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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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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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昌硕（1844—1927），我国清末民初时期杰出的书画家、金石学家、海上

画派领袖。初名剑侯、俊，又名俊卿，字昌硕，又署仓石、苍石，号也非常多，

有缶庐、缶翁、老缶、缶道人、苦铁人、苦铁、破荷、大聋、酸寒尉、芜菁亭长

等，浙江安吉人，西泠印社首任社长。

　　吴昌硕出生于国难当头之时，亲身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的惊涛骇浪。此后，

他还参加了甲午中日战争。晚年，吴昌硕又经历辛亥革命、军阀混战，一生可以

说都在乱世之中，这也让他养成了在逆境中处事不变的心理素质。吴昌硕以诗、

书、画、印四艺合一的艺术成就享誉海内外，并对近百年来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

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少年时的吴昌硕深受家庭环境的熏陶，他的祖父吴渊是

吴昌硕书法艺术赏析

一位很有名望的教育家，父亲吴车甲，善于写

诗，尤其精于金石篆刻，在父亲的熏陶下，吴

昌硕从小就喜欢写字、刻印。他楷书基础很

好，刚开始学习颜真卿书法，得宽博厚朴之

意，后来又学习钟繇的《宣示表》等碑帖，

奠定了他的楷书基础；隶书学汉碑《祀三公

山碑》《开通褒斜道刻石》等，大气磅礴；篆

书最喜欢《石鼓文》和《散氏盘》，并受清代

篆刻大家邓石如、赵之谦等人影响，以后在临

写《石鼓文》中，追求雄强浑厚之风，并能转

益多师，融会贯通。吴昌硕的行草书写得也非

常好，中年以后，受黄庭坚、王铎书风影响很

大，黄道周之章法，北碑书风及篆籀之意都兼

收并蓄，追求体势上的大起大落，结体开张，

遒润峻险。当代书法大家、吴昌硕弟子沙孟海

先生对吴昌硕书法评价极高：“纯任自然，一 吴昌硕行草手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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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做作，下笔迅疾，虽尺幅小品，便自有排山倒海之势。”他的篆刻从浙派（清

代的一个篆刻流派，因篆刻家地域以江浙为主，对后世影响很大，故名）入手，

后专攻汉印，也受邓石如、吴让之、钱松、赵之谦等人的影响，广收博取，自成

一家，追求金石韵味，把诗、书、画、印熔为一炉，开辟篆刻艺术的新境界。

1913年，吴昌硕组织成立了西泠印社，任首任社长，使西泠印社一跃成为国内最

有影响力的篆刻民间社团，至今还在国内外有着很高的知名度。

　　吴昌硕的绘画艺术成就极高，他的作品自成体系，以花鸟为主，具有强烈的

个人特色。其最大特点就是绘画采用篆书笔法，在博取众长的同时，独辟蹊径。

尤其是他的写意花鸟画，线条老辣，浓墨重彩。他将海上画派赵之谦、虚谷、任

伯年等人的花鸟画画风向前更推进一步，以浓艳的色彩赋予水墨花卉生机与活

力，真正做到雅俗共赏，实现了文人画向大众审美情趣的转变。他也因此被誉为

继赵之谦、任伯年之后海派绘画艺术的领军人物。后来的绘画大师齐白石、陈师

曾、朱屺瞻等，无不受其影响，把这一画风推向极致。

　　吴昌硕书法，真、草、隶、篆皆能，但成就最高的是篆书。他的小篆受邓石

如的影响，大篆主要受《散氏盘》影响。吴昌硕专心学习《石鼓文》几十年，他

深刻领会《石鼓文》的精神实质，并把《石鼓文》作为其书法创作的素材，大胆

变化，推陈出新。他用《石鼓文》之凝练遒劲，辅以邓石如篆书的修长体势，结

构上增强疏密对比，同时还融入行书和草书的笔意，通过侧欹变化来表现字的势

态之美。用笔上以隶书的笔法写篆，又用《散氏盘》的笔意写《石鼓文》，使之

厚重古朴，对当代的

篆书创作产生了极大

的影响。吴昌硕篆书最

大的特点就是突破了传

统篆书“中正冲和”的

樊篱，结体可以不求中

正，线条可以不求圆转

匀停，而是化圆为方，

尽显书家性情，打破小

篆单一的线条，结构上

追求“疏可走马，密不

透风”，以疏密对比

的变化，来打破“中

正冲和”的模式，使
吴昌硕篆书《石鼓文》

人眼前一亮，极具视觉冲击力。我们不妨以吴昌硕临《石鼓文》四条屏为例，来

分析一下他在章法、笔法上的特点。吴昌硕创作这件作品时已经75岁了，可谓人

书俱老，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其结体的左低右高，欹侧取势，体态流美，动感

强烈。我们从中仿佛能感受到一股不可遏制的激情和力量，其刚健有力的线条在

延伸，舒展奔放，节奏鲜明，刚柔相济，整个作品相互照应、浑然一体，既有圆

润的线条，也有方折之笔；既能对称均衡，亦有参差错落，其长短挪让、变化开

合，极其生动自然，真正做到了力与美、静与动的辩证统一。

　　在本书中，我们精选了吴昌硕不同时期的书法作品数十件，既有楷书、隶

书、行书、篆书等大幅力作，也有手札、扇面等即兴之作。让我们静心欣赏，慢

慢走进吴昌硕的内心世界，去体会其书法艺术的魅力。

（文／白立献）　　

吴昌硕楷书团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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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专攻汉印，也受邓石如、吴让之、钱松、赵之谦等人的影响，广收博取，自成

一家，追求金石韵味，把诗、书、画、印熔为一炉，开辟篆刻艺术的新境界。

1913年，吴昌硕组织成立了西泠印社，任首任社长，使西泠印社一跃成为国内最

有影响力的篆刻民间社团，至今还在国内外有着很高的知名度。

　　吴昌硕的绘画艺术成就极高，他的作品自成体系，以花鸟为主，具有强烈的

个人特色。其最大特点就是绘画采用篆书笔法，在博取众长的同时，独辟蹊径。

尤其是他的写意花鸟画，线条老辣，浓墨重彩。他将海上画派赵之谦、虚谷、任

伯年等人的花鸟画画风向前更推进一步，以浓艳的色彩赋予水墨花卉生机与活

力，真正做到雅俗共赏，实现了文人画向大众审美情趣的转变。他也因此被誉为

继赵之谦、任伯年之后海派绘画艺术的领军人物。后来的绘画大师齐白石、陈师

曾、朱屺瞻等，无不受其影响，把这一画风推向极致。

　　吴昌硕书法，真、草、隶、篆皆能，但成就最高的是篆书。他的小篆受邓石

如的影响，大篆主要受《散氏盘》影响。吴昌硕专心学习《石鼓文》几十年，他

深刻领会《石鼓文》的精神实质，并把《石鼓文》作为其书法创作的素材，大胆

变化，推陈出新。他用《石鼓文》之凝练遒劲，辅以邓石如篆书的修长体势，结

构上增强疏密对比，同时还融入行书和草书的笔意，通过侧欹变化来表现字的势

态之美。用笔上以隶书的笔法写篆，又用《散氏盘》的笔意写《石鼓文》，使之

厚重古朴，对当代的

篆书创作产生了极大

的影响。吴昌硕篆书最

大的特点就是突破了传

统篆书“中正冲和”的

樊篱，结体可以不求中

正，线条可以不求圆转

匀停，而是化圆为方，

尽显书家性情，打破小

篆单一的线条，结构上

追求“疏可走马，密不

透风”，以疏密对比

的变化，来打破“中

正冲和”的模式，使
吴昌硕篆书《石鼓文》

人眼前一亮，极具视觉冲击力。我们不妨以吴昌硕临《石鼓文》四条屏为例，来

分析一下他在章法、笔法上的特点。吴昌硕创作这件作品时已经75岁了，可谓人

书俱老，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其结体的左低右高，欹侧取势，体态流美，动感

强烈。我们从中仿佛能感受到一股不可遏制的激情和力量，其刚健有力的线条在

延伸，舒展奔放，节奏鲜明，刚柔相济，整个作品相互照应、浑然一体，既有圆

润的线条，也有方折之笔；既能对称均衡，亦有参差错落，其长短挪让、变化开

合，极其生动自然，真正做到了力与美、静与动的辩证统一。

　　在本书中，我们精选了吴昌硕不同时期的书法作品数十件，既有楷书、隶

书、行书、篆书等大幅力作，也有手札、扇面等即兴之作。让我们静心欣赏，慢

慢走进吴昌硕的内心世界，去体会其书法艺术的魅力。

（文／白立献）　　

吴昌硕楷书团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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