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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与中医都是我国的国粹，共同扎根于华夏

大地的沃土中，又是关系至密的并蒂花

[1]

。 留传至今

的许多书法名作当中，像张旭的《肚痛帖》、王羲之

的小楷《黄庭经》、王献之的《鸭头丸帖》和《地黄汤

帖》、苏东坡的《覆盆子帖》、黄庭坚《方药墨迹》、张

舜民的《五味子汤帖》、赵抃的《山药帖》等等，都与

中医相关。

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与中医学有很多相通之

处，它们有着共同的思想和哲学基础。 比方说，中医

学重视天人相应，认为“人禀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

成”；而书法家们也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认为要在

大自然的无穷变化中，感悟书法的真谛；中医学家

认为健康的状态是“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书法家

追求的艺术境界是“气质浑然，中和气象”，写字不

可太藏也不可太露，太藏则体不精神，太露则意不

持重；中医重视“神”，强调“得神者昌，失神者亡”，

神完气足则人健长寿，养生即是养神；而书家重视

字的“神”，认为“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

中医大家王庆其云：“书法讲求精气神，此与岐黄之

学融贯。 诊病识得精气神，则立方遣药必能切中肯

綮。 临池得精气神，则运笔着墨、心摹手追得心应

手。 一幅上乘的书法作品，可以体现刚柔相济，阴阳

相生，虚实得宜，神韵流动，气势不凡的精神。 一张

好的处方，往往体现知常达变，标本兼顾，动静得

宜，章法有度的风范。 ”

[2]

笔者兹就中国传统书法艺

术和中医文化的相关性进行探讨如下。

1

杏林瑰宝，笔墨传承

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在我国有着上千年

的传承， 也构成了东方文人书案上独特的美学风格。

同时对于中医学的传承与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1.1

毛笔 毛笔是古代中医诊病开方的必备工具，

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毛笔和中医之间还流传着一

些有趣的传说。 比如，中医开方后，通常不套笔帽，

流传的说法是，套了笔帽之后就不再有病人找其看

病。 另外，医书中也有很多以“笔”字来命名的古籍，

体现毛笔和医学著述之间的亲密关系，像《笔随医

案》、《笔谈》等等。

[3]

1.2

松烟墨 中国画把墨分为五彩，即焦、浓、重、

淡、清五种层次。 国画当中，“墨”的层次变化并不逊

色于颜料。松烟墨的墨色层次效果，我们在米芾的大

字书法，或者郭熙的《早春图》中可以看到，墨色是透

明流动的，像流动在光里的烟，一丝一丝，舒卷自如，

绝不胶着固定。“墨”正是一种“烟”。有着一千年历史

的徽州制墨，以松树和桐树为材料，燃烧后搜集升上

去的烟，再加上其他原料制墨。曹植曾赋诗曰：“墨出

青松烟。 ”在宋代书法和绘画作品中，墨色与火药爆

破后留在纸上的烟痕如出一辙，透明、空灵、流动，都

是呼吸的空间，一层一层，决不胶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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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也是一味重要并且常用的中药。在《本草纲

目》中称墨为乌金、陈玄、玄香、乌玉块。

[5]

墨性味

辛平，入心、肝、肾经。 一些好墨中还会加入多味

名贵中药，像鹿胶或黄明胶、熊胆、麝香、冰片、珍

珠等等， 再加上墨本身为松烟炭， 所以墨具有良

好的止血消肿的作用。 可以用于治疗吐血、衄血、

血痢、 崩中漏下等病症。 墨肆还会专门制作药墨

来供药铺使用 ， 我们今天还有同仁堂的八宝药

墨。 十灰散是一首急救止血的名方， 用于血热妄

行之上部出血，如吐血、呕血 、衄血等等。 将此十

味药 ，烧灰存性 ，研极细末 ，用纸包好 ，用时将白

藕捣汁，或萝卜汁磨京墨半碗，调服五钱，食后服

下。 墨汁在这里的功效就是收涩止血。 在《梅师集

验方》中，治鼻衄出血多、眩冒欲死的方法为浓研

香墨，点入鼻孔中。

1.3

宣纸 宣纸是中国传统的书画用纸。 “始于唐

代，产于泾县”。 因泾县属宣州府管辖，故名“宣纸”。

宣纸因为易于保存，不易褪色，经久不脆，因而有

“纸寿千年”的美誉。

古人为了保护纸张免受虫蠹及增强美观，便对

纸张进行染色处理， 这一过程称为 “染潢”， 或称

“潢”。

[5]

“潢”的意思是染纸。 “染潢”就是用黄色的汁

液浸纸。 染潢的主要原料是中药黄柏，黄柏性味苦

寒，具有杀虫抑菌的功效。 《齐民要术》中描述：“浸

檗汁入潢。 凡潢纸灭白便是，不宜太深。 染（深）则年

久失暗。 ”纸张染潢后，不仅利于书籍的保存，而且

有保护视力的作用。 所以古代书画作品均用潢纸装

裱，所以又称之为“装潢”。 清代周嘉胄所撰《装潢

志》 中强调了装潢工作对保护书画作品的重要性，

言：“装潢者，书画之司命也。 ”

1.4

砚台 砚台中蕴含着中国文人的文化精神和

生活情趣。 通常，从砚台的砚雕、砚铭中，我们可以

找到中国文人的影子，砚台可以说是文人的亲朋好

友、知音和伴侣。

温病四大家之一薛雪，字生白，号一瓢。 著有

《温热条辨》《温热赘言》《扫叶庄医案》《一瓢诗话》

等。 今天，还留存有他的砚台拓片。 在砚底部，有十

几行题志，是整个砚台的精华所在。 “颖川从事得此

砚于白公幕府， 不远数千里间关跋涉携以惠予，以

予有嗜砚癖也。 比予所藏米襄阳‘阿颠老友’，天然

清润之质、闲雅之度，置之群砚间不啻邢夫人之与

尹夫人也。 老人于佛龛灯火之下，对此二妙，其快何

如。 因亦铭之曰‘一瓢老友’。 乾隆五年八月识并书，

时年六十。 ”

[6]

2

翰墨修身，怡情养生

古人说：“书者，抒也，散也，抒胸中之气，散心

中之郁也。 故书家每得以无疾而寿。 ”书法的养生作

用，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2.1

调节心志，宣畅气机 古人云：“寿从笔端来。 ”

著名书法家孙墨佛先生谈及他的长寿秘诀时说 ：

“作书临帖，端坐凝神，专心致志，百念不生，呼吸匀

称，双目聚精，犹如气功、太极拳之入静，……屏气

呼吸，出入丹田，周身血脉，新陈代谢。 ”

[7]

书写的时

候人的精神是兴奋的，书法的特殊性又决定了这是

一种不失度的状态，长期在这种状态下，自然是大

大有益于人的身体健康的。

另一方面，当内心忿忿不平时，书法家奋笔疾

书，也是一种排泄情感的好方法。 《祭侄文稿》为天

下第二行书，是颜真卿在“安史之乱”中痛失亲侄情

况下而作，悲愤激越之情，自然倾泻于笔端，于不经

意间挥洒出高超的书艺。 虽然无意于书，但是却器

贯天成，感情的之波澜起伏，随书而显，时而哽咽不

前，时而如慷慨悲歌，多用渴笔。 或苍凉悲壮，或神

采飞动。 后人评价《祭侄文稿》为忠愤所激，发至性

所郁结，笔精墨妙足以震烁千古。

2.2

疏通经络，调和气血 卫铄《笔阵图》云：“下笔

点画波撇屈曲，皆须尽一身之力而送之。 ”习书时首

先要澄神静虑，然后落笔；挥毫时全身用力，徐疾有

止，行而有序，动而不劳，自然有助疏通人体经络，

运行气血，大益健康。

[7]

那么，如何做到尽一身之力

而送之呢？ 就是悬腕。 “悬腕”是书法的基本功，是一

种训练书写的方法，即手中执笔，手腕手肘悬空，不

能靠在桌面上。 “悬腕”以后，控制毛笔的运动的就

不再只是手指，运动的力度会透过手腕，带动手肘、

手臂和肩膀。 在写大字的时候，以肩、背带动的运

动，很像拳术，在寒冷冬天可以写字写到出汗。 书写

时会感觉到呼吸带动的身体律动， 气从丹田而来，

源源不绝，充满身体，带动躯干、双膝、双肩、双肘与

足踝。 所以，有人说，书法的美，不仅仅是在指腕之

间，而且“是呼吸，是养生，是身体的运动，是性情的

表达”。

3

肇于自然，和谐统一

中国书法与中医学一样，都是以“天人合一”的

哲学世界观为基础，侧重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

会的和谐统一。 历来书法家认为，要在大自然的无

穷变化中，感悟书法的真谛。

《笔阵图》 是王羲之的老师卫夫人留下的，是

书法的教科书，也是“永字八法”的前身。 我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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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笔阵图》来了解卫夫人当年是如何教导王羲

之学习书法的。 比如，卫夫人说横为“千里阵云”。

卫夫人教王羲之写字的时候， 前朝并没有太多可

以学习的前辈大师， 卫夫人也并不鼓励一个孩子

太早以前辈书法家的字做模仿。 卫夫人把王羲之

带到户外， 一个年幼的孩子， 在广大的平原上站

着，凝视地平线的开阔，凝视地平线上排列开的云

层缓缓向两边扩张。 卫夫人说，此为“千里阵云”。

“千里阵云”是指地平线上云的排列 ，云低低地在

地平线上排列滚动，就叫“千里阵云”。 有辽阔的感

觉，有像两边横向延展张开的感觉。 云排开阵势时

有一种很缓慢的运动， 很像毛笔的水分在宣纸上

慢慢晕染渗透开来。 因此，“千里阵云”是毛笔、水

墨，与宣纸的共同体现。 用硬笔很难体会“千里阵

云”。

[8]

因为有了“千里阵云”，王羲之在书写“一”的

时候，就有了与天地对话的向往和对于生命广阔、

安静、伸张的领悟。

《笔阵图》共介绍了七个笔画，卫夫人认为点是

高峰坠石，横为千里阵云，竖为万岁枯藤。 “高峰坠

石”学习的是重量与速度，“千里阵云”学习的是开

阔的胸怀，“万岁枯藤”学习的是强韧的坚持。 所以，

书法的美，是天人合一的体现，是与生命相通的美。

4

尊崇经典，法古求新

学习了卫夫人《笔阵图》的七个笔画后，就可以

临帖了。 学习书法最好的老师便是字帖。 流传至今，

有许多书法名帖，如王羲之的《兰亭序》、陆柬之的

《文赋》、颜真卿的《多宝塔碑》、《颜勤礼碑》、隶书《曹

全碑》。 根据个人喜好，喜欢哪种字体，就可以临哪种

字帖。

中国书法艺术是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步的，可

以强烈地反映出每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9]

如果写魏

晋的字，可以隐约看到如王羲之等士大夫阶级清简

雅逸、闲适虚旷的身影；如果喜欢唐楷，则会感受到

封建鼎盛时期国力富强的气派和勇于开拓的精神。

比如，颜真卿的《多宝塔碑》，这块碑目前藏在西安

碑林博物馆，这是颜真卿

44

岁时的作品。 颜真卿为

人正直，他的字也与他高尚的人格相契合。 他的楷

书筋健厚重、刚正堂皇，为阳刚壮美的典范。 学书先

学楷，学楷先学颜，学颜先学多宝塔，是说《多宝塔

碑》为初学入门的良好范本。 河南开封府大堂上的

匾额“正大光明”，即是选用颜真卿的字。 柳公权的

字结构紧凑，骨力秀挺，颇具风骨。 有外国友人评

价，柳公权用最软的中国毛笔写出最硬的字。 如此

具有风骨的字与他正直的个性不无相关。 他留下了

一句名言“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 这就是我们常

说的字如其人。 颜真卿与柳公权并称 “颜柳”———

“颜筋柳骨”。

我们为什么要临帖呢，这同我们学习中医要读

经典一样，我们是从经典里面寻找他的法则。 临摹

的目的就是学习表现方法、技术法则。 当然，更深的

层次是学习碑帖的艺术精神。 临帖的目的不是为了

像它，而是学到它的技术，它的艺术表达的方式，然

后某一天离开它， 所以我们临帖就是为了入帖，目

的是要出帖，表现我们的个性原则。 诗歌也是一样，

如果你不懂平仄，不懂声韵，不懂诗歌的赋比兴这

些基本的原则是不可以的。 如果你的诗歌里边，没

有一点杜甫李白的味道，你的诗就索然无味，但是

你写的诗和李白杜甫一样，那就没有你的个人审美

价值了。

这和我们中医读经典的道理是相通的。 习医之

人要大量阅读古代典籍，如《黄帝内经》《伤寒杂病

论》《温病条辨》等等。 经典中蕴含的是古代先贤的

丰富经验。 只有站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才能有所

创新。 正所谓“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

5

大医精诚，习书明志

经过一定时间的临帖后， 就可以试着创作一些

书法作品了。一幅好的书法作品，是文字内容与书法

形式的完美结合。对于文字内容的选择，一般有三个

要求，那就是新颖、健康、协调。很多人创作作品喜欢

唐诗宋词，比如“白日依山尽”。 并不是唐诗宋词不

好，可是再好的东西，如果你也写，他也写，也会变成

陈词滥调的。我们书写的内容，尽量要写与当前现实

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提倡书写的内容要健康向上，

催人奋发，激人斗志，不建议经常写“何以解忧，唯有

杜康”；或者是“寻寻觅觅 ，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

戚”。 所谓的“协调”，就是书写的内容要与周围的环

境、当时的气氛、书写者或受书者的身份切合

[10]

。 综

合以上三点， 习医之人创作的书法作品可与自己的

专业相契合。 如书写“大医精诚”“勤求古训，博采众

方”或“为解哀鸿苦，誓志习岐黄”等等。

“大医精诚”是孙思邈对医生提出的严格要求。

一是“精”，技术要精湛，医道是“至精至微之事”，习

医人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 二是“诚”，要品德

高尚不得矜己毁人，谋取财物。 被誉为东方的希波

克拉底誓言。 “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是医圣张仲景

在《伤寒杂病论》中提到的。 告诉习医之人要经常总

结前人的经验，广泛采纳民间的药方。 要集诸家之

长，以防偏见之弊。 当书写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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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试着书写 《本草纲目》《黄帝内经》《汤头歌诀》

等中医经典，在习书的过程中，还会加深对于中医

药知识的理解与运用。 通过以上的训练，习医之人

不仅可以练就一手好字，还可以从古代医家那里学

习到“仁爱”“兼爱”，提升自己的医德，夯实自己的

理论水平。 正因为中国书法与中医学有着共同的哲

学基础，相通的学习方法。 练习书法同时可以触类

旁通，训练自己的中医思维。 习书之时，凝神静气，

亦可达到书法养生的目的。

6

悬壶济世，德艺双馨

古代中医为病人看病，用毛笔开药方，然后病

人拿着药方到药房配药。 医生的诊疗效果是要在

服药之后才能感知， 可是医生的字却是首先映入

眼帘的。 所以，大凡古代名医无不讲究书法，张仲

景、华佗、孙思邈、李时珍这些医药学家不仅医术

精湛，书法水平也颇高。 如果一名医生具备了精湛

的医术、丰富的文化内涵 、较高的医德 ，我们则可

以称之为“德艺双馨”。 过去老中医带徒弟有四个

条件：“一手好字， 二会双簧， 三指按脉， 四季衣

裳”。 这“一手好字”就是第一条标准。 我们今天的

中医人要想丰富自己的传统文化内涵， 达到孙思

邈所说的“大医精诚”，习练书法则是一种非常好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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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执业准入为民间中医“松绑”

民间中医为维护百姓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因为学历等原因很难获得行医许可。 针对这一

情况，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指出，近年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国家卫生计生委采

取了多种措施来逐步完善民间中医执业准入。

王国强介绍，解决民间中医从业人员的行医资格问题，主要采取了

3

项措施：一是“老人老办法”，对《执业医师

法》颁布之前取得医学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的师承或确有专长的中医（民族医）从业人员予以认定其医师资格，已

经使一部分民间中医获得了医师资格； 二是

2006

年底发布了 《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办

法》，鼓励符合条件的中医（民族医）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通过跟师学习方式取得参加医师资格考试的资格，也有一部

分民间医生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医师资格；三是民间掌握独特方法、深受百姓欢迎的中医药一技之长人员，通过临床

考核、农民评价和中等中医学专业水平培训和考试合格者，可获得乡村医生（中医药一技之长人员）执业资格，在规定

的执业范围内提供服务。

（据《中国中医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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