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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功（1912—2005），字元白，北京人，满族，姓爱新觉罗。中国当代著

名书法家、画家、文物鉴定家，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

导师。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

馆馆长、九三学社顾问、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二

届主席、西泠印社社长等。

　　作为清朝皇室后裔，正蓝旗，清雍正皇帝八世孙，启功自幼喜爱书法、诗

文、绘画，稍后随启蒙老师戴姜福学文史辞章。启功15岁时，又拜贾羲民先生

学画，贾先生博通画史，对于书画鉴赏也极有素养。在老师的带领下，启功经

启功书法艺术赏析

启功国画《竹石图》

常到故宫博物院观看陈列的古

代书画真迹，边学边看，并经

常请教老师一些在学习中遇到

的问题，以提高鉴赏能力。后

贾先生又将他介绍给著名画家

吴镜汀先生。在老师的言传身

教下，启功长进很快，但一个

偶然的小事，彻底改变了启

功的一生。一次，一位长亲命

他画一幅画，说要装裱后挂在家里，启功想到自己通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得到

了人们的肯定，很开心，但长亲话锋一转又对他说：“画完后不要落款，请你

的老师落款。”这句话像一把刀子，刺在了启功的心上，他发誓一定要好好写

字，将来一定做一个书法家。

　　启功学习书法非常刻苦，他从欧阳询、赵孟 等名家学起，揣摩楷书的结

体规律，并熟记于心，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后又学习董其昌、米芾的行书，

注重线条的质感，追求那种隽秀婀娜的韵致，尤其对智永的真草《千字文》用

功最多，时间最长。启功的书法结构严谨，笔致清朗，刚健有力，加上他在

中国传统绘画上的基础、国学文字学上的造诣，以及在古代书画鉴定中，他过

眼的大量古代经典书画精品，都为他的书法艺术的提高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因

启功的字雅俗共赏，格调平和，他的字体也因而被方正公司制成电脑中的“启

功体”，几乎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另外，他还给许多单位以及报刊题写名称

或报头，如《中国书画报》、河南农业科学院等。除书法之外，启功先生的绘

画也有很高的成就，且其画作中多有题诗，诗、书、画、印浑然一体，堪称完

美。他早年多作山水，70岁后常画兰、竹，构图平中寓奇，以书法之笔入画，

明净无尘，清劲秀润，充满书卷之气。从他的画作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他那种

心静若水、无欲无求的境界。

　　启功先生著作等身，先后有《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启功丛

稿》《启功韵语》《启功絮语》《启功赘语》《汉语现象论丛》《论书绝句》

《论书札记》等出版，在书法、古文字学诸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

财富。

　　关于书法，启功在长期的教学实

践中，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他认为：

“学写字首先要敢于不受自古以来各

流派清规戒律的束缚。比方说，笔只

能怎么拿，腕只能怎么用，这是很害

人的。”“向古人学习也不一定死学

某一家、某一派。我幼年时学祖父和

上辈成亲王的，后来又学过赵孟 、

董其昌、米芾，再后来学‘二王’、

颜真卿、欧阳询及唐人写经。‘十

年动乱’期间习柳公权。这样兼收

并蓄，经过消化，就变成了自己的东

西。”启功是个京剧迷，谈及书法，

他常用京剧作比喻：“京剧里板眼第

一，然后才能讲韵味。写字也是如

此，先讲究结体，才能求韵味。”这

句话深入浅出地说出了书法结体的重

要性，只有做到有板有眼，才能达到

气韵生动。京剧是这样，书法也是这

样。启功先生的这些话也告诉我们一
启功行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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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深入浅出地说出了书法结体的重

要性，只有做到有板有眼，才能达到

气韵生动。京剧是这样，书法也是这

样。启功先生的这些话也告诉我们一
启功行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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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道理，那就是学习书法必须立足传

统，博采众长，同时又不能被一些书法

上的所谓清规戒律所左右，要敢于突

破，勇于创新。书法界评论启功先生的

书法：“不仅是书家之书，更是学者之

书，诗人之书。它渊雅而具古韵，饶有

书卷气息；它隽永而洒脱，使观者觉得

很有余味。因为这是从学问中来，从诗

境中来的结果。”启功先生逝世后，

北京市书协副主席彭利铭这样评价：

“启功先生是中国书法界和文物收藏界

的泰斗，他率直刚正、儒雅大方、幽默

风趣，是为人师表的典范。启功是中国

书法家协会第二届主席，为中国书法的

正本清源、发展创新做出过巨大贡献，

他的逝世，是中国书法界和艺术界的巨

大损失。启功先生直到晚年还坚持带学

生，一生桃李满天下，我们将会永远记

住他。”这些评价都是对启功先生最大

的肯定和褒扬。

　　让我们看看启功先生给朋友写的

一副对联：“潇洒好逢君子竹，清凉恰

对异人书。”静心观之，书文合璧，整幅作品，一股清新之气扑面而来，作品中

的每一个字都十分肯定，线条爽健，结构开张，属于典型的启功体书法，既有董

其昌的意韵，还不乏米芾的格调，启功把它们很好地融合起来。刚劲中含娟秀，

严谨中有生动，给人以如沐春风的感觉。对“洒”字，启功一反常用的繁体字，

为了避免和“潇”字笔画过繁的重复，破例使用了简化字，这不能不说是他的过

人之处。启功的草书主要从怀素中来，但他对宋徽宗的瘦金体也投入了很大的精

力，这使启功的草书，线条流畅，方圆兼备，很有书卷之气，虽然行草书创作的

作品不多，但同样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值得我们去欣赏和品味。

（文/白立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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