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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小乐，1941 年出生，河北省博野县白庄村人。北京中国书画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资深研究员。

该组织成立于 1954 年，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由当时中国书画名人张伯驹、吴晗、齐白石、徐悲鸿先生组建，

张伯驹任会长，北京中国书画协会是新中国成立得最早、水平最高、最具影响力的书画艺术团体之一。

白小乐艺术简介

白小乐 书法作品《诉衷情》白小乐 书法作品“国魂”

其自幼喜爱书法艺术。从艺途径主要是临写书法

名帖名篇，将前人的书法技艺融入自己的创作中，不

断探索属于自己的书法艺术风格。在几十年的磨练中，

取得了一些成绩。1953 年参加本县小学生写字竞赛，

荣获一等奖。80 年代参加上海当地书法（画）展，多

次获奖。2001 年后，应邀参加全国书法（画）大赛、

书展、笔会、义卖等活动，获得金奖等各类奖项数十次。

2017 年被央视中国世纪大采风组委会授予“中国当代

最具影响力书画家”称号。

发表的书论有：《书法艺术，国之瑰宝》《学书在

法，其妙在人》《草书之妙，口述难祥》《一门返璞归

真的新兴艺术——中华地书风范漫谈》。出版的邮册

有中国邮政《一带一路·新丝绸之路上的艺术大使——

白小乐个人艺术展》、美国集邮《中美杰出华人艺术

家——白小乐美国邮册限量珍藏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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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小乐 书法作品 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白小乐 书法作品 毛泽东《沁园春·长沙》

白小乐 书法作品 毛泽东《沁园春·雪》

书法艺术 国之瑰宝——纪念中国书法入选联合国“非遗名录”十周年

2009 年 9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第四次会

议，中国书法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将文字书写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

录，中国书法尚属首例。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

保护书法珍品，弘扬书法艺术，是每个公民特别是

书法爱好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我结合自己学习书

法的体会，谈几点认识与书友们商榷。

一 汉字——古老文明的文化结晶

书法的载体是汉字。追溯中国人写汉字的历史，

至少已经有五、六千年了。早在原始社会晚期的仰

韶文化时期，从出土的文物鉴定中，就有原始的文

字符号出现。后来，出现了仓颉造字之说。仓颉出

生在 4000 年前的五帝时期，做过文字的搜集、整理

和推广使用工作，对汉字的发展有重要贡献。不过，

说是个人造字，似乎有些被神化了。

中国的汉字归根结底，来源于中华民族的社会

实践活动。劳动生产、情感交流和文化传承的需求，

使汉字应时应运而生。这点，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

文字出现的原因没有多大区别。但是，汉字的造字

方法和文字的丰富内涵与其它民族的文字比较，有

着自己的许多不同特点和优势。学习和研究汉字的

特点与优势，可以使我们更加珍视祖传文明。让古

老的中华文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焕发出新的

活力与生机。

首先，汉字是表意文字。从古至今不管汉字怎

么演变，它的表意性不变。汉字的造字方法有象形、

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俗称“六书”。其

名称起源于战国，到了汉朝，六书理论开始成熟，

东汉时的班固、郑众、许慎三人，对六书有比较详

细的论述。特别是许慎的《说文解字》，对六书有比

较详细的分析和举例说明，对于后人正确理解和书

写汉字有深远意义。

其次，汉字有独特的结构。汉字的结构有两种，

即独体字与合体字。象形字和指事字都是独体字，

笔画结合得很紧，不可分割。会意字和形声字是合

体字，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组成。组成合体字的

单位叫偏旁，偏旁在在汉字中的位置叫部位，一般

来说偏旁本身就是一个字。合体字的部位有八种，即：

头、底、旁、边、心、框、腰、角。汉字的笔顺是

按汉字的笔画和特点约定俗成的，有其一般规律，

书写时应当注意。

第三，汉字有表音节。一个汉字读出来就是一

个音节，由声母、韵母、声调组成。汉字表音，一

字一音。有时候是一音多字，就是同声字，但字形、

字义完全不同；还有的字是一字多音。这些区分，

最好是在实践运用中实现。

第四，汉字字体具有多样性。汉字字体的演变

是一个漫长过程。任何文化现象的出现和发展，都

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人们实际生活的不同需

求，汉字也一样。在上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

许多书写体式。如果从商代算起，先后经历了甲骨文、

钟鼎文、石鼓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

行书。从秦朝开始，汉字的使用开始逐步走上规范

道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书同文”政策，

即命李斯将原秦国文字改造后，普及至统一后的全

国。后人称为“小篆”，又叫“秦篆”。再后来，又

历经几代王朝，汉字进一步演变，形成了现在人们

常见的篆书、隶书、草书、楷书、行书，五种书体。

二 书法——汉字书写的艺术升华

汉字书写发展成为书法，是汉字长期书写过程

的升华。书法成为一种独特艺术门类，经历了几个

朝代的变迁，功能、内容、形式都陆续发生了一些

根本性变化。

中国书法常见的五种书体，是根据不同时代的

文明水平和实际需求，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各

种书体都有自己的独特背景、特征和发展过程。

篆书有大篆、小篆两类。大篆主要指商、周时

代的甲骨文、钟鼎文和石鼓文。小篆是指秦始皇统

一中国后，颁布的法定文字。

隶书有古隶、今隶两类。一般认为，古隶出现

在秦始皇称帝后不久，在抄写文书的实践中创造出

来的，所以古隶又称“秦隶”。东汉章帝以后，形成

了具有汉代独立风格的今隶，又称“汉隶”。流传至

今的《史晨碑》《曹全碑》都是汉隶的代表性作品。

草书有章草、今草、狂草。初期的草书是由隶

书演变而来的，名为章草。一般认为，是写奏章或

章程所用字体，所以叫“章草”。章草改变了隶书横

平竖直、笔笔间断的写法，成为圆转牵连、粗细交

替的字体。今草出现在东汉时期，传说是张芝改造

章草而成。东晋王羲之父子传承张芝今草，并有所

发展。盛唐以后，张旭、怀素将草书发展成为浪漫

豪放、龙蛇飞舞的“狂草”，使草书艺术达到了一个

新的更高峰。

楷书又称“真书”“正书”。这种书体是汉、魏

之间兴起的书体。魏国的锺繇是楷书书法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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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小乐 书法作品 唐·王之涣《登鹳雀楼》白小乐 书法作品 毛泽东《清盘乐·六盘山》白小乐 书法作品 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

其代表作有《宣示表》《力命表》。唐代楷书发展到

高峰阶段，以颜真卿、柳公权为代表，成为后人学

习楷书的典范。顔、柳书风流传一千多年，至今生

生不息。主要是他们的书法艺术，体现了中华民族

的骨气、刚毅，含蓄、韧健的优秀品格。

行书始于汉末，盛于东晋。这种书体兼具楷书

的规范和草书的洒脱。东晋王羲之父子最为出色，

代表作是“兰亭序”。 后来成为唐太宗最尊崇的书

法篇章。“兰亭序” 体现着作者的为人做事品格、深

厚的文化积淀和娴熟的书法技艺。这幅名篇的主要

艺术特征是：具有楷书的起、收、提、顿，笔画分

明特点；兼具草书勾挑、牵丝、点，相互呼应特点；

字结构为笔画斜侧与和正结合，结字完整、简繁结合；

笔法上，多为露锋入纸，着笔流动自然；同形字避

免雷同，多个同形字造型有别，具有求同存异的创

造性、多样性等。“兰亭序”的这些笔法和艺术特点，

是中国书法宝库的重要财富。因此，成为历代书法

家们的必修课。

三 法度——书法家必修的基本技能

书法有法，是书法创作者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则。

写字与书法是两码事，它们有紧密地联系，又有很

大的区别。书法是写字的再创作和再提高过程。打

个不完全恰当的比方，写字如同准备泥石、钢筋、

装饰材料，而书法则是高手们再创作的高楼大厦。

转变的过程和要素，是能工巧匠们运用高超智慧、

方法与技能，再次进行创造性劳动的结果。

书法创作的主要方法有：

1、执笔法。要写好字，必须有正确的执笔方法。

正确的执笔方法包括身法、执笔法两个方面。

身法，即写字的身体姿势。一般情况下，有坐姿、

立姿、蹲姿三种。坐姿要求头正、身直、臂开、足安；

立姿要求两腿分开，左足略向左前方伸出，平踏地上，

身子略向前倾，左手按住纸，右手执笔，悬肘书写；

蹲姿要求双足蹲立地上，身子略向前倾，左手支撑

在地上，右手执笔挥毫。

执笔法，是指书写时手指握住笔管的姿势。包

括指、掌、腕、肘等各个部位的动态姿势。唐代书

法家颜真卿提出了“指实、掌虚、掌竖、腕平、肘起”

五项执笔要领，成为延续至今书写姿势遵循的基本

准则。

2、用笔法。用笔法也叫运笔法。我们书写的工

具是柔软的毛笔，实现点画线条的审美价值。书写

是从笔毫的抑、扬、顿、挫、轻、重、徐、疾运动

中产生的。笔毫的运动受身体的指、腕、肘等部位

的支配。运笔要靠身体各个部位的密切配合，运作

中枢在腕。腕要灵活并能够巧妙运用。

王羲之题《笔阵图》中说：每作一波，常三过折笔。

就是说，写每一笔画，运笔必须有三个动作，即起笔、

行笔、收笔。后人称之为“三折法”。三折法是运笔

的总纲，任何笔画的运作都离不开这个原则。起笔

有藏锋、露锋两种方式；行笔有中锋、侧锋方式；

收笔是运笔的结束动作，“无垂不缩，无往不收”是

收笔的基本要领。

3、结体法。结体法也称结字法。指的是构建字

的间架结构方法。汉字是由不同形状的点画，按照

特定规范组成的复杂字样。我再次拿建造房子说事

吧，由于建筑师们对建筑材料的处理和搭配不同，

会有不同风格和不同形式的建筑物。写字也一样，

结体美成为了书法家们笔下的另一个创作课题。关

于书法的结体方法，蔡邕在《九势》中提出了基本

原则：“落笔结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递相掩映，

无使势背”。就是说，字的组成变化结构，必须上下

承接，左右掩映，顺应笔势，以形成完整的整体。

这是实现汉字结体美的基本方法。

结体关系虽然纷繁复杂，总括起来处理好这样

几个方面：其一，奇与正的关系。奇与正是矛盾的

统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一味追求平正少了神

采气韵。一味追求奇变，容易走向狂怪低俗。其二，

疏与密的关系。字形小的笔画要延伸开去，变小为大；

字形大的笔画要紧缩一些，变大为小；笔画疏的字，

点画要肥一些；笔画密的字，点画要瘦一些。这样

处理，可以体现结体的和谐统一美。其三，违与和

的关系。违，是指变化多样，参差不齐；和，是指

整齐和谐，秩序井然。点画排列的基本原则是：“违

而不犯，和而不同”。

4、章法。章法即整篇字的布局方法，古人又叫

“分行布白”。原因是书写者从实落墨，着眼于空白

处的安排变化。好的章法布局要处理好这样几个关

系：宾主关系。字与字之间要“主宾分明，互有照应”；

虚实关系。一篇书法，有黑白两色，白是虚，黑是实。

虚实是对立的统一体，对虚实的不同处理方法，体

现书法家的不同艺术风格；气脉连贯关系。历史记载，

王献之能写“一笔书”。不是真的一笔下来能够成就

整篇，而是说，他写字气脉连贯，结体秀美。要做

到气脉连贯，掌控笔势与笔意很重要，是气脉连贯

的重要基础。

章法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时常因书体不

同而有所区别。纵有行横有列，适合于篆、隶、楷

书体；纵有行横无列，适合于小楷和行书；纵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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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无列，适合于草书，尤其是狂草。这种笔随意转

的书写，契合于自然之美，能够使章法达到很高境界，

非书法高手而不能为之。

章法能体现出书写者处理笔法、结体、布局问

题上的驾驭水平和审美能力。尤其是一幅好的草书

作品，千姿百态、个性张扬、美不胜收。

四 书法艺术——世界文化园林中的奇葩

中国书法艺术，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命题。一

般情况下，书法艺术的特征在于：运用富有弹性而

柔软的毛笔，浓淡枯润的墨色，点画线条的变化，

结构章法的布置，结合时代环境特点和作者的思想

情感，创作出姿态万千、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具

有美学价值的汉字书写作品。

世界历史进入 20 世纪以后，西方的抽象派开山

祖师康定斯基先生在美术方面采用纯粹艺术手段来

表达“内心的语言”，由此开创了西方现代派艺术的

先河。现代派艺术的特点是“始于参照标准的消失”，

即没有实现选定的描绘对象，没有事先确定的艺术

准则，完全是作者思想感情的自由倾泻而创作的艺

术门类。

中国的书法艺术追求的是更高、更纯、更美的

观赏价值。中国书法艺术具有严格的法度要求、契

合时代精神的内容、贴近自然形态的表现手法、具

有鲜明的个性风格。所有这些要求，是作者在长期

修炼中形成的技法，是在不经意的情感表达中自然

而然实现的。早在 7世纪的唐代，张旭、怀素的狂草，

就具备了这样严格的艺术风格和特质。从时间上算

起来，大概早于西方现代派艺术 1700 多年。

中国书法艺术既具有西方现代艺术美，更具有

中国文化特色的传统艺术美。一幅好的书法艺术作

品，表达的是书写者自己的真实情感、诉求与意境。

书法艺术具有中国传统艺术多方面的美学价值，如，

气韵美、形象美、力度美、格律美，在书法艺术的

创作中都有精彩的体现。

气韵美，是指书法艺术作品的内在美。气韵美

是中国所有艺术作品的核心内容之一。气韵是指作

品的神气与韵味，也简称为神韵或气韵。卓有成就

的书法艺术家，总是站在时代的前列和历史的高度，

用睿智头脑和丰富知识，认真学习、观察、认识各

种事物，从而创造出具有独特风格的书法艺术作品。

一幅好的书法艺术作品，是作者的主观思想感情、

艺术修养、人生阅历、学识才华的综合性运用的结果。

具体体现在：笔法、章法、线条、色彩、神韵等方面，

在相互融会贯通，千变万化中，创作出巧夺天工之作。

形象美，主要是指书法艺术要贴近自然。汉字

的构思起源于自然，如象形、形声、会意、指事等

字的创造，诸多是在自然形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形象美是书法艺术的外在美。在书法史上，人们解

说一幅好的作品时，时常借用自然界的物象加以说

明，这是很有道理的。东晋女书法家卫铄《笔阵图》

中说：“横，如千里阵云，隐隐然其实有形；点，如

高峰坠石的瑾磕然实如崩也；竖，如万岁枯藤；弧钩，

如百钩弩发；背抛，如崩浪雷奔。”宋代著名书法家

苏轼，还将书法形体比喻为人的形象，他说：“正（楷）

如立；行（书）如走；草（书）如跑（飞）”。

力度美，是气韵、形象美的笔法成因。古人说：“书

贵瘦硬方通神，短长肥瘠各有态”，这里说的通神或

有态，都要通过笔法力度表现出来。书法艺术是利

用毛笔的弹性，体现作者用笔力度的艺术。从点画说，

藏锋表示力量的含蓄，露锋表示力量的舒展，横纬

竖经表示笔力的骨干，提顿转折表示力度的遒劲与

挺拔。从书体说，小篆表现为笔力的弧形张力和姿态，

如龙飞凤舞 ；楷书笔力表现为方圆转折和间架的端

庄稳重，如佛门弟子修练；行书和草书的笔力则具

有上下连贯、奔腾澎湃的浩荡之气。尤其是狂草书法，

如大江一泻千里或飞龙走蛇不尽缠绵，乃蔚为壮观

之态也。

格律美在书法中有精彩体现。一幅好的书法艺

术作品，人们时常形容为“无声的音乐”“凝结的舞

蹈”。中国的书法艺术风格种类繁多，异彩纷呈。历

代书法家界定书法艺术风格的概念不尽相同，概括

起来主要有：以社会生活需求划分。如，秦代以小

篆统一文字，适用范围偏于王室。后来，为了书写

方便、快捷，又出现了隶书，适用范围扩展到了下

层 ；以时代差异特点划分。如，商代钟鼎文古朴厚重，

唐朝时期的楷书、宋朝时期的行书与之相比，就显

得灵秀、俊逸多了；以代表人物的书法风格划分。如，

人们非常熟悉的“颜（真卿）筋柳（公权）骨”“张（旭）

颠（怀）素狂”等风格，就属于此类。俗话说 ：“字

如其人”，人的性格各异，风格自然不同；以南北地

域风格划分。一般认为，南方人书写的字侧重于清秀、

幽雅，北方人书写的字侧重于苍劲、厚重。

综上所述，中国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

练的文明成果，也是世界文化百花园中不可多得的

艺术奇葩。人类历史证明，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珍惜、保护、传承本民

族的优秀文化艺术，不仅是发展本民族精神和物质

成果的需要，也是对全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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