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年又称涪翁，后人也称他“黄山

谷”，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我国古代著名的书法家、文学家、诗人。宋英宗治平四年

（1067）中进士，任汝州叶县（今河南叶县）县尉，至今在叶县古县衙中还保存有黄庭坚任

县尉时写的书法碑刻《幽兰赋》。后来他参加学官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被任命为北京国子监

（国家教育机构）教授，一当就是七年。之后他又改任江西太和知县，在赴任途中，他游览了

当地的旅游名胜山谷寺和石牛漳等地，被那里优美的风光所陶醉，遂自号“山谷道人”。黄庭

坚和当时的词人秦观、张耒、晁补之等同师从于苏轼门下，号称“苏门四学士”。由于受苏轼

“乌台诗案”的牵连，又先后被降职，历任集贤校理、秘书丞、涪州别驾等官职，可谓是仕途

坎坷。黄庭坚一生光明磊落，虽多次受到老师苏轼牵连，屡次被贬，但他能忠于操守，矢志不

渝，恪守了一个文人的高尚道德准则。同时他还十分孝敬父母，我国古代二十四孝中，还专门

有黄庭坚“涤亲溺器”的故事。故事说黄庭坚每天下班回家，都要亲自为母亲清洗马桶，多年

如一日，从没有忘记做儿子的职责。他的这种孝敬父母、尊敬师长的良好德行，在今天也是值

得我们学习的。

黄庭坚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黄庶诗学杜甫，很有成就，舅父李常是个藏书家，

博学多才，他的岳父孙觉也是诗人。黄庭坚自幼聪慧，读书常常是过目不忘，在这种家庭氛围

熏陶下，进步神速。黄庭坚书法初以宋代周越为师，并受到颜真卿、怀素、杨凝式等人的影

响，他后来到焦山，受石刻书法《瘗鹤铭》的启发，行书、草书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谈起学

书经历，按黄庭坚自己的话说，他学了三十多年草书，刚开始跟周越学习，但学了二十年也

总脱不了俗气；后来看了同时代苏东坡、苏舜钦的字，才开始了解古人的笔意；再后来，又看

到唐代草书大家张旭、怀素、高闲等人的墨迹，才真正知道笔法的妙处。可见黄庭坚是博采众

长、转益多师的。

黄庭坚的传世墨迹，我们可以分为三种风格。第一类是他的大字行书，如《松风阁诗

卷》、《华严疏卷》和《寒山子宠居士诗帖》等，凝练有力，结构奇特，中锋用笔，笔势以

欹侧出之，中宫紧缩并向四周展开，这种被誉为“辐射状”的结构，在这些作品中被淋漓尽致

地体现了出来，也因此被世人称为“山谷体”。这种极具自家面目，具有极强的叛逆性格和创

新意识的作品，是黄庭坚最为知名的作品类型，也是黄庭坚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类型。第二类是

狂草书长卷，如《诸上座帖》、《李白忆旧游诗卷》和《廉颇蔺相如列传》等。从传世的这些

黄庭坚《松风阁》诗卷艺术赏析

作品看，其规格一般为高至三四十厘米，长则十余米，可谓是皇皇巨制，实不多见。继张旭、

怀素之后，能继承狂草之大成者，非黄庭坚莫属了。其草书线条丰富凝练，有较强的节奏感，

且以长短纵横的线条，加上对点画的灵活运用，使整个作品气势恢宏，满纸烟云。另外一类是

黄庭坚的尺牍翰札、文稿和跋语，笔精墨妙，自由舒展。这些信札字体虽小，却包含着万千气

象。有人说这才是黄庭坚最好的作品，因为写这些作品时，都是信手为之，不带半点造作之

态，极具性情，确实有许多精彩的作品传世，如《跋苏轼黄州寒食诗帖》、《致齐君尺牍》和

《花气帖》等。

《松风阁诗卷》是最能代表黄庭坚行书风格和艺术成就的书法作品之一。其内容为黄庭

坚自作七言诗，大字行书，墨迹，粉花白纸本，纵32.8厘米，横219.2厘米，全文计29行，153

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松风阁诗卷》作于北宋崇宁元年（1102）九月，黄庭坚时年57

岁。已是晚年的黄庭坚与朋友游鄂城樊山，这里曾经是当年孙权讲武修文、宴饮祭天的地方。

他途经松林间一座亭阁，见风光旖旎，遂命名为“松风阁”。并在此阁下过夜，听松涛阵阵、

泉水叮咚。黄庭坚感慨之际，赋诗挥毫，写下了这一流传千古的书法长卷。这也是北宋继苏轼

《黄州寒食诗帖》之后的又一力作，因此也有人把它称为“天下第九大行书”，细细品味，也

不为过。此诗卷恰逢黄庭坚被贬谪时所作，他借游山玩水，来排遣消愁。从作品中，我们可以

看到，书法沉雄峭拔，笔画如长枪大戟，几乎每一字都有一些夸张的长画，并尽力送出，形成

中宫紧收、四缘发散的崭新结字方法，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但这些夸张的点画，丝毫没有柔

弱艳媚的气味，恰恰表现出了他的刚直不阿、不事权贵的气节。在体势上，黄庭坚不但吸取

了《瘗鹤铭》的奇宕舒展之意，而且更大胆，更奇特，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字在结构上是上

松下紧，以险取胜，如“筑”（築）字，下面的“木”字比例很小，但却把下面的横画伸长，

弥补空间上的不足，反而显得重心平稳，这种造险而能救险的手法，也是黄庭坚书法的特色之

黄庭坚草书《廉颇蔺相如列传》（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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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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还有“安”字的“女”字笔画扁

平，“令”字上面的“人”字笔画左

右夸张，极具匠心，有一种大气磅

礴、气吞山河的艺术感染力。从字法

结构上看，《松风阁》诗卷还明显受

到张旭、怀素的行笔结体的影响，但

行笔的韵律与节奏，则与张旭、怀素

大相径庭。怀素的笔法多圆转、流

畅，线条优美充满柔情；张旭的字气

势恢宏，潇洒飘逸。黄庭坚的草书则

没有一味的模仿，而是更加具有个人

气质，线条以方折为主，大开大合，

单字结构奇险，章法富有创造性，经

常采用移位腾挪的手法，使字体结构变形，节奏对比强烈，因此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他也

因此和苏轼一样，成为北宋书坛的领军人物之一，并和苏轼、米芾、蔡襄一起，被誉为书法上

著名的“宋四家”。

黄庭坚书法精妙，诗词也很有建树，他的诗与苏轼并称“苏黄”，词与秦观齐名，有

《山谷琴趣外篇》等传世，流宕豪迈，格调清新，为“江西诗派”之祖。黄庭坚还著有《山谷

集》，主要阐述了在书法理论上的一些见解。他反对食古不化，强调书法要有创新精神，强调

个性创造；反对艳媚，强调奔放。他的这些思想，从他的许多书法作品中都可以得到印证。

《松风阁》诗卷问世以来，先后被仇英、项元汴、北平孙氏、乾隆、嘉庆、宣统等收藏家

和皇家收藏，评价极高。在此卷的题跋评语中，元代书法家邓文原的评价最高，他赋诗一首：

“山雨溪云散墨痕，松风清坐息尘根。笔端悟得真三昧，便是如来不二门。”这首诗说黄庭坚

的书法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脱离尘世，无欲无求，已经进入了一个书法的自由王国。

（文/白立献）

黄庭坚行草手札（局部） 黄庭坚行书 《寒山子庞居士诗》
（局部）





黄庭坚《松风阁》

　　依山筑阁见平川，夜阑箕斗插屋椽，

我来名之意适然。老松魁梧数百年，斧斤

所赦今参天。风鸣娲皇五十弦，洗耳不须

菩萨泉。嘉二三子甚好贤，力贫买酒醉此

筵。夜雨鸣廊到晓悬，相看不归卧僧毡。

泉枯石燥复潺湲，山川光晖为我妍。野僧

旱饥不能 ，晓见寒溪有炊烟。东坡道人

已沉泉，张侯何时到眼前。钓台惊涛可昼

眠，怡亭看篆蛟龙缠。安得此身脱拘挛，

舟载诸友长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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