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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说  明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书法艺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已成为我国精神文

明建设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随着书法创作整体水平的提高，人们渴望能

深入细致地理解古人留下的碑刻法帖名作。而先贤们留下的碑刻法帖大多

为长篇的祭文、文论、书札、碑文、铭记等，其内容、形式与现代生活相

去甚远，且由于千百年来风雨侵蚀、捶拓剥落等原因，其中的许多碑帖漫

漶或蛀蚀严重，碑帖上有些字已很难辨识。再则许多传世书迹字径很小，

其中又夹杂着大量的异体字、古体字甚至早已废弃不用的字，致使今天的

书法爱好者面对传统碑帖，往往望而却步。众所周知，书法是一门非常强

调技法训练的艺术，需要持之以恒的实践。临习古圣先贤的法帖，是学习

传统书法的不二法门。然而，今天的书法爱好者们，大多是上班族、在校

学生以及老年朋友。他们或时间紧张、少有余暇，或年老体弱、视力不济，

因而迫切祈望能够拥有一套入门浅易、阅读轻松、临习便捷、功效明显的

书法普及读物。

为此，江西美术出版社盛情邀请全国经验丰富的书法教育家和古汉语

文学功底深厚的书法研究专家联袂编写了这套《名碑名帖完全大观》丛书。

本丛书在全国书法读物出版中倡导“以人为本”和“完全大观”的理念，

借用现代电脑技术，对传统碑帖字进行适当放大，有的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适度修复 ; 对原碑帖中极度漫漶而难以辨识的字，则根据有关研究成果和

碑帖本身固有的法度，优选碑帖字中的相关笔画和部首，进行严谨的组拼，

追求一笔一画的原汁原味，仅供读者参阅。本丛书力求还原碑帖的本来面目，

使碑拓字字口清晰，墨本字墨迹毕现，尽可能将经典碑帖的范字完完全全、

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以利于读者临习，使其尽快入帖。其次，书法教育

家和研究专家对笔法、结体、章法、风格等碑帖本体元素所做的详细和独

到的解说，为书法爱好者临习传统碑帖打开了方便之门；“原碑帖呈现”整

体或局部展示碑帖的原态风貌，让读者初步感受中国书法的神奇魅力；“从

临摹到创作”旨在帮助读者正确把握书法学习规律。此外，本丛书十分注

重碑帖文本的阅读价值及其对碑帖临习的重要作用，在向读者评介书法家

及其作品的同时，还先后编排了同步简繁并陈的释文、整篇标点简体原文

及相应的通俗简体译文，对原文中的冷僻疑难字还标注了汉语拼音和同音

字，读者既能便捷地临习碑帖，又能完全通畅地阅读和理解文本，极大地

提高临习功效，获得多元的阅读收益，全面提高书法文化素质。

本书原碑拓字的修复和技法解析由赖长营负责，其余的内容由王子文

和黄跃清承担。全书具有很强的观赏性、指导性、实用性和可读性，希望

能成为广大书法爱好者临习传统碑帖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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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龙门四品”是指龙门石窟造像题记中的《始平公造像记》《杨大眼造像记》

《魏灵藏造像记》《孙秋生造像记》。据说龙门造像刻石在清乾隆年间被黄易

访得并传拓之后才开始受到书坛重视，罗振玉《石

交录》云：“黄氏最初只拓北魏《始平公造像记》

一品，后增《孙秋生》《杨大眼》《魏灵藏》为

四品。”

勒石记功是古代铭记功勋、宣告大成的一大

传统。汉司马相如《封禅文》云：“勒功中岳，

以章至尊。”唐薛存诚 《东都父老望幸》有“众

愿其难阻，明君早勒功”之祈祷，宋范仲淹《渔

家傲 •秋思》亦有“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

归无计”之喟叹，明徐 《送李太守擢宪滇南》

有“他日勒功留片碣，点苍如黛石嵯峨”之期待。由于石头千年不烂，因此古

人常将功绩勒于石，以期获得后人的永远纪念。

北魏的统治者基本延续了汉代刻石树碑的传统，并受佛教影响，使石窟造

像及其题记成为北魏的一大风尚。清叶昌炽《语石》云：“后魏以降，碑版多

不可数，世俗概目为魏碑。试以类分，造像最多，志铭次之，寺碑墓碑又次之，

余则为不数见之体制。”造像始于北魏，造像必有题记，摩崖刊刻，凿石为龛，

题记皆在龛的上下左右，也有的在正面造像，而题记在造像的阴侧，一个造像

有多至三四列者。或深陷为龛，而平刻如画，其旁仍然题字，如云某人供养，

或云侍佛时，或云供养佛时。造像题记绝大多数是正书，极少数是隶书和行书。

现今发现龙门石窟中的碑刻和题记已有 3600多品。人们择其精华，选取各具

特色的群体拓本，有“龙门四品”“龙门十品”“龙门二十品”“龙门三十品”

等名目。在北魏时期尊佛礼佛的推动下，随着造像题记本身的不断规范、精美，

使得龙门石窟的书法艺术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始平公造像记》，全称《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题记》，又简称《比

丘慧成造像记》。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488）刻于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古阳

洞北壁，是附属于“始平公造像龛”右侧的题记。题记由孟达撰文，朱义章楷书。

记文内容寄造像者宗教情怀，兼为往生者求福除灾。此碑文共10行，每行20字，

方笔斩截，笔画折处重顿方勒，结体扁方紧密，点画厚重饱满，锋芒毕露，显

得雄峻非凡，被推为魏碑方笔刚健风格的代表。该题记与其他题记不同之处在

于全文用阳刻，有界格，这在北魏造像中绝无仅有，独树一帜。

《始平公造像记》无论在书法还是刻工上都堪称精品。用笔沉着稳健，笔

画厚重，法度严谨。点画形态和谐统一并注重变化多姿。在运笔上，此作极为

大胆，笔毫尽力铺开，以丰腴沉猛线条为特色，起笔以侧势切入的方式挥毫而

就，收笔斩钉截铁，同取方势，意如绝岸。此方至极致的用笔在楷书中独一无

二。在结体上采取“斜画紧结”之势，内收外放，上紧下松。纵观全记，每个

字大多以中上部为重心，重心紧收，字体下部遇有横画或撇捺的用笔时，多舒

展大方，与上部的紧结形成鲜明对比，成为魏碑中极具代表性的特色之一。清

魏碑四君子——龙门四品



二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称云：“遍临诸品，终之《始平公》，极意俊宕，骨格

成，形体定，得其势雄力厚，一身无靡弱之病，亦易似。”又云：“《杨大眼》

《始平公》《郑长猷》《魏灵藏》气象挥霍，体格凝重。”

《杨大眼造像记》，全称《邑主仇池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记》，刻于龙

门石窟古阳洞北壁，东侧紧邻魏灵藏造像龛。此题记无纪年，约为北魏正始三

年（506）或稍后所刻。此碑笔力深厚，峻健丰伟。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评云：

“南北朝碑莫不有汉分意……《杨大眼》……《魏灵藏》波磔极意骏厉，犹是

隶笔。”清梁同书誉云：“《杨大眼》为峻健丰伟之宗”，如“少年偏将，气

雄力健”。

《魏灵藏造像记》，全称《魏灵藏薛法绍造像记》，题记无纪年，约为北

魏孝文帝太和后至宣武帝间所刻。该题记在民国十年后为盗石人凿损百余字，

现仅剩数十字。通观其书法笔意，与《杨大眼造像记》相似，虽笔势雄厚，刀

法看似严整锐利，但在朴拙中尽显书法之俊美，在缜密的结体中尽显端庄之态。

清杨守敬评此碑“以灵和胜”；清康有为曾评其“巨刃挥天，达到斫阵，无不

以险劲为主”。

《孙秋生造像记》，又称《孙秋生刘起祖等造像记》，刻于洛阳龙门石窟

古阳洞之南壁，一般认为是北魏宣武帝景明三年（502）造迄。此碑由孟达撰文，

萧显庆书写。总体观之，其在《始平公造像记》笔力宽厚的基础上，更多地注

重了结体的错落分布，在字的斜正、疏密的变化统一中，使书写更为自然洒脱。

虽仍以方笔为主，但并无过于刻板。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庄茂则有

若《孙秋生》……方重则有若《杨大眼》《魏灵藏》《始平公》。”

北魏造像题记的刊刻者在凿立时多用“直平刀法”，即用刻刀平直斜削，

通常以简单的刻工刀法，最简单的轮廓来表现字的笔画，由于刊刻者并不刻意

表现毛笔书写的笔意，亦不会体会书写者的书写心境，锋利的刀刃遮掩了原有

的笔锋，使原本方折的笔画在刀刻作用下更为生硬刻板。另外，在刊刻的过程

中也有对原作加以修改、装饰的。过于突兀的棱角及锋利的切面看似为刀法所

为，而非原书写者的笔意。因此对碑刻书法艺术风格的评析，应从书写者与刊

刻者两方面入手，而不可偏激地只看碑刻本身。当代启功先生《论语绝句》云：

“题记龙门字势雄，就中尤数始平公。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

颇有见地。

整体而言，《龙门四品》的用笔以方笔为主，方劲古拙，斩钉截铁，落笔

时充分利用笔锋齐健的特点，凌空落笔，迅捷取势。在起笔时就会形成一种“折

刀头”的形状，但一般而言这种落笔的方向与行笔的方向并不一致，因此在落

笔后笔锋要逐渐转换方向，朝着相应的笔势运行。在运笔过程中，笔毫要铺开，

不能一味地下压，要自然轻松地行笔，提按自如，甚至随着毛笔与纸面的摩擦

而产生一定枯湿变化，更显苍茫之气。收笔时要注意边提边收，方向明确，更

要注重笔画之间的气脉畅通，还要顾及整个字的外形饱满。

统而观之，《龙门四品》呈现出结体之紧结、方笔之极轨、连笔之调和等现象，

以其特殊的艺术趣味成为魏碑楷书的典型。其在技法上连笔的运用、圆笔的补充

成功地化解了大量方笔给人的生硬、刻板印象，从而张扬了《龙门四品》的生命

气象，具有独特的书法审美价值，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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