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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美学理想从中唐开始发生了巨大的转

变，即从中唐以前所偏重的壮美理想转变为中唐以

后所崇尚的优美理想，从侧重于再现转变为偏重于

表现的审美趣味。这一转折的过程，历经晚唐、五代

在美学思想和艺术实践中得到了初步发展，而这一

历史转变真正的滥觞是从宋初开始的。接晚唐五代

之余绪，从北宋初期开始，审美意识的重心进一步从

外部对象转移到内心世界的经营，从唐代“建功立

业”的雄心壮志转变为个体内心自娱之“怡情”，这种

转向使艺术不再以客观之再现为要务，转而将主体

情感和内心体验看作是艺术最主要的表现内容，这

种转向即表现为写意理想的涌现。而审美视点的内

向转移，并不意味着与外部世界的游离，而是将外部

之自然物象与内在之情感意象相结合，使之更加和

谐自由。

一、北宋初期审美意识流向与书法发展状况

北宋初期，政局尚不稳定。为了维持统一的局

面，采取了一种对内强化集权专制对外实行妥协保

守的基本政策。这一政策也被后世广泛沿用，成为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政治的一大特征。这种强化的中

央集权，使整个社会开始变得僵化、呆滞丧失了应有

的生机与活力，最明显的即是整个庶族地主阶级因

自我保护而造成的进取精神的衰竭以及整体人格的

脆弱伤感。而这种生命意识使这一时间的士大夫文

人的政治理想与人生准则背负了双重的矛盾结构。

一方面，在这一时期社会的重建过程中，比任何一个

时期都更加强调道德理性、伦理纲常等对生命个体

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又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的表现

出对个体命运、人性情感以及自由精神的追求。这

种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却在北宋混合统一在了一

起。把艺术作为“明道致用”的工具，以达到维持社

会秩序的目的，而社会思绪的氛围又引导着艺术的

自由，这种矛盾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下才能共

存。前者是为了挽救世风日颓而不得已的做法，后

者是个体情感的、自然的解脱。很显然，后者的表现

美学必然是思潮之主流，并在后世日益发展为中国

古典艺术的审美主流。

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基本上

是一种文人士大夫的美学和艺术，在书法领域，文人

书法之风由此而开。北宋初期“儒”“释”“道”的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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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流，更为士大夫文人的艺术创作提供了自由而肥

沃的思想土壤。“兼济天下”与“逍遥自由”的并行不

悖，消解了因社会环境而造成的人格上的内外矛盾，

保证了个体生命的主体地位。在政治与个体自由之

间求得了一种和谐的行为方式，这种心态必然引发

审美意识的变化。传统的阳刚之美遭到士大夫文人

们的疏远和逃避，而那种闲静的、温婉的、雅逸的生

活情趣却受到了士大夫阶层的广泛青睐。对人内心

世界的感受和情感体验的关注，超越了以前任何一

个时代，“逸格象外”“萧散简远”逐渐成为美学理想

的最高追求。偏于抒情的、写意的、表现的审美趣味

成了这一时期文人艺术创作的主流。

反映在美学思想上，北宋接续晚唐五代，禅宗美

学观得以进一步发展，司空图的“象外”美学得到了

广泛的接受，写意说、表现论普遍涌起。在北宋文学

艺术领域，欧阳修、郭熙、梅尧臣、苏轼、黄庭坚等等，

都在追求着“尚意”的美学精神。

北宋初年的书坛，情况并不比五代更好。作为

北宋文坛领袖的欧阳修对当时的书坛认识是客观而

深刻的，既有对唐代书法的向往也有对当下书坛衰

陋的叹息，所以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中说：“然余

常与蔡君谟论书，以谓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

于今。今文儒之盛，其书屈指可数者无三四人，非皆

不能，盖忽不为尔!”[1](P19)苏轼对此也与欧阳修保持了

一致的看法：“国初，李建中号为能书，然格韵卑浊，

犹有唐末已来衰陋之气，其余未见有卓然追配前人

者!”[2] (P2187)可见北宋初期书法发展情况确实令人叹

息，曹宝麟在《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中分析了宋代

书法步履维艰的原因。宋淳化三年编次而成我国最

早的一部汇集历代名家墨迹的丛帖《淳化阁帖》，帖

中二王作品居半，所以宋初书法崇王倾向明显。祝

嘉认为：“帖学大兴，而书学亦扫地无余矣。”[3](P210)世

风如此，书学自不足道也。

从唐亡到欧阳修作此题跋的庆历间的一百多

年，撑起北宋书坛的却是由南唐入宋的徐铉，由蜀入

宋的王著、句中正、李建中，以及吴越入宋的钱惟治

等人。其中李建中在宋初书坛的地位极高，书名远

播，时人赞誉之声不绝。欧阳修曾见李建中书法，爱

不释手，感叹当时书家少有李书之清奇者。可见时

人对李建中书法之喜爱。李建中传世墨迹也仅有

《同年帖》《贵宅帖》和《土母帖》三种。然仅从这三帖

我们即可看到李建中书法的萧散自然、虚淡平静的

美，这也是将晚唐五代书法审美精神，在北宋书坛扩

而大之。

在北宋初期的书坛，有一个对崇尚清雅、崇尚意

趣书风起到重要推动与过渡作用人，就是林逋。林

逋，字君复，钱塘人，生活于北宋建国的前六十年。

他结庐于西湖之孤山，恬淡好古，不趋时俗，二十年

足不及城市，一生不娶，膝下无子，传说其在居处好

植梅养鹤，故人称“梅妻鹤子”。林逋的意义正是其

脱离了北宋初期“趋时贵书”的时代风气，南宋陆游

称其书法“高胜绝人”。林逋书法不与时代同流，书

法清气感人，而意蕴无穷。

林逋的书法多得力于李建中，又有欧阳询之奇

险，不少作品颇有杨凝式《韭花帖》之韵味。用笔上

以方笔为主，变肥为瘦，而结构紧密，章法上字距、行

距较大，十分疏朗。其《行书二札》更是体现出林逋

书法的超逸绝尘。萧散简远之高境。这种美学思想

在北宋初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林逋书法悠然自

得、疏朗萧散的章法形式，也形成了一种审美风格，

成为后世文人书家们所热衷的格式。

北宋初期与中期的书法，虽然“衰陋”且风格变

化很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书风的基本格

调是偏于静逸的，对意趣的追求仍是这一时期的主

要特点。自晚唐五代以来的书法审美精神，到这时

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转折，通过北宋初期书家的实

践，终于在北宋晚期，形成了宋代崇尚意趣书风的洪

流，伟大的时代书家群体性的出现，成就了中国书法

史上的一座高峰。

简而言之，晚唐五代时期思想的再度自觉，使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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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精神逐步嬗变，到北宋初期，国家的再度统一，士

人们开始了对这一嬗变的进一步思考和总结。如果

说晚唐五代是宋代崇尚意趣文人书风的酝酿期的

话，那么北宋初期则是逐步完善与成熟、渐渐异化与

质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欧阳修成为一位关键

性的人物。

二、欧阳修“学书为乐”书法美学观的提出

宋初书坛之“衰陋”，很大程度上缘于唐代书法

传统的断代。欧阳修对宋初书坛颇为不满，多次陈

述宋初书法之病，是基于与唐代书法比较之下的。

如“盖自唐之前，贤杰之士，莫不工于字书，其残篇断

稿为世所宝，传于今者，何可胜数。彼其事业，超然

高爽，不当留精于此小艺。岂其习俗承流，家为常

事，抑学者犹有师法，而後世偷薄，渐趣苟简，久而遂

至于废绝欤？今士大夫务以远自高，忽书为不足学，

往往仅能执笔，而间有以书自名者，世亦不甚知为贵

也。至于荒林败冢，时得埋没之余，皆前世碌碌无名

子，然其笔画有法，往往今人不及，兹甚可叹

也”[4](P1198)。这不但反应出欧阳修对宋初书坛的深深

担忧与焦虑，在书风不振的情况下，欧阳修关于书法

的新思想更有着特殊的意义，他以文坛领袖的地位

及政治之影响，其书法新思想极大地影响到同时代

的大批书家。

欧阳修的书法美学思想中，最主要的一个方

面，是提出了“学书为乐”的新主张，从而进一步消

解了唐代书法的“功用”性。“有暇即学书，非以求

艺之精，直胜劳心于他事尔。”[5](P1967)他认为学习书

法并非是劳心之事，而是在忙碌之余的休闲，对书

法“功用性”的舍弃，“意趣性”的张扬，成为中国书

法文人化的重要特征，也直接影响了中国书法后

期的发展走向。

他在《试笔》中详细地论述了其将书法作为唯一

的爱好，从中得到了无尽的乐趣。他不惜笔墨的多

次记述，甚至记述了他制定的学书计划，将书法作为

遣兴之工具，从书法的功利性中解脱出来，无疑将书

法的艺术化进程推进了一步。欧阳修尤其推崇苏轼

关于书法的美学追求，他说：“苏子美尝言：‘明窗净

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然能得此

乐者甚稀，其不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6](P1967)优

美的环境，精良的笔墨，闲适的心情，无不契合着宋

人生活“雅化”的追求。至于欧阳修自谓书法不工，

而自足娱乐，可见其所关注乃是自身精神之表达，而

非书法表面之文章。只有这样，才能有书写之乐，才

有由此心境而产生的艺术的自由。所以其又说：“自

少所喜事多矣，中年以来渐以废去，或厌而不为，或

好之未厌、力有不能而止者。其愈久益深，而尤不厌

者，书也。至于学字，为于不倦时，往往可以消

日。”[7](P1977)书法本身的变化无穷，以及玄妙而丰富的

意趣表现，是欧阳修“愈久益深，而尤不厌者”的主要

原因。书写不倦，可以消日，欧阳修注重的是书法的

自然，以身心自娱为目的。因此他也多次说到自己

学书的方式，不以得虚名为目的，徒费年月，消耗自

我之精神。欧阳修对书法的热爱，正是源自其崭新

的书法美学思想，不为工拙所累，全部一寓于心，以

自我精神的表现为上，率性而为，自然天成，追求的

是书法书写过程中的惬意感。

三、欧阳修“重意”思想对北宋“尚意”思潮的推动

欧阳修对“意”的重视和深悟，推进了宋代“尚

意”思潮的发展。欧阳修重视艺术的表意、会意、写

意性质，强调主体内在心意对外物形象的超越。这

是写意美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特色。它要求的不是

对外在对象的再现，也不是简单的对外在“神”的把

握，而是通过外部之形式，充分的抒发主体的情怀

意趣。

他在《试笔》中说：“余虽因邕书得笔法，然为字

绝不相类，岂得其意忘其形者邪？因见邕书，追求

钟、王以来字法，皆可以通。然邕书未必独然，凡学

书者得其一，可以通其余。余偶从邕书而得之

耳。”[8](P1980)虽然是从李邕处学得笔法，但是在结字章

法上却是“绝不相类”，欧阳修追求的乃是透过李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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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追二王的笔法，对于李邕书法，欧阳修未必以为

然，他认为人人皆可从一处学得笔法，而得书法之意

才是最重要的追求。对“意”的追求并非是对“法”的

置之不理，欧阳修对“法”的学习也体现着他对书法

美学的思考。他说：“苏子美尝言用笔之法，此乃柳

公权之法也。亦尝较之，斜正之间便分工拙，能知此

及虚腕，则羲、献之书可以意得也。”[9](P1979)“可以意得”

可见欧阳修主张的学习方式不是刻板学习，而是讲

究从根本上、规律上去领悟、掌握。他的这种学书思

想对其后的苏、黄、米等人书法的学习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欧阳修把艺术的审美重心放在了主体的“趣

远之心”上。而外在的形象皆为“意浅之物”。对于

艺术家来讲，把握物象之外的“意趣”才是最重要

的。对“意趣”的追求也正是自晚唐张彦远以来所追

求的“逸”的美学境界。欧阳修在谈论诗歌时非常欣

赏梅尧臣的一句诗“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

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六一诗话》)之
所以能如此高度认同梅诗之观点，乃是对“不尽之

意”美学理想的共同追求。这种“不尽之意”，就是

主体内在无限的难以用语言说清的“心意”。在这

一点上，欧阳修可以说是丰富和发展了司空图的

“韵味”说，体现了写意思潮的进一步深化。此外，

欧阳修强调“得于心而会以意”。他在《集古录跋

尾》卷四《晋王献之法帖一》中说：“余尝喜览魏、晋

以来笔墨遗迹，而想前人之高致也……盖其初非用

意，而逸笔馀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

披卷发函，灿然在目，使人骤见惊绝。”[10](P2164)书初非

用意而为，而是乘兴挥洒，快意自足之后的“无意于

佳乃佳”，所强调的正是主体精神的抒发。欧阳修

高扬的这种主体精神的“意”将美学思想的发展推进

了一大步。

四、欧阳修“崇颜”与“人、书并重”主张的倡导

欧阳修对颜真卿的推崇，引导了苏、黄、米等书

家的书学观。欧阳修以儒家“道统”思想为主的世界

观，使其尤其重视书品与人品的关系，强调人、书并

重，甚至因敬其人而爱其书。欧阳修认为颜鲁公、杨

凝式、李建中书法之所以能传之遂远，是因其人品之

贤。而欧阳修所举的这三人也是书法从唐经五代到

北宋传承的关键性人物。欧氏对颜真卿推重尤甚，

对其忠臣烈士的品格十分崇敬，他在跋《唐颜鲁公二

十二字帖》中说“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

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11](P2164)如此

之赞誉之词还有颇多，可见欧阳修对颜真卿人品之

推重。当然，欧阳修对颜真卿的推重并非只是人品

问题，颜真卿的书法遒劲而不失规矩，挺拔奇伟之书

风亦是重要的一个方面。

在以上引论中欧阳修多次指出颜真卿书法之刚

劲挺拔，书品与人品的统一。此外，颜真卿书法所代

表的法度，亦是欧阳修所称赞的，他对宋初书法的不

满也多是因为宋初书家对法度的忽视。他在跋《小

字麻姑坛记》中说：“笔画巨细皆有法，愈看愈佳，然

后知非鲁公不能书也。”[12](P2164)欧阳修强调法的重要，

不能因追求自我之意而随意破坏成法，因而他提出

了“书虽末事，而当从常法，不可以为怪”的主张。欧

阳修对“法”的理解是通达的，其对“法”辩证的接受

成为“尚意”书风成功的根基。

欧阳修对唐人书法的肯定，特别是对颜真卿人

品及书法的推重，开启了当世苏、黄、米等大家学书

由唐溯晋的风气。

苏轼可以说是北宋传承学习颜真卿书法的代表

人物，对颜真卿书法也是极为推崇的。主要体现在

他认为颜真卿能够在学习二王书法的基础上，另辟

蹊径，创造性的呈现了书法的另一路径。苏轼对颜

真卿楷书与行书尤为关注，从苏轼的作品中也能明

显的看出对颜真卿书风的学习与继承。

尤其是其楷书作品，如《醉翁亭记》《丰乐亭记》

等，从用笔到线条，都明显看到颜真卿《东方朔画赞》

的影子。当然，苏轼对鲁公《东方朔画赞》的评价亦

最高，称其“字间栉化，而不失清远”[13](P2177)。苏轼所

看到的乃是鲁公书之“清雄”之气，而这“清雄”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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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源自王羲之。正是看到了颜真卿学王羲之的这

一关纽，遂能出入颜体而不为其所囿。

黄庭坚对颜真卿书法的学习也是透过其形而学

其神的，这从他对颜真卿的评论中体现的尤其明显：

“余尝评颜鲁公书，体制百变，无不可人。真、行、草

书、隶，皆得右军父子笔势。”[14](P65)可见，黄庭坚对颜

真卿曾进行过全方面的学习，各种书体均进行了深

入的研究与分析，此结论的得出，黄庭坚是颇以为然

的，他认为在北宋当朝能够理解这一观点的也只有

苏轼一人，所以他说：“余尝论右军父子以来，笔法超

逸绝尘惟颜鲁公、杨少师二人。立论者十余年，闻者

瞠若晚识。子瞻独谓为然。”[15](P64)

米芾对前人书法的学习可以说是最为深入的

了。从颜真卿、褚遂良、陆柬之到王羲之、王献之，对

于由唐溯晋的学书之路理解最为深刻。颜真卿正是

这一路径上的枢纽人物。米芾好行书，最推重颜真

卿《争座位帖》，曾不止一次的赞誉之：“字字意相连

属飞动，诡形异状，得于意外，世颜行书第一书

也。”[16](P182)当然，这与米芾自身的艺术实践紧密相关，

能够通过书家的作品感知书家的精神以及作品所呈

现出的独特的艺术美感。北宋初期的书坛，学书多

是由唐入晋，能够深入感知颜真卿的书法，可见这种

敏感的艺术眼光，以及对书法深层次的观察与思考

是当时几大书家的共同点。

结语

晚唐五代时期虽然社会动荡、战乱不断，但是书

法的发展并未止步，而是在书家的书法实践和艺术

内在自律性的作用下，书法审美精神在继承中又有

超越。这一时期的书坛虽然颇为寂寞，但却是酝酿

着巨变的重要历史时段，从而影响到北宋时期崇尚

意趣文人书风的审美思潮。对这一时期的书法审美

精神嬗变情况进行研究，可以发现书法艺术发生“唐

宋转型”的清晰路径。以文坛祭酒欧阳修为引领，当

时的代表性书家(苏轼、黄庭坚、米芾等)在其多重思

想影响下，加以各自心性、学养之涵泳，致力书学，在

不长的时间内便形成了在中国书坛影响深远的“尚

意”书风。在这一过程中最为凸显的，是欧阳修的书

法审美思想以及对书家人格的重视，特别是对颜真

卿书法人格的认识，既可见欧阳修对颜真卿之推重

对当时书家的具体影响，更可以说欧阳修的书法审

美精神对北宋后期“尚意”书风的滥觞起到了重要的

开启与推动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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