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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启功先生的书画是当代中国书画宝库中的珍品，具有极高的艺术造诣和审美价值，深受广大群众
的喜爱。
那么如何才能更真实、更深入地走进启功先生的书画世界，更好地欣赏这些作品呢？
　　首先我们要从准确而细致地观摩、研读启先生书画作品本身入手。
启先生风靡海内外的&ldquo;启体&rdquo;书&rsquo;法，是在长期学习传统书法的功底上逐步渗入自家
风格之后形成的。
他在《论书绝句》中曾历数自己临学古人碑帖的经历：&ldquo;廿余岁，得赵书《胆巴碑》，大好之，
习之略久&hellip;&hellip;时方学画，稍可成图，而题署板滞，不成行款，乃学董香光，虽得行气而骨力
全无。
既假得上虞罗氏精印宋拓《九成宫》碑，乃逐字以蜡纸勾拓而影摹之。
&hellip;&hellip;其后杂临碑帖与夫历代名家墨迹，以习智永千文墨迹为最久，功亦最勤。
&hellip;&hellip;又临《玄秘塔》若干通。
&rdquo;可以说启先生一生都在不断地临帖，真可谓活到老、学到老。
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了外柔内刚，自然洒脱，清隽儒雅而妩媚华关的&ldquo;启体&rdquo;。
而我们又可以用&ldquo;结字大师&rdquo;和&ldquo;细节大师&rdquo;这两大特点来概括&ldquo;启
体&rdquo;的诸多特征。
赵孟頫曾云：&ldquo;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功。
&rdquo;师法古人又不迷信古人的启先生将其修改为&ldquo;书法以结字为上，而用笔亦须用功&rdquo;
。
可见他对结字的重视程度。
而在观赏启先生书法时也确能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主笔突出，走势飘逸，挥洒不羁，很好地谐调了
字体的欹正、主次、虚实间的关系，使字形变得更灵动飞舞、赏心悦目。
启先生在辅导别人书法时，最常强调的是要把笔与笔之间的细节关系交代清楚。
他自己的书法也总能把点画之间的呼应连接、间架结构的来龙去。
脉交代得十分到位，把粗细、轻重、虚实等不同的笔画完美地组合在一起，在细节中体现出深厚的功
力。
启先生的画也有类似的特点。
他自幼习画，稍长，又正式拜贾羲民、吴镜汀、齐白石为师，受过正规的绘画训练，临摹过大量的古
代名画。
特别是吴镜汀先生，堪称绘画技法大师，能将很多古代绘画大师的技法笔墨的元素分析拆解到极细微
处，并细致地讲解、示范给启先生。
所以启先生的画也极见传统的功力，勾勒皴染，无一笔不见功力，空灵淡雅之中，颇饶秀丽超逸之美
。
山水画层次丰富，意境高远，竹石画韵味醇厚，灵动婀娜，与其书法具有同样的美学风格。
本书虽不是启先生书画作品的选集，但细观所选的有限作品，我们也能约略领会到启先生书画作品的
一些基本特色。
　　然而，&ldquo;功夫在诗外&rdquo;，要想更深入地走进启先生的书画世界、更本质地领略启先生
的创作精髓，还须超越纸面笔墨的局限，走进他的心灵世界，去探求启先生的学养、气质、品格。
众所周知，诗品即人品。
同理，字品和画品也来自人品。
字写到最后，画画到最后，比的不单纯是笔墨、技法，而是学养积蕴的深厚，艺术气质的高下，性情
品格的优劣。
这一点于认识启先生尤为重要，而本书的编选目的也正缘于此：通过所选的文章引导读者更好地走进
启先生，帮助读者认识启先生的书画为什么能体现出如此博大精深的境界，能如此地能风靡天下，雅
俗共赏，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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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都源于他有深厚的学养、艺术家的气质和令人敬仰的品格。
　　古人云：&ldquo;观千剑而后识器。
&rdquo;启先生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书画方面除拜贾羲民、吴镜汀、齐白石等人为师外，还得到
溥心畲、溥雪斋、张伯英、沈尹默等人的亲传。
学术方面初受教于戴姜福先生，后追随史学大师陈垣先生终身。
这样的教育背景和学术氛围真可谓得天独厚，无与伦比。
而后启。
先生又长期从事书画研究和学术研究，在古代文学、文献学、文字学、考据学、书画鉴定学、佛学、
红学等方面都取得杰出的成就，著作斐然，并能以其深厚的学识荣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文物
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所以他的书画作品带有与天俱来的书卷气、文人气，功力深厚、气度非凡、风格儒雅。
非但如此，他还能把学者的修养与艺术家、诗人的气质结合在一起，能将学术艺术化，艺术学术化。
东坡曾以&ldquo;诗中有画，画中有诗&rdquo;来称赞王维，而此语放在启先生身上亦非常合适，他是
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能将诗、书、画三绝集一身的人。
启先生又是性情中人，对生活和周围所有的人都充满挚爱，深具儒家仁者的胸怀和佛家大德的品格修
养，并能将人之真性情和艺术的审美与学术的睿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超越功利的驱使和世俗的偏见
，进退裕如，躁释矜平，进而达到一种纯艺术的境地。
所以他笔下的艺术境界、美感生成总能那样优游不迫、从容潇洒、温文尔雅地表现出来，用不着任何
的造作和矫情。
辛弃疾咏山的名句日：&ldquo;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户，车骑雍容。
我觉期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
&rdquo;此正可作为启先生书画艺术风格及其何以臻此的写照。
 　　更可贵的是启先生自己对这一问题早有深刻的论述。
如《谈诗书画的关系》云：&ldquo;我认为诗与画是同胞兄弟，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母亲，即是生活。
具体些说，即是它们都来自生活中的环境、感情等等，都有美的要求、有动人力量的要求等等。
&hellip;&hellip;这些诗人画家所画的画，所写的字，所题的诗，其中都具有作者的灵魂、人格、学养。
纸上所表现出的艺能，不过是他们灵魂、人格、学养升华后的反应而已。
&rdquo;类似这样的深刻论述，所在多是，它们不但可以引导我们走进启先生的书画世界，而且可以帮
助我们走向更广阔的艺术世界。
 　　&ldquo;大家小书&rdquo;是北京出版社的品牌丛书，启先生自然是&ldquo;大家&rdquo;，而他的
著作恰恰又有这样的特点，即从来没有动辄数十万、上百万的大部头著作，而都是短小精悍的&ldquo;
小&rdquo;文章，所以从启先生的著作中选取一些内容相对集中的文章，作为&ldquo;大家小书&rdquo;
中的一种，实在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对此不能不对出版社表示感谢和敬意。
 　　2010年11月5日于北师大土水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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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启功先生是当代著名学者、画家和书法家。
他著作丰富，通晓语言文字学，他做得一手好诗词，同时又是古书画鉴定家，尤精碑帖之学。
对书法艺术以及书法史上的许多问题，更是别具只眼。
本书收录作者有关书法创作、法帖考辨、书画鉴定多篇，并附作者书画作品二十幅，管窥一代宗师的
书画世界。
本书作者启功（1912&mdash;2005），字元白，也作元伯，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书画
家、文物鉴定家。
满族，清代皇族后裔。
曾任辅仁中学国文教员，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副教授，兼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1952年后任北京
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顾问。
主要著作有《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启功丛稿》、《启功韵语》、《汉语现象论丛
》、《论书绝句》、《论书札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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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启功(1912-2005)，字元白，也作元伯，中国当代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
满族，清代皇族后裔。
曾任辅仁中学国文教员，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副教授，兼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
1952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家文物鉴定
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顾问。
主要著作有《古代字体论稿》、  《诗文声律论稿》、  《启功丛稿》、《启功韵语》、  《汉语现象论
丛》、  《论书绝句》、《论书札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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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书法入门二讲论书随笔《论书绝句》（选）书画碑帖题跋（选）金石书画漫谈关于法书墨迹和碑帖从
河南碑刻谈古代石刻书法艺术谈诗书画的关系晋代人书信中的句逗《兰亭帖》考旧题张旭草书古诗帖
辨山水画南北宗说辨书画鉴定三议鉴定书画二三例我心目中的郑板桥记齐白石先生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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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齐白石先生的名望，可以说是举世周知的，不但中国人都熟悉，在世界各国中，也不是陌生人。
他的篆刻、绘画、书法、诗句，都各有特点，用不着在这里多加重复叙述。
现在要写的，只是我个人接触到的几件轶事，也就是老先生生活中的几个侧面，从这里可以看到他的
生活、风趣，对于从旁印证他的性格和艺术的特点，大概也不是没有点滴的帮助吧！
　　我有一位远房的叔祖，是个封建官僚，曾买了一批松柏木材，就开起棺材铺来。
齐先生有一口&ldquo;寿材&rdquo;，是他从家乡带到北京来的，摆在跨车胡同住宅正房西间窗户外的
廊子上，棺上盖着些防雨的油布，来的客人常认为是个长案子或大箱子之类的东西。
一天老先生与客人谈起棺材问题，说道&ldquo;我这一个&hellip;&hellip;&rdquo;如何如何，便领着客人
到廊子上揭开油布来看，我才吃惊地知道了那是一口棺材。
这时他已经委托我的这位叔祖另做好木料的新寿材，尚未做成，这旧的也还没有换掉。
后来新的做成，也没放在廊上，廊上摆着的还是那个旧的。
客人对于此事，有种种不同的评论，有人认为老先生好奇，有人认为是一种引人注意的&ldquo;噱
头&rdquo;，有人认为是&ldquo;达观&rdquo;的表现。
后来我到过了湖南的农村，才知道这本是先生家乡的习惯，人家有老人，预制寿材，有的做出板来，
有的做成棺材，往往放在户外窗下，并没什么稀奇。
那时我以一个生长在北京城的青年，自然不会不&ldquo;少见多怪&rdquo;了。
　　我的认识齐先生，即是由我这位叔祖的介绍，当时我年龄只有十七八岁。
我自幼喜爱画画，这时已向贾羲民先生学画，并由贾先生介绍向吴镜汀先生请教。
对于齐先生的画，只听说是好，至于怎么好，应该怎么学，则是茫然无所知的。
我那个叔祖因为看见齐先生的画大量卖钱，就以为只要画齐先生那样的画便能卖钱，他却没想，他自
己做的棺材能卖钱，是因为它是木头做的，如果是纸糊的即使样式丝毫不差，也不会有人买去做秘器
。
即使是用澄心堂、金粟山纸糊的也没什么好看，如果用金银铸造，也没人拾得动啊！
　　齐先生大于我整整五十岁，对我很优待，大约老年人没有不喜爱孩子的。
我有一段较长时间没去看他，他向胡佩衡先生说：&ldquo;那个小孩怎么好久不来了？
&rdquo;我现在的年龄已经超过了齐先生初次接见我时的年龄，回顾我在艺术上无论应得多少分，从齐
先生学了没有，即由于先生这一句殷勤的垂问，也使我永远不能不称他老先生是我的一位老师！
　　齐先生早年刻苦学习的事，大家已经传述很多，在这里我想谈两件重要的文物，也就是齐先生刻
苦用功的两件&ldquo;物证&rdquo;：一件是用油竹纸描的《芥子园画谱》，一件是用油竹纸描的《二
金蝶堂印谱》。
那本画谱，没画上颜色，可见当时根据的底本并不是套版设色的善本。
即那一种多次重翻的印本，先生描写得也一丝不苟，连那些枯笔破锋，都不&ldquo;走样&rdquo;。
这本，可惜当时已残缺不全。
尤其令人惊叹的是那本赵之谦的印谱，我那时虽没见过许多印谱，但常看蘸印泥打印出来的印章，它
们与用笔描成的有显著的差异，而宋元人用的墨印，却完全没有见过。
当我打开先生手描的那本印谱时,惊奇地、脱口而出地问了一句话：&ldquo;怎么？
还有黑色印泥呀？
&rdquo;及至我得知是用笔描成的，再仔细去看，仍然看不出笔描的痕迹。
惭愧啊！
我少年时学习的条件不算不苦，但我竟自有两部《芥子园画谱》。
一部是巢勋重摹的石印本，一部是翻刻的木板本，我从来没有从头至尾临仿过一次。
今天齐先生的艺术创作，保存在国内外各个博物馆中，而我在中年青年时也曾有些绘画作品，即使现
在偶然有所存留，将来也必然与我的骨头同归腐朽。
诸位青年朋友啊，这个客观的真理，无情的事例，是多么值得深思熟虑的啊！
这里我也要附带说明，艺术的成就，绝不是单靠照猫画虎地描摹，我也不是在这里提倡描摹，我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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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明齐老先生在青年时得到参考书的困难，偶然借到了，又是如何仔细地复制下来，以备随时翻阅
借鉴，在艰难的条件下是如何刻苦用功的。
他那种看去横涂竖抹的笔画，又是怎样走过精雕细琢的道路的。
我也不是说这种精神只有齐先生在清代末年才有，即如在浩劫中，我们学校里有不少同学偷偷地借到
几本参考书，没日没夜地抄成小册后，还订成硬皮包脊的精装小册，这岂能不说是那些罪人们灭绝民
族文化罪恶企图意外的相反后果呢！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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