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怀素及其书法概述

怀素字藏真，俗姓钱，永州零陵人 ,生于开元二

十五年，自幼出家为僧 ,经禅之余，从事艺文，尤好

草书。怀素虽为出家僧人，但极好饮酒。待其酒酣兴

发之时，寺壁屏障，衣裳器具，都可成为他的书写工

具，世人为之“醉僧、狂僧”。 相传怀素勤于翰墨，将

弃笔堆积埋之于山下，号称“笔塚”。 在习书过程中，

前期怀素学书苦于无名师指点， 于是远游万里，遍

求名师，旅途中一路狂饮豪书，所到之处的文人雅

士无不对其狂放洒脱的个性和纵横不群、迅疾骇人

的草书叹为观止。 通过这次长途旅行怀素不仅开阔

了视野，悟得了真谛，展示了自己的才华，还得到了

社会的充分认可，使之名声大振。

传世墨迹有《藏真帖》《自叙帖》《食鱼帖》《苦

笋帖》《论书帖》《圣母帖》《小草千字文》等，尤其

狂草精品《自叙帖》为最著名。 《自叙帖》在中国书

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是怀素的代表作。

《自叙帖》为纸本墨迹 ,狂草长卷。 书于唐代大历十

三年 ,原迹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全篇洋洋洒洒 ,

运笔龙蛇飞动，就像一幅淋漓的大写意水墨画 ，又

像一首奔腾的交响乐 。 它的书风着意创新并融入

篆书笔法，线条劲健，沉着飞动，节奏鲜明。结构开

合有致 ，整篇行气贯通，整体其气势之恢宏 ，令人

叹为观止。

《藏真帖》为怀素早期的行草书作品，怀素在

文中叙述了自己远游的经历， 尤其是向颜真卿求

教的经历，而《藏真帖》也代表了怀素早期的书风 ，

用笔瘦劲，字体圆浑。《食鱼帖》又称《食鱼肉帖》，

在杨秀发老师的 《怀素的时代及其身世》 中指出

《食鱼帖》是怀素与其弟子讨论僧徒是否能吃酒肉

而作。 《苦笋帖》是怀素的绢本墨迹，笔力雄健 ，墨

色丰富，趋近于二王书风 ，是怀素传世作品中的精

彩之笔。

二、怀素草书书风的继承发展

唐朝政治的统一、社会经济的繁荣以及美学趣

味的发展，使得唐代文化艺术辉煌灿烂，博大清新。

由于唐代佛教艺术空前繁荣，不仅宗教艺术得到了

形象反映，而且包括怀素在内的艺术家在佛教的影

响下，遁入空门，作品中富有禅意。 例如；最能体现

盛唐时代风貌的草书，怀素的草书就体现了盛唐草

书的审美特征。

在怀素学习书法的历程中，对其书风发展进步

的关键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以前人为师，

据陆羽《僧怀素传》记载：“怀素伯祖 ，惠融禅师者

也，先时学欧阳询书，世莫能辨，至是乡中呼为大钱

师小钱。 ”即怀素祖父的兄长惠融禅师也喜书法，学

习欧阳询的字达到了几可乱真的程度。 由此可见怀

素的幼而事佛与爱好书法，当与其伯祖惠融的熏陶

与影响密切相关。 随后拜邬童为师，有明人陶宗仪

《书史会要》记，邬彤工书，师张旭，与怀素为兄弟，

素从彤处受笔法。 即可见得邬彤为张旭的弟子，而

怀素从邬彤处学习笔法，所以也可以说怀素也间接

得到了张旭所传笔法。

又由《邬氏宗谱》记载可知，邬彤在与张旭学书

之时，张旭以醉酒时的笔法传给邬彤，并且说，醉酒

之后才有书法的神韵。 怀素的狂草风格，或所谓“颠

张醉素”这一称号，确实从张旭处传承而来。 同时由

此记载得知，颜真卿和张旭以及怀素的老师邬彤也

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样怀素也曾师从颜真卿 ，并且

颜真卿也成为怀素书风发展过程中重要的转折点。

而在笔法之外，怀素的狂放肆意，忘我纯粹的性格，

除去怀素自幼出家禅意的影响之外，也包括怀素对

张旭的继承模仿和心慕手追，例如怀素的代表作品

《自叙帖》之笔法的熟练，结构的开合 ，节奏的迟缓

与张旭的书风也是极为相似的。

在中国书法史的发展过程中， 各个书家的发

展和创新都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之上， 再进行自

我风格的发展创新 。 例如前文中提到的怀素师从

颜真卿期间，就是怀素书风转变的关键时期，颜真

卿也是怀素书风转变的关键人物。 陆羽的《僧怀素

传》作为详实记录怀素生平的书籍资料 ，就曾记载

了怀素与颜真卿论书的有关内容 ， 从其中对白可

以看出， 怀素对颜真卿的敬佩与颜真卿对怀素的

启发和谆谆善诱 。 颜真卿对怀素的评价也非常之

高 ，在他所做的《怀素上人草书歌序》中称怀素为

“僧中之英”。由此可知，颜真卿对怀素颇有希冀并

且较为认可。 怀素也颇为认可颜真卿的建议与评

价并以此作为《自叙帖》的篇首 。 怀素在《藏真帖》

中写道：“怀素字藏真，生于零陵，晚游中州。 所恨

不与张颠长史相识。 近于洛下偶逢颜尚书真卿，自

云颇传长史笔法，闻斯八法若有所得也。 ”可见，怀

素早年学书在远游求学过后 ，通过向颜真卿、邬彤

的学习，间接学习到了张旭的草书笔法，是怀素书

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也促成了怀素书

风的成熟与转变。

在笔法方面，除笔法细节之外 ，怀素更强调书

法中“自得”的重要性，也正是在这种书风理念的

影响下，使这一时期怀素的书风得到了很大发展，

在早年学书后，冲破前人的书风桎梏。 例如怀素的

代表作品《自叙帖》，与以往草书所不同的是，怀素

已经摆脱传统结构章法的程式化标准 ， 在独特简

洁的章法中采用大量的点与直曲线相组合 ， 表现

出线条独特的力量与质感 。 再如后期所书 《苦笋

帖》笔法精巧熟练，较前期所书墨迹而言用笔更为

坚实 ，结体雄阔壮丽 。 再如其晚年作品《圣母帖》

《小草千字文》等作品全篇更显平和从容，更有禅意

境界。

三、怀素对草书书风的发展

怀素书风的狂，新 ，奇，以及不同时期，不同书

体的不同风格体现了怀素书风的多样性。 从艺术自

觉性上来看，怀素实现了魏晋之后 ，书法艺术自觉

性的又一个高峰 ，在其书写节奏，笔墨变化上无一

不突破了传统观念；从书体上来看 ，怀素也实现了

草书、狂草书体发展的又一高峰，将笔势的连绵，节

奏的迅疾，状态的潇洒发挥到了新的境界，拓展了

狂草的表现能力。 从笔法上来看，怀素处于魏晋和

盛唐之间，笔法也处于魏晋的古法向唐人的中锋加

提按的笔法融合转变。 再加上怀素虽间接师从张旭

的笔法，但并未完全布其后尘 ，而是变张旭的浓墨

行笔提按变化为保持中锋用笔带来线条的力度，点

画处提按跃动且沉着有力，在疾速中又见禅意。

怀素历来被称为“狂僧”，也以狂草尤为著名，

狂草作品大多集中在怀素早年及其前文中提到的

怀素为求名师指点而远游的中年时期， 怀素在其

《论书帖》中指出过自己在草书的学习和创作过程

中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探寻新的风格和道路。

例如；怀素的代表作品《自叙帖》用笔中锋劲挺 ，笔

势连绵，于法度中富于变化 。 属于中锋圆转一路 ；

再如《苦笋贴》《论书帖》书风雄俊健丽 ，直逼二王

书风，洒脱典雅。再例如《藏真帖》记录了怀素的北

上远行学习书法， 特别是向颜真卿请教的主要经

历，此贴字形圆浑 ，笔力雄健 ，也体现了颜真卿一

类雄浑的笔意；再如怀素晚年的作品《圣母帖》此

帖书风复归平淡，笔力沉着，点化顿挫，笔法圆融，

应规入矩。《圣母帖》既吸收了王献之的神采、张旭

的肥笔，又兼容了汉代草隶之笔于一炉 ，是怀素的

里程碑之作；还有同样是怀素晚年的书作《小草千

字文》平淡简静，笔画有力，灵动自然 ，毫无晚年涣

散之状。通幅笔墨奔放，一气呵成，蔚为壮观。再从

其他作品《食鱼帖》、《桑林帖》、《贫道帖》等等，都

可见怀素的善学及其多样的风格 。 也从另一个层

面体现了怀素虽被誉为“狂僧”，但书风却并非仅有

狂草。

四、怀素草书给书法创作的启示

怀素作为一代草书大家，在用笔、风格、字形 、

章法布局上给予后来者诸多学书启示，并为历代书

者所珍重。 怀素的作品使我们草书的创作、狂草的

创作有了一个很好的借鉴渠道 , � 对于我们学习草

书的笔法、章法、线条、结构、字组连接、留白、甚至

通篇的把握都有很好的启发性。

从古至今各个书法大家的学书之路，都是以

摹古 ， 师法前人为先 ， 例如孙过庭取法二王一

路，米芾的集古字等等，作为唐代狂草的创新引

领者怀素亦然 ， 他自幼随其伯祖学书， 上学欧

阳询笔意体势 ， 又通过邬彤的传授 ， 近学张旭

的豪迈草法， 使怀素的书风产生了阶段性的跨

越和发展 。 近些年来草书创作存在一些误区 ，

大多都表现为师法今人 。 现代部分书法通过借

鉴行为艺术来追求创新 、 追求别具一格 ， 容易

表现情感个性的草书书法通过引向所谓的创新

形式来表现其独特性。 这一类书风多为民间书

写者书写， 通过有着自我风格的书写来拉开与

古典书法的距离 。 这些最终也由于过度追求创

新缺乏笔意古法却脱离书法的本质而失败了 。

主要是忽略了在书法创作过程中师法前人对于

书法创新的重要意义 。 草书艺术的发展，固然离

不开二王 ， 但紧随其后的书家如孙过庭 、 张旭 、

怀素、黄庭坚等人也更加需要学习临摹 。 尤其是

被誉为三大高峰的张旭 、怀素和黄庭坚 ，作品更

值得借鉴，他们也是通过不断的师法前人，勤加练

习来提高自己的水平， 作品也在表现自己的情感

的同时做到不失法度与严谨 。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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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素草书风格发展的研究

□ 张雨彤

编者按：草书兴于汉、历经魏晋演变至唐代，名家如云，风格多样。 怀素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的作

品通篇气息延绵不断，结字变化多端，墨色浓淡相间，中锋用笔贯穿全篇，在才情与法度之间找到了最佳

的平衡状态。 是中国草书史上承前启后的人物，在书法艺术领域影响深远。 怀素的书法作品不胜枚举，例

如《自叙帖》是其代表作品，书于中年时期，《圣母帖》《苦笋贴》《小草千字文》等是其晚年的作品。 本文以

其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对其书法发展过程进行研究。

《藏真帖》

《小草千字文》

《自叙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