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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名笔”的观澜索源与认知解读（下）

——关于“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的思考
王琪森

三、颜真卿的笔墨师承及书法地位
文化学者克罗伯和克鲁克洪在《文化概念：一

个重要概念的回顾》中曾指出：“文化构成了人类群
体各有特色的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的各
种具体形式：文化的基本核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
传统（即从历史上得到并选择）的思想，一是与他们
有关的价值。”“超越”展无疑是为颜真卿特设的主
题展，但为了展览的延伸及烘托，以中国书法史的
演绎为叙事，并以“书圣”王羲之为对应，意图或是
设想从传统思想及有关价值中来表达或验证：王羲
之创造了书法艺术美的普世价值，而唐代书法最大
功绩是为这种书法的普世美定下了规则。那么，唐
代书法的领军 颜真卿，则成为这种普世美规则建
立的主推手，因而是成了“超越”王羲之的名笔。

颜真卿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临池学书，初学
王羲之、王献之、褚遂良等，后拜师张旭。张旭不仅
是唐代草书大家，其楷书亦造诣精深，《郎官石记》
亦是唐楷代表作之一。张旭自幼随舅父陆彦远习
字，陆彦远是陆柬之之子，陆柬之书法深得王羲之
法，可见张旭书法乃纯正的王字系统。颜真卿为了
能登堂入奥，两次辞官专门跟张旭攻书，始得张亲
授笔法十二意，为此颜真卿专门写了《述张长史笔
法十二意》，深有感悟地讲：“自兹乃悟用笔如锥画
沙，使其藏锋，画乃沉着。当其用笔，常欲使其透过
纸背，此功成之极矣。”由此书艺大进，自辟蹊径，开
创颜体。

颜真卿的楷书代表作为《勤礼碑》《告身帖》、
《颜氏家庙碑》等，其运笔稳健凝重，丰腴遒劲，线
条饱满丰盈，筋骨内蕴。结构端庄宏放，气势宽
绰。颜楷的雄秀独出与挺然奇伟，代表着唐楷的

最高成就。颜真卿的行书《祭侄文稿》大气磅礴，
激越跌宕。他的侄儿季明被叛军所杀，颜真卿闻
之悲愤交加，于是挥泪成书，在笔墨线条中倾注了
强烈的情感与郁勃的气韵。其运笔劲健恣肆、朴
茂沉穆，线条疾涩相参、波澜起伏，结构雄浑持重、
疏密有致。诚如孙过庭所言：“带燥方润，将浓遂
枯；泯规矩于方圆，遁钩绳之曲直，乍显乍晦，若行
若藏；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应当讲《祭
侄文稿》的问世，代表着唐代行书最高的创作成
就，也是继王羲之的《兰亭序》后，行书发展的经典
之作，这就是颜真卿书法在唐代的地位。正是从
这个意义上来看，宋代苏东坡在《书吴道子画后》
的评语无非是溢美之言：“故诗至杜子美，文至韩
退之，书至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
天下之能事毕矣。”

作为唐代书坛的标志性人物颜真卿，其在楷
书、行书上所取得的成就的确是属于卓越级的，但
是否就能因此而“超越”了王羲之呢？这是属于两
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和艺术层面。第一，王羲之的
书法创作是开启山林的，他将“古质”的“章草”完
美地演变为“流美”的“今草”，具有历史的开创性，
为中国书法史开启了崭新的篇章，由此形成了行
书的创作谱系及笔墨表现语汇。而颜真卿只是在

行书的笔墨表现上有所开拓，在线条形态上有所
变化，在技法运用上有所完善。王羲之开创的是
源，颜真卿开辟的是流，不可等同。第二，王羲之
以其书学思想、笔墨理念、创作方法及楷、行、草全
方位的突破，从楷书《乐毅论》、行书《兰亭序》到草
书《十七帖》的经典建构等，形成了“王氏书法
学”。而颜真卿的历史地位、艺术影响、书学成就
及经典建构是不能和王羲之相比的。其在书法史
上的定位是王羲之是“书圣”，颜真卿是“名笔”，所
以不能轻言“超越”。第三，晋代是中国书法史上
的巅峰期，而王羲之又是这个时期的书坛领袖，这
种特殊的历史成因和特定的领袖作用，是不可复
制、不可超越的，从而使王羲之产生了划时代的影
响力。从晋后的南北朝、隋、唐、宋、元、明乃至清
代，都有一条连绵不绝、生生不息的王氏书法的历
代传承与笔墨脉络，历代大书法家大都法乳于王
氏，而颜真卿书法也以“书圣”为源头。因此，颜真
卿是不具备划时代影响力与书法历代尊圣的。

由此也引出一个严峻的话题：“超越”策展人
在以颜真卿为主角而作了中国书法史的展示后，
认为“王羲之的神话瓦解于清朝”。这涉及到了对
于整个中国书法史的史论与对中国“书圣”的评
价。唐代书法出于王氏大系统前面已有陈述，宋

代上至庙堂下至书坛，对“书圣”依然推崇，宋太宗
赵光义命编次摹刻的《淳化阁帖》十帖，有中国书
法史上“圣经”之美誉，也为王羲之“书圣”地位的
确立奠定了最后一块基石。其后据宋徽宗时期官
方编撰的《宣和书谱》记载当时皇宫中所藏王羲之
书法已达243件。宋四家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
襄也曾直接或间接师王。元代的书法大家是赵孟
頫，他亦是效法王氏，其最著名的“书法以用笔为
上”说，就是《兰亭序》的跋。明代的董其昌更是崇
尚“书圣”，直接影响了清代书法三百多年。其《画
禅室随笔》中多有《兰亭序》的论述，并对《定武本》
相当推荐：“此定本从真迹摹，心眼相印，可以称量
诸家《禊帖》，乃神物也。”清初两位最重要的书家
王铎、傅山就是从王字系出的。至于《乾隆皇帝临
董其昌仿柳公权书兰亭诗》，则完成了《兰亭序》艺
术叙事在清重笔浓彩的一章，最终形成了《兰亭八
柱帖》，即《中国清刻兰亭集帖》。清代中期碑学兴
起，虽对帖学有一定的冲击与影响，但并没有撼动
王羲之“书圣”的地位及贬低《兰亭序》的价值。清
帖学运动的主将康有为在其书论中对《兰亭序》亦
有客观的评述，“学《兰亭》当师其神理其变，若学
面貌，则如美伶侯坐，虽面目充悦而语言无味”。
可见他并未否定《兰亭序》的经典性，而是倡导要

学其“神理”。
因此，对于“王羲之的神话瓦解于清朝”的说

法，是应当引起我们深思的，这涉及到了更深层的
问题：按此说法，作为书法母国的中国早在清朝

“书圣”就瓦解了，不存在了。那么，日本书法的
“三圣”（空海、菅原道真、小野道风）、“三笔”（空海、
嵯峨天皇、桂逸势）还存在，那么我们中国书法现
在是处于什么历史地位及艺术水平？艺术不仅关
乎审美，历史不仅关乎事实，更重要的是关乎真相
和指向。如果说颜真卿是否超越王羲之还是关乎
认知问题，那么“王羲之的神话瓦解于清朝”则是
关乎终极真相和指向了。

至于有些人认为颜字在书法的厚度、结字的
宽博上是“超越”了王羲之，这也是较为片面的认
知，仅是认为《兰亭序》妍美秀逸、流畅隽丽，而《祭
侄文稿》则雄健苍劲、恣肆郁勃。实际上，《兰亭
序》是在“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怀”，“是日也，天
朗气清，惠风和畅”的愉悦心情下所写，从而呈现
了“流美”的笔情。而王羲之所写的《丧乱帖》《频
有哀祸帖》等，也呈现了浑厚劲健、恣肆苍逸的笔
致。《快雪时晴帖》则节奏明快、畅朗潇洒，从而凸
显了不同的创作心态与笔墨形态，诚如孙过庭在

《书谱》中对王字书风作出的具体分析：“写《乐毅》
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
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
逸神超。”

此次《超越》展的举办，笔者注意到尽管国内
书法界议论颇多，但大都是随感式或体会性的。
因此，笔者不惴浅陋写了此文，意在彰显一种文化
自信、理论自尊与学术自强。

各位专家、各位同道，大家下午好。
关于女性书法，我做了比较长时间的文献梳理工作，内容

非常的庞杂，今天我选了其中的几个话题来跟大家做个汇报，
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建议和批评。

第一个问题，关于古代女性书法的开端。
在文献上可以检索到的记载是在先秦时期的秋胡之妻，但

是这个记载无法证实。而上次丛文俊老师来沪，看到我们这书
后跟我提了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在先秦这个章节限于史料
的原因，显得比较薄弱，在《诗经·静女》这首诗有一句“静女齐
娈，贻我彤管”，这个“彤管”根据郑玄的解释，说它是赤管笔，就
是红色笔杆的毛笔。可惜书里并没有采用。

关于书法史意义上女性书写的开端，我觉得可以放在汉末
蔡文姬这里，因为她在史料上有相对比较可靠的记载，张彦远
在他《法书要录》里有一段话专门论述，他提到蔡文姬的时候，
说“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
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这是一个传承的线路谱
系。至于蔡邕受于神人这种说法，其实在唐以前很多文献里有
大量论述，是一种托词，因为它无法考证，所以后人猜测可能他
受到神人的点拨，或者梦中得到神人的传授等等。

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在一些正史里已经有了关于女性书
写或者女性书家这么一个职业，这个职业按我们现在说是女性
书法家，其实在当时的背景下它更多偏于女性书写或者女性记
录，类似于女性秘书的职业。我们看到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
里有一个局部，就是关于女性正在记录的图片，这个图片在《女
史箴图》第九段。正好前一段时间刚出了《以图证史》这么一本
书，相对于文献记录而言，其实图片也有对于史料的佐证或者
参考的价值和意义在。

第二个问题，关于女性书写者的身份。
关于女性书法的分类，清代《玉台书史》里有分七个大类，

这七大类我们在文献里也做了文献爬梳工作，稍微做了一个统
计，从魏晋一直到宋元这么长的时间段里，女性书家多集中在
两个大类，一个是“宫闱”，就是公主、皇后、宫女这一类。还有
一类是“名媛”，官宦之妻，比如管道升、卫夫人这一类名媛。而
到了明清两代的时候，这个比例发生了非常大的转折，在明清
两代我统计下来，关于有名有姓或者有图可证的女性书家，以

“名媛”和“名妓”两类为主。名媛这一块没有发生变化，比如官
宦之妻或者名门之女，这一类也是非常庞大的群体。另外女性
书家群体的出现就是名妓，尽管她们的身份很尴尬，但是她们
的书写水平及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单以明代为例，
善书的女性根据文献记载有80多位，其实远不止于此。因为
最近这些年随着新出土墓志的出现，墓志里有大量关于善书女
性的记载。女性书家的在明代有80位，其中宫闱已经降到7
位，而名妓多达24位。

我们在文献里看到较早的关于宫廷里的善书女性是晋安
帝的安僖皇后，安僖皇后就是王神爱。而王神爱是王献之和第
二个夫人新安公主的女儿。这是文献里记载的相对比较早的
一位，张怀瓘《书断》里也称她“善书”。到了唐代，我们都知道
武则天善书，她的《升仙太子碑》以及题写的一些匾额，现在还
能看到她的拓片。

1974年，陕西出土了一方墓志，即《金仙公主墓志》，这方墓
志的书写者是金仙公主的妹妹玉真公主。玉真公主为睿宗之
女，是唐玄宗、金仙公主同父同母的妹妹。墓志的书写由一个
公主来执笔，这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玉真公主书写的墓志尺寸比较大，超过1米，字数又多，所
以字本身的字径不是很大。我们看玉真公主的书法，和唐代一
些书法家的作品放在一起，从解体到笔法一点不弱，她的书法
受唐代书法家，尤其是欧阳询和虞世南的影响较大，这是她墓
志的情况。

到了宋代，有很多宫廷里善书的女性书家。陶宗仪《书史
会要》里记录的比较详细，大家比较熟悉的是杨皇后，也就是杨
妹子。杨妹子的作品都藏在国外，大概在2015年，在上海博物
馆展出过。我记得在展厅的一个角上有两台册页都是她的团
扇。

第二类是名媛。魏晋时期的一大显著特征，就是出现了几
大书法世家。我们目前看到的一些经典著作的作者都集中在
几个大的书法世家里。而就女性书法来说，魏晋时期跟王羲之
这一门有关的就涉及到10个人。

十位书家中有四位比较有意思，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
位是王孟姜，这个人是王羲之唯一的女儿。一个墓志里面引了
唐太宗的一句话。唐太宗说“朕闻王羲之女字孟姜颇工书

艺”。说明在唐代的时候，人们还知道王羲之的女儿王孟姜擅
长书法。

还有王神爱，她是王献之的女儿。还有一位是谢灵运的母
亲，是王献之的外甥女刘氏。文献记载，她的书法特别好。“故
灵运能书，而特多王法。”谢灵运的书法比较多的是王法，这个
王法来源于她的母亲刘氏，她的母亲是王献之的外甥女。

还有卫夫人。我书里面展示了她的几幅作品。这个刻帖
考证其实并不是卫夫人的真迹。我比较感兴趣的一点是，卫夫
人嫁给了江夏的李氏，而这个李氏也是一个书法世家。我们可
能知道唐代出了一个书法家李邕，李邕其实就是江夏李氏的后
代。

我们在研究古代书法的时候会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
象，书法名家大都出自于大家族。因为古人不像现在，有很多
条件，当时尤其是笔法的传授，可能更多来源于家族的传承。
这个在古代是比较常见的现象。

后来我在文献里面也发现一些书法家的资料，比如说李嗣
真，这个李夫人其实就是陆机的妻子，她的书法犹带古风。陆
机我们很熟悉，他的书法我们也很熟悉，但是我们不知道，其实
他的夫人也是一个擅书者，在李嗣真的书里面就记录她犹带古
风，所以我们就可以推测这个李夫人的书法应该是受到陆机的
影响。因为女性书法家，一部分是来源于父辈或者是兄长辈，
还有一部分就来源于自己的丈夫。家族传承里，丈夫的影响也
是一个比较大的类别。

唐代的柳宗元的妻子姓杨，杨夫人。杨夫人也擅书，其实
我们在做这个课题之前我不知道杨夫人也擅书，虽然有很多文
献的记载，但比较可惜的是，我们难以看到她们的书法，无论是
墨迹还是刻帖。这个和女性的在古代的地位、身份有关。

房龄妻高氏连具体的名字都没有留下来，我们只是知道她
是房龄的妻子，姓高。这个简表册页上面记载了房龄妻高氏，
所以我们根据这个里面的书名知道她的书写的状况。

还有李清照。赵明诚和李清照在当时对古器物的收集是
非常丰富的，而且他们开了一些先河。李清照的词很好，她的
书法按照文献记载也是很好的，比如明代就有记录说李清照的
书法“笔势清真可爱”，说明在明代还能看到她的书法作品。

韩琦的妻子崔氏，文献记载里面说“善书札，体法甚老，殊
无妇人气格”。最后提一点，供大家去思考：古代的这种对女
性书法的评价，最高的评价就是说她写的字不像女人写的，这
个就是最高的一个评价。这个评价其实是带有男性的视角的
一个评价，后面我还梳理了几条，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官宦之妻管道升，大家都比较熟悉。《书法》杂志最近也做
了赵氏一门这个专题，专题里面涉及到他好多的作品。当然

《书法》杂志上刊登的那几件手札，严格来说都是赵孟頫替她写
的，并不是她真实的书写状况。其实管道升的字有流传下来
的，比较可靠的一幅在故宫博物院里，最后的两行半小楷，就是
自己写的楷书的一个状况，跟赵孟頫的很像，但比赵孟頫的笔
画更锋利一些。还有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了她的一通信札，是
写给中峰和尚的。赵孟頫和管道升跟中峰和尚的书信往来特
别多，尤其是在管道升去世之后，赵孟頫在和中峰和尚的通信
中大量提到了他对管道升的怀念，甚至是痛不欲生，有长达一
年多的书信往来，反复提及此事。

关于名媛、官宦之妻，还有几个人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
是邢慈静，不管是她还是蔡玉卿包括曹秀贞等等，她们这些人
以前只是听到过，知道她们善书，但是对她们的真实书写状况
并不是特别了解。邢慈静是邢侗的妹妹。邢慈静结婚特别晚，
28岁才嫁人，在古代这个是非常大的年龄。在此之前的几年，
她做的最大的一个工作就是刻帖，并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了大量
的书写、临摹实践。所以说，她的书法写得比较好，是因为她家
里有这个条件。一般的女性家里其实是根本不具备这种书写、
学习条件的。左边这个小条就是邢慈静临王羲之原帖的临本，
藏在上海博物馆。右边是原帖的拓片。

还有一位是蔡玉卿。她是黄道周的继妻。她嫁给黄道周
的时候14岁，小楷受黄道周的影响特别明显，我们看这个对比
图，左边是蔡玉卿的小楷作品，右边是黄道周的作品。蔡玉卿
取法黄道周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这个作品我印象中是前几
年，美国的一个基金会来，有一批展览里面就有蔡玉卿的作品，
是小楷的一个长卷，大概有好几米长的长卷，都是她写的，当时
直观的感觉就是，不看名字的话，说是黄道周写的也不会产生
怀疑，写得太像了。还有曹贞秀，文献记录她是学欧阳询的。
还有张纶英，她是清代的年轻书家，在清代记录里面，赵之谦曾
经向张兰英学习过。

还有一类就是奴婢、婢女这种，其实包括像辛弃疾的两个
侍妾，田田和钱钱，她们两位经常会为辛弃疾代笔。包括苏轼
的一个侍妾朝云。《东坡集》里面有一条文献记载，苏轼提到朝
云小时候是不认识字的，但是到了后来，跟着他学习书法，写得
比较有法度。

在唐代，名妓以曹文姬和薛涛比较有名。宋代也有很多，
像楚珍，对她的夸奖是写得有丈夫气。还有马守真，因为特别
擅长画兰花，所以后来称她马湘兰。她的书法写的也不错，有
一些写的特别像兰花的叶子，特别飘逸。

还有柳如是，关于她的故事特别多。她身处明清易代之
际，我把她放到明代做梳理。明朝灭亡，钱谦益去投降的时候，
柳如是表现得特别刚烈，她坚决不投降。这是故宫博物院藏柳
如是的一件楷书作品。这是她的画，柳如是她的画里面大量出
现柳树，而且画的柳树都是春寒料峭时的柳树，有明确的统计
表明，她画里出现最多的一个物象就是柳，而且在诗词里也大
量写柳，以寄托自己的身世。

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柳如是在给别人写信时，摒弃了身
为女性一贯的“妾”“奴”的称呼，而以“弟”自称。文学研究者认
为，她以弟自称，而不是以妾和奴自称，其实是想用男性的视角
来维护自己的自尊，这是她内心情感的反映。

第三个问题，关于古代女性书家的师承和取法。
前面讲到，很多都是家族传承，也就是由父辈传给女儿或

者由兄长传给妹妹，以及结婚以后向自己的丈夫学习。根据文
献记载，清代有很多人学二王，还有一部分学刘墉、董其昌、苏
东坡……曹贞秀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在她的一些题跋中，反
映出她书法的取法特点。临《兰亭》时在题跋中提到：“右军写

《兰亭》，以无意得之，学者写《兰亭》，以有意失之。然学一分自
有一分之益。”她认为王羲之写《兰亭序》，是在无意中达到这样
的状态，而后世写《兰亭》的人，都是有意去追求这种状态，是难
以达到的。但是她又说，学一分自有一分的益处。她在这里还
是比较辩证的。

她还说到：“唐碑各有胜处，亦各有弊。此《砖塔铭》刻于显
庆年中，计灵芝敬客，犹是隋末人，欧褚颜柳诸家习气，无从到
其笔端，信可贵也。”她反思唐代的著名书法家，各有各的习气，
但这个还没有习气，值得重视。曹贞秀作为一个女性书家，她
在取法的时候，还是有独到的眼光的。曹贞秀特别活跃，和刘
墉往来特别多。文献记载，她有时直接去刘墉府上拜访，而且
因为刘墉跟她父辈是朋友的关系，她还会索要一些刘庸的作
品，或是请刘墉题一些匾额。我们把她归为活动能力特别强的
社会活动家。由此再来思考，为什么她学书法的时候一些观点
跟其他人不一样，可能跟她与刘墉这些书法名流的交往有关。

清代中后期，江南一带，女性拜师学艺的现象特别流行。
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这就是一个女子帮。杭州也有，陈文述门
下有很多女弟子。由此可见，招收女弟子的现象是在清代中期
出现的，在此之前，我们很难看到这种现象。

第四个问题，关于古代女性书法的特征。
在古代，女性书家以楷书为主，这个我们通过对书体的大

量匹配，当然也有写行书和草书的，但是楷书占了最大的比
重。比如说金仙公主、高氏等等，她们擅长楷书，风格以柔美为
主。所以我们看大量的文献记载，对古代女性的书法的评价都
提到“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等等。当然女性也有潇洒、率性
的一面，比如评价一位女性的书法作品，“如快马入阵”“屈伸随
人”，就是形容书法风格比较大气。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男性视角下的对女性书法的评价。
在所有的古代女性书法文献里，对女性书法的褒奖都是集

中在一个类别里，不类女郎书”“无女子气”“有丈夫气”“作字无
女子气，笔力峻激”“体法甚老，殊无妇人气”等等。这个评价
其实隐含了男性的视角，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一个评价体系。

在近代以前，大家始终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在这种传
统观念的钳制之下，很多有才华的女子都隐没在历史的文献
中。我们举一个例子，在宋代的时候，有一位卢姓女子，在驿站
题了一首诗，在这个诗前面，她特意说了一句话，这句话特别有
意味，“后之君子览之者,无以妇人窃弄翰墨为罪”。我们通过
这一句话来看，整个古代，给女性书写的空间是非常狭小的，而
即便如此，通过我们的整理，还是有一些佼佼者被历史记录下
来。她们所留下来的书作，说明女性书写活动曾经存在，甚至
兴盛。不管是为了相夫教子还是社会交往，其实书写活动一直
在女性群体里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本文根据作者在上海市中青年学术沙龙上的演讲整理，
经作者本人审定。）

《中国古代女性书法文化史》这部著作
是集体研究的结果，课题负责人杨勇先生
跟我有过文字之交，他的学风很扎实。这
也体现在这部书里，我对这本书的出版是
非常敬佩。

这部书有四个特点很值得学界关注：
一是选题很有意义。女性书法史这一课
题，我也曾经比较关注过，也指导过几篇相
关的论文，但都没形成气候。大约十年前，
我收集了不少资料，准备类似的写作，很可
惜是仅仅停留在想法的层面上。所以，看
到这么厚厚的一部关于女性书法的著作，
摆在眼前，真的为之振奋。因为过往我们
看到的有关书法史书籍，女性书家名字几
乎是看不见的。杨勇先生他们为历史上女
性书家做了一次正名运动，很值得祝贺！

二是资料丰富。整本书的资料从传说
故事到文献资料，再结合图像文本，罗列了
从先秦到近代几乎所有女性“能书”或“善
书”的人名，及其相关的生平点滴。虽然有
些条目仅仅是几行字，但也是线索留存，或
许在今后的研究还会找到更深入的资料。

三是叙述的角度开阔，不单纯是就书
法而论，而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女性书
法史。书里面讲到许多的故事，很吸引
人。比如讲到了元稹和薛涛、钱谦益与柳
如是等故事，可以当作文化散文来读，趣味
性很强，这在其他书法史书籍里面比较少
的。其次，因为历代女性生存的现实，会涉
及到方方面面，最突出的讲述女书家都会
讲到她的门第、她的家庭，会带出很多的男
性人物，交织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画面，而其
他书法史专讲，几乎可以不涉及女性，仅有
像蔡文姬、卫夫人、管道昇这样的人物，才可
以偶尔露面一下。

四是整体比较统一。集体课题最大的
问题就是整体统一，本书由九人参与写作，协调统一是相当难
的。而这部书，我读下来，感觉还是通畅的，统一的，这也是这
本书非常成功的一点。估计背后下了很大的功夫，开了很多
的碰头协调会，甘苦自知，外人难以体会到的。

此外，还有四点感受，跟在座的同道以及该书的作者群交
流下。不一定正确，纯属个人的读后感。

第一，整本书现在这样来写，从横切面上已经把各个朝代
已经清晰切开了，但从纵向的切入方面，还略略欠缺一点。比
如，古代女性书家在书法传承的作用、女性书家的师承、女性
书家的品评、女性书家的文房用具、女性书家的日常书写特征
以及心理意识等等，都很值得纵向梳理，形成纵横交织的网状
研究画面，更有助于说明问题。

第二，凡史的研究，总是以揭示发展规律为第一要义。
那么，对历代女性书家发展的共性与个性需要更深入的梳
理，尤其她们的生存环境与生理特征方面。比如，我经常讲
的书法两大核心要素：笔力与笔性，对女性而言，是天生所
缺。那么，其书写过程中，就有些共性的基础问题，需要分
析，不宜简单用男性的眼光来归类。然后，再来探讨每一个
时代不一样的东西。

第三，关于资料的遴选与分析上，感觉还可以深入些。
当代书法研究面临着两个陷阱：形式套路的陷阱与信息传播
的陷阱。很多人写论文上来以后要论文格式，一看到格式就
陷入一个写作的套路，就会流于表面。其次，信息传播泛滥，
缺少辨别的过程，看到一条资料，就信以为真，甚至当作宝
贝，不肯舍弃。所以，当代论文引文特别多，显得很有学究
气。前人写文章，引用经典都从脑海深处里蹦出来，虽然不
一定准确，但都是过滤过的，能与文章形成一体，很流畅，没
有隔阂与障碍。

书中罗列了很多“能书”或“善书”者人名，而没有作品加
以佐证，读起来说服力上略感单薄。这里面，要区别“能书”

“善书”和“书法”这三个层次的异同，将历代女书家做些层次
的分析与研究，像卫夫人就可到“书法”层次，而像柳如是恐
是“善书者”之流，不能等而论之。不然，就容易陷入平面化
的描述。

第四，体例与比重的问题。目前，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唐
代非常细，元代比较单薄，就写了鉴藏风气与管道昇，可能是
元代外族统治的缘故。仔细爬梳资料，还是能找到元代皇室
中喜欢写字的女性，这跟清代的皇室成员比较类似。再比如
卫夫人部分，还加了考证内容的章节。个人感觉可以移到整
体中去论述，比较匀称协调。

彤管清徽——古代女性书法考察
杨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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