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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书法》是一部较为实用的大学书法教科书，其内容正确、系统、丰富而有新意，比较切合
学生的接受能力与应用要求。
该书把中华文化中的精华全面昭示于学生，并把内容丰富而特色鲜明的中国艺术传授给学生，是一本
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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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择帖与临摹　　第一节律帖常识　　学习书法，离不开碑帖。
什么叫碑帖？
人们往往将碑与帖混为一谈，其实碑与帖不是同_个概念，它们是有区别的。
碑是石刻，是前人为了纪念国家和地方大事或某个人的生平事迹，将文章刻在厚厚的大石板上，树立
起来，以志留念的。
碑还包括碑碣和埋藏在坟墓里的墓志铭以及依山而凿的摩崖。
帖最早是指帛后来泛指一般笔札。
将历代名家墨迹临摹下来，根据刻在石板或枣木板上，拓印下来，专门供人临摹的纸本，即称为帖。
象王羲之、颜真卿等高水平书家写的作品刻的帖，称之为法帖。
我们平时所说的帖，是指字帖，其意指范本。
但&ldquo;帖&rdquo;还有一个所指是与碑相对的，它专指墨迹而不指拓本。
从大的范围说，拓本也是临摹的范本，也叫帖，而从特指的角度看，只有墨迹手书才叫帖，拓本往往
以碑称之。
为了区别起见，往往称范本的帖为字帖，而称与碑相对的帖叫墨迹或手帖。
　　一、碑刻　　碑刻之风始于秦代，盛于后汉，至北朝时已蔚然成风。
它包括庙碑、墓碑、碣、墓志、造像以及摩崖石刻等。
其内容多为记载名人事迹，名胜沿革以及政令、禁约等。
　　碑，《说文解字》释为&ldquo;竖石也&rdquo;。
即竖在地上的大石块，原先石块上是没有文字的，这种没有文字的竖石，在古代有三种不同的用途：
一种是置在祠庙之中，作为拴祭祀牲口之用；另一种是设在宫中，作为观测日影，以计算时间之用；
再一种是临时竖在墓穴旁，作为引绳下棺之用。
后来，人们将字刻于其上，用来记事，歌功颂德，相因成制，遂成今日所见之碑。
祠庙之碑如汉《鲁相史晨飨孔子庙碑》《鲁相乙瑛置百石卒史碑》等；官中之碑如唐《九城宫醴泉铭
》《万年宫铭》等；冢墓之碑如：汉《汤阴令张迁碑》《邰阳令曹全碑》等。
兹后刻石繁衍为摩崖，题名，以及造桥筑路、祥瑞记事，乃至政令、禁约等等。
祠庙宫中之碑推及寺观、厅堂、楼阁、刻经、经幢等等。
冢墓之碑扩展为石阙、搭铭、造像、表颂等等。
　　至晋武帝，以为刻石立碑，既耗费财力，又兴长虚伪，下令禁止。
故碑文转埋于地下，以一长石为二方石，一日墓盖，一日墓志，以盖代额，以志代文，相合而置于棺
前，即今所谓的墓志。
　　二、刻帖　　摹刻于木上或石上，专门作为临习，欣赏用的历代法书，称之谓刻帖。
刻帖分单刻帖和集刻帖两种：单刻帖即单刻一种，如《曹娥谏辞》《乐毅论》《争坐位》等；集刻帖
亦称套帖或汇帖，即将各种帖汇集在一起摹刻成套的，如《淳化阁帖》《大观帖》《快雪堂帖》等。
刻帖纯粹是根据手迹摹刻上石的，目的是为了把著名的书迹流传给后世，它不忌一刻再刻，只讲究刻
手精工。
　　至于刻帖究竟起于何时，历来有各种说法，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开始于晋代，
因为传说《乐毅论》石本是王羲之亲自书刻的；有的说开始于隋代，因为传世有《开皇　　兰亭》可
以作为证据；有的说开始于唐代，因为《十七帖》后有&ldquo;褚遂良校&rdquo;及&ldquo;勒充馆
本&rdquo;等字样，说者谓&ldquo;勒&rdquo;即勒石也。
又说《定武兰亭》亦应是唐时所刻；有的说应开始于南唐，因为传世有《保大帖》《升元帖》《澄清
堂帖》传皆为南唐时刻，实际上，仔细考证一下，以上各种说法都把开始刻帖的时间提前了，各种证
据也都站不住脚的。
现存可信的最早刻帖为北宋淳化三年（992）所刻的《淳化阁帖》。
此帖乃宋太宗命王著等模集镌刻的。
从历代帝王到历代名臣无不包罗，可谓洋洋巨制。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书法>>

以后依此帖辗转翻刻的不下数十种之多。
公私刻帖蔚然成风，明清二代继续不衰，如明文微明刻《停云馆》12卷，清高宗弘历刻《三希堂
帖>32卷，续帖4卷，曲-阜孔氏刻《玉虹鉴真》并经一再增刻、汇帙10l卷称《百一帖》。
自宋代以来，士大夫们几乎家家各置一石，相矜以为风雅。
　　三、碑帖的区别　　碑与帖的区分主要有以下几点：①功用不同&mdash;&mdash;碑是为了追述世
系，表功颂德或祭杷，纪事用的；而刻帖是专为书法研习者提供历代名家书法的复制品（拓本）。
②文字内容不同，碑是为了颂德、纪建，故有一定的文字格式和内容；帖则以书法的优劣为选择标准
，书法精者片楮只字皆收，故内容庞杂，形式不一。
③书体不同&mdash;&mdash;隋以前的碑都是篆、隶、楷书，唐初始有行书入版，草书除武则天《升仙
太子碑》外绝少有之；而刻帖则以简札为主，故行草小楷居多。
④形制不同&mdash;&mdash;碑是长方形的竖石，高辄丈余，有额，有趺，往往四面刻字；帖为横石，
一般高不盈尺，无额无趺，一般只正面刻字。
此外，帖有木刻，碑则绝少。
⑤上石之法不同&mdash;&mdash;碑大都书丹上石，帖大都摹勒上石，书丹是用朱墨直接写在石上，摹
勒是从真迹钩摹上石。
⑥刻法不同&mdash;&mdash;古碑之刻，有时因循刀法与书丹原迹有所出入，北朝碑刻，有的甚至不书
丹而直接奏刀；帖则必须忠于原作，力求刻成后的效果与原作毕肖。
⑦风格特征不同&mdash;&mdash;碑生涩质朴，富有自然气息；帖刻意精工，点画周全，犹有书韵。
正如清朝阮元在《北碑南帖论》中所云：&ldquo;短笺长卷，意志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
深刻，则碑据其胜。
&rdquo;　　总之，不论碑与帖有哪些区别，它们的书法艺术价值是相同的。
优秀的碑与帖都是后人学习书法时临习的极好范本。
　　第二节 碑帖的选择　　对于具有一定书法基础的爱好者来说，可能先择字帖范本比较容易。
然而，初学者故常常为选不好一本字帖而苦恼。
到书店去看看，各种碑帖应有尽有，种类繁多，琳琅满目，但究竟哪一本字帖适合自己练习，却拿不
定主意，有的只好人云亦云，盲目地买来就学，结果收效不大。
　　选帖其实也有学问，如果选中一本适合自己特点的好范本，那么练习中就可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
反之，则有可能走不少弯路，影响学习。
初学者要挑选一本适合自己练习的范本，一般应掌握以下四个原则：　　一、范本优秀　　我国自汉
魏以来，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书法家，留下了大量的碑帖，其中不乏艺术成就很高的优秀范本。
而且风格各异，各种书体皆备，适合大学生学习。
学习书法历来都重视向古人的优秀范本学习。
所谓&ldquo;取法乎上&rdquo;。
康有为说：&ldquo;右军善学古人，而变其面目。
&rdquo;梁在《评书帖》中说：&ldquo;学书须步趋古人，勿依傍时人。
&rdquo;黄庭坚在《论书》中说：&ldquo;学书时时临摹，可得形似。
大多要取古书细看，令人神，乃到妙处。
&rdquo;当代书坛泰斗沙孟海先生晚年常说：&ldquo;大家不能学我的字，如要学我，还不如去了解我
字的来处，学我老师的字。
&rdquo;他这里说的老师就是古代留下来的优秀碑帖。
然而，我们在书店除了看到大量古代的碑帖之外，还能发现不少今人临写的字帖以及今人的手迹，面
不少人则把后者作为范本去临习，这是很不妥当的。
因为，首先古人的碑帖是经千百年来的历史检验，事实证明强具有高度艺术水平的，对中国书法的发
展起过并还在不断地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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