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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此文是一篇作业。魏格林教授出题，我做答卷。属赶鸭子上架。不及格是很自然的。聊以

塞责吧。但是，题目是好的构想，写传记，要顾及到传主人生的方方面面，不要只有政治、工

作一条线。至少，这次做作业，对此体会就深了一步。深感毛主席不愧是哲学大家，他把他的

哲学思想贯彻到了一切方面，而过去我是不太注意这一点的。这要谢谢魏格林教授了。 

                                                                                

                                                                                                                 项观奇 2016 年 6 月 26 日 

 

 

 

 

 

 

                    从毛主席的书法艺术看其思维特点    

 

 

 

        常言道：书如其人。但这不是说，字写得好，人就一定好，字写得坏，人就一定

坏。不应作这样的解释。书如其人，在我看来，其道理在，一个人的书法的风格、特

点，和这个人的整个的风格、特点是相联系的。 

        我正是从这个角度，借书法，去观察、研究毛主席的思维特点的。 

        毛主席字写得好，尤其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写得更好，许多作品产生于这个时

间，正是根据这些作品，大家公认毛主席是大书法家。 

        做个有成就的大书法家，是要经常练字的。这是人人皆知的常识。毛主席工作繁

忙，没有很多时间练字，何以也成了大书法家？ 

        为了破解其中的奥秘，就有了本文的题目。 

 

 

                                                                     一 

 

 

        毛主席是位伟大的爱国者，对祖国的传统文化非常热爱，喜欢读史，喜欢作诗，

是大家都知道的，喜欢书法，亦在其中。毛主席是继承中国文化遗产的典范。 

        但是，如同他自己说过的，这种继承应该是批判地继承，应该是取其精华，去其

糟粕，不能无批判、无选择一股脑儿地生吞活剥，尤其不能拜倒在古人面前，误把糟

粕当精华。现在一些人讲儒学，就有这样的问题，误把糟粕当精华，不是引导社会进

步，而是引导社会倒退。毛主席是不赞成孔夫子的，那也是就孔夫子思想中的糟粕而

言的，是就其在中国社会历史中曾发生过的保守、阻碍作用而言的。这是一种科学的

历史的态度。历史的进步、历史进步的规律，要求这样做。这是近代以来，鲁迅等先

进的思想家的共同的意见。 

        不破不立，破旧才能立新，这是辩证法的本质。毛主席思想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吃

透了这一点，处处贯彻这一点。毛主席是站在这个时代的高度，应这个时代的要求，

去对待祖国传统文化的。 

        对祖国书法艺术的思考，也反映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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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研究书法，喜欢读帖。向黄炎培借王羲之帖的故事是大家都知道的，据警

卫员的回忆，毛主席借来此帖，天天公余，认真看，还临摹，整整花了一个月的时

间。毛主席读帖是一个对古代书家进行分析、进行选择的过程。上世纪七十年代，我

曾到泰安太庙文管会访问，据文管会的一位接待过毛主席的老学者告诉我，古代大书

法家很多，但是，毛主席最喜欢的古代书家一位是怀素，一位是孙过庭。这自然是毛

主席个人的看法和喜爱，但说明，毛主席看问题，不盲从，既不迷信古人，也不迷信

传统旧说，一切都要经过自己的分析研究再下结论。独立思考，是毛主席思维方法的

一个显着特点。 

    毛主席的独立思考，又是有理论指导的。这就是唯物史观。据那位老学者讲，毛

主席在评论孙过庭时说过这样一个道理。孙过庭只是一个县级小官，没有高的地位和

名气，所以，他的《书谱》写得那样好，但是，没有人出来宣传。在古代，字以人

传，好多大书家都是大官，其实，有的写得也不一定就好。毛主席的这个见解，和启

功先生是一致的。启功先生在《启功给你讲书法》一书中说，现在发掘出来的一些唐

碑，书写者名不见经传，但是，字写得很好，并不比唐代那几位名家差，只是他们没

有高的地位，不过是一名书写工匠而已，所以，在书法史上也就没有了应有的地位。

这是十分中肯的见解。我看过这样的唐碑的影印件，有的写得真好，但是，书写者在

书法史上没有地位，人们根本不知道其人其字。其实，敦煌写经的书法，也大多很

好，有得还很杰出，是下层僧人的伟大创造，但在书法史上均无地位。像西凉国的便

条的发现，简直就像是所传王羲之的手笔，相当漂亮。自然也不知出自何人之手。 这

个历史现象的本质原因，被毛主席点破了。就是现在，不是一些并不会写字的高官，

也到处题字吗？还要钱。明白现在，可知古代。毛主席的脑海中有一个基本的毫不动

摇的观点，历史是奴隶们创造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毛主席在批判地继承古代书法艺术时，打破了传统地学习古代书法的方法。毛主

席一是没有像传统的学习书法，要习炼许多大书家的作品，例如颜、柳、欧、赵几乎

是学习书法者的必修课。二是毛主席也没有在篆隶真楷等多种字体上上功夫，重点放

在了行草上。毛主席留下的书法作品，基本都是行草作品。当然，可以从毛主席工作

忙去做解释，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从毛主席的思想认识方法去解释。 

    看来，毛主席并不以为学习书法一定要遵从过去固有的模式，喜欢行草，就可以

重点突破行草。当然，楷书作为规范的用字，是书法的基础，要有一定的训练。但

是，要成为书法家，却不一定非要楷书写得很好。毛主席在青少年时代已经打下了楷

书的一定基础，老年时期重点练行草，是成功的。 

    可能很多人不接受我的这个意见。我有我的道理。以我的看法，不少有名的书

家，楷书写得并不好。行草大家郭沫若，楷书写得就不好，草书大家于右任，楷书也

写得不好。林散之被吹为当代“草圣”，对不对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的楷书也写不

好。楷书在诸体当中最难，最掺不得假。当代这样的例子并不少。 

    我常常这样比喻。楷书是最规范的字体，就像体操比赛时的规定动作；行草可以

随意写，就像体操比赛时的自选动作。规定动作是有严格标准的，做不得假，评分也

比较一致。自选动作，就灵活多了，可以扬长避短，评分又会受裁判印象（喜好、关

系等）影响，所谓“印象分”。写楷书就像规定动作，做不得假，也显得最难。我们

山东大学有位书家叫孙坚奋，他告诉我，我看一个人写字，常常看他的签名，签名往

往是楷书或行楷，一看，我就知道他的功底了。这有一定道理。规定动作好比较，也

很难藏拙，好坏一眼便知。古人一般楷书都写得较好，那是因为当时有那样的要求。

就是在那时，楷书写不太好的书家，也有。 

    甲骨、金文、篆、隶、楷、行、草等不同书体，从书法的角度讲，是不同的线条

造型艺术。作为汉字，这些书体之间有一定的共性，都是汉字，但是，差异性是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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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这种差异性体现了汉字书写的发展史。如果从书法艺术的角度看问题，练习书

法并不必遵循这些书体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再来一遍，这里，不存在一个练习书法必

须遵循的循序规律。汉字发展史不能简单套用到书法艺术的创造中来。练字，不必从

甲骨文、金文开始。不会写甲骨文，照样可以写楷书、写行书。这些字体之间已经有

相当大的独立性。行书和楷书最接近，但是，在造型上也有很大不同。不用说篆、

隶、草书等书体了。 

    毛主席看到了这一点，实践了这一点，以有限的时间，完成了行草“毛体”书法

的创造。这得益于毛主席的科学的思想方法。 

    从毛主席在书法艺术的创造上的思维特点，也可以想到，他在治国的决策上的思

维特点。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是力主中国人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对于周总理的四

届人大报告中只写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毛主席提出了意见，说，恩来啊，就不敢写

上一个“超”字吗？这才有了“赶上并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提法，也是在这个报告

里，毛主席写下了那段名言：“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

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

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

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

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

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

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

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

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

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

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

是 任 何 反 动 势 力 所 阻 挡 不 了 的 。 ”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这不仅是一个气魄的问题，更是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批判继承不能固守传统，

必须打破常规，必须和创造相结合，没有创造，只有模仿，那不是继承，也做不到继

承，因为任何要继承的精华都曾经是那个时代的创造。再创造是批判继承的灵魂。 

 

 

                                                                          二 

 

 

 

    毛主席是辩证法大师。毛主席的书法艺术也充满辩证法，也反映了毛主席思想方

法的特点和优点。 

    哲学不是神秘学，而是明白学、聪明学。马克思主义导师共同认为，哲学最重要

的不是要凌驾于世界之上解释世界、说明世界，哲学只是为了帮助人们正确认识世

界、把握世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毛主席提出，要把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本里和课堂

上解放出来，变成劳动人民手中的思想武器。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主义导师又

共同认为，哲学就是认识论，辩证法、逻辑、认识论是统一的、一致的。现在哲学研

究杂志的好多文章，让人从标题到内容都读不懂，在我看来，这是和研究哲学的本意

相违背的。 

    如何认识哲学，对待哲学，是一个认识论的根本问题，是两条根本对立的思想路

线。所谓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也是由此发生的。 

    毛主席正是从认识论去把握辩证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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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当年反对王明一派人的教条主义，从所谓哲学、也就是思想方法上，对这

种错误进行了科学分析、科学批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这样产生的。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教条主义不从实际出发，也就是不从具体存在的现实的矛盾

出发，而是从教条出发，结果必然会犯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的错误。 

    从辩证法的角度看，教条主义不从矛盾的特殊性出发，只讲矛盾的普遍性，不讲

矛盾的特殊性，也就必然离开了以矛盾的特殊性而具体存在的现实事物，结果必然会

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毛主席强调，没有特殊性，没有个性，就没有事物。这是真理。 

    在书法艺术的创造上，毛主席也贯彻了这一辩证法的思想。 

    毛主席写的字体能被称为“毛体”，就是体现了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个性。我

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解放军刚进城，干部们写字受毛主席字体影响，被称为“八

路字”，以区别于中规中距的馆阁体，干部们所学的实际就是“毛体”。现在，“毛

体”成了书法界一大流派。但是，毛主席创造“毛体”，是艺术；现在流行的“毛体

书家”却都流于模仿。模仿很难算艺术。 

    “毛体”是在共性基础上创造的个性。毛主席的行草，遵循传统行草对笔划结构

的基本要求，体现了行草的共性，能够被人们识读。启功先生对这一点是特别强调

的，他认为书法的一个基本要求是符合规范，人们能识读。同样，于右任先生搞标准

草书，也是希望草书有个规范，使人们能够识读。这不仅是书法实用性的问题，也是

书法艺术性的要求，中国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如果写的都不是汉字，何谈中国汉

字书法艺术呢？我接触过德国人的书法，那是拉丁字母的书写艺术，也是可读的。说

欧洲没有书法，不一定符合事实。他们也是从小学就要练字的。一是写得好看，二是

能够认识。看来这是中外书法的共性。现在在中国，有人不愿下苦功，想取巧，一味

玩弄水墨，写出来的根本就不是汉字，至少是不可读的汉字，这样做，充其量是水墨

艺术，而不是汉字书法艺术。毛主席喜欢孙过庭的《书谱》，我想，也包涵了把行草

规范化这一层意思。自然，规范得好看，是艺术。 

    承认共性，不等于局限于共性。和一切大书家一样，必须创造个性。所谓要“自

成一体”。毛主席的行草，绝不是《书谱》的复制品，也不是刻意模仿怀素，而是在

尊重共性的基础上创造自己的个性。 

        书法艺术是线条造型的艺术。这又可以分析为三点，一是线条本身有个造型的问

题。古人强调用笔，就是指线条的造型要搞好。说“用笔第一”，恐怕过头了，启功

先生不赞成，我也不赞成。但是，线条的造型对于写好字是很重要的，这一点不容怀

疑。二是线条组合的造型，所谓间架结构，也就是组字。这是写好字的关键，是核心

所在，描红、临帖，很重要的、可以说主要的是学习前人的间架结构的造型艺术。三

是通篇文字的综合造型，也就是所谓章法。 

    在我看来，毛主席的书法，在处理这三者时，都有其独到之处。一是用笔变化

大，有粗有细，有肥有瘦，自然随意；二是间架结构开阔舒展，自由纵横，形神统

一，凸显精神；三是章法大气潇洒，通篇构思，美不胜收，并常存画龙点睛的绝妙之

笔。正是毛主席从书法必备的这三方面都有创造，都有个性，从而才构成了“毛体”

书法。 

    毛主席对辩证法的三大规律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同意列宁的意见，认为核心规

律是对立统一归律。我是赞成主席这个意见的。 

    毛主席运用辩证法，可以说，就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这是毛主席的思维的一大

特点，也是根本特点。毛主席把这一认识方法贯彻到了对一切事物的认识当中去了。 

    在毛主席的书法艺术创造中，也可以看到处处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特别是巧妙

地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略举两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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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四个字，是毛主席写的。如果按照常规，这四个字，一般是要写得

端庄匀称的。但是，毛主席用行楷做了很具个性的处理。“人”字只有两笔，但毛主

席把这个字，写得很大，而且用笔浓重。“民”、“日”二字，毛主席着意写得很

小。“报”字重新写大，简化笔划，写得有力。毛主席如此处理一份国内最重要的报

纸的报头，打破一般匾额、刊头、报头的写法，显然是个创造，也体现了辩证法的巧

妙运用。毛主席用大字小字间的对立统一，把四个字之间的关系处理得生动活泼，漂

亮美观，而且突出了人民的主体意义。有思想，有艺术，是一般书家想不到、做不到

的。 

    再如毛主席一九六三年二月五日所书《满江红，和郭沫若》。这是毛主席的书法

精品。全篇的构成，宛如一副图画，疏密相间，浓淡相依，有主有次，大字两个、三

个一行，小字四个、五个一行，浓重而流畅的笔划，开阔而雄浑的间架，把书法艺术

的线条造型推向了极致。像“小小寰球”，“蚍蜉撼树”，“四海翻腾”，“风雷

激”，“全无敌”等等，都写得漂亮极了。可以想见，毛主席在写此词时，对于这些

词、字的书法创造，都从对立统一的各种关系了然于心。生动的辩证法带来了生动的

书法艺术，反映了书法艺术的要求。 

    我个人认为，毛主席的书法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达到了他的书法艺术的高峰。这由

他在这一时期的书法作品为证。像一九六一年抄写给宁夏同志的《长征》诗，像这一

时期抄写的《词六首》，都是毛主席的书法代表作。 

    毛泽东书法研究者对毛主席的书法艺术有这样的评价，我大体能赞成。 

        “毛泽东是当代杰出的书法家。他的书法采千古之遗韵，溶百家于一炉，龙蛇飞

舞，俏俊飘逸，大气磅礡，豪放酣畅。 

        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毛泽东的书法艺术一扫早期平正、稍后侧势的板滞风

格，达到了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繁富精盛境界。 

        字与字之间游丝句连，线条灵巧多变，极富立体感。用笔有急有缓，点划有方有

圆，主次虚实。同时，作品每字笔划都显得富有力度，寓刚健于妩媚婀娜，行遒劲于

婉转消丽，润雅丰腴，苍劲老辣，用墨浓淡相间、润燥得宜，颇富美感。 

        从结体和气韵看，宽不肥拙，窄不瘦俗，疏不散乱，密不挤冗，上下字间，参差

错落，夸张而不显怪异，平稳但觉巧丽宽博。 

        无论从“形”和“质”上都体现了书家襟怀浩阔，从容不迫的气质和境界。 

    此外，作品的布白处，如前后款处，字行之间的无笔墨处，我们也可以领味出毛

泽东作书时的空灵与超逸。这种布白，实际上也是书作者创作时一片寄托气韵的天

地。”（参见《近现代书法。毛泽东》一文） 

    毛主席的思维是活泼的，毕生崇尚创造，崇尚突破（造反），反对教条，反对僵

化，而指导主席思维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就是辩证法，就是对立统一规律。主席不仅

写了《矛盾论》，更善于运用矛盾论。涉及文学艺术，一般人是不谈辩证法的，而主

席不同，他不但谈，而且谈得恰到好处。例如主席谈诗词创造和欣赏，也会从对立统

一的辩证法解释问题。1957 年毛主席对范仲淹的两首诗有一段批语，在论述豪放和婉

约两派的关系时，主席写道：“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

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份，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

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见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27-28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这是毛主席用

对立统一规律解释人文现像的一个典型例子。一般学者是不会这样解释诗词创造和欣

赏的，但是，毛主席这样一讲，不但一新耳目，而且恰到好处，很能说明问题。 

    我这样理解毛主席的书法艺术创造，不是牵强附会地硬要和辩证法、对立统一规

律扯在一起，而是从书法艺术创造这一侧面，揭示主席的一个重要的思维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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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网转载的《毛泽东与书法艺术》一文，毛主席关于书法有这样一段精彩议

论：“字的结构有大小、疏密，笔划有长短、粗细、曲直、交叉，笔势上又有虚与

实，动与静，布局上有行与行间的关系、黑白之间的关系。你看，这一对对的矛盾都

是对立的统一啊！既有矛盾，又有协调统一。中国的书法里充满了辩证法呀！”这难

道不正是典型的毛泽东思维特点吗？  

    由此可以联想到，毛主席不仅用辩证法去思考文学、书法艺术，在他领导的政

治、经济等领域里，更会以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去思考问题。《论十大关系》和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用对立统一的矛盾规律去观察、处理社会主

义社会问题的代表作。 

 

 

                                    三 

 

 

 

    毛主席搞书法，和一般人不一样，主要特点是读帖多，临帖少。有人、如王力甚

至说毛主席不练字，主要就是读帖。我想，王力的说法走向了极端，是不准确的。毛

主席的儿子毛岸青和儿媳邵华在《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习书法》一文回忆说，毛主

席自到北京后，从五十年代起，是经常练字的，但是，他们也说，毛主席的确常常以

各种方式借来很多字帖，花很多时间，反复读帖，研究这些书法大家的书法艺术。 

    这是毛主席的工作特点，也是毛主席的思维特点，总是思想领先。 

    毛主席是唯物主义思想家。但是，毛主席特别注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

的思想的能动作用。在谈论哲学史的时候，不止一次说过，倒是唯心主义者，强调了

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问题。毛主席不仅主张物质变精神，还主张精神变物质。评论列宁

的《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一书时，特别说到，这本书主要解决的前者，没有说

到后者。毛主席对后者有很好、很独到的发挥。毛主席对书法的处理，可说是一例。 

    可以想到，毛主席不可能像我们有的书法家那样，天天花很多时间练字，工作忙

自然是主要原因，但是，恐怕这也与毛主席的工作特点、思维特点有关。 

    毛主席正确处理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毛主席读帖，是对书法进行研

究，是为了提高对书法艺术的理性认识。从认识论来说，深刻地理解事物，才能更好

地感知事物。这个认识规律，对于认识任何事物都是适用的。天天炼，仅仅炼，不能

说错，但是，弄不好，得到的只能是形似，得不到的，是神似，是深刻的本质的活生

生的美，而这些，正是艺术的灵魂。只苦练不苦思，是笨人的笨法子。毛主席读帖，

走的却是另外一条正确的聪明的学习之路，是从思想上把握书帖，是从理论上把握书

帖，是要把书帖的内在的美、内在的美的造型规律读出来，从“形”中读出“神”---

-精神、理论、规律。这才是毛主席反复读帖的原因所在。 

    临帖自然是重要的，前人的造型艺术成果是要继承的，没有“形”，哪里还有

“神”，“神”和“形”是统一的。没有“形”，不行，仅有“形”，不够。俗话说

“眼大无神”，就是说的仅有“形”，没有“神”，照样不美。这即是一个美学的道

理，也是一个哲学的道理。美既是客观的存在，又是主观的感知。美要被人们认知，

要打动人，必须和人的精神相沟通。读帖，就是要把这其中的奥秘读出来。从“形”

感知“神”。毛主席写的有些字，和怀素写的有些字，很是形似，显然毛主席临写过

怀素，但是，无论分析看，还是整体看，特别是整体看，毛主席书法所内涵的精神，

是怀素书法不可比的。譬如“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两句诗，当你看到

毛主席挥洒而成的书法时，你难道不会立即感到是在读一部风云激荡的伟大史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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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毛主席书法艺术的力量。这力量，来自毛主席思想认识的高明。伟大的艺术创

造不过是思维之花结出的物质之果。这恐怕是一切伟大艺术创造所共同遵循的客观规

律。     

    毛主席一生重视这个规律，尊重这个规律，凡举事总是强调要思想领先，要先在

思想上解决问题，这真正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贯彻到一切工作中去了。 

    从毛主席的书法，还可以看到毛主席的思想境界有一种常人难比的气势，真正是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 

    毛主席这一辈子，表现其气魄宏大的事例太多了。我这里只想从毛主席的书法艺

术创造，谈谈毛主席何以能够做到气魄宏大。 

    人做到气魄宏大不容易。人都太自信，都缺乏自知之明，所以才有那句话，人贵

有自知之明。可是人们总是缺少这一点，再笨的笨蛋，也总喜欢自夸“过五关斩六

将”。这不是气魄宏大，这是吹牛。气魄宏大不是不自量力的自吹自夸，盲目骄傲。

气魄宏大是要有根据的，是要被实践检验的。 

    毛主席的气魄宏大，不是吹出来的，是真正的气魄宏大，它有坚实可靠的支撑

点，经得起历史检验。以我的浅见，说三条。 

    一是毛主席的思想境界高。 

    毛主席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内马克思主义水平最高的一位，就当时到现在的中国和

世界而言，我看也是这样。马恩列之后，只有毛真懂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抓住了灵魂

和要害。 

    就时代条件而言，传统书法毕竟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种艺术，从内容到形式都必

然会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并必然会受到那个时代的历史条件的制约。精华是有的，

是要继承的，但不能迷信，尤其在书法理论方面，更要有分析，有取舍。可惜，一般

人对此认识还相当不足，凡是古的、老的，总是好的。这在中国，是一个常见的思想

方法的问题。这个问题给了毛主席机会。毛主席是站在一个崭新的时代、从一个崭新

的阶级立场去认识、去处理书法艺术的。推陈出新，有所突破，是历史的必然，也是

历史的需要。毛主席做到了。 

    毛主席又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书法是文化现象，深刻理解文化现像，需要文化素

养。毛主席具备这个条件。毛主席的丰富的文化素养和他的科学的世界观、认识论、

思想境界相结合，其思维格局必然非同一般，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自然表现出气势

宏大。 

    如果说书如其人，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有毛泽东其人，才有毛泽东书法。毛泽东

书法是毛泽东的必然的文化产儿。“毛体”姓毛。不姓毛，何来毛体？ 

    仅靠思想高明还是不够的。二是毛主席做足了艺术创作的准备。毛主席不仅一直

喜爱书法，体味书法，尤其在建国后着力研究书法。大书家舒同提供了这样一段故

事。    

    “舒同陪毛泽东游济南大明湖，二人坐船在湖中游荡。舒同又问：‘主席，您见

多识广，想必收藏了很多古人书法作品吧？能否评论一下？’毛泽东笑道：‘我收存

了 600 多种拓本和石刻影印件，看过 400 余种碑帖。我特别喜欢王羲之、王献之的行

书帖及怀素的草书帖。对于乾隆的字，虽然到处都有，但它有筋无骨，我不喜欢。乾

隆时期提倡赵书，代表人物是张照。弘历的书法功底较深，但气格不高。那个时期风

行馆阁体，评价不一，有人就认为是钻进了书法的死胡同。’毛泽东这番话，使舒同

大长见识，豁然开朗。”（见冯都：《舒同与毛泽东的翰墨情缘》）   

        这个故事证明毛主席建国后是花了气力研究书法的。可以看出，毛主席是有其独

到的书法理论的，而且，是站在古人的肩上继续攀登，不是跪在古人的脚下顶礼膜

拜。毛主席不仅收藏丰富，更看过 400 余种碑帖，是进行了充分的比较研究，从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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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科学的批判继承。读帖就是研究。人们在谈论书法时，常讲苦练，少讲苦读。毛

主席的路子是一个启发。不仅要练，更要研究，要思想领先。自然，书法艺术是硬功

夫，来不得半点投机取巧，练，是必须的。但是，怎么练，是有讲究的。毛主席自然

也是有空就练，这有他的服务员的回忆为证。但毛主席是活练，不誓死练。这是有很

大不同的，甚至是根本不同。练字的人不少，但死练的人多，活练的人少，会练的人

更少。所以，真正的书家也少。我们要向毛主席学习。 

    主席这个人，气魄是很大，但是，做事很踏实。搞书法，再次体现了这一点。我

们去读、去研究主席的思想，这一点是要非常注意的。你看，他为了研究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带了一班人，一字一句，认真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边读边

议，互相切磋，真正体现了一种踏踏实实的学习风格和思维风格。 

    三是，我们还要注意到，毛主席在书法艺术的创造上，有一种坚忍不拔、不懈努

力的精神。可以说，毛主席毕生喜欢书法，毕生追求书法。 

    天才是要的。但是，仅靠天才是不够的。毛主席的字，也不是从小就写得好，青

年时代的字，写得不错，但还谈不上书法艺术。我不赞成吹一个书法家，总是把他一

生从小到老写的字都说成书法精品，都好得不得了。我不赞成这样的意见。因为这个

意见不符和辩证法，既没有不平衡的观点，也没有发展的观点。就是大书法家，每次

写的字，也是有区别的。毛主席就是这样的。毛主席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写的

字特别好，和前期不可比。但是，就是后期的字，也还是有各方面的区别的。 

    毛主席晚年写的字特别好，所以称为大书法家。这是毛主席一生喜欢书法、追求

书法的结果，是几十年努力的结果。毛主席的各方面的天才起了作用，但是，离开努

力，也是不可能成功的。王力说毛主席不练字，没有根据，是瞎说，也不符合书法艺

术创造的规律。成就天才，离不开努力。在书法艺术上，毛主席这样做了，毛主席成

功了。 

    和上述这一问题有联系，最后，我还想再提一提毛主席进行书法艺术创造的重点

论思想。 

    毛主席坚持对立统一规律，是两点论者，同时，又反对静止地观察对立统一，主

张在运动中分析、认识对对立统一，是重点论者，而且是重点转化论者。在书法艺术

创造上，毛主席也巧妙地运用了这些辩证思想。 

    中国书法随同汉字发展的历史也形成了书法发展的历史。从甲骨文、金文，到篆

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是一个历史过程。 

    汉字的发展史，即是连续的，是一个有联系的整体，又是可分的，有阶段的，可

分析的。无论是锲刻的工具、书写的工具，还是汉字的字形，都曾随着时代的发展变

化而发展变化。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割断这个历史过程不对，对这个历史过程不做分

析，看不到这个历史过程的阶段性也不对。启功先生强调北碑是工匠刻在石头上的。

刀刻，自然会产生那样的笔划特点，那是刀刻的必然结果。工具在起作用。如果忘记

这一点，硬要用柔软的毛笔写出刀刻的效果，那是违背规律的错误要求。启功先生这

样讲是有道理的，是对旧说的突破。   

    其实，就是用毛笔的书写方式，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也有许多重大变化，篆书和

隶书的笔划造型、用笔方式不一样，隶书和楷书也不一样，就是楷书和行书，虽然联

系密切，实际也不一样，草书就有更大的不同。这正是事物的必然现象，不一样，不

一致，不平衡是绝对的。 

    那么，在练习书法时，怎么处理这种关系呢？是不是练习书法，一定要按汉字发

展的历史过程去学习、去训练呢？人们常常在吹捧一位书家时，总是夸耀这位书家练

习了各种书体，真草篆隶，无所不能。这种意见我不赞成。练习书法时，大可不必从

最古老的文字练起，也不必各种书体都要学习。这一点，毛主席作出了榜样。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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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主要就是研究行草，练习行草。没有在篆书、隶书、包括楷书上下大功夫。至

于甲骨、金文，更未涉及。毛主席采取了重点论，集中精力攻克行草，舍其它书体于

不顾。这是科学的辩证的思维方法。启功先生也表述过这样的意见，说自己只是会写

楷书、行草，别的不会。这是符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正确思维方法。我在前面说

过，好多书法大家的楷书写得并不好，但是，行草写得好，写得漂亮，堪称书法大

家。这正是这一规律的体现。毛主席专攻行草，在笔划造型的用笔上和整个汉字的间

架结构上，反复研究，下大功夫，进行创造，终于成为一位大家公认的行草书法大

家，而且，以“毛体”著称。 

    毛主席不仅选择了自己喜爱的行草作为他书法创造的重点，就是在书写书法作品

时，也是在灵活运用辩证法。 

    毛主席的书法创造的一个特点是书法创造和诗词创造相统一，而且，主席自己也

说这二者是能够相匹配的。这一点很重要。 

    毛主席的书法创造的意境和他的诗词的意境是统一的，是表达诗词意境的一种形

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主席的书法艺术，不仅是他的汉字书法艺术的表现，而且

是他的中国诗词艺术的表现。通过生动活泼、变化无穷的书法艺术，把诗词所要表达

的革命精神，高尚情怀，细腻感情更加形象地表现出来。诗和书在这里融合为一体。

那点点划划，重重轻轻，大大小小，浓浓淡淡，不再是僵死的笔墨，而是灵动的鲜活

的生命，是人民创造的一部惊天动地的史诗的画面。 

    毛主席的哲学，不是死的哲学，而是活的哲学。书法艺术中所体现的不平衡，所

突出的重点论，都是有机联系的有生命的艺术统一体。毛主席的哲学，是真正的主观

和客观相统一的哲学。 

    毛主席巧妙地把他的书法和他的诗词融合在一起。这恐怕是亘古未有的，是主席

的一大创造。看主席书法，读主席诗词，使我不禁想起高亨教授 1963 年所作《水调歌

头》：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扫灭

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 

        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 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

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 

    毛主席笔下的诗，是这样，配上毛主席笔下的书法，不更是这样吗？ 

 

 

    项观奇  2016年 6月 23日  于马克思家乡红思虑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