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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技术、人文——郑晓华学术

论文随笔集》（荣宝斋出版社 2021 年 12

月第 1 版）的出版，是中国书法理论研究

的重要成果，也是当代学者在这一领域

的探索与突破，值得关注和思考。

如果说中国书法理论有着传统和当

代两个系统，传统书法理论因历史久远，

人才众多，文化站位高，给我们留下了宝

贵而丰厚的学术遗存。当代书法理论研

究起步晚，后劲却很足，在短短四十余年

的时间跨度里，一批中青年学者崛起，他

们接受了系统的现代教育，有着丰富的

书法创作经验和系统的历史、美学、艺术

知识，认识书法的眼光全面，思考书法的

角度独特，判断书法的尺度准确。他们

在传统书法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西方人

文思想和当代书法创作的特征，有了重

大的理论认知，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郑晓华是这批中青年学者中的重要

代表。1979 年，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

史系，1995 年至 1998 年考入首都师范大

学书法研究所，在欧阳中石教授的指导

下攻读博士学位。良好的教育背景，扎

实的学识积累，卓异的学术才干，长期的

高校教学经验，锻造了一位新型的书法

研究人才。显然，郑晓华这代人承担了

当代书法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他们“大

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胡适语），辨析

传统书法理论的真伪，寻找书法理论的

时代答案，使新时期书法理论研究异彩

纷呈。

我对郑晓华的书法美学思想和学术

追求有一定的了解。《图形、技术、人文

——郑晓华学术论文随笔集》其中的章

节和篇什曾在专业期刊上拜读，深领其

中三味。首先，郑晓华以书法专业学者

的身份，对中国书法做了全面的检讨。

他通过对传统书法理论的解析，探求不

同立场与观念之间的差异和融通，进而

确定中国书法的美学形态和艺术价值。

他直抵文字与书法的关系，他认为，有了

文字，书法才有机会展开自己源远流长

的历史。他说：“以对客观世界的本质把

握为特征，中国艺术确立了自己独特道

路，并演绎出自己独特的手法、技术。媒

材、标准等。书法，就是中国人这种由易

象思维衍生的艺术理想，在纯抽象形式

层面的展开和表达。”所言极是。中国书

法史，在不同年代有了不同的发展变化，

这种发展变化集合着先人的智慧，探索

并实现了文字体系的多样化，书写风格

的多元化。

其次，郑晓华对书法的生态形式有

了清晰的认知：实用和审美。的确如

此，中国书法艺术有独特性和复杂性，

她与任何一门艺术都不能等而画之，她

的文化功能性持续书写着一个民族的

文明程度，而使生命飞扬、情绪激荡的

艺术动能由此生发，将中国人引入另外

的美的世界。这是独树一帜的，也是别

开生面的，是中华民族智慧的象征。从

实用到审美，作为一个优美的过程，从

郑晓华的眼前经过，目睹最后的落脚

点，他看到了极其丰富的笔墨呈现。郑

晓华讲道：“这数万个图形各异的汉字，

就是一个巨大的抽象点线组合图库，它

们自身所具有的图形差异性特点，或者

说点线空间分割的不同格局，就构成了

巨大的‘空间形式美’表现潜质。”应该

说，郑晓华的表述，站在了现代立场，具

有预见性和超前性。他知道，对于博大

精深的中国书法，试图探知原理，需要

多学科知识的支撑。不借助更多的知

识力量，自然浅尝辄止，中途而返。当

前中国书法理论研究的一些问题得不

到解答，究其原因就是部分学者的知识

体系单一，文化视角狭窄，思想深度不

够，持之以恒的精神虚弱。郑晓华是新

一代的书法学人，文化准备扎实，问题

意识明确。而早期的书法研究者，多是

“余事做书家”，他们在文字学、文学、考

古学、美术学研究以外的时间里，谈论

书法，免不了缘木求鱼。郑晓华的专业

就是书法，这是历史的必然，是时代的

抉择。因此，他的研究范围和思考焦点

有着广泛的社会背景做支撑。

第三，郑晓华对中国书法的艺术形

态进行了归纳。今天，书法的实用价值

变小，审美价值增大。对书法的推理，将

更多地落在审美的层面。于此，郑晓华

注意到创作的主体——书法家。书法作

品是书法家创作的，那么，什么样的书法

家能够胜任审美书法的创作呢，郑晓华

认为，书法家的最高境界，“立足于对自

然、生命的敏锐感悟，通过高层次的生命

体验和高度的艺术抽象、夸张、提炼，以

最简洁的视觉语言，表现浩淼宇宙万千

事物的生命运动之情”。

“生命运动之情”是审美的关键词。

然而，“生命运动之情”是感性的，也

是理性的。在郑晓华的心目中，书法“艺

术，是指在创造既可分享又具有美学意

味事物的过程中，对技巧与创造性想象

有意识的运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具体作

品”。中国书法有显著的技术特征，传统

书法理论对书写技巧的反复论述，对书

法品质的判断，立场明确，线条清晰。基

于此，郑晓华通过对古今中外不同艺术

体裁的对比研究，告诉我们，艺术首先必

须具备技术高度，有技术不一定是高水

平艺术，但没有高超的技术，肯定不是一

流的艺术。为什么说“有技术不一定是

高水平艺术”呢？郑晓华强调艺术创作

的“原创力”，推崇艺术感觉，承认灵感在

艺术创作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他说：“这

里既要有对既往经验的继承，还要有对

现存规则的突破。没有对既定规则的突

破，就没有历史性开创与超越；没有历史

性开创与超越，就没有一流。”

《图形、技术、人文——郑晓华学术

论文随笔集》历史文化结构坚实，艺术人

文信息丰富，文笔凝练，观点新颖，逻辑

清晰，对书法艺术的发生发展，对书法艺

术参与现代人审美生活的方式，进行了

详尽的考察和大胆的预测。作为新一代

具有国际视野和时代高度的学者，郑晓

华熟稔书法的历史架构，戮力思考书法

的现实问题。他是学者，也是艺术行业

协会的管理者、组织者，他对当代书法创

作的趋势，书法教育与书法批评，对当代

书法家文化修养的提升和书法创作的提

高，做出了明确的设计和有效的推动。

他把思考和实践付诸文字，对于我们全

方位理解书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经验

和理论依据。

书法理论的时代答案
■张瑞田

近日，艺术史学者、摄影评论家邢千

里的新著《照片的“罗生门”——中国当

代摄影的批评视野》出版发行。

桑德说，照片就是你的镜子，就是

你。对一个时代和国家的摄影来说，也

是如此。在这个所谓的“图像化生存”时

代，我们创作摄影，欣赏摄影，遭遇照片，

解读照片——其实是在建构以图像为核

心的话语逻辑和生活方式。我们通过这

面“镜子”观看这个世界，也观看他人，以

及自己。

罗生门是一个隐喻，一个关于生活

和摄影的隐喻，暗示着中国当代摄影的

生态折射出的复杂镜像。它们有关历史

与现实、东方与西方、摄影与艺术、本体

与美育等多重共生互融的关系。正如作

者在本书的结语中所说：批评即沉淀。

在这个错综迷离的影像时代，保持冷静

观察和独立思考的品质，激浊扬清，去伪

存真，或许是每一个当代摄影人和写作

者对自己、对历史应有的文化立场。

作为多家专业媒体的专栏评论家，

邢千里的文字涉猎摄影史、艺术批评、图

像理论等诸多领域，总能立足于更广阔

的学术背景，以更为宏观和细腻的角度

审视当代摄影的诸多问题，其文章通达

中有风采，平实中见丘壑。本书是艺术

史博士、专栏评论家邢千里继《中国摄影

简史》之后的又一力作，从逻辑上看也是

《中国摄影简史》的延续和补充。全书以

一种跨学科、多视角的批评史观和文献

使命，从摄影的信仰基础与观看视角、当

代摄影的文化策略、观念摄影的游戏特

征、当代摄影的本体反思、摄影的历史视

角与当代野心，以及当代摄影的权力与

话语这六大板块，对中国当代摄影的视

觉特征、文化属性、当代传播和审美接受

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梳理与研究，以史、

论、评相结合的行文，深入浅出，侧重摄

影作品、摄影现象、摄影理论和摄影批评

的立体关照和综合评述，兼顾学术性和

可读性。 （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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