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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梅庆，浙江省嵊州市人，1936 年 12 月生，

系书圣王羲之第四十九世孙，当代书法家。浙江

省书法家协会会员，绍兴市书法家协会理事、教

育委员会委员，嵊州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 原

主席 )，嵊州市剡溪书院院长、国学研究部主任，

《嵊州文化》《嵊州书法》期刊主编。



（题词者鲍贤伦先生为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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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梅庆先生和他的书法艺术（代序一）

我初识梅庆先生是在 2004 年 4 月首届嵊州国际书法朝圣节暨王羲之故居旅

游开放典礼上。那时梅庆先生任嵊州市书法协会主席。他给我的印象是：人很朴

实，话语不多，办事认真，字写得很好。次年 5 月，第二届朝圣节时，我又被邀请，梅

庆先生领我和六朝书法研究专家刘涛教授、王羲之研究专家祁小春博士，以及孙洵

先生等一同到独秀山寻找卫夫人墓地遗址，又看了《金庭王氏族谱》重刻本。晚上，

召开了王羲之问题座谈会，我归纳大家意见作了发言。2007 年嵊州创办了《嵊州

书法》杂志，梅庆先生任主编，聘我和刘涛、孙洵等为顾问，并约我们为刊物写稿和

发表书法作品。可以说我们交往已经很深了，但直到 2013 年 12 月我和故宫出版

社同志一道再访嵊州时，因为日本书道朋友拟邀请羲之后人访日，我才知道梅庆先

生是王羲之第 49 代孙。

这使我想起了《金庭王氏族谱》中的王羲之画像，我和沈定庵先生以及许多二

王研究专家都认为，它和许多传世的王羲之画像比较起来是最好的，应该是有原本

作为根据的。据记载，王羲之曾有“临镜自写真图”（即自画像）传世（见唐《历代

名画记》）。这个自画像一直传到北宋，米芾还曾经见过，并已收入其《书史》和《宝

章待访录》中。《金庭王氏族谱》中有南宋人的序言，时代相接，最初的修谱者见到

过王羲之自画像是完全可能的。试看梅庆先生那“略显单薄”的身躯，修长的面颊，

深邃的目光，可以看到许多地方与肖像有神似之处。

梅庆先生的书法应在年轻时就打下了扎实基础，故刚入壮年就引起了老一代

书法家们的重视，如陆维钊、林散之、沙孟海、钱君匋等老先生都曾给予很高评价并

寄予热情期望。梅庆先生不仅重视书法技术的训练，更重视文化的素养。如他有

副对联说：“好古游六艺，作草嗣二王”。他主张“以魏晋为宗，以秦汉为骨。参以

文史，方入妙道”。他多年从事语文教学工作，对古代文史非常熟悉。如他曾多次

书写《文心雕龙》之“风骨”篇。这在书法界是很少见的。文中说“辞之待骨，如体

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这完全适合书法的要求，只有做到风清骨峻，才算

得上乘之作。看他的作品，不仅有老到的笔力，更有浓厚的文人气息，故非常耐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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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2005 年写的扇面“追求艺术品格，守望精神家园”，2013 年为东京国际美术大展

写的“一衣带水”，从内容到形式都几乎达到了相当完美的境界。

梅庆先生的书法虽然扎根二王，但他又不故步自封，而是对历代书法的发展成

果都广泛吸收。从他书写的王勃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和周邦彦词《浣溪沙》《少

年游》等作品中可看出王铎、傅山等人对他的影响深刻。二王时代多为信札之类，

尚无条幅、楹联等形式。王铎等人在这些形式上做了发展和突破，如字法的重新组

合、章法的错落有致等。这些在梅庆先生的书法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梅庆先生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其书法作品受到国内外书法界的好评，并为许多

单位和个人收藏，还得很多有分量的奖。在为人方面，他乐于助人，桃李满天下，流

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但他做人却非常低调。如他自己从不主动宣传自己书圣后

人的身份；担任书协主席、名誉主席多年却从未出版过个人书法专集；担任书法杂

志主编多期，介绍过许多书家，但杂志上连自己一张照片也未登过。这些都是很少

有人能够做到的。故浙江省书协主席、文物局长、著名书法家鲍贤伦先生引六朝人

语写了“德艺周厚”匾额送他，并题字说“王梅庆先生当之”。作为知情人和领导，

这是对梅庆先生一生人品和艺术成就最准确、最经典的评语。

2013 年 2 月，他寄信给我，并附一页纸的简介。信中说：“因平时很少参加大

的活动，我的材料，仅此而已。”并说，“因是学生在我不知情中做的，多为不实之

词。请王老师拨冗另代作数言，以增荣光，不胜感激”。这是他拟去日本举行书展

之前给我的短信。我回电话说：希望将您的生活和学书过程再多说一些，以便文章

写得更丰满一些。他回电话说：展览因故推迟，何时举行尚未定。事情就此中止。

我现在才知道，其实书展在当年 4 月即在日本举行了，展览非常成功。大概因为时

间太紧，或不愿再给我增加负担，就未通知我。现在想起来，因未能完成老友的重

托，十分内疚。信中所说“多为不实之词”，并不准确，实际评价远远不够。这又说

明他为人的谦逊态度。现在梅庆先生重病在身，已不能言语，他的女儿黎鸣同志要

为他出一本书法集，以作纪念。现略述我与梅庆先生交往的过程于上。因在他身

体健康时未能表达对他人品和学问的敬仰之情，我是很遗憾的。

王玉池

2016 年 6 月于北京

（作者为著名书法理论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书协培训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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兀兀穷年   风规自远（代序二）

二十年前，山东省费县人民政府准备召开唐代书家颜真卿专题学术研讨会，魏

宝玉副县长约我撰稿。我从《唐书》《新唐书》的角度结合书史论下笔，审稿者是

临沂师范学院中文系王汝涛教授，十分赞赏。面晤后我方知王教授上世纪四十年

代从设在南京建邺路上的“中央政治大学”毕业，对胡小石、胡翔冬、陈中凡、汪辟

疆等前辈学者极为叹服。笔者五十年代后曾请益于以上诸老，所以引为同门，欢谈

甚洽。临别时他告诉我临沂市委、市政府正准备筹划王羲之研讨会，让我准备论文。

此刻提到浙江嵊州还有书圣的后裔，于是王梅庆的名字留在我的脑海中。

不久，临沂市委、市政府召开了王羲之专题研讨会，王汝涛教授推荐我与中国

艺术研究院王玉池研究员为大会学术主持人，并以顾问身份参与论文集编撰工作。

就在这次大会上我有幸见到王梅庆先生，他中等个头，人很清瘦，很儒雅。发言时

老兄讲的方言如同“越剧”的念白，我遂给以“翻译”并就他用的专业术语向与会

代表作了诠释，散会后他特地向我表示谢意，很中肯，没有一丁点花言巧语、阿谀奉

承，给我留下此兄忠诚老实、人很敦厚的印象。

2003 年秋，临沂市又主办“王羲之书法艺术暨琅琊王氏国际研讨会”，我又与

梅庆兄会晤，他让我剖评其论文与书法创作。既是好友又是正直的读书人，我便敞

开心扉谈了很多个人见地，双方的感情又往前进了一步。特别让我感动的是，他不

仅在创作，更主要的是在绍兴、嵊州培养了一批有资质、有素养的书法接班人，可谓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所以，我论其一生功绩重在他作为书法教育家的功绩，此

功绩当载入史册。

此后我与王玉池学长、中央美院刘涛教授、山东大学博士后张传旭等书界好友

两次去嵊州出席国际书法朝圣节。时任浙江省书协主席朱关田先生既嘱咐梅庆兄

尽力照顾好我与玉池先生，也谈到梅庆兄是个厚道人，创作上也有建树。梅庆兄上

溯钟鼎文字，在结字章法上揖让交互、错落跌宕，有浑然一体的构思；在汉隶古法上

用笔又掺入简牍帛书，淳古而不拘谨，风神动人。他的行草书当是其一生的追求，

家学之悠远、菁华之传承让读者窥见“羲、献遗韵”，“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落笔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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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又不乏新意。

书圣说过：“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便不是书，但得点画

耳。”前贤李嗣真也说过“羲之万字不同”。以此来衡量梅庆兄的作品，你还会发现

他不囿于门庭，在作品中融入了孙过庭、米南宫的长处，说明他也在谋篇、在思考，

可以变！这是“永不驻足”、不墨守成规的表现，我极其赞赏！

梅庆兄是绍兴市书协理事、教育委员会委员，连任嵊州市书协主席三届，现为

名誉主席，还是剡溪书院院长、国学研究部主任。还有《嵊州文化》《嵊州书法》的

主编，《越中书画家大辞典》副主编。师友、门生弟子的文章，都应收入本集，可以

全方位地展现王梅庆先生的一生。

为了出这个集子，梅庆兄女儿王黎鸣先找到山东临沂书画家某君，此人又找

到南京书画家石延平，石君通过庄希祖先生才找到我。当时我正在协助刘锋学弟

编著《丁二仲卯集》，还在忙碌个人专著《江苏篆刻史》，立马停下，要为病中好友写

序。10 月 17 日上午，还特地去邮局挂号发出（有收据作证），20 日邮到嵊州，谁料

到遭到“遗失”…… 我很累，也极气愤。冥冥之中，感到这是人生旅途上梅庆兄向

家乡父老、好友门生的一次总结，为什么命运多舛，又如此不顺呢？……

我要用文字记下这段令人费解的奇闻。

孙洵

2017 年 10 月 26 日于南京后潜研堂

（作者为著名书法家、书法史论家，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南京市向阳卫生院前任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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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六五    携书圣遗风  王梅庆风靡东瀛 / 宇俊之 

〇六六    王梅庆先生的演讲会 / 远藤英湖 

〇六八    三访金庭拜书圣 / 杜小荃 

〇七〇    兀兀穷年  笃行不倦 / 邢增尧 

〇七二    王梅庆书法作品赏读 / 钱方法 

〇七四    德艺周厚——王梅庆先生素描 / 俞鑫正 

〇七七    我的恩师王梅庆老师 / 王华钦 

〇七九    后记 / 王黎鸣

〇
〇
四

王
梅
庆
书
法
集



〇
〇
〇

条 

幅

蔡 

邕 

《
笔
论
》
句
钞

原
文
：

夫
书
，先
默
坐
静
思
，随
意
所
适
，言
不

出
口
，气
不
盈
息
，沉
密
神
采
，如
对
至

尊
，则
无
不
善
矣
。



〇
〇
二

王
梅
庆
书
法
集

刘 

勰 

《
文
心
雕
龙
》
句
钞

原
文
：

故
辞
之
待
骨
，如
体
之
树
骸
；
情
之
含

风
，犹
形
之
包
气
。
结
言
端
直
，则
文
骨

成
焉
；
意
气
骏
爽
，则
文
风
清
焉
。



〇
〇
三

条 

幅

刘 

勰 

《
文
心
雕
龙
》
句
钞

原
文
：

若
丰
藻
克
赡
，风
骨
不
飞
，则
振
采
失

鲜
，负
声
无
力
。
是
以
缀
虑
裁
篇
，务
盈

守
气
，刚
健
既
实
，辉
光
乃
新
。
其
为
文

用
，譬
征
鸟
之
使
翼
也
。



〇
〇
四

王
梅
庆
书
法
集

刘 

勰 

《
文
心
雕
龙
》
句
钞

原
文
：

故
练
于
骨
者
，析
辞
必
精
；
深
乎
风

者
，述
情
必
显
。
捶
字
坚
而
难
移
，结

响
凝
而
不
滞
，此
风
骨
之
力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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