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文化史上，于诗文、词赋、书法、绘画，无一不精者，当属东坡先生，可谓中国文学艺

术史上罕见的全才。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

人。嘉祐二年（1057）进士。宋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颍州，官至礼部尚书。后又

贬谪惠州、儋州。多惠政，卒谥文忠。其文纵横恣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

辙合称“三苏”。其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为北宋四大书法家

之首。

苏轼生性放达，好交友，好美食，好品茗，亦好游山林。他还以和蔼可亲、幽默机智的形象

流传于民间。他在各地的游踪，以及在生活中的各种发明都是后人喜爱谈论的话题。宋人笔记小

说中有许多苏轼发明美食的记载。苏轼知杭州时，元祐五年五六月间，浙西大雨，太湖泛滥。苏

轼指挥疏浚西湖，筑苏堤。杭州百姓过年时，大家就抬猪担酒来给他拜年。苏轼指点家人将猪肉

切成方块，烧得红酥，然后分送给大家吃，这就是“东坡肉”的由来。

苏轼虽才华横溢，清正廉洁，却屡遭贬谪，一生坎坷。神宗时，因上书亟论新法之弊，惹恼

王安石，外放杭州通判。其后，又被人告发赋诗讪谤朝政，逮捕入狱，酿成“乌台诗案”，几陷

于死，赖众大臣上书相救，方保住性命，贬往黄州（今湖北黄冈）安置。

苏轼主张“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在强调出新意的同时，更为注重

书法的畅怀抒情功能，更加注重“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评草书》)的创作态度和强烈的个性

表达，这既是苏轼在书法上的审美理想，又是他在实践创作中的追求。苏轼的书法对后世影响最

大的、也最能体现出宋人“尚意”书风特色的，便是他的行书。而他的行书所得到的一个质的飞

跃，是在黄州。黄州时期的书法是东坡向“尚意”书风过渡的转折点。

黄州是苏轼人生遭际的重要一站，其间的经历、思想的蜕变以及灵魂的挣扎和煎熬可以说是

漫长而痛苦的。在这种环境下，苏轼没有自甘潦倒，写出了一批千年传颂的诗词、书作，如《梅

花诗帖》、《黄州寒食诗帖》、《前赤壁赋卷》等。尤以《黄州寒食诗帖》最为精彩，被誉为继

王羲之《兰亭序》和颜真卿《祭侄文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

《黄州寒食诗帖》是苏轼行书的代表作，是其宋元丰五年（1082）被贬黄州时写下的两首

诗稿。寒食节前后，黄州阴雨绵绵，令苏轼伤感不已，报国无门，故乡又远在千里之外，“心如

死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于是，他用凝重、沉稳的行书写下这样的诗句：

苏轼《黄州寒食诗帖》书法艺术赏析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

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子），病起头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雨）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

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涂穷，死灰吹不起。”

诗写得苍凉多情，表达了苏轼此时惆怅孤独的心情。诗中阴霾的意象如小屋、空庖、乌衔

纸、坟墓，渲染出一种沉郁、凄怆的意境。从文中“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可以想见他窘

迫的生活。品其诗，苍劲沉郁，饱含着生活凄苦，富有强烈的感染力；论其书，笔酣墨饱，神充

气足，恣肆跌宕，飞扬飘洒，巧妙地将诗情、画意、书境三者融为一体，毕现苏轼“我书意造本

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的艺术精髓。

《黄州寒食诗帖》，长卷，纸本，纵34.2厘米，横199.5厘米，苏轼书加黄庭坚跋共26行，

是苏轼行书的代表作。此帖外面有一段仿宋缂丝的“包首”，暗金色的底，上面织出湖绿色松

竹。“引首”是乾隆题的四个字——“雪堂余韵”。“雪堂”是苏轼贬谪黄州时的书房名称，这

个书房大概建成于神宗元丰四年（1081）八月五日。“引首”前后“隔水”裱绫，是用易经爻

卦纹织成图案，前“隔水”上还有乾隆亲笔写的签条“苏轼黄州诗帖”，落款是“长春书屋鉴赏

珍藏神品”，下钤“乾隆宸翰”朱文小玺。“神品”二字上也重叠盖有“神品”连珠印，可见乾

隆收藏到这一件作品时的得意与重视。

靖康之变后，《黄州寒食诗帖》由南宋张演家族收藏，元代时进入内府，明代时又转手韩世

能、韩逢禧父子。清军入关，再次易主纳兰性德，后又入藏清朝内廷。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

圆明园，此帖险遭焚毁，随后便流落民间，经手于冯展云、盛伯羲、颜韵伯，1922年，流入日

本收藏家菊池惺堂手中。直到1945年，中日战争结束，王世杰在日本找到并将其带回到中国，

1949年后被王世杰带到了台湾。1959年王世杰写下了目前最后的一个题记：“东坡先生此帖，

曾罹咸丰八年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之厄。尔后流入日本，复遇东京空前震火之劫。详见卷后颜世

清、内藤虎两跋。二次世界战争期间，东京都区，大半为我盟邦空军所毁，此帖依然无恙。战事

甫结，予嘱友人踪迹得之，乃购回中土，并记于此。后之人，当必益加珍护也。”

苏轼在学书的道路上，对王羲之、李邕、颜真卿、柳公权以及杨凝式等人的书法是下过一番

苦功的。同时，苏轼书风的形成与他独特的执笔方法也大有关系。东坡执笔用拇、食、中三指，

即单钩执笔法，这一方法也促使他的书法常表现出左秀而右枯且点画厚重简短的特点。

《黄州寒食诗帖》中，“年”、“中”、“苇”、“纸”四字中的悬针竖，写来十分豪放刚

健，畅快淋漓，且破解了苏字喜作扁势的沉闷压抑之感，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不足处是结字

促迫，不够舒展。黄庭坚调侃苏字如“石压虾蟆”，并说：“或云东坡作戈多成病笔，又腕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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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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卧，故左秀而右枯。”董其昌在其《画禅室随笔》中也说：“坡公书多偃笔，亦是一病。”此

帖中有很多撇与转折处使用偃笔如“死”、“来”、“两”等字，字体形状以扁平居多，丰腴饱

满，多呈横势展出，同时也有大量瘦劲细长的字形，以造成横向与竖向的对比，如“破灶烧”为

扁平，“湿苇”为瘦长。因此，临写此帖时，要熟悉苏轼这种较为特殊的用笔方法，既要力求临

写得像，形神兼备，但又要避免用笔上的不好习气。

《黄州寒食诗帖》，结字取横势，宽博质朴。黄庭坚论东坡结字曾戏说“公之字固不敢轻

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虾蟆”，形象地勾画出了此帖结体扁平、奇崛的特征。字形大小变

化较大，小者如“已”、“去”、“又”、“雨”、“白”、“万里”等，大者如“年”、“破

灶”、“涂穷”等，间杂错落，自然生动。在正与斜的交替变化当中，如“春江欲入户，雨势

来”、“哭涂穷，死灰吹不”字与字之间靠得紧密，使气氛较为压抑。这一特征也正是与苏轼的

“大字难于紧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的主张相符的。临写此帖，要细心体会原帖点画

细微的精妙之处，要认真地品读诗句内容，仔细体味作者的情感与心境，感受作者彼时彼地濡墨

挥毫时的生命律动。

《黄州寒食诗帖》在章法上，行距开阔分明，由于横势与纵势的有机照应，不但没有给人丝

毫的松散感觉，反而有一种浑厚、灵动的气势。字距紧而行距松，字与字之间间隙很小，尤其四

个悬针竖底端与下面的字几乎穿插在一起，这种紧张压抑的空间氛围与作者诗中的情感基调是十

分契合的，临写时应仔细体味把握。此外，也要注意每行轴线的正斜摆动和行与行之间的疏紧变

化，如第一行“黄州”二字斜向右下，“三寒”二字又斜向左下；第八行也是先右后左；第十三

行“衔纸君门深”斜向左；而第十五行则又斜向右下，收紧。从行距变化看，前七行亦即第一首

诗较为均匀，自第八行开始，随势生发，动感强烈。在对临时，除了要把握以上几个方面外，在

工具与材料的选择上要尽量选用狼毫或加健的兼毫笔，纸则宜选用半生半熟的仿古纸，以便控制

墨的过度渗化。

苏轼的书法，无论是尺牍手札，还是鸿篇巨作，深得晋唐古帖神韵，自然天成。黄庭坚认为

苏轼书法：“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莫能及耳。”这就是所谓书

法的“文气”、“书卷气”。书法是其高深艺术修养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他用文学和书画艺术

塑造了崇高的道德典范和艺术典范，展现了他的人格魅力与高尚的人文精神。欣赏《黄州寒食诗

帖》，如果割裂苏轼书法与文学的渊源血脉，就难以深刻体悟这位伟大艺术家的书法灵魂。

（文/杨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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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黄州寒食诗帖》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

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

年（子），病起头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雨）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空庖煮寒

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

拟哭涂穷，死灰吹不起。

　　右黄州寒食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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