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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青少年读者亟须获得的《中国书法史话》(现名《书法史话》——编者注)，原先应上海教育出版
社之邀，准备由我撰写。
因为手头杂务纷乱，尤其是编写这类题材书籍的难度，使我却步不前。
经过审慎考虑，觉得洪丕谟兄是最理想的撰写人选，并向出版社作了推荐。
果然在不太长的时间里，经过丕谟兄的努力，《中国书法史话》一书顺利脱稿。
他要我作为第一个读者，写几句话。
我高兴地应诺了。
丕谟兄是当代活跃在书坛上有影响的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写过许多有真知灼见的论著和论文。
他对书艺、书史、书论、书家的熟谙和研究是人所共知的。
而我以为，这本《史话》足以使他的学术成果得以集中且充分体现。
《史话》有条不紊地将我国三千多年来的书体、书家、书作，乃至风格流派，书法理论以及趣闻轶事
糅合在一道加以叙说，全书文字浅明，文义精确，从而向广大读者既工兼写地勾勒出了波澜壮阔、光
彩夺目、源远流长的中国书法艺术发展长河的壮伟景观。
我国古代没有书法史话，而类似于书法史话的著述，如《采古来能书人名》等，滥觞于六朝而盛行于
唐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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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洪丕谟先生作为当代书坛著名的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家学渊源深厚（曾外祖是清朝赫赫有名的
书法家梅调鼎），博采百家之长，创独具韵味的“洪体”。
基于此，先生以其学识和审美写作《中国书法史话》和《中国历代书法名作赏析》。
本次出版将两书合而为一，定名《书法史话》。
书中既有对我国历代书家、书作、书体、书论的评点，也有对经典名作的赏析品鉴，更有书法发展过
程中有关书家书作趣闻逸事的介绍。
书中每一个见解，每一则典故，必将成为一个燃一点，点燃读者欣赏书法、研求书法艺术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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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洪丕谟（1940-2005），浙江宁波人，被学术界誉为“奇人”、“江南才子”、“上海滩上一枝笔”，
曾任华东政法学院文学院文学与法研究所所长、华东政法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
第一届学术委员、上海市大学书法教育协会会长、香港中医专业学院客座教授。
他还是一位勤奋的多产作家，一生创作撰写了百余部、2000万字文史方面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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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上篇 中国书法史话先秦大篆的珍贵遗产关于我国文字的产生，从古以来就有所谓“仓颉造字”
的说法。
这是一个美丽的神话传说，据载仓颉是黄帝时的史官，头上生有四个灵光炯炯的眼睛，当他接受黄帝
命令创制文字以后，因为从此泄了天地造化的秘密，竟然使得“天为雨（落下）粟，鬼为夜哭，龙乃
潜藏”起来。
神话传说毕竟是神话传说，与这差不多同时，虽然还有神农见嘉禾八穗而创制穗书，黄帝看到景云而
创制云书，少昊作鸾凤书，帝尧作龟书，以及后来衡山岣嵝峰留有夏禹所刻的《神禹碑》遗迹78字等
等书事，但都好似“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飘渺间”似的不可信。
还是实物能够说明问题。
我们祖先留给我们足以形成气候并作大规模使用的最早文字，无疑要算出现在三四千年前殷商时期的
甲骨文了。
在秦始皇削平群雄，统一天下文字，以小篆作为官方标准文字以前，作为我国先秦时期的珍贵文字遗
产，甲骨文和稍后的钟鼎文、石鼓文一样，都属于古老原始的大篆体系。
顾名思义，所谓“甲骨文”，就是书写或契刻在乌龟的腹甲、背甲，以及牛或鹿的肩胛骨上面的文字
。
这种文字，据《甲骨文编》统计下来，大约有4500字之多，可我们现在能够识别出来的，却只有1700
个字左右。
可喜的是，其文字的结构，不仅已由独体趋向合体，并且还出现了较多的形声字，可见已经是相当进
步的文字了。
从甲骨文所载内容看，其中除了少数记事外，绝大多数都是求神问卜的吉凶记录。
原来殷商之时，盛行着一种钻凿甲骨，用火烧灼，然后观看裂纹形状以定吉凶的占卜术。
这样一来，作为占卜后写在“卜兆”边上的文字记录，甲骨文便又有了“贞卜文字”或“卜辞”的别
称。
由于无论龟甲还是牛、鹿的肩胛骨，它们的质地都是硬性的，所以主要以契刻为主的甲骨文在刻写时
，就非得一笔一笔地稍稍用劲，并在文字线条的转弯交接处转动甲骨的位置不可。
甲骨和青铜刻刀的硬碰硬、加上刻写时甲骨位置的转动，这就不可避免地给古老诡奇的甲骨文加上了
一抹瘦劲方折的奇异色彩，使人为之大开眼界。
根据甲骨专家董作宾的研究，殷代后期三百年间的甲骨文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时期书风雄伟
，第二时期书风谨饬，第三时期书风颓靡，第四时期书风劲峭，第五时期书风严整。
后来殷商灭亡，周朝继起，虽然甲骨文还延绵了一个时期，可是作为周王朝书法蔚为大观的时代特色
，却不得不让位给钟鼎文了。
在名称上，钟鼎文又称“金文”，这是一种镌制在金属铸器——青铜器上的文字。
我国古代铜器种类虽多，但一般可分为礼器和乐器两大类，礼器以鼎为主，乐器以钟为多，由于有着
这个缘故，因此“钟鼎文”的名称，也就自然包括一切铜器铭文了。
出土实物告诉我们，早在殷商的青铜器上，就已有了钟鼎文的出现。
但是，那时的铭文大多较短，而以氏族的字如“祖甲”“父乙”之类为主，直到商代晚期方才有了较
长的铭文。
西周以来，钟鼎文的书体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孕育发展，已经日趋成熟了。
作为时代书风的标志，《周墙盘》以它静如处子的特色，给人以一种幽娴恬淑的印象；而《毛公鼎》
则不这样，它体态优美，曲线流畅，好比春阳下招展着的艳丽花枝，直撩拨得人们不得不拜倒在它的
石榴裙下；若说《散氏盘》，则又乱头粗服，脂粉不施，有一种自然娇媚的犷悍野趣，也是十分逗人
爱怜的；《虢季子白盘》则疏朗潇洒，打扮得渐趋整洁，有如大家闺秀，虽神情清远，而举止则不得
不作适当的收敛。
此后直至春秋战国时期，钟鼎文的书风经过山重水复的跋涉后，却又进入了柳暗花明的另一境地。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如秦国的《秦公簋》，笔致劲细，而结构比起《虢季子白盘》来，似乎显得更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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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典范，这就为后来秦始皇的统一文字，埋下了伏笔。
从文字的形式看，钟鼎文比甲骨文线条更为丰满并且转折趋于流畅。
原因是钟鼎文多由制坯浇铸而成，这就给文字的刻铸，带来了较多的回旋余地，因为软性的泥范毕竟
要比硬性的甲骨好处理多了。
加之时代的发展，人们审美的眼光，也自然是与日俱进了。
在大篆书的发展史上，举世闻名的石鼓文可说是标志着完成历史使命的最后阶段了。
这是一组刻铸在十枚鼓形石坯上的石刻文字，每鼓各刻四言诗一首，现在一个鼓上的文字已经全部漫
灭。
那书体的形态，较之钟鼎更为整饬而富有庙堂气息，从而为秦王朝小篆书的诞生，奠定了最后的基础
。
关于《石鼓文》的降生时代，唐朝人多认为是周宣王时，所以唐朝诗人韦应物《石鼓歌》有“周宣大
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韩愈《石鼓歌》有“周纲陵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干戈”的吟咏
。
而宋以后学者则普遍认为是战国时代秦国的遗物。
现在我们虽然一时尚难为《石鼓文》的“出生年月”填上一个确切的年份，可根据近来学者的考证，
认为是秦代刻石则肯定无疑。
从书法艺术看，《石鼓文》的线条好比蛰龙起伏，蜿蜒曲折，很有生气，而其体态神气，则又在大篆
书的发展历程上，显然已一变钟鼎文的姑娘气为圆墩墩、举止成熟的少妇气了。
从甲骨文到钟鼎文到石鼓文，这就是秦王朝统一文字前我国书法艺术在大篆书阶段的早期生命历程。
古老、镌刻、微微带点儿诡奇神秘，大篆书的总体艺术特色不正是这样吗？
秦和秦以前的墨迹在我国书法发展史上，先秦时期先后出现的甲骨文、钟鼎文、石鼓文等大篆书，除
了极少数几片甲骨留下书写残迹外，几乎清一色地属于镌刻的文字，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然而，在这股主流之外，书法的春风又暗暗地把秦和秦以前书坛的另一角，给吹拂得碧绿碧绿。
现有的出土实物如春秋晚期侯马盟书、温县东周盟书、战国楚缯书、战国青川木简，以及睡虎地秦墓
竹木简及秦帛书等等，就是被春风吹绿了的几瓣绿叶。
侯马盟书是1965年年底在山西省侯马出土的一大批用朱或墨书写的玉石文字，总数约有5000多件，其
中可以识别出来的有656件。
那书写的玉和石片，既有圆形的，又有方形的，也有圭形的，形制很不规则。
由于玉石文字所写的内容，除了少数为诅咒和卜筮以外，绝大部分都是盟誓，所以人们把它叫做“侯
马盟书”。
从文字形态的诡奇多变看，侯马盟书的血缘属于殷周钟鼎文一脉，其中如“嘉”“教”等字，有的写
法竞有好几十种之多，可见秦王朝统一以前“文字异形”的奇趣。
然而，侯马盟书和钟鼎文不同的是，钟鼎文是镌铸在钟鼎等礼器和乐器上的正统文字，而侯马盟书则
是用毛笔蘸朱蘸墨直接写在玉石上的籀文（大篆）行书。
她们一个文而典雅，一个野而奇恣，一个整饬严谨，一个放逸散漫，而其中正是由于散漫者的“载欣
载奔”，从而为以后解散篆书，由篆入隶创造了先决条件。
此外，温县东周盟书和楚缯书的书体性质大致与侯马盟书相同，只不过楚缯书来得笔致更清瘦罢了。
从书法与文字发展史角度看，战国青川木简和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出土，其意义较之侯马盟书等来，无
疑要大得多了。
这是因为，它们的出土无可辩驳地证明，我国隶书的生命芽孢从战国到秦始皇时期，已经破土而出地
降生到世上来了，而其中尤以睡虎地秦墓竹简为最有代表性。
睡虎地秦墓竹简，这是1975年出土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的一千多枚主要有关于法律内容的竹简。
然而，那简上文字的书写，却使书法研究者们好似发现了新大陆般的大开眼界，因为这毕竟是一份有
关我国早期隶书存在形式的不可多得的珍贵实物资料。
在书体结构上，秦简隶书虽然还留有那么些从篆书脱胎出来的痕迹，但从整体上说，它却到底已经大
为简化而别具自己的面貌了。
再从笔画的势态来说，隶书用笔的横势和收笔的波捺形态，也已初具规模。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书法史话>>

可是，到底因为是隶书的初级阶段，因此那孩童似的稚拙，缺乏老练，就成了秦简隶书的另一特色了
。
李斯和小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削平群雄，统一天下。
秦始皇为了便于统治，巩固政权，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销毁天下兵器并铸成“钟鐻”和“金（金属）
人十二”，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辆通道，统一文字等，实行了一系列重大施政措施。
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由政治而波及文化，于是，前所未有的、以秦王朝原有文字为基础，并在统
一六国异文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小篆书就这样地诞生了。
所谓小篆，原是和大篆相对而说的。
从文字发展线索看，小篆书和秦公簋、石鼓文的血缘最近，说它们是一脉相承，正是再合适也没有了
。
只不过小篆书比起两者来，显得规范而又简化，并且字形笔画也更来得秀美，来得匀整，来得颀长了
。
也正因为这种小篆书的文字产生在秦朝，所以人们又称它为“秦篆”。
文字的统一工作是要人来做的，如果论功行赏，这头奖就非得归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得力助手——丞相
李斯不可了。
李斯原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小时候做过荀卿的学生，后来跑到秦国做客卿，由于政治
见识不凡，建议秦王对六国采取各个击破的政策，深得秦王赢政的信任，秦王朝统一天下后，他升上
了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丞相地位。
然而可悲的是，秦始皇驾崩以后，在秦二世二年七月，李斯被赵高所害。
在书法上，李斯原先精通大篆，有着较厚的功底，所以当文字改革的小篆出笼后，便一炮打响，独占
鳌头了。
梁代袁昂《古今书评》说他书法“世为冠盖，不易施平（评）”，唐代李嗣真《书后品》也说他“小
篆之精，古今妙绝”，可见影响之大。
而唐代另一书评家张怀璀则说他在秦始皇“始并六国”后所创制的小篆“画如铁石，字若飞动，作楷
隶之祖，为不易之法”，就更别具只眼地道出了李斯小篆书对于后世书法文字发展的影响和贡献。
关于李斯书迹，主要有秦始皇东巡时留下的《邹峄山刻石》《泰山刻石》《之罘刻石》《琅邪台刻石
》《碣石刻石》《会稽刻石》六处刻石，此外还有“铜人铭”和部分诏版等。
然而，“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就只有明代安国旧藏《泰山刻石》北宋拓
本165字等少数几种了。
至于《琅邪》《峄山》等刻，有的字迹太模糊，有的全为后人摹刻，因此要想从这里探知李斯书法的
庐山真面目，就只有在云遮雾障中作隐约的想象了。
诡奇的是，据说李斯在世之时，曾经说了句“吾死后九百四十二年间，当有一人替（替代）吾迹（书
迹）焉”，后来到了唐代的李阳冰，由于继承李斯传统，写得一手极好的小篆书，于是人们便就认为
果真应验了李斯的这句预言。
想来，这大概总离不开文人们为了哗众取宠而故弄的玄虚吧？
隶书的崛起很久很久以前，在秦王朝的云阳县（在今陕西淳化西北）监狱里，关着个神经质的犯人，
他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在监狱的地上、墙上，以及自己的身上比划着。
就这样，经过了十个寒暑如痴如醉的深思比划，那神经质犯人竞把秦王朝官方文字小篆书的线条化圆
为方，结构削繁就简地变革成了“隶书三千字”。
后来他把这隶书三千字上奏到秦始皇那里，秦始皇认为这种隶书字体较之小篆简便而有利于实用，于
是便起用他为御史。
原来这人不是别人，就是书法史上赫赫有名的下邦（音gui，治所在今陕西省）人程邈。
由于秦代奏事繁多，篆字难写，因此不久以后，“程邈所作”的隶书一下就流行开来了。
又因为地位低微的“隶人”（职位低微的吏役）多喜欢用这种简便的新字体，所以日子一久，“隶书
”的名称就在无形中被叫上了口。
其实，一种书体的形成，决不是一个人的能力所能做到的。
想来程邈的功绩，无非是把便于书写而早已流行于民间的隶书加以整理、改进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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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西汉，隶书的字体发展已渐趋成熟，那字体的势态也渐渐地由篆书的纵势向横势转化，开始趋向
于偏平的一路。
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居延简牍，以及鲁灵光殿遗址刻石等，就较为具体地反映了这一时期
隶书的大致风貌。
然而，隶书的真正成熟和鼎盛时期，却还是东汉的事。
那时涌现出来的大量蚕头燕尾、笔致优美的碑刻如《杨淮表记》《石门颂》《乙瑛碑》《礼器碑》《
郑固碑》《孔宙碑》《封龙山碑》《华山庙碑》《鲜于璜碑》《史晨碑》《夏承碑》《西狭颂》《郙
阁颂》《鲁峻碑颂》《娄寿碑》《熹平石经》《韩仁铭》《曹全碑》《张迁碑》等等，正好比雨后春
笋一般，使人目不暇接，蔚为大观。
以上各碑中，矗立在山东曲阜孔庙的《乙瑛碑》《礼器碑》和《史晨碑》，一向有“孔庙三碑”的说
法。
对于这三块碑的书法艺术，清代王澍曾下过这样的评语：“《孔和》（即《乙瑛碑》）遒古，《韩束
力》（即《礼器碑》）清超，《史晨》肃括。
”并认为这三块碑刻足以“冠概”（压倒、概括）所有的汉隶书法。
其实，“孔庙三碑”的书法虽然在极大程度上代表了汉代隶书的创作水平，然而，其他各碑如康有为
所称《石门颂》的“劲挺有姿”，《杨淮表记》的“润泽如玉”，《郑固碑》的“端整古秀”，《孔
宙碑》《曹全碑》的“风神逸宕”，《鲁峻碑颂》的“浑厚中极其飘逸”等等，也都各有长处。
有趣的是，康有为还分别根据隶书风格的带有篆书意味、规整的纯隶书意味，以及略有潦草意味等不
同情况，把这些汉碑分为“篆、楷、行”三体，其中《郙阁颂》等碑为“隶中之篆”，《张迁》等碑
为“隶中之楷”，《石门颂》等碑为“隶中之草”。
看来，这种别具匠心的分法，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碑刻之外，汉简隶书墨迹的花圃，也不得不让我们涉足一游。
在这个花圃里，我们看到的是《武威仪礼简》的朴实随意，翩翩超逸；《武威王杖诏令书》的方硬挺
劲，垂笔恣纵；《武威医方简牍》的逸笔草草，别有奇趣。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作为隶书的两个大类，汉代的碑刻隶书和墨迹隶书都各有千秋：碑刻隶书因为所用场合多较庄重，故
而端凝典雅，具有较多钟鼓肃穆的庙堂气息；墨迹隶书则所用场合多为记事或民间交往，故而逸笔草
草，饶有一种随手而成的自在意趣。
当然，这种比较也只是从大体上说的，世界上哪有绝对的事？
从上所述，在简便实用、人们乐于接受使用的大前提下，作为两汉书法主流隶书的崛起，早把秦以来
显得相对而繁的小篆书的坛坛罐罐，给挤进了不起眼的角落。
可不是？
汉篆中除了《袁安碑》《袁敞碑》《祀三公山碑》嵩山少室石阙铭》《开母庙石阙铭》，以及少数几
种碑额篆书尚能以意态取胜、饶有意趣外，不早就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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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苦学年来未有涯，青灯黄卷月笼纱。
诗文书画兼医学，千载学林一奇葩。
　　——赵朴初诗赞洪丕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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