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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游自在》

内容概要

《鱼游自在》是作者前行中的一个脚印，他看重它！“其虽不贵，但我爱之。”它的时间跨度有十几
年，自知它不甚高明，但它承载了作者十几年来的思想轨迹。全书系统分为三个单元：《两极皆美》
涉及作者在艺术上的点滴感悟，尤以书法为主；《陀螺受鞭》是作者在世俗人生中的一些思考；《静
定思游》以尚情抒怀为脉，杂糅了一些故事和怀旧的东西。在百万字中择出这些文字整理成现在的模
样，算作一个痴梦人对自己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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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游自在》

作者简介

雷子，本名王义昌，1975年出生于河北黄骅。自幼受父亲影响酷爱书法艺术，作品曾在2003年中日书
画艺术大赛、全国第二届推新人书画大赛等比赛中多次获奖。“书法是寄生艺术，须在文学中慢慢滋
养”——这是他一贯的主张。文学和书法便成了他艺术之路上的一呼一吸，相依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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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游自在》

书籍目录

自序两极皆奠艺术感觉是一把尺子作品的“重赏价值”与“首赏诱惑”卖点与亮点“终极创作”杂议
影视剧中音乐元素的份量艺术的生命力何在艺术上的控制力为什么黄金分割点符合审美把握小说创作
杂想之——“我”已不在叙述的魅力一个“活”字了得八大山人书法与箫音《欸乃》就那么几刀——
由根雕艺术谈作文取材两极皆美凝气、舒服、概括艺术贵在“灵气”怒气、霸气、匪气、匠气、痞气
、灵气——书艺“六气”艺到高处不讲“理”——谈艺术上的霸气艺术太极味火气——讲书法艺术之
“浮躁”静心下笔艺术的至高境界全在“微妙”二字上书法的美在何处巧与拙——论书法美的境界文
与质——悟书法之气质书法无定美书艺之至境我理解“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有实无虚——书法作品
中的常弊之一惹出事来再摆平——说书法章法矛盾的处理规律阴阳共存虚实融溶——说书法中各种矛
盾的处理留住笔与贯气通畅的矛盾实睛虚目用笔上的“势能”形象“逸”牵丝的内容书风源于生活宁
作子不作孙——说书法上的“取法乎上”书法也要接地气书之脉——书法艺术成长的烦恼从简便到规
整简为格奴我·我奴动作不省一气呵成勿盲目迷信古迹隶书之绝美舒服——艺术作品的审美底线纸的
抓笔性“艺”与“术”书法大境三读沈鹏先生的书法艺术《城市的手》带给我的思想蜕变是什么束缚
了艺术的自由陀螺受鞭悲情人生——有感于《徐志摩传3戏弄“经历”与“人之初”环境的力量演变
变卦人的“二元”存在——时间空间规则陀螺受鞭心理承受力执著和快乐从生理角度谈快乐说素质处
世心理人性之善恶欲望与虚荣偷窃心羞耻心妒忌心的保鲜期“伟大”的意思伟大·圣情感欲望与体液
的关系蛇与狼的气质不同说话也是一种权力抖机灵的后果思想也须藏、逆、裹、含红过是紫青过是黑
沉淀等待灵魂素面人憨态纳福鼓里人挂成熟的标志成熟的标准成熟是一种美青涩分量简单做个好人就
是一种幸福“为人实在”是一种美德作风比才智更重要“做人”的质感肚量与智慧侠客精神讨饭卧薪
且尝胆“心有凶狂丹不熟神无定位道难成”“上佳心态”是打开成功之门的金钥匙巨大也孤独释放内
敛与张扬生命张扬人这种东西：精神的、本能的正常可怕的完美主义魔障偏执自恋小心眼心理暗流眼
热一根筋脱敏另类的价值观——说一种“窘态”理性不等于自觉互助·瓶颈——关于原始人际关系同
现代人际关系情感与人事规律相遇是痛苦的人格商业化由脸皮与良心的市场价说“厚黑”出卖总有一
图做局把柄艺术家的投机理由我看透你了语言暗示与心电图驭车驭人坷垃上睡觉幸福相对最大值命·
运气积累可以创造奇迹量变、质变和“人生点”机遇与机率一生成就一件事已是难得成功三要素成功
三“料”成功之大敌——惰性“惰”为成功首忌功利、浮躁——扼杀天才的惯凶实践与思考——我的
老师信仰的作用说“速度”之危害约束的魅力控制力·魅力那汉子身轻如燕生命与死亡誉叶子的长势
生活中的五子棋悟对弈由“打麻将”所思由钓鱼术说骗术吴清源的人生启迪吃话搓火外场儿借个神衣
穿镇尺的品质悟“笔之四德”男子汉·绅士寒士才华华衣下的好色心艺术是性的延伸性的本质隐士的
动机——《中华上下五千年》读后臆想装蠢的天才谋士是理智的化身戏说中华民族文化之玄最大的篱
笆——万里长城焚书坑儒源于皇帝自尊时空隧道由《水浒传》“七星聚义智取生辰纲”所想血统读书
三分毒静定思游蚕蛹的痛苦与快乐出嫁老海醉缘风俗武牛索画宝刀的命运秃丫头的传说静定思游久静
思动鱼游自在天开了灵府泥塑那张桌子父亲给我一支笔小路草香我的梦我的亲人我的——爱·怀念·
梦想书法，我心中的神物穿透时空，邂逅文化情人——向往晋代之书韵艺术的作用祭牙老同学，你现
在可好石头（儿）感动线条被自己的感觉感动躁鬼自哀自鸣至真的心欲触摸信笔随想感受“夜”故事
两则“孤独君子”记墨碟儿记知足泥鳅藏獒啊藏獒驾校三趣事字趣秋韵寒秋我喜雨声天边·窗冰花你
与天到底有多亲近天赋——由徐志摩的人生所想外星人的样子穿透力我看“初恋”缘分是三见面文化
衫讲藏书我喜欢的小说风格文学，自己做主儿子的诗陕北民歌让我欲哭我心中的镜湖喇叭花液体眼泪
不是液体导演的手人的物类属性人性格中的动物影子由鱼谈“趋利避害”最“诚”莫过于“悲”情最
痛最美“道”附身殉道道与食物链大夫大卫魔术的魅力卡恩的脱手赶路·赏景呼吸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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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游自在》

章节摘录

艺术感觉是一把尺子艺术感觉是把尺子。它没有刻度，但它却有可能是最“准确”的。似乎一切技艺
都需在千万次的重复中长进、成熟，而这重复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操练者寻找艺术感觉、积聚艺术感
觉的过程，在此时，艺术感觉就像一种形而上的“气”，聚合的过程就是长进功力的过程。艺术感觉
又像是一把刀，寻找某种技艺感觉的过程即是磨砺的过程，反复磨砺，刀锋才愈显光芒。从事某种技
艺的人，在将技艺搁置一段时间后，再操起，总有力不从心之感，这便是所聚之“气”已散，一时难
以找到感觉之故，所以练就一身绝世技艺非得常“温故”恒“知新”，否则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找
寻某种技艺的操作感觉以致达到自由驾驭的境界是非常难的，非付出常人百倍的精力和时间不可。由
找寻感觉到聚合感觉的过程。就如同起初一粒沙进入蚌体，再由这粒沙作“引子”，聚拢它物才终成
一枚光灿灿的珍珠：又好似一颗碎石进入牛腹，由这颗碎石作“引子”聚拢它物终成牛黄。这过程－
须时间长久，二须常聚恒拢，循序渐进，在不知不觉中完成。所以从事某种技艺操练，关键在于一是
找寻，二是聚拢。找寻需要灵犀通悟，聚拢只需－“恒”字罢了。而技艺的创作是要由“灵感”来完
成的，那些技艺的感觉就成了一种铺垫，而灵感非得从那种技艺感觉的积淀上来。在惯有的技艺感觉
上忽然洞开一片风景，那便是灵感，是惯性感觉的升华，也是对惯性感觉的腻烦，这种腻烦一旦产生
，又一个台阶上的创新开始了——这便是技艺臻于成熟的过程。感觉是经验主义的东西，也是感性的
东西，在许多领域“感觉”具有很大的不可靠性，人们所依靠的往往是逻辑推理和科学技术手段，但
对于一种艺术形式的把握和对艺术作品的创作，再高的科技也变得无奈。逻辑推理也只能木讷地呆在
一边，因为科技的内核是数字、逻辑推理，而艺术的内核是“心灵”。“心灵”对于艺术只能是靠感
觉这个标尺去衡量，任何艺术作品也只能用“心灵”去感受。因此，艺术无对错之分，只有美与丑的
区别。古有公孙大娘舞剑，可谓恣肆挥洒；欧阳修的《卖油翁》中卖油翁的“酌油之技”可谓纯熟，
两者技艺到达至高境界的共同之处在于：由纯熟至精微，以至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他们操练时，身
心与天地相合，忘我忘情，全然由着一种多年聚合的技艺感觉去完成操作过程，甚至是灵感突来时超
水平发挥。他们的技艺感觉标尺的精度让人惊讶不已、叹为观止。什么是绝世之技？我想就是拥有一
把自己多年打造的技艺感觉尺子罢了，只是这把尺子非得精微得让常人瞠目结舌为止才行。创作的跨
度再大，这把审美感觉的尺子总在其中。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五日作品的“重赏价值”与“首赏诱惑
”刚刚看完电影《人约黄昏》（以下简称《人》），由梁家辉主演，陈逸飞导演。导演风格和摄影风
格酷似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以下简称《摇》），尤其开始的悬念手法用得恰到好处，
极能抓住人心让人看下去。观众看的过程似在破谜，让人带着问号观赏，我把这叫做“首赏诱惑”，
即在第一次观赏某一作品时，该作品对观众所具有的吸力。《人》有之，张艺谋的影片有之，在这一
点上都很高明，但《人》与《摇》给观众的观后效果不同：观赏《人》片如同猜谜，猜中后，再听到
此谜就没有了兴致；而《摇》给人的感觉是品茗，清茶入喉，回肠荡气，意犹未尽，回味无穷，再观
赏第二次，能再有心得。我把这叫做艺术作品的“重（“虫”音）赏价值”。在这一点上看，《人》
与《摇》相比显得单薄。我曾看过许多与张艺谋早期风格相类似的影片，如《五魁》、如陈凯歌的《
风月》等等，但都没有张艺谋的影片给人的感觉厚实丰满，想来单薄处在于影片的重赏价值不高，如
同店铺卖货，货色虽佳品质却不高，亮眼却不实用，回头客固然不多。那作品内涵的厚度源于什么？
我想这应源于创作者自身对作品创作的冲动和激情，而不单单是理性地去设计如何吸引观众、取悦观
众的手段。冲动和激情是灵感的前奏，“厚度”源于创作者创作灵感带来的喷发，当然还要有一个淬
火、沉淀的过程。创作者应该知道：观众观看你的作品的时候，并不单单是在了解一个故事，去满足
人性中的“窥私欲”、“究根欲”、“好奇心”。更重要的也是最主要的是让欣赏者在欣赏整个故事
中启悟了什么？感知了什么？体味了什么？在现实生活中不是时时事事都能让人感动，让人体味到美
妙与高雅，让人的灵性闪光——而艺术作品能。让人感动落泪的作品无论如何也是一部好作品，因为
它打人人眼，触及身心，感化善性，让你起了化学般的反应，所以这艺术的魅力与魔力是巨大的。能
让人的感觉飘起来，让人的思想升华，让人的心灵净化，让人体味一次还想体味第二次、第三次⋯⋯
具有如此威力的艺术作品可谓上上品了。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卖点与亮点现在的艺术作品走向市
场，就有一个被市场接纳与否的问题，这其中就有了些规律。被市场接纳的要素中有了“卖点”一词
，“卖点”也就是作品创作元素中可促动市场神经的那个点，能引起受众（观众、听众或读者）关注
、产生兴趣的那个点。在市场中艺术品的市场价值，其卖点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有时是决定
性的。但“卖点”与“亮点”却并非同义。一个作品的优劣、其艺术价值的高低，历史是最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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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游自在》

的评判者。对一个作品来说。当世者的“冷之”、“热之”如果放在历史长河中往往会有很大的不确
定性。一个能在历史长河中最终未被“淘”走，仍能闪烁光芒的作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上乘之作。
这样的上乘之作必备的是“亮点”，而不是时下所谓的“卖点”。卖点具有即时性与时效性，此时是
卖点，彼时就不一定是卖点；卖点是可以做秀的，而亮点却不是做出来的。亮点是作品的创新点，是
一部作品“与它异而自独有”的“这一个”的独到（特）之处，是“旧有的突破”，也是“新启的开
端”，作品因此而闪光和生气鲜活。格调高雅的作品是将“亮点”视作生命的，而“卖点”本身所透
发的市侩气息往往亵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创作。有“卖点”的作品可“火”一时，却不一定能长寿，
最终有可能会成为过眼烟云，而“亮点”附于作品成为其艺术价值的命脉。当下某些电影导演的有些
作品看重的是市场价值，一时的“火”极过后又遭冷落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在作品创作上更注
重制造卖点，创作（更确切地说叫“制作”）动机是激活市场而非历史品评。张艺谋的早期艺术电影
（如《红高粱》、《菊豆》、《秋菊打官司》、《活着》等）曲高和寡，市场认可度很低，但能长久
不减其艺术光彩。这也恰恰是因为这些作品亮点闪烁，他看重的是历史品评，追求的是唯美艺术风格
价值的实现。《红高粱》中大写意表述手法的大胆运用和大量运用大红色调来渲染气氛以及传统唢呐
和民间号子为主调音乐，为作品定调；《秋菊打官司》中首次运用方言、大量采用偷拍镜头强化写实
；《活着》中将幽默元素加入苦涩故事的表述，使故事逾显凄惨。叙述手法的创新增强了作品感染受
众的力量。这些作品特质所形成的亮点，让这些作品在中国电影艺术史上永放光芒。他的作品也有不
拒绝“卖点”的例子，如《一个都不能少》在用非专业演员这一点上也可以说是该片的卖点，但这增
添了影片的真实感，非专业演员朴实、自然而真实的本色语言和动作，在对剧本的诠释上可谓做到了
真正意义上的“到位”。卖点与亮点达到统一，“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握了握手，作品自然列
入上乘。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终极创作”杂议每一件艺术作品经过第一、二度创作展现给受众
，受众被作品感染的同时，由自己的个性而产生独特的联想或想象，估且称为“终极创作”，也就是
说终极创作的作者是作品的最终受众，受众最终完成这件作品的“终极创作”。比如一首歌。可以把
词曲作者的创作说成是第一度创作，当把这首歌的词曲交到歌手和乐队手中时，由歌手和乐队通过对
这首歌的理解，再用歌手的嗓音和乐队的配器演奏来加以演绎的时候，已进入作品的第二度创作，这
首完整的音乐作品最终传达到听众耳朵时，不同的人就会产生出不同的理解、联想和想象，这各种各
样不同的理解、联想和想象其实已是再度创作了，这件作品也最终完成了它的“终极创作”。再比如
说一篇文章中所留的“文白”，为读者联想和想象留有余地。如果没有这种余地，读者就难以产生“
终极创作”，也就难以在欣赏的同时产生共鸣和终极创作的快感。所以说“文白”是一篇文章必要的
东西，也是使文章产生魅力的地方。“文白”的制造就是要作者在写作时做到点到为止，没有必要写
出的东西就尽量不要写出，因为有些情节或文章的内涵，通过读者自己去想到要比直接写出来效果好
得多，这就是所谓的“悬念”所产生的艺术魅力。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耐人寻味、耐人深思、言尽而意
未尽的艺术佳境——这一切都是终极创作所带来的！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日影视剧中音乐元素的分量
看过许多影视剧作品。在我头脑留下印记的总是那些深深打动我，触动我心灵深处的作品，而让我心
动的往往不是影视的画面和故事本身，而是那伴着画面和故事的音乐。音乐在影视剧中充当了“导游
”的角色。我认为音乐是在将人带到一个梦境里最有效的手段，人们在欣赏一个好的影视作品的同时
，其实是在体味一种梦境。有一个电影人说：“好的电影应在开场的一分钟内就能给观众一个大嘴巴
，还没有醒来再给一个，这样观众就蒙了，就让电影给征服了。”——新奇独到之论，却欠得体。我
想电影击打的不应是观众的脸，而是心。击打心灵，让心灵苏醒、跳跃实在是一件不易的事情，因为
现代人的心灵早已在利诱的酒里腌渍得已近麻木，还好，没有枯死、腐朽，还能微微翕动。面对这般
的心灵只靠画面给予人的视觉冲击力与故事的奇特、跌宕已不奏效，而音乐却能以它特有的魔力唤醒
人们心灵深处的美之源、善之源、梦之源，让人们一下子进入一个似曾相识的情境里，心被感动了，
一种叫“泪”的液体从眼睛里流出来，让人被这种叫做情感的无形的东西冲击着、围绕着、沐浴着、
感伤着。那种久违了的悲壮与忧伤再一次与我们邂逅，那早已尘封了的美妙感受再一次在胸中荡起，
让人们在激荡中体味这种神伤的幸福感受，体昧心灵再一次鲜活的美妙感觉——这就是影视剧中音乐
的分量。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三日艺术的生命力何在无论是影视、小品、相声、书画还是音乐，其成
与败终归可以找出一个评定的标准，其标准即是“生活”。其生命力也恰恰在于“生活”。也就是说
：凡生发于生活原味土壤上的艺术，无论何种形式都能给受众以共鸣和艺术的感染。相反，无生活源
泉做滋养、出胎于“形而上”的空想世界里的艺术，最终会被时间长河的大浪所淘尽，是没有生命力
的。观看现代艺术品，珍品凤毛麟角，大多是些透着浮躁气、专在艺术形式上取巧的低俗之作，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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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病无非缺乏“生活”所致。张艺谋的电影作品、赵本山表演的小品、贾平凹的小说多为上品，受人
欢迎。分析一下他们的“秘诀”，无非就是在他们的作品里，充满了生活的本味。因为他们首先是生
活底子很深的普通人，其次才是一个艺术大家。艺术的魅力在于创作者与受众之间的心有灵犀般的沟
通，而这沟通的途径只能借助于所共通共有的生活原色，只有在艺术作品中找到自己，才能产生共鸣
，所以谁拥有了生活，谁的艺术作品才有打动人心的力量。“生活”是一件艺术品的内核，有之则实
，无之则乏；“生活”是创作者与受众者间沟通的桥梁，有之则兴，无之则亡。二零零四年一月二日
艺术上的控制力从唱歌谈起，歌手演唱一首歌曲的技巧之一就是如何控制自己的嗓音和气息，这一点
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成为评判一个歌手优劣的标尺。再由此推而广之，任何艺术的创作上都有一
个把握“度”的问题，“过之”与“不及”都是失败的，所以文学里有一个“淬火”的过程。一门艺
术是创作者借以表情达性的一个载体，将情感一泻千里的表达方式固然能产生一定的艺术效果，但较
之深沉含蓄的表达就显得缺乏韵味了，格调层次上不可与后者相比，所以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借物抒
情”、“借物言志”是创作者们常用的手段。再讲到书法艺术上来，在用笔上如果能够做到对笔锋随
心所欲地控制，放时有度，收时有节，那书者便是真正驾驭了毛笔，书艺自然是上品了。对艺术作品
控制力的把握程度是区分艺术家水平高低的一个标准，在艺术创作上不懂得运用控制力的人，是难以
有大制作的。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为什么黄金分割点符合审美把握人的审美在潜意识里是用排除
法的，比如一个“点”如果在一个方平面的中间，视觉上就有呆板、规格化的感受；在平面的靠近底
线的地方，整个平面又有头重脚轻的视觉感受；在贴近左线或右线的地方，观者的视觉又会有不平衡
的感受。以上视觉感受都是不舒服的，即不符合人的视觉审美规律。而唯有将这个“点”放在右（或
左）上方或左（或右）下方平面的黄金分割点处，视觉上是找不出不舒服的理由的。静止的“点”居
右上较舒服，我不知道这是否与自然界中“目挂中天”、“弦月当头”给人造成的审美定势有关，但
事实上这样的摆布的确可以让人有美的联想；动势向右上的“点”居左下较舒服（相反也成立，但似
乎不如前者理想），这种给“势”的方向留有空间的摆布也是符合了人心理上的“动态发展”的想象
功能。但无论如何摆布这个“点”，人们都避讳将其放“中”放“正”，我不知道这是由人的审美潜
意识里不求绝对的“正”，亦不求绝对的“斜”，追求“动态调和式”的平衡对称的审美心理趋向决
定的呢，还是人天生就具有好将视觉注意力放在右上方位置或潜意识里就具有右趋的这种生理构造呢
？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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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鱼游自在》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一重生活，活在现实生活中，在世俗中徘徊：彷徨、无奈、寂
寞孤独；一重生活，活在精神世界里，在天堂里飞舞：美好、充实、丰富多彩。在现实的那重生活中
，我是一头牛，慢慢地耕着，开垦着，一切为了谋生；在精神的那重生活里，我又变成一条鱼，自由
地游走，生活的滋味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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