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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部叙述书法经典的散文，说是随笔亦无不可。
所谓经典，就是流传广泛持久，可为典范者。
我怀着将中国书法经典一网打尽的野心，来审度经典书法文化。
这一网的网眼太大，不免挂一漏万。
比如先秦金石铭文，再比如简牍、帛书等等，都是书法家族的瑰宝。
秦代李斯的琅琊台、泰山、峄山刻石；汉代尚有崔爰、杜度、蔡邕；魏晋王谢家族善书者比比皆是；
唐宋尚有初唐四家，草书如贺知章，尚意书风导夫先路的欧阳永叔等等；元明清三朝代之鲜于枢、吴
门三家、浓墨宰相刘墉，赵之谦、何绍基、邓石如⋯⋯数不清的大家、名家，是不能一一罗列而书之
歌之的。
经典事件如馆阁体、台阁体的形成、清代金石学的兴起等等。
几千年书法文化的积淀，是历代书法史学家群体的智慧。
然则，凡是经典都要写的话，恐怕要成为一部普及性书法文化启发童蒙的教材了。
我冒着以偏概全的危险，在漫长而浩瀚的书法史中游荡，精心选择更为经典、更为典型书法家、法书
、事件作为标本，剖析其中的奥秘。
我们看到在这一领域的拓荒者，如何艰辛跋涉，建构书法文化的灯塔；我们体悟古代文化大家，如何
在浩瀚的笔墨海洋中以超越常人的毅力与智慧，到达彼岸；我们的先贤们如何翻山越岭，耸立起一座
座峰巅。
　　古人云：“博于古而宜于今。
”我试探着用一种新的方法，以述贤哲之殊能。
从而构建通向当代书法文化的一座桥梁，最终要关注的还是当代书法的发展前景，打通经典书法文化
与当代书法文化密切相关的途径。
文化、文学、艺术、政治、军事等等，其理莫不如此。
米罗曾经说，我们加泰隆尼亚人若想跳上天空，我们永远相信必须把两脚扎实地踏在大地上。
对经典的漠视与无知．今日的腾飞也是妄想。
　　我想尽量写得有趣，有点意思，有点新的方法。
我所界定的书法史学文化，不是书法史料的罗列，也不是书法人物和法书的考辨，而是书法文化。
这所谓的书法文化，注重书家性格趋向与书学的关系；搜寻书家的生活轨迹与书法活动事件的成因；
书家所处的历史时代对书学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等等，定名为《中国书法经典》。
我选择了其中近50名书家，虽非个个冥间握猪含蝉，在世间时却也罕言识浅见狭学不足者。
文中涉及到了几百著名书法家，也基本涵盖了整个书法文化史，从而构成了我对书法文化史整体的理
论框架。
　　经典系列动工，也是机缘凑巧。
数年前在京畿与会，《美文》的副主编穆涛先生让我写随笔，告诉我可以写很长。
我就写了《经典的魅力》（后修订为《天下三大行书》）一文。
此文被《散文选刊》选载，接着河南美术出版社薛海洋先生打电话，说这组文章作为跋文收入他编的
《天下三大行书》之中；我将稿子寄给著名的《书法》杂志主编胡传海先生请教，承蒙抬爱，分期连
载了。
著名的编辑家杜渐坤先生手书一函，告诉我这组书法史学文化散文收入先生主编的《2007中国年度随
笔》中，很快我也见到了样书。
《中国书法》主编李刚田先生电告，《这一曲变奏谁人和弦》，在他主编的《中国书法》发表，并嘱
咐我要给予首发权。
抬举、激励，促使我陆续写了《中国书法经典》系列文章，历时两年半。
除老友穆涛兄，此外诸先生们至今尚未谋面，完全是以文衡定去留。
这一番抬举，我是要识的。
出版过我两本书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此书，黄家宝先生多次耐心地与我商量，一并感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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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见于报刊之文、同事小放、金科、仁山、秀龙、金平诸先生多有鼓励，书法家陶然先生亦然，欣慰
之余，继之以谢忱。
　　在查阅史籍过程中，疏忽和疏漏在所难免，所谓硬伤亦可能发生，期望方家不吝赐教，今后有机
会更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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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编者所界定的书法史学文化，不是书法史料的罗列，也不是书法人物和法书的考辨，而是书法文化。
这所谓的书法文化，注重书家性格趋向与书学的关系；搜寻书家的生活轨迹与书法活动事件的成因；
书家所处的历史时代对书学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等等，定名为《中国书法经典》。
编者选择了其中近50名书家，虽非个个冥间握猪含蝉，在世间时却也罕言识浅见狭学不足者。
文中涉及到了几百著名书法家，也基本涵盖了整个书法文化史，从而构成了我对书法文化史整体的理
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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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老城：男，本姓王，字遵行，一字重叔，祖籍河北遵化。
曾在《文论报》、《青年评论家》、《文论月刊》、《诗神》任理论编辑多年。
现为河北文学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
出版长篇小说《悠悠五十载》、《魔界》、《人祖》、《家园考》、《古神》、《百年野狐》等六部
，以及随笔、文艺理论等约300万字。
其中长篇小说《魔界》获河北省第五届文艺振兴奖，《家园考》获河北省第八届文艺振兴奖。
从事书画史学文化研究数十年，先后在《书法》、《中国书法》、《中国书画家》、《中国政协报》
、《书法报》、《散文选刊》、《美文》等报刊发表《天下三大行书》、《经典的魅力》、《三家门
下转轮来》、《中国书法十大恶俗》、《这一曲变奏谁人和弦》等数十篇。
其中《经典的魅力》选入《2007中国年度随笔》，《天下三大行书》选入经典法帖跋尾。
本书《中国书法经典》是作者试图用新方法研究书法，即书法史学文化，其中部分文章已见诸报刊。
主要事迹收入《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国文艺家大辞典》等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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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卷 首语第一卷 天下三大行书——王羲之、颜真卿、苏轼第二卷 群鸿戏水“三希堂”——试说钟繇、
王献之、董其昌第三卷 天下三大草书家——关于张芝、张旭和怀素第四卷 法典越千年——楷书四大
家之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第五卷 爨碑：如此高曲谁人操弦——实地考察之我见第六卷 三家门下
转轮来——徐渭、八大山人、吴昌硕第七卷 池鱼思故渊——一代巨匠赵孟颊第八卷 这一曲变奏谁人
和弦——王铎与“三狂人”之荣辱第九卷 无名者的里程碑——庙堂三碑与金石之气第十卷 居高声自
远 非是藉秋风——孙过庭的《书谱》第十一卷 高山流水任我行——苏轼、黄庭坚、米芾的战略伙伴
关系第十二卷 峡谷沟壑有涛声——张瑞图、傅山、郑燮的人生与书法第十三卷 一法不当情 万缘同镜
象——说不尽的弘一法师第十四卷 自发渔樵江渚上——大师白石第十五卷 汉字的美术——书法经典
事件第十六卷 女性书法家纵横观——蔡文姬、卫夫人、武则天书法一解附录：  中国当代书法十大恶
俗  中国简牍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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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永和十一年的《告誓文》透漏了这样的信息：“进无忠孝之节，退违推贤之义⋯⋯贪冒苟进，是
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
”实际上，他去官退隐的决心是无法动摇的了。
　　导致王羲之辞官的一个公认的直接原因是与王述的矛盾。
王述字蓝田，扬州刺史，管辖会稽。
这个人性子急迫，比如他吃鸡子，就拿筷子扎，扎不着便大怒，扔到地上，见鸡子没有粉碎，还敢在
地上转动，他觉得鸡子在向他示威，又去踩踏，没有踩着。
只好用手捉住，放到嘴里咬破就吐。
似这等牲口似的举动令王羲之鄙视，他说蓝田的父亲就这样粗鲁，何况儿子。
王羲之辞官已经是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时年52岁。
　　在王羲之当会稽内史、右军将军与辞官归隐之间，一件伟大的艺术品诞生了，一千六百多年过去
，仍然难以磨灭，那就是古今莫二的法书《兰亭序》。
　　每年的春秋两季是行修禊礼的季节，逐渐成为风俗，人们集聚在溪边借水消除灾祸，祓除晦气，
以求得吉祥。
永和九年即公元353年，王羲之邀请文义冠世的文人雅士谢安、孙绰等42人，在兰渚山麓兰溪江畔聚会
，饮酒赋诗。
心中的不快与忧伤，官场的郁闷与无可奈何，都可以在清流激湍的洗涤中予以消融。
还有对人生的参悟与抒发，对自然的赞美，对释道文化的认同与理解。
“羲之自为序以伸其志”，王羲之用鼠须笔，在蚕茧纸上写下了永垂千古的序言即《兰亭序》。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看人生之短，人世间的万状，感慨良多。
“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王羲之如果没有那么丰富的经历，没有那么大的情绪起伏变化，没有他人生经历与个人性情的矛
盾与冲突，我想，他这篇序言一定不会这样的精彩，笔墨也好，文章也罢，莫不如此。
在我粗略翻检了历史之后不得不说，事件的发生是偶然的，王羲之写出这样富有文采和思想深度的文
章与如此精美绝伦的书法作品那是必然。
　　王羲之是个理想主义者，这终究要使他成为艺术上追求完美主义的艺术家。
但是，如果你过多审视《兰亭序》的时候，除了尽善尽美，除了“就中‘之’字有二十许，变转悉异
，遂无同者，如有神助”，还有更多的信息残留在临摹本之中。
据说王羲之在书写《兰亭序》的时候到了心手两忘的程度，可谓一挥而就，事后想写得再好一点，重
新抄录“百数十本，无如祓禊所书之者”。
文章文采飞扬，书法用尽善尽美已经难以形容了。
可也不难看出，在平和圆润的书法作品中，仍然有不可遏止的悲愤与忧伤，笔墨情绪昂奋、激愤、激
昂、激荡，求完美而不可得的躁动，追求与现实之间的企图沟通等等。
“崇山”后脱“峻岭”，“或因寄所托”的“因”，“悲夫”前两字和“夫”字，“斯文”的“文”
，都有明显的涂抹。
说到底，这是一部草稿，但是，就是这草稿，让千百年来历代书家刻意追求一字不错的书法相形见绌
。
　　1984年，嵊州的周乃光先生将研究王羲之故事的专家陈玮君先生的专集转赠与我，在我脚踏实地
走在绍兴的大街小巷之后，寻找王羲之的信息的情绪就更加浓烈。
说不定哪条路上就有他的足迹，他曾经在哪里逗留过。
尽管鲁迅故居那么让人亲切，尽管我坐在乌篷船上荡悠悠，尽管在沈园看到了陆游的“红酥手”的“
手迹”，还在咸亨酒店吃了茴香豆喝了黄酒，心却已经到了“兰亭”那个地方。
　　离兰亭还很远，一股商业气息扑面而来，到处都沾染着兰亭，体现着一代书圣留给后人的恩泽。
街道两旁都是文化店铺，青年们蘸着“金墨”学着王羲之的样子在扇面上默写《兰亭序》，金光闪闪
，非常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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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王羲之如果在世会有怎样的感想，是喜出望外，这么多人重复他惟妙惟肖，还是另有一番滋
味在心头。
“笔者”那副成竹在胸般又闲散的样子，活像饱学之士，见了游客只是笑笑，决不刻意兜售他们的“
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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