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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精神的美学构成

易中天

摘 要 中国 艺术精神的美学结构 包括生 命活 力
、

情感节律
、

意象构成
、

理性态

度和 线条趣味五个层次
,

分别对应着 气
、

情
、

象
、

法
、

言五个范畴
。

用艺米样式作为象

征
,

则可以 描述为舞蹈 气势
、

音乐灵魂
、

诗画意境
、
建筑法 则和书法神韵

。

关键词 中国艺米 艺米精神 民族精神 审美特征

中华 民族是一个极其热爱生命的民族
,

生命活力是中国艺术精神最核心的内容
。

体验 着生

命的是情感
,

传达着情感的是意象
。

意象圆融物我
,

是情感的理性化
;
线条抽象单纯

,

最能体现

理性精神
。

因此
,

中国艺术精神的美学结构
,

就可以概括为这样由内向外的五个层次
:

最核心最

内在最深层的是生生不息运动不 已的生命活力
; 其次是与天地 同和

、

有节奏有韵律 的情感律

动 ;
第三是主客默契

、

心物交融
、

情景合一的意象构成
;
第四是无偏

、

有节
、

尚中
、

美善合一的理

性态度
; 最后是抽象

、

单纯
、

韵味无穷的线条趣味
。

它们分别对应着气
、

情
、

象
、

法
、

言五个范畴
。

如果借用最具代表性的几种艺术样式来作象征
,

则可以艺术地描述 为舞蹈气势
、

音乐灵魂
、

诗

画意境
、

建筑法 则和书法神韵
。

一
、

生命活力

以生命的眼光看世界
,

把包括从 自然到艺术在内的一切事物都看作活生生的生命体
,

这是

中国人的哲学观
,

也是中国人的艺术观
。

《周易 》所谓
“

天行健
,

君子以 自强不息
” ,

是这种宇宙观

的哲学表现
;
讲究风力

、

骨 力
,

则是这种宇宙观的艺术表现
。

中国艺术历来讲风骨
。

《文心雕

龙 》有
“
招怅述情

,

必始乎风
; 沉吟铺辞

,

莫先于骨
”

之说
。

什么是风骨 ? 我以为风骨都本之于气
。

气动万物就是风
,

动而有力就是骨
,

它们都代表着一种永不消亡的生命活力
。

风以其动感表现

其
“

活
” ,

骨则以 其坚挺表现其
“

力
” ,

所以风骨也就是活力
。

具体到艺术
,

则风讲动人之情和飞动

之势
,

骨讲立人之本和 内聚之力
。

中国古代优秀的艺术作品
,

无论何种样式
、

形态
、

风格
,

都无不

讲究风骨
,

讲究活力
。

或者说
,

讲究气势
。

气势
,

是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
。

它的核心就是气
。

有气才有势
,

而气象万千
、

气韵生动

也和气势磅礴一样
,

向为中国美学推崇和赞许
。

对于中国艺术来说
,

气
,

往往比情 ( 内容 )和采

(形式 )还要重要
,

还要根本
。

所以
,

在创作中
,

元气淋漓
、

大气磅礴
、

法备气至
、

神完气足者为尚
,

索莫乏气
、

骨气不足
、

乏其生气
、

气竭声衰者为劣
。

绘画要
“

气韵生动
” ,

作文要
“

一气呵成
” ,

都是

这个道理
。

什么是气 ? 中国哲学和中国美学 中的气
,

其实也就是生命或生命本体
。

作为生生不息
、

弥

伦万物的生命本体
,

它往往又被称为
“

元气
” 。

实际上
,

它无非是人能够感觉到而不能科学表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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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力或生命感
。

但是
,

这种生命力或生命感
,

却易于为艺术尤其是易于为舞蹈所体验
。

闻

一多先生在其著名的《说舞 》一文中曾极其深刻地指 出
: “

舞是生命情调最直接
、

最实质
、

最强

烈
、

最尖锐
、

最单纯而又最充足的表现
。 ”

在这种表现中
,

舞蹈者通过自己人体的律动
,

可以体验

到一种生命的真实感
,

而观赏者受其感染
,

也得到同样真实的生命感
。

闻先生认为
,

舞蹈的意义

便正在这里
。
①也就是说

,

舞蹈
,

乃是最宜于表现生命活力的一种审美形式和艺术样式
。

因此
,

中国的许多艺术都接近于舞蹈
,

趋向于舞蹈
,

有着舞蹈的气势
,

甚至可以广义地看作

是舞蹈
。

其中
,

最典型的是书法
、

绘画和戏剧
。

中国书法和绘画中的狂草和写意简直就是纸上

的舞蹈
。

雪 白平展的宣纸有如灯光照射的舞台
,

柔韧飞动的毛笔有如长袖善舞的演员
,

艺术家

凝神运气
,

泼彩挥毫
,

墨花飞溅
,

笔走龙蛇
,

酣畅淋漓
,

气象万千
,

其制作过程本身便极具表演性

和观赏性
。

难怪张旭 见公孙大娘舞剑器而悟笔法
,

吴道子作画要请裴将军舞剑以助壮气
。

至于

戏曲
,

则更是以舞蹈为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 “
以歌舞演故事

” ,

正是中国戏曲不同于西洋

戏剧的民族特征之一
。

西洋的戏剧
,

话剧是话剧
,

歌剧是歌剧
,

舞剧是舞剧
,

而中国的戏曲
,

却集

诗
、

歌
、

舞于一体
。

不但唱的时候要舞
,

不唱的时候
,

其舞 台动作
,

也是节奏化程式化亦即舞蹈化

的
。

舞蹈性
,

几乎成了中国艺术的一种审美特性
,

而作为中国艺术精神内核的生命活力
,

也就可

以象征性地描述为
“

舞蹈气势
” 。

一 情咸节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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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命活力的感性体验
、

审美体验和艺术体验 只能是一种情感
,

而热爱生命的民族必然重

情
。

什么是
“

情
” ? “

情
”
这个字

,

从
“
心

”
从

“

青
” ,

而
“

青
”
则是草木的春色

,

是植物生命力的象征
。

对于一个极其热爱生命的农业民族来说
, “

青
”

无疑是一种美丽的颜色
。

故天空之美者曰青天
,

季节之美者曰青阳
,

妇人之美者曰青娥
,

年华之美者曰青春
。

在汉字中
,

从
“

青
”

之字
,

不少都带

有
“
美

”

的意思
。

比如 日之美者曰 晴
,

水之美者曰清
,

言之美者曰请
,

而心之美者曰情
。

这样说来
,

则
“

情
” ,

也就可以理解为
“

心灵的绿色
” 、 “

心灵的美丽
”

和
“
心灵的活力

”

了
。

艺术不能没有美
,

也不能没有生命活力
,

所以艺术不能没有情
。

中国艺术十分重情
。

《礼记
·

乐记 》说
: “
凡音之起

,

由人心生也
” , “

情动于中而形于声
,

声成文
,

谓之音
” 。

由音乐理论揭示

出来的艺术的情感特征
,

是中国美学的核心
。

中国的艺术创作
、

艺术欣赏
、

艺术理论和艺术精

神
,

一以贯之的就是一个
“

情
”

字
。

不但音乐是情感的表现与传达
,

诗
、

舞蹈
、

戏剧
,

甚至绘画
、

书

法
、

雕塑
、

建筑
,

也无不是情感的表现与传达
。

在中国人看来
,

一个没有人情味的人是不能算作

艺术家的
,

一件没有 人情味的作品也是不能算作艺术品的
,

而一个没有人情味的 自然更简直是

不可思议的
。

中国人很少像西方人那样强调 自然的客观性
、

外在性和疏远性
,

而是更看重 自然

的向人性
、

宜人性和拟人性
。

也就是说
,

更看重人与 自然的情感性
。

因此
,

中国艺术的逻辑
,

就

是情感的逻辑
;
中国艺术的真实

,

就是情感的真实
。

依此真实
,

就不必拘泥于外形的酷似
、

物理

的真伪
; 依此逻辑

,

就可以反丑为美
、

起死回生
。

抽象
、

写意
,

是不求外形的酷似
;
夸张

、

变形
,

是

不辨物理的真 伪
; 《文心雕龙 》所谓

“

鹊音之丑
,

岂有伴林而变好
;
茶味之苦

,

宁 以周原而成怡
” ,

是反丑为美
; 汤显祖所谓

“

情不知所起
,

一往而深
,

生者可以死
,

死可 以生
” ,

是起死回生
。

这样一个充满了人情味的生存空间无疑是一个充满了音乐情趣的时空综合体
。

在这里
,

空

间方位 (东西南北 ) 往往变成了时间节奏 (春夏秋冬 )甚至情感节奏 (喜怒哀乐 )
。

郭熙《林泉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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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提出的
“

三远法
”

(自山下而仰 山巅
,

谓之高远
;
自山前而窥 山后

,

谓之深远
;
自近 山而望远

山
,

谓之平远 )
,

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
,

中国的艺术家是用什么样的眼光看世界
。

的确
,

在摆脱

了物象的束缚和摒弃了物理的限制后
,

世界对于艺术家
,

就几乎只剩下节奏和韵律
。

首先是道

的节奏
、

元气的节奏和心灵的节奏
,

然后表象为艺术
,

成为抽象的色
、

线
、

形
、

体
、

音的节奏
,

和具

象的时
、

地
、

人
、

物
、

景的节奏
。

至于笔墨的节奏和四声的节奏
,

则更为中国艺术所独有
。

如果说节奏较多地注意到量的变化
,

那么
,

韵律便更多地注意到质的不同
。

节奏更多自然

性
,

韵律则更多人为性
。

从节奏提升到韵律
,

也就是从自然提升到艺术
。

所以
,

韵律也必然为中

国一切艺术所共有
。

绘画讲
“

气韵
” ,

书法讲
“

神韵
” ,

诗词讲
“

韵外之致
” ,

音乐讲
“

流风余韵
” ,

戏

曲讲
“

韵味无穷
” 。

韵或韵味
,

往往是 比一般意义上的
“

美
”

更重要的东西
。

什么艺术最重情感
,

最讲节奏和韵律 ? 音乐
。

在中国人看来
,

音乐和天地宇宙一样
,

都是既

节奏井然
,

又韵味无穷的
。

这就是和谐
,

这就叫
“
大乐与天地同和

” 。

因此
,

重情感
、

讲节奏
、

讲韵

律
、

讲和谐的中国艺术
,

便都贯穿着音乐的灵魂并接近于音乐
:

书法绘画的笔墨是视觉化的音

响
,

诗词是无伴奏的独唱
,

建筑和园林则或者是黄钟大 吕的交响
,

或者是丝竹弦管的奏鸣
。

中国

艺术的世界
,

是一个音乐的世界
; 而中国艺术精神美学构成的第二个层次— 情感节律

,

也就

无妨称之为
“

音乐灵魂
” 。

三
、

意象构成

主观的
、

仅属于个人的情感 只有在对象化以后
,

即只有借助于
“

象
” ,

才能够在人与人之间

得到普遍的传达
。

因此
,

中国艺术便必然以情感为生命
,

以意象为构成
。

象
,

是中国美学又一个

重要 范畴
。

中国美学的
“
象

” ,

从来就不等于西方美学的
“
形象

” ,

毋宁说是
“

有象无形
” 、 “
去形存

象
” 。

《易
·

系辞 》说
: “
见 (现 ) 乃谓之象

,

形乃谓之器
” , “

现象
”
不等于

“
形器

” 。

形器 (形 )是 事物

的实体
,

而现象 (象 ) 则是事物的表象
。

对于艺术来说
,

事物的实体是不重要的
,

重要的只是事物

的表象
。

表象作为事物的反映
,

是一种心理现象
,

只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
。

它可以在人的头脑

中复现
,

这就是 回忆
;
也可以在人的头脑中运动

、

变化
、

重组甚至创造
,

这就是想象
。

心理学的研

究证 明
,

人在回忆和想象时
,

往往伴随着情感
。

对于惯常用情感眼光看世界
,

又区分了实体 (形

器 )和表象 (现象 )的 中国艺术家来说
,

就更是如此
。

于是
, “

象
”
在中国艺术这里

,

就不但不是
“
形

象
” ,

也不单单 只是
“

表象
” ,

更重要的还是
“

意象
” 。

意象是抽离了
“
形体

”
又蕴含着

“

情意
”

的表象
,

或者说是
“
有情感 的表象

” 。

但必须特别指

出
,

意象决不是意与象的两两相加或简单契合
,

而是意中有象
,

象中有意
,

物我同一
,

主客包容
,

既非纯客观的如实摹写 (如西方古典艺术 )
,

也非纯主观的自我表现 (如西方现代艺术 )
。

显然
,

这是中国独有的宇宙观
、

哲学观在艺术中的体现
。

意象是中国独有的美学范畴
,

意象造型观也是中国独有的艺术观念
,

而诗画艺术则是这种

艺术观的集中表现
。 “

赋 比兴
”

作为中国诗歌的金科玉律
, “

传神写意
”

作为中国绘画的传统观

念
,

都涉及到意象问题
。

前者讲意象的目的 (传达情感 )
,

后者讲意象的特征 (不求形似 )
。

因为

不求形似
,

所 以更注重笔墨 (笔墨比物象更接近审美心灵 ) ; 因为传达情感
,

所以要借助意象 (意

象比概念更易于 传达情感 )
。

情感靠意象传达
,

意象靠笔墨构成
,

情感一意象一笔墨
,

这就是中

国诗画艺术的基本结构
。

无疑
,

在这里
,

意象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中间环节
。

一般地说
,

中国诗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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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情感 (情动于 中而形于言 )
,

中国画更重笔墨 (具其彩色则失其笔法 )
,

但它们都离不开意象
。

正因为它们都以意象为美学构成
,

所以中国诗常有画境
,

中国画也常有诗意
。

这样
,

意象就作为

一个中介
,

把诗和画统一起来了
。

如果说
,

西方美学讲究的是诗画对立
,

那么
,

中国美学追求的

则是诗画一体的
“

诗情画意
” ,

是情景合一的
“

诗画意境
” 。

所谓
“

诗画意境
” ,

就是主客默契
,

心物交融
,

对象中有自我
,

自我 中有对象的那样一种境

界
。

中国的诗和画都追求这种意境
。

中国的诗论讲究的是
“

情景合一
” ,

中国画论讲究的是
“
天

人合一
” 。

天人合一是中国人的哲学观
,

情景合一是中国人的艺术观
。

在这两种观念的主宰下
,

中国艺术家无论是以
“

移情
”

的态度看待 自然 (情往似赠
,

兴来如答 )
,

还是 以
“

直觉
”

的方式把握

对象 (情景合一
,

自得妙悟 )
,

都不难达到这一境界
。

所以
,

中国的其他艺术
,

也和诗画艺术一样
,

有了一种交融物我
、

综合时空的审美特征
。

书

法就其表现方式而言
,

是空间的
;
就其观赏方式而言

,

却是时间的
。

在书法作品中
,

静态的空间

结构往往转化为流动的时间节律
,

从而既与观赏者的审美心理
“
同构

” ,

又与之
“
同律

” 。
②戏曲

亦然
。

漫长的时间
,

辽阔的空间
,

仅仅表现为几个极其精彩优美的动作和身段
。

这和杜诗所谓
“

乾坤万里眼
,

时序百年心
” ,

和国画《百花齐放 》将不同地域不同季节开放的花画在同一画面
,

是一个道理
。

显然
,

这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手法
,

更是一种艺术境界
。

这种境界
,

就其化空间为时

间而言
,

是音乐的
;
就其化时间为空间而言

,

是舞蹈的
; 就其融主观客观

、

对象 自我
、

表现再现于

一体而言
,

则是诗和绘画的
。

总之
,

它是中国艺术独有的一种境界
。

四
、

理性态度

情感的对象化或者说意象化
,

也就是情感的理性化和形式化
。

因此
,

理性态度便是中国艺

术不可或缺的精神
。

如果说生命活力主要表现于舞蹈
,

情感节律主要表现于音乐
,

意象构成主

要表现于诗和绘画
,

那么
,

理性态度便主要表现于建筑
。

建筑是艺术中的哲学
。

所谓
“

建筑法

则
” ,

就是哲学的法 则
,

理性的法则
。

一般地说
,

西方的艺术更近于宗教
,

中国的艺术则更近于哲学
。

中国的哲学主要是伦理学

的
,

而非逻辑学和宗教学的
。

中国建筑的代表作
,

也主要不是供神使用的祭坛和教堂
,

而是供人

居住的宫殿和园林
。

即便寺庙建筑
,

也像中国的宗教一样
,

较少天国色彩而极富人间气息
。

可

以这 么说
,

中国的宫殿府邸
、

园林别墅
、

寺观坛庙
,

正好分别对应着 中国的三大哲学流派—
儒

、

道
、

释
。

儒道释三家哲学的共同特点
,

是都讲辩证法
。

表现于建筑这种分割空间的艺术
,

则首先是

如何处理充实与空灵的关 系问题
。

大体上说
,

儒家讲充实
,

道家讲空灵
,

佛家既讲充实
,

又讲空

灵
。

或者说
,

强调经世济民
,

注重实用价值的讲充实
;强调超凡脱俗

,

注意审美趣味的讲空灵
; 而

主张
“

立地成佛
”

的则既讲充实
,

又讲空灵
。

具体到艺术
,

大体上是舞蹈
、

雕塑
、

绘画讲充实
,

音

乐
、

书法
、

诗讲空灵
。

再具体到建筑
,

则宫殿府邸讲充实
,

园林别墅讲空灵
,

寺观坛庙既讲充实
,

又讲空灵
。

中国的寺庙建筑形式 多如宫殿
,

却 又多建于山林之中
,

便正是这种观念所使然
。

可见
,

充实与空 灵
,

乃是一种辩证的关系
,

可以而且应该相互渗透
、

相互转化并统一于同一

艺术样式或艺术作品之中
。

中国的宫廷建筑多留空地甚至还要穿插 园林
。

中国画画面多留空

白
,

戏曲
、

舞蹈不用或少用布景和道具
,

雕塑多不注重细部
,

是为了求空灵
;
园林要

“

借景
” ,

诗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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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咏物
” ,

书法偏重
“

中锋
” ,

是为了求充实
。

总的来说
,

中国艺术的法则是亦虚亦实
,

虚实相生
。

虚

不是空虚和虚无
,

实也不是僵化和刻板
,

而是虚中有实
,

实中有虚
,

空灵的风格表达着充实的内

容
,

沉着的风骨表现为飘逸 的情趣
,

就像中国许多建筑都有着稳重的石基和灵动的飞檐一样
。

中国艺术之所 以既讲充实又讲空灵
,

是因为它既要讲格调
,

又要讲趣味
。

有格调则典雅
,

有

趣味则高雅
。

反之
,

无格调则鄙俗
,

无趣味则粗俗
。

要言之
,

格调关乎道德
,

而趣 味关乎审美
。

格

调与趣味的统一
,

也就是道德与审美的统一
。

在中国人看来
,

不道德的东西是不美的
。

反之
,

善

的也必定是美的
。

美善合一
,

也是中国艺术的精神之一
。

一个人
,

如果道德高尚
,

内心充实
,

格

调也就一定高
; 如果超 凡脱俗

,

飘逸虚灵
,

趣味也就一定雅
。

人如此
,

艺术品亦然
。

但是
,

格调与趣味
,

毕竟不是一个东西
。

所以
,

不同的时代
,

不同的艺术
,

不同的艺术家
,

就

各有侧重
。

大体上说
,

中国美学前期重格调
,

后期重趣味
;
诗重格调

,

词重趣味 ;楷书重格调
,

行

草重趣味
; 宫廷建筑重格调

,

民间园林重趣味
;
尊孔孟者重格调

,

近庄禅者重趣味
,

等等
。

然而偏

重则可
,

偏废则不可
。

只讲格调不讲趣味
,

便难免失之呆板
; 只讲趣味不讲格调

,

便难免失之轻

浮
。

这两种倾向
,

都不为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所赞同
。

由此可见
,

中国艺术崇 尚的
,

乃是一种无偏
、

有节
、

尚中的理性法则和理性精神
。

这是中国

建筑的法则和精神
,

也是中国一切艺术的法则和精神
。

中国艺术作品中表现的情感
,

往往带有

伦理色彩
,

奋发而不激越
,

忧伤而不绝望
,

欢欣而不迷狂
,

悲哀而不凄厉
。

中国艺术的形式
,

也极

重规矩和法度
,

比如诗词曲讲格律
,

山水画讲被法
,

戏曲
、

舞蹈讲程式等等
,

都是
。

虽然也有
“

无

法 之法
,

是为至法
”

的说法
,

但这里的
“
无法

”

其实仍然是
“

有法
” ,

只不过对
“

法
”

的运用
,

已经达

到了
“
从心所欲不逾矩

”

的境界
,

因此看似
“

无法
”
而已

。

更何况
,

所谓
“

无法之法
,

是为至法
” ,

岂

非一种很高的哲学境界 ?

五
、

线条趣味

最能体现理性精神的审美形式是纯净的
、

线条化的艺术语言
。

与色彩相比
,

线条确实要更

理性一些
。

对色彩的把握往往只需要感觉
,

对线条的把握却多半需要理解
。

中国不但有纯悴的

线条艺术
-

一书法
,

而且中国几乎所有的艺术
,

都接近于书法
,

有着书法的神韵
。

所以
,

四六骄

文终于不再行时
,

金碧山水也逐渐让位于水墨山水
,

小说多以
“

白描
”
手法刻画人物

,

戏曲也把

布景道具减到不能再减
。

曾
、

之
,

中国艺术总是尽量用纯净的线条
、

洗练的笔法和抽象的程式来

表现 自己所要表现的东西
。

因此
,

它 们都可以广义地看作是一种
“

线条艺术
” 。

或者说
,

以
“

线条

趣味
”

来造型的艺术
。

当艺术主要由线条语言或线条化的语言来造型时
,

它体现和造就的审美趣味
,

也就必然是

一种线条的趣味
。 “

抽象
”

是这种趣味的第一原则
。

如果说中国画的抽象是
“

抽而有象
” ,

那么
,

书法就差不多可以说是
“

抽而无象
” 。

严格说来
,

以象形为本源的汉字
,

只是书法的素材
,

而不是

书法的本质
。

书法在本质上 只是一种线条的艺术
,

而线 条恰恰是一种抽象的东西
。

唯其如此
,

书法才终于由比较
“
像

”
的篆隶

,

发展为不那么
“

像
”

甚至根本
“

不像
”

的行草
。

抽象造就的艺术风格是单纯
。

书法作为一种视觉艺术
,

没有具象形象
,

没有光影
、

明暗
、

透

视
,

也几乎没有色彩
,

可以说是单纯得不能再单纯
。

单纯是一种很高的艺术品位
,

也是一种很高

的艺术境界
。

这种境界可 以一直追溯到《周易》美学
: “

上九
,

白责无咎
。 ”

贵即文饰
。

白责
,

即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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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返素的无饰之饰
。

文饰是繁复
,

文饰到极点以不文饰为文饰
,

就是单纯
。

这就叫
“

绚烂之极归

于平淡
” 。

可见平淡不是枯淡
,

单纯也不是单调
,

而是把绚烂和繁复当作被扬弃的环节包含于自

身之中
。

它是一种更高的品位
。

它是书法艺术的追求
,

也是中国一切艺术的追求
。

比如中国画

不求形似
,

是抽象
; 多用水墨

,

是单纯
。

线条艺术的优越性是毋庸置疑的
。

抽象单纯的线条固然更有利于艺术家们挥洒 自如地充

分表现
,

也同样有利于欣赏者 们浮想联翩地 自由想象
。

诚然
,

对线条的感受
、

领会
、

理解和把握

较之其他艺术语言要间接得多
、

困难得多
,

但正是由于这种间接性
,

才不但给欣赏者 留下了自

由想象的余地
,

也对他们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

这就是不但要
“

看得懂
”
书面

、

画面
、

字面上的东

西
,

更要
“

看得出
”

书面
、

画面
、

字面以外的东西
。

在中国美学看来
,

前者其实是不重要或不那么

重要的
,

后者才是精髓所在
。

这一点
,

最能为书法的欣赏所证明
:

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审美能力
,

那么
,

除了看见几个半生不熟的汉字和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线条外
,

你还能看见什么 ? 书法毕竟

不是写字
,

也并不仅仅只是字写得好
。

其不同之处
,

便正在于真正的书法艺术作品
,

不但要有好

看的视觉形象
,

更要有
“
神韵

” 。

正因为这个东西是字面以外的
,

是
“

非以 目视
”
甚至

“

难以言传
”

的
,

才名之以
“

神
”
而谓之以

“

韵
” 。

这个
“
不可 目视

,

只可意会
”
甚至

“

只可意会
,

不可言传
”

的东西
,

就是中国美学一讲再讲的

言外之意
、

声外之音
、

画外之象
、

韵外之致和味外之 旨
。

它们表达的也许正是这样一个艺术的辩

证法
:

最抽象的语言往往最能表现微妙的情感
,

最单纯的形式往往最能蕴含丰富的内容
。

所谓
“
不着一字

,

尽得风流
” ,

所谓
“

一以当十
,

以少胜多
” ,

所谓
“

言有尽而意无穷
” ,

正是中国艺术棋

高一着之所在
。

同样
,

所谓
“
大音希声

,

大象无形
” ,

其美学意义也正在于此
。

也就是说
,

所谓
“

希

声之音
”

和
“
无形之象

” ,

其实就是
“

神韵
” 。

它当然并非为书法所独有
。

中国的诗
、

散文
、

音乐
、

绘

画
,

甚至建筑
、

舞蹈
、

戏曲
、

小说
,

都讲神韵
。

但因为书法最集中最典型地表现了这一审美特征
,

因此我们还是象征性地把它称之为
“
书法神韵

” 。

从
“

生命活力
”

到
“

线条趣味
” ,

其 中有着必然的
、

逻辑的联系
。

源于生命本体的生命活力

(气 )
,

只有通过情感体验 (情 )才能变成审美对象
,

藏于 内心深处的情感体验 只有通过意象构成

(象 )才能变成艺术
。

情感的节律实际上也就是生命的节律
,

意象的构成实际上也就是情感的构

成
。

生命节律转化为情感节律
,

就是由隐性 的东西转化为显性的东西
;而情感节律转化为意象

构成
,

则是 由个体性体验转化为社会性传达
。

在这里
,

意象构成显然是一个中间环节
,

把最 内

在
、

最深层
、

最隐秘的东西和最外在
、

最表层
、

最直观的东西联系起来了
。

意象构成的原则是一

种理性的原则 (法 )
,

理性原则和理性态度体现于审美形式和艺术形式
,

就必然诉诸纯 净的
、

线

条化的艺术语言 (言 )
,

并造就和形成一种中国独有的艺术趣味和审美趣味— 线条趣 味
。

线条

趣味是抽象的
、

单纯的
、

韵味无穷的
。

为什么线条趣味会有这样的品味 ? 就因为它是对生命活

力理性的
、

意象的和情感的体验和表现啊 !

注
:

①《闻一多诗文选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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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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