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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书法理论是对书法创作实践的总结，是对书法这一社会文
化现象内外部规律的揭示。在历史上，伴随着书法创作的发
展，总是会产生相应的理论评骘。它们如影随形，交互驱动，
由此铺开了书法艺术的历史画卷。收集整理古人对书法的品评
论述，对于加强书法研究，指导创作实践，推动书法艺术的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巴蜀书法有着辉煌的历史，汉代石刻、两宋帖学、现当代
碑帖结合的创作实践是其创作的三个高峰。尤其是宋代，在书
家、书作、书论、文献保存等各个领域均处于全国顶峰位置，
影响最大，成就最高。与此相应，历代都留下了一些本土的书
法理论资料，苏易简的 《文房四谱》、杨慎的 《墨池琐录》和
《书品》、刘咸炘的 《弄翰余渖》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既往的
研究中，对这些书法理论资料的收集整理是比较薄弱的。如目
前有一定影响的 《历代书法论文选》及 《续编》、《历代书论选
注》、《宋代书论》、《宋代书论译注》等，所收录的巴蜀书论，
基本上仅限于苏轼一人。《山东古代书法论》、《岭南书法史》
更是仅以简介的形式对苏轼有所涉及而已。近年问世的 《四川
书学论文选》、《中国书法史新论》，对苏轼之外的其他本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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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也基本上略而不及。关注大家、忽略群体，关注创作、忽略
理论，关注当下、忽略历史，已经成为包括巴蜀书坛在内的国
内书法研究的通病。王万洪博士后编著的 《巴蜀书法理论选
粹》，就是对上述薄弱环节的一个弥补。

王万洪早在攻读硕士、博士阶段，就广泛研读历代书法、
文学、绘画、音乐、建筑、雕刻等艺术部类的理论文献，思考
书法艺术的理论问题，并在相关文献的整理研究上下过功夫，
不仅具有较为宽广扎实的理论素养，还经常从事书法篆刻艺术
实践，积累了一定的审美、思维、技法、评论的感性经验，储
备了一定的专门技能和知识。在长期的巴蜀书法艺术研究和资
料收集整理中，已基本编成 《历代巴蜀书法文献资料类编》、
《历代巴蜀书论校注通译》，完成 《巴蜀历代著名书家书作简
述》。其博士后出站工作报告 《宋代巴蜀书法研究》对本土书
家书论、入蜀书家书论、相关书家书论等巴蜀书法理论文献进
行了辑录，对人书关系、笔墨技法、创作思维、书家修养、书
法鉴赏、地域风格、艺术部类、书法哲学等独具特色的巴蜀书
法理论以及宋代巴蜀书论的理论矛盾与失误进行了深入研究。
近期又启动了 《宋代巴蜀书法理论辑注》，申报了教育部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读物项目 《古代十大楷书名家》等。对于巴
蜀书法和书法理论，可谓成竹在胸，故能高屋建瓴，慧眼独
具，取精用宏，成此 《巴蜀书法理论选粹》一编。

是编选录巴蜀书法理论史上著名的书法专著、书法论文和
论书诗歌，以求精为宗旨，始汉扬雄，迄明杨慎，凡十四家。
虽篇幅不巨，然古代巴蜀书法理论之精粹基本上毕荟于此。在
资料搜罗方面，编著者下了大量功夫，不仅遍览历代书法成
书，且于茫茫书海、四部文献中搜剔爬疏，尽力做到竭泽而
渔，使 《巴蜀书法理论选粹》具有了坚实的文献基础，故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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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史上第一本丰富有用的巴蜀书论资料汇编。其次，书以
“选粹”名，然于各家书论之下，皆有编著者简要评论，对于
在书法史上影响重大的著名书家，还辑录了相关各家书论、研
究成果作为附录，实则已远远超出 “选”，而具备了一定的研
究性和学术性。使用者手此一编，不仅相关资料一览无余，而
且可得发轫导路、迷津指南之助，不独作资料书读矣。

此编还具有编排合理、体例谨严等诸多优点，兹特发以上
二端，以见其价值所在，余不赘言。相信读者咀嚼品味之下，
定能有更多惊喜。于此书付梓之际，聊缀数语，弁于篇首，既
以志贺，又以献芹，不敢言序也。

２０１４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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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例】

本书选录巴蜀书法理论史上著名的书法论文和论书诗歌，
以求精为准绳，以时代先后为顺序，始自汉代扬雄，迄于明代
杨慎，凡十四家。

以历史朝代为纵线，主要选取唐、宋、明三代的代表书
论，这是由巴蜀书法理论存世文献所决定的。

以历史影响为标准，除历代巴蜀著名书法家、学者、诗
人、思想家之外，进入历代名著 ( 如 《宣和书谱》 《唐才子
传》等) 的一般书家、方外人士、妇女书家的书论也有所选
取，苏涣、薛涛、鱼又玄等人因此在列。

本书主要精选历代蜀地名家言论。对入蜀名家以其影响力
与书论水平为准，仅选黄庭坚一人。欧阳修与米芾未曾入蜀，
但因其影响巨大，故而选取部分与巴蜀书法密切相关的言论作
为附录，辑录在案。

书中的书法论文分为书论专著 ( 如苏易简 《文房四谱》、
杨慎《墨池琐录》 《书品》) 、散论 ( 如苏轼 《东坡题跋》、
魏了翁《鹤山题跋》) 和辑佚 ( 如欧阳修所录苏舜钦书论)
三类，论书诗歌则各体兼容。

选粹先列理论家姓名，作出作者简介; 再列其书法理论，
作出简要评论。对苏轼、魏了翁、杨慎等书论多的名家，则精
选其部分代表作，其余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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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书法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著名书家，选粹还辑录了与
之相关的各家书论作为附录，以期作为专题资料，供读者阅读
参考。

对著名书法理论家，本书从历代史书中选录其传记，附录
于其书论之后，供读者阅读参考。

对所选书论作了引文注释，标明出处。
对所选书论原文尽量保存其原始面貌，不作修订。
对所选书论作了断句、标点工作，使用简体字横排，以方

便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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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扬　雄　

一、扬　雄

【作者简介】

扬雄 （公元前５３—公元１８），字子云，汉族。西汉官吏、
学者。西汉蜀郡成都 （今四川成都郫县友爱镇）人。扬雄，一
作 “杨雄”。其本姓杨，扬雄好奇，特自标新，易姓为扬。扬
雄少时好学，博览多识，酷好辞赋。口吃，不善言谈，而好深
思。家贫，不慕富贵。四十岁后，始游京师，奏 《甘泉》《河
东》等赋。大司马王音召为门下史，推荐为待诏。后经蜀人杨
庄引荐，被喜爱辞赋的成帝召入宫廷，侍从祭祀游猎，任给事
黄门郎。其官职一直很低微，历成、哀、平 “三世不徙官”。
王莽称帝后，扬雄任大夫，校书于天禄阁。后受他人牵累，即
将被捕，于是坠阁自杀，未遂。后召为大夫。《隋书·经籍志》
有 《扬雄集》五卷，已散佚。明代张溥辑有 《扬侍郎集》，收
入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今人张震泽有 《扬雄集校注》。

历代文字学典籍与历代书法理论名著均将司马相如、扬雄
明确地列为书法家的行列，如王愔 《文字志》、郑杓 《衍极》、
陶宗仪 《书史会要》等。这是因为他们都擅长语言文字学与辞
赋奇字，且为天下之冠。此外，扬雄还是中国书法理论史上第
一位论述书法艺术审美特点和书家胸抱修养的理论家，自他开
始，书法艺术才有了自觉探究自身理论内涵的举动。现录扬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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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论二则于下。

（一）《法言·问神》选录

言不能达其心，书不能达其言，难矣哉。惟圣人得言之
解，得书之体。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涤之，灏灏乎其莫之御
也。面相之，辞相适，捈中心之所欲，通诸人之烬烬者，莫如
言。弥纶天下之事，记久明远，著古昔之昏昏，传千里之忞忞
者，莫如书。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
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①

【简评】

选文中的 “言”是语言之言， “书”却未必是书法之书，

应为书籍之书，可以理解为文字。语言是表达心声的，文字也
是表达心声的，只是方式不同。“心声”之心与 “心画”之心
是一回事，都应该指人内心世界的思想感情。这思想感情的表
达，有时是简单的，有时是复杂的，更多的时候是复杂的。人
的思想感情在很多时候是很难用语言文字表达充分、清晰、完
整的，所以扬雄说 “难矣哉”，只有 “圣人”才能够做到。
“言”和 “书”在表达思想感情方式上各有优势，声音一般是
面对面表达，比较直接；文字一般是跨空间距离的表达，是间
接的，至少在古代是这样。“言”衍生为艺术就是诗、歌、音
乐、曲艺等，“书”衍生为艺术就是书法、绘画等。 “言”与
“书”表述、记录人的思想感情，作为艺术的书法同样也能表

２

① 本文节选自汪荣宝先生： 《法言义疏·问神卷第五》，北京：中华书局点校
本，１９８７年版。



一、扬　雄　

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只是它不是依赖文字本身的意义来表达，
而是借助文字的造型，通过笔迹线条来表达，这种表达有些含
蓄、模糊，耐人寻味，正因为如此，书法才能成为独立的艺
术，从这个意义上讲 “书，心画也”，也是恰当的。

后人将这一段论述概括为 “心声心画”说。扬雄认为，人
们所表达的 “言”和 “书”应该是其 “心”中思想感情的真实
流露。他说，“无验之言之谓妄。君子妄乎？不妄”， “君子”
之所以敢于表达心曲是因为 “君子不言，言必有中”（《法言·
君子》。因此，扬雄认为 “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扬雄的
“心声心画”说，比先秦的 “诗言志”、孟子的 “知人论世”、
《乐记》的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等说法更加明确地强调
了作者的情操之于艺术作品的重要性。扬雄的 “君子小人”之
论虽带有儒家的偏见，但道出了文艺作品与作者人格精神密切
相关的重要道理。自扬雄开始，不仅历代书法理论特别重视书
品与人品的关系，历代诗、文、词、曲、画、乐论同样重视对
这一命题的讨论，直到现代的钱锺书等先生，仍然主张 “文如
其人”的命题。

从两千多年的中国书法理论史来看，扬雄的 “心声心画”
说最早论述了有关中国书法理论的根本命题———书法同书法家
思想感情之间的关系和书法艺术表情达性的特质等问题，对后
世的书法创作和书法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书论史的
源头。

（二）《答刘歆书》节选

雄为郎之岁，自奏：少不得学，而心好沈博绝丽之文，愿
不受三岁之奉，且休脱直事之徭，得肆心广意，以自克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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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可，不夺奉，令尚书赐笔墨钱六万，得观书于石室。如是
后一岁，作 《绣补》《灵节》《龙骨》之铭诗三章，成帝好之，
遂得尽意。故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雄常把三寸弱
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之于椠，二十七
岁于今矣。①

【简评】

本段选文主要记载了扬雄向刘歆叙述自己早年专心苦学的
经历。这其中有两件事值得注意：一是在扬雄的时代，笔墨已
经普遍运用于读书写字的学习生活之中，尽管纸张和砚台还没
有大量普及运用，但对于读书人来说，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
了；二是汉成帝奖掖扬雄苦读的志向， “令尚书赐笔墨钱六
万”，助他完成读书之愿，扬雄不负重托，不仅是想了读书的
理想，还在学习过程中广见博识， “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
尺”，用笔墨记录下各地的方言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之于椠”，
即用铅笔写下来，再做整理，这为他日后整理写作 《方言》一
书打下了材料基础。

尽管本段选文不是直接论述书法创作和书法评论的文字，
但笔墨、油素的广泛运用，是汉代墨迹书法飞跃发展的物质基
础，尤其是扬雄对铅笔的运用，更是加快了书写的速度，使得
修改也极为方便。据宋苏易简 《文房四谱·墨谱》记载：“汉
初已有幡纸代简。成帝时有赫蹄书诏。应劭曰：‘赫蹄，薄小
纸也。’至后汉和帝元兴中，常侍蔡伦锉故布及鱼网树皮而作
之弥工，如蒙恬已前已有笔之谓也。”照此推算，扬雄时代尽

４

① 本段节选自张震泽先生： 《扬雄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版，第２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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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已有笔墨，但仍属稀少之物，不可多得，所以汉帝才会专门
赏赐扬雄笔墨钱六万之巨。另据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
载，相如 “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上许，令尚书给笔
札”。这里的 “笔札”就是毛笔和简牍，条件还远不如扬雄之
时。

从 《答刘歆书》的记载可知，书法艺术脱离刀刻竹石等书
写材料，软化书写材质后，有了更为多样的书写工具和书写样
式，创造了更为多姿的表现形态。

【附录】

书法作品是书家心灵的图画———扬雄 “心画”说的启示①

中国古代书法理论发端于汉代。汉代书法论著的出现，是
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到自觉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书法是汉字书写的艺术，它是汉字的艺术表现，也是
汉民族书面语言的艺术化形态。因而在专门的书法论著出现以
前，有关书面文字、书面语言的重要论述就成了中国书法理论
的先声，并对后世书法的理论和实践有着重大的启示与指导作
用。西汉扬雄的 “心画”说即是。

扬雄 （公元前５３—公元１８），字子云，是西汉著名的辞赋
家，也是学识广博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 （著有 《方言》）。他
的重要学术著作 《扬子法言》，尊圣人，谈王道，阐扬儒家礼
法。其中 《问神》篇，重探讨心灵的功用。所谓 “神”，李轨
注：“心能测乎天地之情，入乎神矣。”即 “神”是一种于天地

５

① 本文节选自王世征先生：《历代书论名篇解析》第一章第一节，北京：文物
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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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不知的最高精神境界。文中有一段涉及 “心”与 “言”
“书”关系的文字：

面相之，辞相适，捈中心之所欲，通诸人之烬烬者，
莫如言。弥纶天下之事，记久明远，著古昔之昏昏，传千
里之忞忞者，莫如书。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
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

这段话确切的意思是：人们面对面互相来往，用文辞互相
交流，抒发心里的愿望，沟通人们的郁闷，没有什么比说话更
适用的了；遍论天下大事，记载久远的事情，著录远古已然见
不到的情况，传达千里之外人们所不了解的事迹，没有什么比
写字更适用的了。所以，说的话是心灵的声音，写的字是心灵
的图画。话说出来，字写出来，是君子，是小人，就可以看出
来了。说话、写字，是君子、小人感情激发的表现。

这段话前一层说，说话能够当面交流思想感情，写字可以
记载久远的观念、事情。这是对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 （文字）
功能的科学阐释。“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则说明两者都
是人们用来表达思想感情的最直接的、最有效的工具，只是它
们的表达方式各有不同：前者通过可听的语音，后者借助可视
的字形。最后说，两者可以体现不同层次的人的精神品格，它
们是各类人用来表达感情心绪的手段。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扬氏这里所说的 “书”非指书
法，而是与 “言”相对，指的是一切书面文字、书面语言，包
括经典著述与文学作品。而所以称 “画”，一是书面文字与
“言”相比有可视的文字图像，二是汉字原为象形，最初的写
字就是画画儿。扬氏 “心画”说的本意是说，一切文字著述都
是人们心灵有形迹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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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文艺创作与创作主体的关系，是中国古代美学
理论的重大命题。从 《尚书》的 “诗言志”，到 《乐记》的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到 《太史公自序》的 “夫 《诗》《书》
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对诗歌、音乐以及富有文学色彩
的典籍与作者思想感情的关系分别作了探讨，而扬氏 “心声”
“心画”之说又对整个文艺创作与创作主体的关系进行了宏观
的、本质的、形象的概括，指出文艺作品可以作用于人们的听
觉、视觉而直接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这是扬氏对中国古代美
学理论的一大贡献。

扬氏 “书为心画”的提法，虽本不指书法，但在广义上自
然包含书法这一艺术形式。书面语言、文学作品通过文字的意
义表达人的思想感情，书法则借助作品的艺术形态表现人的情
感意绪，两者方式有所不同。正如唐代张怀瓘所指出的：“文
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文字论》）然而。
文与 “书”又互为里表，其表 “心”的目的与作用是完全一致
的；更兼书法作品具有抽象图画的性质与直观的效果，按张怀
瓘的看法，比 “文”更 “得简易之道”，因而扬氏的 “心画”
说便极自然地为后人引发到书法艺术中来，即书法作品是书家
心灵的图画，从而成为揭示书法艺术与书家思想情感密切关系
的最精要的论断，并为中国书法 “尚意”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中国古代书论中重要的 “尚意”论述皆与 “心画”说一脉
相承。从汉代蔡邕的 “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到唐代孙
过庭的 “达其情性，形其哀乐”，张怀瓘的 “或寄以骋纵横之
志，或托以散郁结之怀”，元代郝经的 “书法即心法也”，盛熙
明的 “夫书者，心之迹也”，明代项穆的 “夫经卦皆心画也，
书法乃传心也”，清代刘熙载的 “扬子以书为心画。故书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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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学也”，都可以看出扬氏 “心画”说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
响。

此外，扬氏 “君子、小人”之论，虽带有儒家的偏见，但
它道出了文艺作品与作者人格精神密切相关的重要道理。中国
传统艺术中的一个重要观念，是文艺家必须具有良好的品格修
养，其创作才会有高卓的品位与格调。应该说这是一个可贵的
传统，其中蕴含着至真的道理。后世的 “文如其人”“字如其
人”等观念，都是从扬氏之论生发而来。在书法艺术上，宋代
苏轼曾指出：“凡书，象其为人。”（《论书》）清代刘熙载更作
了精到的阐发，他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
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艺概·书概》）

在扬氏的启发下，后世论书极重书家的品德修养，以至形
成人品、书品兼论的风尚。如宋代朱长文在评价颜真卿时就说
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话：“鲁公可谓忠烈之臣也……其发于笔翰，
则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扬
子云以书为心画，于鲁公信矣。”（《续书断·神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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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李　颀

【作者简介】
李颀 （６９０—７５１），字粹老，东川 （今四川三台）人，少

年时曾寓居河南登封。开元二十三年 （７３５）进士，曾官新乡
县尉。天宝初，流连于长安、洛阳，后辞归故乡隐居。他与王
维、高适、王昌龄等著名诗人皆有来往，诗名颇高。其诗内容
丰富，主要有边塞诗、描写音乐的诗篇以及写修道生活情趣的
诗篇。以边塞诗、音乐诗获誉于世，其诗格调高昂，风格豪
放，慷慨悲凉。擅写各种体裁，擅长五言、七言歌行体，七言
歌行尤具特色。《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李颀诗集一卷。今存
《李颀集》有 《唐人小集》本一卷，《唐诗二十六家》本三卷。
《全唐诗》编为三卷，但仍有遗漏。《全唐诗》收录其诗三卷，
一百二十余首，《全唐诗续拾》补其诗二首，断句二则。生平
事迹见 《唐才子传》，作品今存 《李颀集》。

《赠张旭》是李颀诗作的著名代表作品，论述了唐代狂草
书法大师张旭的草书艺术。

赠张旭
张公性嗜酒，豁达无所营。
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湖精。
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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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
下舍风萧条，寒草满户庭。
问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
左手持蟹螯，右手执丹经。
瞪目视霄汉，不知醉与醒。
诸宾且方坐，旭日临东城。
荷叶裹江鱼，白瓯贮香粳。
微禄心不屑，放神于八纮。
时人不识者，即是安期生。①

【简评】

《赠张旭》是唐代诗人李颀为自己的知己好友张旭所作的
一首赠别诗，这首诗以真切的感受和细腻的笔触，从多种视角
展示了张旭草书的精神风貌。张旭是盛唐著名的书法家和诗
人，他继承东汉张芝 “联绵草”的风格，独辟蹊径，成为狂草
一体的开山鼻祖。但这样一位天才的书法大家却终生坎坷，穷
困潦倒。李颀在仕途上与张旭有相似的遭遇，二人又都喜好黄
老之术，因而意气相投，交谊深厚。

张旭 （生卒年不详），字伯高，一字季明，吴郡 （江苏苏
州）人。唐代著名书法家。初仕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
人称 “张长史”。其母陆氏为初唐书家陆柬之的侄女，即虞世
南的外孙女。陆氏世代以书传业，有称于史。据 《宣和书谱》
卷十八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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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诗选自 《全唐诗》卷１３２。［清］彭定求等编纂：《全唐诗》，北京：中华书
局，２００３年版。编者按：本书自此诗之后所选论书诗歌若从 《全唐诗》中辑录者，只
注明所选卷数，不再一一注明版本、出版社与出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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