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硬笔临写古代法书名帖·董其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硬笔临写古代法书名帖·董其昌>>

13位ISBN编号：9787805745763

10位ISBN编号：7805745765

出版时间：2001-07

出版时间：古吴轩出版社

作者：董其昌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硬笔临写古代法书名帖·董其昌>>

内容概要

董其昌的书法成就很高，董的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他对自己的楷书，特别是小楷也相当自负。
董其昌虽处于赵孟頫、文征明书法盛行的时代，但他的书法并没有一味受这两位书法大师的左右。
他的书法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体，其书风飘逸空灵，风华自足。
笔画园劲秀逸，平淡古朴。
用笔精到，始终保持正锋，少有偃笔、拙滞之笔；在章法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分行布局，疏朗
匀称，力追古法。
用墨也非常讲究，枯湿浓淡，尽得其妙。
书法至董其昌，可以说是集古法之大成，“ 六体”和“八法”在他手下无所不精，在当时已“名闻外
国，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
”（《明史·文苑传》）。
一直到清代中期，康熙、乾隆都以董的书为宗法，备加推崇、偏爱，甚而亲临手摹董书，常列于座右
，晨夕观赏。
康熙曾为他的墨迹题过一长段跋语加以赞美：“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
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褚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
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清风飘拂，微云卷舒，颇得天然之趣。
 尝观其结构字体，皆源于晋人。
盖其生平多临《阁帖》，于《兰亭》、《圣教 》，能得其运腕之法，而转笔处古劲藏锋，似拙实巧。
⋯⋯颜真卿、苏轼、米芾以雄奇峭拔擅能，而要底皆出于晋人。
赵孟頫尤规模二王。
其昌渊源合一，故摹诸子辄得其意，而秀润之气，独时见本色。
草书亦纵横排宕有致，朕甚心赏。
其用墨之妙，浓淡相间，更为绝。
临摹最多， 每谓天姿功力俱优，良不易也。
”据说，康熙还亲自临写董书，致使董书得以风靡一时，出现了满朝皆学董书的热潮。
一时追逐功名的士子几乎都以董书为求仕捷径。
 在康熙、雍正之际，他的书法影响之深，是其他书法家无法比拟的。

董其昌的书法，历来评说褒贬不一。
褒者倾其溢美之词，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王文治《论书绝句》称董其昌的书法为“书家神品”。
谢肇称其“合作之笔，往往前无古人”。
周之士说他“六体八法，靡所不精，出乎苏，入乎米 ，而丰采姿神，飘飘欲仙”。
但对董其昌的批评者也很多，包世臣、康有为最为激烈。
包世臣云：“行笔不免空怯”。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讽刺道：“香光（董其昌）虽负盛名，然如休粮道士，神气寒俭。
若遇大将整军厉武，壁垒摩天，旌旗变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
”
董其昌走上书法艺术的道路，出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
起因是在考试时书法不好,遂发愤用功自成名家。
这在他的《画禅室随笔》有所记述，其中还自述学书经过：他在十七岁时参加会考，松江知府衷贞吉
在批阅考卷时，本可因董其昌的文才而将他名列第一 ，但嫌其考卷上字写得太差，遂将第一改为第二
，同时将字写得较好些的董其昌堂侄董源正拔为第一。
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董其昌，自此钻研书法。
董其昌回忆说：“郡守江西衷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
初师颜平原 （真卿）《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世南），以为唐书不如魏晋，遂仿《黄庭经》及钟
元常（繇）《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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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征仲（征明）、祝希哲（允明）置之眼角。
”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董其昌几乎学习研究了以前绝大部分名家，从钟王到颜、柳，从怀素到杨凝式、
米芾，直至元代的赵孟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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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其昌
明代后期著名画家、书法家、书画理论家、书画鉴赏家。
“华亭派”的主要代表。
董其昌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四（1555）年，卒于明毅宗崇祯九（1636）年，他字玄宰，一字元宰，号
思白，又号香光居士，人称“董华亭”。
万历进士，授编修，官至礼部尚书。
华亭（上海松江）人。
 一作上海人(上海在唐为华亭县地，清属松江府。
华亭、云间、松江、上海、娄县俱为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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