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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魏晉自由、浪漫的社會氛圍中， 出身世家大族的王羲之本就具有率真性

情，藝術思維極為開闊，他在入世參政期間亦能不斷潛心研習，融鐘、衛書學於

一身，書風姿媚橫生，為魏晉時期「上之上」。晚年辭官歸隱之後，王羲之於山

水自然之間更為灑脫自得，加之北上訪碑親臨其境之際遇，王羲之於書法方面又

一次突破以往的審美框架，結合其本有的家國情志，書風兼具雄逸之勢。   

 

 

 

 

 

 

 

 

 

 

 

 

 

【關鍵詞】王羲之、書風、姿韻、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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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時期漢民族統治的地域分崩離析，社會極度分裂，但是此時的文

士們又使中國文化與文藝達到極致絢美、華麗，中國文化之底蘊於此形成。在古

樸與風流相雜糅的兩晉之際，門閥世族文士們一方面追尋逝去的輝煌，另一方面

又在徘徊中為世人塑造了多元的文藝精神。在兩晉大放異彩的文藝形式中，書法

藝術脫穎而出，這一時期最傑出的代表當屬王羲之，他肇變古質，對於書法審美

不斷探索，使得楷書、行書、草書得以定型。南朝宋羊欣稱王羲之“博精群法，

特善草、隸”①，南朝梁庾肩吾在《書品》中將其與張芝、鐘繇並列為“上之上”

②。歐陽詢評王羲之草書“韻媚婉轉，大行於世”③，韓愈詩評羲之“俗書趁姿媚”

④。而王羲之草書又極具雄逸之勢，梁武帝蕭衍評王羲之書法“字勢雄逸，如龍

跳天門，虎臥鳳闕”，劉熙載說王羲之“力屈萬夫，韻高千古”⑤。王羲之書法

字勢飛動含蓄，線條雄逸遒麗，其書法精神表現出了儒家的中和與道家的高遠，

體現著魏晉的時代精神。王羲之書法風格兼具雄逸與姿媚，可以說是王羲之個人

境遇、家族傳承以及國家風尚融合發展的結果，此種書法風格的形成一方面與文

藝精神勃發的魏晉社會風尚相契合，另一方面與王羲之作為門閥世族子弟成長學

習、為官處事、交友遊樂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 

 

一、門閥政治下的書風雛形 

西元 318 年，西晉末代皇帝晉湣帝駕崩，西晉政權覆滅，晉元帝司馬睿在建

康登基，偏安江左的政治局面正式開啟。初建的東晉王朝剛剛走出了永嘉之亂的

陰影，南渡的士族正處在與江南土著磨合的過程中。司馬氏皇權不振，東晉形成

士族與皇族共治的門閥政治局勢，東晉政權“為北來士族與江東士族協力所建”

⑥。東晉門閥政治決定了東晉文藝的創作主體是門閥士族文士，他們的貴族審美

趣味對東晉文藝的整體成就和精神氣質影響很大。雖然貴族審美意識自周代就已

                                                   
①[唐]張彥遠：《法書要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2 冊，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 年版，第 110

頁。 

②[唐]張彥遠：《法書要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2 冊，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 年版，第 129-130 

頁。 

③[唐]張懷瓘：《書斷》，見《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54 頁。  

④[唐]韓愈：《新刊經進詳注昌黎先生文》第五卷，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22 頁。 

⑤[清]劉熙載：《藝概》，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47 頁。 

⑥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黃山書社 2000 年版，第 1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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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出現，但是東晉時期門閥勢盛，貴族審美意識在此時的社會中蔚為主流，並且

統領文學藝術發展的思想領域，這一現象直到中唐以後才有所動搖。貴族化審美

使得魏晉時期的士人們在藝術形式上求新、求異、極富創造力,他們更注重創造

性的、別出心裁的藝術追求和雅致精妙的美學風尚。東晉前期最顯著的政治特徵

是“王與馬，共天下”，因為王導抓住了晉室南渡的時機，“永嘉初，（元帝）

用王導計，始鎮建鄴”①，東晉前期琅琊王氏家族領銜世族門閥，其家族的政治

影響力在這一時期尤為巨大。為了擴大晉室在江東的聲譽，確保王朝立足，王導

還聯合王敦在三月三上巳出遊時幫助司馬睿樹立威望，以至“吳人紀瞻、顧榮，

皆江南之望......乃相率拜於道左”②。在強大的政治影響力中，琅琊王氏家族獲得

了雄厚的經濟實力和豐富的藝術資源，為家族文藝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貴族

文士於雅集活動中暢遊，其中的文化交流和藝術品評引發了文藝創作的高潮，王

羲之在蘭亭雅集上撰寫的《蘭亭集序》就是貴族文化藝術交流和發展的結果。 

 

魏晉時期，人們對書法的重視遠遠超過其他藝術形式。從帝室皇族、門閥官

僚到寒門庶族，都以“善書”為榮耀。對於兩晉書家，馬宗霍《書林藻鑒》曰：

“書家頗多,上自天子，下至臣庶，互相陶淬，浸成風俗。”③這一時期的門閥世

族中，著名的書法世家有衛氏、索氏、庾氏、郗氏、王氏、謝氏等，而在皇室家

族中，從司馬懿到東晉簡文帝司馬昱，享有書名者亦有十數人。晉武帝司馬炎“喜

作字,於草書尤工,落筆雄健,挾英勇之氣,毅然為一代祖,豈齷齪戲弄筆墨之末以取

勝者。”④除了自身對於書法藝術的追求，晉武帝在位時還設書學博士，以“鐘、

胡為法”教授王公貴族子弟，將書法研習上升為國家活動，促進了當時書法藝術

的繁榮。在這樣對書法極為推崇的國家與社會氛圍中，以琅琊王氏家族為代表的

東晉世家大族引領書法創作的潮流。書法成為整個家族的藝術追求，他們在家族

內進行的書法研習、技藝切磋都極大地促進了東晉書法的成熟與興盛。東晉書法

由漢魏古拙書風向精巧流媚書風轉變，創造出被後人譽為“晉韻”的一代新書風。

王羲之的書法風格極具姿媚，是深受東晉整個社會的書法風尚所影響的。李澤厚、

                                                   
①[唐]房玄齡等：《晉書》卷六《帝紀第六》，中華書局 1974 年版，第 144 頁。 

②[唐]房玄齡等：《晉書》卷六十五《列傳第三十五》，中華書局 1974 年版，第 1745-1746 頁。 

③馬宗霍：《書林藻鑒·書林紀事》，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9 頁。 

④[宋]佚名，王群栗點校：《宣和書譜》，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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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綱紀兩位先生指出：“在玄學的氣氛籠罩下發展起來的晉代書法，特別是東晉

書法，發展了一種十分委婉、平和、自然而又超脫的抒情性，很不同於漢魏多數

書法所具有的質樸雄強的風格。”①魏晉時期的士人們於山水之間、於自然之中

遊樂，馮友蘭曾說“漢人風度是莊嚴、雄偉；晉人風度是放達、文雅”②。尤其

是南渡的東晉文士們生活在草長鶯飛、茂林修竹的江南山水之間，况且“江南的

美景與文學藝術具有一種天然的融合性”③，文士们的藝術審美滋養於自然之中，

在書法藝術上開始追求“書之妙道，神采為上、形質次之”④的靈動、妍美風尚。

如孫過庭《書譜》所雲：“夫質以代興,妍因俗易。雖書契之作,適以記言而淳酸

一遷,質文三變,馳鶩沿革,物理常然。”⑤王羲之書法風格中的姿媚橫生當來源於

兩晉時期靈秀流動、妍美可觀的書風。 

 

二、家族書風薰染下的書學傳承 

根據史料記載王羲之生於西晉太安二年（303 年），幼年時代與母兄一起隨

父親生活，永嘉南渡時隨家族遷到江南。王羲之幼年時跟隨其父王曠學習書法，

《太平廣記》記載了王曠教子學書的故事： 

 

晉王羲之字逸少，曠子也。七歲善書。十二，見前代《筆說》於其父枕

中，竊而讀之。父曰“爾何來竊吾所秘？”羲之笑而不答。母曰：“爾看用

筆法。”父見其小，恐不能秘之，語羲之曰：“待爾成人，吾授也。”羲之

拜請：“今而用之，使待成人，恐蔽兒之幼令也。”父喜，遂與之。⑥ 

 

王羲之的父親名曠,《晉書》王羲之本傳雲“父曠，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

曠首創其議。”⑦王曠能率先提出南渡建議，足以說明他深謀遠猷，極具詒闕之

謀，必定是鼎立家族的中堅力量，而王曠的政治智慧與謀略對年幼的王羲之是有
                                                   
①李澤厚、劉綱紀：《中國美學史·魏晉南北朝編上》，安徽文藝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87 頁。 

②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22 頁。 

③呂文明：《走向神壇：<蘭亭序>對王羲之“書聖”地位的造就》，《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人

文社會科學版）》，2019 年第 64 卷第 5 期，第 108 頁。 

④王僧虔《筆意贊》,見《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62 頁。 

⑤孫過庭《書譜》,見《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24 頁。 

⑥[宋]李昉等：《太平廣記》，中華書局 1961 年版，第 1579 頁。 

⑦[唐]房玄齡等：《晉書》卷八十《列傳第五十》，中華書局 1974 年版，第 20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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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影響的。王曠曾擔任晉惠帝侍中、洛陽內史、丹陽太守、淮南太守，後督揚

州江北諸軍事的鎮東將軍薦代淮南王治理國政的行政長官。不幸的是，王曠在擔

任淮南內史時在太行與劉聰遭遇，於長平之間發生戰爭，王曠大敗然後失蹤。雖

然王曠失蹤時王羲之只有 6 歲，但父親的失蹤對於年幼聰慧的王羲之影響極大，

《晉書》載“幼訥於言”①，這顯然與《筆說》中所記載的王羲之拜請父親教書

時所表現出來的聰慧是不相符的。再聯繫《晉書》王羲之本傳中所記述的年十三

時得到周顗的賞識，以及他年長後“辯贍”，都說明王羲之應該天性聰穎、心靈

性慧，而其父能首倡晉室南渡，那麼幼年時跟隨父親學習書法的王羲之雖然真正

學的內容甚少，但是必定耳濡目染其父眼界之高遠，王曠這種極具政治思維的書

法風格也嵌入到王羲之畢生的書法研習中，使他能夠在經歷了多年官場沉浮至中

年以後能夠再循漢魏古風以至形成雄健逸動的書法風格。 

 

王羲之正式的書法啟蒙與基本書法風格的形成得益於衛夫人，在其畢生的書

法探索中，對他影響最大的也屬衛夫人。我們都知道楷書與草書兩種書體關係極

為密切，如果沒有楷書研習經驗就直接寫草書，就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南朝

宋羊欣《采古今能書人名》雲：“晉中書郎李充母衛夫人善鐘法，王逸少師。”②

唐張懷瓘《書斷》雲：“衛夫人名鑠，字茂琦，廷尉衛展之女弟，衛恒之女，汝

陰太守李矩之妻也。隸書尤善,規矩鐘公......右軍嘗師之。”③陶宗儀《書史會要》

卷三載：“王曠與衛世為中表，故得蔡邕書法於衛夫人，以授子羲之。”④從上

述材料我們可以看出，王羲之真正步入書法道路是跟隨衛夫人學習。唐張懷瓘《六

體書論》曰：“夫經是聖文，尚傳而不秘；書是妙跡，乃秘而不傳。”⑤兩晉南

北朝時期，書法藝術的成就是一個家族在國家、社會中地位之重要體現，每個家

族都有自己的書法藝術表現形式與書法藝術風格，為保持各自家族書學地位和文

藝優勢，書法研習成果一般只在家族內部傳承，家族內部的書法成果也基本是秘

                                                   
①[唐]房玄齡等：《晉書》卷八十《列傳第五十》，中華書局 1974 年版，第 2093 頁。 

②[唐]張懷瓘：《書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2 冊，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 年版，第

60-61 頁。 

③[唐]張懷瓘：《書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2 冊，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 年版，第

60 頁。 

④[明]陶宗儀：《書史會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4 冊，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 年版，

第 665 頁。 

⑤[唐]張懷瓘：《六體書論》,見《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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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示人的，極少會傳授給家族以外的人。幸運的是，衛夫人是王羲之外祖家親戚，

王羲之失去父親之後得益於“母兄鞠育”①，這應該為他與外祖家族的衛夫人學

習書法提供了便利條件。衛夫人因李矩去世而寄居王家，王羲之自幼年就得以師

從衛夫人，其書法的審美取向從根本上是來源於衛夫人的書法風格。衛夫人本身

出自“四世家風不墜”②的書法文化家族，之後又習得筆法於鐘繇，其書法風格

可謂是熔鐘、衛之法於一爐。王羲之從衛夫人處習得蔡邕筆法，融合了鐘氏和衛

氏家族書法的精髓。衛夫人書法風格受到魏晉簡約空靈的審美風尚的影響，一改

以往的漢魏古拙，極盡清新妍美。衛夫人曾雲：“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真書，

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遒媚。”③對弟子王羲之的書法風格的評價，衛夫人

亦歸結為“媚”。王羲之跟隨衛夫人學習書法時正值年少，正是學習水準處於鼎

盛之時，雖然父親失蹤帶給他一定的痛苦，但是在母兄的呵護下，他能夠心無旁

騖跟隨衛夫人潛心研習書法，這一時期的啟蒙與學習使得其今後的書法風格中韻

味婉轉、姿媚橫生。 

 

晉室南渡之後，王羲之的書法學習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其家族內部也

得到多位長輩的教導。王羲之的從伯王敦雖然叛亂，但其頗有學識，擅長書法，

其書法得王氏家傳之學，後人評論其書“筆勢雄健”④。張懷瓘《書議》雲：“崔

瑗、張芝......王敦......右千百年間得其妙者,不越此數十人。各能聲飛萬裏,榮耀百

代。”⑤《淳化閣帖》卷二輯有王敦《蠟節帖》,此帖點畫遒勁，氣勢宏逸，字裏

行間都展現出王敦為一軍主帥的威武雄壯之氣勢。《晉書》載“羲之深為從伯敦、

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為敦主薄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

阮主薄。”⑥此外，王羲之從父王導、王廙都長於書法。王導收藏的鐘繇的書帖

《宣示表》後來傳到王羲之手中，成為王羲之臨習的範本，對其影響至深。而在

                                                   
①[唐]房玄齡等：《晉書》卷八十《列傳第五十》，中華書局 1974 年版，第 2101 頁。 

②[唐]張懷瓘：《書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2 冊，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 年版，第

60 頁。 

③ 《漢魏六朝女子文選》卷上，啟智書局 1935 年版，第 10 頁。 

④[宋]佚名，王群栗點校：《宣和書譜》，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35 頁。 

⑤[唐]張彥遠：《法書要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2 冊，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 年版，

第 167 頁。 

⑥[唐]房玄齡等：《晉書》卷八十《列傳第五十》，中華書局 1974 年版，第 20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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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以前，王廙的書法是最為世人稱道的。王廙“傳鐘法”①，擅長章草、楷

書，字態古雅，且字畫之間頗具巧勢。南朝王僧虔《論書》雲：“自過江東，右

軍之前，惟廙為最”②，又張懷瓘《書斷》雲：“其飛白志氣極古，垂雕鶚之翅

羽，類旌旗之卷舒。時人雲王廙飛白，右軍之亞。”③王廙在書法方面的自覺意

識、審美意識影響著王羲之，“羲之少朗拔,為叔父廙所賞”④，可以說王羲之青

年時期的書法研習得眾體之法於王廙，對王羲之寓古雅於姿媚書風的形成應當有

直接關係。在王羲之傳世的《十七帖》中，也能看到王廙草書的影子。王廙的《嫂

何如貼》用筆婉轉遒勁，章草味猶濃。《寒切帖》亦稱《謝司馬帖》、《廿七日

帖》，此帖草書筆法較為獨特，筆短意長，筆勢輕重有致，多側鋒用筆，章草的

意味明顯。《遠宦帖》為草書六行，筆致清雅，顧盼多姿，字裏行間偶有章草筆

意。受到家族書法造詣的薰染，在這些長輩的教授中，王羲之青年時期的書風中

逐漸顯現出古樸的典雅，雖然衛夫人傳其書法頗為妍媚，但這一時期家族書法中

古拙氣息的融入也是其之後書風突破轉型的關鍵。 

 

三、追尋與探索成就的書風多變 

除了社會風尚、家族傳承這些客觀條件，王羲之作為一名書法藝術家，其個

人的思想與經歷是書法風格形成與轉變的主觀因素。在這些主觀因素中，其中最

重要的兩個方面是其個人交遊和仕宦經歷，對這兩個方面的研究，我們主要從傳

世的王羲之尺牘入手，並且結合傳世文獻中對王羲之生平的記載進行探究。 

 

唐代書論家張懷瑾《書斷》第一次採用“神品”、“能品”和“妙品”來品

評書法，他將王羲之列為“神品”，雲：“（羲之）尤善書，草、隸、八分、飛

白、章、行，備精諸體，自成一家法，千變萬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發靈，豈

                                                   
①[唐]張彥遠：《法書要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2 冊，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 年版，

第 110 頁。 

②[唐]張彥遠：《法書要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2 冊，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 年版，

第 112 頁。 

③[唐]張懷瓘：《書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2 冊，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 年版，第

61 頁。 

④[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餘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中華書局 2007 年

版，第 14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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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登峰造極。”①他認為王羲之是當之無愧的歷代書法集大成者。由唐代書家褚

遂良主持內府鑒定、裝治的王羲之的《十七帖》是唐代士人學習草書的範本。王

羲之的手跡傳世不多，唐代拓本《十七帖》內容真確、流傳有緒，張彥遠稱之為

“煊赫著名貼”，是王羲之草書藝術的代表。《十七帖》中收錄的王羲之作品多

為其日常信箋，從這些信箋中我們可以窺探王羲之的日常行事對他的書法風格形

成所產生的諸多影響。《十七帖》共收王羲之信劄 29 幅，除了兩封尚不知與何

人通信、三封致於郗愔，其餘 24 封都是王羲之與周撫的往來書信。這些信箋內

容涉及兩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王羲之向周撫詢問蜀都情況，還有向周撫推

薦朋友任職，等等。這些內容豐富的信箋充分向我們展示了王羲之自青年到暮年

的生活狀況，也讓我們得以多角度瞭解王羲之的思想及其審美情趣的變化。 

 

周撫是東晉名將，強毅有將才，曾任鷹揚將軍、寧遠將軍、鎮衛將軍等武職，

鎮守蜀地三十年，威名遠播。周撫與琅琊王氏關係密切，他不僅曾為王敦的下屬，

也得到了王導的賞識。王羲之應該就是在太寧年間（323-326）與當時在王敦麾

下任從事中郎的周撫相識，王週二人在同住京師的這幾年間形成極為親厚的關

係。之後周撫隨桓溫伐蜀，二人分別，但是二人通過書信一直感情甚篤。周撫屢

立戰功，作為朋友的王羲之深為周撫感到欣喜。王羲之幼時曾慕父親王曠的雄才，

之後又受到從父王敦的書學影響，與周撫成為摯友之後的信件往來應該也沾染了

武將的強勁書風。在周撫離開京師之後，王羲之也到了征西將軍庾亮麾下做參軍，

在軍中的生活激起了王羲之本有的豪爽性情。他在勸說殷浩不宜北伐的信中說：

“自寇亂以來......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

心悲慨也。”②字字句句激蕩著王羲之以天下為重，恐戰敗後“國家之慮深矣”

的責任感。王羲之還曾任吳興太守、會稽內史、江州刺史等職，其在任上之時有

開倉賑貸，並上疏為吳、會等地爭取減輕賦役。王羲之的這些行為都展現出他內

心當中為國為民的使命感，這些為官經歷和與作為軍中將領的密友的來往都激發

了王羲之內心當中激昂澎湃的意志。暮年之後王羲之能夠重新認識漢魏古法，應

該也得益於他與密友幾十年的信箋往來，密友在軍中的凝重氛圍和對蜀都的恣意

                                                   
①[唐]張懷瓘：《書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2 冊，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 年版，第

56 頁。 

②[唐]房玄齡等：《晉書》卷八十《列傳第五十》，中華書局 1974 年版，第 2095 頁。  



                                                 雄逸與姿媚： 王羲之書法風格形成探索   

 365 365 

生活的嚮往都使得王羲之晚年之後筆意雄樸、超逸。自二十三歲起家出仕到五十

三歲辭官，三十年官場沉浮使得王羲之更明確了自己的內心情志。王羲之辭官之

時已經對仕宦諸事了無掛念，更多的是對自己思想的深刻反思，以至他在父母墓

前自誓：“......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

尊之心而不子也。”①王羲之的這個信誓“有如皦日”②，正是這樣一次對內心的

剖白，成為了王羲之晚年書法境界得以提升的精神層面的突破。掛冠歸隱之後，

他“窮諸名山，泛滄海”③，與友人通信亦嚮往蜀都山水的各種奇觀，享受悠遊

的生活。王羲之在給密友寫信時自由自在，無甚牽掛，可以任意揮灑，往往得心

應手，常常在不經意間出現意想不到的效果。恣意的生活使他能夠專心研習書法，

不斷豐富和提升自己的書法境界，追求完美的書法藝術表現。《十七帖》中多為

草書，只有《清李來禽帖》為楷書，這是王羲之晚年寫給周撫的，要求周撫寄送

種子給他時的注意事項。王羲之初學書法，受教於衛夫人，從楷書起步，衛夫人

楷書清新秀美，而此帖古樸凝重，氣象宏大，是王羲之晚年時書法風格的轉變的

具體展現。 

 

與朋友之間的交往對其書風形成只是有一定影響的外部因素，促成王羲之雄

逸書風最終形成的原因還是其個人思想的轉變。雖然王羲之幼年時其父親失蹤，

但是他的生活與書法學習卻是極為順暢的，因此他身上保有東晉士人的瀟灑風

度，其人格正直坦率，書法表現也是真率自然。王羲之為官期間不僅深為朝廷憂

慮，上諫“國家之慮深矣”④，做地方官時也曾“開倉振貸”⑤，可以說他在以悠

閒逸裕心態為主的東晉官員中是一股為政愛民的清流。雖然他主要師承衛夫人，

楷書清新秀美，極具自由浪漫思維，書寫時任情隨性、自由奔放，但是其也有“骨

鯁”之情，這樣的執著性情也使他始終保有對藝術極致的追求，能夠在晚年還不

斷探索，為其以往的書風變革和創新進行補充，他的書法藝術風格也得到了進一

步分豐富。其內心狂放不羈與中正守和的矛盾與衝突激發了他的藝術水準突破，

書法意境於晚年再次提升。 

                                                   
①[唐]房玄齡等：《晉書》卷八十《列傳第五十》，中華書局 1974 年版，第 2101 頁。 

②同上。 

③同上。 

④[唐]房玄齡等：《晉書》卷八十《列傳第五十》，中華書局 1974 年版，第 2097 頁。 

⑤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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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在《題衛夫人<筆陣圖>後》自述：“羲之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

及渡江北遊名山。比見李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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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嶽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

月耳。羲之遂改本師，仍於眾碑學習焉。”①這是王羲之對自己北上河洛訪碑的

記錄和總結，古樸蒼勁的北方帶給生長於南方秀麗山水之間的王羲之極大的衝擊

與震撼，雖然東晉文士沒有習碑的風氣，但是漢魏碑刻的質感卻讓王羲之對書法

有了新的領悟，作為一名對藝術有著一定造詣的極致追求者，王羲之的審美意識

在訪碑途中發生了變化，成為其晚年書風變化的思想來源。當然，這樣的思想轉

變並不是這一次短暫的北上訪碑就促成的。一方面，王羲之在數十年的書法研習

中已經形成了自身的書法理論體系，書法技能嫺熟，在受到一定的刺激之後必然

催發出新的書法審美體系。另一方面，王羲之晚年辭官，終於拋開世俗煩擾，於

江南山水中開啟了蕭散閑遠的隱居生活，其於自然之中“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

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則割而分之,以娛目前。”②兩晉時期

書法理論本就繁榮，書家對於書法中“勢”的內涵探索也極為深入，對“勢”的

本源與自然的關係理解更為全面。衛恒有《四體書勢》，述《字勢》、蔡邕《篆

勢》、鐘繇《隸勢》、崔瑗《草書勢》，其序文雲：“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

舒光；禾卉苯䔿以垂穎，山嶽峨嵯而連岡；蟲跂跂其若動，鳥似飛而未揚。”③文

字源於自然物象，篆隸楷草的書法體勢的產生與自然之勢不可分割。任情適性的

生活帶給王羲之更為自由的藝術創作空間，其對自然與書法兩者之間關係的領悟

更為透徹，北方的山水帶給王羲之不同以往的審美體驗，樸厚、古質的漢魏碑刻

帶來更為直觀的衝擊，王羲之在晚年得以再一次突破自身的審美境界，可以說是

形成了一種新的審美體系， 將以往姿媚的筆法與雄渾的篆籀古法融合成更為飽

滿生動的書風。 

 

宗白華先生曾說：“每一個朝代有它的‘書體’，表現那個時代的生命情調

                                                   
①[唐]張彥遠：《法書要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2 冊，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 年版，

第 108 頁。 

②[唐]房玄齡等：《晉書》卷八十《列傳第五十》，中華書局 1974 年版，第 2102 頁。 

③[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三十六《列傳第六》，中華書局 1974 年版，第 106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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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文化精神。”①王羲之生活在隱逸風氣熾盛的東晉，其書法風格在當時社會儒、

佛、玄各種思潮的影響下靈逸多變。而且王羲之幼年跟隨父親學書，少年時期師

從衛夫人，在個人思想成熟之際又深受叔父王廙的教導，再加上王敦、郗氏家族

等多方面影響，及至後來他開始自覺研習書體，主要取法鐘繇和張芝，晚年他在

淡泊寧靜、醉心山林的恬淡心態指引下從篆隸古法中汲取精華。可以說王羲之的

書法風格得以形成，是他能夠轉易多師、博採眾長、富於創新的綜合成果，是他

還保有的建功立業、救民水火之家國情志的催發，是東晉社會文藝精神勃發的藝

術造詣，最終成就了個人書法藝術風格的高逸超群與姿韻妍美。 

 

 

 

 

 

 

 

 

 

 

 

 

 

 

 

 

 

 

 

 

                                                   
①宗白華，《中西畫法所表現的空間意識》，《宗自華全集》第 3 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14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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