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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右任（1879—1964），原名伯循，字诱人、右衽、右任，晚年号髯翁。祖

籍陕西泾阳县斗口村。1879年4月11日（阴历三月二十）生于陕西省三原县东关

河道巷，以后又在三原县读书参加科举考试，所以他的原籍都写成了三原县。其

幼年在毛班香私塾读书，开始习作诗词文赋，临习王羲之《十七帖》，开始了草

书的学习。毛班香教学以赵孟 《千字文》入手，追求字形工整平稳，结构搭配

匀称、端正，笔法形式工稳。17岁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三原县学，成了秀才。两

年后，游学于泾、原三大书院及西安关中书院之间，遍求名师深造，打下了深厚

于右任书法艺术赏析

用笔的节奏感、韵律感时，他采用了轻重不同的提、按、导、送法，产生了笔

画的强弱粗细变化；用三折笔法，收笔蓄势表现笔势的跌宕、疾涩、力感、动

感。

　　再看结字。于右任大量采取笔断意连的方法使每一个字笔画简易而能首尾

相应、浑然一体，血脉流于点画之间，神气凝乎中宫之内；或外满，或拱心，

毫无支离分散之态。于右任总结前人草书结字经验，提出了草书美的法则，并

要求：忌交、忌触、忌眼多、忌平行。“四忌”体现了他在结字法上追求简净、

险奇的审美意识。相交太多，笔画触犯，圈眼太多，会使一个字的主笔线湮没在

一堆废线之中。于右任草书特别突出的就是体势多变。一字重复出现时，他能写

得各具特色，绝不雷同；如果一字中实在需要两个以上圈眼，有的呈三角形，有

的呈方形，有的呈圆形，有的呈不规则形，有斜、有正、有大、有小、有缺、有

整，有的留白，有的填实，各不相同，各有面目。

放纵变化，改变了魏碑的体势，在重心平稳的原则下

作各种变化。

　　于右任一生从未放弃对书法的学习与研究。1932

年，他邀集同好，在上海成立了“标准草书社”，至

1936年这四年间，一批爱好草书的同人在他的主持

下，开展了前无古人的草书标准化研究。于右任以

“标准”来强调“字理”，他制定了草书四条原则，

就是：易识、易写、准确、美丽。在今草的基础上

对历代草书加以总结，创立了影响深远的“标准草

书”。“标准草书”的面世，立即轰动了书法界，引

起了草书学习的热潮。

　　“标准草书”创立后的十多年间，于右任虽然偏

重于确立“标准草书”的实用地位，身体力行推广，

然这一时期的草书仍有北朝碑志的雄强劲健，收笔时

留笔蓄势明显，结字仍见魏碑重心低下的体势。

　　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期间，是于右任晚年变法

时期。他的草书作品在形体上仍保守标准，然而在用

笔、结字、章法上则不断追求形式美的再创造，使之

更完美，更抒情，更具个人风格。

　　我们先看看于右任草书的用笔。他的草书作品中

很少见到侧锋用笔，基本上都是中锋的线条。在表现

　　王羲之《丧乱帖》中侧

锋兼用，用笔与线条灵动多

变。

　　孙过庭《书谱》多用侧

锋，起收笔露锋，点画跳动

感强烈。

　　于右任以中锋用笔为

主，行笔迟涩，转折圆劲，

收笔蓄势。

的文学功底。

　　于右任学习书法，早年从赵孟 书法入手，后改

攻北碑，精研六朝碑版，在此基础上将篆、隶、草法

入行楷，独辟蹊径，中年变法，专攻草书，参以魏碑

笔意，自成一家。

　　于右任碑体行楷书得力于《石门铭》《龙门二十

品》《张猛龙碑》和各种北魏墓志等。这些北碑，

大多体势扁方，略带隶意，雄强古朴，或以欹侧态势

为主，或以方折奇险为主，或以锐利的刀锋显现为

主。但于右任取其意态体势，不在点画上刻意追求碑

的刀意，而是用体方笔圆的艺术形象来构成自己的行

楷书面貌，既有北碑的雄强阳刚的金石气，又有方圆

并用、笔姿润朗、用锋如帖的书卷气。他的行楷书笔

力雄健，笔法多样。熔篆、隶、草、楷笔法于一炉，

以中锋为主，综合运用折笔、断笔、顿挫、波磔，于

圆融浑厚中多有波势。笔能放得开、收得住，大气磅

礴，沉着痛快。在结字方法上，于右任首先取法北魏

碑刻文字严谨扁方的体势，建立了平正的骨干，然后

　　用笔笔断意连，血脉相

通。体势多变，随遇而安。

一字中线条盘绕出现圈眼

时，形状、大小有变化，避

免了雷同与呆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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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书法艺术赏析

用笔的节奏感、韵律感时，他采用了轻重不同的提、按、导、送法，产生了笔

画的强弱粗细变化；用三折笔法，收笔蓄势表现笔势的跌宕、疾涩、力感、动

感。

　　再看结字。于右任大量采取笔断意连的方法使每一个字笔画简易而能首尾

相应、浑然一体，血脉流于点画之间，神气凝乎中宫之内；或外满，或拱心，

毫无支离分散之态。于右任总结前人草书结字经验，提出了草书美的法则，并

要求：忌交、忌触、忌眼多、忌平行。“四忌”体现了他在结字法上追求简净、

险奇的审美意识。相交太多，笔画触犯，圈眼太多，会使一个字的主笔线湮没在

一堆废线之中。于右任草书特别突出的就是体势多变。一字重复出现时，他能写

得各具特色，绝不雷同；如果一字中实在需要两个以上圈眼，有的呈三角形，有

的呈方形，有的呈圆形，有的呈不规则形，有斜、有正、有大、有小、有缺、有

整，有的留白，有的填实，各不相同，各有面目。

放纵变化，改变了魏碑的体势，在重心平稳的原则下

作各种变化。

　　于右任一生从未放弃对书法的学习与研究。1932

年，他邀集同好，在上海成立了“标准草书社”，至

1936年这四年间，一批爱好草书的同人在他的主持

下，开展了前无古人的草书标准化研究。于右任以

“标准”来强调“字理”，他制定了草书四条原则，

就是：易识、易写、准确、美丽。在今草的基础上

对历代草书加以总结，创立了影响深远的“标准草

书”。“标准草书”的面世，立即轰动了书法界，引

起了草书学习的热潮。

　　“标准草书”创立后的十多年间，于右任虽然偏

重于确立“标准草书”的实用地位，身体力行推广，

然这一时期的草书仍有北朝碑志的雄强劲健，收笔时

留笔蓄势明显，结字仍见魏碑重心低下的体势。

　　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期间，是于右任晚年变法

时期。他的草书作品在形体上仍保守标准，然而在用

笔、结字、章法上则不断追求形式美的再创造，使之

更完美，更抒情，更具个人风格。

　　我们先看看于右任草书的用笔。他的草书作品中

很少见到侧锋用笔，基本上都是中锋的线条。在表现

　　王羲之《丧乱帖》中侧

锋兼用，用笔与线条灵动多

变。

　　孙过庭《书谱》多用侧

锋，起收笔露锋，点画跳动

感强烈。

　　于右任以中锋用笔为

主，行笔迟涩，转折圆劲，

收笔蓄势。

的文学功底。

　　于右任学习书法，早年从赵孟 书法入手，后改

攻北碑，精研六朝碑版，在此基础上将篆、隶、草法

入行楷，独辟蹊径，中年变法，专攻草书，参以魏碑

笔意，自成一家。

　　于右任碑体行楷书得力于《石门铭》《龙门二十

品》《张猛龙碑》和各种北魏墓志等。这些北碑，

大多体势扁方，略带隶意，雄强古朴，或以欹侧态势

为主，或以方折奇险为主，或以锐利的刀锋显现为

主。但于右任取其意态体势，不在点画上刻意追求碑

的刀意，而是用体方笔圆的艺术形象来构成自己的行

楷书面貌，既有北碑的雄强阳刚的金石气，又有方圆

并用、笔姿润朗、用锋如帖的书卷气。他的行楷书笔

力雄健，笔法多样。熔篆、隶、草、楷笔法于一炉，

以中锋为主，综合运用折笔、断笔、顿挫、波磔，于

圆融浑厚中多有波势。笔能放得开、收得住，大气磅

礴，沉着痛快。在结字方法上，于右任首先取法北魏

碑刻文字严谨扁方的体势，建立了平正的骨干，然后

　　用笔笔断意连，血脉相

通。体势多变，随遇而安。

一字中线条盘绕出现圈眼

时，形状、大小有变化，避

免了雷同与呆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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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右任草书的章法也与众不同。在保持了章草、今草字字独立不相连属的特

征时，还努力追求其美的旋律。他的草书作品首行首字多写得笔道粗重，字形较

大，就好像音乐中的强音主调一样，然后由此衍出一幅字的点线轻重及结体大小

变化，在渐变中形成跌宕起伏的节奏与韵律，形成了雄浑豪壮、冲突潇洒的意

象，给人以美的享受、美的联想。

（文/梁德水）　　

王羲之草书 怀素草书 于右任草书

　　章法上，在保持了小草不相连属外，首行首字一般写得笔道粗重，字形较大，以引领下

面各字点线轻重与结体大小变化，像一群战马中的首领一样昂扬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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