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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周刊记者 陈福香 统筹

《笔象·笔意·笔境》全书在整体
的结构布局中， 兼顾宏阔的视野和有
选择的阐释，浓缩“共性”（史学共识）
展开“个性”（自己的学术观点），张弛
有度，铺展自如。

不知怎的，读完吴慧平博士的《笔
象·笔意·笔境———书法鉴赏的艺术》，
竟然脑海中就时时浮现上述镜像，充满
一种特别的“求学”“解惑 ”学子的 “初
心”、 情怀， 真诚得让自己觉得十分珍
贵， 也觉得无比的 “奇异”———仔细琢
磨、回味，终于明了，原来是因为我在读
此书之前，刻意地“清空”了脑子里关于
书法的大部分信息，以一个“懵懂者”的
身份闯进了吴慧平笔下的书法天空，畅
然接受着他的“洗脑”———这一“洗”，还
真让自己美好地 “回忆过去”， 热切地
“畅想未来”了！ 我发现，自己对于书法
的认识确实更加通透，关于书法的一系
列思考仿佛也更加通灵，而且，以此书
把握书法的各个层面，你都会有难得的
通达之感———自然，这三者，是我当初
读丁文隽的《书法通论》时无法得到的！

《笔象·笔意·笔境》是一本很值得
所有搞书法、玩书法、研究书法的人去
读的书！ 初涉书途者读之，可以很准确、
很通透而且很快速地认识书法的真谛、
把握书法鉴赏的要津；具有专业素养的
书法人，可以在书中领略书法文化地理
学、书法心理学 、书法风格学 、书法美
学，当然更有书法史学等等各种学科观
念、理念、真知相交融的一种宽博畅达
的“书法专业”“书法学识”大场景，获得
“潜泳”书法艺术的卓越能力；而研究书
法的专业人士、书法学者，则可以在吴慧
平的文本展述、 资料调度、 思维跳转之
中，得到许多关于“方法”“角度”“融汇”
“独立” 等治学路径的启迪和思考，甚
而，从吴慧平的“轻描淡写”和“一晃而
过”的多个地方，人们能够产生新的灵

感，生成更有意味、更深入的书学命题。
《笔象·笔意·笔境》全书虽然列出

十个篇章，但实质上还是在环境、本体、
审美、风格这四大框架上展开对于书法
的解读，同时以“史”贯之 ，最后以 “鉴
赏”为旨归。 在整体的结构布局中，兼顾
宏阔的视野和有选择的阐释，浓缩“共
性”（史学共识）展开“个性”（自己的学
术观点），张弛有度，铺展自如。 在这样
的结构场景下，我们的阅读，经常会轻
松与深度相互交织， 或者会然于心、或
者灵光四射、或者凝神静思、或者茅塞
顿开，所以，这也是一本很能够生成阅
读“意味”的有情趣的好书。

我们可以更具体地观察、体察一下：
很明显，“汉字的演变与审美特征”

“字体之美”“时代·风格·变迁”这三章，
吴慧平是刻意 “收笔 ”的 ，因为这些内
容，洋洋洒洒过的人太多，绝大部分已
经有了史学共识，无须再放笔，只需将
核心、大要说明白即可。 但吴慧平在“说
明白”上却下了“大功夫”，既在表述的
精要简约和畅达明晰上用心组织，还特
别地“提前”使用了精彩、精准和通达的
鉴赏性语言，如篆书之“屈伸自如的‘龙
德’之美”、隶书“横向律动生成的排叠
与联翩”；我还特别注意到，他在引用的
不少古人论书语上，也很用心地选择了
那些更容易读“明白”的语句，很用心地
考虑了古、 今文的自然连通的关节，尽
可能地降低阅读障碍。 这些，皆使读者
能够形成张弛有度、铺展自如的良好阅
读体验，更关键的是，结合整体叙述上
的精要简约、畅达明晰，读者也能很顺
当、自如地在作者的引导下，获得宏阔
的历史视野！ 在某种意义上，这体现了
一个书法高级学者的“良心”，在这一点
上，我们很容易地想起蒋勋的《汉字书
法之美》。

我们习见的 “书法鉴赏”“书法欣
赏”，几乎都在“用笔结构章法”上转圈
圈，吴慧平的《笔象·笔意·笔境》，中间
再连以“笔势”“笔格”，一下就将“书法
鉴赏” 这一艺术活动提升到更为宏阔
的场景。

当然，我们会特别关注“汉字产生
的地理环境”“沉郁·飘逸·空灵”“笔象·
笔意·笔境”这充分体现吴慧平学术“个
性”的三大章节，相比较，这三章是铺展
得更为充分的。 “书法地理学”是吴慧平
在书学界的特有成果，见识独到，声名

卓著，所以“汉字产生的地理环境”列为
“第一章”， 既体现他的学术背景和优
势，也隐隐地将他“书法地理学”的学理
贯穿于全书，最需品味的即是其中“书
法的精神世界与地理环境” 这一节，之
后的“时代·风格·变迁”“沉郁·飘逸·空
灵”，与这一节即“遥相呼应”，阅读者不
可不知！

“沉郁·飘逸·空灵”，是笔者最为激
赏的一章，我似乎感觉到这应是吴慧平
在学术上的一个重大开拓！ 这三个语汇
描述的， 与其说是书法史三大风格类
型， 不如说是中国书法审美的三大范
畴，或者就是中国书法风格和审美合二
为一的哲学、心理体征，从这三个方面
去综合认识、把握书法艺术、书法文化，
的确是十分精到、精妙和精彩的！ 我们
之前看到过许多的《书法美学史》《书法
风格史》， 往往弄得复杂、 琐屑甚至玄
妙，并没有说清关纽，没想到吴博士在
短短的一章中，解读得如此通透！ 由此，
我也灵光一现： 若以此去关照当代书
坛，我们的许多问题就能很清晰地“浮
出水面”；我又想，吴博士若能在此深入
研究，另一种格局的“书法风格学”，或
许将优异地呈现在书法界！

“笔象·笔意·笔境”，吴慧平以之为
本书的书名，显见是具有“宗旨性”意义
的，自然也体现他在 “书法鉴赏 ”出发
点、 立足点上与人不同的个体学术立
场。 确实，我们习见的“书法鉴赏”“书法
欣赏”，几乎都在“用笔结构章法”上转
圈圈，最多再加上个“韵味”，吴慧平的
“笔象·笔意·笔境”，中间再连以“笔势”
“笔格”，一下就将“书法鉴赏”这一艺术
活动提升到更为宏阔的场景，既有形而
上的理论“高级感”，也具有“形而下”的
真切“体验感”，还有“中间状态”的“可
描述感”———仔细体悟，这还真的为“书
法鉴赏”打开了一条“通达之路”！ 所以，
之后的“观念”“过程分析”，就完全地具
备了“指点迷津”“金针度人”的功效了。

回到前文，其实，我读完《笔象·笔
意·笔境》全书，一直觉得书名副标“书
法鉴赏”有点碍眼，脑子里总是出现《书
法通论》。 我以为，此书就是一部相当具
有当代价值的“书法通论”，是一本可以
帮助人“通透、通灵”地认识、理解、把握
乃至研究书法艺术、书法文化的“通达”
之作，既可以成为普通读者进入中国文
化经典、情境的桥梁，也完全能够成为
高校书法专业“书法通论”这一学科的
优秀教材，而我们这些自命为“研究者”
的人，或许还更能从中悟到、得到珍贵
的学术信息和治学门径！

通透、通灵、通达
———读吴慧平博士《笔象·笔意·笔境》

上世纪 80 年代末， 笔者在小县
城的书店中，竟然购得丁文隽的《书法
通论》，其时自己弄书法不久，资料又
十分贫乏，既迷茫又困惑，因而捧若至
宝，通宵达旦读过一通，虽懵懵懂懂，
也感觉十分的满足， 还更增对于书法
艺术的崇仰和走书法之路的决心！ 其
后若干年，虽然知道丁文隽的“通论”，
其实浅显还问题不少， 但其对于我的
书法生涯所起的重大激励作用， 至今
铭刻于心， 而我得此书时的激动、饥
渴、沉浸等各种“痴狂的”状态，几十年
后也清晰如昨、令人动容！

■郑荣明
(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执行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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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象·笔意·笔境———书法鉴赏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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