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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公三稿”风格比较
  ◎ 孙熙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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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鲁公三稿”是颜真卿行书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丰富的笔法与体势改变了唐初书家都效仿王羲之的
书学现象，在书法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从“鲁公三稿”的书写背景入手，从情感表达与理性认识两方面对比分

析《祭侄文稿》《告伯父稿》《争座位帖》三稿，并系统比较“三稿”与颜真卿其他行书（《裴将军诗帖》）的风格异同，力求

在对颜书的学习中有所进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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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真卿是书法史上继王羲之之后的又一座里程碑。
自宋代开始，就有人对其楷书作品褒贬不一，甚至直言

“入俗品”。但人们对他的行草书可谓是交口称赞。“鲁

公三稿”虽只是“草稿”，有多处涂抹批划的痕迹，但正因

如此，这三幅作品才写得姿态横生，得自然之妙。

一、颜真卿与“鲁公三稿”

颜真卿出生在一个擅长书法、世代学者不绝的名门

氏族，从小就备受熏陶。尽管《颜氏家训》里告诫子孙

“此艺（书法）不须过精”和“慎勿以书自命”，但书法仍然

在颜氏一族代代相传。颜真卿的楷书和行草书更是对后

世书坛影响深远。颜真卿最大的志向是报效国家，但一

生仕途坎坷，历经四朝、屡升屡贬。大唐天宝年间，安禄

山起兵叛乱。颜真卿与常山太守颜杲卿率先起兵讨伐安

禄山，最终颜杲卿一家３０余口以及其他守将全部被虐
杀。此时的颜真卿无暇沉溺于悲痛之中，朝廷将其升官，

派他指挥河北各地平叛。

两年后，颜真卿派人寻找兄长一家的遗骸，只找到了

颜季明的头骨。他亲自为侄子季明写下祭文，即流传千

古的《祭侄文稿》，又称《祭侄季明文》。元鲜于枢在《书

跋》中称：“唐太师鲁公颜真卿书《祭侄季明文稿》，天下

第二行书。”此评为历代书家所公认［１］。

乾元元年（７５８年）十月，颜真卿被酷吏唐诬劾，以
蒲州刺史左迁饶州刺史，途经洛阳时，仓促奠告于伯父墓

前写下一篇祭稿———《祭伯父文稿》，又称《告伯父稿》。

后来，由于郭英又在郭子仪父子的庆功会（因平定吐

蕃叛乱）上，谄媚宦官鱼朝恩、擅自抬高鱼的待遇、破坏朝

廷礼制，颜真卿再一次维护朝纲、写信抨击，写出了《争座

位帖》。宋代米芾（《海岳名言》）尽管对颜真卿的楷书颇

有微词，但在见到《争座位帖》时评论：“《争座位帖》有篆

籀气，为颜书第一。字相连属，诡异飞动，得于意外。”“篆

籀”是汉字发展过程中的字体称谓，可以泛指大篆和小

篆。“篆籀气”的说法自然依附篆籀而生，指裹锋用笔，运

笔圆厚遒劲，造型古朴，有商周大篆气息的书法，也指小

篆一类书体的气息。颜真卿本身极善篆隶，家族又精通

文字训诂，其行书的用笔方式上通篆籀也是自然。

后人将《祭侄文稿》《告伯父稿》《争座位帖》称为“鲁

公三稿”，是颜真卿行书中期的代表作品。当时他无意于

书而书自工，三篇行书名作皆为草稿。元代张敬晏题跋

云：“以为告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起草。盖以告是官作，虽

楷端，终为绳约；书简出于一时之意兴，则颇能放纵矣；而

起草又出于无心，是其手心两忘，真妙见于此也。”

二、“鲁公三稿”之间的异同比较

“鲁公三稿”是相同风格的三幅作品，因为书写时间

比较接近，所以用笔、结体等方面相差不大。但因为每次

的书写背景不同，还是造成了“三稿”各有特色。下面从

理性分析和感性表达两方面比较“鲁公三稿”的异同。

（一）篆籀气：用笔、屋漏痕、行气

《争座位帖》用笔以中锋为主，笔力沉浸入纸，点画古

拙、运笔自然，颇得屋漏痕之意，写法基本脱尽初唐名家

的风貌。其中，“开”“国”等字竖画融合了篆籀向外扩张

的体势，“侧”“别”“时”等字的竖钩同样取了篆籀外曲的

姿态。篆引的笔法使得行气更加连贯，分散的单字浑然

一体。这种行气尤其强调体势，书写时字的造型多变、左

右欹侧，上下字间关系协调才能建立平衡关系，行气通

达。颜真卿成功地将篆籀笔法与张旭的草书融入其中，

这样的书写方式使整篇作品展现出强烈的篆籀气，既兼

顾了古法行书的灵动，又弥补了“二王”书风在质朴方面

的不足，为后人开辟了取法的另一种可能。清·阮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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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争座位帖》如金出治随地流走，元气浑然，不复

以姿媚为念者，其品乃高所以此帖为行书之极。”

《祭侄文稿》更重注感情的宣泄，与颜楷严谨的用笔

截然相反，看得出颜真卿当时无意于书。那他自然书写

的作品篆籀用笔还强烈吗？情绪极度悲愤下自然流露的

完全是多年对书法的积累，这更能看出他的用笔特点：以

圆笔中锋为主，藏锋出之，“用笔如纸下行”，笔笔回锋，使

笔画浑厚。此帖厚重的地方用笔雄浑苍茫，细劲的地方

筋骨凝练，即使是牵丝也使人感觉婉转悠长，字与字上下

牵连，似断还连。“杨”“天”“土”“方”等字的横画，姿态

各异，起笔不尽相同，且笔笔深入纸面；“蒲”“刺”等字的

竖钩是明显的外拓笔势。再看章法，涂抹的字数三十有

余，可谓杂乱不堪，但如果细看其行气，却是极其贯通，字

字姿态横生、神采飞动。文稿最后一列“久客。呜呼哀

哉”用笔连绵不断，几个字仿佛融为一体，痛快淋漓，似大

河之下，一泻千里，可谓跌宕起伏、情趣横生。这些都是

《祭侄文稿》篆籀味十足的标志。

《告伯父稿》书写时间与《祭侄文稿》相差一个月，风

格上差别不大，同样笔画浑厚、多中锋用笔，但字字独立，

连带关系不明显，线条跌宕之势减少，书写时或行或草，

刚劲圆熟。此稿同样不计工拙，不取“二王”妍美的风姿，

以篆籀之法书写全篇，任意书写，然行气贯通，全篇灵活

洒脱［２］。王世贞曾以此帖与《祭侄季明文稿》比较，云：

“此帖与祭季明侄稿法同而顿挫郁勃似少逊之，然风神奕

奕，则祭季明侄稿似不及也。”由此看来，“三稿”风格相

似，无法评价哪一稿最好，各有千秋。

（二）开张自然的结体

《祭侄文稿》反“二王”细劲瘦长、妩媚飘逸的书写风

格，结体上变为平画宽结、外紧内松，字形外拓，多勾勒之

势。字里行间不刻意描画，随性而变，行笔忽快忽慢，预

行又止，整体看起来密不透风，又疏可走马，深得“计白当

黑”的趣味。左右之间距离较小，既相互冲突，又互相欹

让，使得通篇章法虽然茂密却不拥堵。

《告伯父稿》《争座位帖》《祭侄文稿》书法相同，一气

相通，结体开张自然，行气贯通，一泻而下。这“三稿”其

实为一种风格，只是因为当时的书写状态与背景不一样，

所以各有各的风韵。但字形和结体的表述是书者常年积

累的结果，所以即使“三稿”风貌各不相同，结体开张、多

篆籀之势这一特点都自然存在。因为这些常年积累所得

的习惯即使无意于书，也早已被手“记住”，随着手势而流

露于纸面。

（三）墨的多寡的各种表现

《祭侄文稿》中多枯笔，写得老辣纵横、苍劲有力，将

《争座位帖》与《告伯父稿》这种碑版无法呈现的飞白表

现得淋漓尽致。刚开始墨量多时字形相对平稳，随着墨

量减少字的体势逐渐倾斜且开张，字形也由偏楷到偏草，

开张的体势与枯笔恰好相称，使狂躁的草书更加苍茫多

姿。由于《祭侄文稿》中的许多字呈块面状，浓墨和枯笔

之间形成了黑白、浓淡对比，“疏可走马，密不透风”。

《告伯父稿》和《争座位帖》墨色变化相对平和，字势

也相对平稳，虽说比《祭侄文稿》工稳几分，但缺少了些恣

意书写的精彩。

（四）性情抒发

《争座位帖》是颜真卿为维护朝纲所写，颜氏一族本

就满门忠烈，祖训更是教导颜家子孙忠勇爱国。在涉及

国家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颜真卿自会以维护朝纲为己

任，慷慨陈词。从此稿全篇来看，许多正文的大字旁边又

附加了些许小字，可以看出他作为书稿书者专注沉思词

理，意不在字，但满心浩然之气流于纸上，开阖宏肆，得意

外纵横之势。对艺术创作来说，精心设计的作品往往没

有在某一情绪点有感而发更让人动心。

在笔者看来，若说《祭侄文稿》作为天下第二行书最

打动人心的一点，便是“用情至深”，为国而死或许是颜氏

家族的荣耀，但在这荣耀之下更多的是颜真卿失去家人

的悲愤与痛心，一笔挥就满纸血泪，所以有那么多涂抹，

所以才不在乎墨的多寡任意书之。通读原文，处处都能

感到痛彻心扉，文稿前半段可以看出颜真卿刚开始还相

对冷静，到“父陷子死，巢倾卵覆”仿佛可以深切体会到他

内心的愤恨与崩溃，和他一起揪心；到最后一行“呜呼哀

哉”连绵写出，悲痛愤恨之情无法用语言形容，仿佛可以

看到颜真卿痛哭失声，泣血哀恸，令人触目惊心。当今人

们在面对《祭侄文稿》时依然会对它肃然起敬，面对这样

的作品，做任何的理性分析都显得苍白。如果真的探究

此文稿的成功之处，笔者认为一个“情”字解释了所有。

《告伯父稿》书于《祭侄文稿》之后，祭侄的哀痛犹在

心头，其伯父又遭陷害，对颜真卿而言无疑又是一次重

创，抚今追昔，悲痛万分，又提笔写下此稿，同样意不在书

写之间，同样不计工拙、顿挫纵横、一泻千里，同样成为千

古绝唱。颜真卿将“情”与“法”恰到好处地融合入此帖

中，让人读之意犹未尽，临之不及万一［３］。

三、“鲁公三稿”与颜真卿其他行书面貌的区别

在颜真卿的众多行书作品中，《裴将军诗贴》可以算

是最为怪诞的一篇了，沙孟海《临裴将军诗自记》云：“鲁

公《裴将军诗》境界最高，或疑非颜笔。余谓此帖风神胎

息于《曹植碑》，大气磅礴，正非鲁公莫办。……余早岁习

颜，爱临《蔡明远》《刘太冲》两帖，为其接近《裴将军》，可

以阶而升也。”

从书体来看，《裴将军诗帖》融合了楷、行、草三种书

体，楷书雄强，连贯性十足，如“裴”“万”“匈”等字；行草

婉转，逐渐开张，如“风萦且回”，是传统行书意义上的大

胆创新。拆分章法逐字分析，楷书字的雄强之势呼之欲

出，不带丝毫“二王”的妍美；行书字遒劲多姿，气韵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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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书字宛若游丝，但字字恳切。王澍《虚舟题跋》说：“书

兼楷行草，若篆若籀，雄绝一世，余题为鲁公第一奇迹，不

虚也。”颜真卿以超前的变化之态将传统行书章法的法度

焕然一新。“三稿”虽杂乱无章，多涂抹痕迹，但仍是传统

的行草书。

从笔法来看，《裴将军诗帖》多篆籀用笔，这点与“鲁

公三稿”一致，圆笔入纸，藏头护尾，笔画如篆隶，线条紧

实。此帖行笔方圆兼备，圆笔多于折笔，书写间将转折寓

于提按顿挫之中，点画圆润通达，偶出涩笔，不故意求枯

墨用笔，顺势书写。在由楷到草的过程中，保持中锋用

笔，线条刚劲有力，首尾贯通，斜势极少，且很少露锋，书

写力达笔端，笔画结实有力，极具“折钗股”“锥画沙”之

感。何绍基品评《裴将军诗贴》说：“此碑篆隶并列，真草

相兼，观其提按顿挫处，有如虎啸龙腾之妙。”

从调节节奏的方式看，《裴将军诗帖》首先是擅长通

过字体变换改变章法结构，由楷书的紧密空间到草书的

灵活多变的空间，大开大合，气势十足；其次是上下结构

之间通过欹侧、穿插，将几个字连成一体，如最前面的“将

军”，通过穿插的方式将两个字合二为一。此帖还有一种

调节方式就是合字，将几个字一笔书写连成一脉，如“马

若龙”三个字，行气通达，宛若一字。“三稿”往往通过墨

色变化、字形疏密等调节，浓墨处浓密，随着墨的变少来

改变空间节奏变化，极其生动自然、流畅顺达。

四、对颜真卿书法学习的思考

创作源于生活，但是优秀作品的创作需要一定时间

的练习与实践。接触“鲁公三稿”，可以了解到颜真卿以

篆籀古法融入其创作，线条大有“屋漏痕”“锥画沙”之

感。书法作品是由一个个字组成的，字又由线条、点画组

成。也就是说，写好笔画是写好字的前提，这是层层递进

的关系。

书法的美通过线条的神韵展现一大部分，历代书家

在传承过程中，不断探索笔法展现线条的生命力。颜真

卿之前，书家大都学习“二王”笔法，总感觉那一时期的笔

画表现有些单一。颜真卿书风的出现打破了线条流美的

情况，以拙朴的线条将书法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台阶。

在以颜真卿的行书为基石的创作中，难点在于线条的流

畅性与连续性。想体现大胆奔放的书法风格，书写者在

书写时需要做好以下准备。首先是临摹一定是持续的。

临摹的目的在于创作，所以在临摹时要着重观察体会颜

字的点画与骨体，记住骨架了，创作时自然而然就有颜字

的味道。其次是字形方面，追求学习“鲁公三稿”那样自

然书写的草书，字形多变，在创作中要勇敢打破汉字内部

的平衡，通过线条的长度、斜度、粗细等造成不同的体势，

行气才会更加贯通，不至于字字平正、无法继续书写的滞

涩感。

墨色变化在行草书作品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亮

点，通过墨的多寡产生书体、字势的变化。用墨在书法创

作中起着重要作用。创作时，起笔用重墨，任由墨液堆

积，造成“密不透风”之感，随后越写墨量越少，这时候就

需要减缓速度，放松书写，即使出现飞白线条的感觉也应

该是无穷尽的。

一部能打动人的书法作品除了有精湛的技艺与扎实

的基本功外，更要有作者真情实感的流露。《祭侄文稿》

流传千古，不只是因为颜真卿技法高超，更是因为这件在

当时不足以称之为作品的草稿凝练了他激烈的情感状

态，让人真切地感受到纸短情长，满纸血泪。

“鲁公三稿”书写过程的力度、笔墨、节奏等都与情感

表达息息相关，但现代人的直接经历与思想与其相差甚

远，缺乏他那样豪迈的情怀和悲痛的思绪，对书法的认识

程度更是不能与其比较。与其一味地追求“像”，不如在

尽力掌握其笔法与结体特征的基础上做好自己，学他人

书不只要学其形，更重要的是学其骨。

颜真卿的书学地位与他的勤奋努力是不可分割的，

他当初求学于唐代草书大家张旭，学书笔记流传至今。

他在努力做好股肱之臣的同时对书法热爱有加，加之家

族的影响与他的传奇经历，这一切促成了颜真卿不可复

制的成功。后人想学习颜书的风格，也该从本质入手，先

做到像他那样从大量书写开始［４］。

五、结语

颜真卿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与王羲之并列，他的行书

在“二王”笔法的基础上加入了篆籀用笔，多用中锋，结体

外拓。“鲁公三稿”是他众多行书作品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三件，是“无意于佳乃佳”的典范，对唐以后的行书发展产

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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