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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巴文字汲取汉字魏碑书法趣味的思考
*

段剑源

(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 艺术系
,

云南 丽江 6 7 4 100 )

【摘 要」书法在中国一般特指为汉字的 书写 艺术
,

然而 东巴文字书法和汉字却有着一定的联系
:

这种文字比 甲骨文更古

老
,

还可能是 同源
,

在早期都用于 宗教活动
。

但 当今的 东巴文字书法创作却存在着明显的 问题
,

且处于起步阶段
,

汉字书法中

魏碑艺术 自然
、

稚拙
、

生动 的特点和其产生于民间
,

通过字体结构的生拙趣味
、

刀刻石 痕和风化剥蚀的沦桑漫港感形成了一种

新的审美趣味
,

东巴文字的特点与此相合
,

可从魏碑中学习这种趣味并用于书法创作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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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汉字和东巴文字书法 汉字书法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
,

作为 日常实

(一 )书法的概念 用书体
,

由使用的人参加了汉字的构建
,

使其逐步
“

书法
”

一词
,

现代汉语解释为
“

文字书写的艺 演化
,

出现了楷
、

行
、

草
、

隶
、

篆五体书法 ;而东 巴文

术
,

特指用毛笔写汉字的艺术
” ,

概念较为宽泛
,

但 字却只在东巴祭司书写经文时使用
,

保留了其最初

更倾向于汉字的毛笔书写
。

世界上很多民族的文 的形态
,

这种形态比甲骨文更古老
,

和在山东出土

字都有书写艺术的概念
,

影响较大的除了汉字
,

还 的 比甲骨文古老的象形文字 (距今约 4 5 00 年 )形态

有阿拉伯文字
,

但这种艺术主要是装饰性的美化书 接近
,

原始却生动
、

质朴
。

两种文字早期的使用也

体
,

以至于英文单词书法
“

ca ill g ar p h厂无法准确表述 有着极为相似之处
,

即均在宗教祭祀中使用
,

锲刻

汉字书法的概念
,

汉字书法悠久的文化历史背景
、

甲骨的
“

贞人
”

掌用龟占 卜
,

和东巴祭司相似 ;其次

精细的笔法系统
、

抒情的观念表达都是其他文字书 是在书写过程中有意识的美化
,

在使用甲骨文的时

法所不具有的
,

毛笔柔软的笔头
“

万毫齐力
”

能产生 代
,

和东巴文字一样
,

并没有
“

书法
”

的概念
,

但在现

万般变化的线条
、

自然蘸墨所能表现的丰富墨色变 今发现的 甲骨片上
,

有练刻的痕迹
,

一些锲刻的文

化
,

表现力远远超过了书写线质单一的钢笔
。

正如 字上
,

还看到朱红色矿物颜料的残留
,

可 以看出由

邱振中先生所说
, “

只有中国书法
,

最后成就了一种 于甲骨文锲刻较书写有一定的难度
,

贞人需经过一

构成精微
,

与内心生活
、

外部生活同时紧密联系的 定的练习
,

才能将文字刻的美观些
,

同时
,

在锲刻过

艺术
” 。

的文字上涂上朱红色
,

能形成一种美观悦 目的装饰

(二 )表现媒介 感
。

东 巴要熟练的书写完东巴经
,

也需经过练习
,

东巴文字是现今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
,

书写水平较高的东巴
,

书写的东巴经线条流畅
、

文

以图像的方法写成
,

通过对生活的观察
,

以简练的 字生动
,

具有美感
,

书写后为了装饰
,

常常在文字上

笔画来表示事物的形象和含义
,

这种造字方式和许 涂饰各种颜色装饰
,

作为文字的同时也是一种装饰

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的
“

近取诸身
,

远取诸物
”

来 图案
。

造字的方法有相似之处
。

甲骨文锲刻于甲骨上
,

东 (四 )早期书写与宗教的联系

巴文字纳西族称为
“

思究鲁究
” ,

意为
“

见石画石
、

见 东 巴文字和汉字甲骨文开始时都用于宗教活

木画木
” ,

这种出现较晚的文字书写材料为竹笔书 动
,

汉字在发展过程中逐渐
“

平民化
” ,

在日常书写

写在常见的木头和石头上
,

这种竹笔类似于钢笔
,

实用中开始普及起来
,

而东巴文字却一直应用于宗

书写的线条较单一
,

缺少变化
。

由于材料介质保存 教活动中
,

同时也使这种文字最原始的形态得以完

的问题
,

东巴文字画石画木的形态已无法见到
,

却 整保留
。

在宗教活动中书写的文字
,

出于对鬼神的

保留了大量写在东 巴纸上 的东巴经文字
。

东巴经 敬畏
,

书写往往非常认真
。

是东巴祭司进行东巴教仪式时书写的文字
,

东巴纸 在汉字书法艺术中
,

甲骨文以后曾出现大量的

和书写用的笔
、

墨也由东巴制成
。

宗教写经和相关的刻写文字
:
一种是魏晋写经体

,

(三 )发展形态 这种书体为当时的僧侣或专门从事
“

拥书
”

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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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生
”

以小楷写就
,

风格面 目多样
,

工拙有异
,

在敦

煌藏经洞中有大量遗存
。

这些
“

经生
”

并未在经卷

上留下姓名
,

只是在古籍中记载着一些人的名字
,

如《魏书》中记载经生刘芳
“

昼则拥书
,

以 自资给
” ,

蒋少游
“

留寄平城
,

以拥书为业
” ,

崔光
“

拥书以养父

母
” ,

崔亮
“

家贫
,

拥书为业
” 。

可见北魏时期很多汉

族知识分子被鲜卑统治者任用为
“

拥书
”

职业
,

在当

时佛教盛行的情况下
,

很多人以抄写佛经为生
。

抄

经者以虔诚的态度用小楷字认真抄写经文
,

在讲求

效率以瞥 口舌之资的情况下
,

当然速度为先
,

同时

作为宗教写经得以正楷写就
,

不得潦草
。

在快速书

写的情况下
,

写经书体形成了一些特点
,

如起笔尖

利迅速人笔
,

收笔重顿
,

当然由于写手太多
,

风格也

多种多样
,

在这种写经中
,

书写者缺乏传统书法的

笔法训练
,

却在长时间的实践中形成了一种新的
“

笔法
” ,

保证清晰
、

工整的同时追求美观
,

使这种
“

写经体
”

呈现出艺术效果 良秀不齐
,

却多样
,

富有

趣味的特点 ;另一种是历代书法家书写的经文相关

作品
,

如王羲之《黄庭经》
、

钟绍京《灵飞经》 (传 )
、

欧

阳询
、

赵孟顺
、

文微明等都书写过佛教经典《心经 》
等等

,

这些写经作品多以小楷完成
,

书写者具有很

好的书法修养
,

使这些作品成为书法史上的经典 ;

第三种是造像题记
,

佛教信徒为纪念亡故的人
,

或

为自己和亲友祈福
,

便捐资雕凿佛像
,

并在佛像周

围简单的镌刻上佛号
、

发愿文或捐资人姓名
,

称为

造像记
,

著名的有《龙门二十 品》
,

这种造像记多为

工匠雕凿完佛像后顺便完成
,

出资捐助者和雕凿者

均只会关注佛像的精美程度
,

造像记不过是留名使

用
,

因此雕刻粗糙
,

笔画常常呈现方形
、

三角形的形

状
、

转角处以斜切完成
,

是将刻刀斜切单刀雕刻的

原因
,

再加上刻工多不识字
,

点画常常错讹谬误
,

然

其方笔直折的外形也形成了雄厚朴茂的审美特色
,

成为雄强拙朴书风的代表
。

在上述这三种情况中
,

除了古代的书家多为高

官显宦
,

有条件见到前人优秀的书法作品并学习临

摹
,

职业的
“

经生
”

和雕刻工匠明显不可能继承前代

优秀的书法传统
。

东巴作为宗教祭司
,

在用东巴文

字书写经文时着眼点也只是在经文的内容上
,

但书

写的过程却极为虔诚
,

一方面
,

传统的东 巴纸昂贵

不易得 ;另一方面
,

东巴祭祀仪式非常严肃
,

东巴绘

画中即有图画说明东巴在祭司仪式中出现失误而

死后在地狱备受折磨的情景
。

二
、

东巴文字书法的特点

(一 )东巴文字的书写

东巴文字兼具表音和表意的双重功能
,

有单体

符号和合体符号
,

包括象形
、

指事
、

会意
、

合体
、

转意

等字符
,

部分字甚至通过外形就能猜到含义
,

如表

示动物的字往往就是一个动物的头像
,

在一棵树或

一两个人周围加一些黑点表示森林或一群人等等
,

一个字或一组字往往能识读成一句话
,

简洁生动
,

以强烈的语段文字体现出表意性
。

东巴经书写于东巴祭司亲手制作的东巴纸上
,

东巴纸厚实似卡纸
,

表面粗糙
,

有一定的吸水性
,

这

种纸的原材料中有丽江盏花的成分
,

含微毒
,

能防

虫蛀
。

东巴将其裁成长条形
,

一般较窄
,

横长约 28

厘米

左右
,

宽约 8厘米
,

左侧以棉线装订
,

从左到右

书写和翻阅
。

占 卜书则装订上侧
,

从下往上翻阅书

写
。

书写的工具有竹笔
:
将一根手指粗的竹子一端

削尖
,

尖处切一条缝
,

便于吸墨和墨液的流出
,

颇似

现在的钢笔
。

书写用墨以锅底灰
、

猪胆汁和松明烟

料混合制成
,

文字彩色涂饰则使用矿石颜料研磨掺

水制成
。

东 巴文在书写的时候常常要打上三到四

行的格线
,

在格线中写字
,

写完一句划一条竖线和

下一个句子隔开
,

写完后文字就框到了一个个的方

框中
。

(二 )东巴文字书写的特点

东巴文字的书写逐渐形成了一些特点
,

竹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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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力较弱
,

书写线条爽利
、

简劲
,

粗细变化少 ;书写

过程中将文字框定到一定区域
,

有两种作用
:
规范

书写和方便阅读
,

使书写便利
,

大小不一的东巴文

字不至于产生凌乱的感觉 ;东巴书写时以虔诚的态

度将文字书写得生动简洁
。

原始的图画型文字简

朴却纯真
,

充满了天真
、

稚拙之美
。

现在东巴文字的书写参照了汉字书写的形式
,

如材料上使用了毛笔
、

宣纸
、

墨汁
,

书写的形式更加

多样化
,

对联
、

手卷
、

横幅
、

条幅
、

扇面
、

条屏等汉字

书法作品形式应有尽有
,

在作品上还使用了东巴文

字印章
,

东巴文书写的对联广泛应用在各种节庆和

红白事中
,

有的作品书写完后参照传统东巴经的做

法以现代国画或水粉颜料涂饰
,

色彩鲜艳夺 目
,

类

似绘画作品
。

(三 )东巴文字书法存在的问题

然而东巴文字书法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

首先

是对东巴文字的字素
、

字形
、

读音
、

产生已经有很多

研究
,

然而对于书法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

传统

书法只重视汉字的局面
,

也影响了对东巴文字书法

艺术的研究
,

现在出版的多种东巴文字书法艺术的

书籍还仅仅停留在书写作品
、

作为字谱的阶段
,

未

从书法的角度做理论研究 ;其次
,

书写东巴文字者

往往缺乏较好的汉字书写的能力或未将汉字书写

的笔法
、

结构
、

章法
、

墨法等形式用于东巴文字的书

写当中
,

使东巴文字书法的创作陷于简单的境地
,

在作品上见到的汉字释文因书写者汉字书写能力

不强往往也不美观 ;再次
,

传统书写东 巴文字的东

巴祭司书写时虽态度虔诚
、

并极力将文字书写好
,

但 自身书写能力的局限和重点未放在书写上
,

加上

竹笔相对弱的表现力
,

使东巴祭司们书写的大量作

品难以成为经典的范本
。

三
、

魏碑书法

(一 )魏碑的特点

魏碑是在我 国南北朝时期出现的一种类似的

书体
,

以北魏为主
,

数量也最多
,

有摩崖
、

墓志
、

碑

竭
、

造像记四种
。

摩崖指刻在山崖岩壁上的文字
,

有体势开张
、

风格 自然多变
、

气势磅礴的特点
,

摩崖

刻于山野石壁上
,

岩壁本身就不平整
,

加上历经长

期风霜侵蚀
,

留存下来的只有浑圆的笔画和书写时

的字形结构
,

给予人大气磅礴之感
,

著名的有《郑文

公碑》
、

《石门铭》
、

《观海童诗》等
。

墓志也称为墓志

铭
,

是埋人墓穴的一种石刻
,

北魏时期埋于河南洛

阳邝山的居多
,

有
“

生居苏杭
,

死葬北邝
”

的说法
,

风

格多样
,

墓志因埋人地下
,

不受风雨侵蚀
,

往往字 口

保存清晰
,

著名的有 《张玄墓志》
、

《崔敬琶墓志》
、

《刁遵墓志》
、

《鞠彦云墓志》
、

《石婉墓志》等等
,

另外

还有大量北魏皇室的元氏墓志也很著名
,

还有些较

新出土的墓志也很有特色
,

如《皇甫麟墓志》
、

《元彬

墓志》
、

《吐谷浑墓志》等
,

总之
,

墓志是出土数量最

多的一种
。

因南北朝时佛教盛行
,

开凿了大量的石

窟
,

于是就出现了大量刻于佛像旁的说明文字
,

即

为造像记
,

造像记雄强洞达
,

用笔刀砍斧劈
,

血肉丰

美
,

气充力沛
,

著名的有 《龙门二十品 》
。

碑竭则面

貌较多
,

北朝有《张猛龙碑》
、

《篙高灵庙碑 》
、

《挥福

寺碑》
、

《敬使君碑》
,

南朝有《暴宝子碑 》
、

《暴龙颜

碑》等等
。

清代碑学盛行
,

阮元
、

包世臣
、

康有为等

寻访碑刻
、

著书立说
,

特别是康有为对魏碑进行了

大肆美化
,

他说
:

“

古今之中
,

唯南碑与魏可宗
,

可宗为何 ? 曰 :

有十美 ;一 曰魄力雄强
,

二曰气象浑穆
,

三曰笔法跳

跃
,

四曰点画峻厚
,

五曰 意态奇逸
,

六曰精神飞动
,

七曰兴趣酣足
,

八曰骨法洞达
,

九曰结构天成
,

十曰

血肉丰美
。

是十美者
,

唯魏碑
、

南碑有之
。

魏碑无不佳者
,

虽穷乡儿女造像
,

而骨血峻宕
,

拙厚中皆有异态
,

构字亦紧密异常
。 ”

康氏的理论中不乏对魏碑的溢美过誉之词
,

但

当时由于清代
“

文字狱
”

的大兴
、

碑竭石刻的大量发

现出土
,

数千年科举制度达到顶峰后书写趋于刻

板
、

单调的
“

馆阁体
”

大兴
,

历代学习法帖反复翻刻

拓印造成的严重失真
,

无疑给魏碑书风的崛起提供

了土壤
,

再加上社会变革的思想和潮流
,

康氏振臂

一呼
,

自然应者云集
。

就如康氏自己所说
:

“

迄于咸
、

同
,

碑学大播
,

三尺之童
,

十室之社
,

莫不 口北碑
,

写魏体
,

盖俗尚成矣
。 ”

可见在清朝咸丰
、

同治年间
,

当时写魏碑的风

气已经大盛
。

在今天看来
,

康有为的崇碑理论虽然

有过激之处
,

当对当时来说
,

却是矫枉过正的一剂

良药
。

所谓盛极必衰
,

当精美达到顶峰时
,

人们必

定会反过来追求质朴
,

现在原始
、

拙朴的东巴文字

大为流行也是这个原因
。

以魏碑书风闻名的书法

家孙伯翔先生曾说
:

“

书法艺术和其他形态艺术一样
,

都遵循着古

质今妍的变化规律
,

但他发展到极为妍美之时
,

其

效果不免显得单一
、

呆板
。

美的表现方法的运用 日

趋程式化
,

往往会使艺术生命衰颓
,

审美的逆反心

理使人们追求稚拙
、

自然
、

简朴之美
,

这大概是清代

中期倡导碑学的实质原因吧
。 ”

(二 )碑学的产生

晚清以后
,

学碑的书法家从碑版石刻中汲取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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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巴文字汲取汉字魏碑书法趣味的思考

分
,

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特征
,

魏碑逐渐成为一

门书法中的显学
“

碑学
” ,

与传统学习名家手书作品

的传统书法
“

帖学
”

拉开了差距
,

分庭抗礼
。

对照
“

碑学
”

与
“

帖学
” ,

显然这两者间存在着明显的差

距
, “

碑学
”

以魏碑为代表
,

数量巨大
、

良秀不齐
,

多

为刻石
,

多数不知书者姓名
,

刻的往往较为简单
,

有

的甚至拙劣
,

多为单刀斜切刻划
,

刻和写之间有较

大的差距
,

且刻工多数不识字
,

错写错刻现象时常

发生
,

部分不经过书写即刻字完成 ; “

帖学
”

以历代

名家墨迹或书写后刻制拓印传播的书法作品
,

著名

的王羲之
、

王献之父子为代表
,

书写者一般为知名

书法家
,

受过专业训练
,

作品有良好的技法体现
,

有

的书写后刻于石碑或木板上拓印传播
,

刻工也往往

很精细
,

且刻者懂书法
,

能较好的表现笔法
。

魏碑

粗率天真
、

帖派精致细腻
,

有塞北大漠和江南水乡

对比之感
。

四
、

东巴文字书法对汉字魏碑趣味的汲取

(一 )相似性

作为一种象形文字
,

东巴文字的起源至今还有

争议
,

中国近代著名古文字学家徐中舒通过研究四

川古巴文
、

东巴象形文字和汉字认为
, “

有共同的基

础
,

最初还可能是同出一源的
。

但是它们的分枝
,

应当是远在殷商以前
。 ”

可见东巴文字和汉字有一

定的相似性
。

著名研究纳西文化的学者李霖灿先

生认为东巴文字产生于唐至明成化之间
,

方国瑜先

生认为 11 世纪中叶有象形文字较为可信
,

虽然在起

源时间的问题上还有很大争议
,

但大致可推断
,

纳

西东巴象形文字产生于至今一千多年前
。

汉字早期的产生
,

是新石器时期的刻画符号
,

早期的符号就有着和图形极为相似的地方
,

可以看

出
“

书画 同源
”

的特征
,

到之后商代青铜器上 的图

形
,

都以图形来表现一定的含义
,

可以看出早期文

字极强的图画性
。

然而
,

作为汉字雏形的陶器刻画

符号距今约 5 0 0 0一 6 000 年
,

现已知的 甲骨文距今约

3 10 0一 36 0 0 年
,

这中间尚存在着两千多年的断代
,

汉

字和东巴文字极有可能有共同的基础
,

研究东巴文

字对研究汉字可 以说是有一定帮助的
。

(二 )取法的可能性

东巴文字的稚拙
、

生动
、

简约早已引起了世人

的兴趣
,

然而在书法领域对其研究还远远不足
。

甲

骨文书法的发展可以作为一个例子
,

甲骨文发现较

晚
,

甲骨文发现之后书法家就将 目光投到了这种新

的文字上
:
劲健

、

爽利
、

坚挺的线质美感
,

简洁的文

字造型
,

经过涂饰朱红色的文字在玉质般的 甲骨上

显得格外醒 目
,

力求整齐均衡却又不得不在形态各

异的龟甲兽骨上做出章法形态的变化
,

文字极力贯

穿成线便于阅读但又左奔右突的跳窜
,

有一种刻意

求工不成而自然错落变化的美感
。

当今 甲骨文的

书法创作已屡见不鲜
,

使用宣纸
、

毛笔和朱墨代替

了当初的刀骨
,

但甲骨文简约的形体和刀刻于骨的

那种劲挺
、

爽利的趣味却延续了下来
,

也只有这样
,

才能保存住 甲骨文书法的那种味道
。

这无疑对我

们是一种启示
,

当今书法碑派提倡的
“

金石味
” ,

以

柔软的毛笔表现金属铸造和石刻文字的效果
,

是这

种特征的体现
。

(三 )取法的方法

魏碑的兴起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
,

在开始只是一种民间的粗劣拙陋的字体
,

数千年间

寂寂无闻
,

大多数人对其熟视无睹
。

当然
,

其强烈

的艺术个性曾引起过个别人的注意
,

但并未成为公

认的艺术品
,

如宋代欧阳修曾在《集古录
·

跋尾》中

说魏碑
“

字画往往工妙
” 、 “

遒劲
” 、 “

有古法
” ;清代何

悼在《崔敬琶墓志跋》中说它
“

人 目初似丑陋
,

然不

衫不履
,

意象开阔
,

唐人终莫能及
。 ”

认为魏碑书法

的艺术性高于唐代楷书
,

这种观点和当代楷书创作

魏碑受到热捧
,

很多人进行魏碑的创作是一致的
,

魏碑并不成熟却 自由多变的艺术效果更符合当代

人的审美观
,

相比之下
,

达到中国书法高峰的唐楷

因严谨反而显得刻板
。

将魏碑的趣味融人到东巴文字书法的创作中

不失为一个途径
,

从魏碑书体的分类看
,

造像记方

折雄厚
,

并不适用于东巴文字书法的创作 ;摩崖石

刻气势宏伟
、

笔画圆浑
,

可学其体式可用于东巴文

字大字书法创作中 ;碑竭可学习古拙多变风格的作

品
,

如云南《暴龙颜碑 》
、

《暴宝子碑》刻石及河南的

《篙高灵庙碑》
,

此三块碑刻隶楷夹杂
、

变化迭出
、

字

形大小一任 自然
,

极具变化之美
,

这种 自然的变化

和东巴文字容易相融 ;墓志风格多样
、

数量极多
,

有

的书刻精细
,

有的刻工粗劣却极有一番别样滋味
,

因埋地下
,

不受风雨侵蚀
,

很少断裂残缺
,

字 口清

晰
,

极易初学
,

一般形制
、

字体均较小
,

可学习其笔

画结构并用于东巴文字小字创作
,

也是很合适的
。

对魏碑书法的学习和利用
,

应把握住其 自然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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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的效果
,

这种拙朴包括字体结构的生拙趣味
、

刀

刻
“

二度创作
”

形成的
“

石味
”

和长期的自然风蚀形

成的漫愿沧桑的效果
,

这便是与东巴文字的相通之

处
,

孙伯翔先生就曾说过
,

魏碑的创作应
“

宁拙勿

巧
,

若以妍美的笔致写魏碑是歧途
,

是弯路
,

是事倍

而无功的徒劳
。 ”

这一点和东巴文字书法创作是一

致的
,

在信息化发达的今天
,

东 巴文字夺得了大众

的 目光
,

正是因为它的原始
、

拙朴
,

符号化的时代
,

我们更需要这种自然鲜活的文化
,

若失去 了这种本

真
,

便失去 了它本身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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