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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承 中 华 文 明 弘 扬 时 代 精 神
所学正书，宜以殷钧、范怀约为主，方

正循纪，修短和度；所学草书，宜以张融、王
僧虔为则，体用得法，意气有馀。章表笺
书，于斯足矣。

——庾元威《论书》

《论书》的核心思想是强调书法宜合乎法度，遵守体势。从文章
开头这句可见“方正循纪，修短和度”与“体用得法，意气有馀”是庾
元威对正书、草书的要求。同时他提出了“得法”“得体”“得宜”，这

“三得”，一方面要求言辞得体，书札的措辞合乎一定的规矩；一方面
强调书法应遵循法度，不能破坏字体的结构和笔画的完美，要求典
正规范。庾元威对于“法”和“体”的重视是针对当时流行的不良书
风而发的，颇有针砭时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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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岁通天帖》：唐法书第一

●《万岁通天帖》的前
世今生

东晋王氏一门都善书，王羲之的伯父王
导、王敦，父亲王恿，叔父王峄，兄弟王恰、王洽、
王劭、王荟，侄王洵、王珉，子玄之、凝之、徽之、
操之、涣之、献之等，无不以书闻名于世。《万岁
通天帖》中收入王羲之、王献之、王徽之、王僧
虔、王荟、王慈、王志7人书翰十通，故世又称

《唐摹王右军家书集》，然又因此帖摹于唐武则
天万岁通天二年（697），据王方庆所进真迹为
蓝本，用双钩填廓法精心摹之以留内府，故又
称《万岁通天帖》。《万岁通天帖》据《旧唐书》记
载分三组：羲之为一卷，是一组；导至褒为一
组，分几卷不详；献之以下20人为一组，分几卷
不详。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卷，为清代御府旧
藏，此帖高26.3厘米，长253.8厘米，硬黄纸，今
藏于辽宁省博物馆。这一卷中收存的分别是：
羲之：《姨母》《初月》；荟：《席肿》《翁尊》；徽之：

《新月》；献之：《廿九日》；僧虔：《在职》；慈：《柏
酒》《汝比》；志：《喉痛》。相传我们今天看到的
这卷《万岁通天帖》在历史上曾遭两次火劫：一
次是明代无锡真赏斋大火；另一次是清乾隆时
期乾清宫大火，今犹存火烧痕迹。千年文物能
流传至今，如有神呵护，实属不易。在这部残
书中，王氏家族自王导至南朝梁时的王褒共28
人的书迹，仅存四分之一，大多数已经失传。
古代没有影印技术时，一般采用以下两种方
法：一是木版或石刻的碑帖；二是蜡纸钩摹。

《万岁通天帖》是据王方庆所进真迹为蓝本，用
双钩填廓法精心摹之，细致入微，与原作近无
半点差池。以《初月帖》中最为明显，朱彝尊评
此帖曰：“钩法精妙，锋神毕备，而用墨浓淡，不
露纤痕，正如一笔独写”，这样的评价一点都不
为之过。董其昌在其《画禅室随笔》中亦曾评

此帖曰：“此帖云花满眼，奕奕生动，并其用墨
一一具备，王氏家风漏泄殆尽，是必薛稷、锺绍
京诸名于双钩填廓。”如果仔细玩味此帖之笔
法用墨，枯笔、飞白以及墨色的浓淡都表现得
十分自然，可想摹手水平之高。从书法艺术
论，《万岁通天帖》中的作品无不精彩绝伦，即
便是唐代的摹本，也因其摹法精湛，几乎可以
视为原迹。米芾诗说：“媪来鹅去已千年，莫怪
痴儿收蜡纸”，可见在宋代就已有人把摹本视
为王羲之的真迹。论及书法帖学的源流，无不
溯至锺、张、“二王”以及南朝诸家，他们确实影
响了唐宋诸家、诸流。 （王 强）

● 赏 析
《初月帖》，此帖为王羲之晚年所作，此作

介于章草和今草之间。观其结体，基本上还
是字字独立的章草体势，论其笔法，已是今草
气派。行气已由纵势为主导，并有一些破锋、
侧锋和上下牵丝的字。基本上呈长形。显得
自然、随意，丢掉了一些华彩的贵族气派，更
接近质朴的北朝风规。这在王羲之诸帖中具
有较为突出的风貌。

创作的随意性会给作品增添新鲜的美感
和出人意料的魅力。《初月帖》潦潦草草，在含
蓄的主调中体现感情的流动，一种颇受压抑的
暮年情怀获得某种任意抒发，特别具有感人的
力量。一种旷达中蕴含沉郁、哀伤的意态，在
字里行间流畅地凸现出来了。这大约便是“羲
之书暮年愈妙”的佳处吧。（刘正成）

《疖肿帖》《翁尊体帖》，东晋王荟书。王
荟，字敬文，王导第六子，书法“动成楷则，殆
逼前良，见希后彦”。此二帖风格迥异，前帖
用笔欹侧流利，结体紧媚，意境清幽；后帖劲
拔雄健，点画纷披，颇多枯笔，最能见唐摹妙
手的功夫。该帖打破行距，左右字画相接，纵

意奔腾，奇诡率真，颇能见其性情。
《新月帖》，行楷，东晋王徽之书。王徽之

（？—386），字子猷，羲之第五子，其性洒脱，放
任不羁，有“雪夜访戴”潇洒自适之举，风流千
载。子猷该帖绍继父风，用笔起讫分明，中侧
互用，轻健紧媚，挥洒自如，结字变化丰富，欹
正相倚，体势似斜犹正，姿态横生。《宣和书谱》
称王徽之书“律以家法，在羲、献间”，以“韵胜”。

《太子舍人帖》，行楷，南齐王僧虔书。王
僧虔（426—485），王洽曾孙，王珣孙，历仕宋、
齐两朝，为南朝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颇
受帝王尊重。宋、齐之际，正是王献之书风盛
行之时，陶弘景称“比世皆高尚子敬书”，这在
王僧虔及其子嗣的书法上足可见证。《太子舍
人帖》，用笔丰腴华赡，沉着而不胶滞，徐缓而
又从容，结体敦厚浑朴，虽少变化而无平庸之
态，然其风味稍嫌寡淡，是其一病。

《得柏酒帖》《汝比帖》，行草，南齐王慈
书。王慈（451—491），字伯宝，王僧虔长子。
王慈书风承袭王献之纵逸外拓之法，下笔豪
放不羁，点画遒劲雄强。前帖体势奔腾，点画
厚重，下笔有骏发之气，整体章法收放自如；
后帖率意萧散，极尽肆放之势，殊乏收敛牵
掣，故而恣意有余，规矩不足。

《一日无申帖》，行草，南齐王志书。王志
（460—513），字次道，王僧虔次子，官历宋、
齐、梁三朝，地位显赫，在当时即有“书圣”之
誉。王志与其兄长王慈均是王献之书风的阐
扬者，书风峻拔豪迈，雄起壮美，在书史上具
有重要地位，是上承魏晋、下启隋唐的人物。
该帖下笔沉着痛快，酣畅淋漓，点画雄强奇
伟，结体纵长，轻重对比甚为强烈，字与字之
间上下连绵，通篇神采奕奕，比如“痛愦愦何”
四字如飞瀑泻泉奔流而下，如骏发少年，意气
风发，极具艺术感染力。此足见王献之书风
的影响力之深彻。 （王延智）

▲《万岁通天帖》（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