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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奚南薰所著〈駑馬十駕〉一文中提出他對於自己習書經歷與書法創作的看法，

其中也記錄了世人對他篆書之評價，但先生都認為這都為「同源」之緣故而造成

的影響。本論以〈駑馬十駕〉所提及的四位影響奚南薰的清代書家分別為鄧石如、

吳讓之、楊沂孫、吳大澂之書法作品的風格、線條、結構等與先生篆書作品來作

比較分析，進而上溯探討尚有其他的古代碑帖或書家亦會影響先生創作篆書書風，

並相較對照及提出討論。 

 

 

 

 

 

 

 

 

 

 

 

 

【關鍵字】奚南薰、鄧石如、吳讓之、楊沂孫、吳大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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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民國三十八年（1949）國民政府遷臺，大規模、大數量的中國古代碑帖，隨

著政府官員、文士自中國來到臺灣，其中不乏許多知名的藝壇書畫界人士，他們

大多帶有傳統文人雅士的特質，甚或詩書畫兼擅，藝術風格則承襲晉唐以來雅正、

氣和的書風。1眾多優秀的渡海書家中，篆書風格各有面貌，有大部分受金文大

篆或石刻小篆的影響較深，而有極少部分以新出土的簡帛書風為主，字體形態活

潑多變。其中奚南薰為濟世儒醫，在行醫之餘仍不廢筆墨，書法藝術造詣精深，

更為時賢所共推重。先生篤行醇忱，澹泊自適，詞翰高逸，類其為人，與丁念先

有臺灣篆隸二妙之目。 

 

奚南薰（1915～1976）號墨蓀，亦作墨孫，別署蓉湖漁長，晚又署玄翁。先

生是近代臺灣書壇的篆書大家，並在如此大環境的時代背景孕育下，以其家學與

個人天賦後加勤勉，且傳承規矩嚴謹的清代小篆名家書風最為稱羨，並加入自己

對篆書藝術的想法，使嚴謹書風帶有文人的書卷氣息。而此較為辛苦習篆之路，

但在渡海書家篆書風格中，奚南薰在臺灣書法藝術的殿堂上佔有一席之地。 

 

一般人認為奚南薰篆書是以鄧石如與吳讓之為師，但先生習書是廣臨各家碑

帖，汲取各家所長，由於同源的緣故，所以脫離不了此範疇。2本論就以奚南薰

所著的〈駑馬十駕〉一文裡所述其篆書藝術與清代若干大家的篆書風格相較，及

從先生的篆書作品來探析其他書家、碑帖有影響先生的篆書面貌。 

 

二、 奚南薰篆書藝術探析 

（一）. 與所學書家之比較 

奚南薰於民國五十九年（1970 年），所撰〈駑馬十駕〉一文裡曾說： 

 

一般人以為我專學鄧完白或吳讓之，其實我最先學嵩山兩石闕，次〈袁安碑〉、

                                                      
1 李郁周：〈五十年來臺灣書壇鳥瞰〉，《臺灣書家書事論集》（臺北：蕙風堂，2002 年）第 224

～225 頁。 
2奚南薰：《奚南薰先生紀念專輯》（臺北：奚南薰先生紀念專輯編輯委員會，1987 年 3 月）第 9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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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敞碑〉，後學〈石鼓文〉、〈天發神讖碑〉等。曾為人臨吳讓之書幾年，

都是用我法，好像在抄書，一筆也不相讓。然而有一段時間，卻有些像讓之，

這是在學漢碑額的時候，由於同源的關係。……十多年來專學漢篆，不脫鄧

完白、吳讓之範疇，四十五歲以後，改學石鼓文、金文，用籀文法作小篆，

又像楊沂孫。自嫌筆纖巧，稍加厚重整齊，又近吳大澂。3 

 

奚南薰習臨漢篆十多年來，欲在書法藝術上求變實在不易，由於「同源」，

所有的路都被古人走過了，不其然而然會步入古人之腳步。以下就以奚南薰於〈駑

馬十駕〉一文中提及與鄧石如、吳讓之、楊沂孫及吳大澂書法藝術中哪些與奚氏

書法「同源」，而造成書法藝術上的相似與不似之處。 

 

1. 鄧石如 

鄧石如早年的篆書使用中鋒用筆，線條略細。中年取法於李陽冰的基礎上，

不僅鄧石如的篆書突破「二李」對線條的工藝性要求而強調長鋒軟毫的自然書寫

性，且以隸作篆，方圓結合，而對結字疏密性開創性的改革，有了計白當黑的虛

實感應，復興篆書藝術，使篆書技法得到了新的發展4，並對其後出現的大家如

吳熙載、徐三庚、趙之謙、吳昌碩等人形成自身風格產生影響。 

 

1955年，奚南薰至上海蒐羅包世臣〈完白山人傳〉所述鄧完白所臨碑版，而

先生定是從鄧完白一脈書風受直接影響。由鄧完白早期作品中，以二李書風的〈周

易說卦傳篆書軸〉（圖1）來與1975年奚南薰〈笙歌，雲水〉（圖2）對聯來做比

較。 

 

 

 

 

 

                                                      
3 出自奚南薰〈駑馬十駕〉一文。資料來源：奚南薰：《奚南薰先生紀念專輯》（臺北：奚南薰先

生紀念專輯編輯委員會，1987 年 3 月）第 90 頁。 
4 王延旭：《淺談鄧石如的篆書風格在書法創作中的影響及應用》（沈陽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碩

士論文，2012 年 3 月 15 日）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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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石如 奚南薰 

  
人 光 

  
陰 隊 

  
兩 洒 

  
窮 雲 

  

圖1 鄧石如 

〈周易說卦傳篆書軸〉 

圖2 奚南薰 

〈笙歌，雲水〉對聯 
  

  

 

由上圖可看出兩者之間的差異，如奚南薰篆字較長、線條極細如鐵線般剛硬，

相對鄧石如此篆字較方正，線條雖變化不大，但不如奚氏線條如「走鋼索般」如

此細勁，如「光」與「人」、「隊」與「陰」字相比。再者鄧氏篆字下端呈現「外

放」的方式，而奚氏無此舉，字體凝聚力強，如「窮」與「洒」、「雲」與「兩」

字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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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同為「鐵線篆」的書風，與圖 3

李陽冰〈謙卦刻石〉纖細如線，剛勁如鐵

的筆畫相較下，奚南薰之作更有此精韻。 

 

    鄧石如49歲的〈篆書程夫子四箴屏〉

與62歲作品〈篆書弟子職八屏〉（圖4、5）

最明顯特點，為其字起筆處逆入平放而順

出，而奚南薰此作〈蔣公嘉言〉（圖6）起

筆處與鄧氏如出一轍。此現象也影響奚氏

後期之作〈篆書中堂〉（圖7），起筆重而

下端輕放，提按更為明顯。 
 

圖3 李陽冰〈謙卦刻石〉（局部） 

 

  

鄧石如 奚南薰 

  

閑 精 

  

歸 民 

  
圖 4 鄧石如〈篆書程夫子

四箴屏〉（局部） 
圖 6 奚南薰〈蔣公嘉言〉 

遂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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祧 鐂（劉） 

圖7 奚南薰〈篆書中堂〉局部 
 

圖5 鄧石如〈篆書弟子職八屏〉 

（局部） 

 

 

奚南薰在篆書作品中，有些許篆字是與鄧石如所有相近處，較為特殊的寫法，

如下圖「須」字之比較。 

 

   

奚南薰 鄧石如 說文 

   

吳昌碩 楊沂孫 吳大澂 

 

由此可見，奚南薰及鄧石如的「須」字是古寫法，與《說文》（卷九上，頁部。

用為必須的「須」）及清晚期金石學書法家所寫的「須」（本意為「鬚」），其左半

部「彡」下多了「立」（見《說文》卷十下，立部），是鄧石如獨有的特殊寫法。 

 

鄧石如〈蘆山草堂記〉（圖 8）的紙墨暈漲較為強烈，以致產生有「字畫疏

處可走馬，密處不使透風。」此創建打破唐朝建立起來停勻和中和，進而影響後

人對書畫結構布局等等認識。5奚南薰無鄧石如那樣「密處不使透風」，但字體

布白平均密聚，其凝聚程度不亞於鄧氏（圖 9）。 

 

                                                      
5 張明明：《鄧石如書法藝術及其影響之研究》（佛光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第 9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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瀟 

奚南薰 

 

巖 

鄧石如 
 

圖8 鄧石如〈蘆山草堂記〉 圖9 奚南薰〈篆書條幅〉 

 

2. 吳讓之 

吳讓之深得鄧氏以隸書的筆法作篆書的奧訣，字法精熟，結體工穩，運筆爽

暢，自出新意並加以強化，是皖派書家中弘揚和普及鄧石如篆書最卓著者，並認

為能繼承鄧氏衣缽，6但卻引起一些批評。康有為曾云：「程蘅衫、吳讓之為鄧

之嫡傳，然無完白筆力，又無完白新理，真若孟子門人，無任道統者矣。」7；

馬宗霍：「篆體以長勢取姿，如臨風之草，阿靡無力。」
8
由上述可知，吳讓之

的篆書結體圓轉修長，無鄧石如的方轉平正，筆畫的堅實沉重及力度上還不及鄧

石如。 

 

吳讓之圓潤流美的小篆為時人器重，其字法精熟，結體工穩，運筆爽暢，而

弧形筆畫在篆書中占了絕大部分，在形態上也多姿多彩，各呈其妙。帶有隸書筆

意的轉折，接筆的獨特處理及墨法豐富，強烈的表現筆鋒，這是吳讓之小篆的主

要特徵。9 

                                                      
6劉嘉成：《吳讓之書法篆刻研究》（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中國書畫組碩士

論文，2006 年 6 月）第 99 頁。 
7康有為：《廣義舟雙楫疏證》（臺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出版，1980 年 5 月初版）第 70 頁。 
8馬宗霍：《書林藻鑑 下卷第十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1965 年 12 月〉第 436、437

頁。 
9楊雪：〈圓潤流美，舒展飄逸－吳讓之及其書法篆刻藝術〉，《文學界》（湖南：湖南省作家協會，

2012 年）第十二期，第 28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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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南薰於〈駑馬十駕〉一文提及他認為吳讓之篆書軟弱無力，但也曾臨過幾

本吳讓之書帖，都是「自用我法」，但綜觀奚南薰篆書作品，實受吳氏書風極深。

以下以吳讓之與奚南薰作品比較，列舉出相似與不似之處。 

 

  

  

吳讓之（麾） 吳讓之（清） 

  

奚南薰（秋） 奚南薰（清） 

 

 

奚南薰（潭） 
 

圖10 吳讓之〈心情，天地〉 

篆書對聯 

 

圖11 奚南薰〈清似，餃如〉

篆書對聯 

 

 

吳讓之對聯（圖10）內文為「心情雜念麾之出，天地清光畫不來。」與奚南

薰作品（圖11）書風都沿襲「玉箸篆」的寫法，線條粗細變化不大。而劉熙載於

《書概》云：「結字疏密必須彼此相互乘除，故疏不嫌疏，密不嫌密也。然乘除

不惟於疏密之用。」10於奚南薰之作（圖11）也遵循此字體結構，且更為緊密，

但講究密處不相犯，疏處不相離，疏離間和諧其節奏。如上圖以吳氏之「麾」與

奚氏之「秋」、「潭」二字對照下清晰可見。奚南薰篆字中宮位置較高，如右上

圖「清」字，而與吳讓之所書「清」字相較下，前者字體下半部無後者外擴，字

體更凝聚一起。 

                                                      
10 陶明君：《中國書論辭典》（湖南，湖南美術出版社出版，2001 年 10 月）第 6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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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吳讓之〈篆書安世房中歌十七章之一〉 

 

圖13 奚南薰篆書中堂 

 

      

儀 元 盛 輿 潼 亭 

吳讓之 奚南薰 

 

吳讓之此四聯屏（圖12）最大特色在於線條「橫粗直細」的特點11，而奚南

薰篆字線條亦為此表現手法，尤「直細」偏重於字體下半部，下端輕放。此為影

響奚南薰55歲後期篆書風格。 

 

奚南薰此作（圖14）筆筆中鋒，線條提按變化與吳讓之〈篆書安世房中歌十

七章之一〉（圖12）相似，由下圖可見兩者書寫直線或曲線時，利用手與筆力量

之間的轉換，造成線性上的粗細變化。而其篆字的轉折與此二件亦有相同處，由

於清中期以前的篆書多用轉法，至鄧石如折法開始引入篆書，也正是他的篆從隸

出的體現。轉法和折法往往用於一處，使轉折處多呈現外方內圓之狀，吳讓之繼

承了這一方法，於轉折之間書寫時的筆勢至轉處頓，隨即用腕內轉，稍提後力行。 

                                                      
11 劉嘉成：《吳讓之書法篆刻研究》（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中國書畫組碩

士論文，2006 年 6 月）第 1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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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萬 月 千 

 

  

奚南薰  吳讓之〈唐宋詩〉 
  

圖14 奚南薰〈每當，如在〉

篆書對聯 

 

奚南薰篆字「白」，與吳讓之〈唐宋詩〉所寫「白」字，結構相當，如右圖。

此「白」篆字結體造型已成奚南薰其他作品的一貫寫法。 

 

 吳讓之與奚南薰都曾寫過〈梁吳均與朱元思書〉四條篆書聯屏（圖 15、圖

16），但兩件作品風格不盡相同，雖同為狹長型的篆字，但奚南薰更為瘦窄，且

此件為奚氏前期（五十歲）之作，線條勻稱平均，無吳氏「上橫粗，下直輕細」

的字體結構線條，其部分字體寫法不同，如「流」、「百」、「碧」、「游」、

「則」、「囀」、「在」等字。且因書寫的版本不同，其內文部分字有差異，如

「高」與「嘉」、「均」與「韻」、「成」與「窮」、「畏」與「猶」等字。而

接筆是篆書所獨有且常用的一種手法。在轉折法不能勝任的情況下，只能用接筆

來完善結構。在此二件帶框的結構中，為了不使空間堵塞，裡面的筆劃往往採用

起筆實連收筆留空的處理方法，顯得空靈生動。吳讓之在篆書弧形筆劃行筆時，

筆鋒宜正，聚毫中鋒，如錐劃沙，線條因顯勁挺有力。而奚南薰亦同為中鋒行筆，

但無吳氏筆鋒略微扁側，以求嫵媚的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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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吳讓之〈梁吳均與朱元思書〉 

 

 
圖16 奚南薰〈梁吳均與朱元思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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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楊沂孫 

楊沂孫的篆書風格是在深入研究鄧石如的基礎上，借鑑〈石鼓文〉與金文的

結字特點而形成的，用筆渾厚飽滿，結字較方正，並出現明顯的橫折之筆，一反

當時流行鄧派篆書的流美婉麗，使字形更加端嚴整飭。12點畫較前期也稍有錯落，

從而形成了代表其審美特徵的篆書風格。13 

 

楊沂孫對金文的借鑒上顯示了他

的慧心獨到之處，與其大多數的書家直

接取用金文字法結構的不同。為此是融

合商周金文的古樸靜穆、端嚴整飭的整

體風貌，其樸厚閑靜，不飾浮華的氣息

充盈其間。這種有意識的篆籀相容與化

圓為方，改變了小篆一任婉轉流暢的用

筆方式，體現出對古意的追尋。14而〈龐

公傳〉（圖 17）在自我風格的運用上已

臻致境，且通篇規整有致，沖淡醇和，

用筆上石鼓遺意尚存，而多參以自家筆

意，圓厚與斬截並用，氣骨上更為強

健。在字體結構上，已達到方整的極

致，顯得極其端嚴、中合和謹嚴。在字

體空間分布上，上緊下鬆，內斂外放之

法，疏朗開闊，氣局宏大。 

 

 
圖 17 楊沂孫〈龐公篆〉（局部） 

 

 

 

 

                                                      
12羅勇來：〈楊沂孫與清代篆書〉，《書畫藝術》（江蘇無錫文化藝術學校，2005 年）第三期，第

51 頁。 
13胡泊：《清代碑學的興起與發展－一個「范氏」轉換的研究》（海南省：南方出版社，2009 年 6

月）第 111 頁。 
14 樸生：〈融匯古今成一統 端嚴中正意醇和——楊沂孫篆書四條屏賞讀〉《東方藝術》（河南省

藝術研究院，2011 年）第二十四期，第 112、1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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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奚南薰所作〈禮運大同

節〉（圖 18）字體較無其他

篆書作品流長，與楊沂孫〈龐

公篆〉相較下（上圖）以偏

方型的字體結構較為相像。

楊沂孫的空間布白疏朗，筆

畫線條末端會微微向外延

展，而奚南薰字體布白一貫

呈現平均密聚的手法，如上

圖楊沂孫之「婦」字、奚南

薰之「歸」字。但圓中帶方

的筆法，兩人皆具，同帶有

〈石鼓文〉之圓厚用筆。 

 
                                        圖 18 奚南薰〈禮運大同節〉 

      

婦 為 息 歸 為 惡 

楊沂孫 奚南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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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吳大澂 

吳大澂長期潛心于鼎彝銘文研究，深於小學，因而用筆法度嚴謹，又能在熟

練的法度之中獲得自由。吳大澂首先師從陳奐（字碩甫）習篆，由鄧石如入手，

上溯二李，中年後好吉金參以古籀，以清勁之筆一洗完白山人之習氣15；而自從

吳氏第二次西北之行後篆書風格有了明顯變化16，特別是他對金文書法的實踐，

更是為後人學習篆書和金文開闢了新的創作風格，其篆書〈論語〉（圖19）之作

即為代表。他取法小篆長方結體，豎筆直下，不作圓轉彎曲處理，折筆往往規角

方硬，中鋒行筆來寫金文，把金文的質直凝重融合於小篆。17吳氏不同於楊沂孫

之篆書，其小篆體勢縱長為方形，方折與圓轉並用，延承著小篆的淳和靜穆、溫

文爾雅。 

 

 

 
 

 
圖19 吳大澂〈論語〉（局部） 圖20 吳大澂〈李公廟碑〉（局部） 

出處：《篆隸名品選6》 

  

                                                      
15 位素娟：〈陝師大館藏吳大澂《篆書七言聯考》〉，《美術導向》（北京：中國美術出版總社，2011

年）第二期，第 81 頁。 
16 李軍、朱恪勤：〈金石學家吳大澂的西北之行〉，《收藏》（陜西省文史館，2012 年）第十七期，

第 45 頁。 
17胡泊：《清代碑學的興起與發展－一個「范氏」轉換的研究》，（海南省：南方出版社，2009 年

6 月）第 1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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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 而 有 者 親 而 有 者 

吳大澂 奚南薰 圖18（局部） 

 

以吳大澂此作（圖20）來與奚南薰〈禮運大同節〉（圖18）相較下，吳大澂

較無圓轉曲線，轉角處常常呈現「方角」的折筆，如「親」、「而」字。而吳大澂

部分字體往往會有「頭重腳輕」之感，如「有」、「者」字。 

 

綜觀上述，鄧石如習篆過程，與奚南薰臨習之篆書同為一路，再由其後追隨

鄧完白之清代大家的一脈書風的傳承，必會受其影響，而奚南薰亦為其一。這就

奚南薰所說「同源」的關係。 

 

（二）. 篆書風格分析 

奚南薰於四十八歲（1963年）至六十一歲（1976年）十三年的篆書作品，個

人風格已趨成型，整體上較無太大的轉變。前、後期作品風格除節點高度不同與

線條變化有些微差異，其他篆書風格大致相同。18而結體瘦長，疏密勻稱及方圓

並用是為奚南薰篆書之風格。19 

 

1. 結體瘦長，疏密勻稱 

清包世臣《藝舟雙楫》云：「凡字無論疏密斜正，必有精神挽結之處，是為

字之中宮。」20奚南薰所寫的篆字一貫瘦勁飄逸，精神聚結點較高，雖瘦長但筆

畫間的布白卻不鬆散，因其筆畫緊結、線條的密聚，使字顯得繁複、奇崛、緊密。

再清代黃自元《結構九十二法》云：「縝密者，需宜布置安排而嫌雜染。」21奚

南薰篆字結構縝密，必有精心分間布白，能調勻點畫，密不相犯，使作品無雜亂

之感。且奚南薰所寫之篆書橫長比例為二比三，是他寫篆的慣性。22 

                                                      
18 沈禔暄：《奚南薰篆書之研究》（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美術學院書畫藝術學系碩士論文，2014 年

6 月）第 114 頁。 
19 同上，第 115、116 頁。 
20包世臣：《藝舟雙楫疏證》（臺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出版，1985 年 2 月初版）第 26 頁。 
21陶明君：《中國書論辭典》（湖南，湖南美術出版社出版，2001 年 10 月）第 66 頁。 
22林打敏老師提供。請參照沈禔暄：《奚南薰篆書之研究》（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美術學院書畫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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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 銜 驚 鸞 濤 浸 

奚南薰作品篆字節錄（資料來源：沈禔暄：《奚南薰篆書之研究》（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美術學院

書畫藝術學系碩士論文，2014 年 6 月）第 119 頁。） 

 

而先生篆字「結體瘦長，疏密勻稱」

的特點與李陽冰的〈城隍廟碑〉有相似

之處，但在早期所作〈節臨城隍廟碑〉

（圖21）落款處寫下「素不學少溫篆，

偶一臨之，未見其妙，徒覺寒瘦而已。」

對此篆法只是「馬戲之走鋼索，只是特

技表演。」23此字體線條平滑，粗細一

致。雖先生說自己「未曾致力」於此24，

但從整理跳脫缺字後的原拓（圖22）中

可見，本來圓筆易滋媚有餘而蒼勁不

足，細瘦易纖弱而不剛健，但由於奚南

薰筆筆善於用鋒，線條瘦勁通神，似癯

實腴，遒勁有骨力，與原拓相較之下奚

氏所作有再現李陽冰的精韻。綜觀先生

自運的篆書作品，與李陽冰的〈城隍廟

碑〉粗細勻稱且細勁的線條，確實是有

所吸收並受到影響。 

 
圖21 奚南薰〈節臨城隍廟碑〉 

 

                                                                                                                                                        
學系碩士論文，2014 年 6 月）第 315 頁。 
23鍾克豪：〈篆法大家奚南薰〉，《藝文誌》（臺北，藝文誌社，1975 年 3 月）第 58 頁。 
24 見於奚南薰〈駑馬十駕〉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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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城隍廟碑〉（整理後） 

 

2. 方圓並用 

從奚南薰的作品中可發現出方圓用筆之法，清代陳介祺《簠齋尺牘》云：「古

人作字，其方圓平直之法必先得於心手，合乎規矩，唯變所適，無非法者，是以

或左或右，或伸或縮，無不筆筆卓立，各不相亂，字字相錯，各不相妨，行行不

排比，而莫不自如，全神相應。」25康有為《廣藝舟雙楫》云：「妙處在方圓並

用，不方不圓，亦圓亦方，或體方而用圓，或用方而體圓，或筆方而章法圓，神

而明知，存乎其人矣。」26由於先生臨習古代碑帖隨年增進，筆法得心應手，悟

出方筆圓筆互相可以相互為用，不必作意為方為圓。先生篆字方圓並用，不方不

圓，亦圓亦方，體方而用圓，或用圓而體方，並且把握方與圓的對立統一，求取

書法的風神情治。且筆圓而不媚，筆方而不剛，方圓融合，實為美善。 

                                                      
25陶明君：《中國書論辭典》（湖南，湖南美術出版社出版，2001 年 10 月）第 41 頁。 
26康有為：《廣義舟雙楫疏證》（臺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出版，1980 年 5 月初版）第 19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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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 有 絲 萬 慇 回 

奚南薰作品篆字節錄（資料來源：沈禔暄：《奚南薰篆書之研究》（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美術學院

書畫藝術學系碩士論文，2014 年 6 月）第 119 頁。） 

 

 

在奚南薰四十五歲以後，接觸石鼓文、金文，用籀文法作小篆，與楊沂孫、

吳大澂篆書風格十分接近，而二位受〈石鼓文〉影響甚深，其方扁亦為特色之一。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中讚譽石鼓文：「若石鼓文金細落地，芝草團雲，不煩整

裁，自有其采，體稍方扁，統觀蟲籒，氣體相近，石鼓為中國第一古物，亦當書

家第一法則也。」27 

 

而石鼓文向為藝林所重視，尤為書法家所推崇，是初習大篆書法的優良範本，

如清末之書法家吳大澂、吳昌碩等人之篆書，莫不得力於此。先生習篆，石鼓文

自是不可少，以未紀年（圖 23）與 1970 年（圖 24）所臨寫的石鼓文拓本相較下

可看出，圖 23 其字形有略為拉長，線條圓曲飽滿，而結體較無明顯錯落感，表

現出平穩之感；而圖 24 字體明顯拉長，線條渾勁婉揚，筆勢流美，藏鋒用筆稍

重，起筆與收尾處有明顯的粗細變化，線條與線條之間的連接處也特別「厚實」，

部分字的結體有錯落感。 

 

                                                      
27 康有為：《廣義舟雙楫疏證》（臺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出版，1980 年 5 月初版）第 6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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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節臨石鼓文〉汧殹篇局部 圖 24 1970〈節臨石鼓文〉汧殹篇局部 

 

 

清代吳昌碩在〈石鼓文〉書法藝術中首屈一指，其所臨之石鼓文則汲取小篆

的特點「體勢加長」而不減其筆畫。由於臨寫的字體綜勢分明，因此豎向筆畫和

和橫向筆畫就容易形成鮮明的長短對比，而豎向筆畫的延長，又更能明顯的表現

其凝重而流動的筆意。28而吳昌碩早期的石鼓文風格較無晚期的渾厚雄勁，如圖

25 為吳昌碩四十八歲以石鼓文的字形所寫的〈篆書八言聯〉，及圖 26 為吳昌碩

八十一歲所節臨的〈石鼓文〉相較下，其早年較為忠實於石鼓拓本，以小篆用筆

的成分較多，結體較整齊；而晚年其通篇字形的斜正，生動有變化，用筆則大篆

                                                      
28 蘇友泉：〈吳昌碩生平及書法篆刻藝術之研究〉（臺北：蕙風堂筆墨有限公司出版，1994 年 4

月）第 1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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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意居多，展現出古樸蒼勁之藝術風格。由蘇友泉於〈吳昌碩生平及書法篆刻藝

術之研究〉整理出吳昌碩四十六歲所臨〈天一閣本石鼓文〉和七十五歲為陶菴所

書〈石鼓文〉相較下更為明顯（圖 27）。 

 

  

圖 25 吳昌碩四十八歲〈篆書八言聯〉 圖 26 吳昌碩八十一歲節臨〈石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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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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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圖 24 圖 25 圖 23 圖 24 圖 27 

 

 

 

 

 

 

 

 

 

 

 

 

結體錯落感 線條連接處 

 

 

 

 

 

 

 

 

 

 

 

 

起筆藏鋒用筆、線條粗細變化 字體密度 

 

由上表奚南薰兩件臨摹作品相較下，結體錯落感、起筆藏鋒用筆、線條粗細

變化與連接處以及字體密度有極大差異，很顯然此二件為不同時期臨摹作品。而

吳昌碩前期書石鼓文之風格結體較為整齊，無太大的錯落感，且用筆以小篆的方

式居多，所以吳昌碩前期的石鼓文，是有影響到奚南薰臨習石鼓文之風格。 

 

三、 小結 

世人所認為先生受清代書家鄧石如、吳讓之很大的影響，這都是「同源」的

緣故所造成的結果，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奚南薰運用了鄧石如起筆運筆方式、

特殊字體結構以及疏密的書寫美學，而使先生篆字有些許鄧石如的特色所在，並

吸取吳讓之篆書「密處不相犯，疏處不相離」的疏密論，後期汲取吳氏「上橫粗，

下直輕細」的字體結構，與提按輕重的變化，以及吳讓之特殊「白」字寫法。而

吳讓之篆書具有靈動典雅似乎過之，頗具嫵媚優雅之趣；而奚南薰篆書卻無嫵媚

的姿態，反而有凝重雅致的古雅之感。而受楊沂孫與吳大澂之影響為方筆用法最

為明顯，都為「同源」之故。實際上先生篆書「結體瘦長，疏密勻稱」之特色，

與自認如「走鋼索般」的「玉筯篆」與「鐵線篆」是影響先生其後的篆書風格。

而「方圓並用」受〈石鼓文〉影響甚深，尤與吳昌碩早期所臨之〈石鼓〉更為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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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鄧石如〈周易說卦傳篆書軸〉。出處：文物出版社《鄧石如書法編年圖目》

第2頁。 

圖2 奚南薰〈笙歌，雲水〉對聯。 出處：《奚南薰先生紀念專輯》第43頁。 

圖3 李陽冰〈謙卦刻石〉（局部）。出處：武漢市古籍書店《唐李陽冰書謙卦刻

石集聯拓本》 

圖4 鄧石如〈篆書程夫子四箴屏〉。出處：文物出版社《鄧石如書法編年圖目》

第22、23頁。 

圖5 鄧石如〈篆書弟子職八屏〉（局部）。出處：文物出版社《鄧石如書法編年  

    圖目》第236、237頁。 

圖6 奚南薰〈蔣公嘉言〉。出處：林打敏老師。參照沈禔暄《奚南薰篆書之研究》 

    碩士論文書法圖錄第232頁。 

圖7 奚南薰〈篆書中堂〉局部。出處：《奚南薰先生紀念專輯》第36頁。 

圖8 鄧石如〈蘆山草堂記〉。出處：文物出版社《鄧石如書法編年圖目》第220、 

    221頁。 

圖9 奚南薰〈篆書條幅〉。出處：《奚南薰先生紀念專輯》第63頁。 

圖10 吳讓之〈心情，天地〉篆書對聯。出處：文物出版社《中國古代書畫圖目》 

     十一冊，第21頁。 

圖11 奚南薰〈清似，餃如〉篆書對聯。出處：《奚南薰先生紀念專輯》第53頁。 

圖12 吳讓之〈篆書安世房中歌十七章之一〉出處：《書法叢刊》1999年第三期， 

第94頁。 

圖13 奚南薰篆書中堂出處：《奚南薰先生紀念專輯》第22頁。 

圖14 奚南薰〈每當，如在〉篆書對聯。出處：林打敏老師。沈禔暄《奚南薰篆

書之研究》碩士論文書法圖錄第232頁 

圖15 吳讓之〈梁吳均與朱元思書〉出處：二玄社《書跡名品叢刊》第一O三回 

配本，第3、4頁。 

圖16 奚南薰〈梁吳均與朱元思書〉。出處：《中華書道書帖選集（二）》第6、7

頁。 

圖 17 楊沂孫〈龐公篆〉（局部）。出處：二玄社：《書跡名品叢刊》 

圖 18 奚南薰〈禮運大同節〉。出處：《奚南薰紀念專輯》第 14 頁。 

圖19 吳大澂〈論語〉（局部）。出處：《清吳大澂篆書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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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吳大澂〈李公廟碑〉（局部）。出處：《篆隸名品選6》。 

圖 21 奚南薰〈節臨城隍廟碑〉。出處：〈台灣藝術經典大系渡海碩彥‧書海揚波〉

第 147 頁。 

圖 22〈城隍廟碑〉（整理後）。出處：臺北市：漢華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宋

拓城隍廟碑〉。 

圖 23〈節臨石鼓文〉汧殹篇局部。出處：奚南薰先生紀年專輯，第 52 頁。 

圖24  1970〈節臨石鼓文〉汧殹篇局部出處：林打敏老師提供。參照沈禔暄《奚

南薰篆書之研究》碩士論文書法圖錄第174頁。 

圖 25 吳昌碩四十八歲〈篆書八言聯〉出處：西泠印社出版《日本藏吳昌碩金石

書畫精選》，第 264 頁 

圖 26 吳昌碩八十一歲節臨〈石鼓文〉出處：西泠印社出版《日本藏吳昌碩金石

書畫精選》，第 331 頁。 

圖 27 蘇友泉〈吳昌碩生平及書法篆刻藝術之研究〉蕙風堂筆墨有限公司出版〈吳

昌碩生平及書法篆刻藝術之研究〉第 143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