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
据
教
育
部
《
中
小
学
书
法
教
育
指
导
纲
要
》
（
临
摹
范
本
、
欣
赏
作
品
推
荐
）
编
写

河
南
美
术
出
版
社 

郑
州

主 

编　

张 

海

中

国

最

具

代

表

性

书

法

作

品

【No.02】

九
成
宫
醴
泉
铭

（
第
二
版
）

欧
阳
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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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最具代表性书法作品. 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 张海主

编. — 2版. — 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14.12（2015.8）

    ISBN 978-7-5401-3074-9

    Ⅰ. ①中… Ⅱ. ①张… Ⅲ. ①书法课－中小学－教学参

考资料 Ⅳ. ①G634.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3458号

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第二版）

主　　编　张　海

学术主持　西中文

总 策 划　李文平

策　　划　吴志平　许华伟

统　　筹　许华伟　白立献

责任编辑  白立献　梁德水

责任校对  敖敬华

装帧设计　李　红　库晓枫

出版发行  河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编：450002

电    话  (0371）65727637

制　　作　郑州新海岸电脑彩色制印有限公司

印    刷  郑州新海岸电脑彩色制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4

印    数  7001-10000册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2版

印    次  2015年8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1-3074-9

定　　价　26.00元

中国最具代表性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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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询，南朝武帝永定元年（557）生，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卒，

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是我国书法史上的“初唐四家”（欧阳

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楷书四大家”（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

赵孟 ）之一，也是书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欧阳询传世楷书作品主要

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皇甫诞碑》《虞恭公温

彦博碑》等，其中尤以《九成宫醴泉铭》最为著名。

作为一名学识渊博的学者，欧阳询主持编纂了长达100卷的著名类书—

《艺文类聚》，同时他还是唐朝初期著名的碑文撰写大家。在大唐盛世他累迁

银青光禄大夫、给事中、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故也称为

“欧阳率更”。

欧阳询书法源于“二王”，远承魏晋尚意灵秀之遗韵，融汇六朝北派碑

版之书风，存朴茂峻整之风骨，糅入古隶笔意，含高华浑穆之仪态。在书学理

论方面，他在长期的书法实践中总结

出习字的八法，即：点如高峰坠石，

横戈如长空之新月，横如千里之阵

云，竖如万岁之枯藤，竖戈如劲松倒

折，落挂石崖，折如万钧之弩发，撇

如利剑断犀象之角牙，捺如刀爽利，

率直。其所撰《传授诀》《用笔论》

《八诀》《三十六法》等，对楷书结

构进行了研究、整理，奠定了唐代书

法理论的基础，确立了其楷书在书法

史上的地位。

《九成宫醴泉铭》，由魏征撰

文，欧阳询书写。唐贞观六年（632）

夏历四月立碑。碑高2.7米，厚0.27

米，上宽0.87米，下宽0.93米，碑文24

行，每行49字。全文叙述了九成宫的

来历和其建筑的雄伟壮观，歌颂了唐

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书法艺术赏析太宗的武功文治和节俭精神，介绍了宫城内发现醴泉的经过，并刊引典籍说明

醴泉的出现是由于“天子令德”所致，最后提出“居高思坠，持满戒溢”的谏

诤之言。宋曾巩在《九成宫醴泉铭·跋》中称：“九成宫乃隋之仁寿宫也，魏

为此铭，亦欲太宗以隋为戒，可以见魏之志也。”碑石今尚存，传世最佳拓本

为明李祺旧藏宋拓本，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碑身和碑首连成一体，碑首有六

龙缠绕，正面隶书“九成宫醴泉铭”六字。宋《宣和书谱》称，“草里惊蛇，

云间电发”，如“孤峰崛起，四面削成”，誉此碑为“翰墨之冠”。明代赵涵

所著《石墨镌华》中称此碑为“正书第一”。

《九成宫醴泉铭》为欧阳询75岁时所书。此碑是奉诏而作，又是其书艺炉

火纯青之时。此碑点画凝重沉着，如铁画银钩。竖画伸展，左右对应竖画往往

呈内凹之势，更显得字形挺拔修长，在淳厚匀整中寓以深厚功力。横画布排

严整，微微上翘，竖笔挺拔劲健，竖弯钩保留了隶书笔意。用笔方圆兼备，

稳健含蓄，含秀润于峻峭之中。此碑结字精严，上承下覆，左揖右让，局部

险劲而整体端庄，无一处紊乱，无一笔松垮，充分体现了欧阳询的书法结构严

谨、圆润中见秀劲的特点。这种稳中寓险、险中求稳的结构特点，代表了唐代书

法的典雅之风。

《九成宫醴泉铭》用笔特存北碑笔意，转折之处多用顿挫之法。横画沉

稳洗练，有时中段粗于两端，得中实之趣。撇除常见的长撇、短撇、回锋撇、

兰叶撇外，还有入笔强调停顿的屈头撇。捺画通常较直，也有少数呈微弧状，

至尾端顿笔前与顿笔后的过渡含蓄自然，一气呵成。竖画除常见的悬针竖、

垂露竖以外，还有上尖竖，即露锋入笔，稍作转笔后径直竖下，这也是欧体

的独创。折画既不作圆转，也没有过于外露的棱角，而是果断而又含蓄。欧

体的钩都不作回锋钩，除横折钩作顿笔钩出以外，其余的钩画都在前笔的基

础上转锋顺势钩出，特征显著。欧体的挑画短促、果断，不拖泥带水，但又

显得沉稳、端庄。碑中有许多“乚”的写法，直接就继承了隶书的写法，如

“也”“观”“九”等字；再如“亥”字，在造型上就明显有《曹全碑》中

“亥”字写法的特点，只是把中间的一撇写成了竖钩；又如“般”右部的写法

就直接照搬了隶书的结构。除此之外在更多的字中可以看出是直接继承了六朝

和魏碑的笔法结构形式，如“风”“源”“抚”“武”等字。

初学欧体，易得方棱出角习气，原因是知其方而不知其圆。所谓“不方

不圆，亦方亦圆”，乃指欧字方圆兼容之特点。就用笔而言，“圆”指中锋

运笔，得其骨力；“方”则运用侧锋取妍，求得精神。《九成宫醴泉铭》的

用笔方法，介乎于方圆之间，用方笔时写得笔力雄厚、干脆利落，用圆笔时
《九成宫醴泉铭》（局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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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询，南朝武帝永定元年（557）生，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卒，

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是我国书法史上的“初唐四家”（欧阳

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楷书四大家”（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

赵孟 ）之一，也是书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欧阳询传世楷书作品主要

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皇甫诞碑》《虞恭公温

彦博碑》等，其中尤以《九成宫醴泉铭》最为著名。

作为一名学识渊博的学者，欧阳询主持编纂了长达100卷的著名类书—

《艺文类聚》，同时他还是唐朝初期著名的碑文撰写大家。在大唐盛世他累迁

银青光禄大夫、给事中、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故也称为

“欧阳率更”。

欧阳询书法源于“二王”，远承魏晋尚意灵秀之遗韵，融汇六朝北派碑

版之书风，存朴茂峻整之风骨，糅入古隶笔意，含高华浑穆之仪态。在书学理

论方面，他在长期的书法实践中总结

出习字的八法，即：点如高峰坠石，

横戈如长空之新月，横如千里之阵

云，竖如万岁之枯藤，竖戈如劲松倒

折，落挂石崖，折如万钧之弩发，撇

如利剑断犀象之角牙，捺如刀爽利，

率直。其所撰《传授诀》《用笔论》

《八诀》《三十六法》等，对楷书结

构进行了研究、整理，奠定了唐代书

法理论的基础，确立了其楷书在书法

史上的地位。

《九成宫醴泉铭》，由魏征撰

文，欧阳询书写。唐贞观六年（632）

夏历四月立碑。碑高2.7米，厚0.27

米，上宽0.87米，下宽0.93米，碑文24

行，每行49字。全文叙述了九成宫的

来历和其建筑的雄伟壮观，歌颂了唐

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书法艺术赏析太宗的武功文治和节俭精神，介绍了宫城内发现醴泉的经过，并刊引典籍说明

醴泉的出现是由于“天子令德”所致，最后提出“居高思坠，持满戒溢”的谏

诤之言。宋曾巩在《九成宫醴泉铭·跋》中称：“九成宫乃隋之仁寿宫也，魏

为此铭，亦欲太宗以隋为戒，可以见魏之志也。”碑石今尚存，传世最佳拓本

为明李祺旧藏宋拓本，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碑身和碑首连成一体，碑首有六

龙缠绕，正面隶书“九成宫醴泉铭”六字。宋《宣和书谱》称，“草里惊蛇，

云间电发”，如“孤峰崛起，四面削成”，誉此碑为“翰墨之冠”。明代赵涵

所著《石墨镌华》中称此碑为“正书第一”。

《九成宫醴泉铭》为欧阳询75岁时所书。此碑是奉诏而作，又是其书艺炉

火纯青之时。此碑点画凝重沉着，如铁画银钩。竖画伸展，左右对应竖画往往

呈内凹之势，更显得字形挺拔修长，在淳厚匀整中寓以深厚功力。横画布排

严整，微微上翘，竖笔挺拔劲健，竖弯钩保留了隶书笔意。用笔方圆兼备，

稳健含蓄，含秀润于峻峭之中。此碑结字精严，上承下覆，左揖右让，局部

险劲而整体端庄，无一处紊乱，无一笔松垮，充分体现了欧阳询的书法结构严

谨、圆润中见秀劲的特点。这种稳中寓险、险中求稳的结构特点，代表了唐代书

法的典雅之风。

《九成宫醴泉铭》用笔特存北碑笔意，转折之处多用顿挫之法。横画沉

稳洗练，有时中段粗于两端，得中实之趣。撇除常见的长撇、短撇、回锋撇、

兰叶撇外，还有入笔强调停顿的屈头撇。捺画通常较直，也有少数呈微弧状，

至尾端顿笔前与顿笔后的过渡含蓄自然，一气呵成。竖画除常见的悬针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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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学欧体，易得方棱出角习气，原因是知其方而不知其圆。所谓“不方

不圆，亦方亦圆”，乃指欧字方圆兼容之特点。就用笔而言，“圆”指中锋

运笔，得其骨力；“方”则运用侧锋取妍，求得精神。《九成宫醴泉铭》的

用笔方法，介乎于方圆之间，用方笔时写得笔力雄厚、干脆利落，用圆笔时
《九成宫醴泉铭》（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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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得凝重多姿、淳厚而恰到好处，如“武”“青”“丹”等字是以方笔为主，

“应”“池”“流”等字则以圆笔为主；而更多的字则是方圆兼备，或方中寓

圆、圆中寓方，如“笔”字，上部用笔较圆，含蓄厚重，下部用笔则方，斩钉

截铁；“注”字左旁“氵”为方笔，右旁“主”部用圆笔，和谐融洽。临习时

要注意观察出笔画的轻重变化，诸如横、竖的两头重、中间轻等。笔画的俯

仰、顿笔的轻重、出锋的方向，视具体情况灵活处理。“察之者尚精，拟之者

贵似”，仔细观察，细处着眼，写出细微变化，才能让笔画活灵活现起来。欧

字中宫紧收，工整严谨，临习时要收得住，但还要放得开，如“九”“成”的

钩画，不能写得拘谨。看似平整的楷书，通过“险”的结字安排，使其在姿态

上有所变化。

《九成宫醴泉铭》结字多取敛势，竖多左右相背，中宫紧凑，体势瘦硬、

洒脱、灵动。字中多以长横或长竖、长捺、鹅浮钩等主笔拉长取势，中宫间

距、留白适宜，结体紧而不拘。该碑结字谨严，却时出欹斜险劲之笔，充满奇

趣。能正斜相映，化静为动，并于倚靠、俯仰、牵制、向背、避让、呼应变化

中寻求力的平衡，达到“既知险劲，复归平正”的境界。《九成宫醴泉铭》笔

画方折劲挺，结构紧束峻宕，内含秀骨，笔势舒张，不失韵味，临习时要险润

融合，方圆兼施，收放得势。独体字形态变化丰富，或开张奔放，或小巧精

致。合体字平衡遒劲，生动活泼。左右结构的字在注意左右各自的长短、高

低、宽窄之外，还要注意穿插、避让和联系，使左右有机地统一起来。对上下

结构的字，要注意上下两部分各自的宽窄、长短、大小的区别和联系。左中右

结构的字容易写得过宽，应该控制每部分的宽度，以免互相拥挤；还要注意三

部分各自的长短、宽窄、位置高低区别，以及三部分避让、穿插的有机联系，

使三部分融为一体。包围结构的字，要注意包围部分与被包围部分的紧密联

系，以免字形松散。由于欧字严谨险劲，包围部分应该写得紧凑。练习时要苦

练妙悟，把握好“摹形”与“写神”的切合点，努力做到“形神兼备”。

（文/杨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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