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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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褚遂良《大字阴符经》（第二版）

主　　编　张　海

学术主持　西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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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校对  敖敬华

装帧设计　李　红　张国友

出版发行  河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编：450002

电    话  (0371）65727637

制　　作　河南金鼎美术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郑州新海岸电脑彩色制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3

印  数  7001-10000册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2版

印  次  2015年9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1-3076-3

定　　价　22.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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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在不同时期呈现出其独特的时代特征，具体表现为“晋尚韵，

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唐代楷书发展极为强盛，名家名作辈出，欧、

虞、褚、颜、柳等各家面目清晰，风格各异，其中褚遂良楷书以变化多端而又

不失唐楷规范的特点深得后学者所爱，《雁塔圣教序》《伊阙佛龛碑》《孟法

师碑》《大字阴符经》都是他的代表作品。

褚遂良（596—658），字登善，祖籍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州），晋末南迁

为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西）人。褚遂良博学多才，精通文史，在唐朝官历谏

议大夫、中书令等职，受太宗遗诏与长孙无忌共同辅政。高宗时封河南县公，

又进封郡公，世称“褚河南”。后因坚决反对武则天为后，贬为潭州（今长

沙）都督，后转桂州（今桂林）都督，再贬为爱州（今越南清化）刺史。褚遂

良工书法，善隶、楷，初学欧、虞，终法“二王”，是唐初著名书法家，与欧

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 

《大字阴符经》传为褚遂良

大字楷书的名作。纸本墨迹，全篇

96行，共461字。末署“起居郎臣

遂良奉敕书”，钤有“建业文房之

印”、“河东南路转运使印”等鉴

藏印。帖后有升元四年（940）邵

周重装、王镕复校题记，又有李

愚、罗绍威、苏耆、杨无咎、夏原

吉、宋荦、徐倬、姜宸英、魏象

枢、施闰章等跋。据褚遂良自署

可知，《大字阴符经》作于褚遂

良时任起居郎即贞观十年至十五

年（636—641）之间，属其中年

时期作品。有学者认为《大字阴符

经》风格偏向褚遂良晚年书风，与

《雁塔圣教序》颇为相近，疑系后

褚遂良《大字阴符经》书法艺术赏析人伪作。无论《大字阴符经》是否为褚遂良真迹，亦或为学褚高手所书，此卷

都可以说是淋漓尽致地展现出褚家楷书风格独特、精湛绝美的艺术水平。

褚遂良书法初学欧阳询、虞世南，之后上追魏晋，于“二王”中得益最为

显著。唐太宗喜爱王羲之书法，继承“二王”书风的虞世南深得太宗赏识，相

传虞世南去世以后，太宗叹息无人可以与他论书，谏臣魏征为他力荐褚遂良，

并说：“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认为褚遂良对王字理解深刻，书

法深得王字神髓。与初唐欧阳询北碑一路楷书的笔势刚健雄强、方劲峻峭，以

及继承“二王”的虞世南楷书的温文尔雅、不激不厉、中规中矩相比，褚遂良

楷书萧散恬淡、飘逸灵动的笔法，婀娜多姿、体态多变的造型，充分体现出魏

晋“二王”书法的笔意和韵律。宋人苏耆在《大字阴符经》后跋文中云：“笔

力雄赡，气势古淡，深合魏晋遗法。”明末清初魏象枢亦云：“褚河南书接晋

魏钟王之绪，超开唐欧虞之迹，千百年来真墨绝少，后学瞻仰。”足见历代书

法评论家对褚遂良楷书《大字阴符经》的极高赞誉。

《大字阴符经》充分表现了褚字个性鲜明的风格特点。字与字、线与线之

间前后连带呼应，气贯终篇。与唐初欧阳询、虞世南的楷书，甚至和褚遂良的

其他楷书如《雁塔圣教序》相比，此卷笔画之间的连带穿插略似于行楷，但观

其通篇，又字字独立、行列有序、笔画清晰，判定其为楷书实在情理之中。

从笔画上观其特点，《大字阴符经》既有行楷笔意，又兼有篆隶笔意。

用笔挺拔富有弹性，提按起伏明显。细笔刚劲有力，犹如铁画银针；粗笔浑厚

饱满，有如丰肌附骨，笔力千钧，充满张力。蔡希综《法书论》中把褚遂良的

用笔比作“锥画沙”和“印印泥”：“仆尝闻褚河南用笔如印印泥，思其所

以，久不悟。后因阅江岛平沙细地，令人欲书，复偶一利锋，便取书之，崄劲

明丽，天然媚好，方悟前志，此盖草、正用笔，悉欲令笔锋透过纸背，用笔如

画沙印泥，则成功极致，自然其迹，可得齐于古人。”与一般唐楷起笔藏锋侧

切、收笔回锋的常规用笔模式不同，《大字阴符经》的笔画起笔时而尖笔顺势

而入，时而顿笔圆头藏锋而行，时而顺锋，时而逆锋；收笔时或尖笔出锋，或

作向下连带状，或顿笔出锋，锋从线条中间或上部收笔，楷意、行意、隶意尽

数包含其中。用笔之细腻丰富，线条之俊逸流畅，为唐楷之佼佼者。

具体而言，《大字阴符经》点画灵活生动，形态各异，有时轻点，有时

重按，平点、竖点、勾点，左右上下呼应，顾盼多姿，八面出锋，极尽变化，

如“心”“气”“然”“於”“灭”等字。主笔横画大多向上微弓呈弧线状，

显示出较强的弹性，一根长线条有多个波折，粗细、提按起伏跨度明显，几

无规律可循，如“不”“其”“要”“安”“百”“三”等字的主横画。竖 《大字阴符经》(局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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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起笔特点相对比较明显，起笔时笔尖稍偏向左侧切，侧锋入纸，行笔中变

为中锋用笔，有些字的竖画起笔成S形，略带有行书的意味，行笔也是一波三

折，如“中”“神”“郎”“机”“根”“斜”等字的长竖画。撇画一般都显

得比较轻盈，起笔轻向下，中间提笔，转折处加重，同时明显有弯曲的弧度，

向左下方撇出，笔画虽细但力度不减，有些撇画则弧度不大，细劲挺拔，如

“天”“在”“人”“合”等字的撇画都有类似的特点。褚字捺画特点非常鲜

明，不同字的捺画起笔有不同的变化，有尖有顿、有轻有重、有粗有细，但最

后捺笔的顿笔处都是重重按笔，虽然有些偏圆，有些棱角突出，但是节奏分

明，能收能放，力度十足。许多字左右的撇画和捺画配合得巧妙妥帖，相得益

彰，如“天”“水”“火”“人”“文”“反”等字，显示了书家纯熟的驾驭

笔毫的功力。这些笔画都充分表现出线条运行的轨迹，有极为夸张的灵活生动

的意味，体现出褚遂良对书法线条独有的理解和阐释。徐无闻在描述褚遂良楷

书特点时则说：“这个特点就是有法而又无法，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想怎么写

就怎么写，他的横画、直画、点、钩、撇、捺，不同的形态，比欧、虞、颜、

柳诸家都多；各种点画的轻重、长短、粗细、正斜、曲直、方圆，都随手取势

配合，没有固定的程式，这是后人最难学到家的所在。”这种对书法线条的评

述置于《大字阴符经》之上最为恰当不过了。

《大字阴符经》在结构上也

是遵循了褚字一贯的变化多端。结

构看似缺乏严谨，但字字中宫收

紧，散而不松，疏而不稀。字的外

形有长、有方、有扁，空间疏密、

开合、收放对比明显，字的取势有

横有纵、有平有斜，斜势则有上有

下，细细体味，奥妙无穷。除了不

同字在线条和结构上的多姿多变，

对于相同字的处理方法也不尽相

同，无一重复。貌似不露形迹信手

写来，但显然是书家努力求其变化

的有心安排。这不禁让人将其与王

羲之《兰亭序》中让人津津乐道的

“之”字的姿态各异相提并论，令

人感叹其不愧深得王字精髓。故杨

无咎在《大字阴符经》跋文中将褚遂良楷书与草书的丰富多变相提并论：“草

书之法，千变万化，妙理无穷，今于褚中令楷书见之。”

如果说唐楷中虞世南的书法“温文尔雅”、欧阳询“严谨有度”、柳公

权“骨力劲健”，那么褚遂良的书法表达是一种笔意释放的多变之美。相对欧

阳询等人构建的法度严谨的唐楷来说，褚遂良楷书的结构是松动而自由的，而

最让人为之激动的则是笔意的抒发、线条的释放，充满多姿多彩的情调和蓬勃

向上的生命力。这是对于“晋尚韵”最好的阐释。借用张怀瓘对褚遂良书法的

评价：“若瑶台青琐，窅映春林，美人婵娟，似不任乎罗绮，铅华绰约，欧虞

谢之。”以“风姿绰约、遒逸多变”来形容褚遂良的《大字阴符经》，当不为

过。

                                            （文／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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