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书史上，王羲之是靠行草书赢得“书圣!地位

的，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考诸书史，值得注意

的是行草书在东晋时期尚未获得书法正体地位，而

只是盛行于士夫笔札酬答之间的一般书法时风而

已。因此，在东晋，王羲之也并未因专擅“行狎书!而

居“书圣!之尊。当时与王羲之齐名的虞翼甚至因后

辈学子皆宗法王逸少而心有不平：“小儿辈乃贱家

鸡、爱野鹜，皆学逸少法，须吾还当比之。”可见，王羲

之书法在东晋尚未取得炙手可热的独尊地位。东晋

之后，历经宋齐梁陈整个南朝及隋代三百余年，王羲

之书法在书史上一直没有重大影响。（南朝某些时期

及唐初王献之的书法比王羲之书法要有影响得多）

直至唐代，由于唐太宗李世民以九五之尊独好“大

王”书，并亲自撰写《王羲之传论》，王羲之书法才被

定于一尊，并获得“书圣”之名。

从王羲之声名沉浮的递嬗中，我们可以窥测出

一些重大书史消息，它的意义和价值无可怀疑地要

远远超过考察王羲之书法际遇本身。

在王羲之书法研究中，南朝萧衍对其“如龙跳天

门，虎卧凤阙”的书法评语曾迷惑了不少学者。因为

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大王”妍美便娟的行草书同这个

充满阳刚意象的评语联系起来。事实也正是如此，萧

衍这二句评语实际是指“大王”的隶书，而不是行草

书。我们现在虽无法见到王羲之的隶书遗墨，但根据

汉魏尤重“史书”（隶书）的书史正例，可以肯定地说

王羲之作为东晋书坛重镇，他早期无疑是以隶书取

得书坛地位的。事实上，历经东西二晋，隶书作为庙

堂文字的铭石书，一直居于书法正宗的地位。由此，

当时的书法名家无一例外的以隶书自相引重。此中

关捩，阮元在《北碑南帖论》中曾一语道破：“唐人修

《晋书》，南北《史传》，于名家书法，或曰不善隶书，或

曰善隶书，或曰善草书，或曰善正书、善楷书、善行

草，而皆以善隶书为尊。当年风尚，若曰不善隶，是不

成书家矣。故唐太宗心折王羲之，尤在《兰亭序》等

帖，而御撰《羲之传》惟曰"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而已。

"。无一语及于正书行草。盖太宗亦不能不沿史家书

法以为品题。”

中国书法自甲骨、金文以迄小篆、汉隶皆为“刻

纪帝王功德、或为卿士铭德位，以佐史学”之载体，

“是以古人书法未有不托金石以传者。”（阮元《北碑

南帖论》）依此而论，刊石铭金的纪言事纪功德的书

体皆为正宗的庙堂书体。魏晋时期，虽然楷书、章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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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页）图完成任务而已，课堂上一片死气沉沉，学

生是敢“怒”而不敢言，教学效果却不敢恭维。小平理

论课要“三进”，是进了课堂，进了教材，却难进“头

脑”，游戏而已。笔者虽为初生牛犊，但却有不怕虎的

决心，在教学活动中做了一些有益探索，意在不负教

师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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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草书已经产生，但由于属初创新体，尚未获得社会

共识，因此，只能居于下流。而隶书作为“铭石书”

———庙堂文字———则居于书法正宗地位。至于援行

草书入碑一直要等到唐代才发其嚆矢，这可以看作

是行草书获得书法正宗地位的一个表征。

东晋时期，行草书趋于风行实际上还潜在一个

重要历史因素。这就是由魏晋禁碑而导致居于书法

正宗地位的铭石书———隶书，趋于衰微，以至于以隶

书引重邀誉的书家失去了用武之地，而不得不将书

法缩小转而施之于褚帛。这也是帖学产生的原因和

契机。从这个意义上说，隶书的正统地位是被人为化

地削弱的。如果不是魏晋禁碑，隶书无疑将保持正宗

的垄断地位。但即便如此，在东晋，隶书作为庙堂文

字的正宗地位仍然存在。这从解放后出土的与王羲

之同一时期的王氏世族墓志《王闽之墓志》、《王丹虎

墓志》、《王兴之夫妻墓志》皆援隶书书丹可确证。

与南朝不同，北朝不但没有禁碑举措，统治者反

而大力提倡立石刻碑。由此，在北朝书法领域，沿汉

魏正脉，作为碑榜正宗之体的隶书一直处于垄断地

位，并在碑石上完成了由隶向楷的演绎转化———魏

碑即是这种转化的书史表征。东晋由于朝廷禁碑，而

使隶书失去正统地位。但新兴书体，又无法一时取而

代之。因此行草书在东晋只能成为仕子书札往还的

尺牍之体，而难以成为庙堂正体。我们现在写书法

史，固然可以把这个时期行草书的出现视为书法趋

于自觉的标志之一，但从东晋当时的书法背景考察，

行草书无论如何还是一个“新生儿”，而不是书法重

镇。这也正是王羲之的书圣桂冠在东晋断不可得，而

必须要由唐人加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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