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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楷书按字形大小分为大楷、中楷、小楷。小楷形成于魏晋，锺繇《宣示表》《荐

季直表》《贺捷表》，王羲之《黄庭经》《东方朔画赞》《乐毅论》，王献之《洛神赋》

等，均是早期的小楷名作。隋唐时期，在“尚法”风气影响之下，小楷有了进一步发

展，隋代无名氏《董美人墓志》、唐代锺绍京《灵飞经》以及《唐人书妙法莲华经》

等，是这一时期杰出的小楷作品。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科举考试要求士子能

写出工整秀丽的蝇头小楷，擅长小楷的书家日益增多。其中，元代赵孟 和明代宋克、

祝允明、文徵明、王宠、董其昌等均颇有建树，留下了很多精妙的小楷作品。

小楷以其实用性和秀丽、典雅的格调，成为书法艺术园地中的一朵奇葩。在古代，

小楷不仅用于科举考试、书写公文信札、抄录诗文等多种实用场合，而且用于书写长卷、

扇面、册页等书法作品。在今天，广大小楷书法爱好者将临习古代名家小楷作为学习

小楷的不二法门。不少书法家也喜欢用小楷书写长卷、斗方、扇面、册页等多种形式

的书法作品，喜欢用小楷给师友写信，谈艺论道。许多书法家常常把学习小楷当作练

眼力、强功力、积学养的重要途径。众多大中楷书法爱好者则从小楷书法中汲取营养，

将学习小楷视为进一步提高书法技能的有效门径。众多的硬笔书法爱好者喜欢追学古

代经典小楷，以进一步提升硬笔书法的表现能力。学习工笔画的人为了锤炼掌握线条

的功夫，也往往临摹古代的小楷法帖。这些现象说明，当今时代，小楷虽然从书法的

实用领域退出而主要成为书法艺术的专用书体，适用范围不如古代那样广泛，但仍然

表现出郁勃的艺术生命力。

“书圣”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云：“大小尤难，大字促之贵小，小字宽之贵大，

自然宽狭得所，不失其宜。”宋代文坛领袖欧阳修《跋茶录》说 :“善为书者，以真

楷为难，而真楷又以小字为难。”大文豪苏轼《东坡集》云：“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

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书法当自小楷出，岂有未有正书而以行草称也？”尚意书

法大师米芾《海岳名言》云：“世人多写大字时用力捉笔，字愈无筋骨神气，作圆笔

头如蒸饼，大可鄙笑。要须如小字，锋势备全，都无刻意做作乃佳。”以上古代书法

圣贤的精辟之论，形象而生动地阐述了小楷的书法地位及其在书法学习和书家成长历

程中的重要性，揭示了小楷书法要义及其与大楷书法的辩证关系。历代书法名家大都

具有小楷功底，而且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小楷经典之作。

然而，历代名家小楷由于字径只有数分，形体很小，行笔短促，其丰富的书法内

涵难以让人观察清楚，初学者往往困惑不解，望而却步。另外，对写大楷的书法爱好

者来说，要想涉猎小楷经典、汲取书法营养也绝非易事，因为小楷的提按、顿挫、藏

露等动作往往在暗中稍作转换就完成了，不像大楷那样明显。相对于大楷和中楷，小

楷技法更加精熟。众所周知，书法是一门非常强调技法训练的传统艺术。然而，当今

书法爱好者们大都是上班族、在校学生及老年朋友，他们要么少有余暇，要么年老眼花，

迫切希望拥有一套既能大处着眼、观察入微、临写方便，又能小处入手、功效明显的

小楷实用读物。

本套丛书的编辑出版，适应了目标读者群体的迫切需求。每本字帖均选择传世善

本为蓝本，充分运用现代电脑技术，对古代名家小楷法帖适度放大，传真呈现，使其

形体面貌、书法细节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便于读者读帖和临习。原帖呈现引领读者

回归原帖，追学原帖的书法神韵。同时，书中还提供了简繁并陈的书法释文和原文通读，

以满足读者背临和创作所需；编排了具有很强针对性、指导性、可读性的引文，为读

者营造临习氛围，指点学习路径。祈望本丛书能成为广大小楷书法爱好者临习名家小

楷的良师益友，为大中楷书法和硬笔书法爱好者提供有益的学习借鉴。



锺绍京，唐代虔州（今江西赣州人），生卒年不详。字可大，锺繇十世孙，时称锺
繇为“大锺”，称锺绍京为“小锺”。初为司农录事，以善书值凤阁，后拜中书令，封
越国公，卒年逾80岁。武后为帝时，宫殿、明堂题署及九鼎
铭，皆出自锺绍京之手。锺绍京嗜书成癖，不惜大费甚至破
产求书，家藏二王、虞世南、褚遂良书法真迹数十百卷。锺
绍京是初唐后期的著名书法家，其书效法薛稷，风格刚健质
重，姿态秀逸。传世书迹有《转轮王经》《灵飞经》等，而
最负书名的是《灵飞经》。

《灵飞经》，全称《灵飞六甲经》，是一卷道家上清派
经书，讲述的是以符箓为主、吞气为辅的养生方法。内容包
括“琼宫五帝内思上法”“灵飞六甲内思通灵上法”“上清琼
宫阴阳通真秘符”三部分。作为小楷名帖，《灵飞经》的流
传颇具传奇色彩。据当代书法大师启功考证，《灵飞经》的
墨迹本发现于明代晚期，流入董其昌家，有其题跋为证。元
代袁桷确认此经为唐锺绍京书，后世一直沿用此说。海宁陈
元瑞刻《渤海藏真》丛帖，从董其昌家借出《灵飞经》墨迹
本，摹刻上石，但脱落了其中的12行。后来，董氏赎回转卖时，陈氏扣留了43行。从这
种脱落和扣留的情况分析，陈氏摹刻时脱落的12行可能是初次抵押时被董氏扣留的。后
来又分又合，闹了许多往返纠纷。至今墨迹仅存陈氏抽扣的43行。而《渤海》所缺的12
行，就是这43行中的最后12行。将这43行墨迹与《渤海藏真帖·灵飞经》合观，既能见
识《灵飞经》墨迹“真面目”，又能看到《灵飞经》的全部书法内容，堪称书法鉴赏中
的一件快事。本书是以四十三行墨迹为蓝本进行放大呈现的。

从书法艺术角度看，不论是《灵飞经》43行墨迹，还是《渤海藏真帖·灵飞经》，
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其用笔特点是露锋顺入、起收分明，运笔沉着、柔中有刚，提按
从容、轻重有度、方圆兼备。“点”画大多露起回收、圆润饱满，左右呼应，顾盼生姿。
“横”画露锋斜入，两头粗、中间细且稍上拱，富有节奏、弹性、力道之美。“竖”画劲
挺，长则轻提稳送，中锋至末，垂露与悬针并用；短则粗实敦厚，横起直下，回锋收笔，
略有倾斜。“撇”画形态多样，平撇藏露兼具，出锋爽利；长撇舒展，侧势落笔，轻提收
笔，如轻燕掠水；短撇侧切起笔，中锋行笔，迅速出锋，劲健有力；回锋撇均用行书笔
意，动感十足。捺画浑厚伸放，藏锋或露锋起笔，中段铺行，方笔轻收，状如利刃；亦有
回锋捺收笔回锋，含蓄圆润；反捺轻起重收，既能避免雷同，又能增添字的支撑力。钩画
钩部饱满，钩锋有长有短，含蓄爽利兼备，生动多姿。“挑”画背发而仰收，呈上扬之
势。折笔重按，折角方峻，笔法细腻。其结体特点有：(一)字势方正中稍带扁平，字形宽窄
长短自然，显得平正宽博，严整端稳；(二)笔画多外拓，主笔突出，严整中见舒展，舒而不
散，收放适度；(三)布白巧妙，呼应灵活，有的以点代画，具有行书意趣。其章法特点是
纵有行、横无列，字距小、行距大；字与字之间参差错落，行与行之间顾盼照应，字里行
间气势贯通，整篇浑然一体。风格特征是秀美中有古趣，舒展中见团聚，寓变化于平易之
中，呈现出峭拔劲挺、飘逸洒脱之美。

对于锺绍京及其《灵飞经》，历代均有嘉评。宋代曾巩赞曰：“绍京字画妍媚，遒
劲有法，诚少与为比。”明代董其昌誉云：“绍京书遁甲神经，笔法精妙，回腕藏锋，
得子敬神髓，赵文敏正书实祖之。”现代书法大师启功对其激赏有加，说：“《灵飞》
本身的书法，在唐人写经中，允推精品，试用敦煌所出那么多的唐人写经来比，够得上
《灵飞》那样精美的，也并不太多”。锺绍京《灵飞经》深得“二王”之法，是唐人写
经的典范之作，对赵孟 、文徵明、董其昌、启功等后世名家均有影响，也是当代书法
爱好者学习传统小楷书法的经典范本。

锺绍京及其小楷《灵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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