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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奋的天才
以临习古帖为学书宗旨

“这件章草风格的《急就章册》，是

赵孟頫临摹三国时期书法家皇象的作

品。这件《急就章册》完全展开的话，它

的字数是不少的，远远超过了《兰亭序》

的324个字。”从四川省书法家协会秘

书长王道义的介绍中，似乎能够窥到在

书写这幅作品时，赵孟頫所处的时代风

云与心路历程。

《急就章册》原名《急就篇》，是西汉

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为儿童识字编的识字

课本，因篇首有“急就”二字而得名。《急就

篇》用不同的字组成三言、四言或七言的

韵文，内容涉及姓名、组织、生物、礼乐、职

官等各方面，如一部小的百科全书。

《急就篇》由于实用性强，容纳的知

识量大，作识字课本兼常识课本，可收事

半功倍之效。于是，该文从汉流传至唐，

一直是主要识字教材。同时，抄写规范

精雅的本子也有作为临书范本的功能。

“这件作品，应该是赵孟頫认真学

习古代经典后所做的一件功课。那么，

这件功课是赵孟頫留来做学习参考记

录还是送给学生或同僚的？现在已经不

得而知了。”王道义说，从赵孟頫的生平

经历和书法遗存，能发现这样的“功课”

他做了太多太多——这件《急就章册》

是，同样在展厅中的《兰亭序》也是，都是

赵孟頫孜孜不倦学习、临摹书法的结果。

据《元史》中记载，赵孟頫“幼聪敏，

读书过目辄成诵，为文操笔立就”。天

资聪慧的他，在书法艺术上更付出了勤

奋和努力。相传，赵孟頫“日书万字”，

并且“下笔神速如风雨”，是彻彻底底的

“字痴”。“重复地、准确地书写历代经典

法帖是赵孟頫一生学习书法的常态。”

王道义介绍，赵孟頫毕生以临习古帖为

学书宗旨，从中求得笔法和字形。而

《急就章册》这件优秀书法作品，形神兼

备、笔精墨妙，体现了赵孟頫对传统守

正出新理念的践行。

崇尚“复古”
引领元代章草书风

“观其书，得心应手，会意成文。楷

法深得《洛神赋》而揽其标；行书诣圣教

序而入其室；至于草书，饱十七帖而变

其形。可谓兼学力、天资，精奥神化而

不可及矣。”对于赵孟頫的书法，元人虞

集曾有这样的评价。作为“楷书四大

家”之一，赵孟頫的楷书造诣最高，行书

也极为擅长。但细看这幅《急就章册》，

可以发现其中书写的字体，是大众没有

那么熟悉的——章草。

“草书一般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章

草；第二种是在这个基础上，上下字前

后笔画有一定勾连的今草；第三种就是

性情放开了的连绵大草。在这三种里

边，以章草最古老。”王道义说，章草始于

秦汉年间，由草写的隶书演变而成，把东

汉的隶书蚕头燕尾的笔式，还有繁复的

结构写得快一些、简化一些，就形成了章

草。“最早这种书体还叫隶草，可以说是

草书里头的古文字，也比较难认。”

在唐宋时期，楷书、行书两种书体

占据书坛主导地位，章草一体罕有人

作。唐代欧阳询曾叹“章草几将绝矣”，

北宋黄伯思亦说“（章草）至唐绝罕为

之，近世遂窈然无闻”。直至元朝，章草

书风开始复兴流行，而这阵“复古之风”

的开启，当然与赵孟頫渊源匪浅。

赵孟頫一直致力于古法的学习，提

倡学习古人，以得晋唐面目为尚。在潜

心书法中，他注意到了章草这一古老的

书体。据元陆友仁《砚北杂志》记载：

“赵子昂学士，尝以皇象章草与王右军

参考十得八九，盖右军草书，本出于

此。”于是，在赵孟頫这一书法大家的影

响下，引领了不少书法家对章草的书

写，元代的章草书风开始兴起。

“赵孟頫作为北宋皇朝宗室的后

代，在元朝的时候，他是推动整个元朝

继承中原文化的一位棋手。他为保存

中华文脉，包括书法的文脉、书画的文

脉，建立了很大功勋。”王道义说，明朝

时，曾有才子评论赵孟頫，称其为“上下

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举无其匹”的大书

法家，“可以说，他是全世界都有名的、一

位集诗文书画于一身的大家，是元代当

之无愧的中国文化集大成者、传播者。”

身为宋代皇室宗亲，赵孟頫在南宋

灭亡后应诏入元廷为官；历经元朝五位

皇帝，官拜从一品，荣华富贵的背后却

是苦涩与煎熬……赵孟頫的一生，四度

做官又四度回乡归隐，足见他内心的矛

盾与纠结。

但不可否认的是，赵孟頫在文学艺

术上开创了一代风气，其绘画、书法和

画学思想对后代影响深远。当下，步入

“汉字中国”特展中，就能目睹赵孟頫章

草《急就章册》的风采。同时，针对观众

提出的赵孟頫临《兰亭序》排队过长问

题，成都博物馆现已将其调整至第四单

元的独立柜中，毗邻赵佶行书《方丘敕

卷》，让观众能够在更舒适的空间内欣

赏大书法家赵孟頫的书法真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实习生 吴松芝

“都护西域骑都尉”，这枚记载有官

职的汉代简牍见证了近2100年前，西

汉中央政权在西域设官、驻军、推行政

令，行使国家主权的重要历史。这件简

牍千里迢迢从甘肃来到浙江展出，还见

证了一段历史佳话：第一任西域都护郑

吉，家乡就在如今的浙江。

据史料记载，郑吉是会稽山阴人，

此地就是现在的浙江绍兴。他从普通

士卒起步，在西域立下大功，后被朝廷

封侯。对于郑吉的贡献，《汉书》中有

“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于张骞成于郑

吉”的评价。“文明大观——丝绸之路上

的敦煌”大展7月12日下午在浙江杭州

的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展，同时拉开了

“2023丝绸之路周”的序幕。

展览由国家文物局和浙江省人民

政府主办，中国丝绸博物馆承办，甘肃、

浙江和辽宁的9家博物馆协办。其中，

甘肃的协办方包括了敦煌研究院、敦煌

市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简牍博

物馆，浙江的协办方有浙江省博物馆、

杭州市萧山区博物馆、杭州市临平博物

馆和绍兴市上虞博物馆。协办方中还

有辽宁大连的旅顺博物馆，它同样收藏

了众多珍贵的敦煌文物。

此次展览共展出文物100余件，分

别从古代敦煌的政治与经贸、古代敦煌

的社会与生活、浙江与敦煌的千年之缘

和敦煌洞窟与壁画艺术等四个方面，展

示敦煌作为丝绸之路咽喉要塞的重要

作用，展现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文明交流

和互鉴。在“浙江与敦煌”部分，我们可

以看到，最早发现敦煌藏经洞价值的是

浙江籍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此后，浙

江籍的两位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同样

为敦煌学贡献卓著；“敦煌守护神”常书

鸿和“敦煌女儿”樊锦诗也都是浙江杭

州人。

据新华社

百余件敦煌文物在杭州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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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頫诗文清邃奇逸，
读之使人有飘飘出尘

之想。篆、隶、楷、行、草书，无不
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翻开

《元史·赵孟頫传》，就能见到这样
一段记载，字里行间丝毫不掩饰
对一位博学多通的旷世奇才在书
法艺术上极高造诣的赞赏，书中
更有“才气英迈，神采焕发，如神
仙中人”这样的描述。他，就是元
代书坛的领军人物——赵孟頫。

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元
代画坛的领袖人物、“楷书四大
家”之一……在赵孟頫身上，有
着复杂而曲折的经历。当然，说
起这位才学兼备的奇人，自然不
能不提他在书法艺术上所取得
的杰出成就。正如史书中所记
载的那样，赵孟頫的篆、籀、分、
隶、楷、草诸书俱佳，以楷书、行
书造诣最深、影响最广。

如今，在历经数百年的岁月
变迁后，当人们来到成都博物馆

“汉字中国——方正之间的中华
文明”特展中，就能看到赵孟頫
书写的两幅墨宝，其中的一件赵
孟頫临《兰亭序》前总是观者如
云。殊不知，展厅中另一件“赵
孟頫章草书《急就章册》”为国家
一级文物，价值高于兰亭序临
本，更见证着赵孟頫在章草复兴
时代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也代表
着赵孟頫的“复古情怀”。

《急就章册》元赵孟頫 上海博物馆藏 周彬摄

《急就章册》元赵孟頫 上海博物馆藏 周彬摄

《赵魏公小像》（局部）清禹之鼎摹
故宫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