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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伟大的

文学家、翻译家、书法家，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之一。

　　作为一名名扬海内外的文学大家，鲁迅利用手中的那支笔，抨击时弊，宣

传新文化运动。他的许多文章都被选入中小学生语文课本之中，比如《一件

小事》《藤野先生》《范爱农》《祝福》《阿Q正传》《孔乙己》等，脍炙人

口，而小说里的主人公如祥林嫂、孔乙己、阿Q等更是家喻户晓。由于鲁迅在

文学上的名气实在太大，他的书法成就反而被掩盖了。鲁迅并立于中国20世

纪的书法大家之林，是当之无愧的。鲁迅出身于书香世家，有很扎实的书法基

础。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为晚清翰林，其书法飘逸俊雅，师法王羲之，并融入宋

人笔意，给鲁迅幼小的心灵播下了书法的种子；父亲周伯宜，会稽秀才，写得

一手馆阁体，工整圆润；从叔祖周玉田，为鲁迅的启蒙塾师，书法功底深厚，

治学严谨。鲁迅就是在这样的书法氛围中，从最基础的描红入手，循序渐进，

逐步提高。后来鲁迅到三味书屋学习，在老师寿镜吾的指导下，开始系统地

学习书法，从学习颜真卿和柳公权的楷书，逐步涉猎苏轼、黄庭坚、米芾等大

家的行书，讲究用笔的意韵。为了民族的复兴，鲁迅留学日本，拜师于国学大

师章太炎门下。章太炎对鲁迅钟爱有加，给他讲授了《说文解字》和金石学、

训诂学以及书法理论知识，对鲁迅以后的书法提高影响很大。鲁迅归国后，开

始了文字、金石、书法演变方面的研究，并着手对金石、砖、纸、帛、竹等文

字载体进行收集和鉴藏，从中挖掘书法的元素，融入他的书法创作中。到北大

任教后，他一有空便跑琉璃厂，搜购古籍、画册、带铭文的铜镜、书写风格多

变的钱币、佛造像、墓志铭、古碑等，并把它们进行系统整理，抄录成册，归

纳分类。这些也为鲁迅打下了坚实的楷书功底。在收集、鉴藏的过程中，鲁迅

涉猎了各家各派的书风流韵，拓宽了书法视野。加上鲁迅从小对书画、金石的

偏爱，深厚的国学基础，使他的书法集百家之长，独具一格，古雅厚重，文人

气十足。鲁迅学古人而又不拘泥于古人，他用自己独特的审美眼光和卓尔不群

鲁迅书法艺术赏析的个性，执着地追求书法的金石味和书卷气，笔法凝蓄，墨彩沉厚，处处充满

了创新精神。我们很难从他的书法中看出他出自何门何派，他只是用他那支无

敌的毛笔信手拈来，恣意地挥洒性情，表达自己的爱憎和喜怒哀乐，以及对自

然、世道、生命的感悟。这也使我们从鲁迅的作品中，看到其性情与担当。

　　根据鲁迅的书法作品，我们不妨把它们分为创作作品、手稿、书信三个方

面来赏析，以对鲁迅书法有一个更直观更全面的了解。当代大文豪郭沫若在

《鲁迅诗稿》的序言中曾对鲁迅的书法这样评价：“鲁迅先生亦无心作书家，

所遗手迹，自成风格。熔冶篆隶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朴质而不拘挛，洒

脱而有法度。远逾宋唐，直攀魏晋。世人宝之，非因人而贵也。”鲁迅在繁忙

的文学创作之余，并无心做一个真正的书法家，但他的书法已经自成面目，把

篆书、隶书的风格融

于一体，洒脱而又不

失法度，达到了远超

宋唐、直逼魏晋的高

度。世人珍爱鲁迅的

书法，不是因为他个

人的显贵，主要还是

其书法艺术的高妙。

郭沫若的评价真实地

道出了鲁迅书法肇法

自然、浑然天成，非

常人可及的艺术成

就。对书法的笔法、

章法，鲁迅同样有很

深的见解，他认为：

“毛笔作画之有趣，

我想在于笔融；而用

软笔画得有劲，也算

中国画中之一种本领。粗笔写画有劲易，工细之笔有劲难，所以古有所谓‘铁

线描’，是细而有劲的画法，早已无人作了，因为一笔也含糊不得。”古人

云，书画同源，实际上鲁迅一语道破了书法线条的实质：线条要有质感，要生

动，就要求行笔要有力度。我们平时说的“力透纸背”也是这个道理。不管线

条的粗细，都要有始有收，笔笔送到，笔画线条形象清晰，一丝不苟。我们从

鲁迅行书作品 鲁迅行书信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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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作品中，都能体味出这一艺术理念。鲁迅51岁时创作

的条幅自作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

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线条流畅老辣，极富书

卷气息，起笔浓墨入纸，一气呵成，用墨过渡自然，既有

碑的元素，又有帖的韵致，碑帖兼容，不留痕迹。他以情

感入书、以自然入书，将忧国忧民的思想与艺术精神融入

书法作品中，使其书法有了灵魂与生命，把他年轻时的那

种对祖国甘愿抛洒热血的满腔爱国情怀都表现在了字里行

间。

　　在致柳亚子先生的作品里（左图），鲁迅在章法上更

具匠心，作品主题内容分三行排列，传承避让，气息高

古，落款以小字为之，整体上提。这样前四行就出现了一个

倒三角形，从章法上看整体重心不稳，好在鲁迅在最后一行

进行了补救，尤其是“鲁迅”两个字，铿锵有力，落在左

下角，配上朱红印章，使整幅作品重心平稳，马上鲜活起

来。鲁迅在章法上确实是敢于造险，又能救险的高手。其

中诗中的两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寥

寥十四字，把自己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表现得淋漓尽致。

鲁迅的许多手稿和信札，更是一任自然，无意于佳乃佳，

多有神来之笔。他的字小如蝇头，却能使转自如，字体严

谨秀雅，一丝不苟。他不拘泥于一家一派，而是兼容并

蓄，海纳百川。这一时期的作品，既有帖的飘逸自然，又

有碑的浓郁朴茂。结构上以欧阳询书法为底，取隶书的横

势，在用笔上融入了篆书的圆劲中含。这在写给蔡元培、

胡适、周作人、林语堂、陶冶公、钱玄同、许广平等人的

信札上，体现得较为明显。可以看出，鲁迅虽然无意于做

书家，但他通过自己的笔墨语言，来表现他的那种纯真的

性情，却是一般书法家所不能比拟的。因此鲁迅的书法也

广为世人所喜爱。现在全国许多大、中、小学校名和许多

刊物的刊名都是由鲁迅题写或者由鲁迅的书法集字而成

的，这也充分说明了鲁迅书法在人们心中的影响力。

（文/白立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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