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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相映照——
□柳江南

岂惟识度知兴废 更有劬劳克始终
隶书 自作联 245×47cm×2

葱茏月色峡门开，趵突素湍天马来
漫道危岩能堵水，皮舟一跃驾云台

大草 自作诗 97×357cm

香度纱窗梅已绽 春回黍谷柳先舒
行书 自作联 247×49cm×2

隔竹写来诗更瘦 班荆相赠格尤清
大篆 自作联 246×47cm×2

灵，以虚为实，断处俱续，观古人书，字外有笔、有意、有势、有
力，此乃章法之妙也。吾书是联，用心于意神，钟情于既尊重
甲骨文原有结构规范，又以写意笔致完成对甲骨文书法独特
意韵之追寻，其分形布白自然、参差错落、行气清逸、欹正错
落，各尽神态矣。疏密得体、揖让有致、因势生发、纯古可爱，
在匀净清挺中彰显运动之感。”这是作者对传统甲骨文艺术
创作的独特认知，其书学思想与审美理念，笔墨创新已跃然
纸上。

毫无疑问，从言恭达的自作诗词和楹联的文采里，读者
可以领悟到作者那种亲近自然、深化生活对世俗荣辱与利益
的超越，从而让生命更富有诗意。在悟人与道的根本伦理之
下，追求个体生命与道的统一，让生命摆脱世俗的毁誉羁绊
而与道化一体，从精神意义上获得了道所具有的品性，通过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达成人与道的一致。

三

我们看到魏晋风骨的那些名士，他们一方面都有自己的
外表上的旷达洒脱，也就是自然之美，另一方面在学术思想
和文学艺术方面，包括书法上，他们则又有非常的厚重感，因
为技艺高超，所以能够凸显自我，博取声誉。所以“魏晋风
度”除审美的外部表象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名士的

“道艺”高低。刘宋名士范晔说依倚道艺是成为名士风流的
另一个重要因素。他说的“道”，实际就是儒家所尊重的道和
儒门所教学的学问才艺，也就是六艺。

东晋南北朝时期的画家理论家宗炳曾经在《画山水序》
中说：“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至于山水，质有而灵
趣……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仁者乐。”
他说的是圣人，是以他的“道”的思想来反映，或者说映照，寄
情于万物的。贤者是以他的情愫来投射大千世界的万象
的。如果我们把这些感情放在自然的山水上，那么山水就具
有了山水的形象，并且强调了山水是有质的，质就是具体的
山体石头土壤树木生态，以及沟壑，还有水境云朵，花草气
韵。这种画家本人通过心灵和思想的情绪韵味而展现出来
的画作，是情与自然交融的结果，也是寄性情而写道的过程
与结晶。只是特别强调了贤者这种澄怀味象，主要是净化了
的一种情怀，就是既有对自然审美的心怀，同时又具备了审
美技法的心怀。

在谈到中国传统的继承中，言恭达在他的《中国当代书
法文化本体维度的构建》一书中说：“名家风归及其中的中庸
特质在晋宋中被逐渐淡化的主要原因是经过两汉魏晋以后，
中国书法积累了大量的经典作品，产生了不少名家，经典法
术内含的美感元素，不仅涵括了早期书家挹取法象，合求中
庸自然的精华，而且彼此传衍、自成脉络。后世学书者便无
需重复先辈的道路，而可径取经典法书构成的传统。”（139
页）但是这并不能说我们的当代书家在创作的取法上不需要
上追三代，承接魏晋。

言恭达的书法与中国现代或者当代的书法比是有区别
的。现当代的书家们无论是篆书、隶书或者是草书，特别是
大草，笔法和字法墨法上跟言恭达的草书的笔法是有较大差
别的，言恭达于上世纪80年代整整十年沉迷于篆籀古隶的
探索与训练中，90年代开始变法的草书创作，即从中国书法
祖脉上取篆籀笔法这一中国书法的祖线赓续深化。有评论
家说：他的大草绕过明清、直追唐宋、取法张旭、怀素、黄庭
坚，承接和发展了古人书写大草书的布局结字、速度与节奏，
在时间性和空间性上达到了和谐统一。“篆籀笔法”的清、拙、
厚、大淳朴高古、浑然天成。这就是他的书法的轨迹之所以
有别于我们当代书坛的绝大多数书家的原因。所以他的篆
隶草书法高古清逸，丰厚华滋，新意迭出。他说“融古”是去
芜存菁，百炼成钢，是把所学传统营养渗入技巧胸次，以新面
貌呈现，是其传统之“盐”，入自己之“水”，是取传统之“汁”，
酿时代之“酒”。他坚持中国书画艺术的“写意性”与“时代
性”，坚持他总结的“向内、重和、尚简、贵神”的审美特质。

此次赴法国展览的作品，纵观其整体风貌：第一个特点
应该是章法传统简洁，法宗彝器庙堂。这些大的作品内容和
它的书写样式呈现了言恭达一贯的书法审美思想，传承中华
民族的深层的文化气质，呈现正大气象，表现出了时代的文
化自信。其大篆（金文）大横批《自作诗七绝六首》：“万里云
龙跃彩虹，天公应叹世神工。长风吉庆千秋业，一水安民福
泽同。疏柳斜阳恋海春，平沙落雁唱无垠。清词皓月西窗
客，应是苍穹伴我身。沉吟一曲意朦胧，落纸云烟墨正浓。
水巷悠悠如梦处，浩茫心事忆前踪。才经北国千秋雪，又上
南山万仭岗。最是朦胧春夜雨，花魂何处借天光？龛烟袅袅
殿深崇，梵唱依稀入太穹。三宝云何迷韫椟，心澄一笑指莲
宫。烟波浩渺幻喧阗，曼舞缁裳传玉弦。邀月醉香云已翳，
婆娑椰影照无眠。”以商周金文书之，取其高古之神韵，以追

大篆雄深苍浑之气息与熔古为我之意韵，青铜吉金气十足，
一派彝鼎气象。其隶书大横批自作词《满庭芳·百年颂》，则
秉承隶书传统章法，含弘光大，内蕴创变无穷，结体正肃，齐
中不齐，参以篆籀笔法，线性苍涩凝重，端庄古逸，大开大合，
一派华严庙堂之气。

第二个特点是笔法纯熟，法我两忘。在空间和时间上，
随着笔走龙蛇，心中波澜与笔下旋律不断翻滚变化。空间上
则合理布白，计白当黑，点画起伏，使转互生。展览中《强国
和风》楹联以金文书之，整篇古逸浑朴，意蕴盎然。作者在该
联边款中陈述“大篆创作，须注重一是笔法中锋圆融，有转无
折，裹锋落笔，提锋涩行，使转活通，曲直合度，以求敦而圆。
二是疾涩得当，血脉贯通，疾追险劲，涩求厚重，得此两法，书
妙尽矣。三是着意裹束，其有三，即向背开合，体势繁多，开
者外展，合者内缩，间开间合，永得其所。二乃俯仰避就，情
趣兼收。三乃映带顾盼，应付借换。四是体味气息，其疾涩
起伏，欹正布阵，丰富线态，运用涩笔逆势，以求线质之毛涩
松畅。”另观其小篆自作联：“花开棠棣春光映，雨润芝兰景
色妍。”其边款注云：“凡学书应从篆入，傅山云，不知篆籀
从来，而讲字学书法皆寐也。学书宜先通六书，熟悉篆法，
篆法既熟，其他诸体则已铺好基石。小篆体裁有周代派，书
之圆匀繁曲。楚派书之参差雄放，齐派书之规整瘦挺，均以
圆笔出之，可谓集周三代争妍之大成。结体平正，以布局匀
净、线条工整见称，秀丽、和畅、稳健、端庄。小篆在于整，
大篆在于散，可谓信夫。”同样是写楚篆，他的自作联：“胸
中学博图书富，腕底书生笔墨鲜。”其注识云：“此乃楚简文
字也。东汉许慎《说文》叙云，战国时期为言语异声、文字异
形。其时，东方六国文字，虽均是殷周文字演化而来，却变
异多端，常有匪夷所思之处。楚文字在六国文字之中，迄今
发现最多，楚简帛大量出土，被认为是最大的考古发现之
一，在学术上有着广泛而深远之影响。”因而他写楚篆“腕下
古意勃勃”，因其笔法指向不同，追求的境界自不一样，而呈
现的自是另一番境界与效果。

第三个特点是五色相润，真淳方见。古人云墨分五彩，
即浓、淡、润、渴、白。言恭达书写之时不再强调字形的边界
外露，主要是由墨色的浸润与层次的效果来体现书法文字所
蕴藏的深沉和质量，体现出了书法的书卷气与韵味。他说用
墨关键在用水，他采取他的水墨画法中先蘸墨后蘸水的方

式，形成墨破水、水破墨的肌理效果。由于积累了长时间用
墨的经验，再加上他画山水的用墨经验，所以，他的书法用墨
浓淡相宜，燥润相适，五彩焕然，达到了出神入化，淋漓畅快
的效果。他的大草自作诗四联屏：“梅枝绽素漫天皑，万种风
情任剪裁，寥阒润滋求磊落，此中真意醉花开。”开篇的“梅枝
绽”线段所形成的墨块，与“醉花开”三字所形成的墨块遥相
呼应，“此中”的“中”，“剪裁”的“裁”，“花开”的“开”的渴墨
长线形成的虚灵的板块构成了全篇虚实相生、奇妙的笔墨理
想效果。

第四个特点是书卷气息，神采焕然。言恭达的篆书面目
主要以端雅俊逸的格调呈现于世。他在七届国展论文《篆学
探真》中写道：“篆须求高古，法别高下，情分雅俗。写篆以习
秦以上为高古，避小家气，呈大气象。篆须求含蓄。吴昌硕
写石鼓，写出了风格，惜专取直势，一冲而下，稍逊含蓄。篆
须求典雅，吾以为必具五气，即书卷之气，纯正之气，清逸之
气，高婉之气与浑朴之气。最嫌烂熟能伤雅，太甜、太熟、太
媚、太巧，均为俗态，实不可取。”此次展览中大篆（金文）自作
联：“怡情篆籀含苍润，落笔清和更老成。”结字高古润泽，线
条圆转自如，柔中呈刚，淳和从容的书卷气息扑面而来。读
者被震撼不是来自简单的金石气，而是来自一种内质的禅道
之气。展览中甲骨文自作联：“一水蓬蒿隔十里湖光涵皓月，
三秋梦寐牵四周云海锁苍穹。”字形大小不一，分行布白自
然，参差错落，行气清逸，欹正斜侧，各尽其态，疏密得体，揖
让有致，因势生发，纯古可爱，在匀净平和清挺之构架中，显
出运动感。正是运实为虚，以虚显韵，一派古远气息。

言恭达坚守高迈的心境与博大的襟怀难能可贵。每观
言恭达作书，自下笔始，其字法、章法，早已烂熟于心，特别是
草书，真乃笔走龙蛇，每每首尾相应，连绵起伏，阴阳向背，写
出各种字的意态，行的摇曳，篇的队形，再加上水墨相融，浓
淡枯润，筋肉相称，开合有度，肤带变换，情随相生，终篇观
之，磊落风神，生机盎然，神清气朗，此乃一般学人不可为也。

魏晋时期，中国的书法，像其他的艺术门类一样，走向了
自觉阶段，表现出它的艺术审美自觉。在中国当代文化艺术
繁荣发展的新时代，文化艺术迎来了复兴和自觉的大好时
光，言恭达先生心怀家国情怀，以自身丰厚文史哲的综合修
养，紧随时代，守正创新，在继承和创新上走出了一条时代之
路，自当是一位无愧时代的艺术大家。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转折性时代，既是
一个动乱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文化发生重要变化的时
代。东晋时期的文化艺术，比如音乐、舞蹈、绘画、书法
都有了文化上的觉醒自觉和个性追求，历史学家特别是
一些国外的汉学家认为它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魏晋
之后历代的书家，以魏晋为典范，不断崇尚追求，创造出
一个又一个书法的高峰与奇迹。魏晋士人形成和表现出
来的形象，被后人称为“魏晋风度”或“魏晋风骨”。

当代书法大家言恭达先生年已七十有八，二十岁开
始即进行书法艺术创作，在人格修养与书法技艺上不断
以魏晋为参照，其书法诸体皆工，上溯三代，中取魏晋，
直追宋元，打通碑帖，融会贯通，传道正脉，守正出新，自
20世纪90年代始进入“以篆入草”“以行入篆”从而完成
了“会通古今，人书俱老”的通变。不管是篆书、隶书，还
是草书，都呈现出了淳厚朴茂、硕朗华滋的质地与中和清
逸、浑朴淳雅的审美意蕴与风格，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
誉。2024年12月18日，他多年创作的33幅不同书体作
品在法国巴黎卢浮宫举行的“大美中国世界行”活动上向
世界展出，无疑是在国家层面上，在世界的视角里贡献中
国汉字与当代书法与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高规格展示，
也是言恭达对当代中国书法成果的一次重大贡献。

一

什么是“魏晋风度”，或者说历史事实的“魏晋风
度”？由于文学作品和风俗的演绎影响，“魏晋风度”在
今人的眼里，似乎是以那种饮酒服药、清谈闲逛、纵情山
水、不负责任的魏晋人物形象与样子，我们往往看到的是

“竹林七贤”的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
为代表的魏晋士人在文学作品和影视中的生活方式，其
实这些不免有些演绎和夸张。钱穆先生说：“魏晋南北朝
时代，一些学术文化，必以当时门第背景作中心而始有其
解答。当时一些学术文化可谓莫不寄存于门第中，由于
门第之护持而保持不中断。士族在特定历史时期下推动
了文化的发展。”魏晋时期如西晋东晋，氏族阶层成为魏
晋社会的中坚，许多门阀士族，如王门、谢门、郗门、卫门
的士大夫文人，早期的蔡邕、王粲、夏侯玄、何晏、王弼，
到嵇康、阮籍，中期的王衍、乐广，后期的王导、谢安，这
些人都是社会的中流，有不少著名的书家出现。那个时
候，除了一些豪门大族出来的像王羲之这样的人物外，即
便是出身寒门的一些名士，他们也是饱读诗书，不断进行
人格修养，像郭璞这样的名士，也只能是才高位卑而已，
因为志不能遂而被政治所边缘。

晋书记载，七贤之中的阮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
之地，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
为常。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阮籍是一个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
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
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能弹
琴，其内心矛盾最多，痛苦最深，有八十二首《咏怀诗》留
世的人。

今天，当我们来看晋人风骨的哲学意义的时候，我们
就会发现其作为现实中的人，首先第一是有志，第二是有
情，志需要表达，同时情需要抒发。尽管他们也不满儒家
自汉以来的那一套僵化的伦理秩序，但是他们内骨子里
的思想基础，那种经学思想，要达到的人生理想，还是经
世报国思想。正像阮籍一样，通过他的思想解放，不断地
把自己的情怀进行寄托。魏晋的士人们正是这种情以物
牵，词以情发，才有书画诗歌等艺术的觉醒与复兴。

由于言子一脉儒学传统遗传与影响，言恭达从魏晋
风度的经世致用中找到参照。此次法国巴黎卢浮宫展出
的书法作品，除了《心经》和《礼运》大同·小康篇句是引
用两篇古文之外，其他31篇（首）诗词楹联都是自己这些
年来的文学创作。他以现实生活为土壤，把所见所思所
感发乎文字，再把这些文字的结晶通过激越的书法笔画
线条，挥洒于纸上，所以他的各种样式的书法作品是自己
情怀的表达，是立足于时代精神的书写和抒发，在世界的
视角里来贡献中国汉字与书法同西方文化的交流，是积
极配合响应国家的文化走出去战略，讲好中国故事的实
际行动，是他心中大爱和家国情怀的激情表达。从展览
的视觉审美来看，它也是一次汉字演变的精彩缩影向西
方社会的呈现。展览的文字内容包括古文字，像甲骨文
《国步民扬》联、金文《强国和风》联、楚篆《胸中腕底》联、

汉简书《千章几杵》联等。书法展览书体丰富，有甲骨
文、金文（大篆）、秦篆（小篆）、楚篆、汉隶、魏碑、章草、大
草、行书、楷书等。向国际友人展示了中国汉字的演变历
史。它既是展示中国书法传统根性的文化，同时也是展
示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

书法作品大草长卷《礼记·礼运》篇句“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
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
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
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故谋闭
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表
现的是中华民族早期儒学的大同理想。隶书大横批自作
词《满庭芳·百年颂》：“船启南湖，旗擎沪上，锤镰辟地开
天。井冈星火，一点势燎燃。仰看曙光遵义，铁流涌、血
浴花妍。延河塔，嵯峨耸峙，旷世纪元宣。颐年。谋伟
略，飞星揽月，历险登巅。更深蓝驰逐，大羽翩跹。九域
铺春展梦，消雾瘴、瑞兆祥千。昌兴业，沧桑正道，青史
谱雄篇！”表达的是对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光辉历史的歌
颂。大篆（金文）自作联：“强国富民万家增福泽，和风甘
雨四海沐春晖。”甲骨文自作联：“国步小康裁万里红霞
祥云织锦，民扬大爱创千秋伟业瑞景喜春。”隶书自作
联：“龙岁迎春，风雨问初心，瞩目民生福祉，同歌大业兴
邦曲。鸿图开卷，川原盈瑞气，牵情世道年光，共赋小康
治国篇。”这些联句既颂赞国泰民安、百福骈臻，也表达
了作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呼唤。言恭达在艺术
探索与继承中特别关注时代的发展与人文的变迁，关注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书法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思考当代书法文化的创新求变，多元融合。他书写自撰
的诗词楹联始终紧紧围绕着中国社会当代的发展和国计
民生。哪怕是四时的感怀，都抒发着他对祖国大地的热
爱，体现出他的人文情愫和严谨的生活态度。正如他常
说的：一个艺术家必须做到阳光下感恩时代、文化中敬畏
传统、民生里关爱大众。

二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
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这种自然一方面是说魏晋士人
们把自己的感情寄托于物，借物托情。另一方面是说他
们在发现自然的同时，找到了自然过程中那种天然的乐
趣和体验，那种不被束缚、不进行人为刻意的造作。正如
阮籍咏怀诗中感到的四时流转，时光飞逝，人物渺小，人
生短暂，天道悠悠，诗人则“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的细腻的内心与感伤。因此魏晋名士的道家的折中思
想，即老、庄思想的重要内容，自然成为魏晋玄学思想的
重要部分。

言恭达也从身边周围的自然中去发现，去体现自己
的精神和创造，去追求向往的精神境界，以涤荡自己的心
灵。他的大草自作联：“胸中涛浪心游天地外，笔底风雷
意在有无间。”大草自作联：“青云得路鹏飞远，白雪吟篇
石破惊。”大草自作诗三联屏：“柴门天籁月飞声，雏凤清
音逸气生。雪点梅花飞不尽，君来一曲压春城。”“葱茏
月色峡门开，趵突素湍天马来。漫道危岩能堵水，皮舟一
跃驾云台。”“梅枝绽素漫天皚，万种风情任剪裁。寥阒
润滋求磊落，此中真意醉花开。”……都是通过波涛、天
地、风雷、青云、白雪、柴门、月色、梅花、棠棣、芝兰、疏
钟、晚晴、藓苔、碣石……这样一些大自然的风物与人文
以及气象景物的变化，来描写人世间的沧桑、时代的变
迁，以自然风物展示其哲理性的内涵来揭示生活的波澜
与生命的价值。

王羲之在永和九年的兰亭雅集之后，留下了数十首
《兰亭》诗，其一曰：“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仰望碧
天际，俯瞰渌水滨，寥朗无厓观，寓目理自成。大矣造化
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可以看到言
恭达同样在春天里呼唤生命，寄托心怀，关注生活的真
谛，演绎生命的新意。

此次展览中言恭达的九体自撰楹联：“象外乾坤还太
古，世间粉黛任争妍。”“岂惟识度知兴废，更有劬劳克始
终。”……直至小篆《心经》，也许作者此时是一种精神的
自由，作者的理解跟我们的理解有一种不一样的差别，但
是它毕竟是一种心境，也许“此中有真义，欲辨已忘
言”。展览中十分引人注目的还有楹联边款的精彩，如：
甲骨文自撰联：“国步小康裁万里红霞祥云织锦，民扬大
爱创千秋伟业瑞景喜春。”其边款注释云：“此甲骨文字
也。甲骨文因字立形，借势造字，随形布势，虚实相生。
清蒋骥有云，甲骨篇幅以章法为先，运实为虚，实处俱

兼及言恭达先生近年书法创作与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