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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不在高，有仙
则 名 。 水 不 在

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
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
草色入帘青。”当唐代诗人
刘 禹 锡 提 笔 写 就《陋 室
铭》，以无限的情兴和深长
的韵味塑造出超然物外的
雅士形象，恐怕未曾想到
文中的佳句被后人传诵至
今。文章中，刘禹锡借赞
美陋室表达洁身自好、荣
辱不惊的品性，数百年后，
明代书画家周天球挥毫泼
墨，将安贫乐道、甘于平淡
的隐逸追求凝于笔尖，成
就了《行书陋室铭轴》这幅
作品。

如今，当人们走进成
都 博 物 馆 的“ 汉 字 中 国
——方正之间的中华文
明”特展，在第四单元“长”
中，观众可以见到许多历
史名家的书法真迹。不少
珍稀文物的亮相，勾勒出
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面
貌。其中，周天球的《行书
陋室铭轴》，在群星璀璨的
第四单元里，散发着耀眼
的光芒和魅力，吸引无数
观众在展柜前流连忘返。

《陋室铭》精炼却余韵
悠长，全篇仅81字，周天球
的书法作品结字坚实，古
雅工丽……初见周天球所
书写的《行书陋室铭轴》，
便会被其厚实的笔力所
触动。这件作品蕴含着
周天球极深的书法功底，
以及他高洁的志趣和精神
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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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从文徵明工书善画
是吴门书坛领袖人物

周天球，字公暇，号幻海、六止居

士、群玉山人，江苏太仓人。自幼随父

亲迁徙到苏州，因此得以与明代画家、

书法家文徵明结缘。周天球15岁便在

文徵明门下学习书法，研习诗文书画，

以诗书画名世。据于真行《谷城山房

集》记载，文徵明曾曰：“他日得吾笔者，

周生也。”由此可知文徵明对周天球的

期许与赏识。文徵明去世后，周天球便

执掌吴门书派，在艺术上继续着曾有的

辉煌。“可能很多人不太熟悉周天球，但

提到他的老师文徵明，许多人就知道

了。文徵明的品格敦厚朴实，周天球

15岁师从文徵明，他的艺德品格受文

徵明‘读书养性论’影响很深，文徵明对

他也非常认可。”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采访时，上海博物馆书画研

究部助理馆员白亦辰介绍道。

从历史长河看，在宋元时期，苏州

已成为文人士大夫艺术发展的核心地

区，“吴中四才子”之一的文徵明真、行、

隶、篆四体功力皆深，他主盟吴门艺坛

三十余载，将吴中地区诗书画文化推至

高潮，成为明代中后期书法发展的主

流。到了明代中晚期，吴门书派虽比不

上文徵明在世期间，但也是名家辈出，

连绵不绝。文徵明人格的修炼完善对

周天球的艺德品格影响巨大，周天球也

没有辜负其师对他的期望。白亦辰还

提到，周天球特别擅长画兰花，历代对

他的绘画成就也非常重视。周天球的

绘画作品，笔势一波三折，笔力清劲飘

逸，《明画录》记载：“墨兰自赵松雪(赵

孟頫) 后失传，惟天球独得其妙。”

取法文徵明书法精义
笔力沉实苍劲书风独到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

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

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

孔子云：何陋之有？”《陋室铭》中的书房

场景被文人普遍认同，映照了文人特有

的精神内涵，因此历代书法名家不断书

写这一古典文学名篇。那么周天球的

《行书陋室铭轴》的独特之处在什么地

方呢？在采访中，白亦辰就其中意趣娓

娓道来。

“元代的赵孟頫书写过《陋室铭》，

从书法风格来看应该是他早期作品，可

以和他存世最早的书迹《秋兴四首》以及

写于元大德元年的《洛神赋》《归去来辞》

相比较。文徵明也写过《陋室铭》，是他

84岁时的行书作品，用笔非常沉稳含

蓄。虽然周天球师从文徵明，但他并没

有临摹前辈的作品，而是以自己的书体

进行书写。”白亦辰认为，与临摹碑帖不

同，名篇通常不是抄写，而是在理解和吸

收的基础上的书写，这样的书法作品才

会有临摹和抄写所没有的连贯性，全篇

一气呵成。而周天球对文徵明的书风并

非全盘照搬，从结构上来看，周天球取法

文徵明的书法精义，但从气韵上来看，周

天球的书法作品显出高古的书学品格。

在白亦辰看来，与文徵明相比，周

天球笔下的作品厚拙俊雅，有独到之

处。从《行书陋室铭轴》这幅作品来看，

它的整体节奏平缓自然，格调可归于平

正，有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感觉。白

亦辰认为，在七八分肖似文徵明的前提

下，周天球的书法作品虽也有文徵明的

程式化风格，但已有所减弱，多出了几

分温润苍劲。“文徵明的书风秀逸灵巧，

而周天球擅长篆书和隶书，他将古朴浑

厚的书风融进作品里。远观《行书陋室

铭轴》，会觉得字形毫不夸张，近看笔法

时，在少许飞白的映衬下，又显得沉稳

舒缓。”白亦辰认为，周天球的用笔疏朗

有致，作品饱含着古雅气韵，虽然虚灵

不够，但给人忠厚可亲之感。

谷日书写寓意丰富
与四川有着深厚渊源

《行书陋室铭轴》的落款为“辛巳上

元谷日”，当为明万历九年正月期间

(农历正月十五为上元节，也叫元宵

节。谷日，民间以正月初八为谷日)，周

天球时年68岁，书写的时间正在农历春

节期间，应是心情舒畅之时。“谷日”在

农业社会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这一天

有“放生”“祭祀八仙”等民俗活动，粮食

是安身立命的保证，珍惜粮食是这一天

的主题。选择这一天书写这个内容，寓

意非常丰富，“何陋之有”亦可视作清高、

自嘲或自傲的寄托。“这件作品是周天

球中晚年的作品，对于研究他的书法成

就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白亦辰说。

历代书家都有书写文学名篇的传

统，《陋室铭》是古往今来文人最爱书写

的名篇之一，其中的“南阳诸葛庐，西蜀

子云亭”又与四川有着深厚渊源。周天

球以独到的书法技巧，写就一幅沉稳厚

重又蕴含静气的佳作，突破了吴门书派

过于尖峭的书法风格，将方、圆、涩、润

的特点融为一体，在沉稳工整的艺术风

格之上展现了个人的创造力。在历史

的长河中，《行书陋室铭轴》如同一朵亮

丽的浪花，以其清劲飘逸之姿闻名于

世，传承着中华文化的血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海韵

周天球《行书陋室铭轴》：
文徵明高徒厚拙俊雅的书法佳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故宫

厅”7月28日揭牌。这是故宫博物院首

次在院外常设举办精品展览的专业展

厅。当日，举行“盛世琳琅——故宫博

物院藏清代宫廷玉器展”首展开幕式。

据了解，首展从故宫博物院清代

玉雕艺术藏品中遴选了100件（套）精

品玉器，分6个单元展出，展出时间为

4个月。

故宫博物院器物部工艺组组长张

林杰介绍，为立体展现清代玉雕艺术取

得的成就，布展时以玉器功能为经，材

质、工艺、造型、纹饰、内涵、包装作纬，

让参观者全面体味精湛的中华玉文

化。“每个单元的文物都有它的历史价

值，‘乾隆御题青玉盘’‘青玉白玉双

陆棋子’等玉器与新疆渊源颇深。”张

林杰说。

开幕式现场，启动了“孩子，圆你故

宫梦”新疆地区公益项目，故宫博物院

向新疆孩子们赠送了故宫文化图书，后

期还将组织新疆青少年赴北京参加文

物保护教育系列活动。

据新华社

故宫博物院首个院外展厅在新疆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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