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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不同的藝術門類，各以獨特的「藝術語言」創造其藝術形象。而書法則通過最基本的藝術語言－線條，來表現其獨特的抒

情功能，線條的抒情性是透過書法的筆墨形式與情感得以實現，欣賞這種富有生命意味的線條所形成的節奏與韻律，便構

成了書法審美的基本條件。書法藝術在美學的領域上有其非常值得探尋的地方，所以本論文從書法美學切入，探討線條在

書法藝術中的表現性，進而以書法線條中較具抒情性的行草書代表作－王羲之《喪亂帖》、張旭《斷千文》、蘇東坡《黃

州寒食詩帖》為例，來印證本研究之論點。

本研究採用質的分析，蒐集書法藝術的相關文獻，從線條的本質美、組合美以及線條產生的視覺意象分析起，佐以中、西

方歷代學者的論述，相互參證。再以東方書學理論、西方造形理論、完形心理學為基調，分析線條及空間美學理論，探討

書法的藝術美（形式、內容），剖析書法線條的表現性。

本論文的研究結果為：書法的形式語言便是線條的組織，線條運動豐富的變化，意味著線條質感的多樣性，這是書法藝術

深刻表現力的重要來源之一。而書法的創作，是一個抒情的過程，書家創作的心境不同，通過柔軟濡墨的筆尖，在起伏?

動的線條運行中，透過心手合一，把自己澎湃的情緒變化呈現給觀眾，而欣賞者也藉此與書家的情感產生共鳴。不管從創

作者或欣賞者的角度來看，線條中所蘊含的情感思想都是最珍貴的部分，因此，線條是創作者、作品和欣賞者之間的橋樑

，也是作品之所以動人心弦的地方。

希望藉由探討線條在書法藝術中的表現性，可以讓大家以後在欣賞書法作品時，能從更深一層的角度去看，看到的將不再

是抽象難懂、盤根錯結的線條，而是創作者生命情感活生生的呈現。

關鍵詞 : 書法美學、書法藝術、書法線條、表現性、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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