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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作 者

　　在本丛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与相关作品的著作权人进行了广泛联系，但

是，由于时间紧，仍有部分作品的著作权人未能联系上。敬请他们与我社联

系，以便妥善处理稿酬支付问题，对此深表感谢。

　　　

　　　　　　　　　　　　　　　　　    河南美术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编：450002

　　　　　　　　　　　　　　　　　    电话：(0371）65788168

凡 例

　　一、“中国最具代表性书法作品”丛书系依据教育部《中小学书法教育指

导纲要》推荐临摹与欣赏作品而编写的。共48本，其中前18本为临摹范本，后

30本为欣赏范本，书后附有书目及编号。

　　二、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临摹与欣赏碑帖，每帖前均配有赏析性文章。其中

临摹范本的随图释文均以简繁体对照标注（括号内为繁体字或异体字），脱

字、衍字也以括号标注；欣赏范本的图版释文仅以简体字标注，并在括号内标

注脱衍字。

　　三、整套丛书根据内容多少、版本幅式，分为线装胶订、骑马订和折页装

订三种形式。古代墨迹本除孙过庭《书谱》外，均以折页形式装订。

　　四、为保证图片质量，所选拓本均为目前国内外最具权威性的善本。除墨

迹本外，其他图书均配有碑版全图，以便读者观赏碑版全貌。

　　五、折页装订图书，因版式需要，仅在书末附有简体释文，释文与作品有

出入者，或为书者所选版本不同所致，并不影响文意表达，二者出现的差异，

书中不另注明。

　　六、古代碑帖皆为单一作品，即一书一帖，无需目录查阅。本套丛书最后

10本（编号39-48），均为代表书家作品精选，因收录作品较多，为便于读者

查阅，在书前加以目录。

　　七、本丛书《毛泽东作品》卷为本社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合

作编辑，具体编辑业务由第一编研部负责，故主编与其他卷不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最具代表性书法作品. 沈尹默作品/ 张海主编. — 2版. 

— 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5401-3048-0

  Ⅰ. ①中… Ⅱ. ①张… Ⅲ. ①书法课－中小学－教学参

考资料 Ⅳ.①G634.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806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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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尹默（1883—1971），原

名君默，字中，后改名尹默，号

秋明、匏瓜、闻湖蘧庐生等。原

籍浙江省吴兴县竹墩村。沈姓在

吴兴是一个大户人家，他的祖父

和父亲在清朝都是官宦出身，又

都擅文墨，所以沈尹默出生在

这样一个官宦及书香传世的家

庭里，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与

陶染。他5岁便入私塾读书，12

岁开始学习书法，14岁时对诗歌

产生兴趣，涉足诗词歌赋。父

亲让他在三十柄带骨的扇面上书

写，练习他的腕力，又让他把正

教寺高壁上祖父所写的赏桂花的

长诗用鱼油纸勾摹下来。21岁父

亲去世，全家迁居西安。两年后

到日本学习，因经济困难，辍学

回国，并移居吴兴、杭州。25岁

后，沈尹默转向学习汉魏六朝隶

楷书法，这为他一生的书法艺术

成就打下了根基。30岁由许炳堃

介绍，进入北大教书。这一时期

结交了一大批名人，如钱玄同、

黄侃、鲁迅、陈师曾等。他介绍

沈尹默书法艺术赏析

沈尹默《洛阳伽蓝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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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并参加了《新青年》的一些进步活动，同鲁

迅、胡适、李大钊一起积极倡导新文化运动，北京大学于是就成了新文化运动的

发源地。沈尹默还是最早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白话诗的作者之一。沈尹默在

北京大学任教期间，房间里挂着颜真卿《颜家庙碑》拓片，有时间就对着临摹。

还从《龙门二十品》入手，《爨龙颜碑》《爨宝子碑》《郑文公碑》《刁遵墓

志》《崔敬邕墓志》等无不一一临写，尤其爱临《张猛龙碑》。

　　48岁到63岁，沈尹默开始涉猎行草书，从米芾入手，经智永、虞世南、褚

遂良等，直追“二王”书法。此时期他购得米芾《草书七帖》，王献之《中秋

帖》，王珣《伯远帖》，王羲之《丧乱帖》《孔侍中帖》等墨迹照片，又常到故

宫博物院去看唐宋以来书法真迹，眼界大开，受益匪浅。同时遍临褚遂良书法，

始知唐人规模。他抓住了学书的关键——“二王”书风体系，尤其是米芾书法的

“八面出锋”的用笔特色和欹侧多变的体势，对他行书风格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

《爨宝子碑》(局部） 《郑文公碑》(局部） 《爨龙颜碑》(局部）

　　64岁到80岁，是沈尹默书法最为绚丽灿烂的阶段。1946年沈尹默从重庆回上

海后，把以前曾经学过的碑帖，又重新温习一遍，对欧阳询、颜真卿、怀素、苏

轼、黄庭坚、米芾等唐宋大家的书法，用功甚勤。这一阶段的书法，端庄、流丽

而沉着，从行书走向草书，笔势愈发老练而精到，牵丝的运用十分细腻而委婉，

吻合了他主张的“笔笔中锋”的理论，总体风格清健秀丽而兼沉郁。他还把以前

临习的作品认真研究，发现不妥之处，在原作旁一一改正过来。沈尹默以其深厚

的晋唐书法风格，中和冲融的个性特色，成为近300年来重振帖学雄风的代表性

书法家。在上海，形成了以沈尹默为代表的崇尚“二王”书风的书法家群体，被

后人称为“海派”。

　　晚年的沈尹默，近视达一千七百多度，又患白内障，几乎看不清自己的笔

迹，全凭深厚的功力积累在挥洒，除起笔有人在一旁指点外，全靠内视的感觉而

运笔，也就是到了“收视反听”的境界了。所以，他晚年书风的变化，既是理性

的艺术追求，又是客观生理条件所造成的。

　　沈尹默特别讲究笔法，也讲究结字，要想了解他的书学成就，读一读他的著

作《沈尹默论书丛稿》或者《学书有法》就可明了。沈尹默的书法风格不必从字

外之奇去观照，而应从体丽笔健的字内之功去体察。结合他的书学观和书法教育

实践，我们更能感觉到他对书法史的巨大贡献。

（文/梁德水）　　 《刁遵墓志》(局部） 《龙门二十品》(局部） 《崔敬邕墓志》(局部）

王羲之《丧乱帖》(局部） 王羲之《孔侍中帖》

(局部）

王珣《伯远帖》(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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吻合了他主张的“笔笔中锋”的理论，总体风格清健秀丽而兼沉郁。他还把以前

临习的作品认真研究，发现不妥之处，在原作旁一一改正过来。沈尹默以其深厚

的晋唐书法风格，中和冲融的个性特色，成为近300年来重振帖学雄风的代表性

书法家。在上海，形成了以沈尹默为代表的崇尚“二王”书风的书法家群体，被

后人称为“海派”。

　　晚年的沈尹默，近视达一千七百多度，又患白内障，几乎看不清自己的笔

迹，全凭深厚的功力积累在挥洒，除起笔有人在一旁指点外，全靠内视的感觉而

运笔，也就是到了“收视反听”的境界了。所以，他晚年书风的变化，既是理性

的艺术追求，又是客观生理条件所造成的。

　　沈尹默特别讲究笔法，也讲究结字，要想了解他的书学成就，读一读他的著

作《沈尹默论书丛稿》或者《学书有法》就可明了。沈尹默的书法风格不必从字

外之奇去观照，而应从体丽笔健的字内之功去体察。结合他的书学观和书法教育

实践，我们更能感觉到他对书法史的巨大贡献。

（文/梁德水）　　 《刁遵墓志》(局部） 《龙门二十品》(局部） 《崔敬邕墓志》(局部）

王羲之《丧乱帖》(局部） 王羲之《孔侍中帖》

(局部）

王珣《伯远帖》(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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