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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书协、美国龙峰文化基金会主办



从书法谈起
 书法以前一直是一种最为普及的艺术。

 自从汉字输入问题解决之后，书法就不再是建立在每个人每天都需要写字这样

一个实际需求的基础上了。

 书法已成为一种纯粹的艺术。我们需要探讨书法在未来究竟是一种什么艺术。

 目前在国内的一个趋势是将展览和评奖作为书法家展现自己艺术的主要方式。

 而展览和评奖常常是要在短时间内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

 本质上这是将书法看成一种特殊的抽象绘画。

 这个发展方向是有意义的，因为抽象绘画本身需要新的源泉。

 但即使再特殊的抽象绘画，也失去了书法传统中真正吸引我们的那种魅力。



古典书法的本质
 古典书法是要让人们通过反复观摩琢磨，慢慢体验到艺术家想要表达的深刻的东西。

 古典书法有“字内功夫”和“字外功夫”，两者缺一不可。

 字内功夫是指扎实的基本功。字外功夫则是指书法的艺术精神和思想，指用书法表达书法家的学识
涵养和个体心性的观念。

 古典书法也曾经历过重大转变甚至革命。

 一个重要的转变是苏东坡和黄庭坚开创的文人书法。这是指一流书法家同时也是学富三车的学者，
用自己书法来表现自己胸中万卷书的气象。

 而清朝中期碑学兴起，则带来了书法和中国画的一次革命。

 碑学的一个意义是把书法从纯粹的书写艺术变成了一种怎样通过书写来展示金石碑刻效果的美的艺
术。 碑学中的“古意”、“古趣”、“古拙”等等其实代表的却是一种完全崭新的美学观念。

 问题：这样的古典书法传统是否能继续存在甚至发扬光大？

 比较一下书法和数学中的艺术成分，会给我们很多启示。



什么是艺术
 艺术的定义有很多争议。

 不管哪一种艺术的定义，都把艺术定义为一种人类的创造。

 艺术的一种定义：艺术是一种创造我们能够感受到的美、表达我们的想
象、感情和思想的人类活动。

 艺术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

 艺术依赖于创造艺术的艺术家，依赖于他们所处的文化，依赖于欣赏这
些艺术的社会大众。

 对艺术家来说，重要的是个人风格。



什么是科学
 科学有一个基本上被广泛接受的定义。

 从哲学角度来说，科学必须是可证伪的。

 从实际研究角度来说，科学必须有客观的、独立于个人、国家、民族、
文化等等的检验方式。

 自然科学的检验方式是实验。

 人们相信，即使科学的描述方式是依赖于人类的，科学的内容是独立于
我们人类的。

 研究科学是发现已经存在的规律，而不是创造本来并不存在的东西。



什么是数学
 数学并没有一个为所有人接受的定义。

 不同的定义反映了数学不同的侧面。

 这里给出可以反映数学艺术性的一些描述和定义。

 英国数学家哈代：和画家、诗人一样，数学家是模式的制造者。如果数学家的
模式比画家、诗人的模式更永恒，那是因为数学家的模式是用想法来做成的。

 一种定义：数学是所有可能模式的分类和研究。

 另一种定义：数学是一个考察理想化客体的性质和相互作用的广泛研究领域。

 数学是一门科学，数学的检验方式是严格的证明。

 但数学不是一门自然科学。



数学的应用和数学本身的艺术性
 谈到数学和艺术，大家想到的大都是数学在艺术中的应用。

 比如，数学中由简单的公式得到的曲线和曲面，数学公式产生的各种图
像等等。

 随着艺术的数字化和数字化艺术的诞生，数学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响
着艺术的发展。

 这些数学在艺术中的应用是数学作为一门科学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但不
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

 我要讲的是数学本身的艺术性。

 这种艺术性是抽象的，从而和书法有很多类似之处

 这是为什么数学的艺术性或许能给书法今后发展方向提供重要的启示。



数学作为一门艺术
 决定自然科学对错的是自然界，自然科学家只是去发现，并无选择余地。

 决定一个理论是不是数学，要看是否有严格证明。但在有严格证明的数
学中，我们选择哪一个方向去研究，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研究，以及以什
么方式来表述我们的数学研究的结果，是数学家可以选择的。

 这种选择给了我们极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这种空间可以让数学家创造
美，可以用来表达自己的想象、感情和思想。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数学也是一门艺术。

 一流数学家研究数学的动机可能更接近于一流艺术家从事艺术的动机：
寻找一种抽象、超越时空、超越环境、超越人类局限的美，享受寻找到
这种美之后所带来的愉悦和快感。



什么是数学的美？
 美是需要人类去感受的。

 书法绘画雕塑是视觉艺术，是用眼睛感受的。

 音乐是听觉艺术，是用耳朵感受的。

 电影、舞蹈等是视觉和听觉综合的艺术，同时需要眼睛和耳朵。

 数学是大脑的活动，感受数学的美也需要大脑。

 数学美的表现形式：
 简单。

 一般化。

 巧妙的思路。

 。。。。。。



数学的抽象美
 数学需要计算，但数学并不是计算。

 数学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抽象。

 自然数就是极其抽象的。

 数学里的简单不是通常意义下的简单，而是指找到一种抽象的理论，在
这个理论框架里，问题的解才变得简单。

 数学里的一般化也是指把具体例子的性质抽象出来，发展出一般的理论，
原来的例子成为一种特殊情况。

 数学中的巧妙是指意想不到的思路，不是硬算能得到的，很多情形下需
要有极为丰富的想象力。



数学抽象的例子
 欧几里得几何

 欧几里得几何五个公设
 从一点向另一点可以引一条直线。

 任意线段能无限延伸成一条直线。

 给定任意线段，可以以其一个端点作为圆心，该线段作为半径作一个圆。

 所有直角都相等。

 若两条直线都与第三条直线相交，并且在同一边的内角之和小于两个直角，则这两条
直线在这一边必定相交。

 所有定理都必须只从这五条公设推出。

 欧几里得几何公设中的点、线、圆、直角可以是其他抽象的概念，只要这些
公设对那些概念也成立，欧几里得几何仍然可以用在这些抽象概念之间的关
系上。



第五公设
 欧几里得几何的第五公设看起来不是那么明显。这里用图来说明：

 直观上这符合我们的想象。

 但数学不能只凭直观，而不依赖于直观很难确认这个公设为什么会成立。

 欧几里得之后，数学家一直试图将此公设从其他公设推出，但无一不以
失败告终。



非欧几何
 后来罗巴切夫斯基发现有一种几何满足第一到第四公设，但不满足第五
公设，证明了第五公设不可能从其他公设推出。

 曳物线 绕y-轴旋转得到伪球面 在伪球面上从一点到另一

点之间有一条最短的连线。

定义这样的线为“直线”。

有两条“直线”都与第三
条“直线”相交，并且在同
一边的内角之和小于两个直
角，但这两条直线在这一边
不相交。



曲面的曲率
 伪球面之所以有这样的非欧几何，是因为伪球面是弯曲的。

 曲面弯曲程度由曲率来衡量。

 曲线的曲率：k=1/r



曲面的曲率
 曲面的高斯曲率：

 曲面在一点有切平面。

 垂直于切平面的方向

叫法向。

 所有经过法向的平面

和曲面有相交曲线。

 这些相交曲线有曲率。

 这些曲率的最大和最

小值称为主曲率

 高斯曲率是这两个主

曲率的乘积



高斯、黎曼、爱因斯坦
 高斯发现高斯曲率可以从曲面上点之间的距离算出来，不用放到三维空
间里来算。

 于是我们可以研究不放在三维空间里的二维曲面，也一样可以计算曲率，
决定其弯曲程度。

 黎曼引进了黎曼几何，简单来说就是将二维曲面理论推广到高维。

 爱因斯坦将黎曼几何用到四维时空，得到了广义相对论。

 广义相对论是引力的几何理论。

 广义相对论中没有引力，但时空是弯曲的，两个粒子沿着弯曲时空中的
“直线”行走，两条“直线”有交点，于是看起来像是两个粒子相互吸
引，最后碰撞。



抽象的魅力
 从具体的曲面到不放置在三维空间中的曲面是一次抽象。

 从二维曲面到四维时空又是一次抽象。

 抽象的几何统一了二维曲面和四维时空。

 每一次抽象都是一次飞跃。

 每一次抽象我们都对数学和物理的本质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这种理解所带来的快感是数学美的源泉。

 数学的美常常不是具体的、没有看得见的形象的。

 数学的美是抽象的、是要用思维去体验的。



抽象艺术
 抽象并不限于数学，我们在绘画、书法、音乐中都能感受到抽象的魅力。

 在照相技术产生之前，绘画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在平面上再现我们眼睛所看到的
景象。

 这个功能本质上是一种技术，是可以用科学原理训练后掌握的。但照相技术诞
生之后，绘画的这个功能不是必要的了。

 于是我们看到西方抽象绘画的诞生。

 中国的视觉艺术则一直是抽象的。中国的书法完全是一种抽象艺术，并非客观
世界具体形象的再现。

 我们在学习书法之后，便会被书法的美深深吸引，甚至感动。

 音乐也没有具体的形象，但音乐会给我们带来美感，甚至让我们沉浸其中不能
自拔。



中国书法的抽象性
 中国的传统思维不明确区分抽象和具体的东西，它有自己的一套语言体
系。但跳出传统常常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如果我们把所有视觉艺术放在一起做个比较，很容易发现，中国书法其
实是其中最抽象的。

 抽象派绘画虽然因为画作极为抽象而著名，但这些抽象绘画对环境的依
赖非常之大。抽象主义作品更多地和建筑、室内装潢、艺术设计等等关
系更为密切。

 书法则大不相同。一幅最有生命力的作品常常是独立于周围环境的。

 有一种欣赏和钻研书法的方式叫做“读帖”，就是把精品或者字帖细细
地品味。读帖可以在任何环境下进行。



抽象的传统书法



数学和书法
 研究数学是在思考中进行，对一个数学问题要长时间的思考才能找出解
决问题的方法，才会突然之间灵感降临。

 找到解决方法之后还需找到表述方式，只有在用自己满意的表述方式写
出问题的解，才会有强烈的美感。

 在我的体验中，书法也有类似的过程。

 读帖是中国书法特有的一种欣赏方式，回味无穷。数学则需要读他人文
章，好的文章同样回味无穷。

 有时创作书法作品遇到瓶颈，达不到自己想要的效果。这时静下心来长
时间思考，慢慢找到途径，也会突然有所感悟，下笔便会自然流露。

 这些应该都是最抽象的艺术的特征，也是抽象的魅力的最好体现。



音乐、数学、书法
 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和数学以及书法有很多相似和相关之处。

 古典音乐需要安静地欣赏，需要集中注意力分辨和感受极为细腻的音色、多变
起伏的旋律、带动情绪的节奏以及指挥和演奏家对曲子的解释。

 古典音乐这种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才能真正进入的特点和数学需要长时间思考
的特点极为相似，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很多一流数学家在音乐上有极高的造诣，
甚至年轻时面临选择数学还是音乐的难题。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是靠时间的流动来展示的。

 时间是一维的。

 书法虽然是视觉艺术，书写却和音乐一样是随着时间流动来完成的。我们欣赏
书法，常常是在再现书法家书写的过程，和听众欣赏音乐的过程有许多相似之
处。



小结
 艺术是一种创造美、表达我们的想象、感情和思想的人类活动。

 艺术并非自然界的忠实记录。

 自然科学是描述自然现象的理论。

 数学是科学，但不是自然科学。

 数学也可以用来创造一种艺术。

 数学作为一种艺术是抽象的。

 中国的书法是最抽象的艺术之一。

 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也是一种抽象的艺术。

 数学、书法、音乐作为抽象的艺术有极为相似的地方，有深刻的联系。



书法的发展方向
 通过前面的比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前面关于古典书法传统是否能继续存在甚至发扬光大的问题。下面

的每一项，在数学中都有对应。

 今后的书法不必建立在大规模普及的基础上。

 书法不需要完全依赖于展览、评奖等等来展现内在的价值。

 书法家甚至书法爱好者都首先需要扎实的基本训练。

 在扎实的基础和深厚的文化修养之上，书法家将创造出极具个性，但又需要反复研读才能领悟的风格。

 书法的传播可以通过实体作品的欣赏，也可通过网络作品的观摩。而书法的展览也是对已经有一定基础

的人们才更有意义。

 和评奖相比，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的组织所开展的各种活动更有意义。

 有一批书法爱好者，他们不需要成为书法家，但也需要有一定的基本训练、熏陶和修养，从而能欣赏各

种书法作品，辨别不同书法家的风格，从书法作品中去体验书法家要表现的个性、感情和思想。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