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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東晉琅琊王氏家族的書風經歷了從古樸到新妍的演變：王敦、王導、王廙是

東晉前期琅琊王氏古樸書風的三位代表人物；王羲之是琅琊王氏妍美書風形成的

關鍵人物；王獻之進一步變革其父書風，“父子之間又為古今”，以媚趣新風對

東晉書風產生深遠影響。東晉琅琊王氏家族的書風嬗變，延續了漢末以來“古質

而今妍”的書法發展趨勢，形成以“二王”為代表的東晉書風，深刻影響到後世

的書法創作和風格。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是書法藝術自身發展的

結果，也離不開時代、地域、家庭和個人等種種因素的影響。 

 

 

 

 

 

 

 

 

【關鍵詞】王羲之、琅琊王氏、書風、古樸、新妍 



書畫藝術學刊 第二十七期 

 354 

琅琊王氏家族是東晉第一流的書法世家，祝嘉在《書學史》附錄中列舉東晉

書家，單琅琊王氏家族成員就有二十人，其間更是誕生了王羲之、王獻之兩位冠

絕古今的偉大書法家，所謂“世之聞二王者，莫不心醉”1。從歷時的角度來看，

東晉書風的演進過程中分別以王廙、王羲之、王獻之三位為代表性書法家。琅琊

王氏是東晉書體發展與書風嬗變的核心和關鍵。具體分析東晉時期琅琊王氏的書

風嬗變，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王敦、王導、王廙是東晉前期琅琊王氏古樸書風

的三位代表人物；王羲之是琅琊王氏妍美書風形成的關鍵人物；王獻之進一步變

革其父書風，“父子之間又為古今”，以媚趣新風對東晉書風產生深遠影響。 

 

一、琅琊王氏書門的形成與古樸書風 

從現存材料來看，早在西晉時期，琅琊王氏家族成員就已經開始學習書法。

當時正處於琅琊王氏門第的上升期，家族成員十分重視文藝創作，王戎和王衍，

不僅是當時的玄談名士，在書法方面的成就也備受矚目。王戎以草書著稱，《宣

和書譜》卷一三稱其“作草字，得崔、杜法，妙鑒者多所稱賞。”2杜操、崔瑗都

是當時的章草名家，章草書較多的保留了隸書的波磔，規則較為嚴格，字中雖常

有連筆，但字與字之間卻不牽連。同時，西晉草書也呈現出從古樸向流美發展的

審美取向。漢魏章草中古樸的隸意逐漸減淡，而走向今草的暢達流便。崔瑗的結

字已向著更加精巧的方向發展，韋誕評論他“書體甚濃，結字工巧，時有不及”

3。王戎學習杜、崔章草，應也保留了這些特點，書風古樸之外更添雅麗。王衍善

長行草書，行草相較於章草本就更加流便，《宣和書譜》卷七形容王衍的書風也

更加瀟灑飄逸:“作行草尤妙，初非經意，而灑然痛快見於筆下，亦何事雙鉤虛掌

八法回腕哉！其自得于規矩之外，蓋真是風塵物表脫去流俗者，不可以常理規之

也。”4但總體來說，西晉仍是章草書的時代，王戎和王衍的書法也沒有擺脫隸書

的古樸。  

                                                   
1錢穆《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卷三，東大圖書

公司 1976 年版，第 176 頁。 

2《宣和書譜》，上海書畫出版社，1984 年，第 106 頁。 

3張懷瓘《書斷》，《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 年，第 176 頁。 

4《宣和書譜》，上海書畫出版社，1984 年，第 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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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琊王氏書門正是形成於東晉前期，代表書家有王敦、王導和王廙。王敦上

承家法，尤善草書，筆力雄逸，《宣和書譜》卷十四稱“敦初以工書得家傳之學，

其筆勢雄健。”5唐代張懷瓘在《書議》中列其書於“名跡具顯著一十九人”之中，

並稱“右千百年間得其妙者，不越此數十人。各能聲飛萬里，榮擢百代。”6可見

其書法成就為後世所公認。《淳化閣帖》卷二收錄其草書《蠟節貼》，字裡行間即

透出威武雄壯之氣，頗多古意,近於西晉書風,內斂沉鬱,渾厚雄強。王導行草兼妙，

作品見貴當世，王僧虔《論書》中稱：“亡高祖丞相導，甚有楷法，以師鐘、衛，

好學無厭，喪亂狼狽，猶以鐘繇《尚書宣示帖》藏衣帶中。”7在南渡之時，仍不

忘隨身攜帶鐘繇的《宣示帖》過江，其拳拳之心可知也。他的草書學習鐘繇、衛

瓘之法，而能自成一格，厚重與靈動並存、沉著與瀟灑同在，具有古雅之美。《淳

化閣帖》收錄《省示帖》和《改朔帖》，兩帖用筆沉著而厚重，章草氣息濃厚，古

樸蒼勁，體勢開闊，但筆勢的跳躍和靈動已遠遠超出同時代書家，部分字還出現

了連筆，即使不連筆，字與字之間的氣息也始終貫穿，讓人感受到其中蘊含的充

分活力，充滿了靈動與灑脫，開闊豪邁。 

 

東晉前期琅琊王氏書藝成就最高的是王廙，他也是琅琊王氏書風從古樸到新

妍的過渡性人物。王廙學識淵博，多才多藝，《晉書》記載：“王廙少能屬文,多

所通涉，工書畫，善音樂、射禦、博奕、雜技。”8他的書法和繪畫都屬於當時的

一流水準，唐人張懷瓘《書斷》稱其：“工於草、隸、飛白,祖述張、衛遺法,自過

江,右軍之前,世將書獨為最。”9王廙的草書筆法精湛，筆致靈動,字形大小、輕重

一任自然,字勢常常左右傾斜,一種輕快、率意的氣息撲面而來。索、衛筆下濃厚

的章草意味被進一步淡化,今草書那種一貫而下的縱引之勢得到了較為鮮明的表

現，體現出上承索、衛而下啟二王的品質。王廙的楷書則源于鐘繇，羊欣《采古

來能書人名》亦雲：“琅琊王廙，晉平南將軍，荊州刺史，能章楷，謹傳鐘法。”10

他的《祥除帖》結體上大下小、上疏下密，正與鐘繇《薦季直表》的結構相同。

                                                   
5《宣和書譜》，上海書畫出版社，1984 年，第 110 頁。 

6張懷瓘《書議》，《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 年，第 145 頁。 

7王僧虔《論書》，《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 年，第 59 頁。 

8房玄齡等《晉書》，中華書局 1974 年，第 2002-2003 頁。 

9張懷瓘《書斷》，《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 年，第 168 頁。 

10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 年，第 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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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較之鐘繇，王廙的書風明顯妍美了很多，處於鐘、王之間的過渡階段。  

 

東晉前期琅琊王氏對書藝和書風的探索，為王羲之的書法創作和書風形成打

下了良好基礎。王敦、王導都十分重視、提攜羲之，《晉書》記載羲之“深為從

伯敦、導所器重。”11王導的書法深刻影響了後來王羲之的行草創作。他過江之

時所攜帶的《宣示帖》，最後也傳給了王羲之。王廙作為王羲之的老師，他的書

法更加直接的影響了王羲之。王羲之的行、草應主要是受王廙啟迪。王羲之草書

中很多字形的結構方式都與王廙的《嫂何如帖》非常相似。除了技法上，王廙還

撰寫了《與羲之論學畫》一文，提出“書乃吾自書,畫乃吾自畫”和“欲汝學書則

知積學可以致遠”，教導王羲之要具備獨特的藝術個性和藝術風格，和博覽群書, 

努力增加自身學識積累,啟發著王羲之的書畫創作。 

 

二、王羲之書法論與琅琊王氏的妍麗書風 

東晉中期，政局基本穩定，不同於上一輩士人汲汲於功名政治，琅琊王氏的

第二、三代士人，心態更加平和，也有更多的閒情逸致研習書藝，在變古為今的

創新精神引導下，積極投入到新書風的創作和探索之中，促進了琅琊王氏妍麗書

風的形成。 

 

王導的六個兒子均善書法，對比父輩，他們的書風明顯更趨新妍。王恬，《書

斷》稱他“工於草隸，當世難與為比。”12《宣和書譜》卷一四稱其：“善隸書，

于草字尤妙。……是時張翼以書得名，議者謂不能過恬，則王氏父子群從各有遠

過人者。”13王薈善行書，庾肩吾《書品》列其為下品之上，“此二十人並擅毫

墨，動成楷則，殆逼前良，見希後彥。”14《萬歲通天貼》中收錄他的《癤腫帖》，

用筆欹側，可見當時風尚。王導諸子中尤以王洽書法最為著名，成就最高。他兼

善眾體，尤工隸、行、草，下筆有新意。他的《承問帖》，承繼王導書風，但與其

                                                   
11房玄齡等《晉書》，中華書局 1974 年，第 2093 頁。 

12張懷瓘《書斷》，《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 年，第 198 頁。 

13《宣和書譜》，上海書畫出版社，1984 年，第 111 頁。  

14庾肩吾《書品》，《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 年，第 9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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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不同，能脫去古體，絕去筆法中的章草筆意，十分難得。《書斷》評價他：“書

兼諸法，于草尤工，落簡揮毫，有郢匠乘風之勢，雖卓然孤秀，未至運用無方。”

15他與王羲之同為當時書風革新的好手，王僧虔《論書》記載：“亡曾祖領軍洽

與右軍俱變古形，不爾，至今猶法鐘、張。”16《書斷》也認為：“迨乎東晉，王

逸少與從弟洽，變章草為今草，韻媚宛轉，大行於世，章草幾將絕矣。”17可惜

王洽早卒，因而“未至運用無方”，成就也沒有王羲之突出。但他的兩個兒子王

珣、王瑉承其家學，甚有書名。 

 

王羲之是琅琊王氏家族書法的集大成者，也是琅琊王氏妍美書風形成的關鍵

人物。他少師衛夫人、王廙，備精諸體，尤擅楷、行、草書。《晉書·王羲之傳》

記載時人的評價：“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浮雲，矯

若驚龍。”18唐代張懷瓘《書斷》列他的楷書19、章草、草書、飛白，均為神品。

認為他“備精諸體,自成一家法,千變萬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發靈,豈能登峰造

極。”20李世民親自撰寫《王羲之傳論》，以為“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

盡美，其惟王逸少乎！”21 

 

東漢至魏晉，是中國書法史上書體演變的終結期。黃惇《秦漢魏晉南北朝書

法史》中認為： 

 

從流派形成的條件看，一是繼承前人的風格和筆法進行再創造，二是對

新體進行改造、加工和美化，二者集于一體，成為漢末魏晉書法高潮中書法

家成功的必由之路。22 

 

王羲之正是遵循著這一創作模式，成為中國書法史上難以攀越的兩座高峰。 

                                                   
15張懷瓘《書斷》，《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 年，第 186 頁。 

16王僧虔《論書》，見《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 年，第 58 頁。 

17張懷瓘《書斷》，見《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 年，第 166 頁。 

18房玄齡等《晉書》，中華書局，1974 年，第 2093 頁。 

19注：《晉書》和《書斷》中所稱的隸書是真書，之於王羲之，所指的其實是後世所稱的“楷

書”。 

20張懷瓘《書斷》，《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 年，第 180 頁。 

21房玄齡等《晉書》，中華書局，1974 年，第 2108 頁。 

22黃惇《秦漢魏晉南北朝書法史》，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2008 年，第 1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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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繼承眾家之長的基礎上，他精研體勢，觀摩實踐，推陳出新，漢魏以來盛行的

草書、行書、正書，經過他的總結和改造，無論是結構姿態，還是筆法體勢，都

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妍媚和新奇，開一代之風氣。 

 

他的新體書法可以歸納出以下四點共同特徵23： 

用筆——按鋒直引，迅牽疾擎。 

筆勢——遒勁爽利，環轉縱引。 

筆劃——銛銳方硬，沉穩厚重。 

字態——勢巧形密，雄秀天然。 

 

首先，王羲之在衛夫人和王廙的基礎上，對鐘繇的楷書進行進一步變革。楷

書從鐘繇到東晉，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其審美定式最終由王義之完成。結字上易

扁為方，使結字更為緊湊和停勻；同時將鐘氏小楷中的長橫革去，使橫畫在小楷

中趨於和諧統一。用筆上，相較於鍾氏楷書大大簡化，採用“一拓直下”，發揮

了折筆和側鋒，用筆明快，寫法簡便。鐘氏楷書殘存的隸書筆法，在王氏楷書中

也以“撤”替代，不復再具隸書遺韻。總之，在筆法、結字、章法上，王羲之都

已經完成了楷書的審美定式。 

 

其次，王羲之增損古法，對東漢以來的行書進行了實踐與改造。他的行書中，

時常夾有草書與楷書，將草書的流便迅急與楷書的蘊藉平和糅合為一種新的審美

定式，去掉了舊有行書中橫向的隸書筆意，變為縱向取勢，上下映帶，“須字字

意別”，飄逸自然，簡捷流美又極富韻味，形成自己獨特的瀟散而遒媚、飄逸而

秀麗的風格，“縱不復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24。其中尤以《蘭亭序》最為

代表，完美地表現了行書的藝術美，而成為後世行書樣式的典範，被認為是“天

下第一行書”。  

 

                                                   
23注：詳細請參考沈培方《<蘭亭序>筆法猜測》，見華人德、白謙慎主編的《蘭亭論集》，蘇州

大學出版社，2000 年。唐耕餘《<筆陣圖>孵化階段及其內容》，見《書法叢刊》2000 年第 4

期。 

24袁昂《古今書評》，《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 年，第 7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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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王羲之的草書也是書史上草書風格發展的一個重大轉捩點。王羲之初

期的草書，以張芝入手，曾得庾翼激賞，可見章草基礎之深，其後創立了今草。

他的今草筆姿矯健雄逸，體態遒媚秀婉，風格清新流便，但用筆上保留了大量的

章草技法。同時，“作草如真”，以楷書的筆法寫草書，字字獨立，字畫清晰。

他改變了漢魏草書舊體基本字字獨立，不相映接的佈局樣式，將章草減去分勢，

剔除隸波，化筆勢的橫長為縱引，筆劃自上而下，創造性的把兩個或者三個字的

形態融合成一個造型樣式的字群結構，展示了草法連綿筆勢之魅力。王羲之對於

草書藝術的創新之舉，標誌著草書這種書體在東晉進入到一個完全嶄新的發展階

段。 

 

王羲之妍麗的書風也經過了一個逐漸演變的過程。在他早期的作品中，繼承

前人的筆法為多，還未形成自己的風格，較多的保留了的古樸氣息，如《姨母帖》，

充溢了前代的古拙質樸之趣，字字獨立，字形也不如後期縱引，隸書遺跡一望可

知。他古雅遒勁的古法格調，在早期的草書作品中表現得尤為突出，章草痕跡明

顯，字形偏於扁，用筆細而圓柔。例如《豹奴帖》、《寒切帖》、《月半帖》、《遠宦

帖》等，字形都是開張橫扁的狀態。這些草書是保留了章草遺意的今草作品，偏

於古典，流露出濃厚的“晉韻”。但相較於前代書家來說，即使是他的叔父王廙，

仍也妍麗了很多。而即使是他相對妍麗的作品，如《平安帖》、《奉橘帖》，相對

于他的兒子獻之來說，則又相對古樸了些，即後世所謂“父子之間又為古今”。

但為何後世普遍對王羲之的書法認可度更高，正因為王羲之處於妍麗和古樸的最

佳平衡狀態。王羲之書法動人的華采，因涵融了質樸的底色而堪稱“後素”之

“繪事”。 

 

王羲之的妍麗書風通過交遊、婚姻等方式影響到整個東晉書壇，成為東晉中

期書風的代表。當時學書的人爭相效仿王羲之的“新體”書風，風靡朝野，東晉

書風從此一變。庾氏子弟競相學習羲之書法，竟不惜背棄家門書法。王僧虔《論

書》中記載：“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忿。在荊州與

都下書雲：“小兒輩乃賤家雞，愛野騖，皆學逸少書。”25 

                                                   
25王僧虔《論書》，《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 年，第 5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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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翼雖不滿羲之的新書風，卻也無力阻止羲之新書風的傳播。東晉其他書法

世家如郗氏、桓氏、謝氏等，通過師承、交流與婚姻等方式，也都深受其新書風

的影響。高平郗氏與琅琊王氏聯姻，郗愔與姐夫王羲之關係最密切，受其影響也

最大，書法成就亦最高，章草書僅次於王羲之，是東晉第一流書法名家。  

 

三、王獻之“媚趣”書風與東晉後期書風 

王羲之一改漢、魏以來古樸、厚重的書風，以新的筆法和結構創造出流美、

俊逸、雄健的新書風，開一代之風氣。此後，這種新妍的書風在琅琊王氏家族內

部進一步發展，並在王獻之筆下達到登峰造極的境界。  

 

王羲之將自己積累的書法藝術創作經驗悉數傳給諸子，他的七子都善書，但

載入史冊者，只有凝之、徽之、操之、渙之與獻之五人。黃伯思在《東觀餘論》

中認為五人書法“皆得家範，而體名不同”26，具體“凝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

徽之得其勢，渙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27其中徽之與獻之的感情最深，獻之

死後，悲痛欲絕，月餘亦卒。書法上，兩人也是趣味相通，風格類似，體現出了

這一時期對於平正、妍麗而不失剛健的書風的追求。《淳化閣帖》收錄《得信帖》，

風格與王獻之《廿九日帖》非常相近,平正勁健,行草相雜,有一種清朗的風骨。《萬

歲通天帖》中收入他的行楷《新月帖》，骨肉停勻而字勢遒逸、緊媚，也可以與

獻之互相參照,連綿灑落,氣骨峻宕,風格外展，頗似其人，具有典型的東晉風格，

是研究二王一路行楷作品的重要資料。 

 

王珣，王恰的長子，承其家學，草聖有傳，張懷瓘《書估》認為他的草書“可

敵右軍草書三分之一”28。他的《伯遠帖》是存世墨蹟中較早的真跡，直接繼承

了王治、王羲之的行書筆法，用筆有跳宕之意，灑脫自然，平捺筆劃尤顯其性，

通篇流露著一種沖淡、恬靜之美。清楊守敬《平帖記》雲：“觀其下筆，力變右

                                                   
26黃伯思《東觀餘論》，中華書局，1991 年，第 5 頁 

27黃伯思《東觀餘論》，中華書局，1991 年，第 6 頁。 

28張懷瓘《書估》，《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 年，第 15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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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父子，而無一筆詭於正，所謂縱任自喜，古雅有餘者。”妍麗不及獻之而古雅

過之。 

 

王瑉，王洽第二子，因其在族兄王獻之中書令病卒後代之，故世稱“小令”。

王瑉兼善隸書、行書、草書，書法在當時就負有盛名，被稱為“小王之亞”。《宣

和書譜》稱其“工隸及行、草。世所寶者，特是草聖，名出珣兄之右……故當時

遂與獻之齊名。”29王獻之曾贊其神駿外耀，“斯可謂號善矢良，兵利馬疾，突

圍破的，難與爭鋒。”30王僧虔《論書》甚至認為他：“筆力過於子敬。”31王瑉

和王獻之的關係，就像王洽和王羲之一樣，兩人都是當時書風演變的積極參與者

和領導者。但相較於父輩，他們的書風更趨新妍流麗。《淳化閣帖》收入其行書

《此年帖》、草書《十八日帖》、行草《何如帖》《欲出帖》，欹側瀟灑，確實不讓

獻之，集中體現出王獻之時代的書風發展趨勢。可惜的是王瑉也早卒，逝世時年

僅 38 歲，未能進一步完善其書風。 

 

王獻之是東晉後期的代表書法家，也是當時新妍書風的集大成者。他從小工

書，尤工行草，與其父並稱“二王”，張懷瓘《書斷》記載：“尤善草隸，幼學

于父，次習于張，後改變制度，別創其法，率爾私心，冥合天矩，觀其逸志，莫

之與京。”32他不僅承習了其父的妍麗書風，而且還將其進一步發展，在其父與

張芝的基礎上對行草加以創新，為行草向大草的過渡奠定了基礎，書風一變而更

加妍美，將魏晉以來書壇對“麗”的追求推到頂峰。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以

為“骨勢不及父,而媚趣過之。”33 

 

王獻之十五六歲時就曾勸說其父改體，表明他具有強烈的創新意識。他認為： 

“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槁行之間，於往法固

殊，大人宜改體；且法既不定，事貴變通，然古法亦局而執。”34為了達到他所

                                                   
29《宣和書譜》，上海書畫出版社，1984 年，第 113 頁。  

30張懷瓘《書斷》，《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 年，第 187 頁。 

31王僧虔《論書》，《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 年，第 58 頁。 

32張懷瓘《書斷》，《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 年，第 180 頁。 

33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 年，第 47 頁。 

34張懷瓘《書斷》，《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 年，第 1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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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的“宏逸”，王獻之的行草書，有兩個重要的特徵：一是“偽略”，一是“草

縱”。所謂“偽略”，就是簡潔而多變。用筆較為簡直，多用直筆，行筆乾脆果

斷，不作太多修飾，簡潔有力，有的起筆與轉折處如刀削斧劈，給人以峻爽的感

覺。同時，王獻之在章法上又極為強調變化。他的書寫跳躍感極強，忽而是比較

平正的行書，忽而又是騰挪飛動的草書，這正是他所說的“稿行之間”，寓統一

於多樣，極具形式的張力。簡潔的用筆加上豐富的佈局，讓王獻之的書法顯得風

流超逸。 

 

所謂“草縱”，就是連綿縱引的感覺。王獻之在其父的基礎上，推陳出新，

突破聯綿模式而成為更多字的貫通，從而創出了“一筆書”，把今草的暢達、妍

美發揮到極致。因此，“父子之間又為古今”。他的《十二月帖》，筆勢連綿，

逸氣縱橫，是其“一筆書”的代表之作，米芾稱讚他這件作品：“此帖運筆如火

箸灰，連屬無端末，如不經意，所謂一筆書，天下子敬第一帖也。”35 

 

王獻之相較其父更加妍美的書風，在當時代表了新的潮流，在東晉後期大受

歡迎，風靡朝野，到宋齊時期仍不衰，士人乃至劉氏皇族都爭相效法，風行了近

百年。當時書壇傑出者俱法獻之，羊欣、孔琳之、謝靈運、薄紹之、王曇首等，

或是其同門子弟，或是其弟子或再傳弟子，或受其指點，或受其浸染，可知獻之

書風之盛。而他的行草對唐代“顛張醉素”的狂草、顏體行書、李邕行書、米芾

行草甚至明代的草書都有非常大的啟迪作用。 

 

四、东晋琅琊王氏家族书风嬗变分析 

以上較為系統的梳理了琅琊王氏在東晉前、中、後三期書風嬗變的情況及其

對東晉書風的影響。書法藝術發展到魏晉時期，隨著新書體的不斷定型和完善，

書法風格自然也要更新演進，而文藝發展一般都要經歷一個由古樸到新麗的過程，

書法也不例外。琅琊王氏家族從古樸到新妍的書風嬗變，與漢末以來書法藝術

                                                   
35米芾《書史》，《中國書畫全書》第一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 年，第 96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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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質而今妍”的宏觀發展趨勢相一致，是整個魏晉南北朝書法發展的縮影。琅

琊王氏書法被時代藝術精神所造就,同時也造就著時代的藝術精神。至於琅琊王

氏書風嬗變的原因，則是多方面的，既是書法藝術自身發展的結果，也離不開時

代、地域、家庭和個人等種種因素的影響。 

 

第一，時代因素。對“麗”的追求是魏晉南朝時期藝術發展的總潮流。中國

文藝經過先秦時期的萌芽、成長，兩漢的發展，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孕育著新變。

無論是文學、書法、繪畫和雕塑，都呈現出愛妍求新的發展趨勢。孫過庭《書譜》

指出：“夫質以代興，妍因俗易。雖書契之作，適以記言，而淳醨一遷，質文三

變，馳騖沿革，物理常然。”36從鐘繇、張芝到索靖、衛瓘再到“二王”，書法的

發展也延續了對“新”和“麗”的追求。而東晉時期的時代背景也促進了對“麗”

的追求和探索。東晉書法，上承漢魏西晉，促進書法藝術發展的種種因素都在這

一時期積累、集中、爆發。漢末以來，書法藝術進入自覺時代，書法逐漸擺脫了

魏晉以前功利主義的實用性，審美功能進到一步得到發展，書法藝術更加注重藝

術性和個性。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探索，東晉書法的筆法技巧不斷提高，更加重視

對美的抽象和表現。同時，受魏晉人物品藻風氣的影響，書法也被人格象徵化，

表現人的心靈精神和情感。魏晉玄學的興起和盛行，使書法家的審美意識發生了

變化，擺脫了儒家傳統文藝觀的束縛，晉人不再將莊重質樸視為審美典範，玄學

清談的時代氛圍也使得書法家的個性得以注入作品之中。對此，宗白華先生指出： 

 

晉人風神瀟酒，不滯於物，這優美的自由的心靈找到一種最適宜表現他

自已的藝術，這就是書法中的行草。行草藝術純系一片神機，無法而有法，

全在於下筆時的點畫自如，一點一拂皆有情趣，從頭至尾、一可成，如天馬

行空，遊行自在。……這種超妙的藝術，只有晉人瀟散超脫的心靈，才能心

手相應，登峰造極。37  

 

第二，地域因素。琅琊王氏世居齊魯之地，齊文化講求革新，魯文化尊重傳

統，這些優良傳統為琅琊王氏家族所傳承，在書法創作中，集眾家之長，推陳出

                                                   
36孫過庭《書譜》，《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 年，第 124 頁。 

37宗白華《美學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36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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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變古制，傳新風。孫過庭認為王羲之的可貴之處就在於“古不乖時，今不同

弊”38，既能繼承質樸的傳統，又能開創符合時代趨向的妍麗書風。而這正與齊

魯兩地之地域文化傳統有關。永嘉之亂，東晉政權被迫南渡，文化中心也隨之從

粗獷豪放的黃河流域轉移到溫柔秀美的長江流域。江浙地區氣候溫暖，多山多水，

風土文化相較於北方，更加細膩、溫柔、嫵媚、秀美。南渡的士人常年生活在其

中，審美情趣和創造風格自然難免受其影響。例如自小在江南長大的陸機，他的

《平復帖》相較於同時代北方的書法家，明顯更加流美。而早在西晉時期就已經

初現端倪的妍麗書風，到了江左之後也進一步得以發揚，形成了“清麗”的書風。

再加上當時玄風大盛，士族子弟清談玄言，親近山水，縱情放意，追求精神上閒

適與寧靜，於是一種新的文藝風氣也隨之出現，例如文學史上出現的玄言山水詩，

美術史上出現的山水畫，書法史上則是以“二王”為代表的新書風。王羲之“初

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陶醉于江南秀美的山水風光情之中，“遍游東中諸郡，

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39江南地區秀美的山水和多情

的風俗，也啟發著書法家對美的追求和情感的表現，《蘭亭序》的誕生便是一例。 

 

第三，家族因素。魏晉士族的形成和發展必須有學術文化傳統作為基石。琅

琊王氏家族的玄學傳統和道教信仰，為家族的書法創作和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琅琊王氏家族的書法和玄學幾乎是同步發展起來的。西晉時，琅琊王氏傾心玄學，

王戎為“竹林七賢”之一，王衍更是當時玄學清談的領袖人物。過江之後，王導

和王敦崇尚正始之音，身體力行提倡玄學，與士人談玄，組織玄學清談活動。玄

學清談深刻的影響了琅琊王氏的生活方式、思想情感、文藝創作和審美取向。王

羲之妍麗書風的最重要特徵，就是將玄學時代的審美意識反映到書法創作中，褪

去了漢代隸書質樸、滯重的筆意，而創造出流美瀟灑、富有韻味的書法作品。琅

琊王氏世奉五斗米道教，王羲之曾為道士抄寫《黃庭經》。另一方面，十分重視

書法在文化生活中的位置，家族世習書法，名家輩出，積累了大量創作經驗的同

時，還積極通過與其他家族的師承、交遊、婚姻等，使各家書法技藝融會貫通。

王羲之是當時眾多書門、流派的集大成者，他師承衛門衛夫人，又受到本門叔父

王廙的親授，後來娶了郗鑒之女為妻，並與庾氏、謝氏等交遊，集眾家之所長而

                                                   
38孫過庭《書譜》，《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 年，第 124 頁。 

39房玄齡等《晉書》，中華書局 1974 年，第 209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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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體均工，並在此基礎上加以創新。 

 

第四，個人因素。任何優秀文藝作品的背後都離不開作者的聰明才智和辛勤

付出。東晉琅琊王氏家族人才輩出，誕生了數十位優秀書法家，在當時眾多書門

中脫穎而出。王羲之和王獻之兩位天才書法家，更是以一己之力拔高了琅琊王氏

在整個書法史上的地位。除天賦外，“二王”的勤奮和努力也是重要原因。王獻

之自幼跟隨其父學書，勤奮刻苦，七八歲時，“羲之從後掣其筆不脫，歎曰：‘此

兒書，後當有大名。’”40羲之後將自己所寫《樂毅論》教獻之臨寫，“學竟，能

極小真書，可謂窮微入至，筋骨緊密，不減于父。”41在個人練習之餘，他們還

轉益多師，尋求突破。王羲之雲：“予少學衛夫人，將謂大能；及渡江北遊名山，

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鐘繇、梁鵠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

體書，又于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嶽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遂改

本師，仍於眾碑學習焉。”42話中內容的證偽暫且不論，其開拓進取、不斷學習

的精神卻值得所有人學習。當然，二王還具有強烈的創新意識，主張變古為今。

王獻之十五六歲時就曾勸其父改體，追求更加“宏逸”的草書風格。 

 

 

 

 

 

 

 

 

 

 

 

                                                   
40虞穌《論書表》，《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 年，第 54 頁。 

41張懷瓘《書斷》，《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 年，第 181 頁。 

42王羲之《題衛夫人筆陣圖後》（傳），《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 年，第 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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