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东晋琅邪（今山东临沂）人。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有

“书圣”美誉。王羲之自幼爱习书法，由父王旷、叔父王廙启蒙。7岁善书，12岁时经父传授笔法

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他早年又从卫夫人处学书。卫夫人师承钟繇，妙传其法。南朝萧衍

《古今书人优劣评》曰：“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

神龙本《兰亭序》，纸本，凡28行，324字，纵24.5厘米，横69.5厘米，故宫博物院藏。此本墨色

最活，跃然纸上，摹写精细，牵丝映带，纤毫毕现，数百字之文，俯仰袅娜，多而不觉其佻，其笔法、

墨气、行款、神韵，都得以体现，是公认的最好的摹本，被视为珍品。元郭天锡跋曰：“此定是唐太宗

朝供奉拓书人直弘文馆冯承素等，奉圣旨于兰亭真迹上双钩所摹。”此帖曾入宋高宗内府，元初入郭天

锡手，明代藏于杨士奇家，后又藏于王济处，后归项元汴，清初递藏于曹溶、陈定、季寓庸诸家，乾隆

时入藏内府，《珊瑚网书跋》、《平生壮观》、《大观录》、《石渠宝笈续编》等都有著录。

关于《兰亭序》，世间流传着许多趣闻逸事。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时任右军将

军、会稽内史的王羲之邀谢安、孙绰、孙统、支道林等朋友及子弟辈41人，在山阴兰亭举行“修禊”

盛会，曲水流觞，饮酒作诗。盛会结束时，大家提议将所做的37首诗汇编成集，并请王羲之作序。

王羲之乘兴提笔在蚕纸上挥毫，一气呵成。第二天，王羲之酒醒后意犹未尽，又将序文重书数遍，却

自感不如第一次所写。王羲之将此作作为传家宝留给子孙，并代代相传，一直到王家的七世孙智永手

中。智永出家后，将祖传真本传给了辩才和尚。到了唐朝初年，李世民大量搜集王羲之书法珍宝，经

常临习，对《兰亭序》这一真迹更是仰慕，多次重金悬赏索求，但一直没有结果。后查出《兰亭序》

真迹在会稽一个名叫辩才的和尚手中，从而引出一段萧翼赚取《兰亭序》的故事。据说在唐太宗死时

此帖作为殉葬品，埋入昭陵。

《兰亭序》用笔大多是既露且藏，亦圆亦方，全藏全露、全方全圆者甚少。如“九”字横撇起

笔，“岁”字所有点画均是这样。这种笔法是在露锋承上之后立即随势重按圆转而成。藏露融于起

笔，可以说是《兰亭序》用笔的一大特色，从而显现出特殊的艺术效果，如“永”点为侧，“俯”点

为卧，“集”点为立等；且有半卧半立的“室”点，曲头形的“托”点，撇形的“骸”点，横折形的

“浪”点，竖钩形的“察”点，不出锋的“永”点。出锋者，又分上出锋“之”点、中出锋“之”

点，下出锋“咏”字两个点的形态也不相同。  

《兰亭序》最明显的特征即是它的用笔细腻多变。其在用笔上的两个特征：一是笔画的跳荡，另

一个是线形的多变。比如，“映”字中“央”的横折一画，按正常写法应是先顿笔再行笔，但在《兰

亭序》中这一画开头的一顿变成了带笔，而顿笔却被移到折的部位；“左”字的末笔一横，是一个很

明显的从轻到重、从带到顿的渐进过程，顿挫的趋向是十分明显的；“右”字的第一横画则在起笔部

位有个微小的顿笔。像这样不同起笔的不同顿法，体现出《兰亭序》用笔的丰富性。线条的多变在

《兰亭序》中也多有体现，如“带”字，头部四个竖笔，两直两曲，线形依次变化。    

 王羲之书法出神入化，不仅表现在异字异构，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重字的别构上。从结字角度

来看，《兰亭序》强调对比的特征一目了然。如“惠”字的头部向左倾斜和“心”字向右下角下沉，

形成一种结构之间的错位，各部件之间的中轴由垂直变成了倾斜；而“风”字则利用横画的右上耸

起，造成与“惠”字方向恰相反的一种欹侧效果。“和”字分左右两个部分，“禾”旁拉长成纵式，

“口”则写扁，使字纵横交叉；而“畅”字，则是一种斜向的头尾交叉，“申”与“ ”两部分正

好构成两个三角形式的对位。因此，这四个字的结构截然有别，对比鲜明。《兰亭序》中，有七个

“不”字，二十多个“之”字，但形态各异，无一雷同。点画之间虽轻重、粗细各异，但疏密和谐，

四面停匀，如“兰”、“禊”、“觞”等字，笔画虽多，却不嫌拥挤。偏旁的组合，也宽松得宜，笔

画也多极意舒展，毫不拘谨，显得字形疏朗雅静，如“峻”、“游”、“怀”、“仰”等字，让人想

起东晋士人的潇洒风度。此外，还打破了结字的常规，增强了自然态势。如“以”字拉开左右，放宽

中档，“峻”字则把“山”字缩短，伸展右下。这对学书者是很有启发的。

《兰亭序》疏密有致，纵成列，横不成行，这是考虑纵向阅读的方便，更重要的是为整体严密，

避免呆板。总览全篇，行笔挥洒自如，收放有度，点画从容而神气内敛，自始至终流露着一种从容不

迫、潇洒俊逸的气度，给人以高雅、清新、华美、蕴藉的艺术感受。解缙在《春雨杂述》中说：“右

军之叙兰亭，字既尽美，尤善布置，所谓增一分太长，亏一分太短。”无怪乎明董其昌赞之为“右军

《兰亭序》，章法为古今第一”。

《兰亭序》的横、竖、点、撇、钩、折、捺，极尽用笔使锋之妙。如起首“永和九年”四字，点

画纯净，圆润雄强，骨力内含，势若屈铁。“岁”字，笔笔呼应承接，虽无牵丝，而行笔轨迹十分明

晰。“贤”字之“又”的斜长点尾部，提按转折也交代得十分清楚。“茂”字竖撇的回钩牵丝，圆融

坚实而精致。学《兰亭序》要看能否淋漓尽致地、细致入微地把最细腻的用笔动作和线条效果表现

出来。羲之用笔方圆兼具、藏露并施，使笔画既具沉着含蓄之态，又不乏灵动俊美之意。王羲之在

字的横折处，有绞转使转，有方有圆，有点有面，有筋有肉，根据字的不同和点画的不同，随机赋

形，不教条呆板，笔法丰富。行款布局上采取纵有列、横无行的形式，大小参差，错落有致，点画

映带，气脉贯通，自然畅达中显现了超逸和儒雅。如能对《兰亭序》的艺术特色进行总体感受与把

握，学习的效果会有很大的提高。

（文/杨天才）

王羲之《兰亭序》书法艺术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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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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兰亭序》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稧事也。群

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领（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

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

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

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

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怏（快）

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惓，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

欣，俯仰之间，以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

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揽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

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

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揽者，亦将有感于

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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