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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中國書法之 「勢」
王國華：有人認為，學 「書」先學

「勢」，唐代書論家張懷瓘說： 「夫人工
書，須從師授，必先識勢，乃可加工。」康
有為也說：古人論書，以 「勢」優 「先」。
書勢是什麼？是指書寫的形勢？態勢？還是
氣勢？怎樣才能作書 「得勢」？

饒宗頤：這要先從古代書法家們對書勢
的論述說起，衛恒論書有 「四體書勢」，衛
夫人論書《筆陣圖》亦稱「七勢」。法書之
本，永字八法，是曰 「八勢」。漢代大儒，
大書法家蔡邕論書有 「九勢」。書勢的演
變，主要是筆畫由直線變為曲線，有圓筆變
為方筆，形體由凝固變為飛動，方法由遲緩
變為迅速。

王：您在《論書十要》中，率先提出
「重」、 「拙」、 「大」之旨，以免除輕

佻、嫵媚、纖巧之病。這既是筆法，又是意
境，追求的是骨氣通達，氣勢磅礴的藝術效
果。這是我學了蔡邕的 「九勢」後，才逐漸
體會到的。

饒：你的體驗有道理。蔡邕的書論，歷
史上影響很大。書法史上曾傳說：大書法家
鍾繇為求蔡邕的《筆論》，捶胸三日，以至
於吐血，而後掘墓盜墳而得。傳說難考，但
蔡邕書論的歷史地位是崇高的。

王：蔡邕論書 「九勢」，簡明扼要，既
有理論釋述，又有實踐操作性。

饒：蔡邕，是蔡文姬的父親，官至中郎
將。蔡邕通經史、音律、天文、善辭章、工
篆隸，尤以隸書著稱。他的書論有《筆
賦》、《篆勢》、《筆論》、《九勢》等
篇。他主張作書要先散心胸， 「書者散也。

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後書之。」
王： 「九勢」雖簡要，但有許多地方我

還理解不透，需請教饒老。
首先是第一段， 「書勢」的總論，是說

「勢」的來源和 「勢」的運行。蔡邕認為一
切書法象形於自然，取法於陰陽對立統一的
大自然，故而造成了剛柔，動靜，虛實等書
法態勢。而 「勢」的動因來自人運筆時的筆
力。衛夫人主張 「下筆點畫波撇屈曲，皆須
盡一身之力而送之」。筆勢來自筆力，而力
透紙背之筆力，發自書者之心，心手相應，
通達無礙，把心力通過手發送到筆端上，在
點畫間體現出驚絕筆力所創造的書勢。而這
個 「勢」一旦形成，就要一氣呵成，不可遏
止，這就是 「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惟
筆軟則奇怪生矣」。這樣理解準確嗎？什麼
叫 「勢來」？什麼叫 「勢去」？

饒：以筆勢和筆力的關係看，字的外形
是 「勢」，而內在條件卻是 「力」，勢是
文，而力是質。文與質兩不可廢，力的養
成，篆書是關鍵功夫。有勢無力，只是虛有
「字樣」而已。故寫字宜先習篆，從一畫做

起，反覆練習，以養其力，以培其勢。一畫
分橫筆、豎筆、方圓，由此而生。一生二，
二生三，故篆法為一切書之母。不從此門入
者，筆不能舉，力不能貫，氣不能行。石濤
論畫，起與一畫，書法之理，亦有同然，切
不可忽。如我寫的《人壽年豐》、《懸針篆
七言聯》，從筆畫中訓練筆力。

王：落筆結字這是 「九勢」中的第一
勢：凡落筆結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
其形勢遞相映帶，無使勢背。

落筆，亦是 「起筆」、 「發筆」，是每
個字的第一筆。孫過庭書譜說： 「一點成一
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準」。就是說每個字
的第一筆，就為這個字定下了規矩，每篇的
第一個字，就為全篇制定了準則。這一勢的
中心思想是在落筆時，就要對一個字的整體
結構，點畫安排，胸中有一個審視，其原則
是：（一）上覆下，（二）下承上，（三）
點畫安排及形勢布置要相互關聯，相互照
應，不要相互背離。怎麼才能不勢背？請饒
老示範之。

饒：書寫的字形姿態，古人稱為「字
勢」， 「勢」在書道文學都有極重要的意
義。考文固然必審書勢，寫字更要加倍審字
勢了。如我寫的 「陶鑄古今」，上下左右的
關聯照應即體現這些原則。

王：第二勢：轉筆，宜左右回顧，無使
節目孤露。

這裡說的轉筆是指，在筆畫需要轉折的
地方，用手指撚筆桿，轉動筆桿而達到轉折
目的嗎？還是指作書時使筆毫左右圓轉運
行，而達到點畫間的轉折呢？請饒老示範
之。

饒：兩層意思均有，轉筆換鋒時要使筆
毫左右圓轉，有時就要加入轉動筆桿的動
作，使線條在點畫間運行時，似斷還連，相
互牽帶；點畫停頓時，是左右圓轉的停頓，
以達無孤露之效。如《書法華經句》。

王：第三勢：藏鋒，點畫出入之跡，欲
左先右，至回左亦爾。這裡說是 「起筆」與
「收筆」的藏鋒筆勢，起筆若左行則先向

右，至左行收筆時，又退向右，即逆入逆

出，將鋒藏起而力在其中。這裡說的是否就
是藏頭護尾？

饒：是的。如《鶴壽》、《書冬心七言
聯》。

王：第四勢：藏頭，圓筆屬紙，零筆心
常在點畫中行。

第五勢：護尾，畫點勢盡，力收之。
若把落筆、轉筆、藏鋒、藏頭、護尾，

這五種筆勢綜合起來就是，落筆胸中有全
局，上下照應左右圓轉，藏、轉、折、換，
氣運貫通，順勢而為，勢盡而收。

饒：這五種筆勢，講的是運筆的技法與
形式，而疾勢（第六勢）、掠筆（第七
勢）、澀筆（第八勢）、橫鱗豎勒（第九
勢）主要講的是運筆的氣勢和節奏。

王：疾勢，出於啄磔之中，又在豎筆緊
趯之內。疾勢，講的是運筆速度，即快勢。
快也不是單純的快速，而是先慢而後快。
「啄磔」與「緊趯」之筆勢，請饒老示範之。

饒：如《書盧象升草書五言大聯》。
王：掠筆，在於趲緩峻趯用之。有人講

掠筆是指寫長形撇的筆法，如 「廣」字，
「慶」字左下一撇。而這一長撇，初為豎

筆，行至中途偏向左行，這時筆鋒略按，使
筆畫變粗，然後作收，把緊行的筆毫略略放
散，就是 「趲」緩，趲就是散走之意。趲緩
之後接着又是緊張行筆，這種勢是趯法，在
「趲緩」、 「峻趯」兩種筆法中，完成掠筆

這長形的撇。掠筆筆勢的這種解釋法對嗎？
請饒老示範之。

饒：如《書邊壽民五言聯句》。
王：澀筆，在於緊駛戰行之法。澀之含

義，就是道遇險阻，不暢通，用緊張不停的
戰鬥向前推進，來說明 「澀」的感覺。以前
認為，澀筆中 「澀」的感覺，無非是 「筆」
與 「紙」摩擦而來。二○○九年在澳洲塔斯
曼尼亞，饒老曾教我澀筆的用法，我練過一
段，但還是不知道在什麼情況用 「澀筆」？
請饒老給示範一下。

饒：如《書陳曼生七言聯》。
王：橫鱗，豎勒之規。這裡指的是橫、

豎兩種筆畫的筆勢。橫畫不可一味齊平，一
滑而過，須如魚鱗片片，看似平滑而實不
平。豎畫不可一瀉直下，須快中有慢，疾中
有澀，如勒馬韁。於不斷放鬆中又時時勒
緊。這種理解對嗎？

這與饒老《論書十要》中講的 「忌
滑」、「停滀」，是一個意思嗎？請饒老示範
之。

饒：如《書桂末谷隸意》。
王：米芾認為書法創作要 「得筆」。

「得筆，則毛細如髭髮亦圓，不得筆，雖粗
如椽亦扁」。他說 「得筆」與否，就是筆勢
的利純。 「得筆」後，他們感覺 「揮運」、
「振迅」、 「動盪搖曳，駿急痛快」，這種

感覺是否就是作書得勢了？
饒：外界宇宙的客觀形象，只是書材、

畫材而已，如何支配這些素材，表現得活潑
生動、出奇制勝，以至驚心動魄，全靠主觀
醞釀出來的不同手法。這是個人的宇宙，包
括書畫家的個性、學養、心靈活動等等的總
和。其運用在書法上，就是得心應手，作書
得勢。

王：記得先生給我講過張彥遠一筆書，

氣勢非凡。
饒：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曰： 「書

之體勢，一筆而成。氣脈通連，隔行不
斷」。 「行首之字，往往從其前行，世上謂
之一筆書」。這是書者 「揚眉吐氣」，以
「激昂青雲」的心態去抒發性靈與書寫技

巧。使筆勢、字勢、書勢，隨形而變，造
成氣貫天地的整體氣概。

王：你給我寫的《望嶽詩》，就有這種
激昂青雲的氣概。

饒：杜甫在寫《望嶽詩》時二十五歲，
當時他並沒有登過泰山。在他另一首詩裡說
到了這一點。他一方面讚嘆泰山的雄偉壯
麗，同時也抒發他敢於攀登絕頂，俯視一切
的雄心壯志。

三問：中國書法之 「情」
王：有書法家認為，中國書法是抒情寫

意的藝術，是表達中國文人思想感情的藝
術。您如何評價以書寫心，把性情寄託於點
畫之間？

饒：中國的書法藝術自漢晉以後，基本
是掌握在知識分子的手裡，書法藝術除了講
究筆法、墨法、字體的結構及整幅章法以
外，還講究與書寫的內容如何配合，故此漢
代的碑刻都端莊凝重，北魏的造像碑有一種
虔誠的感覺，到唐代的碑銘都寫得很肅穆，
而晉代以來，書法更成為了一種抒發書寫者
內心感情的一種藝術。這一個情況在晚明表
達得尤其淋漓盡致，晚明人如倪元璐、黃道
周、傅青主等人把其反抗異族統治的精神，
都融入在書法之中，書法對他們來說，已經
是一種抒發感情的手段，故此說中國書法是
一種抒情寫意的藝術，就是因為中國書法基
本上是與知識分子的感情、感受息息相關的
緣故。

王：書法是視覺藝術，他是如何通過線
條變化來表達一個人的精神的？

饒：書法對書者來說，最主要的是能夠
表現一個人的精神。不能簡單將其當作裝飾
品對待，也不能只是將其當作一種視覺藝
術。中國書法，不單是視覺的，更主要的是
透過心靈的一種性靈的體現。

王：有書法家認為，中國書法是在無限
的空間上，在線條的動態轉變中，表現出充
滿韻律的生命力，在運筆的使、轉、提、按
中，令人感受到空間美的愉悅。

饒：的確，書法理論家早就指出：若平
直相似，狀如算子，便不是書。書必成陣，
才有行列可言，才能有空間美，所以衛夫人
的筆論叫《筆陣圖》。另外，下筆先後的銜
接，以及疾、徐、斷、續、聚、散的節奏
感，也就構成了一種動態陣勢和音樂演奏般
的旋律美。

王：所以有人說：音樂是流動的書法，

書法是有生命的音樂。
饒：因為書法以其獨特的線性藝術，和

音樂一樣構成獨特的時空。所以我們不妨說
書法，尤其是行書、草書，是冰解凍後的長
河，是瀑布型的音樂，是人們抒發感情的廣
闊藝術天地。書法藝術，由於書寫空間自由
而舒展，可以盡情發揮。他不僅是 「階前盈
尺之地」，而是可以 「揚眉吐氣」，以 「激
昂青雲」的心志，去抒發性靈與書寫技巧。
盡情而暢快地作大幅度筆陣，進行多層次的
線條之美的結合，筆觸多樣，氣力充分，構
成的韻律，不啻是視覺的交響樂。這是中國
藝術最具特色的空間美，可以代表中國文化
的核心部分。

王：歷史上許多大書法家，正是在這種
「激昂青雲」的心靈抒發中，寫下了氣壯山

河的光輝名篇。正如孫過庭評論王羲之的名
篇時所說：王羲之在寫《樂毅論》時，多抱
着抑鬱的心情；寫《東方朔畫像讚》時，則
進入一種瑰麗奇異的意境；寫《黃庭經》
時，則內心充滿着怡懌虛無的情懷；寫《太
師箴》時，則感念世情的縱橫紛爭；說起
《蘭亭》興會，則更是思緒飄逸，神采飛
揚。他在父母墓前自誓時，則懷一種悲憤與
憂傷沉重的心情和慘淡的神志，這些在《蘭
亭序》中，都得到充分體現。

饒：但要以書抒情，就像以琴抒情，以
詩言志一樣，需要經過長期的磨練，丹成九
轉，運筆要 「有神」，用墨要 「有氣」，才
能氣韻生動，活靈活現。

王：書法家楊雄說： 「言，心聲也；
書，心畫也」。最近，我在學習您推薦的
《尚書》時，看到選賢任能的九條標準，稱
為 「九德」。這使我想到，真的是 「書如其
人」，書有 「九勢」，人有 「九德」。

饒：《尚書》是一本了不起的書，從政
的尤其要看，在日本皇家，是必讀課本。

王：《尚書》說的這 「九德」是：寬而
栗，柔而立，願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
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

此為選賢任能的九條標準，九德十八
品。《尚書》說，若每日顯明三德而保有其
家，若每日莊重施行六德可保有邦國。

饒：所以米芾指出，看書者要 「入
人」， 「入人」是說鑒賞者應當對作品的書
者有所了解，要深入的認識。評者有入木三
分的能力，其評論才有 「入人」的效果。我
說：在知者方面，要能 「入人」，在書者方
面，卻要能 「人入」。 「人入」然後 「筆
入」，筆能入紙，他的筆鋒才與人不同，摸
出自己的道路。書中有我，是為 「人入」，
這樣的 「人入」，方才構成獨到的 「筆
入」。人的品格，便在紙上活現了，書的能
事，至此乃可告成功。

饒宗頤

▲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右一）在潮州廣濟橋揮毫

談中國書法與中華文明（中）

▲書冬心七言聯——饒宗頤書

▲扇面書法《平常心》——饒宗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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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掠影
黃山以石奇雲奇松奇名天下。然而登上

黃山，給我以震動的是黃山松。
黃山之松布滿黃山。由深深的山谷至大

大小小的山頂，無處無松。可是我說的松只
是山上的松。山上有名氣的松樹頗多。如迎
客松、望客松、黑虎松、連理松等等，都是
遊客們爭相拍照的對象。但我說的不是這些
名松，而是那些生在極頂和絕壁上不知名的
野松。黃山全是石峰。裸露的巨石側立千
仞，光禿禿沒有土壤，尤其那些極高的地
方，天寒風疾，草木不生，蒼鷹也不去那
裡，一棵棵松樹卻破石而出，伸展着優美而
碧綠的長臂，顯示其獨具的氣質。世人讚嘆
它們獨絕的姿容，很少去想在終年的烈日下
或寒飆中，它們是怎樣存活和生長的？

一位本地人告訴我，這些生長在石縫裡
的松樹，根部能夠分泌一種酸性的物質，腐
蝕石頭的表面，使其化為養分被自己吸收。
為了從石頭裡尋覓生機，也為了牢牢抓住絕
壁，以抵抗不期而至的狂風的撕扯與摧折，
它們的根日日夜夜與石頭搏鬥着，最終不可
思議地穿入堅如鋼鐵的石體。細心便能看
到，這些松根在生長和壯大時常常把石頭從
中掙裂！還有什麼樹木有如此頑強的生命
力？

我在迎客松後邊的山崖上仰望一處絕
壁，看到一條長長的石縫裡生着一株幼小的
松樹。它高不及一米，卻旺盛而又有活力。
顯然曾有一顆松子飛落到這裡，在這冰冷的
石縫間，什麼養料也沒有，它卻奇迹般生根
發芽，生長起來。如此幼小的樹也能這般頑
強？這力量是來自物種本身，還是在一代代
松樹坎坷的命運中磨礪出來的？我想，一定

是後者。我發現，山上之松與山下之松決不
一樣。那些密密實實擁擠在溫暖的山谷中的
松樹，幹直枝肥，針葉鮮碧，慵懶而富態；
而這些山頂上絕壁松卻是枝幹瘦硬，樹葉黑
綠，矯健又強悍。這絕壁之松是被惡劣與兇
險的環境強化出來的。它虯勁和富於彈性的
樹幹，是長期與風雨搏鬥的結果；它遠遠地
伸出的枝葉是為了更多地吸取陽光……這一
代代艱辛的生存記憶，已經化為一種個性的
基因，潛入絕壁松的骨頭裡。為此，它們才
有着如此非凡的性格與精神。

它們站立在所有人跡罕至的地方。那些
荒峰野嶺的極頂，那些下臨萬丈的懸崖峭
壁，那些兇險莫測的絕境，常常可以看到三
兩棵甚至只有一棵孤松，十分奪目地立在那
裡。它們彼此姿態各異，也神情各異，或英
武，或肅穆，或孤傲，或寂寞。遠遠望着它
們，會心生敬意；但它們──只有站在這些
高不可攀的地方，才能真正看到天地的浩蕩
與博大。於是，在大雪紛飛中，在夕陽殘照
裡，在風狂雨驟間，在雲煙明滅時，這些絕
壁松都像一個個活着的人：像站立在船頭鎮
定又從容地與激浪搏鬥的艄公，戰場上永不
倒下的英雄，沉靜的思想者，超逸又具風骨
的文人……在一片光亮晴空的映襯下，它們
的身影就如同用濃墨畫上去的一樣。

但是，別以為它們全像畫中的松樹那麼
漂亮。有的枝幹被颶風吹折，暴露着斷枝殘
幹，但另一些枝葉仍很蒼鬱；有的被酷熱與
冰寒打敗，只剩下赤裸的枯骸，卻依舊尊嚴
地挺立在絕壁之上。於是，一個強者應當有
的品質──剛強、堅韌、適應、忍耐、奮取
與自信，它全都具備。

現在可以說了，在黃山這些名絕天下的
奇石奇雲奇松中，石是山的體魄，雲是山的
情感，而松──絕壁之松是黃山的靈魂。

摘自 「散文吧」

印尼第五大城市三寶壟，其中文名稱來自於鄭和下西洋
的故事。相傳鄭和曾在當地一個山洞中歇息， 「三保洞」從
此聞名。久而久之， 「三保洞」被叫成了 「三寶壟」，並且
逐漸成為了這個地區以及後來城市的中文名字。

坐落在三寶壟市西北郊的三保廟，歷史上幾經修葺，延
續數百年。這裡記載了印尼華人對鄭和航海功績的追思以及
他們艱苦創業、融入當地社會的歷程。寺廟依山而建，紅牆
碧瓦，斗拱飛簷，四周樹木葱蘢。為紀念鄭和下西洋六百周
年，三保廟正進行大翻新。以往放置在正門口的石獅、石像
都被保護起來。三保廟主體三保洞，凹入山中，光線陰暗，
僅十多平方米大小， 「三保大人」塑像就供奉在這裡。廟祝
介紹說，真正的三保洞還在地下，因被水浸，年久失修，所
以將塑像移到這裡，等新三保廟落成後再重新安放。

三保廟內隨處可見鄭和 「遺跡」。洞前一口直徑三米多
的三保井，據說是當年鄭和親手挖掘。井水被視為聖水，可
「抵禦百病」。另一處配亭內供放着兩米多高的大鐵錨，據

稱是鄭和船隊當年所用之物。庭院裡一條石船，船體斑駁。
船中一棵榕樹長得枝繁葉茂。印尼有家報紙報道說，榕樹盤
根錯節，象徵着鄭和船隊纏繞着的鐵鏈。

三保廟帶有多種宗教的痕跡。每年的祈禱活動中有道教
節日，也有伊斯蘭教節日。廟內還供奉有儒教聖人孔夫子的
塑像。新三保廟主殿高三層、二十五米，用九十根粗大柱子
支撐，不建圍牆，吸收了伊斯蘭的建築風格。三保廟的這一
特點，既有東南亞華人背景多元化的原因，也表現出華族與
原住民的交往和融合。

三保廟不斷擴建，香火旺盛，代表海外華夏子孫對中華
文化的保留和傳承。儘管史書上有更早的記載，但當地華人
還是願意把鄭和下西洋看作祖先移居印尼的開始。廟內一座
鄭和紀念碑記載了他們的感激之情： 「鄭和……受命以

來，……宣揚文化為主旨，所到之處，備受各國歡迎，且派
使臣往還，藉作題報之誼，五百年來邦交弗替，故吾僑來此
謀生者絡繹不絕。」每到農曆六月二十九（相傳鄭和首次來
到三寶壟的日子），來自印尼全國各地的人都會聚集三寶
壟，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其中一項是把供奉在歷史悠久的
大覺寺內的鄭和塑像，由眾人抬着到三保洞遊行，隊伍可長
達幾公里，場面異常熱烈。

不僅華人，印尼其他族群的人們也對鄭和充滿尊敬。中
爪哇省長馬羅提揚托認為鄭和是偉大的航海家、和平交往的
使者。省長本人親自擔任中爪哇鄭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紀念活
動組委會顧問，在他的倡導下，中爪哇省舉行隆重的鄭和下
西洋紀念活動，弘揚鄭和致力友好交往的精神。

摘自 「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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