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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之
书

，

身

为
九
五

至
尊

，

亲

自

蠢
为
东

霊

１
写

传
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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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宗
书

法
造
诣
甚

高
，

工

隶
书

、

草
书

，

张
怀
璀
《

书
断
》

有

戰

｜


Ｉ


称

：

『

翰
墨
之
妙

，

资
以

神
助

，

开
草

、

隶
之
规
模

’

变
张

、

术


王

之
今
古

，

尽
善
尽
美
』

［ ５ １

＾ ．

＼
木
子

、

水
＼


由

于
太
宗
的
喜
好
和
大
力

提
倡

’

书
法
经

过
隋
朝
数
十

年

的

低
潮

后
，

重

新
焕
发

光
彩

。

初
唐
涌
现
出

的
书
家
之
多

历

代

罕
能
与

其

争
锋

。

虞
世
南

、

欧
阳

询
＇



褚
遂
良

等
都
是
后

世
作

为

楷

则

开

宗
立
派
的
大

家
。

正

如
叶

昌

炽

言
．

？

『

武
德
贞

观
，

如
日

初
升

，

鸿
朗
庄
严

，

涣
然
有
文
明

之
象

。

』

叶
昌

炽

（

一

八

四

九

—

一

九
一

七
）

’

字
鞠
裳

’

号
颂


车

’

出

门

合
辙

’

在
古
人

亦
不

自

知

也
。

』

Ｓ


唐

太
宗
工

于
书

法
，

对
书

法
形
式

也
多

有
创
举

，

他
的

鲁
，

又

号
缘

督
，

是
我

国

近
代

著
名
的

金
石
学

家
、

书
法
理

论


我
们

通
常
对

书
法
的
断
代

，

并

不
能
严
格
地
按
照

时
间

的


《

晋
祠

铭
》

＇

《

温

泉
铭
》

｛

图
一

）

纯
用

右

军
行
书

法
入

家
。

其
《

语

石
》

一

书

不
仅
是
金
石
学
入

门

的
必

读
佳
作

，

也


界
限

而
一

刀

裁
定

。

因

为
有
许

多

书
家
跨
越

几
个
朝
代

，

书

法


碑

。

继
而
后
世
纷
纷
效
仿
其
法

。

对

于
唐

代
行
书
入

碑
叶

昌

炽

是
书
学

研
究
的

名
篇

。


活
动

也
会
贯

穿
几
个

朝
代

。

我
们
只
能
按
照

某
一

个
时
间

段
宏


有
一

段
详
细
的
论
述

：

唐
代

在
我
国

历
史
上
是
一

个
政
治
昌

明
的

时
代

，

四

海
归


观
地

把
握
这
个
时
间

段
的

书
法
总
体

特
征

。

叶

对
唐
代

五
个
时


『

隋
以

前

碑
无

行
书

。

以

行
书
写

碑
，

自

唐

太

宗

《

晋

祠

顺
’

经
济
繁

荣
’

文
学
艺
术
也
际

会
世
运

’

得
到
了

蓬
勃
的
发

展
。


期
的

划
分

，

如

武
德

贞
观

时
期

我
们
姑
且
把
它

定
为
高
祖

、

太


铭
》

始
。

高

宗

之

《

万

年

宫
铭
》

＇

《

纪

功

颂
》

，

《

英
国

公

唐
代
帝
王

大

都
非
常
重

视
文
教

，

他
们

深
知
『

虽

以
武
功
定

天


宗

、

高
宗
这
三

朝
时

期
？

’

垂

拱
迄
武
周
长
安
我

们
姑
且

看
作

高


李

勤
碑
》

，

皆

行
书

也
。

可

谓
能

绍

其
家

学

矣
。

开

元

以

后
，

下
’

终
当

以
文

德
纳
海

内
』

１
１

］

。

在
书

法
上

，

唐

代
制

定
了

一


宗

、

武
后
两

朝
￣

开
元

＇

天
宝

姑
且
定
为
玄
宗
一

朝
？

’

乾

元
以


李

北
海

、

苏

灵

芝
，

皆

以

此

体
禮
场

。

苏
书

俗

媚

不

为

世

重
，

系

列

促
进

书
法
发

展

的
政
策

，

有
力

地

推
动
了

书
法
艺

术
的
繁


后
我

们
定
为

肃
宗

至
敬

宗
这
段
时
期

；

开
成

我
们
定
为
文

宗
至


北

海

碑
版

照
四

裔
，

而

世

所
传

正

书
，

唯
《

端
州

石

室

记
》

。

荣
与
发
展

。

唐
代

帝
王

大
多

喜
好
书
法

’

如
太
宗

、

高
宗

＇

睿
宗

＇


唐
末
这
段
时
期

。


此

外
即

《

任
令

则
》

、

《

卢

正

道
》

两

碑
，

亦

兼

行
体

。

龙

跳

武
后

、

玄
宗

都
能
染

翰
’

上
之
所
好

’

下
必

效
焉

，

这
也
是
唐


见

，

□

刀

ｄ
ｒ


天
门

，

虎

卧
凤

阙
，

笔

势
纵

横
’

殆

由

天

授
，

然

自

是
而

汉

魏

代

书
法
繁

荣
的
重
要

原
因

之
一

。

对

于
唐
代
书
法

之
盛

’

叶

昌


武

ｔ


如

日

升


以

来
古

法

荡

然
。

继

之

者
，

萧

诚
、

范

的
，

皆

称

后

劲
。

张

从

炽
不
无

感
慨

地
说

：

『

有
唐
一

代

书
学

，

如
日

中
天

。

』

［
２

１

叶

氏


隋
代
南

北

统
一

，

书
风

也
随

之
融

合
。

但
是

隋

立

国

不


申
尤

卓
绝

。

』

［

６
１

对
有
唐
一

代

书
学
深

有
研
究

，

其
『

五

百
经
幢
馆
』

藏
唐
碑

拓


久

，

兵
乱
又

起
。

文
人
士
大

夫
并
没
有
太
多

心

思
去
关
心

文

教


南
朝

梁
《

始

兴
王

碑
》

的
碑
额

，

间

有

行
书
的

痕

迹
，

数
千
种

，

朝
夕

摩
挲

’

甄
别
对
比

’

不
遗
余
力
。


礼
乐

。

唐
建
国

以
后

’

四

海
升
平

’

为

书
法
的
发
展
提
供

了

安


可
谓
是
行

书
人

碑
的

肇
端

。

隋
代
石
刻

，

以
隶
书

、

楷

书
为
正

有
唐
一

代
，

三

百

年
书
学
史

，

不
是
匀
速
发
展
的

，

它

有
兴


定
的

政
治
环
境

。

特
别

到

了

唐
太
宗
时
期

，

政
权
已

经
基

本
稳


统
书
碑
字

体
，

偶
尔
有
一

两
行
行
书
夹
杂
其
中

。

尤
为

特
別
者

盛

衰
落
启

承

转
折
的
过
程

。

叶
昌

炽
认
为
其
可
分
为
五
个

阶
段

：


固

。

唐
太

宗
在
我
国

历
史

上
是
一

个

开
明

君
主

’

他
亲

眼
看
到


《

乞
伏
宝
达
志
》

，

字
体

全
为

行
书

，

其
中

有
个
别

字
酷
似
右

『

武
德

贞

观
’

如

日

初

升
’

鸿

朗

庄

严
，

涣

然

有

文

明


隋
朝
帝
国

的

灭
亡

’

对
其

触
动
很
大

。

前
车

之
鉴

’

他

继
承
皇


军
法
（

也

许
只

是
暗
合
）

。

而
唐
太
宗
的
《

晋
祠
铭
》

、

《

温

之

象
。

自

垂

拱
迄

武
周

长

安
’

超

逸
妍
秀

，

其
精

者
兼

有

褚
河


位

之
后

，

能
励

精
图

治
，

使

贞
观

年
间

中

国

经

济
得
到

了

空
前


泉
铭
》

纯
用

右

军
行

书

法
入
碑

。

可
谓
是

开
二

王
一

派
行
书
入

南
、

薛

少

保

之

能

事
。

开

元
、

天

宝
，

变

而

为

华

腴
’

为

精


的

发

展
。

政
权

稳
固

，

经

济
繁
荣
了

，

太
宗

深
知
文
教

的
重
要


碑
之
先
河

。

叶

氏
言
『

隋
以
前
碑
无
行
书

。

以
行
书
写

碑
，

自

整
’

盛

极
而

衰
’

苏

灵

芝
、

吴

通
微

之

流
’

即
出

于
是

时
。

乾


性

’

制
定
了

促

进
文
化
发

展
的
各
项
政
策

。

对
于
书
法

’

唐
太


唐
太
宗
《

晋
祠
铭
》

始
。

』

盖
因

其
不
详

审
，

导
致
对
太
宗
的

元

以
后

’

体
格
稍

卑
’

其
流

派

亦

分

为

二

：

以

肉

胜

者
－

多

近


宗
更
是
『

宠
爱
』

有
加

’

他
万
机
之

暇
’

最
喜
留

心

翰
墨

。

其


定

位
不
准
确

。

太

宗
以
后

，

高
宗

、

武
后
俱
能
禀
其
家
法

。

高

苏

灵

芝
、

王

缙
。

以

骨
胜

者
，

多

近
柳
诚
悬

。

至

开

成
，

遂
有


身
边
的
随

臣
大

都

善
书

，

如
虞

世
南

、

欧
阳

询
、

褚
遂

良
、

薛


宗

之
《

万

年
宫
铭
》

、

《

纪

功
颂
》

，

武

后
之
《

昇
仙

太
子

经

生
一

派
。

学
欧

者
’

失
之

枯
腊

。

学

虞
者

’

失

之

沓

柁
。

浸


纯
陀

等
。

其
中

虞

世

南
最

受
其

恩

宠
，

虞
死

后

太

宗

非
常
伤


碑
》

都
是

行
书
入

碑

的
典
范

。

开
元
以
后

，

明

皇
行
书
能
绳
祖

淫

渐

溃
’

馴

至

为

宋
初

之

袁

正

已
、

孙

崇

望
。

于

是

苏

黄

诸


心

。

《

唐

朝

叙

书
录
》

记
：

『

太

宗
尝

谓
魏

徵
曰

：

ｒ

虞
世


武

，

这
一

时
段
行
草

最
多

，

李
北
海

、

苏
灵
芝

，

都
用

行
书
写

家
’

始

出

而

振
之

。

此

书

学

迁
流

之

大

概

也
。

试
取

有

唐
三

百


南
死

后
’

无
人

可
与

论
书

。

」

徵
曰

：

「

褚
遂

良

下
笔

遒
劲

，


碑

。

其
余

不
胜
枚

举
。

南
北
朝
行
押

、

铭
石
两
种
体
式
合
二

为

年
墓

石
’

从

原

竟

委
，

覃

研

精
究

’

虽

度

其

年
月

而

射
之

’

十


甚
得
逸

少
体

。

」

太

宗
即

日

召

令

侍
书

。

』

２

可
见

其
对

书
法


一

。

萧

诚
、

范
的

、

张

从

申

为
继
李

北
海

、

苏

灵

芝
等

之
后

得
七

八
。

于

以

知

翰
墨

之

事
，

亦

随

气

运

为

转

移
’

闭

门

造


的

痴
迷
程
度

。

他
酷
爱

王

羲
之
书

，

以

金
帛

购
求

天
下
王

羲
之


最
为

杰
出

者
。

萧

诚
、

范
的
也
是
叶

昌

炽
认
为
学
王

最
为

得
法



Ｂ
Ｂ
Ｂ
Ｋ
Ｈ
Ｈ

Ｓ

Ｖ


者

，

他
认

为
：

『

开

元
以
后
学
王

者
，

当

推

诚

为
第
一

』

，

ｍ


总
体
而
言

，

这

个
时
期

以
『

超
逸
妍
秀
』

为
主
要
风
格
基
调

。

Ｉ

『

范

的
，

剡
越
间

隐

士
也

。

书
笔

遒
媚

。

萧
诚

以
后

，

学
王



Ｉ

墓

－
ｌ
＿

ｉ
－

＿

Ｉ

Ｔ
Ｉ

－

！ｉ

Ｂ

Ｂ

书
第
一

』

。

ｓ

张

从
申

书
也

是
从
王

所
出

，

黄
伯
思
《

东
观
余



Ｉ

Ｉ

驾

翼

羞

论
》

言
ｒ

张
从

申

书
，

原

出

于
大
令

’

笔

鸯

李
北

海
同

科
，


叶
昌

炽
认

为

书

法
到
了

玄
宗

开
元

、

天
宝
时
期

，

由

武
后

故
名

重
一

时
。

Ｊ

Ｉ

９
Ｉ

综
上
可
见

，

由

唐
太

宗
开
创

的
用

右
军
行


时
期
的

『

超
逸
妍

秀
』

『

变
而
为
华
腴

，

为
精
整

。

』

唐
代
历

书

法
人

碑
在
唐
代
是

何
等
的

风
靡

。


经
高
祖

、

太

宗
、

高
宗

、

武
后

、

中

宗
、

睿
宗
六
代
的
演
进

，

靈

—

高
宗
体

弱

多

病
，

在
他
为

帝
后
期

，

山

皇

后

武

后
把

持

都
呈
现
出

大
唐
王

朝
气

象
。

书

风
变

而
为
华
腴

、

精

整

也
是
大

證
。

武

１

１
＜

｜

很
有
才

ｉ

李
，

ｉ
君

临
天
下
的

唐
气

ｉ

一

种

＿
。

尤

義
书
一

变

—

以

ｉ

疏
瘦
而
为

图
一

唐
太
宗
《

温
泉

铭
一

二

十
多

年
，

『

顺

天
经
而

永
保
先

业
』

＿

，

广
收
二

王

遗
帖

，


丰
腴

。

■
朝
夕

把
玩

，

并
且
广
揽

善
书

人
才

，

擢
为

己

用
。

如
殷

仲
容

、


有
唐
一

代
隶

书
，

叶

氏
认
为
可

以
分
为
三

个
阶
段

？

？

『

国

王

知

敬
、

欧
阳

通
＇

锺
绍
京

、

薛
氏

兄

弟
等
都
是
她

身
边

的

书

初
欧

、

虞
、

褚
、

薛
诸

家
，

惟
信
本

兼
工

此
体

。

今

所

传
有

法

侍
从

。

武
后

善
行

草
书

，

参

章
草
法

，

其

代

表
作
为

《

昇
仙

《

宗
圣
观
》

、

《

房
彦
谦
》

两
碑

。

殷
仲
容
号
专
家

，

垂
拱
以

太
子
碑
》

。


后

，

贾

膺
福

、

卢
藏

用
、

郭

谦
光

、

田

羲
睡

接

踵
而
起

…

…

明

高
宗
和

武

后
朝

书
法
可
看

作
是

初

唐

书
风
的

延

续
，

其

皇
酷
嗜
八

分
，

海
内

书
家
翕
然
化
之

。

尚

书
韩
择
木

、

骑

曹
蔡

间

所

出
的

书
家
大

多

受
到
初
唐

书
家
的
影
响

而
没

有
太

多

的
创

有
邻

＇

杜

子
美
所
称
也

…

…

此
外
如

裴
抗

、

戴

伋
、

张
廷
珪

、

新
。

叶

昌

炽
说

这
个

时
期
的
书

家
：

『

其
精
者

兼
有
褚
河

南
、


梁
昇
卿

、

史
惟
则

，

皆

天

宝

时
能
品

也
。

』

１

１４ １

唐

初
书
家
工

隶

薛
少
保

之
能

事
。

』

确
实
很
有

见

地
。

不
仅
褚

河

南
、

薛

少
保


书
者
以
欧
阳

询

为
代
表

，

其
取
法
于

魏
晋
隶
书
碑
刻

，

上
溯
至

二

人
’

虞

世

南
、

欧
阳

询
等
都

是
他
们

追
摹
的

对

象
。

以

当

时


《

鸿

都
石
经
》

。

欧
阳

询
隶
书
结

字
险

峻
瘦
劲

，

用

笔

波

挑
分

书
名

极
盛

的
薛

稷
（

少
保

，

图

二
）

、

欧
阳

通

为
例

。

薛
稷
学


明

，

转
折
方
正

如
楷
书

，

以
《

房
彦

谦
碑
》

（

图
三
）

与

新
出

书
追

摹
褚
河

南
，

自

己

又

是

时
人
追

摹
的
对

象
。

《

新

唐
书
》


土
的
魏

晋
隶

书
碑
刻
（

图
四
）

作
比

较
，

如
出
一

辙
，

可
见
其

３





Ｉ



：

！


Ｉ

？

—
．


本
传

载
：

『

贞

观
、

永
徽
间

’

虞
世
南

、

裙

遂

良
以

书
颛
家

’


坐
卧
索
靖
碑

下
之
说

不
虚

。

初
唐
隶
书
家

如
殷

仲
容

、

薛
纯
陀

图
二

薛
稷
《

信

行
禅

师
碑
》

后
莫

能
继

，

稷

外
祖
父

魏
徵

家
多

藏
虞
褚
书

，

故
锐

精
临
仿

，


等
都
宗
欧
阳

隶
书
法

。

垂
拱

以
后

，

卢
藏

用
等

在
继
承
欧
法
基

Ｍ


结
体

遒
丽

，

遂
以

书
名

天
下

。

』

Ｍ

《

书

断
》

称
：

『

书
学
褚


础
上
小
变
其

法
，

这
个
时
期
的
隶
书
可

以
称
得

上
是

开
元
隶
书

公
，

由

以

绮

丽
媚

好
，

肤

肉

得

师
之

半
，

可

谓
河

南

公

之

高


兴
盛

的
先
声

。

开
元
以
后

，

明
皇

及

韩
、

梁
、

史
、

蔡
效
卢
藏

足
，

甚
为

时
所
珍

。

』

［

１ ２
１

可
见

薛
稷
是
当

时
学
褚

河
南
最

具
代


用

之

体
，

而
变

方
整
峻
劲
为
宽
博
丰

逸
，

唐
代
隶
书

进
入

了

大

表
性

者
。

当

时

许
多

书
家
锐
意

仿
效
薛
稷

，

并
通
过
薛

稷
上
追


盛
的
时
期

。

这
个
时
期
隶
书
的
兴
盛

和
趋

于
丰
腴

，

叶

昌

炽
认

褚
遂

良
。

《

唐

书
》

评
其
书
『

结
体
遒
丽
』

．

，

《

书
断
》

论
其


为
与
玄
宗
的
喜
好

有
很
大
关
系

：

书
『

绮
丽
媚
好
』

与

叶
昌

炽

言
当

时
书
为
『

超
逸
妍
秀
』

意
思


『

长
安
语

云
？

？

城

中

好

高
髻

，

四

方

高
一

尺
。

书

虽
六

正
同

。

欧

阳

通
为

欧
阳

询

之
子

，

其

书
学

乃
父

，

可

谓
是

能


艺

之
一

，

亦

随
风
气
为
转
移

。

唐
玄
宗
好
八

分
，

自

书
《

石
台

绍
其

家
学

。

叶

昌

炽
把
他
与

大
欧
进
行
比

较
：

『

兰
台

之
于
率


孝
经
》

、

泰
、

华
两
铭

…

…

，

于
是
天

下
翕
然

从
之

。

开
天
之

更
，

可
谓
能
世

其
家
学
矣

。

然
《

道
因

法
师
碑
》

戈
戟

森
森

，


际

，

丰
碑
大

碣
，

八
分
居
泰
半

。

…

…

其
余
若

梁
升

卿
、

史
惟

锋
颖
四

出
，

六

朝
醇
古
之
气

，

浇
漓
尽
矣

。

盖

能

得
皇

甫
碑
之


则

、

卢
藏

用
，

田

羲
眭

，

并
称
能
品

。

至
建
中

以
后

，

此
风
稍

险
峻

，

而

无

化
度
之

淳
蓄

，

非

善
学

率
更
者

也
。

』

［
１３

１

在
这
个


稍
衰
矣

…

…

。

』

［
１５

１

｜

｜


图

三

欧
阳
询
《

房
彥
谦
碑
＞


时
段

，

孙
过
庭

当
是

不
受
初
唐

书
家
影
响

’

而
能

高
蹈
二

王

风


玄
宗

喜
欢

隶

书
’

实
受
其
父

『

规

模
尚

古
』

之
家

学

影

ｐ

ｉ



ｉ


范
之

特
出

者
。


响

。

《

述
书
赋
》

称
其
书

．

？

『

风
骨
巨

丽
，

碑
版
峥
嵘

。

思
如

雪
＝ｆ

５７



故
以
劲
健
相

尚
。

至
褚

、

薛
则
尤
极
瘦

硬
矣

。

开
元

、

天
宝
以
后

，


唐

末
经
生
如

邬
彤

、

奚

虚
己

、

胡
季
良

等
，

笔
迹

不
在

变
为
肥

厚
，

至
苏
灵

芝
，

几
成

重
浊

。

』

［ １ ７ １

可
见
学
他
者

更
是
自


名
满

天
下
的
王

行

满
、

欧
阳

通
之

下
，

陈
思
《

书
小
史
》

记
载

部
而
下

。

书
风
接

近
柳
诚
悬

派
，

以
骨

胜
，

又

稍
显

骨
格

外
露


邬

彤
：


＇

『

善
草
书

，

妙
得
其

法
，

时

人
比
之
张
旭

，

盖
亲
得
张

唐

华
腴
书
风
盛
极

而
衰
的
体
现

。

叶
氏

评
苏
书
曰

：

『

苏

书
圆
熟

，

随
风
欲
去

。

唐

贤
中

此
体
绝

少
，

惟
陆

先
妃
碑

似
之

。

然
陆
碑

如
脂
如

韦
』

。

可
见
其
书

法
已

经
是

只
见

肉

不
见

骨
的
『

肉

书
』

闲

静

有
林

下
风

，

奚

不
免

婢
学
夫

人
矣

。

此

初
、

晚
唐

之
别

围
六

苏

墨
《

田

—
碑
》

了
’

魏
泰
也

对
其
书
颇
有
微
词

：

『

唐

初
’

字
书
得
晋

、

宋
之

风
’

也
。

』

［ ２ １ ］

卑

俗
。

叶

昌

炽
认
为

其
时

书
风
可
分

为
两
个

讓
：

『

以
肉

胜


『

邬
彤

、

奚

虚
己

＇


胡
季

良
，

皆

唐

末
经

生

也
。

今

吴

者
，

多

近

苏
灵
芝

、

王

缙
。

以
骨
胜
者

，

多

近

柳
诚
悬

。

』

书
风

越
间

经
幢

，

尤
多

奚
、

胡
两

生
笔

，

而
彤
则
无
片

石
矣

。

胡
书

接
近
苏
灵
芝
（

图

六
）

、

王

缙
一

派
的

，

书

法
以
肉

胜
，

乃

是
盛

如
王

谢
少

年
，

衣

冠
沓
拖

。

奚
书
惊
鸿

绰
约

，

如
飞

讓
上

，

下
，

经

济
文

化
呈
现

衰
败
气

象
。

这

个
时

期
的

书
法
体

格
稍
呈

一

丝
生
气

。

叶
昌

炽
列
举
了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三

个
经

生
书
手

：

实
为

确
论

。

书

法
到

了
唐
末

，

寂
寞

不
振

，

见
诸
宋

、

元

Ｊ

乾
元
Ｐ

尸

体
格

■^

卑


后
世
书
论
家
著
录
的
书
家
少
之
又

少
。

而
唐
末
经
生
一

派
，

虽
不

＾

＾

■
经
『

安
史

之
乱
』

，

到
肃
宗

乾
元

以
后

’



Ｂ

江
河
曰

？

以
书
称

，

但
行
书
笔
体
却
清
隽
可
喜

’

为
唐
末
寂
寂
的
书
坛
带
来

华
腴
害
骨
了

。


作
同

时

期
）

［
２０

］

Ｌ


－



，

５


前

书
风

已

经
形
成

，

尚

不
见
肥
厚
之
端

倪
，

到

了
苏

灵
芝

已
经


矣

。

』

（

会
昌

为

文

宗

开

成

后

武
宗

年
号

，

两

者

相

继
，

可

视

图

五

唐
玄
宗
《

石
台
孝
经
》

书

家
，

脱

胎
自

怀
仁
《

集
王

羲
之
圣
教

序
》

，

北
海

在
开
元
以


幢

，

间

有
怀
仁

遗
矩

。

然

皆

带

行
笔
。

至

楷
书

，

则

绝

无

精
者

而
为

华
腴
宽
博

。

以
李
北

海
、

苏
灵
芝

、

吴
通
微

为
代
表
的

行


之

态
，

颇

似
今
坊

间

重

开

之

皇

甫

君

碑
。

惟
经

生

所
写

尊

胜

颜

真
卿

为

代
表
的
楷

书
家
变
初
唐

褚
遂

良
、

欧
阳

询
瘦
挺
劲
健


当

时

学

率
更

者
，

胚

瘦

欹
竦

，

但

见

棱

棱
露

骨
，

而

无

停
蓄

书
以

丰
腴
为

美
，

隶
书
的

审
美
波

及
到
楷

书
、

行
书

，

其
时
以


『

唐

碑
至

会
昌

以

后
，

风

格
渐

卑
，

气

韵

渐

薄
。

…

…

由

于
玄
宗
的

喜
好

等
因

素
的
作
用

，

导

致
这

个
时
期
的

隶


玩

赏
，

但
与
初
中

唐
比

已
不

可
同
日

而
语

。

正

如
叶
氏
所
论

：

唐

代
隶
书
的

不
足

。


楷

书
、

隶

书
乏
善

可
陈

，

唯
经

生
所
书
的
行
书
经

幢
还
有
些
值
得

法
作
隶
书

，

固

不
如
汉
人

以
篆
法
作
隶

书
也

。

』

确
实
道
出

了


唐
代

开
成
以
后
已
经

属
于
唐
末

，

书
法
已
是
强
弩
之
末

，

Ｉ

戈
法

’


一

种
面
貌

’

既

不
通
《

说
文
》

’

则

别
题
杂
出

’

而

ＦＦ

＆

１

Ｔ

ｉ
－



Ｉ

有
意
圭

角
，

擅
用
双

踢
，

与

汉
人
迥
殊

，

吾
故
曰

「

唐
人
以
楷


ｈ

－

ｆｃ
ｔ
ｎ

Ｉ

丨

Ｈ


者
，

即

瓦
当

印

章
，

以
至

铜
器

款
式
皆

然
，

所
谓
俯

拾
即

是
，


调
筋
骨

而
锋
芒
毕
露

，

显
得
不
够
持
重
含
蓄

。

由

此
我
们

可
知

都
归

自

然
。

若
唐
人

则

反
是

，

无

论
…

…

徐
浩

…

…

诸
人

书
同


好
的
书
法
应
该
以
肥
不
剩
肉

、

瘦
不
露
骨

、

持
重
含
蓄
为
美

。

兴

盛
时
期
（

两
汉
）

的
文
化
背

景
，

以
致

唐
代
隶
书
的

格
调
并

意
不
持

重
，

不
欲

深
藏
圭

角
，

藏
则

体

不
精
神

。

』

Ｉ

以
此
论

图

四

晋
隶
《

左

棻
墓
志
＞


不
高

。

钱

泳

评

唐
隶
曰

：

『

唐

人
隶

书
，

昔

人

谓
皆

出

诸

汉


与

叶
昌

炽

论
述
的

乾
元
以
后
的
两
派
书
风
相
对
应

，

肉

胜
一

派

碑
，

非
也

。

汉
人
各
种
碑

碣
，

一

碑
有
一

碑
之
面
貌

，

无

有
同


正

是
由

于
用

笔
太
肥
而
显

形
浊

￣

骨
胜
一

派
正

是
因

为
过
于
强

唐
代

隶
书
虽

然
盛
极
一

时
，

但

是
由

于
唐

人
目

光
所
限

，



雲
在
《

续
书
谱
》

论
用

警
：

『

用

笔

不
欲
太
肥

，

肥

Ｅ

ｌ

并

没
有

把
隶

书
上
溯
到
两

汉
时

期
，

加
之

隶
书
已

经

脱
离
了

其

则
形
浊

■

，

又

不
欲
太
瘦

，

瘦

则
形
枯

；

不
欲
多

露
锋
芒

，

露
刖

变

方

整

峻
劲

为
宽
博

丰
逸
确
实

如
叶
氏

所
言
与

棄
的

喜
好
不

是
也

正

自

他
始
『

晋
、

魏

之
风
规

，

则

扫
地

矣
』

§

。

米

芾
认

术


无

关
系

，

但

任

何
一

种
艺
术

风
格
的

转
变

都
是
历
史

的

合
力

造

为
柳
书
乃

『

丑

篇
札
之
祖
』

，

虽
然
有
点
贬

斥
太
过

，

但
也
有

＃


就

的
，

开
元
经
济
文
化
的
髙

速
发
展
以

及
盛
唐
人
们
尚

肥
的
审

几
分
道
理

。

柳
书
为

了

夸
大
筋
骨
的

重
要

，

而
在
用

笔
时
犄
角

Ｂ
囊
Ｓ

Ｂ
Ｂ

８
＾

Ｍ
Ｅ
＾

２^

ｉｉ

ｌａ
ｉＥａ
ｌ

美
追
求

都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重
要
原
因

之
一

。


外
露

，

学
之
者
更
以
怒
张
为
筋
骨

，

不
知
不
怒
张
筋
骨
自

有
也

。

Ｓ Ｔ

帽


泉
而
吐

风
’

笔
为

海
而
吞
ｓ？

。

』

［
１ ６

１

我
们

试
以
《

石
台

孝

经
》


之
弊

。

柳
公

权
书
出

颜
真
卿

，

去
颜
书
之
肉

而
得
之
骨

，

世
称
『

颜

｜

隠
说

藝

＜

图
五
）

来
验
证

，

评

价
十
分
恰

当
。

开
元
隶

书
的

兴
盛

以
及

筋
柳
骨
』

。

柳
书
虽

然
在
结
字
和
用
笔
上
能
变
古
人
出

新
意

，

但

５８



５９

ｆｆ
汗

高
，

至
上

世
纪
八

十
年

代
中

后
期
更
是

获
得
了

书
法
界
的

普

遍
重
视

。

其
表
现

在
于
以
下
几
点

：


夸
张
变
形

都
是
以
突

出
艺

术
性
为
唯
一

目

的
的

。

这

种
对
艺
术
性
的

极
大

甚
至
是

极
端

强
调

，

促

、

一
是

随
着

考
古
工

作
的

推
进

，

一

些
原

来

鲜
有
人
注

意
、

与
正

统
隶
书
写
法
差

距

较
大
的

碑
刻

作


使
书
法

家
不

断
探

索
，

不
断
研
究

，

不

断
创

新
，

从
而
推
动
了

当

今
隶

书
创
作

和
研
究
的

不
断
深

＾


品

以

及
秦
汉
魏
晋
的

简

牍
、

帛

书
、

砖
瓦

、

摩
崖

、

抄
经

文

字
被
发

掘
出

来
，

并
被

书
法

家
在
创


入

，

也

使
隶
书
的
创

作
风

格
呈
现

出

百

花
齐
放
的

良

好
局
面

。

对
二

届

隶

书
展
的
作

品

评
价

，

声

作
实
践

中

所
吸

收
，

极

大
地
丰
富
了

隶
书
原

有
的

表
现
手

法
。

二

是
书

法
理
论

界
对

隶
书
的
研
究


音
很
杂

，

但
每
个
获

奖

者
挖
空

心
思
的

求
新

、

求
异

，

是
一

个
不

争
的

事
实

，

因

为
只
有
如
此
才

表
现
出

了

较
大
的

热
情

，

出
版

了

大
量
的

隶

书
研
究
的

专
门

著
述
和

研
究
文

章
，

全
国

性
的
隶

书


能

让
评
委

把
自

己

的

作
品

从
几

万
件
作
品

中

挑
出

来
。

展
览
和
比

赛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左

右
着
目

前

丨

＾

＾


论
文
征

集
研
讨

有
过

多

次
，

尤
其

是
中

国

书
协

举
办
的
全

国

隶
书
理
论

研
讨

会
，

更
是
激
发
了

广


书
法
的
发

展

方
向

，

艺

术

性
的
无
限
放

大
，

正
是
当

下
隶
书
生
态
的
必

然
。

汉

朝

末
年

，

随
着

更

简

便
易

行
的

楷
书

、

行

书
、

草

书
的

出

现
，

隶

书
逐

渐

走
向

衰
落

。



ａ

ｊ

ｉ

ｉ

清
朝

末
年

，

在
康
有
为

等
人
的

倡

导
下

，

碑
学
大
兴

，

人
们

对
隶
书
的

学
习

研
究

兴
趣
又

开
始
提


书
法

家
在
创

作
时
更
多

考
虑
的

是

专
业
的

审

美
需
求
和
展
览
效
果

，

求

新
、

求
异

＇

复
古

、

Ｔ

虽

周

创

訢
＇

虽

周
＋ ＋－

乙

术

注

有
着

标
本
的
意
义

。

点
。

这
三

十
五
件
获
奖

作
品

，

一

定

程
度
上
代

表
了

目

前
隶
书
创
作
的
大

致
方
向

，

对
它
们
的
研
究

，

以
全

国

第
二

届

隶

书
艺

术
大
展
的

获
奖

作
品

为
例

，

来
稍
作
分
析

。

全

国

第
二

届

隶

书
艺
术
大
展

＼


ｉ
ｕ
ｄ
＼


于
二

Ｏ
Ｏ
九

年
四

月

九
日

在
洛

阳

举
行

，

展

览

共
，

评

出
一

等
奖
五

名
，

二

等

奖
十
一

名
，

三

等

奖

＼

唐

春

玉
＼


十
九

名
，

人
展
作
品
Ｓ
Ｉ

百
一

十
八
件

，

全
面
展

示
了

当

下
全

黑

书
创
作
的

实
际
状
态
和
基

本
特

看

新

的

期

书

作

的

发

展

方
向


§
当

代
隶

书
作
品

，

在
他
们
各

白

不
同
的

面
目

之
下

，

有
一

些
共
同

的

ｉ

特
点

。

我
们

Ｉ



ｆｆ
．


＋
Ｊ

Ｐ

Ｍ
－


ｘ

ｉ


Ｈ
Ｊ


Ｆ
ｒ

－



—

＾

格
独

特
的

隶
书
而
被

书
坛
所
认
识

。

从
全
国

第
一


Ｉ

ＪＳ

隶
、
Ｆ

ｐ

展
获
＾
ｆｔ
ｎ

ｎｎ

＊
隶
书
研
究

者
的
兴

趣

推

？
广
大

１

隶
书
的
认
识
和
创
作

。

１

５
和
研
究
隶
书

Ｊ

／



Ｆ

ｌ

ｙ


＾



／

１


的

人
越

来
越
多

，

各

种
大
展

大
赛
中

隶
书
作
品

都
占

有
不
小
的
比

例
．

，

许
多

书
法
家
通
过

自

己

风

［ ５１

张
怀
璀

《

书

断
》

卷

中
，

文

渊

阁
四

库
全
书

本
，

子
部

，

艺

段

与

唐

代

的

政

治

经

济

文

化
的

步

调
基

本
一

致

甚
为


库
全
书

本
，

子
部

，

艺

术
类

。

弋

Ｃ

女

台
、

５

齐
、

匕

匕

Ｃ

长

阛

ｓ
ｉ
ｔ

一



［ ４１

张
彦

远

《

法

书

要
录
》

卷
四

《

唐
朝

叙
书

录
》

，

文

渊

阁
四


（

作
者
单
位

．

．

湛
江

师
范
学
院
美
术
学
院
）

唐
代

近
三

百

年
书
法

史
，

叶

昌

炽

把
它

分
为

这
五

个
阶


四

四

八
、

四

三

六
、

四

四

九
－

二

四
－

三

二
、

四

四

八

页
。

出

了
一

牛

牛

令
人

Ｋ
Ｋ

的
艺

术
精

品
。

－

ｓ
＇

ｆ
评

《

Ｓ＃

石
．

异

同
＇

＃
＞
一


Ｊ

中

Ｕ
局

’

一

九
） ＊，

四

［２３］

《

宣

和
书

谱
》

’

湖

南

美

术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九
年
十
二

月

这

ｍ

ｆ


口
口


年

四

月

版
，

四

三

〇
，

二

二

九
、

二

三

，

四

四

〇
，


版

，

，

ｔ ［

ｖ

页
。

他
们

鸣
不
平

并
且

１
的

学

书
者

蠢
向

他
们
学

习
。

叶

书

本

■

二

十
八

《

Ｉ
．

序
》

，

文
渊

阁

四

库
全

氏

的

推
重
并
非
有

意
夸

张
，

这

些
默
默
无

闻

的
经
生
确
实
创

造


ｓ

［

３
］

［６ ｌ

ｍ

［
８

ｌ

［
１ ３

］

［Ｈ］

［ ｌ ５］

［
２０］

［２ １ ］

叶
昌

炽

撰
、

柯


术
类

。

ｔ


．

，

无
凝

滞
’

殆

非
一

朝

之
工

也
。

』

［
２３

１

但

—

生
的

社
会
地
位

不

０

７
Ｃ

Ｚ

Ｉ


四

本
四
子

库 部
全

书

０
术

ａ

高
，

常
为

后
人
遗
忘

，

叶
昌

炽

对
经
生

书
法
十
分

推
重

，

常

为

］
＞
ｉ

释
：


部

？

４
］ ＾

类
。

虚
己

书
法

，

今

可
见

者
浙
江

普
济

寺
石
经

幢
《

佛
顶
尊
胜
陀

罗

律
。

这
缘
干

叶
昌

炽
广
收

不
为
其

他
金
石
学
家

重
视
的
唐
碑

，

碑
后
》

， ［
９

］

１

＾
５ １

＾
５

》^
．

＾

＾
＾
＊
＃
所
藏

张
从

中

慎

律
师

尼
经
》

，

书
体
超
逸

流

美
。

胡

季
良

书
法
《

宣
和
书
谱
》

上

有


朝
夕

摩
挲
练
就
的
一

双

巨

眼
。

［
１ ０ ］

［
１ ６ １

窦

泉

撰
、

窦

蒙

注
《

述

书

赋
》

卷
下

，

文

渊

阁
四

库
全
书

这
样
的
评

价
．

？

『

胡

季

良
，

不
见

史
册

。

惟
工

行

草
，

追
慕

古


（

本
文

为

国

家

社

会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

晚
清
文

集
笔

记


本

’


卷
九

十
八

，

中

华

书

局
，

一

九

七

五

年
二

月

人

而
得
其

笔

意
，

字

体
温
润

，

虽

肥
而
有

秀
颖
之
气
。

用
笔

略


中

的

书
论

整

理

研

究
》

最
终

研

究

成
果

之
一

。

项

目

编

号
：


版

，

－

］＾ ［

八

九
四

页

公

之
旨

。

吕

总
云

邬
彤
书
如

寒
林
栖
鸦

，

平
冈

走
兔

。

』

１２２ １

奚


详

实
、

得
当

，

符
合
艺
术

发
展

与
社

会
发
展
统
一

性
的
客
观
规


术
类

。

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