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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家协会女书委秘书长、书法家
李琳谈道，鲜于枢《王安石杂诗卷》是其存世
40余幅墨迹中之精品，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为草书纸本，纵50厘米，横1025厘米，全卷
600余字，堪为宏幅巨制。内容为书王安石
杂诗四首《题燕侍郎山水画》《招约之职方并
示正甫书记》《示元度》《奉酬约之见招》。末
识：“右荆公杂诗。至元辛卯二月八日过君
锡真味堂，出纸命书，遂为尽（书）此。君锡
书法得前人之正，又所收秘笈在诸家法帖
上，亦须拙笔，亦爱忘其丑之意耶。鲜于枢
记。”署“君锡”上款，君锡即南宋淳祐年间状
元方逢辰之字。卷中钤明吴午峰等人的印
章以及官印、清朝内府鉴藏印等。卷首下部
残缺12字。卷后有明邢侗题跋。

《王安石杂诗卷》书于至元辛卯（公元
1291年），时鲜于枢45岁，正值书艺旺盛时
期。全卷气势恢宏，骨力劲健，圆润流畅，
潇洒自然，一气呵成，表现了其深厚的书学
功底。此卷字迹活泼，线条有力，极有可能
是使用弹性十足的狼毫笔书写。因其善回
腕，故圆劲流丽，用笔多取唐法，也深汲晋
王之妙。细观此卷，锋敛墨聚，笔法纵肆，
每一笔画起收、顿挫、使转、提按均从容不
迫，行笔劲利，挺拔有力，与王羲之《十七

帖》多有契合之处，深得“二王”草书之神。
草书中间偶杂行书，变化中有规整，迅疾中
有停顿，韵律有致，纵敛有度。此卷章法黑
白错落，行距均匀，自然畅达。字与字之间

起承转合偶以“牵丝”相属，更多是以内在
笔势上下自然呼应。通观全卷，点画遒劲
爽健，结字严谨恣肆，挥洒自然，意气豪
健。赵孟頫曾云：“余与伯机同学草书，伯
机过余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机已
矣！世乃称仆能书，所谓无佛出称尊尔。”
表现出他对鲜于枢之推崇。

鲜于枢在《论草书帖》中说：“张长史、
怀素、高闲皆名善草书。长史颠逸，时出法
度之外；怀素守法，特多古意；高闲用笔粗，
十得六七耳；至山谷乃大坏，不可复理。”从
中可知其扬怀素，抑张、高、黄之意，体现其
草书遵循传统、力求古意的艺术观。赵孟
頫称誉其：“笔笔有古法，足为至宝。”

《鲜于府君墓志铭》记载，鲜于家族累世
为读书之家，鲜于枢幼时从祖母墨迹中得到
沾溉，后又向当时书家张天赐请教。元人刘
致述其学书经历：“鲜于困学之书，初学奥敦
周卿竹轩，后学姚鲁公雪斋，为湖南宪司经
历，见李北海《岳麓寺碑》乃有所得。至江浙
与承旨赵公子昂游处，其书乃大进，以之名
世，行草第一。之后又直逼唐宋，上溯魏
晋。”《石渠宝笈》《大观录》著录了鲜于枢临
摹王羲之《十七帖》、王献之《群鹅帖》、颜真
卿《鹿脯帖》和怀素《自叙帖》等多种墨迹。

笔笔有古法

行草《诗赞卷》细节

鲜于枢是与赵孟頫比肩的元代大书法家，《王安石杂诗
卷》是其重要作品之一。鲜于枢（1246 年—1302 年），字伯
几，一作伯机，号困学山民，又号虎林隐吏、直寄老人等。生
于汴梁（今河南开封），曾宦居扬州，至元十四年（1277 年）
于扬州出为江南诸道行台御史掾。次年，在扬州与赵孟頫

相识，遂成莫逆之交，友善终生。至元二十一年（1284 年）
后任浙东都省史掾，宦居杭州。至元二十四年（1287 年）
夏，遭贬，隐居西湖。大德六年（1302年）任太常寺典簿，终
年 57岁。有《困学斋诗集》《困学斋杂钞》《困学斋杂录》等
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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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书法家、博
士郭德军谈道，鲜于枢能诗文、通音律、所
作散曲尤佳，又擅鉴古物、字画。从大德初
年到至大初年的十多年间，鲜于枢、赵孟頫
和邓文原都在杭州任职，活跃于杭州文化
圈。他们相互切磋书艺，书法观甚为一
致。故鲜于枢书法亦超越两宋和金、辽流
风而直追晋人，并称得上是与赵氏一起开
启元代回归传统的古典主义书法潮流的先
导者。史载，赵与鲜于二人相互切磋书道、
相互推重，继而相互影响。如鲜于枢有小
楷《道德经》与许多行书卷及尺牍传世，风
调近于赵孟頫，由此可见受到好友赵氏的
一定影响。

纵观书法史，书法自东晋走向真正意
义上的艺术自觉以后，一个历史时期对前
一个历史时期书风的矫正，几乎成为一种
定式。唐尚法是对晋尚韵的矫正，宋尚意
是对唐尚法的矫正，到了元、明时期，则出
现矫正宋代尚意书风，向晋唐传统回归的
特点。其回归的标志就是他们的行草书找
到了“二王”的技巧法则，但这个回归并不
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表现为对书法规则的
本质意义上的重新整理，复倡儒雅的书卷
气与精致的翰札笔法。赵孟頫、鲜于枢、邓
文原等人都以匡复古法为己任，在他们的
大力倡导和带动下，元代书法形成了一个

整体上的复古主义思潮，涌现出一大批书
法家，对元代的书法发展起到了中流砥柱
的作用。从书法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大致
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赵孟頫、鲜于
枢、邓文原为核心；后一阶段则以赵氏的学
生康里子山、张雨、虞集等为代表，同时涌
现出像杨恒、周伯琦等篆、隶书家，元末还
产生了以杨维桢、倪瓒为代表的反赵孟頫
的隐士书家。

鲜于枢早年生活在金国，书法初学金
人张天锡，小楷师法钟繇，草书则学怀素。
他能集诸家之长而化入自己笔端。其好友
邓文原曾回忆，见到鲜于枢时，他总是在研
究书法。又据袁裒（读póu）在跋文中云：

“困学老人善回腕，故其书圆劲，或者议其
多用唐法。”从传世的鲜于枢作品看，他的
大字和草书正是多得于唐人，因而较之赵
孟頫的秀逸，表现出雄放恣肆，所以时人
称：“困学带河朔伟气，酒酣骜放，吟诗作
字，奇态横生。”藏于上海博物馆的行草书

《诗赞卷》和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杜工部行
次昭陵诗卷》等，便是这样的代表作，字大
如掌，疏放中寓沉稳，酣畅处见精微。这种
大字出现于元代初年，鲜于枢能在放大中
不失法度，为后人不可及。此外，其所书

《杜甫魏将军歌草书卷》（故宫博物院藏）和
《韩愈进学解草书卷》（首都博物馆藏）则淋

漓纵横、气势壮伟，得张旭、怀素的风韵，而
这一路却是赵孟頫未曾涉猎的。客观上
讲，较之赵氏草书，鲜于枢不以精熟圆润见
长，而以矫奇放逸为胜，呈现磅礴豪迈之气
魄，这种雄放恣肆、卷舒自如的草书，实胜
于赵孟頫，时有“南赵北鲜”之称。从其大
量作品总体风貌不难看出，鲜于枢是元代
初年很有个性的一家。只叹其过世早，未
臻化境，所以客观上对书法史影响比赵孟
頫要小。

本次辽博展出的行草书《王安石杂诗
卷》是鲜于枢流传至今的代表作品。有专家
评价，本卷为大字行草书，字大近拳，笔势宽
和流利，点画顾盼，纤毫不失。中锋运笔刚
健挺拔，转折处时圆润、时凝重，运笔洒落超
逸，时有勾连萦带，尽显魏晋风神。结法淳
古，得“大王”之形，而取王献之之势。观其
全卷，如老将用兵，奇正沓出，又如花舞风
中，云生眼底，似有神仙蜕骨风度。全卷600
余字，一气贯注，从首迄终，无一懈笔，纯熟
之机，几于化境，盖其胸中自有全牛，故或大
或小，或开或合，或收或放，皆游刃有余矣。
此诗卷乃鲜于枢难得之佳作，此帖师法“二
王”而能形神兼备，以实笔撑其骨，以虚笔辅
其势，圆转古劲，开张厚重。观此书，知鲜于
氏于郊外见二人挽车行淖泥中，遂悟笔法之
说，应不枉谈。

古典主义代表

“字以人传，而非人以字
传。”这一观点是中国近代文艺
先驱李叔同提出来的，受到了
广泛认同。书法，写好字是前
提，但字背后的义理更为历代
书法家所求。

纵观中国书法史，唐代大
书法家颜真卿有着独特的地
位，因为颜真卿强调的是“字
学”根本。他从道德人格方面
阐释了书法的本质内涵：“其发
于笔翰，则刚毅雄特，体严法
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
大节而不可夺也。”“德均则艺
胜”，这是强调书法的“德艺”。
道德、字学、书艺，成为衡量一
位书法家水准的三个层面。

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在
《书议》中说：“夫翰墨及文章至
妙者，皆有深意，以见其志。”在

《文字论》中说：“文则数言乃成
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张
怀瓘的立论在肯定书法与文学
并列关系的同时，提出“先文而
后墨”“从心者为上，从眼者为
下”的主张，逐渐建立了“人、
文、书”的主次关系。从此中可
以看到，“字以人传”古已有言。

关于人、文、书的内在关
联，宋代文豪、书画家苏轼进行
了理论提升，他曾说，文与可

（即书画家文同）的文章与他的
德操相比，算是糟粕。文与可
的诗和他的文章相比，不值一
提。诗没办法淋漓尽致地表达
感情，就挥墨以书法来表达，最
后再变为画。苏轼称赞文与可
具备了中国文人的文化底蕴，
即“德、文、诗、书、画”兼备，进
而指出，“德、文、诗、书、画”在
中国文人心中分先后，分轻重
本末。

有当代学者进行理论总结
认为，魏晋以降，书法形成钟、
卫二派，钟派通过王羲之的传
承而大盛，终成中国书法史的
主流；卫派则销声匿迹于历史
烟尘之中。探究个中原因，卫
氏书派因为秉持古文传统而

“重形”，终敌不过书法艺术日
趋内化、与人文结合而成为“心
学”的历史大潮。

元代著名书法家鲜于枢的
书法笔笔入古，是元代古典主
义的倡行者，与赵孟頫、邓文原
并称“元初三大家”，对中国书
法艺术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
献，名垂史册。鲜于枢主张深
入传统，弘扬传统，其书学理念
与坚定的性格、博学多识，在其
书法创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留下了传世经典。

中国书法在历史演进中，
发展成为“作字行文、先文后
墨、归本于人”的艺术。

学习书艺、弘扬书道、传承
文化、锤炼人格，书法在当代更
凸显社会教化意义与美育价
值。书法创作和其他艺术活动
一样，若想具备高品质、高格
调，技艺只是基础，个性、人格、
思想的修养与表达是关键，应
首重人格塑造，崇尚高尚的道
德精神，提升自身学识与素
质。有了足够的能力，才能够
遵循艺术规律，继承创新，创作
出时代经典传及后世。

写书法当
“从心者为上”
本报记者 凌 鹤

《韩愈进学解草书卷》细节

鲜于枢《王安石杂诗卷》（局部）

《王安石杂诗卷》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