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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3世纪初，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借助马背上的骁勇，迅速崛起，统一蒙古族各部落，创立了
蒙古汗国。
数十年间灭西夏，又向西北扩展，征服俄罗斯与中亚、西亚，紧接着侵入长城关内。
1234年，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与南宋联合灭了金国，占据了黄河流域的中原大地，并开始大兵压
境向南进军。
宋高宗咸淳七年（1271），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元世祖），取《易经》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大元
，次年定都大都（今北京）。
至元十六年（1279）灭南宋，统一中国，结束了300年来国内各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元朝扩大了疆域，比之汉唐更为辽阔。
战火连绵使人民痛不欲生，但其后南北统一却使各民族间的文化得比相互交流，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
库，东西方之间因渠道畅通，科学、文化的交流传播也进一步发展。
     蒙古定都北京，又以中国为汗国之中心，即是看中了当时在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汉文化和汉族的封建
经济实力。
“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
在战争中，蒙古贵族首领逐渐改变了游牧民族的陈旧观念。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更注意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并以文治之道为立国之本。
他采纳契丹人耶律楚材和汉人学者刘秉忠、姚枢、许衡等人的主张，推行“汉法”，所订制度，多参
照唐宋体例。
     元初，尽管因战争的原因，各民族得以广为接触，然因蒙古贵族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将各族人分为
四等，蒙古人为一等，色目人（指西域人）为二等，汉人（指女真人和原金统治下的北方汉人、契丹
人）为三等，南人（指淮水以南原南宋人）为四等，因此汉族人民及汉族士大夫地位卑下，思想十分
痛苦。
尽管在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统治者采纳了汉族儒士提出的“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的建议，
重开科举制度，但因此走入仕途的儒生，依然很少。
国家各级政权主要掌握在蒙古贵族手上，汉人入仕者仅为附庸。
元世祖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曾命程钜夫往江南访贤，征得儒士24人，赵孟頫居首选。
赵氏出山以后，对元代书画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元代虽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但在思想上却并没有重大的钳制，比较宽松。
政治上的不平等待遇，使汉族士人仕途无望，于是许多人转向文学、艺术方面的奋斗，促使散曲、杂
剧、书、画在元代有了长足的进步。
     继宋词后发展出的元曲以及在前代基础上发展出的元杂剧，在元代成为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占有
突出的地位，许多作品反映了当时人民的苦难、社会的矛盾，具有现实主义倾向，这显然是一部分知
识分子无望仕途，而与民间艺人和下层广大人民广泛联系的结果。
尽管其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但那些鞭挞社会黑暗、歌颂纯真爱情的作品
，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摆脱封建思想束缚的倾向，具有大胆的创造精神。
     在绘画方面，元代如赵孟頫、李衎这样官居高位的艺术家毕竟太少，因此那些拒不入仕或不得志的
文人画家，便以陶渊明为理想人物，而小隐于市。
他们以山水画或梅、兰、竹、菊寄托情怀，抒发爱国之心与崇高的气节，导致了以重主体情感的写意
山水画为主流的文人画的发展。
其实即如赵孟頫亦属于在痛苦中度过一生的士大夫文人艺术家，他的作品亦以上述题材为主流，因而
在思想感情上他与隐逸画家是一致的，元季山水四大家黄公望、吴镇、倪云林、王蒙无不受到他的影
响。
     书法的发展，与文学、绘画等各类艺术一样，都因元代统治者对汉族文人的歧视而受到影响。
但由于书法的实用性一面，作为文字的载体，它是任何一个在中国的统治者都不可能回避的。
元世祖不善书，却为了他的子孙能在这块汉文化的土地上坐稳江山，而令太子裕宗向指定的名儒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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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临写的大字珍藏于东观。
其后英宗、文宗、顺帝都研习书法，文宗书受赵孟頫影响宗晋人，顺帝之子爱猷理达腊则书学虞世南
。
尤其是元文宗于天历二年沿“玉堂”旧制建立了奎章阁，由学士虞集撰《奎章阁记》，集因代法书名
画作为内府收藏。
元文宗还命柯九思为奎章阁鉴书博士，并在奎章阁集中了一批重要的书家，如虞集、揭傒斯、康里巎
巎等。
由蒙古贵族为统治者的元代，有此盛举，不能不说是书史上的大事。
可惜奎章阁是短命的，仅仅五年，柯九思就因大臣争权、宗室内讧而被撵出朝延。
     元代书法的发展最为突出的因素，客观地说还不是帝王于一定程度上的支持，元初的少数民族书家
如辽宗室耶律楚材（1190—1244）等，虽善书，但也不足以有震动书坛的影响力。
其最重要的因素仍是由于领一代风骚者赵孟頫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
赵孟頫以精妙绝伦的书画赢得元世祖恩宠和朝野的好评，荣际五朝，官居一品，使得元代绝大多数的
书法家仰慕于他。
由于他书法推崇二王，提倡复古，影响甚大，因而形成了队伍庞大的赵派书家群。
     赵孟頫虽身在高位，但一生始终有归隐之心，如前所述他的山水画开启了元四家，在艺术思想上乃
与隐逸画家相通。
因此这种被压仰的精神创伤不可能不反映于他的书法。
书法既不同于绘画直接以形表现，也不同于他自己的诗词可以吟哦出内心的痛苦，只是书法反映得较
为隐蔽罢了。
在元人统治下，赵氏推重古法，不能不说有恢复传统的一点民族意识；他着意追溯晋人，取晋人之逸
趣，也不能不说其有一点寻求超脱之意。
他的书法以遒丽、秀逸为基调，以清新脱俗、高雅出尘开启了一代新风，将北宋苏、黄、米等提倡的
文人书法，在南宋后期衰微之后，向前发展了一大步。
其书法中体现的书卷之气，后来成为涵盖书坛近500年的楷模。
诚如此，元代以赵孟頫书风为主流的书法，较之唐人缺雄放之气，较之北宋少奇逸之趣，则是元代的
社会条件之局限使然。
     元代的书家除开赵氏一脉，还有隐士一脉。
尽管其中不少作者也受到赵氏影响，或因社会地位的共同性而具有一致的审美取向，但其中为数不多
的隐士书法家，却有别于赵派书法的风格特征。
他们虽具有优厚的生活条件，却不能出仕而报效国家，苦闷的矛盾心理，使他们只能以书法来表现情
性，因此比起赵氏一脉来，能更多地流露出自己个性，如吴镇、杨维桢、倪瓒、陆居仁等。
虽然此脉远不及赵孟頫影响之大，但不可忽视他们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元代帝王为巩固统治还大兴宗教，对各教派基本一视同仁，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犹太教都
得以传播，其中因佛教和道教在蒙古统一天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因而此二教力量最强，影响量大。
佛教寺院之多，道教庙观之大，都是空前的。
与此同时，元代帝王采纳汉儒士主张，仍然推重宋代程朱理学，宣扬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观念。
所有这些都在元代的文学、戏剧、绘画中反映出来。
元代书家留下了许多他们所抄写的佛经、道经，也正是宗教影响的结果。
同时，更因佛教、道教的流行，涌现出一批佛家、道家书法家。
例如中峰明本（1263—1323），钱塘人，俗姓孙，性睿敏，元代高僧，为高峰妙和尚的弟子。
他是赵孟頫夫妇的佛门师傅。
晚居浙江天目山，仁宗召聘不出，赐谥普应国师。
书虽初学王羲之，然用笔尖起尖出，类“柳叶”，自居家数，其书作流传日本较多。
又如一山一宁（1247—1317），俗姓胡，浙江台州人。
南海普陀高僧，大德三年（1299）奉元成宗命，持诏书出使日本，后留住日本镰仓建长寺、圆觉寺和
京都南禅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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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寂后日本人追赠“一山国师”，所传佛门学派世称“一山派”。
其草书在日本极负盛名，日本当时的书家雪村友梅、虎关师炼均出其门。
他的草书师承颜真卿、怀素，狂放有法度，元气淋离。
有《雪夜作》、《六祖偈》、《法语》等墨迹传出，在日本尊为国宝。
再如雪庵溥光，俗姓李，字玄晖，号雪庵。
大同人。
元代高僧。
学兼内外，淹贯百家，书画俱入神品。
其书学颜、柳，“善真、行、草书，尤工大字。
国朝禁匾，皆其所书”。
他的榜书还影响了高丽。
此外，元代禅僧古林清茂（1262—1329）、明极楚俊（1262—1336）、清拙正澄（1274—1339）以及元
叟行端、祖瑛、月江正印、龙岩上人、楚石梵琦、了庵清俗等，书法各具特色，表现了佛门书家特有
的孤介绝俗之气息。
因佛道书家并非元代书法的主流，后面不再展开。
     由于元代是一个由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时代，因此少数民族中也涌现出一些汉化的高层知识分子。
他们大都长期生活在中原，与汉族文人接触而受到感染，其中也不乏朝中重臣官僚，如康里巎巎、周
伯琦等，都在元代书法家中身手不凡，并对后世书法颇有影响。
这些少数民族书家对于交流各民族的文化艺术，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元代书法的发展，因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士人的特殊地位所决定，这是我们了解元代书法时所不能
忽视的。
     二、元代书法的复古现象     元代的书法约可分为三期，前期包括蒙古王朝之初到大德之前，即指忽
必烈的统治时期。
蒙古统一中国之前，因战争连绵，书法不振，所以前期实际上主要指忽必烈灭南宋之后约20年间
（1279—1294）。
元初赵孟頫、鲜于枢、邓文原等可视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书家。
中期指从成宗大德时代至文宗天历、至顺时代（1295—1331），元代的书法得以较为充分的发展。
这一时期不仅是赵孟頫的书风风靡朝野，而且赵氏的学生辈如虞集、张雨、柯九思、朱德润等亦都活
跃于江南和大都，更因文宗酷爱书画设立奎章阁，而使元延聚集了一批有才华的书画艺术家。
文宗以后至元末的顺帝时代（1333—1368）是为后期，这一时期康里巎巎 、周伯琦成为帝王身边最重
要的书家。
此外隐士书法在乱世中也得以突现。
总体而论，88年间因赵孟頫的影响，元代书法整个表现出全面复古的趋势。
     回顾历史，北宋书法在“宋四家”的倡导下，表现出强烈的文人写意特征。
自宋南渡后，这种文人书法的写意特征却没有再得到充分的发展，模拟当代书家之风转而抬头。
最突出的是苏、黄、米的影响，不仅在北地，金朝的书家竞相仿效，南方亦如此。
宋高宗赵构曾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其《翰墨志》云：“本朝士人，自国初至今，殊乏字画名世，纵有
，不过一二数，诚非有唐之比。
”他自己的书法实践，即初从黄，再从米，而意识到须追本源后，则从智永上追二王，故其自云：     
余自魏晋以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众体备于笔下，意简犹存于取舍。
至若《禊贴》，则测之益深，拟之益严。
姿态横生，莫造其原，详观点画，以至成诵，不少去怀也。
     惜南宋为时代所限，宋高宗的这种以回归魏晋而图书法变革的思想，未得拓展。
     元初赵孟頫的出现，使元代初期的书风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在赵孟頫之前，北方书家多宗颜鲁公，学习苏、米的人也不在少数。
但自从赵氏书风的风靡，一股向晋人学习的复古潮流占据了整个朝野，即连由金入元的的鲜于枢，也
力主归宗二王，并受到赵氏本人的浸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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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主义的书风因赵氏的提倡，笼罩了整个元代，继而延续至明代中期。
我们将书法史上的这一转折，看成是一次重要变革。
     赵孟頫的书学思想，正来源于赵构，他在仕元之前，便从赵构书法入手。
一是其为宋王室后裔，所谓嫡系之传；二是赵孟頫的书学观，受赵构影响颇深，只是仕元后赵孟頫因
政治上的原因，隐匿不言而已。
但一旦时机成熟，他便毫不隐匿自己的观点，而坦露俗继承宋高宗遗志的决心。
赵孟頫言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于印章则提倡汉魏印章贵有“典型质朴之意”，抨
击“新奇相矜”、“不遗馀巧”的世俗审美观；其“作诗文皆从李、杜、韩、柳中来，顿扫旧时（指
南宋以来）之气习”。
因此他的艺术审美观完全是以崇古为立场的，这种崇古思想，导致了他在书法上以晋人书风为尚，再
由魏晋上溯两汉、先秦、所以他广涉行、楷、今草、章草、隶书]、小篆乃至籀书。
由于赵孟頫的影响，各种书体在元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吾衍、吴叡、周伯琦等多数书家以篆隶名世
；印章亦因赵、吾的倡导而由实用艺术转而成为文人艺术，并得到自隋唐以来前所未有的发展。
元代的篆隶艺术和文人印章艺术成就，向不太被人重视，而实际上是书法史上不容忽视的一页，对以
后明清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章草一体，唐宋罕有人作，而在赵的影响下元代则不乏好手，鲜于枢、邓文原、康里巎巎、俞和等均
擅章草，元末宋克法前人而创造性地将章草与今草糅合，使章草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
此外小楷的振兴，也与赵氏的身体力行有关。
这些风气使元代书法反映出鲜明的全面复古现象。
     赵氏的书法观，集中体现在这样一句话：“当则古，无徒取于今人也。
”所谓“则古”，即以古法为准则；所谓“今人”，则显然是针对南宋以本朝书家为法的风气而言的
。
因此赵氏的崇古书法观，正与赵构合拍。
不论其初衷如何，客观上却显然有着振兴之意，犹如唐宋八大家之古文运动，乃借古以开今，以法古
而力矫时弊也。
虞集曾说：     大抵宋人书自蔡君谟以上，犹有前代意，其后坡、谷山，风靡从之，而魏晋之法尽矣。
米元章、薛绍彭、黄长睿诸公方短古法⋯⋯米氏父子书最盛行，举世学其奇怪，不惟江南为然。
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书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于湖之险，至于即之（张即之）之恶谬极矣
。
至元初，士大夫多学颜书，虽刻鹄不成，尚可类鹜。
而宋末知张之谬者，乃多尚欧阳率更书，纤弱仅如编苇，亦气运使然耶！
自吴兴赵公出，学书者始知以晋名书。
     此段话精辟地概括了赵氏开一代书风的原因，也将赵氏在书法史上的突出贡献阐明。
     明代的董其昌一生以超越赵氏为目标，正是从赵孟頫本身超越宋人这一点上得到的启示。
大凡书史上开派的一代宗师，都清楚前辈人的笼罩是开启一代新风的最大屏障，因而注意师法文人书
法本源。
而赵孟頫所领导的这一古典主义的回归潮流，正具有了这种特征。
董其昌云：     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或曰意不胜于法乎？
不然，宋人自以其意为书耳，非有古人之意也。
然赵子昂则矫宋之弊，虽已意亦不用矣，此必宋人所诃，盖为法所转也。
     这一高屋建瓴的评论，以意与法的辩证关系观照书史，既含蓄地批评了宋人欠法、元人欠意，又含
蓄地肯定了宋人取意、元人取法而各能超越前代的优势。
而董的意、法统一目标，正是晋人的韵。
然平心而论，他的这一目标实是与赵孟頫相同的，只是赵氏所处的时代，既不可能有苏东坡那种抒发
个性的自由境界，也不能似米、黄那样狂放颠逸而振迅天真。
他也并非完全如董氏所云“虽已意亦不用”，而如宋濂所评的那样，“笔意流动而神藏不露”。
客观地说，这是赵氏书法的长处，亦是其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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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在全面回归中恢复古法纯洁性的努力，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个性情趣在更深层次上的拓展，并因此
而成为这一书法潮流的主要特征。
诚如此，以赵氏崇古导致的元代书风，以其典雅、秀逸的书卷之气，为文人书法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
液。
     三  书法与文人画紧密结合的开端     元代书家中，书、画集于一身者十分普遍，较之宋代更向前迈
进一步，苏轼、米芾尚未在画面上加以题跋，而元代书画家如赵孟頫、柯九思、倪瓒、吴镇、张雨、
杨维桢等，均喜在画面上题跋、钤印。
画成之后，将时间、姓名、作画的感受、题画诗跋于画上，再钤上印章，一可补意之未尽，二可使文
学、书法、印章与画相映成趣，增加了形式感。
这种题跋的形式使元代文人画形成了新的风尚。
与此同时，画中的书法用笔，在崇尚古法思潮的影响下，也越来越被人重视。
赵孟頫诗云：“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
”这种观点可视为此时画家自觉地将书法融入绘画用笔的代表。
柯九思善写竹石，他甚至认为“写竿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法，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
折钗股、屋漏痕之遗意”。
由此元人在观赏柯九思《竹木图》时，如此写道：“绝爱鉴书柯博士，能将八法写疏篁。
细看古木花藤上，更有藏真长史狂。
”元代以书法笔法观照绘画的认识，一方面乃由元人重视恢复古法派衍而出，另一方面也丰富了自北
宋以来文人画的用笔技巧。
反之文人画在元代的发展也大大促进文人学习书法的欲望，因而成为书法本身发展的一种动力，当时
的书画家力主以书入画，认为“士大夫工画者必工书，其画法即书所在”。
画上的题跋与以书法入画的风气，使元代书法与文人画紧密结合起来，对后世的书法产生了积极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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