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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对狂草美学的贡献
*

方玲波

( 南京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教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摘 要:张旭以其独特的美学境界为中国的狂草艺术奠定了基础。张旭锐意创新又能
顾盼法度，收奇效于意想之外。张旭是一位“反规律、反理性、酒神型”的非常之人，他将胸
中块垒化为笔底波澜;他仙风道骨，意态狷狂;他不受羁勒，挥洒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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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域辽阔、远人来朝的盛唐，气象恢宏，多元文化纵横激

荡。没有比狂草更廓大而奔放的形式能与这个时代相适应

了。狂草以一种新的笔墨运动方式超越了草书的一般范型，

创作狂草时的状态昂扬亢奋，相对于章草、今草而言，称狂草

为大草更合适些。淋漓飞动、富于浪漫精神的狂草艺术，映射

了唐人开放、热情、积极、进取的浪漫情怀。
狂草是中国书法美的集中体现和典型，也是书法从文字

符号走向艺术高峰的标志，这高峰的奠基者便是张旭。非常

理的艺术情境，只有非常人才能企及，也只有非常人在非常的

创作心态中才能达到。
张旭就是这样一位非常人，不仅“是一位反规律、反理性、

酒神型的最具反抗色彩的书法家”( 熊秉明《中国书法理论体

系》) ，而且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开元年间与会稽贺知

章、润州包融、扬州张若虚以诗文名动天下，时称“吴中四士”。
张旭是一位感情丰富的书家，他将半生的颠簸遭遇及怀才不

遇的胸中块垒转眼化成笔底的波澜，怨愤之气幻化成纸上的

奔腾之气，正所谓，悲愤出狂草。

一、胸中块垒 笔底波澜

书法与写字的关系，历来聚讼不一，笔者谨以一己之得，

试说如次。写字，在汉语中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表“词”; 书法，

是在写字过程中掺入书写者的风格与情感( 此处简称风情) 。
从字体发展史的过程看，二者可以约略按比例递减; 甲骨: 九

分写字，一分风情; 金文、大篆、小篆: 八分写字，二分风情; ( 金

文因为在范铸上书写，更自由些; 小篆因为规范化，写字的成

分略高些) ; 隶书: 七分写字，三分风情; “二王”书法: 六分写

字，四分风情; 张旭书法: 五分写字，五分风情。我以为，五五

对开，是书法艺术的底线。超过这个底线，“字大于词”，字几

乎无法识读。当下个别书法家大胆创作，似乎以抽象画目之

更加恰当，忘记了书法写字不能大于风情的边界。张旭、怀素

之后，狂草之风虽然绵延不绝，但是，其势已呈草蛇灰线，过犹

不及，盛极必反罢了。
诗人以语词创造世界，而书家则横跨语词与笔墨( 造型)

两个世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张旭把唐人对世界性帝国的

骄傲感受和博大胸襟投射到了笔墨飞扬川流的动程之中，他

创造了纸面上的霓裳羽衣曲，以笔画为肢体韵律的《秦王破阵

乐》，他是书法界的公孙大娘与谢阿蛮。张旭无疑是一位“强

有力”的书家，他创造了“二王”所不敢想象的书法世界，他赋

予草书以最高的虚构形式。离开了他的创造，我们对大唐的

向往必定会大打折扣。他为书法寻找一个终结，一种完美，一

种不可替代的运笔方式与线条振动。正如神车天马离开神话

便不复存在一样，汪洋恣肆的笔墨姿态离开张旭，也同样无凭

无依。
张旭借助狂草的抒情特性将内心如潮涌动的情感抒发出

来了。黑格尔曾说过: “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

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而显现出来。”这种“感性化”落

实到狂草中也就是其抒情性。
张旭的狂草书有一种无拘无碍的作书状态，这也就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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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草具有很强的非功利性。他常常借助酒和“情”相互激发，

共同促成了似癫亦狂的忘我创作状态。同时也推动唐草走向

巅峰，张旭的草书如李白的诗一样，散发着一股盛唐时代的浪

漫气息。这恰是尼采笔下的“酒神”。唐玄宗曾在诏书称李白

的诗歌、裴旻的剑舞、张旭的草书是大唐的“三绝”。三者都是

盛唐文治武功的艺术表达。
西方克罗齐、柏格森认为，艺术即艺术家情感的流露，只

有当艺术家的情感集聚到自然迸发时，才能创造出成功的作

品。同样的不平则鸣观念，韩愈比西方哲学家早一千年提出。
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更深入地提出了情感必须形式化的

理论。“艺术所表现的是一种艺术家认识到的人类普遍情感

……艺术家个人的情感、自我情感是把握普通情感的媒介之

一，而个人情感出现于艺术中必须是一种形式化了的情感，即

抽掉了具体内容的一般形式。”以此观照张旭，他的狂草的意

义在于，他为草书创造与唐朝的鼎盛相匹配的独创而辉煌的

形式。

二、仙风道骨 意态狷狂

张旭和怀素并称为“颠张醉素”，他们的草书虽然都表现

出癫狂之气，但深究二人的性格、处世态度、狂草书风，却有天

壤之别。张旭是“狷狂”的极致，怀素则是“张狂”的典型。
狷、狂是道家和儒家两种思想影响的不同结果。狷者近

道，狂者近儒。道家的美学精神使张旭在精神上摆脱了一切

“物役”。处下位而不卑，白发老于闲适，意在青云之间。
张旭由抒发心中块垒而写就的一幅幅书卷，每一次的即

兴发挥，既需要长期艰苦地积累，又需要惊人的胆魄和过人的

功力。他借助酒神的力量，在醉书中将草书推向一个表现个

人狂逸情感的高潮。
张旭“不治他技，皓首穷草隶”，且能“微禄心不屑，放神于

八纮”( 李欣《赠张旭》) 唯独嗜好草书。他超脱了功名，抛弃

了功利，保持着一种“出世”的高洁精神，完全醉心于书法，这

也是他仙风道骨的一面，而他智慧的另一面是将超然物外的

心态化成纸上的意态狂狷的草书。
张旭的狂草运动是狂放、外向的，因而易于露出虚矜轻

狂、剑拔弩张、抛筋露骨的状态来，但是他却能于狂放中调配

出一种新的法度，就像书法界的调酒大师。不仅在外形，更在

内质上含蓄有力，而且其草书运动时并不是一味放纵以夺人

耳目，而是一种自觉地遵循规则的运动，“从心所欲，不逾矩”。
草书的难度正在于此，这也是一种境界。张旭的草书纵横恣

肆，又尽合法度，不仅仅是书法的意境，还寄托着自身的人生

理想，这恰恰是中国书法内在本质的追求。
在早年颠沛的旅程中，张旭虽然食不果腹，居无定所，但

是却开阔了他的视野。《太平广记》载:“张旭草书得笔法，后

传崔邈、颜真卿。旭言:‘始吾闻公主与担夫争路，而得笔法之

意; 后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在官道上看见公主的车队

与担夫争道的互动避让，张旭悟到了结字中的揖让; 在观公孙

大娘优美绝妙的剑器舞时，他感悟到了草书的形态连绵不绝

且神采流动不拘。张旭善于在运动和连写中保持字态的平衡

感，有时他对水平和垂直线的强调甚至显得过于严苛。黄庭

坚以长画过长为能事，大约就是受到张旭的启发或者影响，当

然，黄庭坚往往把短画减省为点，与长画形成对比，此是后话，

暂时不论。

三、不受羁勒 挥洒自如

张旭就这样驾驭着情感的千里马，紧握着法度的缰绳，在

狂草的天空，自由驰骋，不受羁勒。据窦臮( 《沐书赋》) 记述:

“张长史则酒酣不羁，逸轨神澄。回眸而壁无全粉，挥笔而气

有余兴。”张旭往往借助酒兴，酒酣后陶醉于书境，其书也变得

狂逸不羁。黄山谷在《论书》中也提及“然颠长史、狂僧，皆倚

酒而通神入妙”。
李泽厚《美的历程》指出:“以李白、张旭等人为代表的盛

唐，是对旧的社会规范和美学标准的冲决和突破，其艺术特征

是内容溢出形式，不受形式的任何束缚局限，是一种还没有确

定形式、无可仿效的天才抒发; 以杜甫、颜真卿等人为代表的

‘盛唐’则恰恰是对新的艺术规范、美学标准的确定和建立，其

特征是讲求形式，要求形式与内容的严格结合和统一……”，

前者更突出反映新兴世俗地主知识分子的“破旧”、“冲决形

式”。另一方面，“无可仿效”也表现在他对自然万物的感受印

象都成为其狂草表现的主题: “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花

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天地事物之变”( 《送高闲

上人序》) 在他这里先被吸收为“喜怒、窘穷、忧悲、怨恨、思慕、
酣醉、无聊、不平”( 《评书贴》) ，然后幻化为笔下一幅幅可歌

可泣、亦狂似癫的书法作品。
然而，张旭的“无形式”也并非完全是天才的迸发，而是建

立在其长期对“法”的继承学习上，如《评书》中记载:“善法书

者多得右军一体，张旭得其法而失于狂”( 《评书贴》) 。《宣和

书谱》卷十八评:“其名本以颠草，而至于小楷行草。又复不减

草字之妙，其草字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

矩者。或谓张颠不颠者是也。”这里的“无一点画不该规矩”是

建立在循序渐进和“备加工学临写”的基础上的。他的笔法除

了得之于堂舅陆彦远，还曾向褚遂良请教，经历过一段苦思苦

学的过程，最后才将师承之法与自然感悟糅合起来，最后有了

醉书狂草时的挥洒自如而又无碍于法的“至法”阶段。
我们具体分析一下《肚痛帖》，解析其不循常理的夸张结

体模式。该作品字大小穿插，参差错落，极尽艺术夸张之能

事; 用笔亦如骏马奔腾，飞流直下，呈现一派飞动的景象; 其体

势似云烟缭绕，变幻莫测。第五行的“计”及第六行的“非冷

哉”每字放大两三倍，位置强烈的对比出人意料。左下二字的

长竖非常突出，以少胜多，补救章法的平衡。张旭书法中常运

用，而且还有效避免了一般圆形字容易产生的肥胖、浮肿的感

觉。圆作为典型的曲线，原本就给人以活泼可爱的特性，张旭

巧妙地将“圆”融入书法，如“忽”、“何、为”，线条圆劲而富有

弹性，缓解了其结体中“十字支撑”的紧张感。
今天，史界俱知，“盛唐”之“盛”也有赖于后人的夸饰与

想象。张旭的狂草也把情感与形式的张力拉到了极致，为后

世的复古与创新二元对立留下了纷繁的渊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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