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普及，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

体、全效媒体等新型媒体形式涌现，内容数字

化、渠道网络化，共享性、开放性，信息无处不

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传播呈现短、频、快、

碎、浅的特点。

审美的大众化与娱乐化，主要表现为批评

家批判精神的缺乏，思想的缺失；交换基本观

点的有效，深度思想交流的缺乏；“评点式”“感

兴式”审美批评的普遍化、普化趋势：“流行的、

短暂的、消费性的、廉价的、大批量的、年轻的、

诙谐的、性感的、巧妙的、美的和大商业性

的”。（英国画家汉密尔顿）大众审美是与艺术

专业群体的审美相对而言的，主要指生活中广

大群众的审美。专业群体虽然最早也是来源

于社会大众，但是术业有专攻，经过多年的专

业学习已经逐渐走上专门化、专业化道路，与

大众审美逐渐拉开了距离。大众审美是艺术

生存的社会环境和舆论基础，是专业创造、专

业教育的基础和最终服务对象，专业群体的审

美是对大众审美的引领和完善。大众审美和

专业审美，往往是有很大差异甚至差距的（雅

与俗）。一般来说，大众审美呈现出娱乐化特

征。好看、好玩、易懂是大众审美的自发要

求。当代大众审美语境的形成原因包括由乡

土文化到混凝土文化（传统到现代）、各级学校

审美和艺术教育的缺失与误导、浮躁之风不

减，其根本原因是现代文化语境之变，语言、文

字、工具之变是观念之变最根本的因素，存在

三个“三级跳”。工具之变，由毛笔到硬笔再到

键盘（触屏和语音）；语言之变，由文言文到白

话文再到网络语言；文字之变，从繁体字到简

化字再到拼音文字的冲击。此外，大众审美具

有趋同性，容易被媒体和专业团体的审美舆论

所引导。当专业团体内部存在明显审美分歧

时，会直接影响到大众媒体。因此，当代大众

艺术审美的乱象和迷惑，最终还是来自专业团

体的审美分歧。乱象的始作俑者往往来自专

业人士在新媒体平台上的展示和引导。

高等艺术专业教育处于整个艺术教育体

系的最高端。要提高大众艺术审美的整体水

平，关键在于专业团体的自身建设和整体审美

水平的提高。途径为1、深入传统经典，2、艺术

回归生活，3、创造时代风格。

专业团体放弃狭隘的功利主义和清高，真

正深入艺术传统经典，让创作回归现代生活，

努力创造出具有时代风格的作品，同时俯下身

子做好艺术普及工作和审美引导，才有利于大

众审美的改善。

（根据发言整理）

日常“书写”完成的是“字符”呈现，

遵循的是字形的规范与符号的辨识，所

有类别的文字均同理；艺术化的“书法”

呈现的是“艺术形象”，书写的技术是其

支撑，艺术形象的人文性与审美性伴随

技艺而呈现。

两者“审美”特征的差异在于，日常

“书写”的美具有视觉形式单纯的特征，

偏重类似设计的理性“形式美”；艺术化

“书法”的美，是其艺术性的呈现，美与

人文共生，丰富性与微妙的差异性是其

“形态美”的特征，可谓立体而千变万

化，妙趣横生。

观者对两者的感知便形成完全不

同的审美取向：日常“书写”，偏重实用

形式之美，实用中包含了“文化”——语

言的识读写，感知的是“符号”，指向知

识与概念；艺术化的“书法”，呈现的是

“艺术形象”，感知的是形象形态化的美

感特征，链接的是情感，指向的是趣味。

作为视觉艺术，书法之美以其可视

的“形态”而呈现美感特征。形态塑造

以技术作为操行手段，当技术中内敛着

创作者特有气息——人文性、审美性复

合为一种真情，具有真情的形态便呈现

出特殊的趣味——包含了美感的特征。

趣味在时空中形成一种气氛，情感

若被感染，正是书法之美的抵达。

技术是形而下的存在，技术的升华

是因人文性与审美性的植入，技术走向

技艺，进而臻于趣的境界。

趣是人文的形象转化，趣也外化为

美感特征。趣同时也是生理与心理的

复合：生理是欲望，具有功利性特征；心

理是愉悦，是无功利的审美。

人文是精神性的，知识是形而下的

载体，但可以通过美感形态而复合在艺

术形象之中；美感是体验性的，情感是

载体，通过“身体”而感知。

“书法美”的呈现：由技入道——技

术历练为技艺，技艺生趣，趣中有美。

书法的美感特征包括：

书法，美在形态的节奏——气息：

书法作品由“线”而呈现具有节奏的“形

态”，“气息”是书法美的整体媒介；

书法，美在气息的氛围——气氛：

书法的形象化视觉呈现，在特定空间中

形成“氛围”，萦绕着“身体”去感知美；

书法，美在场域的设定——标准：

书法的美依据“场域”的不同设定，而以

一种潜在的“标准”，引导着人们有选择

的感知——文人书法、民间书法、宫廷

书法⋯⋯

“书法美”，何以捕获？1、前经验：

感知依赖于“感觉经验”——特定的认

知能力，它是基于特定感知通道选择、

并对具有美感的经典书法视觉感知经

验的积累——整体的直觉，强调对“原

作”特殊时空的感知。

2、嵌入的知觉：来源于知识——书

法史、书法原理与学科方向知识——书

法的专业艺术素养。

3、体验后的感受：包括书法艺术语

言体验、技巧实践体验与创作体验。

“书法美”捕获的策略：1、建立“感

觉经验”：选择“觉性感知”通道，通过具

有美感的经典书法作品的“感知”，形成

书法审美的感觉经验，积累书法美捕获

的特殊“前经验”。2、提高书法专业艺

术素养：了解必要的书法专业知识，作

为隐形的“知觉”嵌入在感知过程中。

3、积累体验后的感受，形成对书法美营

造的“气氛”敏感。

日常“书写”定位在“形”的准确与

排布的整洁上，虽依赖技术性操作，但

缺失对“艺”的敏感，审美处于低位；艺

术化的“书法”，“形”中有“艺”，以技之

道予以实现，道中有人文，形便生趣。

这趣味是人的温度，来自生命体验的独

特感受，是在技艺呈现中的自然流露，

是一种独特的“美感”，审美处于高位。

技术永远是形而下的存在，技术的升华

必须臻于艺的境界，技术演变为技艺，

趣味得以生发，审美在趣味在萦绕！

由此，由技术与艺术的复合技艺，

才是书法美得以实现的基本保证！书

写的技术只有上升到技艺的高度，才

可能演变为一种艺术的表达。因为艺

术中有人文与审美，这时被感知的形

态才会有趣味的产生——一种特殊的

审美存在。也因此，字要写“活”，活才

有生气，才能呈现趣味，美孕其中。

“活”靠技艺的表达，来自技术加生命

体验的一种经验，重在技艺加持下的

自然流露。任何缺失技艺的书写、那些

依赖设计与理性驾驭的书写，都是低位

的美感表现。

“活”，既可以是稳健之活，如法度

森严的楷书；也可以是灵动之活，如笔

走龙蛇的行草。书法之美，各擅其美，

多元而各呈妙趣。

（根据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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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平:“书法美”，何以捕获？

凡高活着的时候没有卖出过画，没

有人理解他的创作，他只把自己的思

想、创作写信告诉理解并支持他的弟

弟；而今天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收藏

家将凡高的艺术奉为极品，用上亿美元

来购买他的画作。

黄宾虹活着时，其作品也没有像今

天这样“热”，虽然，在 20世纪 40年代，

傅雷为黄宾虹举办“八帙画展”，并以

“答客问”的形式向人们介绍黄宾虹绘

画的美妙，但其时仍无法让更多的人接

受黄宾虹的艺术。

凡高与黄宾虹没能被他们所处的

时代普遍接受与认可，原因是他们的创

作作品，超越了“时代审美”。绝大多数

的人只能或应该是接受所处时代的艺

术与思想、行为等等，若某人某种事物

超越了这个时代，那么他就会被认为是

“疯子”、“异类”，能够在同时代接受他

的人同样也是那个时代的超越者、具有

先知先明者———当然他们同样也不

会被时代所接纳。

超越时代产生了悲剧的艺术家。

黄宾虹、凡高是那个时代的悲剧，而五

十年、一百年后他们开始大放异彩，是

因为他们的艺术属于此时代，他们应该

是此时代艺术家，此时代应该产生这种

艺术，他们的艺术正是此时代人们的思

想、观念、审美标准。

作为个体的创作，凡高与黄宾虹是

悲剧的，对艺术史而言，他们的价值是

不朽的，几十年后，人们认识到了他们

艺术的高深，他们同样可以传承下去，

艺术史同样记载着他们的伟大。

艺术史上一定会有同样伟大的艺术

家创造出属于历史的伟大作品却没有被

艺术史记载，很可能他们的作品在流传

过程中，因为不被理解而逐渐地毁掉。

他的超越时空绝不是五十年、一百年，可

能是五百年⋯⋯我们无法统计出超越多

长时间才可能被人们认识。在今天同样

会存在超越时空的艺术家与作品，也许

在未来的某一时代，他们及其作品同样

被称为典范而载于艺术史，而今天，也许

他们同当年的凡高一样穷困潦倒，当代

人却无法认识到他的“伟大”。

伟大的艺术家应该属于未来，并代

表着那个时代。

（本文节选自《书法品评与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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