦和审美理解，将书法艺术的美由感性层面的字形

美扩展到知性层面的字义单纯美。

书法艺术的字义单纯美主要表现在字数少、书体易辨认

（如楷书、隶书、行书）的书法艺术作品之中。比如，仅仅书写

一个字如“福”“禄”“寿”“喜”的中堂，因为人们对这些字的

字义已经非常熟悉，甚至可以说是耳熟能详、家喻户晓，从它

们的构成（会意字的福、禄、寿、喜）之中人们就可以体会和

理解它们的涵义，从而形成由字形美到字义单纯美的美感。有

一些中华老字号的招牌匾额也是如此，像“同仁堂”“同济堂”

“回春堂”“老天祥”“寿春堂”“益和堂”等药店，“瑞蚨祥”“瑞

生祥”“瑞增祥”“瑞林祥”“益和祥”“广盛祥”“祥益号”“谦

祥益”等“八大祥”绸布店，“全聚德”“东来顺”“同和居”“今

雨轩”“鸿宾楼”“福泽园”“丰泽园”“同春园”“杏花楼”“功

德楼”“五芳斋”“又一村”“稻香村”等饭店，“荣宝斋”“朵云

轩”等书画店，“大明”“四明”“精益”等眼镜店，这些中华老

字号的招牌匾额大多出自书法名家之手，而且所用的汉字字义

也是内涵丰厚，所以，人们在欣赏这些招牌匾额的时候，不仅

会赞叹书法名家的字形美，还可以直接从书写的字形直接体会

和理解汉字字义的单纯美，甚至可以直接领悟到这些中华老字

号的经营理念和理想追求。诸如，“同仁堂”的悬壶济世，“一

视同仁”；“回春堂”的华佗再世，“妙手回春”；“精益眼镜店”

的“精益求精”，“大明眼镜店”的“大放光明”；等等。每一个

中华老字号的招牌都有其丰厚的内涵，给人们的是一目了然的

书法字形美和字义单纯美的融会贯通。　　

书法字义单纯美还有一种表现方式就是容易辨认的书体所

体现出来的美。这是因为，隶书、楷书、行书等书体，比起甲

骨文、金文（钟鼎文）、篆书、草书容易辨认，对于非专业人士，

只要断文识字都可以体会和理解书写的文字的意义，从而更深

入一层地领悟书法作品所表达的汉字的内涵美，更好地把书法

作品的字形美和字义美、形式美和内容美结合起来，完整、深

入地欣赏书法作品。比如，隶书书写的“诚信”，楷书书写的“慎

独”，行书书写的“见贤思齐”等中堂或者匾额，人们一眼看上

去就能从字形本身体会和理解到其中所包含的意义，从而更好

地从字形美深入到字义美，从形式美过渡到内容美，使得书法

艺术的美和价值不仅停留在感性层面，而且能够达到知性层面，

丰富书法艺术的审美意蕴和美学价值。如果书写的内容是一些

摘  要：书法艺术是汉字的特殊笔墨实践的结晶。书法艺术的美就是汉字笔墨实践的自由的形象显现。从汉字的

形来看，书法艺术的美主要有：笔画美，间架美，章法美；从汉字的义来看，书法艺术的美主要有：单纯美，意

蕴美，意境美；从汉字的声来看，书法的美主要有：平仄美，韵律美，大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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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生疏的诗词歌赋作品或者不大容易理解的对联、生僻的古

文，一般书写成隶书、楷书、行书的书体，也可使人们在欣赏

作品的字形的笔画美、间架美、章法美的同时，通过阅读诗词

歌赋或者对联、古文的文字而体会和理解整幅书法作品的字面

意义，从而就能够更深入、更全面、更丰富地欣赏书法作品的

美。至于那些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诗词歌赋、对联和古文名

篇，写成甲骨文、钟鼎文、篆书、行书的书体，即使只能认识

几个字，也能大致推测和确认其汉字字义，从而多多少少还是

能够在字形美的基础上，领略到其中的字义美。但是，如果一

些生疏的诗词歌赋、难以理解的对联、生僻少见的古文篇章，写

成了难以辨认的甲骨文、钟鼎文、篆书，甚至写成了龙蛇飞舞、

逸笔草草的章草或者狂草，那就会在一般的非专业人士面前呈

现出一片莫名其妙的天书，让人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当然也

就无从体会和理解书法作品的内涵美和内容美，只能一般地欣

赏一下这些书法作品的字形美、形式美、外在美，多多少少总

会留下一些遗憾。因此，书家的作品还是应该考虑到欣赏对象

而选择书体和内容，对于一般的非专业人士的欣赏者，还是尽

可能地选择隶书、楷书、行书等容易辨认的书体，而将那些家

喻户晓、耳熟能详的内容书写成甲骨文、钟鼎文、草书之类的

书体，从而让大家能够真正欣赏到书法作品的字义单纯美。

所谓书法字义的意蕴美是指书法作品所书写的汉字的字义

所传达的美，也就是每一个汉字及其所组成的整体，由书写的

字形或者字音引发的汉字词句篇章所表达的观念、情感、思想

所显现的人的本质力量和人类实践的自由境界。它是一般的书

法作品都应该必备的审美质素。正是这种字义的意蕴美赋予了

每一个汉字及其整体以美学生命和审美魅力，使得书法艺术作

品的美成为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内在美与

外在美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更加

凸显了书法艺术的“精、气、神”，也就更加突出发挥了书法艺

术的审美教育作用和教化作用。换句话说，书法艺术的美，不

能仅仅停留在笔画美、间架美、章法美等字形美、感性美、外

在美、形式美的层面，还必须升华到字义美和字义意蕴美、思

想美、情感美、内在美、内容美的层面上，从字形美飞跃到字

义美和字义意蕴美，使得书法作品所书写的汉字的美成为更加

全面、更加有机统一、更加显现着人的本质力量和实践自由的

形象整体。一般说来，书法艺术作品所书写的汉字及其词语篇

章都是用来表达书写者的思想情感的，所以，任何一幅书法作

品都不可能是纯形式的、纯感性的线条组合，它必定有作者的

思想感情、意愿理想蕴涵其内，成为一个充满着人的本质力量

和实践自由的精神内涵而显现为一定感性形式的线条及其组合

整体的对象化存在。比如，李大钊套改活用明代嘉靖年间反对

奸臣严嵩的忠臣杨继盛的对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

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书赠给好友杨子惠，从遒

劲有力的字迹中可以看出李大钊的铮铮铁骨，同时对联的来历

和内容表明了革命志士李大钊以天下为己任，以马列主义著作

为武器，敢于匡扶正义、宣传真理、担当重任、反对军阀，解

放大众的革命胸怀和坚定信念。鲁迅先生曾经于 1933年书写清

代学者何溱（何瓦琴）的联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

同怀视之”，赠给他的朋友和战友、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

白同志。这幅对联不仅可以显示出鲁迅的书法绵里藏针、外柔

内刚的笔力和笔势，而且也充分凸显出鲁迅与瞿秋白之间的兄

弟情谊和鲁迅先生珍惜他与共产党人友谊的一片赤诚之心以及

他尊崇人生中朋友的善良本性。大家所熟知的书法瑰宝王羲之

书写的《兰亭序》，同样是字形美和字义美的完美融合之作。这

幅字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明代主持编修《永乐大典》的大

学士解缙在《春雨杂述》中评论该书法时写道：“昔右军之叙《兰

亭》，字既尽美，尤善布置，所谓增一分太长，亏一分太短。鱼

鬣鸟翅，花须蝶芒，油然粲然，各止其所。纵横曲折，无不如

意，毫发之间，直无遗憾。”[7]17 这幅书法擅于中锋为主的笔法，

笔画以露锋为多，优美细腻，牵丝流畅，字断气连，浑然一体。

字的间架结构，偏于纵长体势，姿态显然右高左低。每一个字

都虚实相生，长短相间，大小相应，珠联璧合。经营布局独具

匠心，纵行清楚明白，横列参差错落，每行之间变化多姿，摇

曳如舞，动荡似流，静中有动，寓动于静。《兰亭序》“不激不

厉”的风格，流露出笔墨技巧的圆熟，蕴涵着传统功力的深厚，

潜藏着文化素养的广博，显示出艺术情操的高尚，可谓炉火纯

青，登峰造极，达到了笔墨实践的自由境界。与此同时，我们

也不可忽视这一书法作品的文字意蕴。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

年）三月三日，王羲之邀约孙绰、谢安等文人雅士四十一人，在

会稽（绍兴）山阴的兰亭溪水边集会，流觞饮酒，吟诗作赋，感

兴抒怀。后将当时所作诗歌结集成《兰亭集》，王羲之撰写序文

并以行书写成《兰亭集序》的传世书法瑰宝。《兰亭集序》的文

字将写景、叙事、抒情、议论融汇一体，全文前后两个部分，文

笔跌宕起伏，变化奇特，思辨精警，哲理奥妙。前一部分的叙

事、写景，交待了兰亭聚会的时间和地点，描绘了优美的兰亭

自然风貌：山岭蜿蜒，清流映带；风和日丽，天朗气清，仰可

以观宇宙之无穷，俯可以察万类之繁盛。在这里聚会的文人雅

士“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畅叙幽情”，烘托了此次兰亭

集会的诗情画意之所，抒发了作者闲适平静之情。后一部分的

抒情、议论，由良辰美景中的流觞畅饮，转而感慨人世间的乐

与忧、生与死，闲适平静的心情变成了沉吟深思的激荡。作者

不禁感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

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

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

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

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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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不由得人们要探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思考如何眷恋生活、珍惜时间、热爱文明。生生死死的自然规

律，虽然使人顿生感伤情绪，但是，文人雅士仍然必须将诗文

传之后世，承袭前人，启示来者：“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

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兰亭集序》描绘兰亭美

景，陈述文人雅士的集会乐趣，借题发挥，感慨世事变易，盛

事无常，“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表述了作者比较积极乐观的

生死观，并委婉曲折地批判了魏晋南北朝士大夫阶层流行的崇

尚虚无、清谈误事的不良倾向。这些文字的字义意蕴美，又进

一步加深加厚了《兰亭集序》书法作品的内在价值和意义，使

得书与文相得益彰，相互辉映，成就了它的稀世珍宝的地位。难

怪唐太宗李世民要将它作为陪葬品，伴他永远，其中的奥妙大

概就在于此。因此，我们对于书法艺术作品的美的感受和欣赏，

就不能止于书法的字形美，还必须重视书法字义的意蕴美。大

凡一部具有一定规模的书法艺术作品都应该重视其字义意蕴美。

因此，我们所说的学习和欣赏书法艺术作品，就不仅仅是指字

形的书写造型美，同时也包含着文字的字义意蕴美，文学功底

的培养和训练就成为了书法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一个不

懂中国古代诗文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名符其实的书法家的，充其

量也就只能算作一个写字匠人。

意境是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集中表现和最高要求。它来源

于中国艺术的抒情性本质特征。书法艺术作为中国特有的艺术

形式也应该讲究和追求意境美。书法字义的意境美是指，书法

艺术作品超越和融合了书法的字形美和字义美、字义的单纯美

和意蕴美，而形成的一种象外之象、韵外之致的笔墨实践自由

境界，它是书法艺术美和字义美的最高程度，尤其表现在行书

和草书的书法艺术作品之中。

字义的意境美应该是超越了书法的字形美和字义美、字义

的单纯美与意蕴美的融合和统一的结晶。一部书法艺术作品，

如果达到了字义的意境美，它就不是仅仅执着于字形美或者字

义美、字义的单纯美或者意蕴美的笔墨实践自由的形象显现，

而是超越了前述二者而达到了字形美和字义美、字义的单纯美

和意蕴美的融合和统一。换句话说，具有字义意境美的书法作

品，应该是完成了书法艺术的字形美和字义美以及字义的单纯

美和意蕴美的笔墨实践自由的创造，而上升到了一种更高的笔

墨实践自由程度，即融合和统一了字形美和字义美、字义的单

纯美和意蕴美。无论是单个字的中堂，或者几个字的招牌匾额，

还是一副对联，抑或一幅条幅或长卷、卷轴，都应该做到笔画

美、间架美、章法美、字义单纯美、字义意蕴美，并且形成一

个尽善尽美的完整整体，透露出一种不可言说的、意犹未尽的

意味，让人回味无穷，百读不厌，常见常新。这种超越和融合

的结果就是一种象外之象、韵外之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笔

墨实践自由境界。书法艺术的审美特征总体就在以形写神，体

现为一种书法的字形所渲染的字义意境美：用流畅的笔画线条，

变化多姿的间架结构，匀称和谐的布白章法，点染出字义的单

纯美和意蕴美，以飞动的曲线美、千变万化的架构美、气韵生

动的整体美、一目了然的字义单纯美、深邃丰厚的字义意蕴美，

融汇为显现人的本质力量、内在精神、人格魅力、思想感情的

“精、气、神”俱足的，可以引人遐想，令人难忘，让人不断回

味的审美意象世界，即有字义意境美的优秀书法作品。比如，王

羲之《兰亭集序》以明月入怀、清风出袖的自然平和之美，书

写出了右军将军委运任化、随顺自然的人格心灵，让人浮想联

翩，思索人生真谛，回味无穷；颜真卿凛然正气的人生追求，化

为了刚健雄强、端庄宽舒、大气磅礴的书法，令人倾羡颜鲁公

的忠君爱国、直言谏诤的高风亮节，见贤思齐；郑板桥人格心

灵的真率与潇洒表现为“六分半书”，自然率性，不衫不履，使

人随同七品县令郑燮自甘吃亏、不畏糊涂，关心人民疾苦，自

成一格。

书法字义的意境美最为突出地体现在行书和草书或者行草

结合的书法作品之中。人们面对笔走龙蛇、龙飞凤舞、行云流

水、洒脱飘逸、气贯长虹、逸笔草草、欲断似连、自然天成、一

气呵成的行草书法，只有完全超越和扬弃了一字一词的整齐笔

画、实际含义、严实结构、端正体势，从整体的笔力、笔势、墨

色、布白所形成的整体意象世界出发，驰骋想象，设身处地，体

验情感，追求形上，化实为虚，虚实相生，才可能心领神会，渐

入佳境，顿悟行草书法的字义意境美。这一切都是必须经过长

期的文字形义学研习，书体笔画结体的辨识，行草布白章法的

训练，才可能达到出神入化的自由境界。因此，可以说，行草

结合，尤其是草书书法的狂草，应该是书法艺术的美的最高境

界，它最集中、最充分地凸显了熟能生巧、得心应手、不拘形

迹、任性挥洒的笔墨实践的自由境界，可以促使人们天马行空，

神与物游，浮想联翩，情满字里行间，领略书法字义的意境美。

唐代书法家、书论家张怀 在《书议》中说：“然草与真有异，

真则字终意亦终，草则行尽势未尽。或烟收雾合，或电激星流，

以风骨为体，以变化为用。有类云霞聚散，触遇成形；龙虎威

神，飞动增势。岩谷相倾于峻险，山水各务于高深。囊括万殊，

裁成一相。或寄以骋纵横之志，或托以散郁结之怀，虽至贵不

能抑其高，虽妙算不能量其力。是以无为而用，同自然之功；物

类其形，得造化之理。皆不知其然也。可以心契，不可以言宣。

观之者似入庙见神，如窥谷无底，俯猛兽之牙爪，逼利剑之锋

芒。肃然危然，方知草之微妙也。”[5]256张怀 在这里把草书的字

义意境美解说得既形象生动，又鞭辟入里，而且清楚明白。草

书或者行书与草书结合的“行草”，确实是把书法字义意境美表

现得淋漓尽致了。草书所体现的字义意境美就在于，草书蕴藏

着无尽的言外之意，字外之旨，形外之神，形成了让人回味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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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的象外之象、韵外之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只可意会不可

言传，非得人们澄怀观道，以神遇神，才能悟得其中奥妙。

在这里，我们还想做一点说明，那就是：除了这里所说的

“字义意境美”之外，我们还可以说一种书法艺术的整体的“意

境美”。前者是从汉字字义的角度来讲“字义的意境美”，后者

则是从汉字的形、声、义相统一的角度来讲汉字书法的意境美。

这后者似乎可以说是中国书法艺术的整体美，也是中国书法与

中国诗歌、音乐、建筑、绘画、戏剧等艺术所共有的独特美学

精神。

四、字声的书法美

汉字书法艺术的字声美几乎是现当代书法论著完全忽视的

一个方面，仿佛书法艺术仅仅是依靠视觉器官的造型艺术，与

人们的听觉器官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既然汉字是一个形、声、

义相统一的整体，汉字书法艺术的字声美就自然有其存在的理

由。不过，汉字书法的字声美并不像字义美那么一目了然，也

不像汉字书法艺术的字义美那么可以体验顿悟，而是需要比较

深厚的汉语诗韵知识的妙悟，才可能领略得到。从汉字的声来

看，书法的美主要有：平仄美、韵律美、大音美。

张怀 的《书议》说：“夫翰墨及文章，至妙者皆有深意，

以见其志，览之即令了然，若与面会，则有智昏菽麦，混白黑

于胸襟。若心悟精微，图古今于掌握，玄妙之意，出于物类之

表，幽深之理，伏于杳冥之间。岂常情之所能言，世智之所能

测？非有独闻之听，独见之明，不可议无声之音，无形之相。”[5]

257 张怀 把书法艺术视为“无声之音”，这是中国古代书论中最

早把书法和音乐相提并论，指出二者的审美共同性的理论表述。

这里张怀 主要是从书法艺术与音乐艺术在意境深邃上来论二

者的审美共性，实际上，书法与音乐在艺术的审美属性方面有

诸多的共同性。在审美形式上，书法和音乐都遵循着对称、均

衡、和谐、呼应、章法、节奏、旋律等形式美的规律；在审美

力量上，书法作品与优美的乐曲一样，都有强弱、刚柔、抑扬、

顿挫的变化；在审美速率上，书法与音乐都有轻重、急缓、断

续、起止、顺转、逆转的节律；在审美结构上，书法与音乐都

有主次、虚实、起伏、奇正、疏密、高低、藏露等位置经营……

总之，书法与音乐一样都是一个富于节奏感和韵律感的生命形

式，都是极富抒情性和表现性的艺术类型。尽管书法作品主要

是诉诸视觉的造型艺术，但是汉字的形、声、义相统一的表意

文字特征，书法与音乐相通的审美特征，使得我们不能忽视书

法艺术的字声之美。

字声的平仄美，主要来源于汉字语音的四声声调，主要体

现在书写对联和诗词歌赋作品的书法作品之中。所谓字声的平

仄美指的是，书法作品遵循汉字语音的四声声调的变化规律，

达到书法作品所书写的汉字平仄相应、声调和谐的笔墨实践自

由境界，或者说就是：书法作品以汉字语音的四声声调协调变

化规律来实现汉字书写的审美目的而形成的汉字线条的自由形

象显现的肯定价值。尽管这种书法字声的平仄美往往从字形中

看不出来，但是，它却必然从汉字的形、声、义相统一的整体

中显示出来，或者本来就蕴藏在对联、诗词歌赋等作品的创作

结晶之中。比如，郑板桥所书“难得糊涂”和“吃亏是福”，看

似随手拈来的四个字成就为一幅书法作品，可是它们都是“平

平仄仄”格式的平仄协调的字形表现。许多书法作品所书写的

汉字本来就是讲究平仄的诗词歌赋，因此，其书法字声的平仄

美就蕴含在其中了，关键就在于，书家在书写这些平仄协调的

诗词歌赋作品时，应该先熟悉作品本身的平仄声调，以安排出

相应的笔画美、间架美、章法美、字义单纯美、字义意蕴美、字

义意境美，使得字形和字义的节奏性、抒情性、表现性能够与

字声的平仄美“和而不同”，“息息相通”，相得益彰。这就要求

书家不仅有书写汉字的高超熟练技巧，更应该有深厚的文学修

养功底。

字声的韵律美，主要来源于汉字的独体方块字的声母与韵

母的构成，就是指汉字的声韵与节律，特别是在中国古代的格

律诗词中，韵律的构成主要就在于大致相同的声调和韵母的反

复重复以及有规律的变化。因此，中国诗词的韵律主要就在于

三个方面：平仄、对仗、押韵。平仄是汉字语音的声调的协调

变化所形成的抑扬顿挫的音调和谐，对仗是诗句中的词语的平

仄、词性的对应变化所形成的整齐对应的汉字排列形式，押韵

是诗句中的头部或者尾部的字词的韵母大致相同或者相近的反

复和有规则变化所形成的节奏协调。汉字诗词的韵律美也就是

平仄、对仗、押韵的规则所达到的令人愉悦的语言实践的自由

境界。它最早来源于古代语言艺术的诗歌、音乐、舞蹈“三位

一体”的音乐节律。因此，汉字的语音构成给汉字的韵律美奠

定了基础，在汉字的形、声、义相统一的整体中，汉字语音的

独特声调和声韵形成了汉字的独特韵律美。在长期的诗词歌赋

的创造性实践中，汉字的韵律美也由诗词歌赋的文学创作实践

移植到了书法艺术的实践中。尽管书法艺术的造型性似乎看不

到汉字的韵律美，但是，书法艺术的抒情性和表现性却把音乐

艺术的韵律美融通在书法艺术的笔墨实践中，形成了点、线、体

的交响曲，即点、线、体的节奏和韵脚，以各种不同笔画的有

规律重复和变化组合，构成抒发情感和表露思想的节奏和韵脚。

上述所论述的字声的平仄美原本也是汉字韵律美的一部分，我

们这里所说的字声的韵律美却不包括平仄美，而单指字声的对

仗和押韵所达到的自由境界。在对联的书法艺术作品中，对仗

是字声韵律美的最主要方面，因为，对联本身就是对仗的艺术，

其中除了字形词义的对称和谐变化以外，就是字音的对称和谐

变化，让人读来感到字字珠玑，金声玉振，掷地有声。字声的

韵律美的另一个主要方面就是押韵的美。这在书写诗词歌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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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艺术作品之中就有充分表现，因为书法作品所书写的汉字

的整体构成本身就是诗词歌赋的韵文文体，其内在的韵头、韵

脚、韵尾都渗透出汉字的韵律美，可以使书法艺术作品的整体

变得气韵生动，对于一个深谙中国古代诗词韵律美的欣赏者来

说，书法艺术作品的字声的韵律美，尽管并不直接显身，却也

是绕梁三日，不绝于耳了。这就是所谓“此处无声胜有声”，也

就达到了我们所谓的“大音美”了。

字声的大音美是汉字书法艺术的笔墨实践自由的一种特殊

的境界。它指的是，汉字书法艺术的字声的平仄美、韵律美的

无声表现或者内在的蕴涵。也就是说，书法艺术的字声美，最

终并不以听觉器官的感受为途径，而主要是通过创作者或者欣

赏者的心灵感悟，而这种心灵感悟却是人们在长期不断的书法

笔墨实践过程中积累沉淀为人们的潜意识的文化修养的结果。

正是有了人们长期不断的书法笔墨实践以及相应的文学艺术、

汉字语言学的知识积累，人们的审美潜意识的心理层面中就有

了一个关于汉字字声美的审美图式，这个汉字字声美的审美图

式就可以使得书法的创作者和欣赏者能够感受和体验到书法艺

术的字声美，这种虽然没有外在听觉表现的汉字字声美（平仄

美和韵律美）就是我们所谓的字声的大音美。老子曾经在《道

德经》中说过：“大音希声”。这句话的字面意义是：最高级的

美的声音就是无声之音，它是耳朵所听不见的，即达到至高无

上地位的东西是不可用感觉器官来把捉的。换句话说，老子认

为，世界上最高级的美的声音或音乐，不是人为的、部分的、可

感的，而是天生的、整体的、体现了“道”的形而上性质的，只

能以整个心灵去体验的声音或音乐。后来，庄子继承发挥了老

子的思想。在《齐物论》中，庄子把美的声音分为“人籁”“地

籁”“天籁”三种。“人籁则比竹是已”，即箫管等乐器发出的声

音或音乐，属下等；“地籁则众窍是已”，即风吹窍穴所发出的

声音或音乐，属中等；“天籁”则“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

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即块然自生的自然的声音或音乐，为

上等。在《天运》中，庄子还论述了“天籁”的特点：“听之不

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5]35-37 这实际上

就是老子所赞赏的“大音希声”。这些论述和分析都显得十分神

秘而玄奥，实际上，汉字字声的大音美，就是一种形而上的、精

神性的、情感性的、表现性的美妙的声音或音乐，它不是听觉

器官的感受所能达到的，而是只有整个心灵的体悟或者顿悟才

能把握，而这种整个心灵的体悟或者顿悟，就是一种直觉的把

握，也就是积淀着理性的直接感受，它以感觉的形式出现却实

现了理性的理解，即能够通过直觉而全面、本质地把握住汉字

字声美，因而，这种被直觉把握的汉字字声美就是字声的大音

美。这种字声的大音美，从外表来看它的声音或音乐是人的耳

朵听不到的，但是，它却内在于汉字的形、声、义的统一体之

中，只有那些心灵中积淀着关于汉字的形、声、义的相关知识

的人，才可能以一种积淀着理性的直觉的方式体悟或者顿悟到

这种非感性的、形而上的字声美。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书法艺

术的造型艺术类型而忽视书法艺术的字声美，而应该成为具有

可以把握汉字字声大音美的心灵的书法艺术的创造者和欣赏者，

整体地理解和把握汉字的形、声、义相统一的表意文字特征，全

面理解和把握书法艺术的字形美、字义美、字声美相统一的“大

美”“全美”“纯美”。

综上所述，汉字书法美是一个以汉字形、声、义相统一的

整体为依托的，中国独特的艺术形式，因此我们在分析和论述

汉字书法美的时候就不能仅仅涉及汉字书法的字形美，而应该

同时顾及汉字书法艺术的字义美和字声美，全面和本质地理解、

分析、论述汉字书法艺术的美，这样同时就要求我们的书法创

造者和欣赏者，不仅要懂得书法艺术的笔墨技巧，还应该懂得

汉字的文字学知识，应该具有相关的汉字语言艺术或者文学艺

术的深厚基本功，并且把这一切必备的学识和知识，通过长期

不断的书法笔墨实践，积淀在自己的潜意识之中，成为文化潜

意识和直觉妙悟的深层底蕴和高度感悟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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