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楷书四大名家是哪四位？

• 2、三大行书是指哪位书法家的那件作品？

• 3、“颠张狂素”是指哪两位书法家？

• 4、郑道昭费尽心机为其父亲立碑，你认为他的目的达
到了吗？



• 《郑文公碑》，全称《魏故中书令秘书监使持节督兖州
诸军事安东将军兖州刺史南阳文公郑君之碑》，又名
《郑羲碑》。刻于北魏宣武帝年间，系崖刻，共有内容
近同的上、下两碑。上碑在平度市天柱山，下碑在莱州
市云峰山。下碑，比上碑书写略晚，字亦较大，剥泐 
（lè）较少，因而比上碑更为著名。

《郑文公碑（下碑）》
肃穆庄重、气宇轩昂，
自清代中叶以来即为
著名书法家包世臣、
叶昌炽、康有为等所
推重。此碑为郑道昭
书写，结字宽博舒展，
笔力雄强圆劲，字体
近楷书，并有篆隶意
趣相附，为魏碑佳作
之一。



• 郑道昭的父亲郑羲，出身士族，举秀才，文成帝末，为中书博
士。孝文帝初，李冲受宠于冯太后，他与李冲连姻，得任中书
令，冯太后又令孝文帝纳其女为妃，征拜他为秘书监（地位仅
次于宰相）。

• 郑羲以贿成政，性情又很吝啬，老百姓给他送礼，甚至连杯酒
也不赏给人家，西门受人羊酒，东门便把东西卖了。因他是李

冲的亲家，执法官员也不纠劾他。太和十六年（492年），郑
羲去世，谥号文灵。

• 郑道昭是郑羲少子，岁数与孝文帝相仿。此时孝文帝忙着迁都
洛阳，又几次南征萧齐，道昭随行，诗文唱和，颇得孝文皇帝
喜爱。但是对父亲的谥号问题，道昭半点不敢言及，这事过于
敏感，只能隐忍，岂可“翻案”？

郑羲过世十多年后，郑道昭任秘书监。身居高位，郑道
昭觉得该给父亲立碑了。但苦于那个“灵”字之谥十分
丑陋，立碑还不如不立。一想到那个“灵”，道昭就联
想到“晋灵公不君”、“汉灵帝无能”，那是个否定人
的道德与治功的丑陋字眼儿。



• 后来郑道昭被任命为光州刺史，为父亲立碑的事一直萦绕在郑道

昭的心间。一次他看到一尊新起的石碑字迹甚美，碑文上有死者

的私谥。这事让他心头一震。他想，父亲的官谥既然难以改易，

难道就不能以私谥为父亲立碑吗？去掉父亲官谥中的“灵”字，

只取“文”字作为私谥，这样既符合父亲一生的行迹，朝廷又奈

何不了这“私谥”行为，不是两全其美吗？那时为官员立碑，碑

文须经吏部审定，代表官方评价。郑道昭想，我为父亲立块私碑，

就当他是个老百姓，就不需要吏部审查了。

于是他为父亲撰写了碑文，找山石好的地方刻了一通。

稍后他又发现一处更好的石头，索性重又刻了一通。

于是在渤海之滨的大山里，就有了“山上”、 “山下”

这两通“郑文公碑”。你说这是官碑，可它回避了官

谥；你说这是私碑，它却介绍了一位高官的生平。郑

道昭终于找到了“打擦边球”的机会，回避了政策的

约束。



• （3）唐楷与魏碑相较，其用笔体势

风格已大不相同，达到了楷书的鼎盛

时期，是楷书完全成熟的字体。它也

包含隋代楷书，但主要以初唐书法家

欧阳询、中唐颜真卿和晚唐柳公权的

楷书为代表。

• 欧阳询，唐朝著名书法家，楷书四大

家之一，因其子欧阳通亦通善书法，

故其又称“大欧”。后人以其书于平

正中见险绝，最便于初学者，号为

“欧体”。代表作楷书有《九成宫醴

泉铭》、《皇甫诞碑》、《化度寺

碑》，被称为“唐人楷书第一”。



• 颜真卿（709年—784年），生于京兆万年（今陕西西
安） ，祖籍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兰山区方城镇诸满六
村）。

• 开元二十二年，颜真卿登进士第，曾四次被任命为监察
御史，迁殿中侍御史。因受权臣杨国忠排斥，被贬为平
原太守，人称“颜平原”。唐肃宗即位后，拜工部尚书
兼御史大夫，为河北招讨使。至凤翔，授宪部尚书，后
迁御史大夫。唐代宗时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
郡公，人称“颜鲁公”。兴元元年，遭宰相卢杞陷害，
被遣往叛将李希烈部晓谕，凛然拒贼，终被缢杀，谥号

“文忠”。 

颜真卿书法精妙，擅长行、楷，创“颜体”楷书，
与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
家”。又与柳公权并称“颜柳”，被称为“颜筋
柳骨”。



• 颜真卿传世作品以碑刻最
多，楷书有《多宝塔感应
碑》《麻姑仙坛记》《东
方朔画像碑》《颜勤礼碑》
《颜氏家庙碑》等，其中
《颜勤礼碑》比较端庄遒
劲，但笔画细瘦和其他碑
刻不大一样。《颜氏家庙
碑》，书法筋力丰厚，是
他晚年的得意作品之一，
与其早年时期的作品相比
更加浑厚大气，乃晚年之
代表作。



颜真卿 (唐）《东方朔画像赞碑》、《千福寺多佛塔感应碑》 



• 柳公权，唐代著名书法家、诗人。柳公权二十九岁时

进士及第，早年曾任秘书省校书郎。于穆宗、敬宗、

文宗三朝官居侍书。共历仕七朝，官至太子少师，封

河东郡公，以太子太保致仕，故世称“柳少师”。咸

通六年（865年），柳公权去世，卒年八十八岁，赠

太子太师。

• 柳公权书法以楷书著称，他的书法初学王羲之，后来

遍观唐代名家书法，吸取了颜真卿、欧阳询之长，溶

汇新意，自创独树一帜的“柳体”，以骨力劲健见长，

后世有 “颜筋柳骨”的美誉。传世碑刻有《金刚经刻

石》、《玄秘塔碑》、《冯宿碑》等，另有墨迹《蒙

诏帖》、《王献之送梨帖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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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孟頫（1254年  —1322年 ），字子昂，号松雪道
人 ，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南宋末至元初著名
书法家、画家、诗人，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元二

十三年（1286年），行台侍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遗
逸于江南”，将赵孟頫引见于元世祖忽必烈，忽必烈
赞赏其才貌，两年后任集贤直学士，后出任济南路总

管府事。元贞元年（1295年），回京修《世祖实录》。
鉴于元廷内部矛盾重重，赵孟頫便借病乞归。累官翰

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名满天下。至治二年（1322
年）卒，年六十九，追赠江浙中书省平章政事、魏国
公，谥号“文敏”。



• 赵孟頫博学多才，能
诗善文，懂经济，工
书法，精绘艺，擅金
石，通律吕，解鉴赏，
特别是书法和绘画成
就最高，开创元代新
画风，被称为“元人
冠冕”。他亦善篆、
隶、真、行、草书，
尤以楷、行书著称于
世。其书风遒媚、秀
逸，结体严整、笔法
圆熟，创“赵体”书。



４、行书

   行书是一种介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书体，写得
比较工整而近于楷书的称为行楷，写的比较奔
放近于草书的称为行草。也有比较典型的行书。
唐代张怀瑾在《书断》中说“行书者，后汉颖
川刘德昇所造也，即正书之小伪，各从简易，
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行书是由隶书演变
而来，富有艺术价值。行书中王羲之、王献之
父子造诣颇高，王羲之《兰亭序》有天下第一
行书之称。



• 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三月三日，时任会稽内
史的王羲之与友人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会聚兰
亭，赋诗饮酒。王羲之将诸人名爵及所赋诗作编
成一集，并作序一篇，记述流觞曲水一事，并抒
写由此而引发的内心感慨。这篇序文就是《兰亭
集序》。此序受石崇《金谷诗序》影响很大，其
成就又远在《金谷诗序》之上。其文书法具有极
高的艺术价值，与颜真卿《祭侄季明文稿》、苏
轼《寒食帖》并称三大行书书法帖。后人评道
“右军字体，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
故古今以为师法”，因此，历代书家都推《兰亭》
为“天下第一行书”。





• 《祭侄稿》是颜真卿为祭奠就义于安史之乱的侄子颜季明所

作。 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谋反，平原太守颜真

卿联络其从兄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伐叛军。次年正月，叛

军史思明部攻陷常山，颜杲卿及其少子季明被捕，并先后遇

害，颜氏一门被害30余口。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颜

真卿命人到河北寻访季明的首骨携归，挥泪写下这篇留芳千

古的祭文。

•  《祭侄稿》作为一篇祭文，作者书写时的心绪可想而知，

整幅卷面并不清爽，干净，笔迹急促，匆忙，涂抹，删补

时时可见。 纵观全篇，悲愤慷慨之气浮于纸端，开始时

作者尚能驾驭住自己的感情，写得大小匀称，浓纤得体，

至“贼臣不救，孤城围逼”再也抑制不住百感交集的愤激，

像火山迸发，狂涛倾泻，字形时大时小，行距忽宽忽窄，

用墨或燥或润，笔锋有藏有露，至“呜呼哀哉”，节奏达

到了高潮，随情挥洒，任笔涂抹，苍凉悲壮，跃然纸上。

起首的凝重，篇末的忘情，无不是作者心情自然流露。

•    



此帖本是稿本，原不是作为书法作品来写的，但正因为
无意作书，所以使此幅字写得神采飞动，起伏跌宕。
《祭侄稿》辉耀千古的价值就在于以真摯情感主运笔墨，
不计工拙，无拘无束，纵笔豪放，一气呵成，血泪与笔
墨交融，激情共浩气喷薄，是颜真聊最精彩的行书，被
称为“天下第二行书”。



《寒食帖》又名《黄州寒食诗帖》或《黄州寒食帖》。是苏轼撰诗并书，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那时苏轼因宋朝最大的文字狱，被贬黄州第三年
的寒食节作了二首五言诗，此帖是苏轼行书的代表作，是苏轼被贬黄州
第三年的寒食节所发的 人生之叹，表达了苏轼惆怅孤独的心情。

通篇书法起伏跌宕，光彩照人，气势奔放，而无荒率之笔。
《寒食诗帖》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 被称为“天下第三行
书”，也是苏轼书法作品中的上乘。正如黄庭坚在此诗后
所跋：“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 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
复为之，未必及此。



5、草书
• 草书是一种书写简便且极富艺术性的书体。关于草书的起源，议论种种，

但最终还是无法确指始于何时。史记中记载：“战国时，楚怀王使屈原
造宪令，草稿未上，上官氏见而欲夺之，盖草书之祖起于。”据此故有
草书缘起于草稿之说，可见战国时即已有草书的形成。因为起于草稿的
字体，为了发挥速写功能，较为省略草率，自然不能工整，草草写成，
顾名思义而为草书。广义来讲，各种书体草率的写法都是草书。如汉简
即是汉隶的草书体。我们所说的草书指的是狭义的草书，它可以分为三
类：章草、今草、狂草三类。 



• （1）章草，是
隶书速写而成，
故源出于隶。传
说为西汉元帝时
黄门令史游所创。
为了书写简便快
速，所以采取在
结体上简化省略，
在运笔上化方为
圆，以转代折。
章草还保留着隶
书的某些特征，
每个字都是独立
的，大小均等，
笔划之间并不相
连。最为突出的
特征是保留了隶
书的波磔。 索靖(晋)《出师颂》(局部) 



• 今草，又称小草，是楷书产生后在章草的基础上采用
楷书的体势、笔意发展而成的，传说为后汉张芝所创
始。今草与章草不同之处：章草字字独之，系速写隶
书而成，而今草则省去章草的波磔，上下牵连，是速
写章草而成的。今草至东晋达到成熟，尤以王羲之父
子，最擅此体，其姿态之美，变化多端，妙不可言，
已达到登峰造极之绝妙佳境。

《十七帖》是王羲之草书代表作，因卷首由“十
七”二字而得名。原墨迹早佚，现传世《十七帖》
是刻本。此帖为一组书信，据考证是写给他朋友
益州刺史周抚的。书写时间从永和三年到升平五
年（公元347-361年），时间长达十四年之久，
是研究王羲之生平和书法发展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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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帖》,又名《十二月帖》，传为东晋王
献之的传世真迹，原为五行三十二字，后被割
去二行，现仅存三行二十二字，清乾隆时被收
入内府，与《快雪时晴帖》、《伯远帖》号为
“三稀”，乾隆遂以“三希堂”为御书房名。

• 该帖刻入《三希堂法帖》中，后由清宫流入香

港，1951年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下，有关部
门以重金收回，现藏故宫博物院。此帖运笔如
火箸画灰，字势连绵不断，极备法度，誉称
“一笔书”，是学习“二王”的珍贵资料。



• (3)狂草的得名，据传是由于张旭每次作书前多饮酒以引发情绪，
或借助自然界的现象来触发灵感，醉后呼叫狂走，再下笔作书。
世人以张颠呼之。这一时期（盛唐），以张旭为代表的一派草书
风靡一时，它打破了魏晋时期拘谨的草书风格。把草书在原有的
基础结构上，将上下两字的笔画紧密相连，所谓“连绵还绕”，
有时两个字看起来象一个字，有时一个字看起来却象两个字。在
章法安排上，也是疏密悬殊很大。在书写上，也一反魏晋“匆匆
不及草书”的四平八稳的传统书写速度，而采取了奔放、写意的
抒情形式。



怀素（737-799[1]  ，一说725-785），字藏真，
俗姓钱，永州零陵（今湖南零陵）人，唐代书
法家，以“狂草”名世，史称“草圣”。自幼
出家为僧，经禅之暇，爱好书法，与张旭齐名，
合称“颠张狂素”。
怀素草书，笔法瘦劲，飞动自然，如骤雨旋风，
随手万变。他的书法虽率意颠逸，千变万化，
而法度具备。怀素与张旭形成唐代书法双峰并
峙的局面，也是中国草书史上两座高峰。
怀素的传世书法作品有《自叙帖》《苦笋帖》
《圣母帖》《论书帖》《小草千文》诸帖。



《自叙帖》（唐）怀素



• 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书法己不仅仅限
于使用毛笔和书写汉字，其内涵己大大
增加。如从使用工具上讲，仅笔这一项
就五花八门，毛笔、硬笔、电脑仪器、
喷枪烙具、雕刻刀、雕刻机、日常工具
（主要是指质地比较坚硬的，能用来书
写的五金、生活工具）等。颜料也不单
是使用黑墨块，墨汁、粘合剂、化学剂、
喷漆釉彩等五彩缤纷，无奇不有；品种
之多，不胜枚举。



三、非汉字书法

• “阿拉伯书法”，梵文字母书写的书法，越南

国语字书法，另有蒙古文书法。都属于“非汉

字书法”的范畴。

• 越南国语字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是

越南特有的一门艺术，近几年来深受人们的喜

爱。越南各地都有越南国语字书法俱乐部，其

中有不少书法家国语字都写得很好，作品很有

收藏价值。



• 乌尔都文是南亚次大陆的主要语言之一，
是巴基斯坦国语，但在印度也广为通行，
是宪法承认的官方语言之一。在世界上

非常有名，直到20世纪80年代，乌尔都
语的报纸都是邀请著名的书法家手写报
章的文字然后再印刷出版，因此这些报
纸实际上都是书法艺术品。在巴基斯坦，
几乎人人都能写出一手好字。



• 1、楷书四大名家是哪四位？

• 2、三大行书是指哪位书法家的那件作品？

• 3、“颠张狂素”是指哪两位书法家？

• 4、郑道昭费尽心机为其父亲立碑，你认为他的目的达
到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