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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国立博物馆
“

颜真卿一超越王羲之的名笔
”

展览撷英

文 ／ 谭梓欣

“

颜真卿
——超越王羲之的 名 笔

”

展 １ 月 １ ６ 日 至 ２ 月

２４ 日 在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 展 览集东京 国立博物馆 、 台

北故宫博物院 、 大 阪市立美术馆和京都国立博物馆等博物

馆 、 美 术馆的 １ ７０ 余件精品馆藏于
一

堂 ， 短短 ４０ 天 的展

期 ， 吸引 了逾 十万的观众前去参观 。 展览展 出的精彩展品

包括颜真卿 《祭侄文稿 》 ， 欧 阳询 《九成宫醴泉铭 》 唐拓

本
，
褚遂 良摹 《黄绢本兰亭序 》

，
虞世南 《孔子庙堂碑 》 唐

拓本 ， 怀素 《 自叙帖》 《小草千字文 》
，
李公麟 《五马 图 》

，

空海 《金刚般若经开题》 残卷 ，

“

宋 四家
”

苏黄米蔡的重要

作品等 。

本次展览分六章 ， 以时间为线索布局 ， 颜真卿作品为

核心 ，
突出了其在书法发展上的独特地位 。

展览第
一章以

“

书体的变迁——书体进化的秘密
”

为

名 ， 介绍 了 中文字体 由 甲骨文到金文 、 篆书 、 隶书 、 楷书

的变化历程。 展品包括甲骨文 、 泰 山刻石、 礼器碑等 。

第二章以
“

唐朝书法 至安史之乱之前——王羲之书法

的继承与楷书的形成
”

为名
， 展示了唐尤其是太宗以来至

安史之乱前楷书的发展 。 由于唐太宗喜爱王羲之的书法 ，

令虞世南 、 欧阳询和褚遂 良 （初唐三大 家 ） 临摹王羲之的

作品
，
影响了 当 时书法的风格

。
安史之乱前的延续了王羲

之风格的楷书书体已经发展成熟。 本章展 出的展品包括初

唐三大家的书法作品和碑刻拓片等 。

第三章
“

唐朝书法 颜真卿 的活跃
——王羲之风格的

消逝和情感表达的产生
”

讲述了玄宗 即位以后 ， 书法打破

了传统边界 ， 更加注重情感表达的发展 。 颜真卿就活跃在

这个时代
，
他不仅帮助朝廷平复安史之乱 ， 还在书法创作

上 ，
以褚遂 良等 书法家的风格为基础 ，

融入 自 己的个人情

感 ， 用雄厚的笔触创立了 自 己 的风格。 此章展品包括颜真

卿 《祭侄文稿 》 《争座位稿》 《千福寺多宝塔碑 》 唐拓本 、 怀

素 《 自叙帖》 《小草千字文》 等 ， 可谓本次展览的高潮部分。

第 四 章
“

唐朝书法对 日 本 的影 响——三笔和三迹
”

展示了唐书法传到 日本后对 日 本书法的影响 ， 其中有
“

三

笔
”

（空海、 嗟峨天皇 、
菊逸势

）
和

“

三迹
”

（小野道风
、

藤原佐理 、 藤原行成 ） ， 学 习唐朝书法 ， 形成了 日 本书法独

有的风格。 本章产出的展 品包括
“

三笔三迹
”

的书法作品 。

第五章为
“

宋人对颜真卿的评价和欣赏 人性的尊重和

理念的追求
”

。 安史之 乱后书法风格开始注重 自我情感的抒

发
，
宋代士大夫延续了这样的书法风格 ，

注重书法 中体现

的人性
，
颜真 卿从而得到 了 很高的评价。 宋四 家 （苏轼 、

米芾
、 蔡襄 、 黄庭坚 ） 对颜真卿都非常热爱 。 这

一章展出

的展品包括宋四 家的书法作品 。

第六章
“

对后世的影响 王羲之神话地位的崩塌
”

， 展

示 了１ ９ 世纪以来王羲之 的神话地位逐渐崩塌
，
充满野趣

的书法风格成 为主流的发展历程。 展 品包括赵孟頫 、 董其

昌 、 赵之谦等书法家的作品
Ｗ

。

展览 因 其展 出 品等 级高 、 质量 优异 ， 吸 引 了大量观

众。 在策展上 ， 展厅 内 虽有
“

展 览没有 参观顺序
”

的标

志 ， 但策展思路仍以时间为线索。 由于展览本 身就吸 引众

多观众 参观
，
加上展览动线较为单

一

，
造成展厅 内极其拥

堵
， 观展体验不佳 。 放置 《祭侄文稿》 的展厅有 关于颜真

卿的介绍 、 写作背景 、 艺术价值 、 鉴赏的介绍和多媒体放

映装置 ， 能够使没有相关知识背景的观众快速 了解其相关

信息
， 可惜排队参观队伍长 ，

而真正参观时间不过短短几

十秒
，
除非多次排 队

， 否则无法仔细欣赏 。 在展品诠释方

面 ， 基本展品都有 日
、
英双语 ， 内容简 单易懂而不失重

点 ， 来 自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展品还有中文介绍 。 展览还提

供多国语言的讲解机租赁服务
，
整体展览对外 国人非常友

好
，
看得出 东京国立博物馆在此次展览策划上的用心 。

展览展示了百余件珍贵书画作品 ，
这里选取观展时最

有感触的 ３ 件作品略做介绍。

颜真卿 《祭侄文稿》 （ 图一 ）

《祭侄文稿》 的展 出 引起 了极大轰动 。

一

是不同国家地

区博物馆间借展 品的伦理问题 ，

二是 《祭侄文稿 》 时隔 ８

年的再次展示 。

《祭侄文稿》 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 是颜真卿为悼念其

侄颜季明所书 ，
素有

“

天下第二行书
”

之称 。 《祭侄文稿 》

创作于安史之乱后 。 颜氏 家族在安史之乱时英勇作战 ， 保

护 国家 。 任常州太守的颜杲卿 （颜真卿兄 ） 和其年轻的儿

子颜季明在抵抗安禄山 的战斗中英勇就义 ， 战乱结束后 ，

颜真卿寻得兄长和侄儿的部分尸 体 ， 悲愤万分 ， 奋笔 而书

此 《祭侄文稿 》 ， 以吐内心愤恨之情。

［
２

】

《祭侄文稿 》 全篇 以楷 、 行 、 草书相互穿插
，
用笔流



１ ２６

ｔ 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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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天池

畅 ， 情感贯穿全文 。 文章开头笔触稳健冷静 、 字迹工整 。

随着 写作的深人
，
文章中段感情更加 浓重 ， 行笔速 度逐渐

加快 ， 有涂抹修 改 ， 变现出颜真卿情感的跌宕起伏。 行文

至末段 ， 颜真卿情感爆发
，
笔速加急 ， 字体变大 ， 字迹更

加潦草 ， 涂抹修改 出 多 ， 行笔之 处 皆可看 出颜真卿本人情

感的 自 然倾泻 ， 心中 极度的悲伤和愤怒透过疾驰的笔触彰

显 。
１
３

１ 在文章的 布局上
，
颜真卿运用 多 样的点画线 条 ， 笔

划时而粗时而细 ， 时而墨水饱满时而枯墨 ， 空间结构 生动

多样 、 疏密不
一

、 有层次感 。 由于此稿内 容非 刻意安排 而

是情感所致 ， 文稿的空间安排布局显得更 加 自然不做作 。

⑷

不愧得到后人极高的赞誉 。

《祭侄文稿》 中感情 的 自 然 流谣是安 史之乱后书法 发

展的特点之
一

， 颜真卿 因而被宋 代士大夫所推崇 ， 直至 今

天
， 颜真卿的

“

颜体
”

风格依旧是书法界主流书体之
一

。

怀素 《 自 叙帖 》 （ 图 二
）

《 自 叙帖 》 是唐代 僧人怀素 的草书作品 ， 其内 容为 ５３

岁 的怀素对其生平的记叙
，
有

“

天下第
一

草书
”

之称 。 该

作品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ｗ

《 自 叙帖》 创作于盛唐转衰的年代 。 当时唐朝的书法已

发展到
一

个高峰 ， 以王馥之 书法风格作为基础的初唐书法

三大家 已名声大振 ， 楷书 作为一种书 体已经高度成熟。 这

时书法风格 的变化出 现了新的方向 ， 出现 了 更注重个人情

感表达的行 书和草书 ， 草书则 以 张旭和怀素为代表
。
怀索

《 自叙帖 》 的 书写用 笔流畅 、

一

泻千里 、 气势磅琳。 《 自叙

帖》 中每个字的横竖撇捺壁画组成都融 为凝练纤细婉转的

线 条 ， 更能体现出怀素 在创作时情感的流露。 怀素草 书的

特征是不以字的结构或书写的技法为先 ， 而是随机应变 ，

完全是性情的表达 ， 但所创作之作 品并不零散 ， 笔画间 自

成
一

整体 ， 流畅的线条 中可以感受到作者洒脱的性情 ， 观

赏价值极高 。

１

６
１

《 自 叙帖 》 世有三本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自 叙帖 》 为

苏舜钦所藏版本 。 此本 自 民国 以来有就有真伪之争 。 如启

图三 李公麟 五马图 （ 局部 １

功先生 曾提 出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本为宋刻 本而 后文题跋为

真的观点 ， 各 专家学者意见纷纷 ， 台北故宫博物

院也用 曾各种方法手段鉴别
，
但仍无法下定论 。

怀素 《 自叙帖 》 之真伪
， 至今还是

一

个谜 。

１力

李公麟 《五马图 》 （ 图三 ）

《五马 图 》 为李 公麟所画北宋时西域进贡来

的五 匹骏马 ， 马旁各有一名 奚官或圉 人执辔引

领
， 每匹马各有黄庭坚所记马匹 的名字 、 年龄 、

产地等基本信息 。

李公麟 自小受绘 画艺术 的熏 陶 ， 以 画马 为

乐并广泛学 习多位画家
，
特别是在唐代有

“

画马

之楷模
”

之称 的韩千 的作品 。 《五马图 》 是李公

麟优秀的 画马作品之
一

，
他擅长使用 白 描艺 术技

法 ， 微施淡墨渲染 ， 佐以简单干净的 线条 ， 使马

匹形态和精神 活灵活现的表现出 来 ， 生动形象 。

苏轼曾 评李公麟
“

龙眠胸 中有千驷 ， 不惟画 肉 兼



图二 怀素 自叙帖 （ 局部 ）

画骨
”

。

【
８

１

《五马 图 》 的价值还在于画上黄庭坚为每匹马和

整幅 画的题跋 。 黄庭坚的题跋用楷书小字写成 ， 笔画粗细

勾称 ， 与李公麟的 白描技法相辅相成 。

从张伯 驹的 《春游琐谈 》 可推敲出 《五马 图 》 自溥仪

退位以赐赠溥杰的名义盗运 出 宫后被卖给 日 本人。 其后便

没有了踪迹。 后有杨仁恺先生在 《 国宝沉浮录》 中 考证
，

《五马图 》 在 日 本私人收藏家手中且 已经毁于二战炮火 。 数

十年来人们只能靠影 印 本欣赏 《五马图 》 的精彩 ， 如今东

京 国立博物馆将其展 出 ， 令许多 人感到振奋 ，
也掀起 了

一

场对其真伪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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