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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启功先生的学问、书艺与人品，世所景仰。
他的学生张志和自幼喜爱书法，集书法家、画家、文物鉴赏家、教授、博导、清室后裔等等称谓于一
身。
本书是启功先生学问与人品的一种印记，更是书法爱好者的学习“秘笈”。
书中辑录的相关书画照片及先生为作者批改作品的真实笔记图片也为书法爱好者以及想了解启功先生
的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实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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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自己的人生和学书之路  1、童年生活  2、入学前后  3、我的几位恩师  4、三进辅仁  5、循循善诱与
登堂入室  6、辅仁逸事  7、反右风波  8、文革时期  9、迟到的春天  10、书画创作  11、书画鉴定  12、
学术著作  13、陈垣先生给我的教导  14、我的一位老师——齐白石先生  15、记我的几位恩师  16、我从
幼年学写字的初步经历  17、回顾练习写字过程中的曲折  18、学习书法过程中思想的解放  19、学习“
碑”、“帖”的体会  20、关于创作书法作品的点滴回忆  21、故宫古代书画给我的眼福  22、“晚爱诚
悬竞体芳”二、什么是书法  1、“书”的概念  2、书写文字的要求以及与经学、科举的关系  3、字形
构造应该尊重习惯  4、书法中的个性特点  5、关于书法艺术理论的评判  6、书法是最高的艺术吗  7、
书法是艺术又是技术  8、论笔顺  9、论结字  10、真书结字的黄金律  11、艺术风格没有高低之分  12、
关于汉字的石刻  13、关于碑和帖  14、关于法书墨迹和碑帖三、如何学书法  1、学习书法的年龄问题 
2、入门练习  3、求人指教  4、看什么参考书  5、如何才能写好字  6、改进和提高的办法  7、学书“循
序”说  8、“用笔”说  9、执笔法  10、运笔法  11、善书者不择笔吗  12、临帖的目的  13、如何选临碑
帖  14、学习碑帖的几种方法——读看、影摹、对临、背临、习作  15、“透过刀锋看笔锋”  16、临帖
为何临不像  17、写帖主要抓结构  18、“用笔何如结字难”  19、写字要“活”  20、如何提高“功夫”
 21、学“古”不学“今”  22、革新或创新的问题  23、关于文房四宝的使用四、对书法史上诸多问题
的观点  1、《平复帖》说并释文  2、《唐摹万岁通天帖》考  3、旧题张旭草书古诗帖辨  4、从河南碑
刻谈古代石刻书法艺术  5、《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宋拓整幅的发现兼谈此碑的一些问题  6、《书法丛
刊》“秦汉简帛晋唐文书专辑”引言  7、题《张猛龙碑》  8、《张猛龙碑》跋  9、日本影印智永《真
草千字文》墨迹跋  10、《多宝塔碑》跋  11、《僧端甫塔铭》跋  12、唐人写经残本四种合装卷跋  13、
明拓《曹全碑》跋  14、谈《艺舟双楫》  15、谈《广艺舟双楫》  16、真宋本《淳化阁帖》的价值五、
其他  1、诗与书的关系  2、书与画的关系  3、鉴定书画二三例  4、书画鉴定三议  5、简化汉字的书法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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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自己的人生和学书之路3、我的几位恩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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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学者，如贾羲民、吴镜汀、戴姜福、溥心畲、溥雪斋、齐白石等先生。
我向其中的一些人正式拜过师。
我日后那些比较见长的知识和技艺，是在他们的教诲下打下根基并得到培养的。
在我回忆自己的成长过程时，不能不提及他们。
我曾经写过《记我的几位恩师》、《溥心畲先生南渡前的艺术生涯》及《记齐白石先生轶事》等文章
，记载了他们的有关情况。
现把和我相关的一些情况再概述并补充一下。
贾羲民和吴镜汀羲民先生名尔鲁，又名鲁，原以新民为字，后改为羲民，北京人。
镜汀先生名熙曾，镜汀是他的号，长期客居北京（图1—3—1吴镜汀先生青年时、图1—3—2吴镜汀先
生晚年作画）。
我虽然自幼喜爱绘画，也下过一些工夫——比如我家有一卷王石谷《临安山色图》的（王罗）版照片
（原画已流人日本，当时能得到它的照片已很不易，不像现在能见到那么多的王石谷真迹，所以我到
现在还保留着这幅照片），我和我五叔祖曾一起用心临摹过它；又如经热心人帮助，还找到1926年（
丙寅）我画的一张菊花小册页（图1—3—3启功小学三年级的绘画作品）——但我画这些仅是凭着小聪
明，还不具备专业的素质。
为了能使自己的作品登堂人室，大约升人中学后不久，我即正式磕头拜贾先生为师学习绘画。
贾老师一家都是老塾师，他本人原也做过北洋政府部曹一类的小官。
贾老师不但会画，而且博通经史，对书画鉴定也有很深的造诣。
那时画坛有这样一种定义不太明确的概念分法——“内行画”和“外行画”。
所谓“内行画”是指那种注重画理、技巧的画，类似王石谷那样画什么像什么；所谓“外行画”是指
那种不太注重画理、技巧的画，画的山不像山，水不像水，类似王原祁：有人说他画的房子像丙舍—
—坟中停灵的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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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启功谈书法人生》是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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