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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具代表性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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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孟海作品/ 张海主编. — 2

版. — 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5401-3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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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06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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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孟海（1900—1992），原名沙文若，字孟海，别署石荒、沙 、兰沙、决

明。生于浙江鄞县塘溪乡沙村。沙孟海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跟着父亲沙

孝能（字可庄，号晓航，中医师，善书画、篆刻）学习书画、篆刻，从此终身与

书法、篆刻结下了不解之缘。据有关资料记载，沙孟海12岁时就能读出报纸上刊

登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鄂省大都督之印”的篆字印拓，可见他对篆字的识读已下

过很大功夫。

　　沙孟海在书学、印学及文史等方面研究的卓越成就，影响了近百年的中国书

坛，而书法与篆刻艺术创作也始终如一地伴随着他走完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

程。

沙孟海书法艺术赏析

上海期间，得到名家指教，眼界与胸襟更加开阔。他说：“我就进一步去追黄道

周书法的根，直接临习钟繇、索靖等人的书法，并且访求前代学习钟、索书体有

成就的各家字迹作为借鉴。如唐代的宋儋、宋代的李公麟、元末明初的宋克等作

品，都曾临习取法。”在25岁至28岁四年间，沙孟海得到吴昌硕指教较多，听他

议论，看他挥笔，特别注意吴昌硕的骨法用笔、章法变化及作品气魄，使他感到

有很大的进步。30岁左右他从纯粹地写“二王”、纯粹地写北碑开始转向多方汲

取，于颜真卿《蔡明远》《刘太冲》《裴将军诗》等帖用功较多。对苏东坡、黄

庭坚、米芾、祝允明、王宠、黄道周、傅山、王铎等多有研究和借鉴。篆、隶书

取法邓石如、王澍、钱坫、伊秉绶诸家。

　　沙孟海30岁以前的书法作品，书体主要以楷书为主，并且精细的小楷也很

多。这可能与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有着很大关系，所以他这一时期

的书法风格特征主要体现在他的工笔细楷中。

　　进入中年以后，随着学养的日渐丰厚和阅历的加深，沙孟海多用功于魏碑风

格的临写和创作，更多关注的是字的体势和章法的气势，创作作品也多以行草书

为主。当然，原来所作的精细楷书也没有完全放弃，偶书楷书，仍然很精妙。中

年以后他的作品中明显看出黄道周的影子，说明黄道周的书法对他产生了巨大影

响。

圣教序》、运笔结体各方面

都有启发。因我笔力软弱，

学了五六年，一无进展，未

免心灰意懒。朋友中有写

《郑文公碑》《瘗鹤铭》诸

体笔力矫健，气象峥嵘，更

感到自己相形见绌。为了藏

拙起见，我便舍去真、行

书，专学篆书。”从这段话

里，我们可以知道他初始学

习书法的脉络与思想。在此

后的几年中，他又追慕梁启

超用方笔临写《集王羲之圣

教序》《枯树赋》以及黄道

周各种书体，精研北碑，对

《张猛龙碑》用功尤多。在

　　沙孟海中期作品，从平正走向险绝，用功于北碑与章草，

但受黄道周影响也很大。

　　沙孟海的书法学

习与所有成功的书法

家一样，也是从临摹

古 代 优 秀 碑 帖 开 始

的。他曾经作过这样

的阐述：“十四岁父

亲去世，遗书中有一

本有正书局新出版影

印本《集王羲之圣教

序》，我最爱好，经

常临写。乡先辈梅赧

翁先生（调鼎）写王

字最出名，书法界推

为清代第一，我在宁

波看到他墨迹不少，

对我学习《集王羲之

　　沙孟海晚期作品，以行草书和擘窠大字为主，从险绝

归于平正，老辣朴拙，气象峥嵘，堂堂大人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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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启发。因我笔力软弱，

学了五六年，一无进展，未

免心灰意懒。朋友中有写

《郑文公碑》《瘗鹤铭》诸

体笔力矫健，气象峥嵘，更

感到自己相形见绌。为了藏

拙起见，我便舍去真、行

书，专学篆书。”从这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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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代 优 秀 碑 帖 开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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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阐述：“十四岁父

亲去世，遗书中有一

本有正书局新出版影

印本《集王羲之圣教

序》，我最爱好，经

常临写。乡先辈梅赧

翁先生（调鼎）写王

字最出名，书法界推

为清代第一，我在宁

波看到他墨迹不少，

对我学习《集王羲之

　　沙孟海晚期作品，以行草书和擘窠大字为主，从险绝

归于平正，老辣朴拙，气象峥嵘，堂堂大人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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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孟海中年时期的作品是从平正走向险绝，这一时期基本跨越了40年。在前

二三十年中，他主要用功于章草，继而又逼黄道周。而后一二十年中（即上世纪

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他的作品风格不再拘于某一家、某一派，而是从险绝

中逐渐复归平正。他从对章草的用功到对黄道周的追摹，即是有意识地开放自

己，从传统的观念、法则中走出来，这种义无反顾、否定自我的决心，成就了他

后来的书法艺术品格，老辣朴拙、气象峥嵘的书风逐渐地形成了。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是沙孟海书法的鼎盛期，或者说是高峰期。随着社会主

义文艺事业的复兴，沙孟海更加精神勃发、满腔热忱地投入书法艺术创作之中。

这个时期的作品，行草书和擘窠大字占据了主导地位，在经历了八十个春秋的千

折百磨后，峰回路转，归于平正，一派玄机。其书法风格由秀丽儒雅到浑厚华

滋，最终归于古拙朴茂，一如草木之由春之绚丽多姿到夏之煊赫灿烂而入于深秋

的豪迈深远最终归于冬之空旷肃静。他的结字的斜画紧结，不主故常；用笔的侧

锋取势，迅捷爽利，入木三分；线条的浑厚朴拙，于纵横中任其自然，达到千锤

百炼后炉火纯青的境界。董其昌说：“渐老渐熟，渐熟渐离，渐近于平淡自然，

而浮华利落矣。姿态横生矣，堂堂大人相独露矣。”这段话可以用作沙孟海作品

的写照。

　　下面我们就来品读一下沙孟海书法的艺术特色。

　　在用笔与线条表现上，沙孟海主要以中锋为主，时有侧锋以取势，用笔迅捷

爽利，但不像吴昌硕用笔用线那样简、直、快，

而是一波三折，行笔中有提按顿挫，点多作波

折，这种用笔法是从章草中来。由于他善用短锋

作书，所以线条浑厚凝重，虚实变化多端。横画

起笔多在空中取势，迅疾落笔，形成左上露锋入

纸的笔势。折画的处理，用笔不是一般行草书的

圆转拖笔而过的方法，而是提笔侧锋翻转，一画

数折而成，既骨力雄厚，又轻盈灵动，非力怯者

所能为。

　　沙孟海的结字可以说是斜画紧结，中宫紧收

而外围拓展，八面出势，这种外射的笔势，与他

善用捺脚很有关系。字的结体应受到《张猛龙

碑》与黄道周书法影响，多作左下右上倾斜取

势，这点与吴昌硕同出一辙。可以这样说，沙孟

海的结字是变化了章草结体，取势于《张猛龙

碑》、黄道周、吴昌硕行书，但又气象峥嵘、笔

力雄厚，过于前者。

　　在章法上，取法于黄道周、张瑞图，但字距

邓文原《急就章》（局部）《张猛龙碑》(局部） 吴昌硕行书手札（局部）

比黄道周、张瑞图更茂密，而行距在疏朗处稍作收敛，造成了字距小于行距，纵

有行、横无列的视觉效果。沙孟海行草多用短锋浓墨，不似大草那样萦带盘绕、

牵丝连绵，而像今草那样字字独立，少用牵丝，所以更加端庄凝重、古拙浑厚。

由于字字端正，少作摆动扭捏之态，所以字轴线与行轴线中正纵直，摆动幅度

较小。

　　我们欣赏沙孟海书法作品，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感觉，被他那大气磅礴的气象

所征服，特别是他那榜书大字，更是让人激动与惊异。正大气象是中华民族几千

年来一直倡导的人格品性，沙孟海先生用他的书法艺术为我们诠释了这一道德范

式。欣赏与学习沙孟海先生的书法作品，能够让我们明白这点，也就够了。

（文/梁德水)　　

　　斜画紧结，中宫紧收，而外

围拓展，八面出势。捺画明显取

法章草。

　　折画多用侧锋行笔，折处提

笔顺势翻转。

　　横画起笔空中取势，迅疾落

笔，行笔一波三折，收笔稍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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