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诗四帖》，相传为唐代草书大家张旭的真迹，墨迹本，五色笺纸，计40行，共188字。纵28.8厘

米，横192.3厘米。全卷书古诗四首，其中前两首写北朝庾信的《步虚词》，后两首为南朝谢灵运的《王子

晋赞》《岩下一老公四五少年赞》，也是张旭至今唯一存世的墨宝。

张旭（生卒年月不详），字伯高，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唐代著名书法家。官金吾长史，因此后人

又称为“张长史”。张旭才情奔放，能诗善书。据传他自幼聪慧，是唐代著名书法家陆柬之的外孙，故得

真传，书法造诣很深。他不但狂草精绝，楷书写得也非常好。他一改当时流行的以“二王”（王羲之、王

献之）为风尚的今草书体，大胆创新，把今草演变成了最能体现个人性情的狂草书体。

张旭曾看到公主和担夫争道而悟笔法，观公孙大娘舞剑而悟出书法的精髓。也许这和他狂放不羁的性

格有很大的关系。相传张旭嗜酒如命，每每大醉，便大呼小叫，四处奔跑，然后提笔挥毫，其书法千变万

化、奔放自如，有时候甚至甩掉毛笔，用头发蘸墨书写，常常是落笔惊风雨。他那变化莫测的草书，达到

了“挥毫落纸如云烟”的境地，待到酒醒来，发现写的竟是神来之

笔，因此张旭也被世人称为“张颠”。他和当时善于饮酒的李白、贺

知章、李适之、汝阳王李琎、崔宗之、苏晋、焦遂并称为“酒中八

仙”。为此，诗圣杜甫还专门写《饮中八仙歌》：“……张旭三杯草

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唐宋八大家”之一

的韩愈曾说：张旭特别善于写草书，每遇到喜、怒、哀、乐之时，便

情不自禁，铺纸挥毫而作草书，以此抒发感情，因此他的书法已经升

华到用抽象的线条来表现其真情实感、喜怒哀乐，真正达到了一种前

代书法家没有的新境界。

相传张旭任常熟县知县的时候，有个老人拿着状子前去告状，

张旭很快批复了他的状子。第二天老人又带着状子击鼓鸣冤。这样一

连几天，终于惹恼了县令张旭，在将要将其痛打四十大板之际，老人

终于说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老人实在太喜欢张旭的字，便采取了这

种办法来得到张旭的墨宝。这有些夸张的故事，反映出人们对他书法

的崇拜程度。难怪唐文宗专门下诏，将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和

张旭的草书定为“三绝”。张旭草书取得了如此高的艺术成就，其实还有他深厚的楷书功底做支撑，他的

楷书代表作《郎官石记》，结构严谨，法度森严，对后世书法家也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仔细地品味《古诗

四帖》，便发现张旭的狂草书法极具浪漫主义色彩。一般而言，所谓狂草，是为区别王羲之书风的今草而

说的。与今草相比，狂草是书法艺术中的最能表现书法家书法性情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并不是说狂草就是

狂怪，杂乱无章。其实狂草和今草跟其他书体一样，有其自身的规律和法度，其连绵不绝、气势开张，通

篇布局上追求大开大合、大收大放，在强烈的跌宕起伏中，凸显其咄咄逼人之气势。如果认为写狂草书，

张旭草书《古诗四帖》赏析
就是酩酊大醉、甩开膀子、放开胆子、信手涂抹的话，就大错特错

了。因此说，狂草是狂而有度、有板有眼，容不得半点草率和马

虎。

从章法上看，《古诗四帖》整体气势如虹，一泻千里。全帖

从头到尾，一根线条贯穿始终，曲曲折折，使转腾挪，通过字的大

小、笔画的夸张变形，使画面极具张力。它打破了魏晋时期拘谨

的草书风格，把今草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发展到狂草，真正进入了草

书的自由王国。《古诗四帖》字与字之间的大小、轻重、疏密的安

排变化自然，行与行之间的穿插错落恰到好处。章法上可以无行无

列，讲究整体气韵和疏密对比，使通篇章法虚实、浓淡、粗细、枯

湿变化一任自然，真正做到了疏可走马、密不透风。如“齐侯问棘

花”句，“齐”字浓墨重彩，“侯”字则枯笔承接，对比强烈，

“棘”字两偏旁结构相同，但二者互为穿插、左低右高，使原本呆

板的结构立马鲜活起来。

从笔法结体上看，《古诗四帖》的线条极具质感，张旭挥毫

的速度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快，而是行笔沉稳、张弛有度，并且

以中锋用笔为主，圆转自如，含蓄而奔放，随着感情的宣泄，笔致有节奏地忽重忽轻，线条随意流走，或

凝练浑厚，或飘洒纵逸，运笔看似随意，实是独具匠

心。如“龙”等字，入纸果断，中锋行笔，左突右

摆，使我们仿佛看到了一条活脱脱的真龙在天空游

走，极具动感。此帖初看令人眼花缭乱，但我们仔细

品味，则笔画交代肯定，字字清晰分明。

此帖很注重视觉上的冲击力，为了构图需

要，许多字以斜取势，但又很好地把握了字的重

心，做到势险而字稳。如“南”字，中竖斜插，

极为险绝，但与接下来的两笔相互支撑，使其重

心依然平稳。两个“中”字竖画的不同处理，

“下”“少”“人”“上”等字重复出现，都处理得

灵活自如，令人赏心悦目。从这40行、188个字里，

我们欣赏到了张旭飞龙走蛇的气势，聆听到了张旭笔

歌墨韵的旋律。除《古诗四帖》墨迹外，张旭还有草

书刻本《肚痛帖》《千字文残片》等。

张旭《古诗四帖》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文/白立献）

王献之今草《中秋帖》

张旭楷书《郎官石记》

《古诗四帖》中的“龙”“南”《古诗四帖》中的“齐侯问棘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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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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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古诗四帖》

　　东明九芝盖，北烛五云车。飘飖入倒景，出没上烟霞。春泉

下玉霤，青鸟向金华。汉帝看桃核，齐侯问棘花。应逐上元酒，

同来访蔡家。

　　北阙临丹水，南宫生绛云。龙泥印玉简，大火炼真文。上元

风雨散，中天哥吹分。虚驾千寻上，空香万里闻。

　　谢灵运王子晋赞

　　淑质非不丽，难之以万年。储宫非不贵，岂若上登天。王子

复清旷，区中实（哗）嚣喧。既见浮丘公，与尔共纷翻。

　　岩下一老公四五少年赞

　　衡山采药人，路迷粮亦绝。过息岩下坐，正见相对说。一老

四五少，仙隐不可别？其书非世教，其人必贤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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