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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艺术是活出来的受家庭影响，我从小喜欢涂涂画画，这个习惯一直保留至今，从未间断。
就是因为有了这么一点点对书画的爱，使生命中有了一台永不停息的发动机，在生命行进成长的过程
中碰到过许多次生不得、死不得的险境，险些要了命。
现在回想还真的应该感谢我的这一点爱，人生若没有了爱，想想都后怕。
有了这点对书画的爱，在人生道路上便会遇到有关于书画的老师，是老师找你呢，还是你找老师呢？
回想起来并不是太清晰。
我有幸遇见的老师大多都深爱着传统文化。
我的青少年时代正逢“文革”后期，在那个年代有人学书画老师会很高兴的，他们不仅会毫无保留地
传授给你他们的所知和所能，同时，还会把你视为他们的孩子一般，以至于把你当成知音。
这该算是我的福气，很幸运。
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受人点拨我去了山东曲阜跟随陈我鸿先生学艺，这是我第一位磕头
拜师的先生。
陈老师是一位性情中人，他在生活中放浪形骸，不修边幅，在艺术中则是位一往情深、勇猛精进的善
知识。
我在老师身边待了三年，修持的主课是临摹古人的书画文本；其二就是出去云游听老师谈天说地，生
大情怀。
如果说我现在有了一些对中国艺术的见识，那应该归功于陈老师的启蒙。
后来由陈老师推荐我去了杭州拜朱豹卿先生为师，朱老师是一位博学多闻、心性耿直的人，在生活中
恬淡虚无，非常低调；在艺术中是一位“楖栗横担不顾人，直入千峰万峰去”的志士。
记得与老师第一次见面，拿了一批画作的照片给他看。
这些照片的内容有两路，一路是所谓变法新画，探索在宣纸上的各种可能性的现代国画；另一路是学
习古人的习作。
先生漫不经心地、像发扑克牌一样看完这些照片，没说话，只问了有关陈老师近况的一些事。
一个下午我坐在朱老师办公室，不知所措，不知道老师能否收下我这个学生。
下班后，我跟在老师屁股后面，一直走了好远，先生突然开口问：你是要学习传统呢，还是要学习现
代呢？
我一愣，急忙回答：传统的。
就这样老师收下了我这个学生。
后来老师给我讲课，手里拿着一支笔，点点画画，开始了我学习“传统笔墨精神”的历程。
一支笔、一点墨层层地被拨进去，又一层层地演化开来，这支笔就像电影的放映镜头，展示出中国文
化源远流长的艺术长卷。
我在老师身边待了三年就来了北京，当时觉得自己已承接了老师所传“一点万法齐备”的书道法脉，
时隔二十多年，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好笑，我不仅没有承接到法脉，说句实在话，连对法脉的净信都
没有。
我的两位老师都待我如子，非常爱我，他们生前除了传授给我中国笔墨精神以外，很少要求我在艺术
创作上符合他们的心愿。
老师说：“艺术是活出来的，是从生命中长出来的，学不来的。
笔墨是通道，要学，没有这个，笔下不能见人。
”我到北京后，还是搞我的所谓现代国画，世界各地办展览、卖画，自鸣得意得很。
九六年在欧洲办画展游学，后来去了埃及，那次游学在我生命中引发了一次巨变，可以说改变了我的
一生。
回忆这段日子很有意思，不妨和大家分享一下。
欧洲的自然环境、社会次序、艺术的自由、人心的烂漫和大地上大量的博物馆、宗教建筑，一下子把
我给震慑住了。
一个没有多少墨水、见识不多的文艺青年，被这一崭新的气象摄受住，那是很自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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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当时却在我心里滋生出一种愤怒，这个愤怒就是觉得自己无知。
说实话，在国内对欧洲文明的认知，完全是一种误读，我根本就不知道它的真实面目。
后来我带着这种情绪到了埃及，在尼罗河上漫游。
有一天，我望着金字塔突然哭了，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哭，只觉得心里很酸楚，也许是伟大文明沦
落的苍凉，也许是埃及文化断灭造成的衰相，使我照见了现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处境，以及何为中国
人的疑问？
总之，心中升起了一种伤感和对自己的不满。
回国后，在家里睡了几个月的懒觉，人就像泄了气的气球，蔫了。
后来强打精神寻访老师朋友，试图从他们那里听到能为我指点迷津的只言片语，可是没有一个人的话
语能触发我，给我出路。
回到杭州，老师朱豹卿对我说：“人生的道路要靠自己走，谁都帮不了你，你去读无字天书吧！
”听老师这么一说，好像心有所悟，马上回北京，拉上一个朋友一起开始云游。
出发前心里暗自盘算，如果找不到高人告诉我人生光明的路，我就一直云游下去。
就这样我从九六年始到现在一直过着闲居涵养的日子，在这十五年间我广泛结交天下的明士，参访磕
头，从一位艺术爱好者渐渐变成了一位文化爱好者。
文化很大，生活中、书本里、天地间好像无处不是，特别是要进入中国传统文化更是让人摸不着头，
就好像一个人置身大海之中，分不出东、西、南、北、中了。
访师、会友、磕头、灌顶，稀里哗啦，热闹之极，时而心花怒放，时而阴云密布，在中国文化这片海
洋里戏游，没有了尽头。
生命一天天流逝，每天嘴里还挂着“不做无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俨然觉得自己像一位遁世高人
。
零一年出了画册托友人带给老师看，没想到从朋友那里传过来的话是“十年没进步”。
听到这句话，当时我的脸都变了形，整个身心都震颤起来，不知所以了。
第二天便拉上朋友驱车南下去见老师。
在杭州见到老师，老师并没有说什么，画册的事一字不提，还是老样子，拿起一支笔在纸上说他的老
调调“中国笔墨精神”。
老师讲完了他该讲的，眼神一聚极为严厉地对着我问：看懂了吗？
当时我的心一下子被揪起来了，“看懂了就去做，做到了才叫懂”。
然后放下了笔。
一句“做到了才叫懂”，迫使我在山上精勤地下了三年功夫。
有一天，笔在自己手下活起来了，正像老师所说的，笔会自己动起来的。
心手和畅，笔迹物质感消失了，如烟似雾的笔气墨韵泛出的正是当下的心律与情气。
笔墨之为成了人的内心觉知与物象同构的妙用。
至此，我真正确信了古圣贤“心物一如”的用心之道。
记得当时都惊喜地落泪了，还作文纪念。
得了，下面就得保任住，让这种状态长久不失，然后慢慢地把它扩大到生活里，万事万物中。
从尼罗河的触发到老师的棒喝，中国文化的海洋渐渐地在我的心中澄澈了起来，真正感悟到老师说我
“十年没进步”那个背后的“意”了。
未得法谈何变法！
学习传统文化首先要起信，古人生活在自己的文化圈里面，不需要呼唤信，只要明辨、参入、践行，
知其所以然，自觉就行。
我们现在人并没有生活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化的土壤里，中国文化本有的清澈已不复存在了。
现在中国文化这条河里有许多的支流，现代的、古老的、中国的、外国的等等，就我学习传统文化的
过程而言，“起信”是头等大事。
不登堂入室，在门外绕来绕去，没有正信的学习态度是没用的。
传统文化成了文教，成了知识，不可以的！
诚心想学习传统文化，我认为就好比一个人吃饭，饭要一口口吃，要细细咀嚼，还要用心觉受其中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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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
传统文化就好像一个大饭缸，你想一口吃进去，没有这个可能性。
一法深入也好，一字悟入也好，要旨在于让人真参实修，走践行一路，落到实处，落到细处。
如果不这样，我们拿什么来化育自己的生命呢？
中国文化精深的奥秘并不神秘，只在生活日用中。
圣贤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是有着与我们同等情气、与我们很亲的人，他们所传的用心之道不仅切实
在理，践行之，大家都能做到。
《一管笔》这本小册子是我学习传统文化得利益之后对外言说的笔录，用一管笔去照观中国文化的全
景，是老师传授给我的用心之道，他承续的是黄宾虹、潘天寿的用心之道，黄宾虹、潘天寿承续的是
他们老师所传授的用心之道，代代相传，未有间断。
中国人“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亲证天地人生实相，值得我们现在的人去关注。
我作为践行者，把自己的识见说出来，记在这里，希望大家多多指正，互为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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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管笔》以图像做引子，配以图说，展示中国人千万年来精神世界所保有的生命信仰。
从岩画、玉器、彩陶、青铜、漆器、丝绸、书、画、建筑等等大量的图片中阐述其间所蕴含的风骨，
从而去观照中华民族的心性光辉（精神结晶）。
文化要化育的是人的精神，而精神显出的就是一个人的心性，那么，承载心性的就是文物（即艺术品
）。
了解昨天的自己，图片中这些实实在在的文物可以读出我们昨天的心迹。
心迹是有血性的，是鲜活的。

　　《一管笔》用一管笔为绳索，紧紧地扯拉住古圣贤的用心之道，直接步入中国人的人文信仰“天
人合一”的大情境里。
文化只活在日用中，要活出中国人的精神不去体证往圣的用心之道，那么中华文明只是镜中花。
借书道的生成与发展，直接阐释中国人的文化智慧与生命智慧是本书在当下“别有开发，能自建树”
的贡献。
作者在本书中这样写到：“书道作为‘游于艺’的用心之道，它是要建立起中国人观看天地人生并获
得良知良能的自觉，这是一条水归其壑的觉悟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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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林海，书画家，鉴赏家，当代隐者，承继中国书道之法脉，“先生之教，继往圣，开来学，将
有功于斯世也。
”
　　曾经在国内国外举办画展多次，近十年，沉潜于揣摩古人用心之道，避隐香山，终得心源。

　　深深受益并识得中国文化的好，凝其心得，遂成此书，与读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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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出版者言
自序 艺术是活出来的
第一章 中国文化的孩童时代
　上下五千年，对中国人来说，就是“思接千载，目极八方”。
这不是时空概念，而是承接古人的用心。
过往的圣贤正是昨天的自己，开天辟地的不是盘古，而是昨天的我们。

　五个故事
　夸父追日
　女娲补天
　牛郎织女
　后羿射日
　嫦娥奔月
　人人生来就有的能力
　会飞的中国人
　刻在澡盆上的九个字
　观岩画
　观玉器
　观彩陶
第二章 中国人的文化要求
　中国人为艺，要求返璞归真，存赤子之心，它告诉我们一切“游于艺”的行为必须回到生命中来，
回到那个当下存在的自我，否则便是在说谎、自欺、欺人。

　艺就是无中生有
　气质
　风格
　境界
　精神
　造字
　心与物
　取象知形
　会意
　诗性
　变易与不易
　发现“气”
　青铜：气的舞蹈
　漆器：韵的实现
　丝绸：气韵生动
　画：升华之道
　中国画的精神
　王羲之
　王维
　苏东坡
第三章：写字不再只是写字
　拿起毛笔，不是为了写一手漂亮的好字，而是要解决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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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习书道，修炼书道，变化自己的气质，陶冶自己的性灵。

　由书进道
　符
　甲骨文
　金文
　秦篆
　汉隶
　唐楷
　草书
　行书
　文房四宝
　笔
　墨
　纸
　砚
　无用之用
　书道对待观
　力
　劲
　气
　意
　象
　神
　执笔
　运笔
　布气
　书道法要
　平
　圆
　留
　松
　放
　书道心要
　正
　直
　通
　泰
　书中见人
　王献之的故事
　傅山的故事
　黄宾虹的故事
第四章 从书道到安居之道
　我们可以从书道世界里去感受古人的用心、感受我们民族的人文情怀。
中国人的建筑也是一点墨化显出来的。
我们可以通过书道来变化气质，陶冶性灵，移风易俗，中国建筑同样可以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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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性的安居
　风水树
　门脸
　明堂
　天井
　窗
　花园
　梁柱
　墙
　回廊
　水榭
　檐
　顶
　基
　青藤书屋
第五章 说说游学
　中国人读万卷书而后行万里路，是要到天地间去读无字天书，“观天文以察时变，观人文以化天下
”，把“文化”这两个字在自己的生命里激活，成就自己的生命精神。

　师天地造化
　致曲阜游学同行者的一封信
　附录
　书道十不、十要观
　我的老师陈我鸿
　陈我鸿先生的话
　我的老师朱豹卿
　朱豹卿先生的《冥思偶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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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写字不再只是写字拿起毛笔，不是为了写一手漂亮的好字，而是要解决人的问题。
通过学习书道，修炼书道，变化自己的气质，陶冶自己的性灵。
由书进道为什么在唐代王羲之被奉为“书圣”？
那是因为我们认同并确信了书道是表达我们生命的一种语言，用它可以如实地呈显一个人的生命境界
和人文情怀。
“心正则笔正”、“人品不高，落墨无法”是书道不移的精神。
书道的生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三皇五帝时期老祖宗从玉石中看到了天地与生命的气韵，在彩陶
里第一次呈显出中国人的天地情怀与生命情怀，后来又在青铜、漆器、丝织品上实现它，并使之广大
，更为精微。
我们走过了这段漫长的道路，最终在魏晋形成了书道的自觉，在那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有：蔡邕、钟繇
、王羲之，我们确信了“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
至此，书道代表了中国艺术最高的成就。
书道对待观“心正则笔正”，“人品不高，落墨无法”。
书道作为“游于艺”的用心之道，它是要建立起中国人观看天地人生并获得良知良能的自觉，这是一
条水归其壑的觉悟之路。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显然“自然”这两个字不是指现象界，而是一言统摄天、
地、人、道这四维的精神，用一句平常的话来表达就是：“自然”这两个字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这
样”的意思。
古人要用一管笔来拟太虚之体，其旨在于想通过一管笔统摄天地人生的精神，他们要让笔出乎自然，
让笔决出“就是这样”的天、地、人、道的精神。
书中见人经、史、子、集，诗、辞、歌、赋，要“见人”；琴、棋、书、画，医、武、茶、香，要“
见人”，在中国文化的画卷中没有一样东西是不要求“见人”的。
读《庄子》，字里行间读出的是一个超乎天地之外，入乎天地之内的真人。
书中见人，见的是人的精神，这是中国文化的追求。
中国文化要求人从正心、修身做起，然后扩而广之，从一个家到一个世界，这是我们这个民族所持有
的文化对待。
在中国人的心中，如果人都做不好，其余的就别谈了。
柳公权告诉唐穆宗“心正则笔正”，这句话道出了中国人的生命信念，一个生命的圆满是放在第一位
的。
书道的笔墨精神可以像老中医号脉一样，清晰地读出一个人的生命全境，这是中国艺术高明的地方，
值得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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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学习中国文化，说实在话，就是学习人文传统。
那么“传统”，传什么？
统什么呢？
传的是古圣贤的用心之道，统的是“止于至善”。
曾子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一句话把人文传统的对待观说清楚了，中国文
化行的就是这个“道”，没什么可讨论的。
    辛亥革命一百年了！
整整一个世纪，中国人凭借着自己的智慧与勇敢踏上了一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践行之路
。
这一努力是要重新建立起适应于我们在这个时位的生命信念，利益自己，利益人类社会。
中南海的正门悬挂着“新华门”三个字，其旨趣可以说笼括了我们这一百年的努力方向，同时也阐明
了中华民族在这一刻“其命维新”的人文精神。
文化的功用在于化育人的精神，文是手段，化是功用，手段与功用要看它的去处，那就是人文精神。
精神就是方向，占称“志向”。
谈文化，我们要看清自己的脚下，认清自己的去处，我们现在活成这样，首先要自肯，其次要承担，
否则，脚步就会错乱、发虚。
文化有路吗？
有。
它就在自己的脚下。
它的方向在哪里？
不在人文安立的东、西、南、北、中，而在人心里。
“止于至善”作为中国文化努力的方向，清晰地点出了这一点。
    千万年的中国文化大河未曾一刻停止过它的澎湃，《一管笔》这本小册子从夸父谈起直到明清家居
的对待观，可谓一幅壮丽的画卷。
说了这么一些话，用了这么一些图，目的是想让有志于了解中国人文精神的人与我一同感应这图卷背
后的龙吟声，共同在活着的当下使自己本具的龙气苏醒，为人类的今天补益、增善。
我们要复兴传统的先进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这是有主次的，这个问题关系到民族
文化立于世界之林生死刚正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深思辨明的。
    中国人创造了千万年的文明，这是中国文化结的果，现在我ff：要重建自己的文化信念，结出新的果
，那么了解昨天的自己，去想一想，去问一问，这是很有必要的。
古圣贤就是昨天的我们，他们想些什么？
做些什么？
我们自己心中要有数，否则，从何谈“古为今用”呢？
！
往回想，往回看，没什么了不起的功用，只是看清自己脚下，把当下的该下的功夫做切实了而已。
到世界各地去看看别的民族创造的文明，了解他们的文化用心，有了这见识我们便可以用它来观照自
己当下下功夫的地方是否保有人类共同扬举的善。
占人要求我们“思接干载，目极八方”就是为这个。
    我的老师在病危临终前，嘱咐我要“不复古人一笔，不复自己一笔”。
这是他老人家希望我这位后生时时保有常新的生命状态，还要求我要对中国人文精神起绝对的“信”
，并告诫我：“如果做不到这，你永远是一无根之木，在中西文化交媾的时下，你会成为驴马所生的
骡子，不会有再生力啦！
”    《一管笔》作为书名，我想用它来纪念我的老师们，同时也想借以用它来记写我深受中国人文传
统恩泽的感激之情！
    王林海于北京老实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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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管笔:活出中国人的精神》不同于纯粹讲书法的书，它视野宽阔，高屋建瓴，深入浅出，以图说的
形式从中国神话传说入手，在评说岩画、玉器、彩陶、青铜、漆器、丝绸、字画、民居等物品的同时
，梳理了中国书道的发展脉络，展现了中国文化的气象，在介绍中国书道的笔法、心要与精神的同时
，揭示了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精神，可谓是一物一景皆见精神，一笔一划尽显风骨。
让我们得以在一笔一划中体会自己民族的人文情怀，感应自己的本来面目，活出“象天法地”的中国
人精神。
《一管笔:活出中国人的精神》图文并茂，便于读者的理解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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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