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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釆眾長 化古為己－張大千之書篆創作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of  Chang Dai-Chien ,Combine with Tradition and 

New Culture together 



張進勇 

Chang Chin-Yung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講師 



摘要 

張大千（1899~1983）一生致力於書畫藝術，凡有益於藝術內涵之提昇者，

無不勤奮學習古人法跡，用心觀摩深入探究，汲其長處融為己用，故對古人之跡

甚為熟稔且能洞悉其行運之筆，使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故使其藝術境界躋攀

於高峰。 

大千初入藝壇時，以學書為學畫的基礎，在曾、李二師門下習書，遍臨「三

代兩漢金石文字、六朝三唐碑刻」與歷代佳拓名帖以及名家書跡，為其在主要書

學淵源。在其書學歷程及風格演變上，不難看出其書體風格多變，功力深邃，與

繪畫相媲美且絲毫不遜色。二師均為前清遺老，飽學之士，學識淵博，對書畫也

頗具鑒賞，且富收藏，均為當代碑學名家，號稱「南曾北李」，在二師授業下大

千對歷代書法之淵源、流派，方圓筆性得有系統的了解。 

大千初習書時，其書法作品大都是以臨摹學習各家拓碑版為主體。李師命其

由三代金文入手，學習鼎彝銘文以去俗氣。二師認為魏碑風格質樸而書體多樣，

水平很高，開隋唐楷法之先河。因此大千對碑學所下功夫，乃為其紮立日後書學

之基石。 

大千早期的篆刻作品，取材眾多，風格獨具，尤能顯見其書法造詣之深，取

法之博，有如「印中有書」，呈現出筆之意趣。大千早年的自刻印中，亦有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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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沙墜簡》等出土文字原跡入印之作品，體現了清人「印外求印」的篆刻研創

門徑。 

 

 

 

 

 

 

 

 

 

 

 

 

 

 

 

 

 

 

 

 

 

 

 

【關鍵詞】張大千、石門頌、流沙墜簡、黃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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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綜觀張大千（1899~1983）之治藝，係藉由書學理念為根基，在曾、李二師

門下習書，遍臨「三代兩漢金石文、六朝三唐碑刻」文字，為張大千在書學淵源

上之主要歷程，其理解之深，對歷代書跡方圓筆性，均能窮探其淵源流派。大千

一生致力於書畫藝術，凡有益於藝術內涵之提昇者，無不勤奮學習古人法跡，用

心觀摩，深入探究，汲其長處融為己用，對古人之筆墨形質甚為熟稔，且能洞悉

明暸其行運之筆，使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加以淵博的藝術修養，故使其藝術

境界躋攀於高峰。 

 

張大千的書法風格亦如其繪畫般多變，實乃得力於早年遍臨各佳拓碑版，經

反復臨寫並加以背臨，同時兼學歷代各名家書跡之所長，融為己有，且能汲古出

新，將篆、隸、行、楷、草各體部首或體勢加以整合，得碑學渾厚樸質之氣，並

參入篆隸戰顫之行筆，再加以貫通山谷筆意，終而形成獨特風格之「大千書體」。 

 

從早年書跡與治印中可以發現，其書學之歷程中，亦與《流沙墜簡》具有淵

源關係。此批簡為漢簡中較早發現之簡牘文字，在當時中國學術界、藝術界中，

也曾掀起一股熱潮。張大千正致力於古文字學習之際，必也對此簡產生極大興

趣，從中汲取簡牘文字中之特殊風格。 

 

二、曾、李二師引導 

張大千在從藝數年間能迅速崛起於藝壇，除仲兄善子的教導外，影響其一生

者，應首推曾、李二師了，大千在〈記曾李二師〉一文中曾自述道：「以言師道，

那裏敢說是影響，簡直是受益良多啊！」1。因此可知，曾、李二師對大千藝事

的發展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1 張大千：〈記曾李二師〉，《大成雜誌》，27 期，5-7 頁，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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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在《四十年回顧展．序》中自述其早期學書之過程曰： 

 

「二十歲歸國，居上海，受業於衡陽曾夫子農髯、臨川李夫子梅庵，學 

三代兩漢金石文字、六朝三唐碑刻。」2 

 

是時為大千拜師習藝之始，當時在二師門下主要是學書，而不是學畫3。其

書法根基致力於鼎彝銘文、歷代佳拓碑文之基礎上，開啟了大千走入藝壇之里程

碑。 

 

大千甚早即體悟到習書是學畫的基礎，想立足於中國畫壇，成為具有高成就

的國畫大師，須深入中國傳統書畫藝術作全面性的學習。早年留學日本雖是學習

染織，但課餘期間仍常鑽研於金石文字篆刻藝術中，亦接觸新思潮、新觀念以及

新的繪畫表現形式。然而大千自日本歸國後，並未立即致力於傳統繪畫觀念與創

新的改革，而是投入曾、李二師門下習書與學習詩文，有感在其繪畫藝術發展中，

應先建立具備書法家與詩人的涵養。 

 

張大千的藝術研創生涯中，首先是選擇書學為其治藝之根基，民國八年

（1919）赴上海拜師於著名書法名家曾熙（1861~1930），隔年約五月拜名師李瑞

清（1867~1920）門下，二師同為清末民初之飽學名士，均為當時的碑學書法名

家，曾熙書學「石鼓文、夏承、華山、史晨、大傅、右軍、大令，尤好鶴銘、般

若，自號南宗。」李瑞清則書學「鼎彝、漢中、石門諸刻、劉平國、裴岑、張遷、

禮器、鄭道昭、爨龍顏之屬，自號北宗。」4二師皆以善治碑學而聞名。在大千

的學書歷程中，曾李二師所啟發之影響佔有重要之因素，可謂集南北宗之長。值

                                                 
2 熊念祖編：《張大千談畫》，11-12 頁，1975 年 6 月，中國藝廊出版社。 
3 謝家孝：《張大千傳》，68 頁，1993 年 3 月，希代出版社。 
4 馬宗霍輯：《書林藻鑑》，卷第十二，446 頁，1982 年 5 月，臺灣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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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提的是，大千在李師門下習書，僅有近半年時間5，卻能達到李師的「書無

不學，學無不肖」的摹古本領，其所以能深入學習古人之書跡，緣於大千神乎其

技的摹寫工夫，二師亦富收藏，更將佳拓碑版及歷代名家書跡提供大千臨習。張

大千在此環境背景中，以其聰穎之悟性，加上勤於學習的治學態度，終能熟稔各

家各派的方、圓筆性及淵源脈胳，集各家之所長，猶如磁石般的吸收，迅速崛起

於上海藝壇，成為詩、書、畫三絕之新秀。 

 

大千早期書跡受李瑞清的影嚮甚深，從下列二人款文剪集書跡（圖 1）筆勢

上可以看出與李師之風格極其相似，完全熟稔，且能洞悉明暸其行運之筆，達到

李師的「學無不肖」的摹寫本領。據傳連當時李師在世因病無法交件時，都由大

千代寫。6由此得知在曾李二師之弟子中，能摹其書而兼擅曾李一波三折之法，

得之神似，惟大千一人也。 

大千款文集字  （圖 1）  李瑞清款文集字 

                                                 
5 參見李永翹，《張大千年譜》，29 頁，大千於（1920）年五月拜李師門下，同年十月二十日李瑞

清因中風去逝，卒年五＋四歲，因此在李師門下習書僅近半年矣。李師逝世由曾師與大千出面

料理後事，因李師逝世家庭蕭條，曾師以李師舊藏墨寶多件交大千，囑折價千元以作喪用，大

千對李師十分感激，不願領李師折價遺藏，淨送奠儀三百銀元。1987 年 12 月，四川省社會科

學院出版。 
6 林熙：〈張大千的兩位老師〉，《大成雜誌》，220 期，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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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摹古學理基礎 

大千受業之初，致力於歷代佳拓碑碣之臨摹，以學習古人為基礎，增廣見識，

瞭解歷代書法之源流與發展過程，並觀察分析各家各派之風格，以掌握字體的結

構及書寫之規律。二師也將其所收藏之佳拓碑版示以大千臨習，且命以集字為

聯，用雙鉤榻法習之，使其熟稔書法結構變化，得以掌握各碑帖用筆、布白、章

法之特色，奠定紮實之書學基礎。 

 

李師認為摹古的基礎，是為擴長見識，提昇水平以期自我風格之建立。如遇

佳拓碑板，則授大千以雙鉤法摹寫，師曰： 

  

「若不由此；無以知轉折微妙處也。」 

   

在筆者收集資中，很難找到有關大千以雙鈎法摹寫的字跡，在此就以大千在

敦煌臨摹時期的資料（圖 2），以窺究其雙鈎書跡之一般。 

 

李師繼而命其集字為楹聯，曰：   

 

 「不若是；無以知結構深奥處也。」7 

 

即以〈石門銘〉、〈石門頌〉、〈爨寶子〉、〈爨龍顏碑〉、〈張黑女碑〉（圖 3）

等之集聯，以供臨池之需。大千在這樣的學習環境上，對字的結構變化，章法布

白，自能深入體悟，熟稔其筆性之方圓，在自我風格形成之基礎上，為重要的影

響因素之一。 

                                                 
7 巢章甫：〈記大千居士〉，《大成雜誌》，114 期，30-31 頁，198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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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臨敦煌壁畫所用雙鉤法 

 

（圖 3）大千撰句的〈張黑女碑〉，秦文錦編印

 

大千對後學也曾提倡以勾勒來練習，凡遇古人名跡應從雙鉤摹寫入手，進而

了解線絛中之規矩法度。大千在大風堂同門會成立會之講話中，曾述及學習書畫

以勾勒求之，云： 

 

「因古人用筆常于微細處見精神，學者每不易驟得，唐人學書，採用雙鉤法，

使學者于點畫游絲微細處俱不得放過。」8 

 

 又云： 

 

 「譏人臨摹古畫為依傍門戶者，徒見其淺陋。臨畫如讀書、如習碑帖。幾曾

見不讀書而能文？不習碑帖而善書者乎？」9 

 

因此可見，大千對於臨與摹的功夫均打下深厚的基礎，強調臨摹功夫要深

入，要眼觀手臨，還得心領神會，更能詳細瞭解凡古之佳畫名碑，經臨摹鈎勒後

                                                 
8 李永翹編選：《張大千藝術隨筆》，4-6 頁，2001 年 1 月，上海文藝出版社。 
9 熊念祖編，《張大千談畫》，85 頁，1975 年 6 月，中國藝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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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悟其精妙，而且要能化古人為我有，創造自我獨立之風格。 

 

（二）、臨摹金石碑版作品賞析 

清道人力主「求篆於金，求隸於石。」主張學篆必神遊三代，目無二李，為

篆須考覽鼎彝，上溯其源，作篆始得金石氣。學習隸法，擷取兩漢碑碣，旁通磚

瓦文字，乃得碑刻中之精髓。在三十年代以前，張大千的書法作品大都是以臨摹

學習各佳拓碑版為主體。本文將探源其臨橅各碑帖所紮立的基礎上，以書法作品

為主，款文為輔，有系統的了解其擷取碑帖獨特之筆畫之融合，探析其所形成的

藝術特質，而其研創歷程真可謂如其繪畫般之汲古開新，自成風貌。 

 

1、篆書取徑於金文 

清道人一生求篆於金，初授大千以大篆入手，以散盤法求之，各鼎彝銘文為

其初學對象，學習篆文得以去俗，才能寫出渾厚高尚之氣質。例舉李瑞清〈邊城

田舍金文五言聯〉（圖 4）「邊城却師旅，田舍自豐登。」、曾熙〈唯師有俎金文

六言聯〉（圖 5）「唯師旅强邊邑，有俎豆實大廷。」〈集散氏盤〉作品，並以《金

文集聯》的原迹並列相互比對，可以清楚的看到，其用筆渾厚，呈現質樸古拙之

氣。 

（圖 4）李瑞清〈集散氏盤〉作品 （圖 5）曾熙〈集散氏盤〉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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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對於篆書的研習尤為重視，在觀石濤〈翠蛟峰觀泉圖〉上題跋： 

 

「今人但知清湘恣肆，而不知其謹嚴，但知清湘簡遠，而不知其繁密。學不

通經，謂之俗學，書不通篆，謂之俗書，畫不橅古，謂之俗畫。」10 

 

金文為大千研習書法之基礎。其作篆書不僅掌握了方圓筆性，且兼學各種風

格，在筆者收集其書跡中，金文作品很少，以下例舉其早年篆書作品。 

 

〈毛公鼎〉現藏臺北故宮博物院，為西周宣王時之重器，其字亦為金文之上

選，筆畫圓潤，筆法蒼勁莊嚴，其結字極富變化，有正有斜，錯落有致，整體氣

勢磅礴。此鼎亦清道人所喜，也給予極高度的評價與重視，曾題跋此鼎時說： 

   

「毛公鼎為周廟堂文字，其文則尚書也，學書不學毛公鼎，猶儒生不讀尚書

也。」11 

 

由於二師如遇佳拓碑版常命大千集字為聯，因此早期書跡常見集聯為主，所

作〈我有人懷篆書五言聯〉（圖 6）「我有金尊酒，人懷寶鼎文。」現為高雄市立

美術館藏品，為大千早期作品，將此作與《金文集聯》（圖 7）相互比證，可知

其研習成果表現，再將李師所書〈金車玉鈺篆書五言聯〉（圖 8）「金車邵公史，

玉鈺有卿寮。」作品與大千書跡比對，亦可瞭解當時李師授予金文為入手之根基。

另從款跋字跡與清道人所書〈集毛公鼎文〉來比較，也有著濃厚李師的影子，可

以顯見當時受清道人之影響甚深。 

 

大千此幅作品用筆頓挫疾澀，方圓並施，起筆以藏鋒得圓，收筆平出，線質

                                                 
10 《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七題跋部，13 頁，1993 年 6 月，國立故宮博物院。 
11 《中國美術全集》，頁 17-18，1994 年 4 月，錦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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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含渾勁，行筆頓挫可見其雄健，剛柔並濟，呈現著象形動態美。整幅對聯，其

章法布白與字形開闔大小，極富節奏感，已具戰筆之運勢，有著鼎彝金文醇古之

氣息。 

 

（圖 6）大千集毛公鼎文作品 
 

（圖 7）《金文集聯》 （圖 8） 李瑞清集毛公鼎文

秦文錦編印 

 

（圖 9）大千臨鑄公簠 

 

 

 

鑄公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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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作品〈篆書條幅臨鑄公簠〉，為大千臨寫東周吉金〈鑄公簠〉12（圖 9），

此書未紀年，但依款署推斷屬於早年作品，從款文書法中可看出仍受清道人的影

嚮，款記：「作篆不但不可有鄧、楊，且不（為，衍字）可為二李所縛也，大千。」

其所言，前者或即鄧石如與楊沂孫，後者為李斯與李陽冰，其意在於不可墨守世

傳成法，應多著力於商周篆文書跡，摹習古法實相。 

 

民國二十二年（1933 年）所書〈孝成王氏篆書五言聯〉（圖 10）13：「孝成初

易（賜）命，王氏其為侯」。此聯筆畫線條粗細均勻一致，起筆藏鋒圓潤形如點

狀，其運筆於渴澀中顯出直挺勻勁，而轉折孤線圓順，整體上顯得自然婉麗。 

其款中云： 

 

「集〈齊子中姜鎛〉字，以道州筆法橅之。」 

 

可知，聯句內容是自春秋時期〈齊子中姜鎛〉（素命鎛）（如圖 11）銘文中

擇取集成的，該器現藏北京中國歷史博物館；而大千書寫時，係以清人何紹基（道

州）（如圖 12）的用筆方法，臨寫這件銘文集字五言對聯，由其起筆上確可見資

用之處，惟行筆線質則自有風神。 

 

2、正書以〈石門銘〉為基礎 

大千致力最深的是〈石門銘〉，為北魏著名的摩崖石刻之一，此銘之特色是

「以草作魏」，繼承了〈石門頌〉之「以草作隸」，把其書法引到飄逸飛動之新境

界。康有為評此銘：「〈石門銘〉飛逸奇渾，分行疎宕，翩翩欲仙。」又「若瑤島

                                                 
12 〈鑄公簠〉現藏上海博物館，係春秋早期「鑄」國（即「祝」國）之器，文云：「鑄公乍孟妊

車母朕簠，其萬年眉壽，子子孫孫永寶用。」其中鑄公之女曰「孟妊」，說明鑄是妊姓，即任

姓，為受封的黃帝之後人。 
13 此圖為吳金洋先生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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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仙，驂鸞跨鶴」。14曾李二師亦非常重視此銘，尤以清道人的書法乃得自此銘，

大千亦得自李師之三昧，融匯貫通，獨具風格。近代名書法家于右任亦蘊育於碑

學，對此銘亦研習不綴。其有詩云：「朝臨石門銘，暮寫二十品，辛苦集為聯，

夜夜淚濕枕。」15可見此銘廣受近代書家的重視與青睞。 

金文集聯 （圖 10）大千篆書五言聯 

 

（圖 11）齊子中姜鎛 

 
（圖 12）何紹基篆書五言對聯 

                                                 
14 楊家駱主編，《藝術叢編》，〈近人書學論著上〉，第五冊，參見〈廣藝舟雙楫〉，1988 年 5 月，

世界書局。 
15 《于右任先生詩文集》，40 頁，1985 年 8 月再版，國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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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早年即喜臨此銘，從早年書跡上可看出已結合此銘之筆勢，其筆法開

濶，縱橫取勢，其長撇長捺更顯其精神，獨具特色。大千於民國十年（1921）十

月，二十三歲時於四川省內江翔龍山資聖寺，應該寺果真長老之請，為寺中重新

題補書〈趙貞吉詩碑〉16（如圖 13），現為大千最早書法作品之一。 

 

此詩碑之書跡，在結字上即取法於〈石門銘〉，如「何」、「牧」、「門」，「此」、

「開」、「地」等，多與此銘相符（如圖）。亦參合山谷體勢如「來」，及〈二爨〉

如「義」。筆法多以長取勢，結合篆隸，方圓兼備，其行筆顯見清道人之戰筆，

頗得李師與此銘之奧秘，紮立其碑學的基礎。 

 

趙貞吉詩碑

 

山谷書 

 

趙吉貞詩碑

 
石門銘 

 
趙貞吉詩碑 

 

爨龍顏碑 

 
（圖 13）大千 1921 年所書 

〈趙貞吉詩碑〉 

 

另一作品亦為大千於同年（1921 年）同時為內江資聖寺外石坊所書之對聯，

聯曰：「與奇石作兄弟好鳥作朋友，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其署款為「歲

                                                 
16 節錄李永翹，《張大千年譜》，趙貞吉（？-1582）年，字孟靜，號大洲，四川內江縣人，為明 

代著名理學家與文學家，趙詩原刻于內江資聖寺岩壁，後因風雨字跡模糊，遂請大千補書，33  

頁，1987 年 12 月，四川省社會科學院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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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酉十月羅仲武撰大千居士書之。」17李永翹在年譜中提及此聯已不存，經筆者

實地作釆風訪查，資聖寺已成遺址18，且上聯已無，只發現下聯在一門柱上，字

跡模糊不清，且下聯並無「以」字，經內江市文物保護所提供此一拓本以供研究

之用，此為下聯石柱中之拓本也（圖 14）。此聯從書跡上來看，大千書來自然豪

放、雄渾而勁健，乃參合了〈石門銘〉、〈鄭文公碑〉、〈瘞鶴銘〉等筆法所致，在

早期書法中頗具風格特色。 

 

（圖 14）1921 年於內江資聖寺 

所書羅仲武聯楹（下聯） 

 

（石門銘剪字） 

 

（圖 15 大千所書之對聯） 

 

大千於次年戌（1922）夏五月二十四歲時，所書〈路曲山深正書五言聯〉

（圖 15）「路曲若之字，山深無駟塵。」
19亦取法於〈石門銘〉，大千在題款中云：

                                                 
17 李永翹，《張大千年譜》，據書中所述：「該聯為內江名塾師羅仲武所撰，后由大千書勒石刻字，

可惜現已不存。」33 頁，1987 年 12 月，四川省社會科學院出版。筆者亦實地訪查此寺，發現

下聯在一門柱下。 
18 筆者於 2004 年 2 月與林錦濤老師偕同作實地訪查，從四川內江地圖上及內江資訊上無法找尋

該寺，後經（張大千紀念館）館長羅宗良先生及內江文物保護院院長等多人協助，始得知資聖

寺已不存，從外觀上已看不出為一座寺院，已荒蕪多年，且寺內無人管理多處佛像刻石已遭破

壞，甚為可惜，現已受當地文物保護所管理，大千所書詩碑始得保存。尤感於羅館長之協助與

文物所長提供大千詩碑及書聯此二拓本，以供研究對大千早期書風亦顯其重要。 
19 參見李永翹，《張大千年譜》中，此聯大千作於該年五月，為內江同學書寫對聯一幅，表達了

對人生、藝術的見解，34 頁，1987 年 12 月，四川省科學院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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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典籤書20（指石門銘）蓋化石門頌以入今隸耳，舒拳如雲，唯陳希夷先生（宋

代陳搏）獨得其秘，予則略參用鶴銘筆作此。」整幅對聯乃深得此銘之筆意，行

筆中蘊含著鶴銘渾厚樸質之圓潤，其「路」、「之」字，於捺筆用力頓挫拉長取勢，

收筆不出捺角，有著上束下放之勢，「深」字，三點水力向上，其木字放寬，點

畫在嚴謹中求疏朗，益顯其穩重，勁健圓挺。 

           

3、正書參合〈瘞鶴銘〉 

此銘系圓筆大字，為南碑正書大字之典範，歷來學者對此銘評價極高，宋歐

陽修、黃庭堅亦得力於此銘。黃山谷對此銘倍加推崇，曾詩曰：「大字無過瘞鶴

銘」21
。其字體凝重高古，用筆奇峭飛逸，筆畫自由伸展，有著篆隸遺韻。此銘

對後世書法影響很大。 

 

大千臨習此銘，溯其源乃得曾師之影響，曾熙最喜此銘，常命大千集聯以供

臨池。另一淵源則為大千當時亦喜效黃庭堅之體勢，山谷書乃脫胎於此銘。因此，

大千更致力此銘之臨寫，直至晚年仍以此銘為基石。 

 

民國二十年（1931）三十三歲時所臨〈瘞鶴銘〉，（圖 16），其款識中云：「寫

鶴銘如畫松，人各有一種風骨，不拘拘於一格也。辛未六月臨奉春渠仁兄方家正

之。蜀人張大千書於錢塘借居，久晴不雨，汗下如蒸。」大千獨愛其寬博舒展，

結構大方，此銘乃為葬鶴之作，由於大千有著濃厚的佛道思想，視此鶴銘為靈物

之氣，有如仙鶴之姿，飄飄起舞之勢，僅能以畫松之風格，匹之相稱，而人各有

其體，各人所臨亦自具面目，因此述其不足用一種風格、一句言詞來詮譯此銘之

書法特質也。 

 

                                                 
20 王遠，生卒年不詳。北朝北魏人。宣武帝永平二年（509）曾任太原典簽，故稱王典籤書。 
21 黃庭堅〈題樂毅論後〉中句，宋黃庭堅《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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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千一生中，常見其喜臨〈瘞鶴銘〉分贈好友，以下兩件作品為同一時期

贈予好友之作，分別以臨寫或背臨數遍等方式所書，介述如下： 

（圖 17）大千 1958 年臨〈瘞鶴銘〉贈老友臺靜農先生 

 

（圖 16）1931 年

臨瘞鶴銘 

此作為民國四十七年（1958）所臨鶴銘，次年贈予老友臺靜

農先生（圖 17），其題識中曰：「戊戌十二月初三日，客去後臨

此第六通，爰。」又題上：「已亥四月寄上，靜農老弟教之，小

兄大千爰。」 

 

又見與前述之作同年同月所臨書〈瘞鶴銘〉冊頁（圖 18），

其題識曰：「戊戌嘉平月十四日，背臨第三通，爰。」又書：「寄

與順華世仁兄博笑，辛丑冬大千張爰。」即，於三年後贈予李順

華先生。由此得知，大千經常一臨此銘則數遍或背臨數遍，可知

他對此銘之重視與用心了。 

 

〈張黑女墓誌銘〉為魏書名品，其師農髯尤喜此銘，符鑄曾云：「曾熙所作

黑女，刻厲雋峭，運筆所至，無不愜心。」22。大千受二師所提供之佳拓碑版，

無不從中學習，對此銘亦相當熟稔，大千曾以此銘集聯作書多件。大千所作〈張

黑女碑〉（圖 19），由題款書跡上，應屬二十年代左右之作品，其款文：「以渴筆

臨之，與貞老用筆小異，□希□吾兄，張大千爰。」，此之相較，另一曾熙背臨

作品〈張黑女碑〉（圖 20），與大千作品甚為相似。其作品錯將「漢魏」書以「魏

晉」是否因背臨之故，令人甚疑。 

                                                 
22 馬宗霍輯：《書林藻鑑》，卷第十二，447 頁，1982 年 5 月第二版，臺灣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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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大千 1958 年背臨〈瘞鶴銘〉 

 

（圖 19）大千臨 

 

（圖 20）曾熙臨 

4、隸書取法秦漢碑銘 

大千在隸書的取法基礎上，以〈石門頌〉為主，在漢隸刻石中屬摩崖石刻，

風格特異，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其線質形態係以篆籀筆法書之，為漢隸中圓筆

的代表。其起筆、收筆無明顯頓挫與稜角，亦無典型隸書筆畫中的蠶頭雁尾，以

藏鋒圓筆或曲筆代之。大千對此開闊灑脫的氣勢、奇逸自然的空靈架構，且尤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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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筆畫結體之隨意張開筆勢，其省略之筆畫，有助於豐富點、線與空間的節奏感，

為他參合入書的主要因素之一。從大千早期隸書作品來分析，並未獨愛娟秀嫵媚

風味之隸書，而尤喜致力於富有渾厚樸質之碑碣。因此其隸書極少以雁尾之筆勢

出之，多帶有如〈石門頌〉的篆籀之氣。 

 

 

（圖 21）為《馬駘畫寶》題簽 

民國十五年（1926 年）大千為《馬駘畫寶》23題簽（圖 21）。其字形體勢乃

參合〈石門頌〉而來，從「馬」字的右下轉折成一大弧度，又四點向上靠，有上

束下放之勢，亦顯寬闊。「寶」字鬆而不散，灑脫大方，整體看來顯得豪放宕逸。

這些，均可見當時所習〈石門頌〉之淵源。 

   

                                                 
23 《馬駘畫寶》，於民國十七年（1928）戊辰五月出版，黃賓虹序，上海世界書局石拓本。馬駘，

光緒十一年生（1885），卒於民國二十五年（1936），字企周，號「邛池漁父」、「環中子」。曾

任上海美專教授。另參見《張大千詩文集》，〈年譜〉，12 頁，民國＋七年三月（1928）在上海

馬氏與善孖、大千、俞劍華、黃賓虹、熊賡昌等人發起組織「爛漫社」。1993 年 6 月，國立故

宮博物院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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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書〈舊本石文隸書七言聯〉（22 圖），聯曰：「舊本遺留珍定武，石文初

勒紀岐陽。」為民國二十一年（1933 年）所作，款文：「集張遷碑字，似道生仁

兄法家正之，癸酉九月蜀中張爰。」上聯文字的形態呈現出有長、有方亦有扁平

之體勢，別具變化，下聯則大致上顯得較為平整，較無上聯亦正、亦斜錯落有致

之體態，呈現出樸拙風貌。 

 

（圖 22）大千書七言對聯 漢碑集聯 

 

（圖 23）題〈雲海歸來〉 

墨錠 

其次，「雲海歸來，大千居士題」之作（23 圖），此為墨錠題署。大千於民

國二十年（1931）秋，遊黃山歸來途經歙縣（徽州），在胡開文筆墨店特製遊黃

山紀念徽墨數百枚，並親自題署「雲海歸來」24以記此遊。其所題隸書「雲」字，

雨下從二云，又其「歸」字的寫法，其止部改為走字部，此等寫法，可見大千善

於參和各體部首及碑版中之冷辟字而加以活用演化。 

                                                 
24 參閱李永翹：《張大千年譜》，此墨錠正面印隸書「雲海歸來款為大千居士題，鈐印，阿爰」。

背面為張善子所書：「蜀人張善子與弟大千，姪旭明，吳生子京，慕生泉淙同遊黃山，時辛未

秋九月也，款印為，虎公。」當年大千將此墨錠分贈親朋好友與及門人弟子，現慕凌飛先生處

還珍藏此一墨锭。63 頁，1987 年 12 月，四川省社會科學院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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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935 年所書七言對聯 

又於民國二十四年（1935）三十三歲時所作

〈巖前松下隸書七言聯〉（圖 24），聯曰：「巖前

柱杖看雲起，松下橫琴待鶴歸。」其「雲」字之

寫法由《隸辨》可見之，而「琴」字，寫成「琹」

字，應從帖學上或金農書跡所擷取。另「歸」字

與「前字」，乃取篆籀之文字，因此可見，大千

在隸書上已結合了篆文之架構，其字體方正亦有

石門頌之韻，字跡中蘊含著金石之氣味。筆畫以

圓起，而收筆轉折為方，其行筆以渴筆呈現枯澀

渾厚，質樸而醇和。此作上下聯字體大小參差，

靈活多變，尤以上聯「杖」之波磔刻意拉長，下

聯「琴」之木的縮小安排，相互襯托，主導著上

下左右一收一放氣貫整體，其鬆緊的布局，使欣

賞者有起伏的內心節奏感受。 

（圖 25）題莫高窟  

（圖 26） 

  

   

（圖 27）〈西康遊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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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於敦煌時期之隸書，如其題莫高窟〈持杖仕女圖〉（圖 25）亦有其明顯

不同，結體乃擷取漢金文及李師之書風，書體介於篆隸之間，其體勢扁平採左高

右低之勢，筆畫粗細一致，波磔無明顯燕尾，點畫瀟洒自然，書風舒展遒勁有醇

古之風。與此類近風格之作，常見大千於此一時期所臨橅之敦煌佛教人物上（圖

26）及民國三十六年（1947）大千所繪〈西康遊屐〉（圖 27）圖冊中，所題款之

隸書風格亦有著挺勁飛逸之姿，頗具特色。 

 

三、參合碑帖發展成獨特書風 

大千受曾、李二師之影響，對各碑拓均以取向峻勁古厚、雄強茂密為主，在

各體中，掌握了方圓、剛柔之筆法，都含有雄渾篆隸之古風。對於飛逸奇渾之〈石

門銘〉、蒼渾高古之〈石門頌〉、雄渾深厚之〈鄭文公碑〉、勢若飛動之〈瘞鶴銘〉、

古拙樸實之〈爨寶子碑〉〈爨龍顏碑〉、體勢雄渾豐厚帶有濃厚篆隸筆意之〈泰山

經石峪金剛經〉等，汲取各體之長，探六朝冷辟字，再將篆、隸、行、楷、草融

合於一體，形成其自我的書法風格。 

 

從大千墨跡中經排比對証，其早期作品書風均趨向碑學之臨摹或借取參合各

體，亦有僅取其神，不取其似者，也因此，在參合演化中融入各體筆勢，掌握了

筆意之奧妙，形成其自我風格之特色。 

 

另從書跡中瞭解，早期大千在行草上較未成熟，因此在題識款文中較能看出

其從二師及所摹古之各名家書跡中擷取之養份，因此在風格上尚未有大千書體之

形成。大部份研究張大千的學者，也均以此來分期，說解大千書風形成之過程。 

 

大千在三十年代左右已精於篆、隸、行、楷各體，且作品所見已極少對臨各

碑拓，僅以集字或寫其意，或參各碑之體勢書之。其篆隸則多見於題畫作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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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脫胎於各碑與各名家書跡而進行融合，多以行書聯為主，其「勢若飄逸、有如

風幡」般的飛動體勢己漸形成。其所慣用的筆畫、體勢，及特殊部首的擷取，以

及行筆轉折與波磔之頓挫的特殊筆法風貌，已頗具特色。 

 

 早期時大千已參合了黃山谷筆勢，在〈跋黃山谷書張大同卷〉中，寫道：「予

時喜效涪翁體」，時應為民國十七年（1928）左右，大千時年三十歲。當時大千

對宋、元、明、清各名家書跡亦有涉獵，並擷取所長加以融合，是時大千在行草

上已能靈活參用自成體勢，筆筆見其功力挺勁而雄奇。 

大千在三十歲左右，因浸淫在黃山谷書風之研習，却有感於尚未得山谷筆

意，因此在民國十八年（1929）三十一歲題〈仿沈周蜀葵圖〉時，在其款文中感

慨道： 

 

「歲己巳客大連灣上，寒夜不寐臨此遺悶，并書原題，惜未能退筆效山谷書

耳。十二月二十一日燈下並記。蜀人張大千。」25 

 

由此款文可看出大千早期對於學習山谷體勢之用心，同時對山谷筆勢未能完

全掌握於書跡上頗有憾意。 

 

將大千書法作品按年代排列下來，得知大千在二十年代的書風受二師及碑學

的影響，表現於對聯上較為成熟，但款文行書尚未形成風格。然而在三十年代左

右之書畫題款書跡，已可看出對山谷筆勢之參悟顯然巳漸趨成熟，頗見自己風格。 

 黃苗子在〈張大千的藝術修養〉一文中，述說其書法參合發展之過程，

如下： 

 

                                                 
25 《張大千先生詩文集下》卷七，題跋 7 頁，1993 年 6 月，國立故宮博物院出版。亦可參閱朱惠

良：〈張大千書法風格之發展〉，《張大千、溥心畬詩書畫討論會論文集》，108 頁，1994 年 5 月，

國立故宮博物院出版。此圖現藏國立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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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千能夠逼真地學他老師曾農髯、李梅庵的書體，但是他向來不專寫一

家，所以後來逐漸具有自己面目，清雋奇肆，自成風格。在曾、李的基礎上，一

改他們的沉滯板結，更參以黃山谷的結體，益發跳動靈活。」26 

 

所言是頗有見地的。大千於民國三十五年（1946）為陸丹林賀壽所書〈無憂

有道行草五言聯〉（如圖 28），「無憂惟作述，有道即功勳。」其款識云：「集屈

翁山陳元孝句，壽丹林老長兄五十初度，丙戌冬孟，大千弟爰。」此聯已頗能見

得大千綜參活用自運的風采，無論在墨量、線質、開闔上均極寓變化趣韻，可謂

極佳之作，其渾厚之墨量豐潤有力，與枯澀飛白之躍動，虛實互動，黑白相間，

充滿生命之活力，其點畫的律動，形質神釆交融，蘊含著超凡脫俗的妙境。 

 

民國三十六年（1947）張大千的書法作品相當多，均以行書為主，其體勢

結字欹測多變，多以橫線向右上斜傾，行筆雄健而氣勢開張，在點畫跳躍中流露

出韻律感，縱橫揮灑收放自如，為其書風黃金時期，大千此一時期的書法多以瀟

灑流暢、情性飛揚之行書兼草作品為多。 

 
（圖 28）1946 年所書五言對聯 

 
（圖 29）1947 行草七言對聯 

                                                 
26 黄苗子：〈張大千的藝術修養〉，《大成雜誌》，第一二五期，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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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垂身在行草七言聯〉（圖 29），「天垂萬丈清光外，身在千重雲水中。」

此作無拘無束，老練精到，筆勢上緊下放隨意開張長撇、長捺有著強力的舒暢感，

字間有靜亦有動，有快有慢，瀟灑飛動，行筆戰動而挺勁，奈人尋味。 

 

〈巖前松下行草七言聯〉（圖 30），「巖前拄杖看雲起，松下橫琴待鶴歸。」

此行書聯的線條粗細多變，行筆疾澀及結字大小開闔均頗有韻味。在上聯，「巖」

字碩大而豐腴，下以枯筆書草體「前」字則蒼老有力，其「杖」字撇捺開張，又

接以「看」字縮小，更強化了起伏之變化；下聯，「琴」字出以細長之撇捺生動

活潑之隸韻，引導整幅對聯之氣韻，最後「鶴歸」以隸意表達平穩收尾。大千此

聯章法布局頗具巧思，參合草、隸，有濕有乾，有放有收，有急有緩，似乎在靜

中動了起來。在蒐集所見資料中有另一作品（圖 31）與此作相同，但無大千碑

學質樸之氣，且行筆疆硬毫無生氣，而其年款「丁亥」並非大千習慣寫法，其「爰」

字亦顯不符，甚為可疑。 

 
 

（圖 30）1947 年行書七言聯 

 

（圖 31）同年行書七言聯（疑）

 

（圖 32）大千行草七言對聯 

〈樵客漁舟行草七言聯〉（圖 32），「樵客出來山帶雨，漁舟過去水生風。」

此聯在章法布白上亦見巧思，上聯「出」字以放扁體勢，接以「來」字之輕細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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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顯出飛白挺勁的長撇捺筆勢，「帶」字書以草體線質飛動舒暢，兩字皆以線條

表現，中間夾以重墨點出「山」小而厚的重量；下聯「舟」中間以點取長勢，「過」

字則以寬大方正體勢以呼應右邊及上下之穩定感，「去」以小來強調布白空間，

「水」又開張長戟欲飛動之勢，下「生」字又小，以「風」字之飄動承接整體之

動態，綜觀此聯將各種美組合在一起，其一收一放、一粗一細、一輕一重、一虛

一實，一欹一正相互協調，給人一種清新舒暢的感覺，在行書中夾以草書卻無拚

湊之感，此乃一件佳作也。 

 

（一）、書體風格特質 

由前述逐次按各年代書跡之排比，得知張大千的書法風格亦如其繪畫般多

變，實乃得力於早年遍臨各佳拓碑版。曾、李二師皆為碑學名家，認為魏碑風格

質樸而書體多樣，水平很高，開隋唐楷法之先河。因此大千對碑學所下功夫，乃

為其紮立日後書學之基石。早期書法作品中，主要臨寫的書跡，正書以〈石門銘〉、

〈瘞鶴銘〉、〈鄭文公碑〉等，隸書則以〈石門頌〉等體勢為主，經反復臨寫並加

以背臨，同時兼學歷代各名家書跡之所長，融為己有，且能汲古出新，將篆、隸、

行、楷、草各體部首或體勢加以整合，得碑學渾厚樸質之氣，並參入篆隸戰顫之

行筆，再加以融會貫通山谷筆意，終而形成獨特風格之「大千書體」。 

 

1、 上下相連少見 

大千的行書風格，無論在用墨濃淡、字體結構、章法布白、參差呼應均極具

特色，其字形參合篆、隸、行、楷、草，書體亦略顯章草風味，其左右行距則較

寬，上下字間較為緊密且多不相連寫，（所作對聯未見相連）僅見行款詩文上偶

有兩字相連，早年常見如「大千」、「居士」、「大風」「仁兄」、「先生」、「蜀人」、

「奈何」、「甲子」、「丁亥」、「己卯」「壬申」、「秋日」、「冬日」（圖 33）等，簽

署月份上則亦常相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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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 大風 先生 蜀人 

遇「何」字也常相連，如下： 

     

如何 奈何 企何 將何 在何 

年款亦常見相連： 

（圖 33） 

2、字體參合資用 

大千在書體上，喜參合各體等字，並結合篆、隸、草各體之偏旁部首加以組

合，又多取點之特性，加長撇捺取其勢，且均取左低右高之體勢，大千作書亦有

     

甲子 己巳 壬申 已卯 丁亥 己丑 

常見的亦有： 

     

秋日 冬日 仁兄 居士 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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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習慣字之特殊寫法，耐人尋味。例舉如下圖 （圖 34）：如「風」字演化也有

早期與中期的時期性，另如「心」字，「今」字，「斤」字，「糸」部，「言」部，

「午」部，「也」字，「女」字，「飛」字，「作」字，「欠」部，「過」字，等等，

在不同時期均有其寫法特色。 

   

20 年代風字 30 年代風字 40 年代風字 

    

心 臆 息 急 

   

誰 記 詩 

   

飛 過 作 舟 

    

歸 鳥 也 社 

（圖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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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款文寓富變化 

大千在繪畫題款書跡上，亦有明顯的多樣性變化，如題山水上，較為娟秀勻

稱，工筆多為清雅而飄逸，仕女、高士等人物時有秀逸端莊亦有瀟灑而體勢多變，

寫意花卉則更為奔放而質樸。 

 

大千在繪畫中的詩文款識與對聯作品上，其書風均極具特色，常見其題款時

開頭第一個字大都以大、重、濃或濕起字，亦可見其用墨如繪畫般「墨分五色」，

濃淡乾濕，使作品亦濃亦淡、亦濕亦乾等變化有韻。 

 

大千在用墨上多具變化，墨量上濃淡乾濕，並與字體結構大小伸縮相互搭

配，表現出輕與重、勁與柔、粗與細、疏與密之對比，使人感覺有如浪潮般起伏

的節奏感。其墨量時有濃而後淡，行筆上時有濕而後乾，字體伸縮大小相互交替

使用，極富節奏之律動。列舉幾件作品加以說明。 

 

1、墨量多具變化 

民國三十五年（1946）丙戌所繪〈妝罷休閑〉的題寫詩文（35 圖），用墨更

獨具風格，濃淡分明，黑的字體如跳躍的音符，淡的部份有著潔淨嬌柔之舒暢感。

又如繁星點點若隱若現，如宇宙般廣闊無垠，啟人遐思。 

 

另民國三十七年（1948）（圖 36）所書條幅書法，亦顯見其墨量、開闔、大

小、粗細、乾濕均極富變化。 

 

民國二十六年（1937）所繪〈散花圖〉之款文（圖 37），亦可見其濃淡佈白

之變化，體現大小疏密，使有虛中生實之妙。 

 

此款為大千於民國三十二年（1943）所繪〈高士觀瀑圖〉題寫之詩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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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其章法布白極富變化，忽小忽大交錯使用，輕重對比，欲正欲斜之體態，

打破板滯和平庸體制，自行掌握開闔之節奏。 

 

（圖 35）1946 年〈妝罷休閑圖〉之款文書法 

 
（圖 36）行書軸 

 

（圖 37）〈散花圖〉之款文 

 

（圖 38）1943 所繪〈高士觀瀑圖〉之款文書法 

2、 點畫變化 

大千書法的字形結體筆勢乃得自山谷，又比山谷更具精簡而活潑。 

 

由下列幾件作品來探究大千「化線為點」之藝術特質，他的書法筆畫靈活多變，

不僅將點化線，亦將線化點，使結體精簡而活躍，明淨而舒暢，巧妙組合使章法



現代書畫藝術風格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                                                  

 274

自然而生動。民國三十四年（1945）所作〈題黃賓虹山水冊〉中之書跡（圖 39），

也大量以點來表現，結合線質變化，而以各樣的點畫領軍，主構韻律節奏，渙然

光彩而輕重有度。 

 

（圖 39）1945 年題〈黃賓虹山水冊〉之書法 

3、左重取向 

民國二十八年（1939）於〈貴妃扶醉圖〉所題款文書法（圖 40），大千之題

款書跡，常把重心放置左邊，無論在墨量或筆畫也刻意加強左傾體勢，尤其是提

手旁常強調筆勢之份量，有如畫中貴妃醉酒欲扶其正之感。 

 

（圖 40）〈貴妃扶醉圖〉之款文 

 

 

（圖 41）〈仕女圖〉之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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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重下輕 

民國二十八年（1939）所繪仕女圖之題款風格又是另一種風貌（圖 41），其

把重心墨量放在款文的上一排，以下皆用娟秀細筆，有如珠簾受風吹向左邊，有

飄動輕拂之感。 

 

四、取資流沙墜簡與治印之應用 

從早年書跡與治印中可以發現，其書學之歷程中，亦與《流沙墜簡》具有淵

源關係。此批簡為漢簡中較早發現之簡牘文字，在當時中國學術界、藝術界中，

也曾掀起一股熱潮。 

 

《流沙墜簡》（圖 42）為較早出土之漢簡文字，書法字體豐富多變，隸書常

在簡末尾字最後一筆有意加重拉長，表現出穩重之內涵。章草則無拘無束，率意

洒脫自然流暢，無論在章法、結構、用筆上均極富變化。張大千正致力於古文字

學習之際，必也對此簡產生極大興趣，從中汲取簡牘文字中之特殊風格。 

   （圖 42）《流沙墜簡》 

（一）、參合流沙墜簡 

在張大千的學書淵源上，由於研究學者從未論及張大千對《流沙墜簡》的學

習參合歷程；在印學探研上，也未見有關大千借由此簡文字「以書入印」之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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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因而在此研究當中，無法考證其接觸之時期。於此本人推斷有二： 

 

1、留日期間---大千於民國六年（1917）留學日本學習染織，當時大千在課

餘時，對金石篆刻亦喜於研習，所需金石書畫材料及參考資料，二哥善子莫不搜

求以供參閱，且《流沙墜簡》當時已於 1914 年在日本出版問世時，極受矚目。

因此，有可能大千於日本留學期間已獲得此資料，在日本時期，其書法篆刻亦有

相當之成就，也創作出不少優秀作品。 

 

2、民國九年（1920）拜師李瑞清門下習書時，當時遍臨兩漢三代金石文字，

李師曾提供許多佳拓名帖供大千臨池，其中亦有可能提供此簡。馬宗霍評論清道

人書法時，論及曰：「清道人自負在大篆，而得名則在北碑，......其行書尤得

力山谷，晚歲參以西陲木簡，益臻古茂。」27由此可以瞭解，李師晚年的行書參

合了「西陲木簡」（即《流沙墜簡》）之筆法，故其體勢呈現出率意、質樸之風格。 

 

另從清道人於民國七年（1918）戊午一月所作〈奇雲古月書法五言聯〉（圖

43）28，「奇雲扶墮石，古月冷邊關。」其款文亦提及此簡，款文曰：「近見流沙

墜簡大悟古章實草隸耳，余年來頗雜篆、分為之章，其或中興乎。宋仲溫29但于

叢帖中求之，何異向木佛求舍利子耶！戊午一月清道人。」從此件李師作品中「邊」

等字參合《流沙墜簡》體勢，可知乃由此簡文所汲取。因此，大千在李師門下習

書時，由李師提供資料的可能性也相當高。 

 

李師為大千景仰的對象，所受影響亦較深。從大千早年書跡上便可看出他熟

稔其師筆性，相信他必也臨橅過此漢簡率意、質樸、粗獷、雄健之風格，也必曾

                                                 
27 馬宗霍輯，《書林藻鑑》，卷第十二，449 頁，1982 年 5 月，臺灣商務印書館。 
28 見朵雲軒（2002）年春季拍賣作品圖錄中，圖 327。 
29 見《畫史會要》，宋克（1327~1387）江蘇長洲人，字仲溫，號南宮生。其書法出入鍾、王更善 

寫章草體字，負有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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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汲取草、隸之體勢。由其民國二十三年（1934）甲戌九月的隸書作品（圖 44）

「書不誦秦漢以下，人本位天地之中。」款文中也曾云「集石門頌字，略參用漢

人匋器及流沙墜簡筆法為之。甲戌九月蜀人張大千。」亦可瞭解他從《流沙墜簡》

中研習用筆的書學淵源。 

 

 
《流沙墜簡》剪集 

（圖 43）李瑞清書法作品 

 

 

（圖 44）大千書法作品 

（圖 45）  

另其民國三十四年〈1945〉乙酉五月所作扇面作品中〈圖 45〉，其中臨寫一

段《流沙墜簡》中的〈急就篇〉簡文：「急就奇觚與眾異，羅列諸物名姓字。」

大千在款文中亦論及此簡曰：「漢人草書傳世者惟流沙墜簡」，此件作品大千書寫

自然流暢，已參合自己體勢筆法書之，由此可見大千早年研習學書與此漢簡書法

有著相當密切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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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治印之應用 

大千自年少即擅長治印，因此早期所使用的印章，均為自己所刻，後專致於

繪畫，故很少奏刀。早年於民國六年（1917）時年十九歲，隨二哥善子赴日留學，

課業之餘即喜學詩、書、畫、印等，所需金石書畫及參考資料，其二哥莫不搜求

以供，並經常授其書畫，亦致力於金石上的學習。大千早年即顯現其金石篆刻上

之才華，從留日時期，大千二十歲民國七年（1918）的治印作品中（圖 46），為

一枚兩面印章，印文一面是白文〈張澤印信〉，取法漢印逼邊滿白，使之筆畫粗

壯，亦有浙派古樸風味兼取徐三庚神韻，布白顯得渾厚雄偉。另一面為朱文〈善

孖〉，刀法自然、結體疏朗安穩，有如其書法之灑脫，樸拙而醇厚。邊款為「善

孖二哥清玩，戊午冬弟柄。」 

 

 

                 （圖 46）張澤印信、善孖  

 大千在曾、李二師嚴格指導下，紮下了深厚的篆籀文字基礎，有助於金石篆

刻之深入探研，尤其在學識涵養精深的二師培育下，更加豐富了他的藝術修養。

著名的「西泠印社」，大千亦為早期印社會員之一。其早年於民國十九年（1930）

三十二歲時，曾將自刻印作輯成《大千印留》二冊，這是現存所知唯一的篆刻作

品專輯印譜。 

 

篆刻家方去疾於景印刊行《大千印留》的序言中，述其印學淵源云： 

 

「大千去敦煌之前，還精乎於篆刻，初學趙次閑（之琛）流派，後參漢器文

字入印，時出新境，境界極高，以後勤於繪畫，竟無暇奏刀，故他的作品流傳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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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30 

 

大千早年治印確有趙之琛、陳鴻壽等浙派的風味，但無明顯習

氣，印式風神寓富變化。我們從《大千印留》的早期印章中，亦可窺

見大千治印之風格。 

 

大千早年刻印以注重刀法的趣昧為主，多具書意之撲拙、敦厚趣

韻，自然而奔放，以漢印風格為主軸，表現雄渾、蒼勁之古風，其印

式風格繁多，功力紮實，以取周秦古璽、兩漢官印、元押等諸印式為

法，亦時有以漢簡、隸書入印者，熔古鑄今，博取眾長，又不拘泥於

某家某派，刀法大膽無所拘束，顯出豪放、爽利之風，頗能將刀筆結

合，表現出作品中有筆意、又有刀意，使整體感覺渾樸而自然，頗富

創意。 

 

大千早期的篆刻作品，取材眾多，風格獨具，尤能顯見其書法造

詣之深，取法之博，有如「印中有書」，表達了筆之意趣。大千早年

的自刻印中，亦有擷取《流沙墜簡》等出土文字原跡入印之作品，這

是以往研究學者未曾注意之處。由以下幾件篆刻作品及簡文相互對照

可知： 
 

（圖 47） 

   （圖 47）

 

 
（圖 48） 

 

 
（圖 49） 

 

                                                 
30 方去疾編：《大千印留》，1987 年 9 月，上海書畫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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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張季〉（圖 47），為大千姓名印之一。其兄弟九人，上有兄長七人，

大哥及五、六、七哥皆早逝，因此按伯、仲、叔、季排行居四，故以「季」稱。

此印為一長方形朱文印，其印式近乎元押，印面表現出特殊巧妙之空間布白，許

多研究學者針對此印，在論述中均歸類於元押印式，實非；其印文筆法實乃完全

取法流沙墜簡，（後收入敦煌漢簡）中「張季」二字，此簡係東漢章帝時的〈元

和四年（西元 87 年）八月五日簡〉之書跡，其簡文：「出糜二斛 元和四年八月

五日僦人張季元付平望西部候長憲。」31（圖 48），早先即曾刊於《流沙墜簡》

書中。此印取資漢簡墨跡文字尤有濃郁的書法意境，體現了清人「印外求印」的

篆刻研創門徑。此印在大千早年書畫作品中常見喜於鈐用，從 1923 年起其作品

中，已有此用例，直至 40 年代仍然沿用，可見大千對於此印頗為得意。 

  

另從作品〈季〉白文、〈元〉朱文（圖 49）二方之印文，亦同源出於上述《流

沙墜簡》同一枚簡文中的「季元」二字，印文結體亦完全採擷簡文，分別刻成二

方。併同賞讀可更加明確地瞭解大千以出土文字書法入印之表現。可知，當時大

千研習臨寫此簡時，恰巧發現此簡文字有與自己姓名一樣，因「元」與「爰」同

音，乃取其意，採其「元」字實乃巧合。此二方印的鈐用例在大千作品中較不多

見，僅見於 20 年代早期扇面與冊頁作品較多。鈐用例如：無紀年書法作品〈湖

上草堂〉（扇面）師法伊秉綬筆法之二聯32，與民國十七年（1928）所作〈黃山寫

生〉冊頁十二幅（絹本），於第十一幅「神山縹渺」署款下鈐用此二印33。而此「元」

字亦僅用於印文，未見署款中題寫此「元」字，應是僅借用此簡入印，並非大千

另出的別號，似無特殊之涵意。 

 

下列另舉大千取古文字入印之作品： 

                                                 
31 見 1914 年在日本所刊《流沙墜簡》，第 40 頁，廩給 16（斯坦因原編號為：T.XIV.a.i.1.）。現收

錄於《敦煌漢簡》簡號 1960，圖版壹伍玖，北京中華書局 1991 年 6 月刊行。 
32 見於 2003 年朵雲軒秋季拍賣圖錄（578）。 
33 見於 1994 年中國嘉德秋季拍賣圖錄（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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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年《大千印留》作品中〈鐘〉朱文印（圖 50），乃取法現藏日本泉屋博物

館的西周晚期金文〈楚公鐘〉（圖 51），印外求印，完全取楚系鐘銘之字入印，

僅將「重」字下方的短橫強化成圓點處理保，保有鐘鼎彝器之氣。 

 

作品〈千秋萬歲〉（圖 52）朱文：其印文亦完全取法漢文字瓦當（圖 53），

此印以田字格中間為兩圓形，分四字作回文印，所作具書意樸拙之趣，自然而奔

放，頗具巧思。 

 
（圖 50） 

  （圖 51） 

（圖 52） （圖 53） 

由以上作品可知大千在古文字的研習上，對書學涉獵之廣，歷代各體之書

跡，無不索求參閱，汲取精華，博采廣用，奠定其藝術發展之空間。 

 

五、小結 

張大千揚名於藝壇，自然是他在繪畫上的成就，書、詩、印雖為餘事，大多

為結合其繪畫上之需要。然觀其青年時，詩、書、畫、印即能嶄露頭角，成為藝

壇上之新秀。大千治藝，以學書為學畫的基礎，由三代金文入手，學習鼎彝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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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去俗氣，正書以〈石門銘〉、〈瘞鶴銘〉、〈鄭文公碑〉等，隸書則以〈石門頌〉

等體勢為主，經反復臨寫並加以背臨，同時兼學歷代各名家書跡之所長，融為己

有，且能汲古出新，將篆、隸、行、楷、草各體部首或體勢加以整合，得碑學渾

厚樸質之氣，並參入篆隸戰顫之行筆，再加以融會貫通山谷筆意，終而形成獨特

風格之「大千書體」。 張大千之藝術，正如大千書法作品中款文所云：「所謂上

昆侖，尋河源也。」應深入溯其源，了解其治藝的發展過程與淵源脈胳。 

 

從早年治印中已展露其才華，不僅自治也為他人刻印，書法上也傳能為其師

代筆，尤能顯見其書法、治印造詣之精湛。《流沙墜簡》為本世紀初出土之漢簡

文字，大千雖由碑學入手，然凡有助於藝事之跡者，無不視為珍寶，博取眾長，

參合已用，使其風格獨具，治印實乃得力於紮實的學書基礎。又每以「書畫相通」

之論，「以書入印」理念，體現其自我風貌。 

 

專門研究張大千的學者傅申教授指出，對於大千早期作品，不僅是要看他的

字形，主要在筆意和精神。因為張大千的本領是在： 

 

「當他寫自己的字的時候是一種用筆結字法，而當他仿石濤時又是另一種結

字法，兩種習慣各不相混。有時你明明看出偽石濤的字跡是大千的筆意，但是當

你將大千署自己款字的作品放在一起比的時候，又並不是像你想像中的那麼像，

很難得有機會找到一個兩個字是與大千的親筆形神俱似的！而他不但能寫石

濤，又能寫金農、寫八大、寫唐寅、寫石谿等等，這種本領，也真不愧是五百年

來一大千了。34」 

 

因此綜觀大千一生的作品，從中了解大千不斷深入傳統中汲取養份，奠定基

                                                 
34 節錄傅申：〈大千與石濤一文〉，對大千早期所仿的作品書跡中，作深入的辨識所體會的心得。

一四七期，62 頁， 1983 年 5 月，《雄獅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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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博取眾長，以借古開今，在歷史文化中，有著承先啟後，閃爍古今，輝煌燦

爛的一頁。其成就享譽國際堪稱一代宗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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