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晋时期，把今草体推向高峰，成就最大的就是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后人尊称为“二王”。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小字官奴，王羲之第七个儿子。祖籍琅玡（今山东临沂）。王

献之青年时就出仕为官，先为州主簿，后为秘书郎、秘书丞，迁为建武将军、吴兴太守到中书令，所

以人称“王大令”。公元386年，王献之去世，享年43岁。他的族弟王珉代其官，人称“王小令”。

王献之年幼时，除了学习王羲之的书法外，还学习汉代草圣张芝及王羲之代笔人的书法。他转

益多师，把前人、时人的笔法妙用融入自己的书法中，然后再“改制度，别创其法”。传说王献之

在十五六岁时，曾对父亲谈到当时书体的弊病，并劝父亲“大人宜改体”。可见献之在父亲未去世

时，对行草书的研习已具相当功力与眼力，他感悟到人们的务简、求美、求变的心态，必须追求一

种顺畅流注、姿媚婉转、奔逸宏阔的新体。后来，王献之在他的草书创作中，顺应并实现了这一审

美要求。

张怀瓘说王献之“楷、行、草、章草、飞白五体为神品，隶书为能品”。由于年代久远，流

传到今天的，只有小楷《洛神赋》，行草《鸭头丸帖》《十二月割至帖》《地黄汤帖》《东山帖》

《鹅群帖》以及草书《诸舍帖》《中秋帖》，等。这些墨迹，有的保持原貌；有的几经翻刻，已失

原貌；有的是后人临本。

《中秋帖》，传为王献之书，墨迹，纸本，高27厘米，宽11.9厘米，3行，22字，明代藏于项

元汴的天籁阁中。后来，董其昌把它刻入《戏鸿堂法帖》中。到了清代，藏入内府。乾隆皇帝极推

崇《中秋帖》，将其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和王珣的《伯远帖》，称为“三希”，乾隆遂以

“三希堂”作为御书房名。《中秋帖》因为开头有“中秋”二字而得名，乾隆时被刻入《三希堂法

帖》中。有人认为它就是王献之的《十二月割至帖》中的一部分，原为5行32字，后被割去2行，现

仅存3行22字，文字基本同《十二月割至

帖》。研究者大多认为这是宋代书法家

米芾的一个临本，并非王献之手书，从

用笔和字形来看，可能是米芾节临王献

之《十二月割至帖》的一部分。

《中秋帖》用笔以婉转流动见长，

蘸墨可能不止一次，因为用墨浓淡的

变化，显然不是“一笔书”。其提按起

伏、勾连使转，无不精熟之至。前字收

笔与后字起笔相接为一，字内空间与字

距空间相仿佛，行气似流水而不阻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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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楷《洛神赋》 行书《鸭头丸帖》

行书《地黄汤帖》 行书《东山帖》 行草《鹅群帖》 草书《诸舍帖》

可算作草书中的精品。

《中秋帖》是草书中的精品，认为它主要有以下特点。

首先，行书字形，草书意趣。说它是草书，但字多是可识的行书字形，符号化的草书较少。这幅作

品与《兰亭序》相比，笔画之间牵丝较强，这种牵丝连接便使一行中由几个字组构成，如第一行中头二

字“中秋”相连为一组，之后“不复不得”四字相连为一组；第二行头二字“为即”相连为一组，之后

的“甚省如何”四字相连为一组；第三行六字两两相连，构成三组。正是有了这样的字间牵丝，才使字

与字之间的呼应表现为笔迹的连接。

其次，线条流动感增强。因为牵丝增多，使笔画端点数量相对减少，笔画的连接成为线条的延伸。

这种延伸与一般行书中对于端点的强调有很大区别，有的笔画还有明显的线条缠绕的迹象。这正是王献

之的创新之处。由此形成的风格特点，比张芝和王羲之都有创新，奠定了王献之在书法史上的特殊地

位。

《中秋帖》三行中，第一行与第二行行距较近，第二行与第三行行距较远，使得行间留白有了宽窄

的变化。第一行与第二行字数相等，都是八个

字，而且两行的字组连接都一样，前六字的组

合与长短，基本没有变化，有雷同感，但高手

能够夷中出险，化为神奇。前两行中的每行最

后两字轻重、欹侧的处理，第一行“相还”与

第二行“然胜”的对角变化，使两行有了峰回

路转、起死回生的惊人之举。帖中字轴线与行

轴线的倾侧摆动又使整幅作品具有流动、飘逸

之感。

1911年以后至1924年溥仪离开紫禁城之

前，三希堂中《中秋帖》与《伯远帖》曾藏在

敬懿皇贵妃所住的寿康宫，溥仪出宫时，敬懿 草书《中秋帖》 草书《十二月割至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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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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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贵妃将二帖携带出宫，经由她娘家侄孙卖给古玩商，后辗转卖给郭

世五。郭世五死后，二帖归儿子郭昭俊所有。1949年后郭昭俊到了香

港。郭因为做生意，便将《中秋帖》和《伯远帖》押给一位印度人，印

度人又以十多万港币抵押给香港汇丰银行。因生意赔本，抵押到期无力

赎回，郭昭俊准备出售二帖。此事被当时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知道，请

示周恩来总理购回二帖。1950年11月5日，周总理亲自给马叙伦（时任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等人写信，同意购回二帖，经过多方努

力，终于重金购回二帖，二帖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王献之与其父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成为中国书法史上难以逾越的高

峰。他的成功，与东晋文化风气的陶染有关，也是他取法乎上、努力学

习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他具有顺应时代发展、推陈出新的创造精神。

（文/梁德水）

　　《中秋帖》中的字组构成多为行书字形，以牵丝相连，具有草书意味。这种草书线条的强化，增加了字组与字势的交互变化，加强了字与字
之间的呼应，使整幅作品具有草书流动的势态。

　　第一、二行末尾四字形成对角呼应，
并有轻重大小、欹侧向背的变化，使作品
在流动、停驻中精气弥满，光彩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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