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书画艺苑2017年10月31日 星期二

书法之理源于自然之美
—对书法创作的一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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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涛

东汉蔡邕云：“书肇于自然”，道破了书法的
本源，它从自然造化演变中汲取精华。汉字是由
表形文字发展起来的表意文字。汉字书法家是
在对自然和人类社会活动不断认识实践的基础
上思维抽象化的结果，进而成为书法艺术。这
其中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书法大师，如李斯、钟
繇、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苏轼、黄庭坚、董其
昌、于右任……他们将书法推至一个又一个书
法艺术的巅峰。

书法艺术实践与理论的涵濡广大，论述冗
繁，学习认识掌握书法艺术不是件易事。因此我
们需要寻求书法艺术的规律，识其原理，求达事
半功倍。那么，什么是书法的原理呢？书法之理
是书法家自觉熟练运用和自然演变的规律及揭
示自然美的过程，书法结体构成被固定下来已经
成熟，再行突破，为所不易。然书法艺术的章法，
却不受古之约束，像于右任草书所取得的艺术成
就，成为书法发展的丰碑。书法规律是如何使书
者在遵循自然演化法则的基础上，驾驭笔墨，去
法由缰，少走弯路，准确的把握和展示自然美的
途径。

有志于攀登书法艺术高峰的书者，在历经临
池、摹绘、对临、背临，乃至真、草、隶、篆等的认真
学习和大量实践研究后，几十年沉淀得书法精进
至脱法，即将实现书写心性、挥洒瀚墨，成就作品
阶段，这是书法艺术上升阶段重要的瓶颈。突破
这个瓶颈非常不易。

我 9岁开始习书，在漫长的书法研习的道路
上，逐步完成了用笔、解体、气韵等环节在书法创
作中的应用，但每经沉心细品，作品少精神，缺气
象，为此苦恼了很久。一日，在好友石原的推荐
下，翻阅清朝人江慎修《河洛精蕴》中关于地盘与
天盘对应演变的东南西北运行规律，悟得自然之
道，随之用于书法。

书法从自然中来，毋庸置疑，书法艺术的形
成也必然遵行着自然法则。于是我将古人名帖
逐一翻阅，王珣《伯远帖》、王羲之《兰亭序》、颜
真卿《祭侄文稿》、《争座位帖》、怀素《苦笋帖》

《自叙帖》、苏轼《寒食帖》等，认真研读，逐字揣
摩，从用笔，施墨，布白，乃至章法等，揣摩名帖
无不烙印着自然美而集大成。名帖不仅气韵相
通，而且妙趣横生，气象万千，见道如破石，使我
顿开茅塞。

东晋卫夫人云：“书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
上下方正，前后齐平，便不是书”。因此章法应力
求生动和变化，但变化不应是无序的，是有规律
可循的。书法作品的“东南西北”方向，恰似起笔
于左上角，收笔于右下角，这可视为书法艺术创
作过程中的另外一条气运线。汉字结构的第一

笔画，起于汉字结构的左上角，最后一个笔画的
完成在汉字结构的右下角，既使上下结构的汉
字，起笔的方向也要像左上角倾斜，方可符合传
统意识的认同。一般习惯将书法作品的上方称
为天，亦是南，下方称为地，亦是北。左边代表
东，右边代表西，所以书家将汉字结构和作品的
左上角称为“东南”，右下角称为“西北”。书法艺
术的创作过程也是遵循这个规律。

书法创作传统习惯是由上而下，由右向左排
列书写（本文未考虑其他排列的形式）。一幅优
美的书法作品，业已知道，是章法竖向气韵与“东
南西北”气运相互作用和谐统一而构成的。

那么论述一下书法行气或说竖向气韵的作
用。什么是书法的行气呢？行气是指由上而下，
一气呵成，将一行汉字中的每个字，都使其气韵
相通，上下呼应自如，左右顾盼自然的一种气
象，它是书法线条运动的结果。它所起的作用
是主体反映章法竖向的自然美，有如瀑布，由上
直泻而下，飞流直下三千尺，给人以淋漓痛快的
感受；也有跌宕徐徐而下，给人以跳动欢快的感
受。像篆书、行书、行草等较能反映出行气的作
用。总之，书法行气竖向的特点是直观的、阳刚
的，生动的表达书法作品的节奏美和流动感。
它是书法艺术创作的基石，也是书者书法创作
的基本功。

书法创作要使作品呈现出万千气象，还需正
确的认识和使用“东南西北”所构成的这条气运
线，用于章法上造其形、丰其貌、秀其体，方可展
现书者的个性气质和特征，这也是本文着重讨论
的要点。

正如《河洛精蕴》中所言起于“东南”，落于
“西北”，这与汉字书写的顺序相吻合，毫不例外，
书法艺术本源于自然，故被其约束也是为必然。
这就要求书者，从鸿蒙初辟的第一个字开始至作
品完成，不仅使章法的竖向气韵得到满足，同时
也要满足“东南西北”气运横生的要求。即一个
汉字的气门在“东南”，“瀚不虚动，下笔有由”。
要使气运由“东南”而入至达“西北”止。务须在
完成书写汉字结构时，哪些笔画该相交、相搭、相
切、相离、相背、相望等。要求笔笔到位，不能含
糊。整幅书法作品的章法的气运亦是如此，好比
以单字为笔画，构架通篇章法，气运由“东南”入，
至达“西北”止。古人云：“疏能跑马，密不透风”，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心在字里行间游历，“横看
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感受，使书法作
品横空出世，气运八方。

王羲之云：“阳气明则华壁立，阴气太则风神
生”。“东南”即揭示书法艺术创作过程中的视角，
它在书法作品的左上角。书法创作的目的是书

者以笔墨为具，用最为抽象的形式语言，表达宇
宙运行阴阳变化的规律。一件优美的书法作品，
就像是言外有意，象外由旨。通俗的说，书入画
境。然而，作画可以自由的预设视角，绝书法不
能宜似。

《河洛精蕴》中所言“西北”，它的意义可以引
导书者在创作中正确的运用行气和气运之理，使
书者因文理而生情，情注于笔墨，笔墨映文理节
节而出，使作品的节奏和气韵洋洋洒洒，佳作成
矣。“东南西北”还揭示了书法创作过程中的至上
精髓，显示了章法布局应有的错落有致。书者在
书法创作中，自觉的运用“东南西北”演化成像的
规律，必将打破呆板、毫无生气书法艺术的表现
形式，在反复实践的基础上，终将使书者找到一
条属于自己的、充满活力的、有生命力的艺术之
路。使书者内心的思想情感与书艺完美的结合
在一起，成就书法艺术的大气象。“西北”是气运
之止的地方，是花开成果之处。所以，当书写汉
字的最后一笔时，一定要气沉心闲，笔意到位，不
可潦草书写而就。

以上着重论述了“东南西北”对章法创作形
成的影响和作用，作品的气运由“东南”而入止于

“西北”，进而阐述了章法的视角在“东南”，再而
论述了章法的布局应错落有秩；还论述了“西北”
成化收藏之地，对于书法创作气运节奏的指导意
义。这些书法之理告知书者，不仅要学习运用好
章法竖向气运形成的规律，也要更好的学习运用
横向气运通达、气象万千的创作技巧。

书法章法的气韵与气运是相互作用的，是一
个有机和谐的系统。从这一意义出发，要求书者
在创作时必须坚固两个方向的创作技巧，其一是
竖向行气的形成，二是“东南西北”气运的形成。
即揭示了这样一个规律：书者每书写一个字，须
接受它的上面和相邻字影响和制约，阐明了在书
写完成一个字之后，后续所有要书写的字，在章
法创作布局中，只有一种最佳的书写表现方式，
书者的任务就是找到并把它书写完成，这也是常
说的“一字可领篇”内涵的深刻诠释。

所谓书者书艺精进至瓶颈，可理解是书艺抵
达到脱去因常年累月临池所制约的法度，换以

“自由”书写书者情怀的节点，这的确是个坎。如
何突破这个瓶颈，只要书者思考和实践“东南西
北”在章法中的应用，就可以华丽转身。

书者自然明白，法明何需常牵挂，已然于胸，
刻于笔墨，只要控制、驾驭好笔墨的方向，一幅完
美的书法作品必将展现在书者的面前，这是对去
法由缰最精旨的解读。书法艺术来源于自然，反
过来又为揭示自然美而服务，是书法艺术精进至
更高层次的一个过程。

逆入涩出气紧收，悬提重墨按轻柔。
楷行隶篆姿千态，草贵云腾韵理修。
书法艺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为了传承和发扬书法艺术，我在

大量阅读书法古籍和论述的资料后，并结合本人长期从事书法艺术实践
和体会的基础上，将书法艺术的精要高度凝练和概括，总结成七言四句
诗，朗朗上口，便于辅导和习书，特别是对中小学生，初学书法艺术的人
们，给与学习书法艺术正确的方法，不走弯路，具有一定的意义。其诗名
为《书津》。

第一句：提笔写书，下笔锋毫须从逆入开始，之后涩出，即书写的线
条笔画不要光滑，要像“屋漏痕”似的，笔画在收笔处，用笔要果断、紧凑，
不要拖泥带水，书写过程的注意力要集中。

第二句：施墨是有规律的，笔画的书写是在提按的过程中完成的，当
需要施重墨时，笔要提得住，淡墨反需按下去，这样做的效果和目的，使
得书写出来的笔画线条在力感上保持一致性，产生美感。同时很重要的
一点是，书写过程中身体要放松，不可使用蛮劲，只有这样才能书写出高
质量的书法线条来。

第三句：学习书法艺术，应从基础，楷书、隶书、篆书、行书学起，掌握
不同书体碑帖的艺术风貌。

第四句：草书是书法艺术美的最高形式，是建立在诸多书体之上综
合书法艺术，变化莫测，达性通灵，也是书法人个性综合素质、修养的体
现。但也不是高不可攀，是有规律可循的，这其中最需了解、熟悉、直至
掌握的核心要素，是书法艺术的韵，有韵得书成。

李涛九岁随书香门第的祖父学习书法，研习古碑帖。之后又追随先生刘炳森、刘艺、韦江凡、吴休、王安泉
学习书法艺术，及篆刻大师刘铁宝的悉心辅导。从师法古人到取法今贤，完成了篆、隶、楷、行、草五体的探索
积累。

李涛不仅是书家，而且是现代书法理论的研究者，这次发表书论《书津》、《书法自然之美》两篇文章。《书津》将
书法艺术的精要，高度凝练和概括，总结成七言四句诗，对初学书法艺术的人们，给与学习书法艺术正确的方法，
具有一定的意义。《书法自然之美》论述的书法之理是书法家自觉熟练运用和自然演变的规律及揭示自然美的过
程，书者在历经临池、摹绘、对临、背临，乃至真、草、隶、篆等的认真学习和大量实践研究后，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
创造出了一种真正属于自己风格特点的书体，以及书家创作时应有的精神状态。蔡邕在《九势》提出了“书肇于自
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的重要思想。李涛所作《书法自然之美》更为详细的论述了书家主
体对于自然的高度强调，对主体创作自由的高度尊崇，使得他尤其强调书法主观情志心绪的表达，为书法理论由
尚形向尚意转换，确立了理论基础。

艺术作品书写内容的不同，书写者的身份不同，因而表现出不同的艺术特色，但是坚持以人民为导向，服务于
人民的艺术创作必然会焕发强大的生命力！只有在“人”的价值得以发现，“文”的自觉得以展开时，书画艺术的功
能才与人格魅力以及人的创造精神联系起来。书之精神，就是书者主体精神的反映。学古人书，不能只学其形
似，更重要的是要领会其精神。写我之书，只是借古人之规矩，立我之精神，这才是书法的宗旨。

康有为说过：“书法之妙，全在用笔”；用在李涛身上感觉“书法之妙，全在用心”更为妥帖！唯有用心才会坚
持；唯有用心才能苦修；唯有用心才能精进。

书 津

书法艺术奥妙的有益探索

李涛，字香霖，号南恭。1960年出生于北京。九岁随出身书香

门第的祖父习书，打下坚实基础。转益多师，又随刘炳森、刘艺、韩绍
玉、韦江凡、吴休等老艺术家学习书法艺术。特别是得到刘铁宝、王
安泉等老师的教诲，研习书艺。精于楷书行书与行草。苦学不辍，造
化天成，卓为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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