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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具代表性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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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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飞经》又名《灵飞六甲经》，是一部道教经卷，主要阐述修炼静坐的存

思之法，今道藏有《上清琼宫灵飞六甲左右上符》一卷。

　　据说唐人写经都不署名，《灵飞经》也未署名。元袁桷、明董其昌都认为是

唐钟绍京所写，清王澍、钱泳则以为唐经生（唐朝专门抄写经卷的人）书，但后

世学者认为应是钟绍京所写。

　　钟绍京，生卒年月不详，字可大，唐虔州赣县（今江西赣州）人，系三国时

著名书法家钟繇的十七世孙。其书法师承初唐大书法家薛稷。人称钟繇为“大

钟”，钟绍京为“小钟”。绍京幼时家贫，出身微贱，凭自己的才能进入京城长

安任职。武则天时，明堂门额及诸宫殿题榜《九鼎铭》就出自钟绍京之手。唐景

龙年间，拜为中书令，封越国公，后为少詹事。钟绍京一生痴爱书画，不惜重

金，倾其家资求书，像王羲之、褚遂良等人的真迹，家藏百十卷。钟绍京精研书

法，唐明皇李隆基很喜爱他的书法，所以历来对钟书的评价也很高。但后世知道

他的人很少，属于书法家中的不幸者。他不但善书法，也很博学，擅长鉴赏，他

的地位与初唐的褚遂良相当。

　　初唐书法的发展，与官方对书法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唐代沿袭隋代创立的科

举制度，通过考试选拔人

才，为国家所用。而大多

数考试都是通过考卷进行

的，考生都要通过书写来

答卷，文字书写的好坏直

接影响着卷面效果。所以

文字书写在科举考试中占

有重要地位，所有的考生

及其天下读书人都非常重

视文字的书写。为了培养

书写人才，官方设立的学

校中开有“书学”专科。

“书学”专科的确立及其

钟绍京小楷《灵飞经》书法艺术赏析

王羲之《黄庭经》(局部） 国诠《善见律》(局部）

对文字形、义的研究，加深了人们对书法的理

解和文字构成的认识，对文字演变和书法的发

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自从初唐楷书字体成熟之后，楷书便成为

通行的书体，人们日常书写、文人考试答卷都

用这种书体，因此楷书成为唐代文人专心研究

的字体。而楷法的精研则成为塑造唐代书风的

关键，唐代书法整体崇尚法度的风气也由此而

来，以至在晚唐，楷法被高度精确到了空前绝

后的程度。

　　楷书被唐代官方确立为“正体”的同时，

还有一种抄经体的范式也基本确立。抄经，就

是抄写宗教经文，是被中国古代宗教徒视为神

圣的事情。所以无论是教徒们自己抄写，还是

出钱请高手代抄，都相当的虔诚、慎重，书写

当然严格认真。

　　与官楷的文字相比较，抄经体的文字要小

得多。抄经体多为小楷，因为经卷的文字多，

过去的纸张（或绢帛）又小，所以不可能用大

字来抄写。并且抄经者在抄写时心态平和、虔

诚，书写认真，为后人留下很多精妙、雅致的

抄经小楷。从王羲之的《黄庭经》，到唐初国

诠的《善见律》、钟绍京的《灵飞经》，直到

以后宋、元、明、清各朝，比较规范的抄经体的书写形式基本相同。这说明抄经

者往往以前代优秀的抄经作品为范本。这些抄经作品对于当时民间的日常书写，

也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

  《灵飞经》是书法史上著名的小楷范本。此帖有唐人风格，又得“二王”

（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规范，笔法精劲，字形端丽，运笔柔润，以意为骨，不

拘露锋起笔，因存映带之迹。结体方面，字形稍扁，看上去特别稳当，规整妩媚。

纵观整幅作品，字里行间有舒畅恬逸之感。因为钟绍京的小楷精妙，为学者所

重，所以成为历代人们学习小楷的经典范本。尤其是元代的大书法家赵孟 ，

一生精心学习、认真研究《灵飞经》，取得了很高成就。明代大书法家董其

昌认为他的学习还不够，说“赵文敏（赵孟 ）一生学钟绍京书，才十得三四

唐人写经（局部）

钟绍京《灵飞经》（局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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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董其昌本人更是异常喜爱《灵飞经》，他不但潜心研究、学习，还重金

购买收藏。

　　今天看到的《灵飞经》以刻本为多，有《渤海藏真帖》《望云楼集帖》《滋

蕙堂帖》等，但也有部分墨迹本出现。这是怎么回事呢？哪一种是钟绍京的手迹

呢？这一点启功先生为我们做了考证与析疑。

　　《灵飞经》在明代晚期被发现，一卷，唐代开元年间（卷尾书有大唐开元

二十六年）精写本。它的字迹风格和砖塔铭一类书风相近，但笔线墨色远不是那

些石刻所能相比的。当时流入董其昌手中，上有他的题跋。海宁陈元瑞刻办《渤

海藏真帖》时，从董家借到，摹刻入石，当时两家好像有抵押手续。后来董氏又

将原帖赎回转卖，中间往返还出现了不少纠纷。《渤海藏真帖》在摹刻全卷时，

脱落了十二行，董家赎回时，陈氏扣留了四十三行。从这种抽页扣留的情况看，

脱刻十二行也可能是初次抵押时被董氏扣留的，后来又合又分，现在只存陈氏所

抽扣的四十三行，其余部分已不知存佚了。

　　《灵飞经》本身的书法，在唐人写经中应属精品，与敦煌那么多的唐人写经

相比，能达到《灵飞经》那样精美的并不多。清代的科举考试，书法的优秀几乎

与文章的优秀并重，所以它又成了文人士子学习小楷的范本。

　　海宁陈氏抽扣的四十三行墨迹，在清代后期到了常熟翁氏家中，到翁同龢时

已经历了三代，这在他的《瓶庐丛稿》中有记载。后来几经流散，《灵飞经》的

纸本四十三行墨迹便流失到了美国，现藏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欣赏《灵飞经》书法

艺 术 ， 先 看 它 的 用 笔 特

点。其点画基本是露锋起

笔 ， 收 笔 回 锋 ， 圆 润 饱

满，取势左右呼应、顾盼

生 姿 。 横 画 露 锋 斜 势 入

笔，前部沉实饱满，中段

略提而有弹性，收笔顿按

回锋，果决爽利，富有节

奏。长竖画轻提稳送，中

锋行笔，挺拔力劲；短竖

画横起纵下，回锋收笔。

撇画开张舒展，长撇侧势

切入，中锋微带弧度左送
滋蕙堂帖本《灵飞经》

（局部）

墨迹四十三行本《灵飞经》

（局部）

出，收笔露锋。捺画轻入重行，方笔轻收，状如利

刃，也有多处用反捺，轻起稳下，收笔重按，既避

免了捺画的雷同，又增添了末画对字身的支撑力。

　　《灵飞经》在结构取势上，字形稍扁，中宫团

聚，笔画外展，严整中又显舒放。夸张长横笔或捺

脚或折钩等突显主笔。多处以点代画，略带行意，

生动劲健，婀娜多姿。

　　章法上，《灵飞经》布局纵有行，横无列，字

距小，行距大，字与字参差错落，密中见疏，行与

行顾盼照应，浑然一体。

　　在学习《灵飞经》小楷时要注意，执笔应轻松

灵活，起笔与收笔要注意锋的藏露，把握好提按的

力度，线条写出来要有弹性，忌僵硬、板滞。启功

先生这样评价《灵飞经》：“从《灵飞经》的书法

论，它那秀丽中有古趣的风格，舒展中有团聚的结

体，平易中有变化的用笔，却已把唐人书法的特色

表达无余。”他的精辟评论，对于学习《灵飞经》

书法，具有指导作用。

（文/梁德水）　　

　　起笔露锋，收笔回锋，

线条饱满圆润，提按分明。

　　横画露锋斜势入笔，中

段提笔而行，收笔下按稍顿
后回锋。

　　竖画轻提稳送，中锋行
笔，或露锋垂针出锋，或藏
锋垂露收笔。

　　撇画侧势切入，中锋略带
弧度向左露锋送出。

　　捺画轻入重行，方笔顿

按，露锋轻收。反捺轻起稳
下，收笔重按。

　　结体以横向取势为主，

所以字形略扁，中宫团聚，
夸张长横及撇捺笔画，以显
笔画外展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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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梁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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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露锋轻收。反捺轻起稳
下，收笔重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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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绍京《灵飞经》（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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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绍京《灵飞经》（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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