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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中的造型美

李杰

新疆艺术学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830002；

摘要：书法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艺术产物，一直饱受文人的爱戴。书法一词是指文字的书写法则，它主要是指汉

字的笔墨用法、章法行次来表现作者的思想、品格和情操。书法造型是指单字的线条、结体、位置的安排。其法

度森严、形式多样。造型美的直观形式以空间为基础，视觉为中心。它是一种集空间性与视觉性为一体的艺术。

书法艺术中造型美的表现手段是丰富多样的，由线条、结体、位置、空间等共同构成。除书法艺术外，美术、雕

塑、手工等艺术形式都离不开造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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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绰约多姿”——结构美

“造型美”一词是美学旧语，多指艺术作品和物质

产品的形体结构之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反映一定时期里人们的审美意识。在书法中对于造

型的理论著作数不胜数，著名的有《结体三十六法》、

《大字结构八十四法》、《简架结构摘要九十二法》等。

本文意从结体、线条两个层面进行造型美的剖析。

结构美同样也是美学旧语，是造型美分支的一种美

学范畴，主要用来指一切物质产品和艺术作品中外在的

形态。在书法中，主要以点画的布置所形成各种不同的

结构样式并且因人而异。在同一书体里，能够产生不同

的汉字结构表现手法。《易传》曾提出“立象以尽意”

的艺术理念，讲述“象”与“意”的关系。结体的精髓

绝不是突然顿悟的，而是长期对于生活和自然的观察，

并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实践得来的。据传东晋王羲之通过

观察鹅的形态，将其融入书法创作中，所有的鹅字都一

笔而过，世称“一笔鹅”。总的来讲，书法的结构美大

致可以分为平正匀称、奇险峭劲、疏密错落等。

1.1 平正匀称

书法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讲求平正匀称，，从结体上

来说，是平稳、端正、均衡的意思。具体到书法上是指：

形体端正、空间均匀、横平竖直、两边对称。通过线条

的“长”“短”“伸”“缩”“俯”“仰”，包括笔画

间距，形成不同的形态。历代书法家都将平正匀称作为

结字的基本原则。在孙过庭的《书谱》中，他提出“初

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

复归平正”的学书过程。孙过庭所提出的理论对于今天

的书法学习仍具有很强的指导价值。

《峄山碑》的结体是一种匀整、对称的美感，整体

修长，中规中矩且高度工整。在结构上呈左右对称之状，

空间分布高度均匀，其字体大小相差无几。一眼看去，

便产生工整、规矩之感。其线条圆润光滑、笔走中锋，

有“铁线篆”之称。

隶书的出现打破了篆书中结体为纵的形式，变为横

向取势，以《曹全碑》最具代表性。此碑平稳朴雅，空

间上分布匀称，点画之间和谐工整，字与字大小相差无

几。整体端庄秀气。大部分字中宫紧密，体现为一种向

内“簇拥”感。在字形上收放自如，通过撇捺的伸展及

最为突出的“燕尾”做到内紧外松的结体特点，在增加

变化的同时又不失法度，中规中矩，体现出汉隶的高度

发展和生机活力。

1.2 跌宕险绝

跌宕、险绝是书法的另一种结构美，书法造险首先

要打破平稳，打破结体的一系列法则，如“对称”“均

匀”“工整”等，其后再赋予它一种很神奇的魅力。而

“险”的尺度把握并非易事，上有不足，下有过之。表

现在结体、笔法、章法上不赋予平庸，打破常规的结体

法则和审美受众，做到独到、新颖。在书法上追求和重

视“险”的存在，实际上是对字的一种超越，对书法由

实用性转向艺术性起着重要的影响。

魏碑是进行书法学习的重要门类，以拙美、跌宕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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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称道，在书坛上有很高的影响力。《张猛龙碑》是北

魏碑刻中最享盛誉的作品，有“魏碑第一”之称。《张

猛龙碑》整体奇宕舒展、仪态万千，横画统一向右上方

倾斜，给人以放射状，点画形态丰富，有捺点、方点、

圆点三种，其棱角分明，如卫夫人所说：“点，如高山

坠石”。结体上更是险绝，《张猛龙碑》中的字大多横

画向右上倾斜，字势倾倒，摇摇欲坠，却又因字中主笔

支住字身，且末笔点画及时牵扯，就像飞奔中的野马，

突然紧拉缰绳一般。使得字身似倒非倒。其次《张猛龙

碑》最大的结字特点还有“不取中”，碑中大部分字竖

画取右侧，并未取中将字对称分割，这种手法造成字势

的欹侧之感。且《张猛龙碑》中左右结构的字，左半部

分会轻微向右下倾斜，右半部分会轻微向左下倾斜，从

而造成背靠之势，典型代表如“张”字。这就是一场制

造矛盾的过程，《张猛龙》的精髓之处就在于它制造出

一对又一对的矛盾，在平衡中找险绝，又在险绝中寻平

衡。

1.3 疏可走马，密不透风

疏密，主要是指字的偏旁、笔画之间的大小空间、

远近距离的关系。邓石如曾在《论书》中说：“字画疏

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

此论述是书法结体之法的重要表达，自古以来优秀的书

法作品都注重结构的开合、收放，它不仅可以丰富字体

的变化，还可以营造空间感、节奏感。

以兰亭序中“视”字为例，左半部分用墨浓重，线

条挤在一起，形成大块墨块，有密不透风之感，右半部

分“见”字，结构松垮、疏朗，留下大面积的空白，左

右对比强烈，形成极强的视觉效果。

米芾在疏密造势上，也有自己的风格，《蜀素帖》

中“新”字，左半部分有意的将笔画按压在一起，形成

很厚重的一个结构，右半部分笔画稀疏，大面积的留白

使得形成对比。宋代是行草发展的一座高峰，在米芾的

《蜀素帖》、苏轼的《黄州寒食诗》里，随处可见虚实

相间、穿插避让、的结体技法。

在篆书中疏密关系依然重要，邓石如的《白氏草堂

记》中，线条圆润，结体略长，有浑厚大气之风，部分

结字上紧下松，如“高”“知”“云”“月”“蒙”等

字，点画线条多在上半部分集中，结体紧密，下半部分

多为留白。综上诉述，平正匀称、跌宕险绝、疏密变化，

是书法结构美的表现，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2“无声的音乐”——线条美

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纯粹以抽象的线条作为艺

术语言，它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方式和手段，从而使得这

门艺术具有自己独特的美学特性和艺术特征，这也是书

法作品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的根本原因，它承载着书家

的艺术构思和情感情绪，并通过书家的艺术创作从而呈

现在大众的视野。

在书法艺术中，线条的姿态美，在于其力量感，质

量感，节奏感。在干湿、浓淡、长短、重轻、润涩中都

可以体现。“颜筋柳骨”可谓是最好的一种诠释，在《颜

勤礼碑》中，线条饱满凝重、雄强浑厚，可谓“颜筋”；

在《玄秘塔碑》中，线条菱角外露，骨力遒劲，可谓“柳

骨”无论是肉或是骨，他们都赋予线条顽强的生命力。

然而线条的表现方式是千姿百态的，或清秀、或苍茫、

或秀美、或朴拙；

汉隶的出现在书法史上具有跨时代的意义，从线条

的角度出发去看，隶书的出现打破了篆书圆转匀速的形

式，在篆书粗细匀称、弧转平行的基础上增加对线条的

提按，波动。方起圆收、圆起方收、蚕头燕尾、一波三

折等一系列形式的出现，使得笔画富有层次、节奏。隋

代书家智永所提“永字八法”以“永”字八笔顺序为例，

阐述正楷线条的书写方法：“点为侧，横为勒，竖为弩，

钩为趯，提为策，撇为掠，短撇为啄，捺为磔”。“永

字八法”用自然物象来传达、描绘汉字点画的写法，形

象而生动，言简意赅，是对隋唐楷书基本线条的总结，

也被后代用来作为对于认识书法线条纲领性的理论知

识。

在行、草书创作当中，线条的韵律美得到进一步提

升。怀素《自叙帖》中，在无数连绵的线条运动过程中，

线条始终保持一种凝练坚韧、富有弹性的质感，线型

“圆”、“厚”且“通”，大大提升了整体的美感。

2.1 书法线条的力量美

本文中线条的“力”是指书法线条的弹性和力度，

书法中的线条应当包含生机、活力，生命感，使鉴赏者

对线条产生有力的感觉，“有力”也正是对书法线条的

基本要求，如卫夫人《笔阵图》中指出“善笔力者多骨，

不善笔力者多肉”。在我看来书法线条力量感具体可以

分为外力和内力，外力常常表现为方圆、转折、粗细、

薄厚、润涩。内力表现为逆锋、绞转、起收。在进行艺

术创作时，只有将内外力结合，线条才会满含生机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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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力。

针对不同的书体，线条会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它们

所呈现的书法线条也是截然不同的。我将它们规为四类：

2.1.1方正刚健的力量美

就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而言，全碑笔笔不苟，

刚劲精密，作笔力劲健，点画虽然瘦硬，但神采丰润饱

满，用笔方整，且能于方整中见险绝。

2.1.2 厚重饱满的力量美

线条变粗变重，但不浊，线路清晰，用笔始终以中

锋为主，如《颜勤礼碑》点画丰润饱满，但不洇，在其

线条的“肉”中，方可见其内在筋道，每一个笔画都采

用“藏头护尾”姿态，沉着劲挺，竖画向内回抱，多作

蓄弓状，力透纸背，作品中运用较多的是方笔和圆笔,

深受学书者的喜爱。

2.1.3轻灵跳跃的力量美

褚遂良的书风，吸收欧、虞之长，在欧、虞的基础

上增添更多笔画的变化，兼有行书之用笔，故而更显轻

细。《雁塔圣教序》作为褚遂良晚年成熟书风的代表,

自问世以来，其空灵劲健、风姿卓越的书风影响颇为深

远，线条多带有弧度，弧线的大量使用，使原本笔直、

坚挺的笔画上，增加了轻灵婉转，使呈现出整体的跳跃

感。

2.1.4朴拙摩擦的力量美

朴拙是艺术中的审美范畴，朴拙主要指生拙天真、

质朴无华的审美意味，它不雕饰、不刻画、不精致、不

华丽，但却仍有蓬勃朝气。《石门颂》被誉为“隶中之

草”其线条朴拙苍茫，细劲有力，满赋斑驳，近代杨守

敬在《平碑记》中评价此碑道：“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

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在实际书写起来

时，毛笔与纸的碰撞，仿佛置身于荒漠之中，我个人把

这种线条理解为“麻绳”一般，利用毛笔在纸上书写时

不断的变换侧面，写出来的线条会有斑驳之感，沙涩之

美。

2.2 同一线条在不同书家中所具美感不同

书法线条千姿百态，在不同书体甚至同一书体中表

现都各不相同，其所呈现出来的美感同样各有千秋。每

一不同的线条都源自于书法家对其不同的思考、理解与

表现，也与书者的书写习惯密不可分，或清秀、或苍涩、

或饱满、或瘦挺。

在清代的篆书中，同一笔线条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

在这里我们可以拿邓石如与赵之谦的篆书作为一个对

比。同样是一笔线条，在邓世如的篆书里，起笔处多有

小“疙瘩”，在隶书中，我们称其为蚕头。而赵之谦的

起笔很多都以笔尖起笔，起笔的角度也是四面八方，使

其篆书更加多了一份流动婉转之美，赋予一种装饰美，

这在篆书中是一种革新。另外从线条美感的角度出发，

在邓石如的《白氏草堂记》中，线条圆涩苍茫，雄浑厚

重，给人一种“实在稳重”感。

而在赵之谦的《许氏说文序》中，线条更为婉转，

具体体现在提按更加丰富、弧度更加明显，更加能够体

现出篆书的流动之美。还值得一提的便是邓石如的篆书

中多是圆笔，圆润，玉润珠圆，而赵之谦在他的篆书里，

稍加一些方笔的起笔。

同样的理论适用于任何一种书体，在草书中同样受

用，唐宋草书、明清草书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这

也与他们的线条表现离不开关系，最明显的两个例子：

怀素与徐渭的草书线条对比。在怀素的《自叙帖》中，

线条注重精致之美，给人以巧夺天工，精雕细刻之感。

每一笔线条都充盈着秀美、圆润，就像是在雕刻一件精

美的玉器。而在徐渭的《草书白燕诗卷》中，多以枯笔

作线，线条狂放苍涩，不拘小节。犹如拿钉子在沙子上

作书一般。起笔也八面出锋，即使毛笔开叉也毫不影响。

另外怀素的草书中大多以圆笔为主，方笔为辅，转折也

多呈圆状。徐渭与之相反，其草书方笔，方折较多。

“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每个时

代对于书法艺术都有不同的追求，但是不论怎么变，造

型的美感一直不会被舍弃。“真、草、隶、篆、行，造

型的美感体现在任何一种书体中。书法不同于其他的艺

术形式，它的内涵、美感需要更深一步的研究才能得以

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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