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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启功书画鉴赏》作者启功先生是当代海内外共同景仰的著名学者，不仅在古典文学、语言文字
学、文献学、文物鉴定、诗词创作、史学、红学、宗教等诸多学科里造诣精深、著作丰硕，同时对于
中国传统书画的创作与研究也独树一帜，堪称一代宗师。
　　启功先生在书画艺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书法艺术上，先生博取众长，融会贯通，自成一体，名扬天下，被世人赞为“当代的王羲之”；在
国画艺术上，先生的作品画中有诗，独具风神，隽永典雅，意境深邃，将传统的文人画推向了极致。
　　仁德睿智的启功先生和他的学术与艺术成就是一部旷世的奇书，对他的研究实在是一门广博而高
深的学问。
我们编写的这本小书，希望通过我们对启功先生的书画所做的初浅赏析，能让读者对先生的书画艺术
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从而引发更多人来做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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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启功目录　　人物简介　　艺术特色　　口述历史　　仁者谦光　　题字往事　　花园故居　　
诗词选录　　自撰墓志　　双重年表　　双重年表　　　　　[编辑本段]人物简介　　（1912~2005年
）　　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诗人。
满族，爱新觉罗氏，是清世宗的第五子和亲王弘昼的第八代孙。
北京人。
字元白，也作元伯。
幼年失怙且家境中落，自北京汇文中学辍学后，发愤自学。
稍长，从贾羲民、吴镜汀习书法丹青，从戴姜福修古典文学。
刻苦钻研，终至学业有成。
1933年经傅增湘先生推介，受业于陈垣，涉足学术流别与考证之学。
后聘为辅仁中学国文教员；1935年任辅仁大学美术系助教；1938年后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兼任故
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从事故宫文献馆审稿及文物鉴定工作；1949年任辅仁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兼北京大
学博物馆系副教授；1952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博士研究生导师。
九三学社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顾问，西泠印社
社长。
2005年6月30日2时25分病逝于北京。
其主要著作《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启功丛稿》、《启功韵语》、《启功絮语》、
《启功赘语》、《汉语现象论丛》、《论书绝句》、《论书札记》、《说八股》、《启功书画留影册
》。
　　生前非常崇拜明末清初著名的佛门巨匠、诗人、书法家破山禅师。
　　[编辑本段]艺术特色　　启功先生是当代著名学者、画家和书法家。
他著作丰富，通晓语言文字学，甚至对已成为历史陈迹的八股文也很有研究；他做得一手好诗词，同
时又是古书画鉴定家，尤精碑帖之学。
　　欣赏他的书法作品，总要联想到他对碑帖的精深研究，因为他对碑帖的研究和他的书法艺术成就
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碑帖之学是明清两代兴起的一门学问，这门学问现在随着地下墨迹的不断出土
，开辟了新的境界。
他就是这片园地的开拓者之一。
这门学问除夸扬珍异、竞炫收藏的古董藏家不能算外，其路子约分为二类：一是研究其中历史资料，
以碑刻文辞证史补事，或校读文辞；二是赏鉴、研究其书法艺术。
启功先生兼于两者，更精于后者，他在两者之间融合贯通，其方法突破前人藩篱。
“买椟还珠事不同，拓碑多半为书工。
滔滔骈散终何用，几见藏家诵一通”。
他写这首诗是有感于过去多少鉴赏家重视碑帖的书法，而对其中文辞则往往视而不见。
名家如孙承泽、翁方纲以及叶昌炽莫不有此疵病，而他且不放过文辞内容。
正因为这样，他把历来定论的《曹娥碑》驳得体无完肤。
因此，所谓王羲之小楷《曹娥碑》，也就不存在了。
更何况蔡邕的书丹。
　　启功先生的书法理论著作，我最喜欢他的发比喻，时出妙语，对书法艺术以及书法史上的许多问
题，有其独特的《论书绝句百首》，这是他数十年书法实践、研究的体会。
特别是诗中的自注，行文隽逸，阐见解。
我自己有些长期窒碍的问题，读了之后感到迎刃而解，有豁然开朗之感。
诸如考证《鶺鸰颂》出于开元翰林供奉之手；日本藤远后之临《乐毅论》以证明王羲之书体势之雄强
；鉴定张旭书庾信《步虚词作》实为大中祥符以后宋之笔；以西陲晋人残纸证《阁帖》中索靖书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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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面目。
这些都是翻书法史上成说的案，论据充分坚实有力，不得不令人信服。
此外如论蔡襄、祝允明书法之未成自己体段；柳公权、黄庭坚书法用笔尽笔心之力，结字聚字心之势
。
而其中对历代著名书法家之特色，各时代书法的体势、风格，以至辨别书体源流，变迁原因，都是非
常精辟的。
　　[编辑本段]口述历史　　作为启功先生口述的整理者，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启功先生的学生赵仁
珪告诉记者，其实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希望能够帮先生整理出一份记录自己人生的口述历史，但是一
直以来启功都婉拒了。
“先生拒绝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出身家族不好评价，难以措辞；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不希望重复过去的
痛苦，去回忆那些藏在心底的痛苦。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大家的呼吁下，启功终于勉为其难同意口述。
　　书摘欣赏：　　我不姓爱新觉罗　　我叫启功，字元白，也作元伯，是满洲族人，简称满族人，
属正蓝旗。
　　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
有的人说您不是姓爱新觉罗名启功吗？
现在很多爱新氏非常夸耀自己的姓，也希望别人称他姓爱新觉罗；别人也愿意这样称他，觉得这是对
他的一种恭维。
这实际很无聊。
事实证明，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
么好夸耀的呢？
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
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想以这个家族的名义开一个书画展，邀我参加。
我对这样的名义不感兴趣，于是写了两首诗，第一首的意思是说，即使像王、谢那样的世家望族，也
难免要经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沧桑变化，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以自己的家族为
重的，就像王羲之那样，他在署名时，从来不标榜自己是高贵的琅琊王家的后人，但谁又能说他不是
“书圣”呢！
第二首的意思是说，我就像古时戏剧舞台上的丑角“鲍老”，本来就衣衫褴褛，貌不惊人，郎当已久
，怎么能配得上和你们共演这么高雅的戏呢？
即使要找捧场的也别找我啊。
我这两首诗也许会得罪那些同族的人，但这是我真实的想法。
　　但偏偏有人喜好这一套。
有人给我写信，爱写“爱新觉罗启功”收，开始我只是一笑了之。
后来越来越多。
我索性标明“查无此人，请退回”。
确实啊，不信你查查我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所有正式的档案材料，从来没有“爱新觉罗启功”那
样一个人。
　　我虽然不愿称自己是爱新觉罗，但我确实是清代皇族后裔。
我在这里简述一下我的家世，并不是想炫耀自己的贵族出身，之所以要简述一下，是因为其中的很多
事是和中国近代史密切相关的。
我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
雍正的第四子名弘历，他继承了皇位，这就是乾隆皇帝。
雍正的第五子名弘昼，只比弘历晚出生一个时辰，当然他们是异母兄弟。
乾隆即位后，封弘昼为和亲王。
我们这支就是和亲王的后代。
　　齐白石总管我叫小孩儿　　大约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我有幸结识了一些当时知名的艺术家、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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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学者，如贾羲民、吴镜汀、戴姜福、溥心、溥雪斋、齐白石等先生。
我向其中的一些人正式拜过师。
在他们的教诲下，我日后比较见长的那些知识、技艺才打下根基，得到培养。
在我回忆成长过程时，不能不提及他们。
　　说说齐白石（萍翁）先生。
我有一个远房的四叔祖，他开棺材铺，曾给齐先生做过一口上等好寿材，因此和齐先生有些交情。
他专喜欢齐先生的画，认为凡画齐先生那路画的就能赚钱，而我家当时很穷，他就让我向齐先生学画
。
　　齐先生有耿直的一面，沦陷时期，国立艺专聘他为教授，他在装聘书的信封上写下“齐白石死了
”五个字，原信退回。
有一个伪警察想借机索要他一张画，被齐先生严词拒绝。
　　齐先生画的艺术成就不用我多说，我跟他也确实学到很多东西，开了不少眼界。
比如他善于画虾，没见他亲笔画之前，我不知他那神采飞扬的虾须是怎么画的，及至亲眼所见，才知
道他不是转动手，而是转动纸，把纸转向不同的方向，而手总朝着一个方向画，这样更容易掌握手的
力量和感觉，这就是窍门，这就是经验。
　　我最喜欢的是他那些充满童趣和乡土气息的作品，但他有些理论比较怪异，至今我都不太理解，
比如有人问“画树的要领是什么”，他说“树干、树枝一定都要直，你看大涤子（石涛）的树画得多
直”，怎么能“都”直呢？
我现在也想不通，再说他自己和石涛画的也未必“都”直，所以有人让我鉴定齐白石和他欣赏的石涛
的画时，我常开玩笑说：“这是假的，为什么呢？
因为树画得不直。
”　　齐先生曾自称书优于画，诗优于书。
在我看来他的诗确实不错，但长诗不如小诗，他曾把自己的诗稿交给著名学者黎锦熙，黎先生为他编
了年谱及选集，集中选了若干长诗，我觉得还不如不选。
齐先生在论诗和作诗时，有时会出现一些错误，如他说金农的诗虽然不好，但词好。
我记忆中金农并没有什么好的词作，就问他为什么。
他说：“他是博学鸿词啊。
”其实博学鸿词是清朝科举考试的一种门类，和“诗词”的“词”毫无关系。
他有一首写给女学生的诗，其中有一句为“乞余怜汝有私恩”，这有点不伦不类了。
我这里虽然挑了他一些毛病，但并不妨碍我对他的尊敬，他也挺喜欢我，总管我叫“小孩儿”，常念
叨：“那个小孩儿怎么老没来？
”就凭这句话，我就应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老师。
　　姐姐妻子的贤惠　　我的老伴儿叫章宝琛，比我大两岁，也是满人，我习惯地叫她姐姐。
　　自从结婚后，我的妻子面临着生活的艰辛，没有任何埋怨和牢骚，她自己省吃俭用，不但要把一
家日常的开销都计划好，还要为我留下特殊的需要：买书和一些我特别喜欢又不是太贵的书画。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我母亲和姑姑在1957年相继病倒，重病的母亲和姑姑几乎就靠我妻子一个人
来照顾，累活儿脏活儿、端屎端尿都落在她一人身上。
成年累月，她日益消瘦，直到送终发丧，才稍微松了一口气。
我无以为报只有请她坐在椅子上，恭恭敬敬地叫她“姐姐”，给她磕一个头。
　　在“文化大革命”随时可能引火烧身的情况下，一般人惟恐避之不及，能烧的烧，能毁的毁，但
她却把我的大部分手稿都保存了下来。
“文化大革命”之后，当我打开箱底，重新见到那些底稿时，真有劫后重逢之感，要不是我妻子的勇
敢，我这些旧作早就化为灰烬了。
在她生前我们一路搀扶着经历了四十年的风风雨雨。
　　不幸的是我老伴儿身体不好，没能和我一起挺过漫漫长夜。
她在1971年患严重的黄疸性肝炎，几乎病死。
到了1975年旧病复发，我急忙把她再次送到北大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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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正在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中华书局当时位于灯市西口，与北大医院相距不远，我白天
请了一个看护，晚上就在她病床边搭几把椅子，睡在她旁边，直到第二天早上看护来接班，就这样一
直熬了三个多月。
　　她撒手人寰后，我经常彻夜难眠。
当年我和妻子曾戏言如果一人死后另一人会怎样，她说如果她先死，剩下我一人，我一定会在大家的
撺掇下娶一个后老伴儿的，我说决不会。
果然先妻逝世后，周围的好心人，包括我的亲属都劝我再找一个后老伴儿。
还有自告奋勇，自荐枕席的，其牺牲精神令我感动，但我宁愿一个人，也许正应了元稹的两句诗：“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就这样我孤单一人生活到现在，感谢我的内侄一家精心照料我的生活。
　　书画鉴定七大忌　　我平生用力最勤、功效最显的事业之一是书画鉴定。
我从实践中总结了七条忌讳，或者说社会阻力容易带来的不公正性，即一、皇威，二、挟贵，三、挟
长，四、护短，五、尊贤，六、远害，七、容众。
简而言之，前三条是出自社会权威的压力，后四条是源于鉴定者的私心。
　　不妨举一个例子：就拿我尊敬的张效彬先生来说，他是我的前辈，由于熟识，说话就非常随便。
他晚年收藏了一幅清代人的画，正好元代有一个和他同名的画家，有人就在这幅画上加了一段明朝人
的跋，说这幅画是元代那个画家的画。
我和王世襄先生曾写文章澄清这一问题，张老先生知道后很不高兴。
再见到我们的时候用训斥小孩子的口吻半开玩笑地说：“你们以后还淘气不淘气了？
”我们说：“不淘气了。
”大家哈哈一笑也就过去了。
这虽然是一段可入《世说新语》的雅趣笑谈，但足以说明“挟长”、“挟贵”的现象是存在的。
　　“挟贵”、“挟长”的要害是迷信权威，而迷信权威也包括对某些著录的迷信。
比如端方写了一本《壬寅消夏录》，他一直想在书前放一张最古、最有分量的人物像。
有一个叫蒯光典的人知道了这个消息，就拿了一张号称尉迟乙僧画的天王像，找上门去，在端方的眼
前一晃。
端方当然知道著录书上曾记载过尉迟乙僧曾画过这类题材的作品，于是胃口一下被吊了起来，连忙说
：“今天你拿来的画拿不走了，我这里有的是好东西，你随便挑，要什么我都给你，只要把这张画留
下。
”这正中蒯光典的下怀。
　　后来我在美国华盛顿的弗瑞尔博物馆看到这张画，实在不行，它贴在木头板上，上面有很多题跋
，但假的居多，只有宋人的一个账单是旧的，记载此画在当时流传过，但并不能说明它就是尉迟乙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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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侧取势七、楷、行、草三体杂糅后的灵动八、楷书的章法布局九、异曲同工之妙十、辉映成趣呈
款识十一、画龙点睛现印章十二、款识与印章的巧妙布局十三、落款出意趣第四章　玲珑八面写秋深
——风格篇一、格调风情二、统一与多样之互动三、不同风格的成因四、理念寓风格第五章　纸上神
行手不知——形式篇一、活泼多变之条幅二、和谐统一之对联三、外放内收之扇面四、随意自然之信
札五、丰富多样之题字第六章　透过刀锋看笔锋——习字篇一、习书之必由之路——临刁古帖二、性
之所近择帖三、“对症下药”与“临帖不像”四、继承与创新之互渗五、“晚爱诚悬竟体芳”六、练
字心得七、“透过刀锋看笔锋”八、“活”九、谈“好看”第七章　大化无方四海行——其他一、初
识“刀毫”之别二、文辞双美的“论书绝句”三、自我变化四、心手相应，心手双畅五、“字如其人
”六、严谨、认真出杰作七、“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八、人书俱老，德艺千秋绘画篇第一章 淡墨写
出无声诗——以诗文入画一、白石词意图二、葡萄第二章　息心无语写来时——以书法入画一、书画
合璧册之八二、为黄贵权大夫作册页之三三、为黄贵权大夫作册页之十三第三章　万物静观皆自得—
—以哲理入画一、荷花二、云壑高秋图第四章　五百春秋共瓣香——以拟古入画一、拟元人小景二、
秋江渔隐三、山水四、窥园图五、云峰石迹图六、水阁吟秋七、仿石涛山水成扇八、青绿山水书法成
扇九、仿米家山水成扇第五章　一枝一叶总关情——以情感入画一、万松图泥金成扇二、四季竹石图
三、□竹四、枯木竹石五、松竹六、竹涧幽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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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十、辉映成趣呈款识　　明、清以来，一件完整的书法作品，除正文而外，往往还少不了款识。
款识也称为款字，是附属于正文的说明性文字。
从作品的构成形式上说，正文是中心，是主体，款识只是处于从属地位、起个烘托作用的陪衬；但是
若从全篇章法布局的审美角度来看，款识又与主体正文密不可分，也是整幅作品有机的组成部分，具
有平衡整体、协调全篇的功能。
款识之于正文，如同绿叶之于红花，只要处理得当，就能获得辉映成趣，相得益彰的良好艺术效果。
这两幅作品(图35、图36)的款识就很有代表性。
　　首先，从书体来看，这两幅字的款识是与正文字体相同的行书。
一般说来，款识字体应比正文字体活泼但相差又不能太大。
比如正文是行、草书，款识当然也是行、草书；正文是楷书，款识应该是楷书或行楷(一般不用行草)
正文是隶书，款识一般用楷书或行楷；正文若是古文字(包括甲骨文、金文、小篆等)，款识多用楷书
而绝不再用古文字。
这里使用行书，其活泼程度与正文相同，故而容易获得与正文格调上的一致。
　　其次，从大小来看，这两幅字款识的大小约为其正文字大小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左右。
一般说来，款字除了极个别的为了弥补空白可与正文同大之外，都应比正文小，比例上也没有定准。
如正文只有一字，那么正文与款字的大小差别可以很大。
当然，从最通常的情况讲，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是最合适的一种比例，这个比例，既容易与正文分清
主次，具有层次感，又不至于相差悬殊，失于协调。
　　再次，从位置安排来看，这两幅字由于正文末行余下的空白较大，如果另起一行写落款而留下这
些空白，则容易影响幅面的平衡。
因此，两幅字的落款都是接正文之后开始。
启功先生先写明正文的出处，接下来写受书者的姓名，且将其位置置于本行列的上端，而将自己的姓
名书其下方，表示对受书人的尊重。
另外，两幅字落款中受书人的姓名虽都在本行最上端，但依然比正文低，行末也没有超出正文，而且
这一行与正文末行的间隔比正文的行距也略微小一点，以避免款识游离于正文。
由此可见，这些位置安排都是为了使落款既处于次要位置，又能与正文协调一致，与正文形成一个有
机的整体，促使整个幅面均衡和谐，主次分明，活泼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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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书法作品赏析这一部分中，《启功书画鉴赏》选取了启功先生不同时期、不同书体、不同形式
、不同风格的代表作，其中有些从未发表过，非常珍贵。
我们在行文中尽可能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全面地向大家介绍先生的书法艺术成就及其相关的内容，包
括先生的书法风格，先生在用笔、结字和章法上的独特技巧，先生的一系列重要书学观点，先生的学
书历程与经验以及有关先生的轶闻逸事等等，以便读者加深对作品的认识与理解。
　　在国画作品赏析这一部分中，《启功书画鉴赏》精选了先生的二十五幅代表作。
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先生精湛细致的创作技法、高雅深邃的艺术境界以及先生对绘画
情感的深刻体味。
先生不仅很好地继承了文人画的传统，而且在此基础上还有所发展和创新，善于以诗文入画、以书法
入画、以哲理入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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