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两句诗里的“王谢”指的是东晋时的两大豪

门，“谢”指的就是在淝水之战中以八万军队大败前秦苻坚四十万大军的谢安、谢玄的谢氏家

族，“王”则指的是王导、王羲之、王献之、王珣等为代表的王氏一门了。王导是东晋的重

臣，官居宰相要职，其侄子王羲之、侄孙王献之、儿子王洽、孙子王珣等，不但官位显赫，同

时又都是著名的书法家。

王珣生于晋穆帝永和六年（350年），死于安帝隆安五年（401年），享年52岁。字元琳，

小字法护。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官至尚书令。出身于一个精于书法、几代显赫的名门

望族。其父王洽，其祖父王导均善于书法，所以史称“三代以能书称，家范世学，洵之草圣，

亦有传焉”。

东晋孝武帝司马昌明，雅好典籍，王珣与当

时的青年才俊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人，均

以才学文章深受孝武帝青睐，通过自己的努力，王

珣不但书法卓有成就，而且仕途也平步青云，一直

做到了尚书令加散骑常侍的高位。王珣书法秉承家

学，成绩斐然。相传他曾梦见一人，授给他一只如

椽一样的大笔，并说“此当有大手笔事”。不久，

皇帝驾崩，哀悼皇帝的祭文等都是由王珣起草，现

在我们常说的夸赞某某为“大手笔”，也是由此而

来的。

《伯远帖》是王珣书法的代表作，纸本，行

书，5行共47字，纵25.1厘米，横17.2厘米。在此

卷开头有乾隆皇帝亲笔题写的“江左风华”四个大

字，还钤有“乾隆御笔”御印一方，并题款：“唐

人真迹已不可多得，况晋人耶！内府所藏右军《快

雪帖》、大令《中秋帖》，皆希世之珍。今又得王

珣此幅，茧纸家风，信堪并美！几余清赏，亦临池

一助也。御识。”后又说，丙寅年春天，得到王珣

的《伯远帖》，遂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

献之的《中秋帖》一起珍藏到养心殿的暖阁中，三

件墨宝十分稀有珍贵，并称“三希”，而养心殿西

王珣《伯远帖》书法艺术赏析

暖阁也取名为“三希堂”。乾隆皇帝亲

自题写了匾额“三希堂”悬挂其上。但

在“三希”中，王羲之的《快雪时晴

帖》据考证是唐代的临摹本，《中秋

帖》传为宋代大书法家米芾所临摹，虽

说它们不是“二王”书法，也达到了以

假乱真的程度。但毕竟不是真迹，只有

《伯远帖》是王珣真迹无疑，而且也是

至今发现的东晋时代唯一的名家法书真

迹。所以，其艺术的、文物的价值非常

高，绝非其他法帖能比肩。

王珣《伯远帖》纸墨精良，历经

一千余年，至今依然光彩照人，历来被鉴赏家、收藏家视为瑰宝。因此也有人称之为继王羲之

《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苏轼《黄州寒食诗帖》之后的“天下第四大行书”。《伯

远帖》为成熟的行草书体，运笔自然，萧散古淡，结体开张，特别是笔画少的字显得格外舒

朗，飘逸洒脱，确实是晋人风神，堪与王羲之、王献之书法相媲美。《伯远帖》采用满章法布

局，行草相间，线条凝练，毫无拖泥带水之感。开头浓墨入纸，行笔流畅，然后渐入佳境，一

发而不可收，其运笔上多用偏锋侧毫，结体多欹侧取势，生动传神，线条上追求笔断而意连，

充分反映了晋人的书法韵致。

《伯远帖》本是王珣写给亲友“伯远”的一封书信。短短5行，47个字。原文是：“珣顿

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克申，分别如

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其行文流畅、声情并茂、笔断意连、一气呵成，充分

表达了对友人的担忧与思念之情。

王珣《伯远帖》自问世以来，先后被许多收藏家、书画家所珍藏，明代书法名家董其昌题

跋说：“王珣潇洒古澹，东晋风流，宛然在眼。” 

乾隆十一年（1746年），《伯远帖》进入清宫内府，至1924年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出宫

以前，一直珍藏在清宫中。溥仪出宫之时，被同治皇帝遗妃携出宫廷，后流散在外，流落到香

港。1951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将《伯远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用重金购回，交北京故

宫博物院收藏至今。

（文/白立献）

王珣行书《伯远帖》王羲之草书《快雪时晴帖》

王献之草书《中秋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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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