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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韩玉涛先生将唐人孙过庭所著书谱文中的两
句话视作中国艺术的艺术方法。这两句话是：“情
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

翻遍古今书论，孙氏之语，鹤立鸡群了。也突
显了韩玉涛先生的慧眼。

情动形言的依托是取会风骚之意，是中国艺
术源头的诗经楚辞。情动者，诗意也。形言者，墨
迹之语也。这是中国书道的前提。不曾濡染于中
国文学的诗心，何以言书道!在中国文学的骨子
里，丰满着中国文化的林林总总。中国哲学、中国
历史、中国儒释道的认知、中国不同时代的文化成
就及其代表人物，乃至信仰、道德等等，都是文学
的反映对象。杨雄的书为心画，一个心字，包容着
无数的中国文化内容，没有这些文化内容的积淀，
作为书法艺术作品的迹化，杨雄说的书，(墨迹)何
以和心相对？何以如易之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书法艺术就那么一根线，让它负载着书者如
此巨量的文心，难道不值得深省吗？

孙氏第二句话，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阳
舒阴惨，道之谓也。本乎天地之心，是孙过庭看到
了书法艺术的最高审美，是向中国大道的本源回
归。王僧虔说，“书之道神采为上”。何谓神，不可
知不可为为神。张怀 称玄妙之意出于物类之
表，幽深之理伏于杳冥之间。物类之表，杳冥之
间，纯然是体不能够及、语不能到的形而上思维。
孙过庭在这里，确立了书道的否定意义：非物。更
是确立了书道的肯定意义：归回天地之心，回归于

道。作为自觉的书法艺术，从汉代算起，已历两千
余年。其魅力，历久弥新。其玄妙，众说纷纭。而
到了孙氏此语，我以为一个明确的答案已经成
立。他的另一句话：“同自然之妙有”，佐证了回归
于道这个命题。自然者，生命之谓也。一切物质
世界，都依附于道而存在。自然即宇宙。宇宙显
现着无处不在的道。正是如此，“远取诸物、近取
诸身、囊括万殊、裁成一相”的汉字，是因道而生。
汉字的点画及其组合，因六书而成，天地人均在其
中。中华民族伟大的语言符号——汉字，同时也
是思想符号、情感符号、历史符号、生命形态符号，
是一点也不夸张的。统而言之，它就是一个个概
念化了的宇宙符号。汉字作为书法艺术的表现对
象，其实质是以宇宙符号为表现对象。汉字若没
有这个特征，就无法带入书者的情动形言。汉字
本身先于艺术而存在的观念形态，使书者主观的
个体的人文情怀与天文情怀，由心迹转化为墨迹，
成为可能。

所谓宇宙符号，是以宇宙现象为依据的矛盾
体。方圆、斜正、上下、左右、高低、疏密、横竖、长
短、大小等等矛盾现象。加之，汉字音形义三位一
体的独立固化特征，必然使书者的心灵动态介入
于这种矛盾现象之中。从而构成主观情感与矛盾
体的变通与融合。由是，书法艺术的全过程，是情
动形言的主观色彩和宇宙符号的客观矛盾体的互
动与交融。是两种观念的协作。

苏东坡说，“诗不能尽，溢而为书”。诗是语
言，语言表达内心的贫乏，当溢而为书，为线的运
动时，其节奏、旋律与组合却把心灵运动的每个细
节都摄入其中，成为心灵的图像，使书者有超越于
诗的满足。韩玉涛先生称，书法艺术是一种诗化，
或者就是这种情形吧。

行文至此，关于玄妙的书法艺术，我以十个字
作为结语：以人文为念，以天文为体。

记得在 1996 年创作“风流三部曲”第三部
《风流姐妹》时，剧本已然写毕，就是缺少—段
开场曲唱词。我和霍锁昌憋了两三天，稿纸上
写出来，揉掉；再写，再揉；怎也想不出个眉目
来。《风流姐妹》写的是柳大凤购买荒山荒沟，
改变家乡山山水水的故事，表现柳家三代人
——柳老犟、柳旺生、柳大凤的恋土情结。开
场主题曲应该在山水田土上做文章。—天，随
手翻阅《词韵新编》，启发思维。“灰堆辙”里的

“水、穗、嘴、腿”等映入眼帘。顿时，脑海里涌
现出了“山山、水水、果果、穗穗、腿腿、嘴嘴”—
连串儿的叠词来。呵呵，何不写—首儿歌呢！
于是，精心构思，几经捏弄，写出如下几句：

东山山土土西洼洼水，
捏成俺孩孩儿的毛腿腿。
南梁梁果果北坡坡穗，
喂饱俺孩孩儿的小嘴嘴。

写完之后，仔细玩味，不禁拍案叫绝！怎
能写出如此美妙的词句呢？就它啦！从大地
方位上说，唱词中写到“东、南、西、北”；从自然
环境上说，唱词中写到“山山、水水、土土、洼
洼、梁梁、坡坡”；从土地收获上说，唱词写到

“果果、穗穗”；从人生的成长上说，唱词写到
“土土水水捏成毛腿腿”，此谓之“生”，“果果、
穗穗喂饱小嘴嘴”，此谓之“长”。从艺术手法
上说，叠词连用，充满儿歌特色，以小见大，短
短四句、三四十字，紧紧围绕“土地”、“人生”，

从生到长，艺术地概括了人生离不开土地、山
水、果穗的大主题。

这四句儿歌，经省歌作曲家孟只争谱曲，
孝义碗碗腔剧团李锦云伴唱，起到意想不到的
艺术效果。在悠扬婉转的音乐声中，红色大幕
徐徐拉开，天幕上是爷爷、孙女在大山里玩耍
的剪影，随之优美的儿歌唱起，给观众以无限
广阔的想象空间，欣赏兴趣油然融入剧中；且
这段儿歌旋律贯穿全剧，给观众以巨大的艺术
感染。

像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我特别偏爱自赏
这四句儿歌。之后，不时欣赏吟咏，总觉得仅
仅四句，作为戏中伴唱尚可，要独立成为一首
儿歌，就有点儿太短了，似乎觉得意犹未尽，想
再加几句。可是，搜索枯肠也想不出称心如意
的句子来。退休之后，几经思考，又捏凑了四
句，形成如下—首儿歌：

《毛腿腿、小嘴嘴》
东山山土土西洼洼水，
捏成俺孩孩儿的毛腿腿。
南梁梁果果北坡坡穗，
喂饱俺孩孩儿的小嘴嘴。
毛腿腿，小嘴嘴，
—辈辈离不开果穗穗。
小嘴嘴，毛腿腿，
毛孩孩生长—辈辈。

过后细品续加的四句，觉得语言艺术风格
一致，意思延续性较强，不仅使这首儿歌更加
完美，而且更明确地咏叹了“一辈辈离不开果
穗穗”的人生主题；也揭示了依靠田土山水果
果穗穗生长一辈又一辈的人生哲理。

好在全国唯一国内外公开发行的音乐文
学期刊《词刊》慧眼识珠，2016 年第 5 期刊发了
这首儿歌。

回想起来，20年时间，8句歌词，不足百字，
几经吟咏，方得认可。文学艺术创作真是“一
把辛酸泪”，“甘苦寸心知”啊！

书法艺术的审美之我见
□ 刘太宗

刘太宗作品赏析

吴翁人与画同高

弱水三千领一瓢

冰雪相摧风骨老

丹青应载菊松豪

——为吴冠中先生作此示敬

黄河第一湾，奇异不能言

巧作圆融意，涵容大道篇

子牙居故里，巨笔出辛关

长卧不知岁，一鸣震尘寰

——咏石楼黄河第一湾

万丈秋湖成碧玉

白云铺就雪乡明

清凉世界烟尘外

冷艳空灵不负情

——游千年里作此

儿歌一曲唱人生
——《毛腿腿 小嘴嘴》创作谈

□ 梁镇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