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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书画同源始于史前的字画同源 , 字画同源包括使用工具同源以及字画作者同

源 , 新石器时代已出现史前毛笔 , 许多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与图案应出自同一种工具;字画作

者来源于制陶 、 铸铜业的族群或家庭作坊。居延和武威汉简显示书法已渐成熟 , 魏晋后书画融

合 , 画家亦为书家 , 书画融合是艺术意境的融合 , 现代意义上的书画同源一定程度上包含作者

追求艺术意境的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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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彦远在 《历代名画记》 中提到书画关系时说 “是时也 , 书画通体而未分 , 像制肇创而

犹略” ①。这里的 “书” 应指文字 , 东汉许慎 《说文》 曰 “仓颉之初作书 , 盖衣类象形 , 故

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 , 即谓之字。” 张彦远在同一本书中又说 “书之体势 , 一笔而成 , 气

脉通连 , 隔行不断 , 维王子敬明其深旨。故行首之字 , 往往既其前行 , 世上谓之一笔书。其

后陆探微亦作一笔画 , 连绵不断 , 故知书画用笔同法。”②这里的 “书” 即为今天所说的书

法 , 由此可知广义上的 “书” 包含文字与书法。书法这种可供独立欣赏的艺术形式最晚也已

出现于东汉 (见下文述)。而绘画不仅早于书法也早于文字出现 , 如史前时期的崖画 、 新石

器时代仰韶文化彩绘陶器上图画等等。早期的文字甚至史前的原始符号与早期绘画之间的关

系密切 , 字与画之间同源关系是书画同源的历史渊源。原始意义的字画同源在文字出现后逐

渐缓慢地走向书画分流 , 魏晋以后书画的有机融合尤其体现在书画艺术的意境同源上。

书画同源不仅仅保持字画同源意义上的工具相同 、 用笔相通 , 更主要的是书家与画家追

求的意境相通 , 超越了早期字画同源的表象 , 探究更深层的书 、 画所表现 、 所隐含的主体意

识。本文先从考古资料出发 , 谈谈早期字画同源的问题 , 然后谈谈书法与绘画源流与有机融

合 , 最后谈谈书画的意境同源问题。

　　一 、 字画同源探讨

1)工具同源

从目前现有的考古资料看 , 画无疑早于文字产生 , 从史前岩画和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

彩陶都很清楚地看到图画 (图一:1、 2、 3)。尽管史前绘画稍嫌简单 , 但视之为画应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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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1.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彩陶盆　2.甘肃肃北县祁连山史前岩画大象图形　3.云南沧源佤族自治县沧源崖画

过。文字的产生要晚得多 , 虽然二里头夏代遗址出土的器物上发现刻画符号 , 但目前为止并

没有发现夏代的文字 , 一般公认商代甲骨文为现中国境内目前为止发现最早的成熟文字。在

夏代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如陕西西安半坡出土的仰韶文化陶器上就有 100多个契刻符号 , 有些

专家认为新石器时代的刻画符号很有可能是中国汉字的直接起源。在文字出现之后 , 常常会

看到商周时期的器物 (陶器、 青铜器等)或刻或铸有文字 , 这种传统应该与夏代乃至史前时

期的刻画符号存在一定的传承关系。从这一角度推断 , 将新石器时代的图画和刻画符号看作

画与字同源的依据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下面考察图画或符号刻、 画所使用的工具。目前年代可以确定的中国史前岩画 , 在北方

大多不是 “画” 而是凿刻 , 如属于史前的甘肃省肃北县祁连山岩刻大象图形 (图一:2 , 北

方岩画制作的时间跨度为距今 10000年～ 距今 3000年③), 有学者认为岩刻制作是 “用硬质

工具凿刻岩石” 而成④。同属新石器时代晚期 (至今约 3000年), 在今天云南的沧源佤族自

治县境内的沧源崖画 (图一:3), 发现有 “毛笔作画的痕迹。制作毛笔的原料可以是野兽的

皮毛 , 也可以是植物的纤维。” ⑤另外 , 从考古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图画笔划痕迹

看 , 到新石器晚期极有可能出现类似今天毛笔 (刷)并非无稽之谈;在观察某些仰韶文化彩

陶器上的图案笔锋时 (图二:1),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此类器物上的图画与毛笔 (刷)有密切

的关系 , 因为如果用硬物蘸涂料在器物表面涂抹 , 笔锋难于出现如刀刃般平直 , 或笔锋末端

细微地分岔 , 而笔划的末端出现明显的刀锋以及有时笔锋还出现分岔大的特点所在 , 这种毛

笔独有的效果是硬笔无法达到的。新石器毛笔 (刷)显然早于前人认为的秦代蒙恬造的毛

笔。当然史前毛笔不能等同于汉代及其后的毛笔 , 但笔头用兽毛等软的有机物应该是可以确

定的。至于为何目前没有出土物证明此推论 , 原因大概有 2条:1)新石器时代的毛笔用有

机质材料做成 (笔头用羽笔 、 兽毛等 , 笔杆用树枝⑥), 因此除非埋藏条件适宜 , 否则很难

保留至今;2)目前的考古发掘工作仍稍微粗糙 , 考古工作者如果不够细心 , 有可能将这些

细小且易损的东西忽略。目前的考古资料显示 , 最早的毛笔出土于战国时期长江中游 (现湖

南、 湖北境内)的楚墓。至于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刻画符号 , 多用硬物刻划而成 , 但也见平

面涂写 (如 “ ” 、 “  ” 字符)。如果仰韶文化的彩陶器用毛笔绘彩画的推断成立 , 那么早

在新石器时代 , 图画和涂写符号很可能采用同一种工具即毛笔。

被视为成熟文字的商代甲骨文大多为契刻而成 (图二:2)。而商代晚期的觯 (图二:3)

上的铭文和花纹图案无疑都是先在陶范上硬笔刻上后铸造而成的。换言之 , 从考古资料我们

可以看出商代的字和画 (图案)应用同一契刻工具。

从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器物和商代器物上的图案 (图画)和刻画符号 (或文字)分析 , 早

期器物上的画与字 (或字的前身———刻划符号)的书写或刻画工具来源于同一种工具———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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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1.仰韶文化彩陶图案　2.甲骨文拓片　3.晚商青铜觯拓片

始毛笔或契刻工具 , 因此这也可算是书画同源的早期渊源。

2)作者同源

考古资料表明新石器时代彩陶器上同时可看到符号和图画 , 商代同一个青铜器上也同样

见到文字和图案。当我们看到硬笔绘画时 , 也能从同时代的器物中找到硬笔刻画符号或文

字。从制陶专门工具 (陶拍、 陶锉)出现、 陶器类型丰富以及半坡遗址发现陶窑集中分布表

明 , 仰韶文化时期的制陶业已很可能发展成为专门的手工业 , 制陶者应相对稳定 , 换言之 ,

陶器上彩绘的图像或符号很可能源自同一群人甚至同一个人之手。商代铸铜业以族群或家庭

作坊为主要组织方式⑦ , 因此青铜器上的铭文与花纹图案也应来自同一作坊甚至同一个人之

手。许多工匠可能将写字与作画技艺于一身 , 这种早期字和画的作者同源也可以作为字画同

源的一个佐证。

　　二 、 书画源流及其有机融合

书法的出现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志 , 相信由实用的文字到注意形式美的书法的出现

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 郭沫若认为春秋时期已经形成书法 , 其根据就是商周时期的金文已经

很美观⑧ , 即追求字体美的形式 , 此一说有一定的道理 , 但书法的变化多端则应成于汉代。

湖北包山楚墓出的楚简 ,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简 , 20世纪初在新疆、 甘肃等地出

土的西汉简牍为契刻文字之后出现的墨书真迹 , 尤其是西北出土的居延、 武威汉简则对于书

法源流有重要的启示。 《居延汉简》 有篆、 隶 、 分、 草、 真 、 行;《流沙坠简》 有篆、 隶 、

草、真 、 行;《武威汉代医简》 都是章草⑨ , 其中以 《居延汉简》 绵延时间跨度最长 , 为西

汉武帝末到东汉初年 , 作者众多 , 风格各异。 (图三:1所示 《居延汉简》 之汉篆临摹 ,

“枪” 的笔法在篆书与隶书之间 , 有隶书写法)(图三:2所示 《居延汉简》 之汉隶临摹 , 可

参见公元前80年昭帝元凤元年简:(图三:3 《居延汉简》 之章草临摹 , 行书参见公元前 64

年宣帝元康二年简、 公元前 41年元帝元光三年简;草书参见公元前 32年成帝建始元年简)

(图四:4 《居延汉简》 之真书 (楷书)临摹 , 有隶书痕迹 , 与魏楷更近)

《居延汉简》 表明早在西汉时期 , 汉字书体已经出现篆、 隶 、 真 、 行、 章草。多种字体

的共存说明了汉字书体不仅向纵向发展———篆而隶 , 隶而楷 , 楷而行、 草 , 实际上也存在横

向发展情况———秦代秦篆与秦隶共存 , 西汉隶书与分书 (今隶)、 章草、 真书、 行书并行。

书体的多样化表明文字已确确实实向欣赏美的形式方向发展 , 此外 , 考古出土的汉毛笔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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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1.《居延汉简》 之汉篆临摹　2.《居延汉简》 之汉隶临摹

3.《居延汉简》 草书临摹　4.《居延汉简》 之真书 (楷书)临摹

加接近今天的毛笔:武威磨咀子二号墓和居延均曾出土毛笔 (笔杆木制实心 , 笔头狼毫制

作), 居延毛笔被马衡先生定为宣帝后东汉初年。汉代书法的发展成熟不仅体现在书体的变

化多样 , 书写工具———毛笔成熟上 , 还体现在产生了关注书法的理论上 , 如东汉崔瑗著书法

理论专著 《草书势》 。两汉时期 (尤其是东汉)的书法家已经被社会公认为艺术家 , 相传创

“飞白” 书体的蔡邕就是声望极高的书法家。

绘画的装饰作用自史前时期已经存在 , 只是早期绘画的装饰作用是为实际生活用途还是

纯粹无功利的审美用途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当然绘画的客观存在是大家不会也不能否认

的事实。目前出土物中最早的帛画为长沙出土的战国时期的 《龙凤人物图》 , 有毛笔作画的

痕迹。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原之后 , 寺院壁画盛行 , 到唐时为最盛 , 著名的画圣吴道子就是以

寺院壁画出名的 , 佛教的流行客观上促进绘画的发展。可在魏晋之前 , 未见史书记载社会承

认的画家 , 可见此前的画者仍处于被视为工匠的阶段。由此推断画者仍处于被动作画的时

期 , 如此 , 画者很难自由表现自己的意境 , 也即意味着魏晋之前 , 绘画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独

立艺术形式仍显不充分 , 至少还未被全社会广泛认同。魏晋后 , 书画盛行 , 出现了书者可作

画 , 画者可写书法的局面 , 事实上东晋书圣王羲之也擅长绘画。如上所述 , 两汉时期尤其是

东汉 , 书法家成为当时公认的艺术家 , 书法已成为一种艺术门类 , 而绘画到南北朝才逐渐引

人关注 , 因此也有将魏晋以前的一段时期看成书画的分流。魏晋之后书画再度走向融合 , 尤

其唐代开始出现的文人画使此后中国的绘画与书法结合得十分紧密 , 唐代郑虔集诗书画于一

身 , 被唐明皇李隆基御笔亲题 “郑三绝” , 开辟了诗 、 书 、 画相结合之文人画的先河。文人

画十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绘画的发展 , 此后宋代苏东坡 、 宋徽宗赵佶、 元代倪赞均擅书画 ,

明董其昌则因诗 、 书 、 画名动天下 , 现代大画家张大千说 “吾画一落笔可成 , 而题署必穷神

尽气为之 , 如题不称 , 则画毁也 , 故必先工书也。”  10董寿平认为书画同源在于书画 “相同工

具且用线条体现” 。可见 , 此次的书画结合已经走向成熟 , 是相对独立的艺术形式之间的有

机融合 , 书画的有机融合使得作者可以在创作中更加自由地表现作者的情感 , 也更加充分地

追求作品的艺术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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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书画意境同源

书法家将自己的情感和境界寄托在所书写字的线条变化和总体构图之上 , 绘画家同样注

重将情感藏于图画线条的飞动之间 , 以及构图的寓意之中。虽书与画二者形式不同 , 在创作

技巧上各有侧重 , 但其追求的意境却是相通的。宗白华说 “我们见到书法的妙境通于绘画 ,

虚空中传出动荡 , 神明中透出幽深”  11。“张旭的狂草不但书写自己的情感 , 也表出自然界各

种变动的形象。 ……这些形象在他的书法里不是事物的刻画 , 而是情景交融的 `意境' , 像

中国画”  12。因此中国的书法艺术与绘画艺术的追求 , 不仅在于其形式的美 , 更在于其蕴含

的抒情的艺术意境。而往往艺术意境会左右艺术形式的表现 , 受老庄哲学影响深远的中国书

家、 画家所追求的艺术意境大多来源于对阴阳、 人生 、 道 、 天人合一、 宇宙等等的思考。因

此当中国的画家面对美丽的自然山水时 , 他们不会像西方的画家那样尽可能再现纯粹的自然

美 , 而是将自己对这些美丽自然风光的情感融进画中 , 正因为作者追求这种情景交融的艺术

意境 , 因此其绘画本身并不太追求形似而更注重神似 , 同时 , 还要在画中题诗词抒情 , 且所

提的诗词不仅追求文字内容与画的切合 , 还特别讲究书法线条变化以及书法的整体结构布局

务必与画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而当中国的书法家要创作书法作品时 , 也将自己的情感融进

一笔一划中 , 他们讲究书法布局的 “气” 与运笔的 “势” ———单个字的美 、 字与字之间的连

动以及通篇一气呵成 , 这些都宛如书家的情感舒畅淋漓地流淌在纸面上。综上所述 , 书画同

源在一定意义上即是书和画所追求的艺术意境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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