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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书法论著《欧楷解析》一书是著名书法家、南开大学书法研究生导师田蕴章的最新著作，本书与两年
前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田蕴章著《九成宫醴泉铭探源》成为姊妹篇。
《欧楷解析》可以称得上是迄今为止论述欧楷技法最全面系统的一本教科书。
    同时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在《欧楷解析》中，将自家珍藏的许多欧楷原拓和鲜为人知的欧阳询中楷《
阴符经》精拓以及近代一些临欧高手的墨迹一并公诸于众，以共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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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田蕴章，字存文， 盘逸斋主人。
祖籍河北河间。
1945年生于天津。
现执教于南开大学，为东方艺术系副教授、中国书法协会会员、天津书法家协会理事、南开区政协学
委、市公安局特邀监督员。
自幼承继家学，工书，禄临欧楷，渐涉百家，长于楷书，兼擅行草。
1984年－1985年，于日本横槟三次举办个人殿，并赴日本讲学、交流书艺。
1984年－1998年，六次入选全国书法展。
1992年获“国际书法精品展”特等奖；同年被聘为日本　国艺书道院教授。
1993年获“金鹅杯全国书画大赛”一等奖；同年书作为中南海收藏。
1993年－1996年于天津艺术博物馆、北京炎黄艺术馆、山东省美术馆，三次举办个人书展。
1997年－2000年，于天津电视台录制80集电视书法讲座。
著有《欧楷技法》上、中、下三岫《墨海双帆》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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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临帖是学习书法的最重要的方法，应该说临帖是书法家的终身工作。
当然，史料中也有对其它学习书法方法的介绍，譬如观察自然现象或某种事物从中获得启发或联想而
有益于对书法的领悟。
像怀素对颜真卿所说的“观夏云”，以及杜甫诗中“观公孙大娘舞剑器”等等，但听起来容易做起来
难。
因为要从现实生活和自然现象中观察到与书法有关的东西，对于一般人来说是极难做到的。
务实地讲，临帖是学习书法惟一的途径。
虽然这很单调和艰苦，但必须这么做，所有的书家都是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
下面谈一谈有关临摹的一些常识性的问题：      先求形似。
初学者切忌乏乏通临，应该以庖了解牛的方法，仔细观察每一个点画的细微之处，边看边临习，不可
有半点含糊。
对一些重点的点画和重点的字，要数以百计、千计甚至万计地反复临摹，直至攻克为止。
不要采用每个字都平均写5遍或10遍的方法，要及时纠正错误，而不可重复错误，重复错误就是坚持错
误。
切勿心急求快，即所谓“欲速则不达”。
须知学习书法没有速成者，更无捷径可寻，耐心、专心、细心是写好字的前提条件。
要耐得住寂寞，要有“十年寒窗苦”的思想准备，只有在人静之后，才能感受到学习书法是一种非凡
的快乐。
    2．持之以恒。
如今成人事务多，少年学业忙，都不会有十分宽裕的时间研习书法，但思想上要有一个认可，就是要
把学习书法当成一种文化式的休息，当做一种身体和精神的锻炼。
把它安排在生活之内，这样就不会感到是一种负担。
时间多．多练一会儿，时间少，少练一会儿，哪怕只有1 0分钟的时间，也争取每天临一次帖，久之，
必有满意的进步。
切忌一曝十寒，应该保持常流水的学习方式。
笔者在幼年错误的书写姿势已然十分顽固，诸如头左歪，纸右斜，身不正，腿不平等已经是积习很深
了。
本来这些毛病已经成为写好硬笔字的障碍，若照搬到毛笔字中来，那作用就更坏；因此．在学习书法
时，首先要彻底更正错误的书写姿势。
正确的书写姿势有以下几点要求：    1．端坐书写时，身体务正，腰部自然弯曲，双腿平放，两脚与肩
与同宽。
    2.书写时应不断移动纸的位置，人的面部和视线应始终直对书写的位置，即纸动人不动。
    3.书写中楷和小楷时，则不必悬肘，但必则必须站立书写，不可使手腕贴于纸面，以免影响挥运。
    书写对联以上大字时则必须悬肘，而悬肘则必须站立书写，以全身之力做配合。
关于大字书写姿势的要求，在后文“欧楷大字研究”中另有介绍。
    关于笔法，重点讲述三个问题，即中锋与偏锋、藏锋与露锋、方笔与圆笔，这三个问题搞清楚了，
笔法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1．中锋与偏锋    元代赵孟頫说过“用笔千古不易。
”此论曾引起争论，有人认为这太绝对了，因为事物在不断地发展，为什么用笔问题就永不变化呢?其
实，赵孟颥所指的是用笔的规律，“用笔千古不易”特指中锋大法的于古不变，因为规律是不能改变
的。
    何渭中锋?这是需要我们必须弄清楚的一十十分重要的问题。
我们写字时主要是用中锋，中锋呈用笔大纲，其它皆是目，纲与目的关系必须摆正，中锋用笔是用笔
之大法，中锋用笔解决了，就解决了用笔的基本问题。
    解释中锋用笔，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常令笔尖画中行。
”即笔尖在点画中间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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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起笔是偏锋，但行起笔来，笔尖就要移到点画的中间来。
尤其是“悬针”竖笔可以看得很清楚，最后收笔时，笔尖一定是在点画的中间，其它点画也类似。
如果始终用偏锋，不管你下多大的工夫，写出的字也会出现病态。
可以这样说，不论何种书体，不以中锋为主，都是不能成立的。
古人所讲的“锥划沙”就是特指中锋而言，形容把锥子直立起来在沙土上划过，正中是沙沟，两边是
沙垄，比喻将毛笔直立起来，在纸上写过，形成点画中间深刻而四周稍虚的一种立体感。
中锋用笔要注意两点：①笔锋要保持直立中正，行笔时笔管的倾斜度不可太大。
②注意用腕，用腕才能保持中锋。
然而，理解是前提，但功夫不到是不能奏效的。
    何谓偏锋?行笔时把笔的锋尖偏到一侧，写出的点画重心不正，谓之偏锋，亦称侧锋。
如写横画经常是笔尖靠着上端，写竖画笔尖靠着左边，即是偏锋的主要表现，故此一般书家多以偏锋
为弊，其实并不尽然，明代王世贞洗“正以的方法，而是仓促行笔，更不懂得藏锋与露锋，使其点画
起驻处失去完美，出现枝权与毛刺儿，犹如折断之木棍。
故渭“折木”。
    8．柴担（图八）    指做横画时，两瑞肥硕，中间纤细而且隆起，形似两端有重负之柴担。
这是因为行笔浮滑所致，凡作楷书，断不可取。
    病笔尚有多种，上述属常见者。
然此八种病笔并非笔者之杜撰，而均依古人之前说。
如元代李溥光《雪庵八法》即有阐述。
笔者是在此基础上，做了更加详细的阐释，以期引起初学者之警惕，务使点画精准，不然，一切结构
、章法、气韵之说都化为乌有。
请看那些野狐禅书法家“信笔为体，聚墨成形”，都是因为未在点画上下过真功夫，以致病笔连篇，
使人望之生厌，初学者当引以为戒。
    图一《九成宫醴泉铭》碑形石，现藏于你州博物馆，而至今未见有影印奉行世。
笔者曾有幸以拙作楷书两幅换得此石之拓片，虽是翻刻之奉，却于欧公笔法毫发无失，可见翻刻之中
亦有精品，欧阳询其他中楷碑刻如《九成》、《化度》诸碑过早流落干民间，因椎拓过多或天然损坏
或遭人为之破坏，以至使碑石严重残缺面目全非，而中楷《阴符经》久藏宫廷密室，摹拓极少，想必
碑石完好，原拓亦精良，而翻刻又系高手，故原貌犹存，反比其它碑刻拓本更能显现欧公笔意，因此
笔者如获至宝，数年临摹，获益良多。
今将拓片影印于后，共飨读者。
(见图九：笔者藏欧阳询中楷《阴符经》局部) ⋯⋯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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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打开蕴章的著作和书法集，你会奇怪地发现从未有过名人题签和作序，而多是由他自己完成了这些
工作，对此我始终不能理解。
直到本书脱稿又面临写序的时候，我终于向他提出这个问题：“近来已有两位朋友主动提出为(欧楷解
析)作序，论名气，论地位都在你以上，可是都被你婉言谢绝了，看来你又准备自己动手了，难道你真
的不相信名人效应吗?”蕴章连连摇头说：“不是的，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名人效应，但名人是否都懂书
法倒是值得怀疑的。
名人题的签可能很丑，名人作的序也未必妥帖，而由于是名人所为，你又岂敢不用。
当出于无奈而使用以后，你会终生感到痛苦。
当然，现实的书法论著和书法集也有很多是书法名人写的序，但其中确有不少是吹捧文章，我真的替
作者感到脸红。
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尴尬，我只好自己动手。
”蕴章的这些话不无道理，但我还是觉得他怪怪的，于是我执拗地说：“你总不能永远是自序吧，起
码也应该找一位同道或是知情人从另外角度谈谈对(欧楷解析)的看法，这样会使读者多侧面地了解作
者和著作。
”我的话音还未落，蕴章竟笑了起来，指着我说：“你就是同道，你就是知情人，何必舍近求远，就
请夫人代劳吧!”接着他又认真地说：“你只要把著书的初衷和预期的效果讲清楚，就是一篇好序，拜
托了!”我无可奈何地也跟着笑了。
为了打破蕴章自序的惯例，我居然拿起了笔。
由于(欧楷解析)的书稿全部是由我打字和校对的，所以我对成书的过程比较了解，而我要写的也只有
这些过程。
    去年出版的(九成宫醴泉铭探源)是作者花了两年的时间才定稿的，而(欧楷解析)则只用了五个月的时
间就已完成了初稿，我原先估计最多再有两个月就可以脱稿，谁料修稿的时间竟花了四个多月。
在修稿过程中占用时间最多的工作是作者把初稿中一些较为华丽和文雅的词句几乎全部改为口语化，
经询问我才了解了作者的意图，他说：“讲授技法要像掰开馍馍数馅一样，必须使人听得清清楚楚，
看得明明白白，这里不是卖弄文采的地方。
我们编写的教材应以有初中文化者即能读懂，有大学文化者也能受益为准则。
”这就是作者数易其稿的指导思想。
此外在修稿过程中，作者把原先写好的几百个范字全部废弃而一律换为欧阳询字迹。
作者说：“我本意是用手写之墨迹来解释欧阳询碑刻之笔意，使初学者能在临欧过程中‘透过刀痕见
笔痕’，但良好的意愿可能带来副作用，就是说可能误导初学者把我的字当作范字而忽略了欧阳询字
迹的权威作用。
”作者的这番话是有社会背景的，近年来，追踪田蕴章书法已渐成风气，对于这种幼稚的现象，蕴章
也曾无数次地劝阻，甚至用强硬的口气提出批评。
但忠言往往被当作谦词，甚至误会为保守。
蕴章为此深感苦恼，以致他在课堂上喊出“不独于我，所有今人字迹都不可效法”这样近乎过激的言
辞。
其本意是说今人书法未被历史认可，初学者盲目追摹会造成事倍功半的后果。
有鉴于此，作者才毅然废弃自己的墨迹而精选欧书善本，以使初学者取法乎上。
还是为了使初学者早日从碑刻中解脱出来，作者又在本书中增补了一些前辈临欧高手的墨迹，以此来
解释欧公笔意。
作者用心良苦干斯可见。
    通读《欧楷解析》以后，你会有这样一个总结：提高书法水平的惟一办法就是临帖。
而关乎书法创新问题，全书则只字不提。
不过蕴章在与朋友们聊天时，却经常涉及这个话题，蕴章旗帜鲜明地说：“我始终不明白‘书法创新
’是句什么话，莫不是指字的外形有别于他人吗?其实字迹与指纹一样，永远不会有相同者，这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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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出来的?若指字的内在美，那是书家的学养、禀赋和功力之融合而自然形成的，又怎么能‘创’出
来。
书法不是科技，也有别于任何艺术性质和形式，书法是东方美学的核心，同时又是西方美学的盲点，
切不可削中国书法之足以适西方美学之履。
君不见今日之‘书法创新集锦’与弱智儿集会何其相似。
这些被扭曲了的字形，确实是有别于古人，但在古代文字垃圾堆中又是可能发现的。
”像这样激烈的言辞在本书中随处可见，难怪有人把田蕴章称为当今书坛保守派的典型人物之一，不
为无因。
如今老一辈书家虽亦憎恶时下书风，但多是独善其身而三缄其口；年轻书家虽有言语莽撞之时，亦常
为时人谅解，至于蕴章则大不同，身为名校书法导师，影响自不算小，而自幼养成的抗上恶俗的性格
，直到中年不知收敛，因此时常招致白眼与中伤。
疼痛时他也常于暗处舔拭伤口，过后依然是我行我素。
    《欧楷解析》即将问世，作为作者的妻子，关心作者，关心《欧楷解析》当是本能，希望本书对广
大初学者在学习欧体书法过程中，能起到扶助作用，并能得到书界同仁的指教。
是为序。
                                                                    甯书嫒                                                              2003年初冬于南开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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