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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书法荟萃》

内容概要

蘇軾(1037-1101年)，宋 代 文 学 家、 书 画 家。 字 子 瞻， 一 字 和 仲， 号 东 坡 居 士。 眉 州 眉 山 （
今 属 四 川） 人。   
    苏 轼 才 华 横 溢， 诗 词 文 赋 而 外， 对 书 画 也 很 擅 长。 他 于 书 法 遍 览 晋 唐 诸 家， 转 益 多 
师， 自 成 一 家， 长 于 行 书、 楷 书， 笔 法 肉 丰 骨 劲， 跌 宕 自 然， 同 蔡 襄、 黄 庭 坚、 米 芾 并 
称 “宋 四 家”。 传 世 书 迹 有 《黄 州 寒 食 诗 帖》、 《赤 壁 赋》、 《答 谢 民 师 论 文 帖》、 《洞 
庭 春 色、 中 山 松 醪 二 赋 卷》 等。 苏 轼 论 画 卓 有 所 见， 主 张 “神 似”、 “传 神”， 提 出 “
诗 中 有 画”、 “画 中 有 诗”， 在 画 史 上 很 有 影 响。 他 善 画 竹 石， 学 文 同 而 又 自 具 风 格。 
苏 轼 画 真 迹， 今 仅 存 《古 木 怪 石 图》 等。 苏 轼 在 学 术 上 的 著 作 有 《易 传》、 《书 传》 等
。  
    本书选辑了苏轼的楷书《醉翁亭记》、《宸奎阁碑》等书，行书《前赤壁赋卷》、《黄州寒食诗帖
》、《李太白仙诗卷》等，草书《梅花诗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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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书法荟萃》

精彩短评

1、很喜欢苏轼书法的风格，收录的比较齐全
2、练过几天毛笔字，王羲之的颜真卿的欧阳询的何兆基的，后来喜欢苏轼。在西安碑林里见到苏轼
的字拍了十多张照片，激动不已。拓了两幅字，算过了一次瘾。这本字帖里收录的内容都很经典，非
常实用。一个老友意外来访，不幸见到了，唉，送他吧。我再来一本。
3、字迹清晰，书质量很好
4、印刷精美，收录全面。
5、还米有看 但是硬壳包装 质量很好
6、不错，性价比较好。学习后得益很多。
7、找了很久关于苏东坡的书法书，终于找到了，很是喜欢。
8、这个很不好！！！版本完全失真，而且很严重，字全都变得圆了，根本没有笔锋，临摹者，慎买
！！
9、收录苏轼书法作品很全，值得收藏
10、这里面的寒食帖不知道是哪个版本的和一般见到的不一样  很疑惑
11、经典，印制精美，是收藏鉴赏的首选。
12、苏轼的书法重在写“意”。黄庭坚谓“其书姿媚⋯⋯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至于
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气韵，可以说是他的
书法最大特点。明董其昌更盛赞他“全用正锋，是坡公之兰亭也”。故世称苏的书法之美乃“妙在藏
锋”、“淳古道劲”、“体度庄安，气象雍裕”、“藏巧于拙”，是“气势欹倾而神气横溢”的大家
风度，而他的书论寓意之说则更加精辟，既为当世直视，又为后世楷模。苏轼在谈到自己的书法时说
，“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文章字迹 最爱苏二爷！！！
13、齐全的收录，纸质很好，《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的字样比一般书法教材的要大而清楚。
  喜欢东坡的朋友也可以买做收藏。
14、苏轼的书法重在写“意”，走自己的路。“苏门四学士”之一黄庭坚谓“其书姿媚⋯⋯至酒酣放
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
推为第一”。气韵，可以说是他的书法最大特点。明董其昌更盛赞他“全用正锋，是坡公之兰亭也”
。故世称苏的书法之美乃“妙在藏锋”、“淳古道劲”、“体度庄安，气象雍裕”、“藏巧于拙”，
是“气势欹倾而神气横溢”的大家风度，而他的书论寓意之说则更加精辟，既为当世直视，又为后世
楷模。苏轼因元祜党人案受牵连，不仅《宣和书谱》等对他没有记载，而且书法作品也被大量毁去。
世传苏轼书法真迹有近30件，早中期作品以《治平帖》为最，帖后有明文徵明跋，考为其30余岁所作
。至中期，名作较多，如楷书《前赤壁赋》和《祭黄几道文》；行书《杜甫桤木诗》、《黄州寒食诗
》和《新岁展庆，人来得书二帖》等都是中期的代表作。苏轼的楷书极少，从《前赤壁赋》和《祭黄
几道文》二作可以看出，书作与严谨的唐楷大相径庭，不仅字形多欹侧而向左倾斜，且笔法自然不拘
、多带行书意。有人说他的书法，腕著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黄庭坚为之辩白，说这是以“翰林侍
书之绳墨尺度”来看待苏书。也就是说，苏轼并不强调书法的严谨法度，即便楷书也是如此。从墨迹
上看，苏书并非“卧笔”，不过是执笔稍偏下，依然运笔中锋，故有笔圆韵胜之姿。他的行书，更是
随行大小，肉丰骨劲，拙中藏巧，兼有颜真卿、杨凝式二家长处。苏轼晚年作品相对较少，以《答谢
民师帖》、《渡海帖》、《江上帖》等最知名。其中《答谢民师》是给谢举廉的手札，前部已缺损，
文载入《东坡集》，是苏轼表白个人文学创作见解的一篇重要文章，书法老劲，不似《黄州寒食诗》
那样变幻多端。清代顾文彬跋中引用前人书评“东坡尺牍狎书，姿态横生，不矜而妍，不束而严，不
轶而豪”，来称赞此帖书法之妙。苏轼不计较书法的工拙、丑妍的得失，在学术的创作上取得了最大
的自由，因而成为北宋的书法大家。苏轼在谈到自己的书法时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
求”。正是这种追求意趣的书法风格取向，这种注重书法的表现形式，努力丰富各种对比关系的做法
，影响了他身后的每一代人。
15、这是一本好书，可是印刷质量太差了！
16、比我想象的字的个头大
17、整体感觉很不错，但是几乎都是摹帖，摹得有些差。
18、这本书的一大亮点是苏轼的楷书作品，尽显东坡居士雍容大度，俊美洒脱的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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