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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孙晓云在

《人民日报》发表了《守正创新书写新时代

气象》一文，将“守正创新”作为当代书法

艺术的主旋律，从而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核

心价值观及自觉担负的文化使命性、艺术

责任感。今年，中国书法家协会等 11 家

协会、学会曾联合发出过《关于规范使用

汉字的倡议》，旗帜鲜明地公开抵制故意

将汉字笔画和结构进行粗俗草率、夸张变

形、怪诞肢解的“丑书”、“怪书”。这无疑

是相当及时而非常必要的，也将有益于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由此想

起著名学者、书法家谢稚柳先生改“书法

集”为“书集”的启示。

一字之删的文化意识与艺术觉悟

我国的书法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

长、博大精深，具有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

的双重功能，因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标识

与艺术样式的经典。而“丑书”、“怪书”的

出现并流行，是对书法根基的颠覆、艺术

精神的玷污、创作理念的解构与线条形态

的丑化。从本质上看，是对书法审美认知

的异化与笔墨表现的疏离。谢稚柳先生

在 1997 年出版他个人的书法作品集时，

把《谢稚柳书法集》中的“法”字删掉了，变

成了《谢稚柳书集》。这一字之删，在当时

的书法界中，有些同仁还不理解，似乎是

跌档次与不雅致，然而此举在今天看来，

更凸显了谢先生清醒的文化意识、先进的

艺术觉悟与独到的笔墨认知。

多少年来，书法界所推崇的名言是西

汉杨雄在《法言》中所说的：“书，心画也。”

在我国所有的传统文化艺术中，也许没有

哪一种能像书法这样典型地代表着一种文

化人格，体现着一种审美情致，象征着一种

精神传导，彰显着一种社会语境。由此来

解读谢先生将自己《书法集》中的“法”字删

去，正是从根本上让书法回归书写的本意

与笔墨的本体，从而凸显了他一种高迈的

书学思想、纯真的笔墨理念与精当的创作

追求：即不是为书而书，为法而法，而是以

净化的线条之美及纯真的笔墨之意，充分

显示书法的本体精神与线条形态：笔墨矫

健有力，结构疏密有致，章法呼应和谐，气

韵畅达贯通，意境内涵丰逸。而“丑书”、

“怪书”就是人为的为写而写，背离传统的

笔墨谱系与优秀的书风艺脉，笔墨线条诡

狷怪异，书风形式粗制滥造，以丑为美，以

怪为奇，以乱为法，以狂为上，使书法沦为

一种“丑怪恶札”。

“丑书”、“怪书”对书学精神的背离

历史地看，在漫长的中国书法发展史

上，书法最初是以“书”名世相传相承的。

可见谢先生当年的将《书法集》改为《书

集》也是颇有历史眼光、人文情怀与书学

见解的。东晋“书圣”王羲之在《书论》中

直接提出“大抵书须存思”，即推崇书写的

思考性与思想性的统一践行。而“小圣”

王献之的学生、南朝的羊欣在写《采古来

能书人名》时，并不把李斯、蔡邕、王次仲、

张芝、王羲之、王献之等大家称为书法家，

而是称为“能书人”。从中可以佐证书写

的纯真性与文化性。而出身“琅琊王氏”

的南朝齐之王僧虔则在《笔意赞》中提出

了著名的“神采论”：“书之妙道，神采为

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从

而高扬起中国书艺的精神导向性与神采

唯上性的旗帜。“俱往矣。”书法概念滥觞

于唐宋，而真正流行起来却是从明清开

始。但在书法概念盛行的时候，书法家们

依然重视并遵循书写的自然性、自控性、

自重与性思想性，是以思载法，以法承技，

道法合一。

综上所述，可见从“书”到“书法”的演

变，正折射出了知识、信仰、思想到人文的脉

络。对历史认知的茫然、艺术理念的缺失、

审美精神的失落及笔墨技法的错乱等，正

是“丑书”、“怪书”者的症结所在。也就是为

了视觉的刺激、眼球的惊悚、线条的诡异、笔

墨的变态、炫技的粗暴、形质的崩溃等，“丑

书”、“怪书”者狂涂乱抹，恣肆妄为，乖讹紊

乱，完全失去了笔墨的肌理、线条的形质、结

构的范式，更无审美的意境与精神的风采，

如一片断垣残壁、满地瓦砾废墟。更值得

警惕的是这些“丑书”、“怪书”还时常入选各

种书展，有的甚至还能获奖。更值得重视

的是有的还作为字模，流入了字库。唯其

如此，中书协等才公开亮剑，并以发文的形

式明令禁止，不能使其放任自流，泛滥成灾。

对书之真谛的虔诚皈依

“人不仅在意识中以理智的方式，而且

也以实际工作活动的方式，表现了他自己，

从而在自己所创造的那个世界中观察他自

己。”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

说的这段话，深深地启迪并要求我们在书

法苑中要尊重并呵护其审美宗旨、创作规

律与笔墨底蕴。而谢先生从“书法”到“书”

的一字之删，正折射了这种文化的自觉、审

美的自省与挥毫的自律，是对书学精神的

虔诚皈依，是对笔墨精髓的深入把握。

从谢先生的笔墨求真、风格自建中，

可见任何一种艺术风格的孕育与形成、发

展与确立，都是努力实践、深入思考、反复

探索的结果，即如唐张彦远所言：“外师造

化，中得心源。”而“丑书”、“怪书”者大多

耐不住寂寞，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于是强

行求变，笔墨故意忸怩作态，线条故意怪

丑无序，结构故意涣散疏蔓，即风格的强

制化、杂耍化、丑怪化，从而使风格极端地

异化为反传统，扭曲为伪幼稚、假弱智，从

而在创作心理、艺术效果、审美功能上呈

现了一种悖论姿态。此类搞丑作怪的现

象在当代篆刻中也有所反映，如将印文线

条写得紊乱猥琐，用刀则草率浮滑，章法

则支离破碎，用矫揉造作来搞得似乎原始

单纯，从而否定了篆刻艺术的本体精神，

使铁笔神韵和金石精神荡然无存。

“丑书”、“怪书”的“障碍”所在

王羲之在《题卫夫人笔阵图》中阐述

书之关键是：“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

也。”即书者要有思想的引领，而技法（本

领）是受心意支配的。唯其如此，谢先生

将“书法集”改为“书集”，这既是对书法艺

术的归朴返真、由表及里，也是对书法美

学的寻根索源、登堂入奥。由此也想到唐

穆宗向柳公权请教书法之要义，柳一言以

蔽之“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这就是大

唐史上著名的“笔谏”，也反映了书法美学

思想的核心。

从书法艺术学来看：书法的美学思想

与审美意识是笔墨引领与创作的主引，即

书者腕底笔端的文字线条是一种思想的传

导、情感的表达与生活的代言。正是在这

个逻辑起点上，中国书法史上的不少经典

传世之作，在一开始并不是单纯地作为书

法作品出现的，如有“墨皇”、“祖帖”之尊的

西晋松江陆机的《平复帖》原本就是一封写

给友人的书信；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的东

晋王羲之的《兰亭序》，就是一次朋友雅集的

记录。从中可见，书法本真是一种精神现

象与思想表白。而“丑书”、“怪书”者则是书

法美学思想的迷惘、审美意识的倾斜与创

作理念的偏差，表现为技法范式的混乱、笔

墨点划的粗劣与线条章法的杂芜，溃不成

形而涣散颓废，完全失去了书法的精气神

与笔墨的形质感。由此不仅使人想起了黑

格尔对中国书法的忧虑，这位德国哲人在

《历史哲学》中认为，中国文字书写会导致

“对科学的障碍”。即这种极端个人化的书

写容易失控，从而与科学的严谨性和逻辑

性是背道而驰的。而“丑书”、“怪书”正是这

种“障碍”的典型表现与异化演绎。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抵制“丑

书”、“怪书”的同时，也要进一步努力提升

当代书法的文化内蕴、艺术境界与笔墨品

位。唯其如此，谢先生将“书法集”改为

“书集”是具有教科书式意义及书学构建

价值的。为了弘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匡扶展示中国书法的美学形象，我们要不

忘初心，不负使命，砥砺奋进。

谢稚柳改“书法集”为“书集”的启示
■王琪森

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一段视频：为更

好服务于爱好艺术品收藏的朋友，一位瓷

器鉴定专家领衔团队精心打造了“保真拍

卖”和“保真推荐”两大板块，今后将在平

台上为大家提供服务。“保真拍卖”将秉承

“保真不免责，所见即所得”的服务理念，

为大家提供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交流

平台，为每一件拍品提供保真服务，保证

每一件拍品的描述内容与实物一致，并为

此承担后续服务与责任。

网拍，作为一种新兴的拍卖方式，其

以方便、快捷而受到藏家朋友的青睐。但

随着交易中涉及拍品不真实、邮寄拍品实

物与描述内容不一致等系列问题的出现，

网拍的口碑曾因被诟病而一度骤降。从

这个意义上说，提出“保真承诺”，秉承“保

真不免责，所见即所得”的服务理念，为每

一件拍品提供“保真”服务，无疑是给网拍

吹进了一股清风。

尽管网拍特点明显、优势突出，但其

潜在性问题也不容忽视，尤其是对不加

自律、存在造假牟利企图的网拍从业者

来说，极易通过网拍固有的短板而钻空

子，如利用只能网上看而不能现场鉴并

带回实物的缺陷实施“掉包计”，再比如

利用“保真免责”的条款斩断售后服务的

链条，等等。当然，也不排除有的网拍团

队虽不存在主观上作假谋利的企图，但

因为团队结构不尽合理、整体实力不强，

故而造成把关不严、管理混乱的尴尬情

况。于是，为挽回既有的损失，也只能依

仗“保真免责”的普适性原则和规定，来

个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以至在不管不顾

中顺水推舟，让受拍者替他们的失管、失

误埋单。

是啊，并非所有网拍都能作出“保真

承诺”，因为这不仅仅是关乎勇气的问题

——毕竟，勇气是需要由强大的核心实力

和道德良心托底的。之所以如此斩钉截

铁、掷地有声地提出“保真”服务，相信这

是他们经了对自身底气与责任相一致的

综合考量以后，向广大藏家朋友和社会所

作出的庄严承诺。什么是“底气”？就是

对自我鉴定团队各位专家整体素养的一

种高度自信，对各成员之间相互信任、互

相合作应有的一种默契自觉。然而，“底

气”归“底气”，谁也不能保证一定万无一

失，或许“好马也有失蹄的时候”。如此，

那么在无法“保真”的时候，又靠什么来兑

现“保真承诺”呢？“保真不免责”，就是兜

底性的一条“保险带”，按时髦的说法，就

叫“打补丁”。换言之，也只有实现了“底

气”与“责任”的良性互动、珠联璧合，“保

真承诺”才有约束力、落脚点，“保真服务”

也才能让人放心、令人满意。

值得一提的是，网拍不是“盲盒”，不

能让参拍者凭运气、手气拍得心仪的藏

品，更何况到头来也只能等来枉然徒劳的

结果；网拍更不是“盲拍”，决不能让参拍

者在稀里糊涂中任人宰割，在故意设局中

被人算计。网拍理应秉持公正、公平、公

开的原则，因为从本源意义上说，它应该

是透明、真实、清朗的。事实上，也只有这

样的网拍才真正撑得起“文化”的名号和

牌子，也只有这样的网拍才能实现绿色可

持续的发展。

做有良心的网拍，既要靠网拍从业者

们坚持刀刃向内、行业自律，在不断锤炼

增强“底气”实力、提升“责任”自觉上下足

功夫；也要靠接受监督、适应监督，并在坚

持立说立行、即知即改中，去不断擦亮让

参拍者和社会“信得过”的金字招牌。

“保真承诺”是底气与责任相一致的体现
■赵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