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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潘伯鷹談書法

潘伯鷹（1905— 1966），安徽懷寧人。原名式，字伯鷹，

後以字行，號鳧公、有發翁、卻曲翁，別署孤雲。中國近代著

名書法家、詩人、小說家。除書法作品與書論外，尚著有小說

《人海微瀾》《隱刑》《强魂》《稚瑩》《殘羽》和《蹇安五記》，

並編有《南北朝文選》《黃庭堅詩選》，有詩集《玄隱廬詩》

存世。

作為學養豐厚、舉世公認的書法大家，潘伯鷹被譽為「二

王書風的積極追慕者」，其書法採魏碑雄渾氣象，還師法褚遂

良「取其綽約，而舍其嫵媚」（謝稚柳語），融會貫通，受到了

時人尤其是書法界的高度贊賞。

潘伯鷹早年師從吳北江習古文，效東漢張伯英（張芝）而

曾取名「伯英」，其中既有他尚友古人的追求，亦寄託着其內

心之冷峻，頗有俠義之氣。後又長期擔任著名學者章士釗的助

手，章氏還將義女許配與他，章、潘二人長期詩文唱和，形成

一段文壇佳話。

潘伯鷹早年習書法，博採眾長，先是喜歡東坡字，16 歲改

臨隸書，20 歲習褚遂良《倪寬贊》，30 歲習黃山谷《青源山詩》

之摩崖大字，奠定了堅實的書法根基。潘氏縱橫藝文兩界，與

沈尹默（1883 — 1971）亦師亦友，抗日戰爭時期流寓陪都重

慶，相繼發起成立飲河社、中國書學研究會。

在沈氏影響下，潘伯鷹上追二王，取法晋唐，進而書藝

突飛猛進。正是由於潘氏涉獵極廣，加之天資卓犖，其得力於

王羲之、褚遂良、趙孟頫甚多。即用筆剛毅凝重，妙在巧拙互

用，小楷有清婉宏寬氣，正書大楷有北碑雄渾氣。後來，其書

學主張正草並進，碑帖兼學，以為這樣可以相互得到補益，而

最高境地當於字外求之。

1949 年之後，潘氏成為聲譽卓著的書畫文物鑒賞家，人稱

其「書法第一，詩第二，文第三，小說第四，鑒賞第五」。作

為諸藝精通的多面手，他往來無白丁，甚至在其私人書室「隋

經堂」留言：「不讀五千卷書，不得入此室！」這裏一時成為

飽學之士的會聚之所，其交遊極為廣泛，而眼界之高，更是迥

異時流。

1961 年，潘氏與沈尹默發起成立了新中國第一個書法協

會— 上海中國書法篆刻研究會。同時，潘氏書法漸趨妙

境，著有《中國的書法》《中國書法簡論》，一時盛名遠播。

潘、沈二人曾各寫楷書字帖，以作中小學生的臨摹範本，以流

風餘韻，影響到當今上海書壇。

作為學藝俱精的大師，潘伯鷹强調學書既要勤練，更要求

索「字外精神」，其書學見解發人深省，《中國的書法》《中國

書法簡論》二書，被書法愛好者奉為經典。潘氏認為：「對於

一個專精於某種藝術的人說，他看世間一切事物，都會聯想到

他所專精的那一件事上去。由於他的用志不紛，他能夠在許多

表面上不相干的事物中，在某種程度或某種角度上，發現與他

所專精的一事之間的共同點。這一共同點，在別人正是毫無感

覺的；而在他，卻恰好『觸了電』」。竊以為，這無疑堪稱他

作為一個書者的夫子自道。

潘氏書論文字清新，敍事簡潔，以自身學書經歷，為初學

者娓娓道來，引人入勝。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在敍述歷代書家

之時，對於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有扼要交待，對於書家人格尤

其重視，其深入淺出的表述，無疑可以給書法愛好者尤其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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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品格的砥礪，這是不少故作高深的書論所不及的。

坊間所傳播的潘氏書論往往比較零散，並未得到系統整

理，為方便書法愛好者全面了解潘伯鷹的書學見解，現特將

《中國書法簡論》與相關書論進行認真校勘，合為一編，分為

上、下兩部。上部收入《中國書法簡論》，下部收入其書學隨

筆，上、下部少數內容有所重複，但作者重心有所不同，故一

並收錄，未作删節。此外，還精心遴選了兩百幀左右的珍貴書

法遺存，以便讀者更加愉悅地進入潘伯鷹的書學世界，進而對

於博大精深的中國書法有更深入的領會。

此書的收集整理得到了謝稚柳翁哲嗣謝定偉先生的指點，

編輯工作則得到了同事衛兵兄和賈理智兄的鼎力支持，出身於

海寧藝術世家、書畫篆刻皆有精深造詣的北京師範大學書法系

查律兄還提出了寶貴修改建議。特此致謝。

繁體字版的推出，得到了中華書局熊玉霜女士的大力支

持，特此鳴謝。也期待得到香江讀者的指正，祝願書法這門藝

術能在這片熱土吸引更多的愛好者，期待有更多人來喜愛和傳

播中華文化。

譚徐鋒

辛丑秋日於北京觀海堂

上
部

　
中
國
書
法
簡
論



上部　中國書法簡論

11

潘伯鷹談書法

10

多年以前，有許多喜歡研求書法的朋友囑咐我寫一本如何

學習書法的書。我也想動筆試寫，不過，屢次提起筆來，又放

下了。放下筆的理由，卻不一定是由於自己的不努力，而是有

其他種種原因。

第一，寫字的事，是一件需要實踐的事。字是由「寫」而

進步的；書是由「讀」而進步的。所以「寫字」和「讀書」它

本身兩個字，便已將祕訣明告我們了，也不需要再「談」了。

字不是「談」得進步的。與其看一本「書法入門」，不如拿起

筆學一張古法帖。當然，不談就寫，往往寫到彎路上去。但

只要人有志用功，久久不懈，走幾段彎路是不可避免，也無

須避免的，因為彎路之中也給我們很多教訓，甚至引我們另開

奇境。

第二，自古及今愛談書法的多半都不是第一流書家。例如

清朝的包世臣幾乎是一位談書法的專家，他著了一部《藝舟雙

楫》的大書。後來又出來一位康有為，說得更多。他們的書在

近代一般人中發生了極大影響，但他們的理論和方法，也有不

少人提出不同的看法。我們知道，越是關於教初學的書，越需

要謹慎正確。所以我不敢寫，為的是自己所知甚少，怕的是萬

一有錯。

第三，中國談書法的書，古今來真也不少，有韻的，無

韻的；分章節的，不分章節的；長的，短的；冒上王羲之、顏

真卿名字的和負責用自己姓名的，數也數不清。這許多書，從

古到今流傳不已，各立一說，各自都說真傳，如若要想將正

確的書法原理建立起來，必須先將歷代相傳的千奇百怪的說法

加以排比考核和揚棄。這樣，才可以將千古以來關於書法上神

祕的、依託的、「强不知以為知」

的一切不可靠的言語摧陷廓清。

但，談何容易？這一大堆古代論

書法的書籍，其中荒謬的固然不

少，精華卻也所在皆是。要考

證，要選擇，豈是短時期、少數

人所能奏效？這一層先辦不到，

談起書法來，總覺得礙手礙腳。

所以還是不寫的妥當。

但是有很多朋友仍責備我這

種踟蹰不動的辦法。他們以為談

是不妨的。當然，決不是說寫字

的事只要談而不須寫，寫是一定

要寫，但如何寫，必須先談。因

為這樣，使得有志寫的人，免得

走許多彎路。與其從彎路中明白

了，再回頭走直路，不如一動就

走直路。至於錯誤呢，無論什麼

專家，談什麼問題，不能說絕對一些小小錯誤都沒有。有了，

大家批評，錯誤就改正了。若是怕出錯而不談，那就根本又

錯了。

他們又根據寫字需要實踐的條件來鼓勵我。他們說：「縱

然你自己以為知道得很少，但你在這裏面也磨了四五十年的光

陰，好好歹歹談些酸甜苦辣，也叫有志書法的青年同志們知道

何處是直路。他們因此將你所已走過的彎路避開，一直向前跑

一
　
引
論

東晋　王羲之《快雪時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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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蘇軾《春中帖》

唐 顏真卿《湖州貼》（另一說此帖為宋人仿本）

北宋 黃庭堅《送四十九侄詩卷》

緒紛繁。因此，在這本小書裏不細談了。

為了使得學習書法的人直接能夠實踐，這裏注重簡單地說

明「正確的執筆方法」。關於歷來的許多執筆方法、古今典籍，

力避多徵引，也不多辯駁。希望讀者照這方法，誠實力行，

久久自明其妙。這裏雖然也說一些何以要用這方法的道理，

不過單靠文字仍是不能十分有用。讀者必須照這方法，實行，

實行，最後還是實行，才能逐漸認識清楚。更希望讀者不要看

它簡單而加以輕視。往往一切最複雜的學問最高原則都是簡單

的。而這簡單的原則，卻是多少人辛苦積累得來的。書法雖不

是什麼了不起的學問，但也不例外。

為了使得學習的人能夠從實用方面先立下根基，這裏所談

去，豈不是一件好事？」並且書法在中國的藝術上，是最具有

民族形式的一種。在現代發揚民族優良藝術傳統和民族精神的

時代，更有研究提倡的必要。更有一層重要之處，那就是說，

我們中國現在還有不少人是用毛筆寫字。單就這一點看來，毛

筆使用的群眾性，可謂極大，因此也應該切實研究。因此試寫

這一本小書，在寫以前，先定了如下的幾層意思。

為了使得一般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看懂，文字力求簡明，

因此將一切引經據典的反覆考證的理論都避免了。這裏所說的

話，只是一些經過了辯駁引證的結論。當然這所謂的結論只是

我個人所信為是正確的。至於何以得到這些結論，何以相信其

正確，如若細說，就不知要佔去多少篇幅，反而使讀者覺得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