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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书法的气质就是中国人的气质

气质原本指人的生理、心理等素质，是相对稳定的个性特点，也指风度、模样。借用到书法上

来，讲的也是其稳定的个性特点。书法的气质便是在色彩、布局、笔墨、线条中展现。那么，

除了表现之外，书法的气质来源于哪里呢？一个人的气质是一个人内在涵养和修养的外在体

现，是内心平衡及文化修养的结合，是持之以恒的结果。同样，书法的气质也是数千年中华文

明的结晶。书法的气质首先来源于法度，书法的“法”就是方法和尺度。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
中，中华文字由篆而隶，进而有楷、草，在书写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法度。从单字结构到章法

布局，再到笔墨精神，都有一整套行为规则，不同的书写者如何拿捏运用这些规则，便

是“度”。面对同一规则，每个人运用的度不同，所以形成了风格迥异而又内在统一的书法作
品。

书法的气质，更重要的是来源于中国历代文人的心灵累积。这种累积，不仅是总和，更多的是

特质。文人，是笔墨里生出来的魂灵，这样的魂灵，源于笔墨，而又付于笔墨。书法是他们的

心迹，如果说“迹”是书写，由心而生的迹则是书法。书法最讲心迹。“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
万卷始通神”讲的便是这个道理。中国文人的气质成就了书法的气质，从这个意义上讲，书法
的气质也代表了中国文人的气质，更是代表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气质。讲书法，最具特点的两句

话是：结构严谨，法度庄严。两个“严”字，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和书法的高度自律精神。
法籍华人哲学家熊秉明说：“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这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讲书法的地位
和意义。书法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汉字最初多是象形文字，每一个字都是一幅美丽的图

画。而随着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书写要求更加简便、快捷，汉字越来越抽象，越来越符号

化。而书法把这种生活的具体和符号的抽象统一起来，用真、草、隶、篆各种书体，各种书写

风格，把这种黑白、动静、虚实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不仅体现了“极高明而道中庸”，而且很好
地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精髓：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思维、情感与生活的统一。从《兰亭

序》“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欣喜、《祭侄文稿》“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的悲痛，
到弘一法师临终写的“悲欣交集”，无不表现出活生生的灵魂与现实的对话。中国哲学是中国人
智慧的结晶，书法便是这种结晶的表现形式之一。所以说，书法的气质就是中国人的气质。

（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气质原本指人的生理、心理等素质，也指风度、模样，是内在稳定不变的个性特点。
B. 书法的气质是数千年中华文明的结晶，书法的气质来源于法度，即方法和尺度。
C. 中华文字在长期的书写中经历了篆、隶，楷、草的阶段，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法度。
D. 书法的气质影响了中国文人的气质，从这一意义上说书法的气质就是中国人的气质。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由“气质”这一概念说起，从而引发出后文对“书法的气质”的分析论述。
B. 文章第二段论述了中国历代文人的心灵累积是书法的气质的重要来源这一问题。
C. 文章第三段所举《兰亭序》等例，为书法的书写风格“极高明而道中庸”提供论据。
D. 文章善用引证，大量的经典名言警句，为作者论证其观点提供了充实而有力的论据。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书法的气质在色彩、布局、笔墨、线条中展现，每一幅书法作品的气质都完全不同。
B. 书法作品的风格迥异而又内在统一，是因为不同的书写者对同一规则拿捏运用的“度”不同。

更
多
资
料
到
官
网
：
ht
tp
:/
/w
ww
.w
ul
ia
oj
z.
co
m

官
方
公
众
号
：
物
料
家
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