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言

楷书! 又称正书、真书。“楷者法也，式也，模也”
" # $ ! 是指字体端正、用笔合法、波磔势少的书体。它是

由古隶之方正、八分之遒美、章草之简捷脱化而来

的。

楷书萌芽于西汉。《宣和书谱》云% “汉建初有王

次仲者! 始以隶字作楷法。所谓楷法者! 今之正书是

也，人既便之! 世遂行焉⋯⋯于是西汉之末，隶字石

刻间杂为正书。”" & $魏晋南北朝时期，楷书大用! 趋于

成熟、繁荣；至隋唐，法度完备，空前兴盛。绚烂多姿

的古代楷书，是我国书苑中的瑰宝。其间的魏晋、北

朝、三唐，更是大家辈出、繁星璀璨，取得了极其杰出

的成就，成为楷书史上互相媲美、前后辉映的三座高

峰。五代、宋、元、明、清的楷书则是一个漫长的守成

期! 主要学魏晋、北朝和唐人。其楷书虽无前贤的高

华之气、浩然之风，却也小有创变，呈现出一派百花

齐放、异彩纷呈的景象。

一、楷书概貌

五代丧乱，人物凋落，书学不振，书坛沉寂。唯

杨凝式书法一枝独秀，最为卓绝。少师楷法直接右

军，晋人矩度犹存。名作 《韭花帖》，以行书笔法作

楷，“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绪”" ’ $。其内敛精

警的结字、疏朗秀逸的布局，表现出深邃的意境和萧

散的韵趣，创造出一种新的迥异于前人的审美格调，

一变古法，有“散僧入圣”" ( $之妙。

宋之兴也，书皆宗唐。其时帖学大盛，五体之中，

独行草书成就卓越，可称翘楚。楷书逊于晋、唐而胜

于元、明、清，为唐以后的一段辉煌。

两宋楷书在北宋。北宋最富创新精神的楷书大

家应是黄庭坚、宋徽宗，其次苏轼与米芾。他们以宋

人之意趣，合唐楷之神理，变化唐楷，发展唐楷，独抒

性灵，别开新境。

黄庭坚一生精勤执著于书法，楷以颜、柳为师，

兼取《瘗鹤铭》，但能摆脱束缚自成一家。书作以侧险

取势，笔长态远，纵横奇倔。就书风而言，具有明显的

叛逆色彩，与他的行、草书一样，也是以舒展放逸为

心灵写照。同法度谨严的唐人楷书相比，黄楷似乎更

多新理异态，洒脱活泼，令人耳目一新。代表作有《水

头镬铭》、《三言诗帖》等。从楷书创新的角度看，如果

说王羲之是以气韵胜的天才、颜真卿是以格律胜的

人才的话，那么黄庭坚便是以理趣胜的人才。

宋徽宗赵佶当皇帝不成器，但在书画上造诣极

高，是个卓越的艺术家。其楷书宗褚、薛、黄，创“瘦金

体”，新态异趣，古今独绝。他用行书笔意作楷，线条

凝练纤瘦，轻重顿挫分明，有强烈的速度感。在夸张

的内敛外纵的结构中，时时溢出一种锋锐之气。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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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匀称、轻盈、秀美，就像是踏着宫廷乐曲节拍、翩

翩起舞的一群天仙般的舞女。宋徽宗的书风有着鲜

明的独创性和美术化倾向。他的“瘦金书”是继唐代

褚遂良以后的最具代表性的唯美主义杰作。

苏轼祖述李邕、颜真卿、徐浩、杨凝式而能自出

新意。楷书侧笔取态，笔圆韵胜，姿态艳腴，雍容闲

雅，得天真烂漫之趣、正大磅礴之气。“东坡学颜，劲

气不及而肥逸过之”$ % &。

宋人讲意态，不独行，草书、楷书亦多新意别

态。三家楷书，山谷逸美，徽宗瘦美，东坡肥美。除徽

宗外，苏、黄、米芾和蔡襄均以行书而著名，史称 “宋

四家”。

米芾取李、颜、柳、欧、褚诸家长处，萃会众美，含

英咀华，全方位地熔铸唐人。其楷妍媚多姿，沉着痛

快，超妙入神，真堪倾倒东坡。宋四家楷书，论创新，

米上比黄苏不足，下方蔡襄有余。

蔡襄楷书习颜，浑厚端庄，雄伟遒丽，颇有鲁公

遗风。虽未尽变唐人面貌，没有一味强调树立新风

格，但就艺术成就而言，仍能跻身大师之列。“如果

把宋四大家所具有的创新意识作一程度上的排比，

便会毫不犹豫地承认，蔡襄是处在最古典的一端而

黄庭坚则处在最前卫的一端”$ ’ &。

宋之苏、黄、米、蔡，群公交作，极一代书家之

盛。他如郭忠恕、李建中、王著、周越、石延年、韩琦、

秦观、雷简夫、蔡京、张即之等等，亦为楷书俊杰，名

垂书史。

南宋楷书就近规摹北宋四家，取法非高，力弱格

卑，难与北宋相提并论。

元代书法向晋人回归，崇王复古而乏新意。楷

书成就可观者三四人而已，实不能望晋人之项背。

赵孟兆頁是元代复古主义潮流的代表人物，书法宪章

二王，五体皆擅，为元巨擘。赵书以行为冠。楷书技

巧禾农 艳，然病于软媚，线条也缺乏内涵。小楷最佳，

为子昂诸书第一，其 “结体妍丽，用笔遒劲，真无愧

隋、唐间人”$ ( &。赵孟兆頁在书法上虽不曾开宗立派，可

他却以娴熟的技巧和对古典的深邃理解，完美地承

传了二王的成果并影响了明清两代的书法，无愧为

一代大家。此外，康里山夔山夔、耶律楚材、倪瓒三人楷

书，法古求变，各有创意，成就较高。

明季承宋流风，帖学大行，故行草书最为繁荣。

楷书虽稍逊风华，但也不乏名家名作。行、草书大家

祝允明、文徵明、王宠工绝小楷，号称明代小楷 “三

杰”。三杰小楷上窥晋唐，远绍钟王，个性鲜明：祝骨

健肉腴，醇古端严；文字体宽舒，秀劲温醇；王婉丽遒

逸，奕奕动人。另一大家董其昌，书画兼善。楷书模宪

李邕、颜真卿、杨凝式，疏宕秀逸，姿致古淡，气韵儒

雅，直逼宋元。其“最得意在小楷书”$ ) &。在书法史上，

董与赵（孟兆頁）齐名，也是对明、清书坛颇有影响的人

物。

至于高启、危素、宋克、解缙、沈度、文彭、文嘉、

徐渭、黄道周辈的楷书，或力追魏晋，或专摹唐宋，虽

笔墨矩度，克肖前贤，却又自具风规，可卓焉名家。

清代金石、考古之学甚盛，书法尊碑抑帖，复为

中兴。有清一代是文人学者、画家印人大显身手的时

代，篆隶书继三代秦汉，再树高峰，灿烂辉煌。楷书成

就远不及篆隶，亦下魏晋、北朝、唐宋远矣。然亦名家

众多，云蒸霞蔚，风采粲然。

世代楷书家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 学颜楷著名者。代表书家钱沣、翁同倫。钱以

阳刚学平原，结体开张，雄劲浑厚，气势伟岸，“能令

君谟却步，东坡失色”$ + &。然钱之失正在学颜太似而

乏新意。翁楷苍老绝伦，含蓄朴茂，气息醇厚，堂宇宽

博，“同光间推为天下第一”$ !" &。

,* 写北碑著名者。首推张裕钊、赵之谦。张用笔

取法 《张猛龙》及齐碑，书作高古浑穆，点画转折，皆

绝痕迹，而结体宽弛，“意态逋峭特甚，其神韵皆晋、

宋得意处”$ !! &。赵得力于六朝造像，圆熟甜润，方挺

多姿，寓劲健于巧丽之中，出鲜活于闲雅之外。从隋

至清，千百年来北碑传习不绝如缕，而能学有所成，

独步一时者，唯张、赵二公也。然廉卿刚健，扌爲叔婀

娜，风格迥异。

-* 工小楷著名者。此类书家颇多，班班可纪，如

冯班、姜宸英、汪士金宏、何焯、蒋衡、翁方纲、姚鼐、程

瑶田、张燕昌、洪梧、林佶、郭尚先、潘存、黄乙生等

等。

#* 篆隶行草书大家、名家亦精楷书者。这批书

家不在少数，如傅山、王铎、郑燮、金农、刘墉、王文

治、邓石如、伊秉绶、何绍基、杨守敬、李瑞清、吴昌

硕、康有为等，都是清代在篆、隶、行、草书各领域卓

有成就的大家或名家，但他们的楷书功底亦很深厚，

学古而有造诣，或大楷、或小楷、或大小楷兼擅，足可

以之名家。

值得一提的是，从唐代起，就有唐经生书、宋院

体、明台阁体、清馆阁书与主流楷书并辔而行，由于

功利性目的的追求与整体文化形态的时尚化，导致

书写者心理机制的病变——— 把有个我之才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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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才”变为时尚的、流行的技术层面的“才”，故其书

实用的成分多$ 艺术的成分少，因而格调低俗，境界

不高。除少许可入艺术之列外，绝大多数写本皆有

模式化倾向。它们以技术为尚，匠气十足，规行矩

步，严谨刻板，把生命的跃动与活力一扫而光。虽穷

极工夫，仍不免意态尽失，气韵凋丧，最终沦为楷书

的末流。与辉煌的晋唐楷书相比，委实是黯然失色，

相去太远了。

二、衰落原因

凡一艺术皆有盛衰。楷书盛于晋唐，至五代以

降，千余年来呈低落态势。最根本的原因，并非是书

家书作不多，而在于沿袭摹拟之风甚浓，真正独创的

作品太少。从整体上说，这一时期楷书艺术成就不

高，没有产生如钟繇、二王、颜真卿这样的伟大书家

和杰出作品。细究起来，还有以下一些原因导致了

楷书的衰落：

!% 唐人尚法。本意是为了从理论上对魏晋以来

的楷书技法、技巧予以总结、阐释和规范，以便人们

习楷有章可寻，有法可依，切实有用。可这严谨之

“法”却无形中成了后来书家难以逾越的一道坎儿，

他们或因拘泥法度，直尔低头就其规矩之内，不能随

机制宜，脱化而出，故性灵失，生气尽，神韵去；或因

技法甜熟而流于程式化、模式化，至使其楷书变得严

整拘谨，面目雷同，失去活力，走向僵化，“其势渐方

板而不复能变化生新”& !’ (，衰退成为必然。

’% 发展与创新。魏晋、北朝、唐朝的书家以卓越

的天赋智慧和高超的创造才能，发展楷书，创新楷

书，从而把楷书推向了光辉灿烂的艺术巅峰，各种风

格、各种流派都涌现出了登峰造极的作品。前贤们

捷足先登占尽风流，给后人留下的驰骋才情的天地

就变得十分狭窄了 & !) (。面对晋唐高峰，后世楷书家

的主体精神和创造才情都相形见绌，要想在形式、技

巧、风格等方面做进一步的创变与开拓，已相当困

难。在大家如林的夹缝中求生存已属不易，更遑论

后来居上或是“得齐古人”。无力回天的五代以后楷

书便只有在群山耸峙的低谷中艰难前行了。

)% 魏晋至唐，行草书伴随着楷书而发展而兴

盛。因其用笔、结字比楷书更为简捷缩连、自由无羁，

章法也更为灵活多样、富于变化，颇能迎合人们喜新

厌旧、趋新尚美、便利实用的习惯心理。因此大受青

睐，广泛流传，蔚然成风，以至于逐渐成为社会文化

和文人墨客的一种艺术需求。书家们顺应这一时尚

潮流，几乎都把眼光和精力投放到行、草书上而不屑

于楷书的研习和创作，即使大家也很少专攻于斯。这

样，行、草书就逐渐成为唐宋以后占统治地位的主流

书体；楷书则退居从属地位，遭到轻视和冷落，由此

注定了它盛极而衰的命运。

*% 中国书法是抒情的艺术。楷书因受其本体各

种因素的制约，在很大程度上桎梏着书家自由而充

分的书写心志、宣陶性灵。而行、草书由于在用笔、用

墨、结构、体式、章法等方面呈现出的多变性和丰富

性 & !* (，恰好为书家 “骋纵横之志”、“散郁结之怀”& !# (

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刘熙载《艺概》说：“他书法

多于意，草书意多于法。”& !+ ( 正是行、草书所具有的

强烈的抒情性和丰富的表现性，才使得晋唐以后的

书家情有独钟，选择了它们，并以牺牲楷 ,篆、隶 - 书

为代价，而换来行、草书的长足发展及丰硕成果。不

妨这样说，自魏晋至明清的书法史，就是楷书 ,篆、

隶 - 由兴盛走向衰落、行草书由发轫趋于繁荣的历

史。

结 语

长达一千余年的五代宋元明清楷书，继承有余，

创新不足。虽然书家书作众多，但成就不高，与魏晋、

北朝、唐朝这三座高峰的楷书相比，是已成流风余

响，明显地呈下衰之势。凡事不可能做尽做绝，书法

艺术也是这样。尽管古人竭尽智慧，辛勤耕耘近两千

年，共同创造了不朽的楷书艺术，但其仍有开发的余

地，仍存在着发展的空间。新时代的书家们，只要善

于学习前人，积极进取，勇于创新，就一定能承继晋

唐伟绩$ 再创楷书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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