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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体《金刚经》书法浅谈

书法是中华民族特有的艺术，源远流长，而且有着非凡的艺术魅力。它不仅以变化多姿的线条给人以视觉美感，更重要的是它能张扬个性、抒发感情。

所以古人说书法能解释人的灵魂。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在绘画方面可谓直接带来了新意，而书法的情形却相当不同，因为印度文化没有书法，所以形式方面不可能带来新的技法，主要

在内容方面促进了中国书法的发展。佛教为了在中国拓展，经文是最好的传播途径，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抄写经文便是唯一的手段。魏晋南北朝是佛教繁盛

时期，大规模的佛经抄写成为佛门僧人的主要工作。在书写经文的过程中，书法得到了很大发展，出现了不少优秀的“经生”。由于佛教之禅宗在中国的产

生和盛行，其意旨是心性、禅境顿悟，这种思想从而浸染和推动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也拓宽了书法自身的内涵。

僧家以外，许多著名的书家也被请来抄经，其中就有唐代的柳公权，柳公权的书法在唐朝当时极负盛名，民间更有“柳字一字值千金”的说法。他的书

法结体遒劲，而且字字严谨，一丝不苟。在字的特色上，以瘦劲著称，所写楷书，体势劲媚，骨力道健，以行书和楷书最为精妙。他的书风上追魏、晋，下

及初唐诸家笔法，又受到颜真卿的影响，在晋人劲媚和颜书雍容雄浑之间，创造了自己的柳派。其遒劲的书体，可以与颜书的雄浑宽裕相媲美，后世有“颜

筋柳骨”的称誉。

初学书法者，临习柳体，可以找准结构，初识用笔，对中国文字笔画的穿插布局，有一个初级健康的认识，对今后深入学习书法起到打好结构基础、练

好中锋运笔的作用。柳体《金刚经》是柳公权较早期的作品，是大师青年时代的代表作，较之晚年作品，更加充满青春活力。另外《金刚经》是佛家重要经

典，抄写书录，可修身养性、调理身心，久之能祛病健身、长养正气、开发智慧、培养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总之，抄写此经，利益广大，望有缘得此字

帖者，能恭敬对待、刻苦研习，细心揣摩，早入书家堂奥，是为致盼！                      

刘东亮

早在《大般若经》中，就对抄写佛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二千多年以来，抄

写佛经一直是佛教里重要的一种修行方法。

柳公权，（公元778~865年）。封河东郡公，《后唐书》本传载：柳公权书写

“上都西明寺《金刚经》碑，有钟、王、欧、虞、褚、陆之体，万为得意”。此碑

是至今得见的柳公权最早的书法，刻于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时作者47岁，是

柳体楷书前期精品。刻石毁于宋代。但据明代曹昭《格古要论》中称：《金刚经》

“有柳公权书，在兴唐寺中”。其后再无记载。直至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

年）敦煌石室显露尘世，唯一的拓片才被发现，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为

法国人伯希和获得，运出国境，流落海外，现藏于法国巴黎图书馆。

《金刚经》为柳公权早期作品，寓清灵通秀之气，其一点一画，一如刀斫般齐

整，干脆利落，节奏明快，极富动感。故而人们将柳体的特征概括为：精于点画、

谨于间架、法度森严而富庙堂气象。该碑于此可见一斑。柳书《金刚经》，书体、

结构和用笔均极严谨，一丝不苟，便于临习，是不可多得的柳体楷书字帖。

2009年春节期间，由河北美术出版社编辑出版描红抄写本柳体《金刚经》，因

为要面对许多佛教界的朋友，所以又和鸠摩罗什的译本进行了对照，惊讶地发现

竟然有数十处不同。基于罗什本是目前流传最广、最受欢迎的版本，故以此本为

准，再次进行了全面的校对整理。

本次的补齐，不同于前几次从书法角度的修补恢复，经文部分修改和补充文字

多达45处，凡144字，均从现有柳公权遗墨中集字补齐，使之从文字内容上成为“完

整补缺本”。这里我们特别要感谢刘晶女士在此期间所做的大量搜集整理工作，以

及亚青寺智光法师、石家庄高利鹏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参与，使柳体《金刚经》整理

史上首次真正意义上的“足本”的诞生得以实现。

                                                                                               刘东亮   和南     

                                                                                 2009年春节写于心灯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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