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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书法是毛泽东一生都不曾割合的爱好，从收集到的资料来看，从1905年毛泽东12岁写的“还书便笺”
开始，到1975年做的读书笔记的手迹来看，在毛泽东的人生岁月中，除去战争年代遗失和无法保存的
书法作品外，存世的书法作品有四百五十多件。
这些作品篇幅有长有短，长的多达千字，短的只有两三字。
从书体而言，有楷书、行书和草书。
这些书法作品虽不能说件件都是经典之作，但其中有很多作品是弥足珍贵的精品。
正是这些作品，奠定了毛泽东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纵观毛泽东一生的书法经历，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之所以能在书法上有所成就，与他所下的苦工
夫是密不可分的。
从毛泽东8岁进私塾开始，便与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最初的练习楷书，到后来的行书、行草，再
到他晚年时登峰造极的狂草，毛泽东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了自己在书法上的蜕变和提升。
要知道，一蹴而就的神话，在书法艺术的世界中是无法实现的。
    毛泽东的书法经历大致上分为三个时期：早年是楷书时期。
大革命爆发后，环境的改变，使得毛泽东的书法也发生了改变，开始转为行书和行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人们开始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国家开始走上了国泰
民安的强国之道。
此时的毛泽东在工作之余，更有时间练习书法了，于是他的书风再次发生改变，从原来的行书转变为
草书，就是这一改变，让他的书法开始登上了其书法人生的顶峰，并成为后人临摹和研究的对象。
    成功总是青睐于有准备的人，这句话成为很多人磨炼自己的座右铭。
虽然毛泽东无心做书法家，也无心成为一个在历史上墨迹流芳的圣人，但是他对书法的热爱和常年坚
持不懈的练习，却为他在书法上有所成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早在湖南一师学习的时候，毛泽东的书法就已经引起了老师和同学们的注意，他对王羲之字体的临摹
，实现了从形似到神似的升华，他的字体因此被誉为是“兰亭体”。
湖南一师浓厚的书法学习氛围、教师的专业指点、毛泽东勤奋的刻苦学习精神，都为他一生书法风格
的形成和转变打下了基础。
毛泽东在一师学习期间曾这样说过：“字要写得好，就要起得早：字要写得美，必须勤磨炼：刻苦自
励，穷而后工，才能得心应手。
”勤奋的努力，在毛泽东的书法上得到彰显，从现存的毛泽东早期手迹上，我们可以看出他坚实的书
法功底，在融汇了书法大家的优点后，写出了带有自己风格特点的书法。
    大革命爆发后，毛泽东积极投入革命的洪流中去，他的军事才华，很快在战争中显现，成了当时中
共中央的领导同志。
此时是他诗词才华的进发期，戎马疆场的人生经历、为国担忧的赤子情怀、对家乡亲人的殷切思念⋯
⋯无一不化为涓涓诗作，从他的笔端流出。
对他的书法而言，此时也是一个关键的过渡期，战事的紧张、条件的艰苦、随时随地的根据地转移，
都没有使毛泽东放弃对书法的坚持。
就连从江西苏区转到陕北根据地时，毛泽东没带多少行李，但是他却将晋唐小楷一直带在身边，有时
间就翻看。
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发现这里的碑记甚多，于是经常在工作之余徒步到那里进行读碑，随行的人员
为了消磨时间就在一边闲聊、打扑克，但是毛泽东却一直在静静地读碑，丝毫不觉得厌烦。
就是这样的精神，革命的二十几年时间中，毛泽东的书法没有停顿，他在这段时间中不断摸索，不断
的否定自己。
工夫不负有心人，毛泽东终于形成了自己的书法风格。
铿锵有力的笔势，方圆结合的用笔，力道十足的下笔，倾斜的结体，扬撇抑捺的风格，都成为他书法
的鲜明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纪元，中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篇章，人们热情的空前高涨，冲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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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劲儿，都表达了人们对新生活的渴望。
环境的改变，心境的改变，使得毛泽东的诗词和书法也发生了改变。
此时的毛泽东书法开始从行书过渡为草书，他广泛地读帖临帖，张旭、怀素的狂草字帖，成为他每天
的生活必需。
早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时候，毛泽东就希望自己将来能够写草书，在他看来，草书的率意而为，龙飞凤
舞的书写方式，能更好地抒发自己的心境。
条件的成熟，让毛泽东在晚年的时候，终于实现了这一年轻时的梦想。
他不断地请人为他搜集各种字帖、碑帖，不管是从友人那里借也好，还是从博物馆中借也罢，他无暇
顾及这些，他潜下心来静静地揣摩其中字体的奥秘，不断练习。
他不仅拿自己的作品练习，古代的诗词同样成为他练习的对象，有时候一首词可能要写七八遍，直到
自己满意为止。
    毛泽东的书法成就不仅仅是他勤学苦练的结果，而且与他的战斗生活经历同样分不开。
    毛泽东在领导红军中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敢于创新的精神气概、不畏艰难的革命浪漫
主义在他的书法中同样有所彰显。
书法不仅仅是他平时生活的调剂，更是他感情的释放处，正如很多人后来评说的那样，他的书法已经
达到了“心忘于手，手忘于书，心手达情”的境界。
欣赏他的书法，磅礴大气扑面而来，力透纸背的劲道让人赞叹。
很多人将他登峰造极时的字体誉为是“毛体”，并有很多人拿出相当的精力进行临摹，但是没有人能
超越他，关键的问题不是专业知识上的欠缺，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毛泽东的那种经历，没有他的那种气
魄。
在这方面，曾有专家将怀素的书法和他进行过对比，结果发现，在气势和多变方面，甚至怀素都有些
逊色。
    书法作为我国传承已久的一项文化，经历了上千年的风雨演变，传承到了21世纪的今天，作为年轻
的一代，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将这项灿烂的文化继续传承给我们的子子孙孙，让书法继续绽放出辉煌的
光芒。
但是因为对书法的陌生，书法与很多人已经绝缘，甚至是一辈子的绝缘。
毛泽东的诗词已经开始走进学校的课堂，但是对于毛泽东的书法，我们在生活中鲜有涉及。
而他的书法却是了解他以及他的人生经历不可缺少的一项。
    阅读这本书，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更多关于毛泽东的故事，也可以在故事中学到很多专业的书法常识
，进而可以更好地赏析毛泽东书法。
    为了让书籍更有吸引力，我们收集了很多毛泽东的手迹，并配上了专业的赏析内容，希望这样图文
并茂的讲述，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由于资料不全，水平有限，书中难免会有缺漏和不当之处，亟盼广大读者和专家的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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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毛泽东书法品鉴》内容简介：书法是毛泽东一生都不曾割舍的爱好，从收集到的资料来看，从1905
年毛泽东12岁写的“还书便笺”开始，到1975年做的读书笔记的手迹来看，在毛泽东长达八十三年的
人生岁月中，除去战争年代遗失和无法保存的书法作品外，存世的书法作品有四百五十多件。
《毛泽东书法品鉴》这些作品篇幅有长有短，长的多达干字，短的只有两三字。
从书体而言，有楷书、行书和草书。
这些书法作品虽不能说件件都是经典之作，但其中有很多作品是弥足珍贵的精品。

正是这些作品，奠定了毛泽东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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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纵观自成一派的毛泽东书法
  1．毛泽东书法的三个阶段
  早年临摹大家
  中年独创风格（1921-1949）
  晚年登峰成体（1950-1976）
  2．毛泽东书法的四个特点
  豪放行草：执笔圆活，用笔有法
  字形不羁：倾斜飞动，重轻并施
  精巧布局：全局在胸，匠心独具
  高超境界：纵横之志
  3．毛泽东其人与毛泽东书法
  追求艺术解放、不受任何羁绊
  不断探索、不断进取、不断创新
  知识渊博、包罗万象、独具风格
  感情上既炽烈豪放又细腻丰富
对话独树一帜的毛书心得
  1．我写我的体
  2．毛泽东对书法的深刻认识
  宇就像人，要有精神，有个性
  学字要有帖，帖中要发挥
  越写越好，越写越草
  与诗相称，似乎适宜
  要仿其形，取其神
毛泽东手书自作诗词书法品鉴
  贺新郎·别友
  沁园春·长沙
  菩萨蛮·黄鹤楼
  西江月·井冈山
  清平乐·蒋桂战争
  清平乐·会昌
  忆秦娥·娄山关
  七律·长征
  念奴娇·昆仑
  清平乐·六盘山
  沁园春·雪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水调歌头·游泳
  蝶恋花·答李淑一
  七绝·为女民兵题照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贺新郎·读史
  十六字令三首
  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七律·和周世钊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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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手书古代诗词书法品鉴
  春日偶成
  大言赋
  登岳阳楼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句）
  山行
  忆江上吴处士（句）
  从军行·之五
  出塞（句）
  鹊桥仙
  黄鹤楼
  步出夏门行·龟虽寿
  琵琶行
  回乡偶书
  山园小梅（句）
  苏幕遮
  惠崇春江晚景
  凉州词
  牡丹亭·惊梦（句）
  过零丁洋
  开元后乐
  登鹤雀楼
  满江红
  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梅花九首之一
  登高
  西厢记·第一折句
  自  嘲（句）
  从军行·之四
  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句）
  将进酒
  梦游天姥吟留别
  江南逢李龟年
  筹笔驿
  题华清官
  沁园春·斗酒彘肩
  灵隐寺（句）
  步出夏门行·观沧海
毛泽东信笺书法品鉴
  致萧子升
  致许德珩等人
  致何香凝
  致徐悲鸿
  致刘思齐
  致胡乔木
  致臧克家
  致华罗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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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郭沫若
  致于立群
趣谈“喜怒形于书法”的毛泽东题词
  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在《明耻篇》封面上题词
  题写“夜学日志”
  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为红军取得反“围剿”胜利题词-
  毛泽东与少年儿童——为少年儿童的几幅题词
  为消灭文盲而斗争一为“消灭文盲三万”活动题词
  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为《中国妇女&gt;创刊题词
  三题新华书店店名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南泥湾和三五九旅题词
  “向雷锋同志学习”——为雷锋同志题词
  推陈出新——为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
  实事求是——为中共中央党校题词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邹韬奋题写挽词
  “诗言志”——为诗人徐迟题词
  “人民日报”——为《人民日报》题写报头
  “第一师范”——为湖南第一师范题写校名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一定要根治海河”
附录：书法小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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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毛泽东书法的三个阶段 有人曾写过这样一首诗来形容毛泽东的书法： 龙飞凤舞
势奔腾，笔走险锋神鬼惊。
 多得名师曾指点，自求一体浑天成。
 毛泽东晚年的时候书法有一股豪迈、气势磅礴、浑然天成之气，着实让很多人大开眼界，强烈的感染
力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并因此震撼了他们的心。
很多崇拜和喜爱毛泽东书法的人，将其誉为“毛体”。
 毛泽东是如何练就的这样高超的书法技艺的呢？
这期间又有什么名师给过他指点呢？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早年临摹大家 毛泽东的少年时期是在外婆文家度过的，文家是个文化氛围
浓厚的家族，好诗书的家庭传统，使得整个家族中不乏饱学之士。
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毕业于当时的湘乡师范，书法功底深厚，在小学里任教师，对毛泽东的成长非
常关注，平时经常教导毛泽东练习书法，并亲手写了练字需要的大字范本供毛泽东平时练习。
年幼的毛泽东在文运昌的指导下，对学写楷体字很感兴趣。
毛泽东此时所临摹的是二王（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书法，通过不断的临摹，使得他小小
年纪竟然也能写得有模有样。
 毛泽东8岁离开了外婆文家，开始进入私塾读书，先后辗转了6所私塾，总共读了6年的书，这段经历
后来被他称为是“6年孔夫子”，6年的时间，他不仅学会了很多国学经典，书法的技艺也是不断地提
高。
 毛泽东正式的第一位书法老师是南岸私塾的毛宇居。
毛宇居是毛泽东的堂兄，长毛泽东12岁。
毛宇居的书法特别好，当地的乡亲们经常请他来代写书信、对联等。
后来人们为了感激和尊敬他，特地送给他“韶山一支笔”的美称。
 毛泽东从毛宇居那里接触到了许多专业的书法知识，如果说以前的毛泽东只是会临摹大家的笔法，只
能求得形似的话，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开始学会意临，开始学着在综合前人书法优点的基础上，加入自
己的东西。
毛泽东此时主要临摹的是欧阳询的欧体，欧体的工整性，对毛泽东影响很大。
从后来他的一些手迹上，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毛泽东在楷体的书写上，一定下过大工夫。
 1910年，毛泽东走出故乡韶山冲，到湘乡县城附近的东山高小读书。
毛泽东的入学文章《言志》，工整的蝇头小楷博得了后来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国文老师袁仲谦的
赞赏。
在东山高小，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政治思想，并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来
了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到日本刊印的《新民丛报》合订本，并在《新民说》的“论国家思想处
”加上了自己的感想：“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这是
毛泽东最早的政论文字，从此段文字的手迹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已习得二王的真髓，此时的字体，摆
脱了年幼时的拘束，用笔更加自如轻松，劲道十足，风格儒雅，颇有二王的风范，以至于当时他的字
迹被同学和老师称为是“兰亭体”。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了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开始了他求学和革命实践道路的重要历程，也正是这
段经历，为他以后的书法有所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湖南第四师范后来合并到第一师范学校，当时的学校师资力量比较雄厚，既有国学、西学功底深厚的
杨昌济，又有文学修养、书法造诣深厚的黎锦熙，此外还有徐特立、方维夏等。
当时学校内学风淳厚，对学生的学业都有严格的要求，就书法而言，为了让学生练就一手好字，学校
规定：“习字科多习正楷”⋯⋯“务求劲端秀丽”⋯⋯“矫正执笔、运腕及各种姿势”“购备碑帖，
宜习隋碑”“下笔不可率易，务求使转分明”。
除了这些规定，学校每周会还会有两节专门的习字课，毛泽东更是每天都要练习碑帖，“字要写得好
，就要起得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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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勤练书法的心得。
 笔耕不辍的练习使得他的书法水平大大提高。
从毛泽东在1908年前后写的“还书便笺”手迹，用笔的严谨、开拓的气势，已经看得出他的书法功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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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毛泽东的书法和他的文章、诗词一样，豪迈潇洒，深邃流畅，奔放自如，自成一体，风格独创，使你
百看不厌，给你一种美的享受。
    ——王廷芳：《半个世纪的友谊——毛泽东与郭沫若》    毛泽东的诗词艺术和书法艺术以及他的战
争艺术和政治艺术是统一的整体，相辅相成，互为关联，精神独到，意气纵横，尽情挥洒，狂放之极
，实无愧于楚国之才俊也。
    ——李敖    每一个字都充满了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
    ——郭沫若    主席乃中国近代狂草第一人。
    ——舒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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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毛泽东书法品鉴》不仅可以了解更多关于毛泽东的故事，也可以在故事中学到很多专业的书法常识
，进而可以更好地赏析毛泽东书法。
《毛泽东书法品鉴》收集了很多毛泽东的手迹，并配上了专业的赏析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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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毛泽东的书法和他的文章、诗词一样，豪迈潇洒，深邃流畅，奔放自如，自成一体，风格独创，使你
百看不厌，给你一种美的享受。
 ——王廷芳：《半个世纪的友谊——毛泽东与郭沫若》 毛泽东的诗词艺术和书法艺术以及他的战争
艺术和政治艺术是统一的整体，相辅相成，互为关联，精神独到，意气纵横，尽情挥洒，狂放之 极，
实无愧于楚国之才俊也。
 ——李敖 每一个字都充满了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
 ——郭沫若 主席乃中国近代狂革第一人。
 ——舒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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