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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代草行名家鉴赏》精心挑选《李柏文书》、《评书帖》、《得信帖》、《暮春帖》、《神鸟赋》
、《出师表》等诗文、历代名联佳句，并且形式多样，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
读者可以在学习历代草行名家笔法结体的同时又能欣赏优美的诗词联句等书法之外的东西，可谓是一
举多得。
本书还收集了“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的思陵（即宋高宗赵构）书，“钟繇及羲献诸家”草行名家书
法。
此外，还有元魏的定鼎碑及唐虞世南、褚遂良等人的名家书法，集前代诸家之大成。
本书还借鉴了汉隶的写法。
线条更有意趣，吸取别人的长处，在书法上汲取了能精究各体的成就。
学习历代草行名家的书法可以使读者更好地汲取历代书法家的长处，对读者提高自己的书法技能有很
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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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鸿根，别号江鸟，1943年生，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华书法协会副理事长，洛阳外语学院和
江西行政学院的客座教授，济南兼职教授，上海市政书画会会长。
善诗文，精书法，以“独标风骨艺坛上，濯古来新成一家”的书风和出版五十多种，数百万字的专著
与字帖称雄艺坛，蜚声四海。
书法作品被多家美术馆、博物馆收藏。
曾多次担任全国、国际书画大赛评委会主任，并应邀到各大学讲学，东渡日本传艺。

早在1973年，沈鸿根30岁时，他的作品就已经和陆维钊等大书法家的作品共同陈列于上海书画名店朵
云轩。
1976年倡议创办书法杂志，并于是年在青年宫做“王羲之研究”学术报告。
沈鸿根先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成名以来，德惠八方，艺业精进，声名日隆，驰誉海外。
如菲律宾《商报》把沈鸿根先生作为文化名人整版向世界介绍。

沈鸿根先生的书法艺术创作涉及面非常广泛，论字体，有楷书、行书、隶书、草书和篆书；在这些不
同的字体中，包含着以魏碑《张黑女》为体，掺以钟繇的结构和智永的笔法且体现作者审美情趣追求
的佳作，这些富有新意的作品在《江鸟书法作品选》里令人感到新切，颇有韵味。
沈先生的积极探索，从发表的作品来看，成多于败，喜多于忧，值得称道。
这种新的尝试，其实也是沈先生有选择地进行书法艺术创作，用于调节性情的一片新天地。

书法同道以往对沈先生及其作品的评价颇多。
早在沈先生而立之年，海上名家真泠月即以“笔致好”夸赞沈先生的行草书；其所作小楷，陈祖范先
生认为“格调高雅，有晋
唐风韵”；日本书家柴田木石先生说沈先生创作的书法“内容广泛，研究甚深，分类形式好”而“作
为珍贵资料永久保存着”；日本书道学院院长石川芳云则认为沈先生的碑帖临摹作品“于学书者大有
裨益”并“深表敬服”；其章法“布局似无意间精心为之，左顾右盼，承前启后首尾呼应，笔似断而
意实连，点画皆映带而生，错落有致，繁简适宜，气势贯畅，意态活泼”(刘亚丹《意态纵横笔力健小
记——著名书法家沈鸿根先生》。
“沈鸿根先生的书法，其笔放纵处若马踏绿野，流转时似珠走玉盘，线条柔且质，壮而朴；结体莫测
其起终，究极搭配之道；章法顺畅若山间清泉，或涌、或飞、或注、或淌、或走、生动而又自然。
无一不悦目。
特别是线条的质量有肉，有骨，有血气，有韧性，用笔收得住，放得开，八面使转变幻宛似天成，笔
法清劲道健，将至炉火纯青之境界”。
(刘亚丹，《含筋抱骨，蕴藉风流》——沈鸿根《仙境》鉴赏)“沈鸿根先生先前书作以骨力见胜，其
骨力雄强书坛罕比，然其注重骨法用笔，以至少了血肉的滋润，精神太过外露反倒伤了神采。
但就近年来书作特别从此幅作品来看，沈先生已修炼到了含筋抱骨的境界，其运笔收留如意，放敛随
心，行笔动静相生，端庄中寓鹰击长空之姿，飞动中流鱼翔浅底之态，每笔下去入纸三分，沉劲入骨
。
笔笔讲开合，重起承，有生发，势由气生，气由力发，力由笔出，故而笔笔有气势，有活趣，有意态
。
笔墨干净明丽，神采奕奕且文质彬彬，一洗往日凌厉之风，但豪气依旧，不减当年耳。
”(丑牛《藏筋抱骨，风致雄逸》)
数十年来，沈鸿根先生的书法“稳中求变，变中求异，异中求韵，韵中求趣，趣中求神，这是‘江鸟
体’成名之道。
”（李金河）他曾说：“书法是一种心灵的艺术，书法要表现自已，我喜欢书写我的自作诗就是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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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己所写的诗词为书法创作的主要内容，这对于作者的性灵抒发无疑是再好不过的，而沈先生许
许多多的精品妙作就是在这样的条件和心境的完美结合（有机融合）下一挥而就的，“诗言志”“书
寄情”，这也从中体现了沈先生所具有的宽广胸怀和丰富的学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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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20世纪90年代初，应邀到洛阳外语学院讲学，在学报主编李守成先生的陪同下，游览了龙门石
窟，曾拜读陈抟的《龙门十字刻石》，从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抟，出生年不详，卒于989年，五代宋初道士。
字图南，自号扶摇子，毫州真源(今河南鹿邑)人。
隐居不仕，赐号希夷先生。
著有《无极图》和《先天图》，认为万物一体，只有超绝万有的“一大理法”存在，此论为宋代理学
家所推崇。
工书法，胎息北魏王远《石门铭》。
     “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这十字刻石并非陈抟亲书，是明代好事者集其字成此联而上石。
    此十字，笔笔从《石门铭》中来，字字从《石门铭》中出。
书法雄浑圆劲又清华超逸，绝无重浊之气，所谓似不食人间之烟火者。
那种开张的气势、奇逸的意态，确如天岸马、人中龙，自有一种仙风道骨。
这与陈抟隐居武当山、服气辟谷二十余年、修炼得道的习性和身份很是吻合。
    宋代石延年诗道：“希夷先生人中龙，天岸梦逐东王公，酣睡忽醒骨灵通，腕指忽忽来天风。
鸾舞广漠凤翔空，俯视羲献皆庸工，投笔再拜称伎穷，太华少华白云封。
”诗中对陈抟推崇备至，称为“人中龙”，并把王羲之、王献之贬为“庸工”。
看来这件刻石的联语：“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是由此诗简括而来。
    陈抟书之所祖《石门铭》，乃北魏名刻。
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将此铭列为“神品”，认为“《石门铭》飞逸奇浑，分行疏宕，翩翩欲仙，
若瑶岛散仙，骖鹤跨鸾。
”所谓“若瑶岛散仙，骖鹤跨鸾”，无非是称其字翩翩欲仙，超逸可爱。
其书好在笔画的圆融流动，字势的疏宕奇逸，无一俗笔，无一俗姿。
腕下忽忽来天风，纸上拂拂有仙气，与那些搔首弄姿、拳打脚踢之书，有着天壤之别。
    不消说，陈抟学《石门铭》十分到家，可谓形神毕肖。
然而这一点一画都是《石门铭》，仅仅形神毕肖而已，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属于陈抟自己的?鹦鹉学舌
，不是自己的语言；邯郸学步，不是自己的步伐。
这有什么意义呢?    因此，尽管陈抟书学《石门铭》，已经登堂入室，那开张的气势、奇逸的意态，令
人欣赏，但最终寄人篱下，没有别开生面，论价值毕竟不大。
陈抟至多只是“人中龙”，而不是“书中龙”。
诗道：“俯视羲献皆庸工”，此言差矣。
陈抟书比起“二王”来，正如俗话所说：“短裤子，短袜子，上下相差一截子!”  早在30年前，读林
逋的《咏梅绝唱》：“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从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对诗人
林逋也发生了兴趣。
  林逋(967—1028)，字君复，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早岁浪游江淮间，后归杭州，隐居孤山20年，种梅养鹤，终身不娶，以梅为妻，以鹤为子，艺苑传为
佳话。
因卒谥和靖先生，故人称“林和靖”。
“其诗澄澹高逸，如其为人”。
    和靖先生善诗亦善书，其书法与其诗一样清妙。
宋黄庭坚《山谷集》称：“林和靖笔意殊类李西台，而清劲处尤妙。
”陆放翁《陆游集》评日：“君复书法高胜绝人。
”明都穆《寓意编》则道：“林逋作径寸行书，字方劲而气清。
”    《自书诗卷》，为纸本行书墨迹，书于天圣元年(1023)，是年林逋57岁，可谓平生得意之作，现藏
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此书通篇端劲有骨，清气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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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风近似李建中，但更秀劲坚挺，气息高华，意境清远，直如那天上飞翔的仙鹤，山中独放的寒梅，
无一点尘俗气。
难怪大诗人陆游每见到和靖的书法会“方病不药而愈，方饥不食而饱”。
字能当药治病，字能当食果腹，正如刘诗先生所说：“真是神极、奇极、妙极!”然而也只有和靖先生
的书法有此魅力。
    风格即人。
淡泊可以明志，宁静方能致远。
和靖先生书法之所以“神清骨冷无由俗”，关键在于和靖先生本身就是“性恬淡好古”之人。
不趋荣利，高节迈俗，不论吟诗作书，下笔自然“清气照人”、“高胜绝人”。
    气清本于骨劲和神闲。
和靖此书，一点一画，力透纸背，字字都由风骨撑起，没有任何多余的肥肉。
书体虽为行书，但一笔笔写来，显得气闲神定，令人意远。
在这件“林表秋山白鸟飞”的诗书里，有的只是清风明月、疏影暗香、溪畔鹤鸣，而无灯红酒绿、广
厦崇阁、狂风暴雨。
正因为如此，见之可以“方病不药而愈，方饥不食而饱”，同时，还能清心明目。
    欣赏和靖《自书诗卷》，当在天高气爽的清秋，独自一人坐在书斋里，泡一壶龙井茶，在一曲古琴
声中，慢慢地打开诗卷，通过心灵的观照，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由墨迹诗句幻化出一幅画面：在孤
山脚下西湖边，夕阳斜照，有一诗人在寻诗，清瘦的身影融合在梅影鹤影之中⋯⋯    “清深趣有余”
。
欣赏和靖的书法，就是欣赏它那高胜绝人的风骨，清气照人的雅趣。
这风骨，这雅趣，对今人来说，可以除去心中的浮气、身上的俗气。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这是王安石写的一首《梅花》诗。
“凌寒独自开”，写出了梅花的傲霜斗雪的精神。
咏梅言志，以花喻人。
其实这“凌寒独自开”，岂只梅花，王安石本人何尝不如此。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抚州临川人。
庆历二年进士。
嘉祜二年上万言书，力主变法，神宗熙宁二年任参知政事，行新法。
九年罢相，退居江宁。
封舒国公，旋改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
精诗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亦善书法，学杨凝式，“得无法之法”。
    《过从帖》，亦称《奉见帖》，纸本，行书，乃王安石的一则尺牍，共6行，41字。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墨缘汇观》、《石渠宝笈续编》等都有著录。
    清吴其贞《书画记》称：“王荆公《奉见贴》，书法雄强”。
宋黄庭坚《山谷集》则称：“王荆公书法奇古，似晋宋人笔墨。
”宋张邦基《墨庄漫录》也称：“王荆公书法清劲峭拔，飘飘不凡。
”    然而对照此帖，总觉得前贤言过其实，很难对号入座。
此帖书法与其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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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在正、草、隶、篆、行五体中，正、篆、隶属静态书，草、行属动态书。
前者谨严、端正、稳重、安详，后者简易、连接、流动、变化，各有其特点和功用。
若就抒写心灵与审美价值而言，静态的正、篆、隶，自然不及动态的草、行。
  草书与行书，分开来是两种字体，但合起来却是一种字体。
究其缘故，在实际书写中，草书与行书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纯粹的草书与行书实在不多。
在那些传世的王羲之和王献之的名迹中，也是以这种美学价值最大、艺术趣味最浓的既行又草的破体
为多。
    草书是由隶书发展而来的，故许慎《说文解字》就有“汉兴有草书”之说。
至于为何称之为草书，《宣和书谱》是这样解释的：“草之所自，议者纷如，或以为稿草之草、或以
为草行之草、或以为赴急之书、或以为草昧之作，然则谓之草，则非正也。
”草书是一种结构简略、笔势飞动的字体，“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繁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
，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
”(赵壹《非草书》)秦末汉初，国势动荡，军事频繁，用工整的篆书与隶书来抄写军书文件，显然不
行，为了赴急，于是产生了草书。
这种草书，乃初创之作，又是仓促而成，难免草率而粗疏，故称之为草书。
    草书通常分为章草、大草与小草三种。
    章草乃隶之捷，“解散隶体粗书之，损隶之规矩，存字之梗概。
”正因为如此，它书写便捷，又存有隶书遗意。
那么为何称之为章草呢?历来说法有三：一目因汉章帝爱好，一日用于章奏，一日始于史游《急就章》
。
这三说虽各有其理，但都有些牵强。
还是今人启功先生说得在理。
他在《古代字体论稿》一书中指出：“章，引申为章明之义”，“汉代旧草体之得章名，应是由于它
的条理和法则的性质比较强烈。
”    大草，也称狂草。
它是由章草与汉简演变过来的，用笔大起大落，势态飞动，点画连接，常是一笔数字，接上又带下，
如龙飞、似凤舞、若电流，以气势雄大取胜。
    小草，又称今草，是大草收敛的写法，基本上是字字独立，没有大草那么剑拔弩张、风狂雨骤。
它动中寓静，静而多妙。
    行书起于汉末，由汉简而来，借鉴了草书的一些体势，又增添了楷书若干笔法，介于草书与楷书之
间，既没有草书那么简略飞动，又没有楷书那么工整严谨，故张怀瓘《书断》称之“务从简易，相间
流行，谓之行书。
”    行书又有行楷与行草之分。
写得比较工整些，近乎楷书的称行楷；写得比较潦草，类似草书的称行草。
由于行书好写易识，领域广，表现力丰富，简易流便，风情万种，不仅实用性强，而且艺术性高，故
成了五体书中最为风流者，历来，名家辈出，名迹荟萃。
    这本《历代草行名作鉴赏》，是一本除了《古代书法名家作品鉴赏》、《现代书法名家作品鉴赏》
和《当代书法名家作品鉴赏》已经作过作品鉴赏之外的历代草书和行书名作的鉴赏专著。
它收录鉴赏的作品共百件，从出土的汉简起，直到当代的书作止，上下2000多年。
需要说明的是，收录在本书中的作品，绝大多数是出于名可见经传的书家之手，但也有个别为无法或
尚未考证的无名氏所书。
即使是名家之作，其中有些可能是伪作而非真迹，但基于聊胜于无，加上作品本身水平很高，在真迹
阙如的情况下，暂且收录并作鉴赏，想来不无意义吧。
如有不当，还望读者和专家教之。
  草书和行书，以风骨为体，以变化为用，或寄以骋纵横之志，或托以散郁结之怀，是诸体中最有意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历代草行名作鉴赏>>

味的艺术形式。
今天，如何继承和发展它，当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但愿不才此书的出版，对发扬光大草行艺术，有借鉴和启发的作用。
                                                                        沈鸿根                                                                     2001年6月30日                            
                                        于上海松竹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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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代草行名家鉴赏》为了适应广大书法爱好者临习传统书法的需要，丛书内容为唐宋诗文、历代名
联佳句，并且形式多样，实在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
从中既可以巩固所学碑帖的笔法结体，又可以领略诗词联句的优美意境，不但能提高学习书法的兴趣
，而且寓学于乐，陶冶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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