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法是中华民族古老而辉煌的艺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众多名家名

作共同构建了中华民族书法文化的宝库，且代代承启，递嬗演进，已成为具

有世界影响的优秀艺术品种，表现出浓郁的东方神韵。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书法艺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已成为我国精神文明

建设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随着书法创作整体水平的提高，人们渴望能深入

细致地理解古人留下的碑刻法帖名作。而先贤们留下的碑刻法帖大多为长篇

的祭文、文论、书札、碑文、铭记等，其内容、形式与现代生活相去甚远，

且由于千百年来风雨侵蚀、捶拓剥落等原因，其中的许多碑帖漫漶或蛀蚀严

重，碑帖上有些字已很难辨识。再则许多传世书迹字径很小，其中又夹杂着

大量的异体字、古体字甚至早已废弃不用的字，致使今天的书法爱好者面对

传统碑帖，往往望而却步。众所周知，书法是一门非常强调技法训练的艺

术，需要持之以恒的实践。临习古圣先贤的法帖，是学习传统书法的不二法

门。然而，今天的书法爱好者们，大多是上班族、在校学生以及老年朋友。

他们或时间紧张、少有余暇，或年老体弱、视力不济，因而迫切祈望能够拥

有一套入门浅易、阅读轻松、临习便捷、功效明显的书法普及读物。

为此，江西美术出版社盛情邀请全国经验丰富的书法教育家和古汉语

文学功底深厚的书法家联袂编写了这套《名碑名帖完全大观》丛书。本丛书

在全国碑帖读物出版中首倡“完全大观”理念，充分运用现代电脑技术，对

传统碑帖字进行适当放大，有的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度修缮; 对原碑帖中因

漫漶难以辨识的字，则由编著者根据有关研究成果和碑帖本身固有的法度，

优选碑帖字中的相关笔画和部件，进行严谨的组拼，追求一笔一画的原汁原

味，仅供读者参阅。本丛书力求还原碑帖的本来面目，使碑拓字字口清晰，

墨本字墨迹毕现，尽可能让名碑名帖完完全全、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以方

便读者临习，使其尽快入帖。其次，书法教育家对碑帖笔法和结体基本规律

所进行的详尽和独到的解说，为书法爱好者临习传统碑帖打开了方便之门；

原碑帖呈现旨在让读者整体或局部地观察、了解、把握原碑帖的章法、风格

等。此外，本丛书十分注重碑帖文本的阅读价值及其对碑帖临习的重要作

用，在向读者详细评介书法大师及其作品的同时，还先后编排了同步简繁杂

陈的释文、整篇标点简体原文及相应的通俗简体译文，供读者阅读、理解及

创作所需；对原文中的冷僻疑难字还标注了汉语拼音和同音字。这样，读者

既能便捷地临习碑帖，又能完全通畅地阅读和理解文本，两者相得益彰，能

够极大地提高读者的临习功效，给予他们多方面的阅读收益，增强他们的文

化素质，在碑帖读物出版中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观念。

本书原墨迹范字和基本技法的内容由张建华负责，书家和作品评介以及

文本阅读理解的内容由刘湛承担。全书具备完全的阅读内容和完全的临习功

能，具有很强的观赏性、指导性、实用性和可读性，希望能成为广大书法爱

好者临习传统碑帖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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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孙过庭（619～691），名虔礼，字过庭，

以字行世，陈留（今河南开封）人，郡望出自

富阳（今浙江富阳），又自称吴郡（今江苏苏

州）人。他出身寒微，在“志学之年”，就留

心翰墨，学习书法，专精极虑达20年，终于自

学成才，到了40岁，才做了“率府录事参军”

的小官，后因性格耿直忠信，操守高洁，遭人

谗议丢了官。辞官归家后他抱病潜心研究书

法，撰写书论，可惜未及完稿，终因贫病交

加，暴卒于洛阳客舍。孙过庭书法直逼晋人，

且有书论传世，是中国书法史上著名的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

孙过庭素怀大志，博雅好古，其书楷、行、草兼擅，尤善于草书。草

书师法“二王”，“工于用笔，俊拔刚断”（《书断》），如“丹崖绝壑，

笔势坚劲”（唐韦续《续书品》）。他善于临摹古帖，“往往真赝不能辨”

（《宣和书谱》）。唐太宗曾赞誉孙过庭小字足以迷乱羲、献，其高超的

临摹功夫可见一斑。书法成就主要表现在草书方面，传世书迹有《书谱》、

《千字文》、《景福殿赋》三种，其中最为可靠、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当

数《书谱》。此外，孙过庭在书法理论方面的成就也十分突出，其书学理论

精华集中体现在《书谱》之中。大凡研究书法者，无不奉此为圭臬。唐初大

诗人陈子昂曾在《祭率府孙录事文》中云：“元常既殁，墨妙不传，君之遗

翰，旷代同仙。”充分肯定了孙过庭的书法成就及其在书法史上的重要地

位。

《书谱》，又称《书谱序》、《运笔论》等，是孙过庭撰写的草书纸

本墨迹，书于垂拱三年（687），纵27.2厘米，横898.24厘米。每纸16～18

行不等，每行8～12字，共351行，3500余字。另有衍文70余字，“汉末伯

英”下缺166字，“心不厌精”下缺30字。此卷墨迹在宋内府时尚有上、下

两卷，后下卷散失，只有上卷传世。《书谱》真迹流传有绪，原藏宋内府，

卷前有宋徽宗瘦金书“唐孙过庭书谱序”题签，并钤有“宣和”、“政和”

印记；曾经宋王巩、王诜，元焦达卿、虞集，明费鹅湖、文徵明、严嵩、韩

世能，清孙承泽、梁清标、安岐等收藏，后归乾隆内府，旧藏故宫博物院，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俗称真迹本《书谱》，有影印本出版。此外，《书

谱》刻本也比较多，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北宋大观年间的内府刻本，因帖石置

于太清楼下，故又称《太清楼书谱》。惜原石已佚，今故宫博物院藏有此刻

拓本，为海内传世孤本。除此之外，“薛绍彭刻本”和“安岐刻本”也比较

有名。本书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书谱》墨迹影印本为底本，并根据刻帖善

本，将其中的空缺字和漫漶难辨的字补齐和替换，以求完全，聊窥全豹。

就书法而言，《书谱》既得王羲之草书法度，又有所发扬和创新。

《书谱》的用笔精熟通畅，点画形态缤纷跳宕，痛快淋漓，极富变化。笔锋

孙过庭及其《书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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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行过程中提按转折自然，藏锋、露锋、中锋、侧锋，无所不用，无拘无

束，尽情挥洒。由于孙过庭纯用笔尖书写《书谱》，因而不论是中锋还是侧

锋，都能保持锋毫凝聚、骨力坚劲。特别令人叹服的是，作者尽管行笔迅

疾，但起、止、转、折均井然有法，交代清晰，而笔锋在快速运动中及变向

时所造的微妙变化，又往往产生出人意料的效果。其点画造型丰美多姿，是

与其纯熟的用笔技巧分不开的。在字形上，《书谱》与王羲之草书的相似性

非常明显，其中大多数结构与王羲之草书具有高度一致的姿态体势，一些相

同的字确实达到了“真赝不能辨”的程度。由于孙过庭临写王字出神入化，

所以他在放笔自运时，能将王羲之的结字习惯十分自然地表现出来，不带任

何模仿、迟疑的痕迹。具体来说，孙过庭在结字处理上，不考虑字的笔画多

少，而是任其自然大小聚散，显得疏密得宜，宽窄伸缩有致。在章法方面,

《书谱》虽然基本上字字独立，极少连带，但通篇点画纷披，字形错落，竖

有行而横无列；字与字之间，均有上下、左右的承接、呼应，顾盼有姿，虚

实相映，轻重参差；整体上气势贯通，率意飞动，匀称和谐，浑然天成，从

而显示出如天女散花般的章法特征。在墨法上，《书谱》燥润杂陈，以润取

妍，温雅流美；以燥壮骨，苍劲有力。

《书谱》墨迹既是草书精品，又是一篇划时代的书论杰作。内容大致

包括“溯源流”、“辨书体”、“评名迹”、“述笔法”、“诫学者”、

“伤知音”6个部分，思维缜密，言简意深，涉及到书法发展、学书师承、

功力培养、广泛吸收、创作条件、书体功用、学书正途、书写技巧等书法论

题，阐述了“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古质今妍”等著名书法观，为中国

书法美学理论奠定了基础。此外，孙过庭通过总结自己的书法实践，提出了

“学书三阶段”、“创作五乖五合”等书法论点，言之有物，精辟透彻，至

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书谱》墨迹在书法史上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历代均给予很高评

价。宋米芾《书史》评曰：“孙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作字落脚

差近前而直，此乃过庭法。凡世称右军书有此等字，皆孙笔也。凡唐草得二

王法，无出其右。”《宣和书谱》卷十八称孙过庭“得名翰墨间，作草书咄

咄逼羲、献，尤妙于用笔”。清孙承泽赞曰：“唐初诸人无一人不摹右军，

然皆有蹊径可寻。孙虔礼之《书谱》，天真潇洒，掉臂独行，无意求合，而

无不宛合，此有唐第一妙腕。”清朱履贞《书学捷要》云：“惟孙虔礼草书

《书谱》，全法右军，而三千七百余言，一气贯注，笔致具存，实为草书至

宝。”清王世贞曰：“此帖浓润圆熟，几在山阴堂室。后复纵放，有渴猊游龙

之势。”

由此可见，孙过庭是王羲之书法的忠诚实践者，其《书谱》墨迹与王

羲之草书一脉相承。此外，《书谱》总结了唐初以前的书法理论成就，并把

它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书谱》文墨俱佳，堪称书史之离骚，书家之绝

唱，为后世书家宝重、赞赏。同时，《书谱》的草法相当标准，是学习草书

的最理想的范本之一，深受当代草书爱好者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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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行过程中提按转折自然，藏锋、露锋、中锋、侧锋，无所不用，无拘无

束，尽情挥洒。由于孙过庭纯用笔尖书写《书谱》，因而不论是中锋还是侧

锋，都能保持锋毫凝聚、骨力坚劲。特别令人叹服的是，作者尽管行笔迅

疾，但起、止、转、折均井然有法，交代清晰，而笔锋在快速运动中及变向

时所造的微妙变化，又往往产生出人意料的效果。其点画造型丰美多姿，是

与其纯熟的用笔技巧分不开的。在字形上，《书谱》与王羲之草书的相似性

非常明显，其中大多数结构与王羲之草书具有高度一致的姿态体势，一些相

同的字确实达到了“真赝不能辨”的程度。由于孙过庭临写王字出神入化，

所以他在放笔自运时，能将王羲之的结字习惯十分自然地表现出来，不带任

何模仿、迟疑的痕迹。具体来说，孙过庭在结字处理上，不考虑字的笔画多

少，而是任其自然大小聚散，显得疏密得宜，宽窄伸缩有致。在章法方面,

《书谱》虽然基本上字字独立，极少连带，但通篇点画纷披，字形错落，竖

有行而横无列；字与字之间，均有上下、左右的承接、呼应，顾盼有姿，虚

实相映，轻重参差；整体上气势贯通，率意飞动，匀称和谐，浑然天成，从

而显示出如天女散花般的章法特征。在墨法上，《书谱》燥润杂陈，以润取

妍，温雅流美；以燥壮骨，苍劲有力。

《书谱》墨迹既是草书精品，又是一篇划时代的书论杰作。内容大致

包括“溯源流”、“辨书体”、“评名迹”、“述笔法”、“诫学者”、

“伤知音”6个部分，思维缜密，言简意深，涉及到书法发展、学书师承、

功力培养、广泛吸收、创作条件、书体功用、学书正途、书写技巧等书法论

题，阐述了“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古质今妍”等著名书法观，为中国

书法美学理论奠定了基础。此外，孙过庭通过总结自己的书法实践，提出了

“学书三阶段”、“创作五乖五合”等书法论点，言之有物，精辟透彻，至

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书谱》墨迹在书法史上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历代均给予很高评

价。宋米芾《书史》评曰：“孙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作字落脚

差近前而直，此乃过庭法。凡世称右军书有此等字，皆孙笔也。凡唐草得二

王法，无出其右。”《宣和书谱》卷十八称孙过庭“得名翰墨间，作草书咄

咄逼羲、献，尤妙于用笔”。清孙承泽赞曰：“唐初诸人无一人不摹右军，

然皆有蹊径可寻。孙虔礼之《书谱》，天真潇洒，掉臂独行，无意求合，而

无不宛合，此有唐第一妙腕。”清朱履贞《书学捷要》云：“惟孙虔礼草书

《书谱》，全法右军，而三千七百余言，一气贯注，笔致具存，实为草书至

宝。”清王世贞曰：“此帖浓润圆熟，几在山阴堂室。后复纵放，有渴猊游龙

之势。”

由此可见，孙过庭是王羲之书法的忠诚实践者，其《书谱》墨迹与王

羲之草书一脉相承。此外，《书谱》总结了唐初以前的书法理论成就，并把

它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书谱》文墨俱佳，堪称书史之离骚，书家之绝

唱，为后世书家宝重、赞赏。同时，《书谱》的草法相当标准，是学习草书

的最理想的范本之一，深受当代草书爱好者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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