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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言

走進輝煌的藝術殿堂

中國是世界上少有的歷史文化從未間斷並一直延續至今

的國家。中華文明儘管也歷經滄桑，卻始終綿延發展、傳承不

絕，體現出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

中國古代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豐富多彩、燦爛輝煌，古人

的這些情調、雅致、智慧、審美，如今都凝結在一件件歷史的

“倖存者”身上，它們正靜立在博物館裏，期待著人們去欣賞、

去了解，並通過它們回望那段早已遠去的時光。它們或許在被

創造之初就沒有華麗的外表，或許在歲月的侵蝕中失去了曾經

的光輝，可是這掩蓋不了它們的價值。

博物館中的文物們不會說話，可能你難以通過外表來追

尋曾經發生在它們身上的故事，再加上時光的消磨、制度的變

化、習俗的轉變、審美的差異，拉開了你與古人認知上的距

離。所以，我們希望找到一個途徑，讓你通過了解這些文物，

來了解中國古代燦爛的文藝。

於是，有了這本書，替文物說說自己的身世，為你還原一

個鮮活的古代社會，拓寬你的文化視域，這或許也是我們文博

工作者所應承擔的歷史使命吧！

翻開這本書，你會看到：

一件件碑刻、法帖，在文字演變進程中湧動著的是先賢們

在文學與書法藝術上的高潮迭起、美不勝收；

一件件卷軸、冊頁，在古代生活場景間展現的是先民們“外

師造化、中得心源”的審美情趣；

一件件造像、雕塑，在古人禮佛敬天的虔誠中閃爍著的是勞

動人民無可比擬的勤勞與智慧；

一件件鐘鼓、琴瑟，在悠揚古遠的旋律間流露出的是先輩

們清和淡雅的才情與天人合一的空靈……

來吧，同學們，請翻開這本書，跟著我徜徉在這古老的文

化裏，了解更多古代文藝，在不經意中真切地感悟前人的智慧

與偉大！相信你會愛上這本書，愛上博物館，愛上祖先留給我

們的輝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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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從甲骨文到顏筋柳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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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寶傳奇

是什麼人在這些骨片上刻下了神秘的符號，

隱約昭示著遠古的文明？是什麼人投下了智慧的

目光，悄然揭開了甲骨的奧秘？一百年的解讀，

破譯著甲骨文的奧妙；幾代人的探尋，引領我們

走進了一個塵封的王朝。

河南安陽小屯村是一個普通的小村落，那裏

的人們經常能在自家的田間地頭挖出一些破碎的

骨片，骨片上還刻有奇怪的圖案…… 1899 年春

天，天津的古物愛好者王襄、孟廣慧從河南來的

古物商人手中見到這種骨片，認為是遠古人們遺

留的東西，從此開始了他們收集研究這些骨片的

傳奇生活。1899年的夏末，距天津一百多千米的

北京，一個偶然的機會，這樣的骨片落到了官員

文字是文明的重要標誌。中國書法以漢

字為主體，以筆法、結構、章法為基本要

素，將實用性和審美性融為一體，是中國傳

統文化藝術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世界公

認的獨特文化藝術種類之一。

早在公元前六千多年，我們的先民就創

造了陶文—刻畫在陶器上的符號。到了約

三千年前的商代，甲骨文出現了，這標誌著

中華文明有了成熟的文字和契刻書法藝術。

漸漸地，隨著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書寫

使用的工具和負載文字的材料逐漸豐富，進

而形成了篆、隸、草、行、楷諸體，構成了

中國燦爛輝煌的書法藝術發展史。

腳被刺了一下，
看，又有骨片吶。

甲骨

中國古代占卜時用的龜

甲和獸骨。龜甲又稱為

卜甲，多用龜的腹甲；

獸骨又稱為卜骨，多用

牛的肩胛骨，也有羊、

豬、虎骨及人骨。卜甲

和卜骨，合稱為甲骨。

在中國發現於距今約

八千年的舞陽賈湖遺址

甲骨，被譽為世界上最

早的文字起源—契

刻符號。

陶器上的符號

“永”字書法體的演變

甲骨文         篆書         隸書         草書         行書         楷書       



004 005

王懿榮的手中。王懿榮當時正在患病，而當藥抓

回來後，本為金石學家、精研古代文字的王懿榮

發現其中一味叫作龍骨的藥，看起來似乎是年代

久遠的動物骨頭，一些大的殘片上面居然有許多

非常有規律的符號，很像古代文字，但其字體又

前所未見。他大膽猜測，這些灼燒和鑿刻出來的

痕跡很可能是一種古老的文字。雖然一時難解，

但他買下了藥舖裏的所有“龍骨”。

從此，王懿榮便開始了對這些骨片的研究，

並取得了一些進展。可惜，當他去世後，這一千 

五百餘片“龍骨”也散佚各地。然而，他為甲

骨文研究打開的那扇大門卻沒有從此關閉。王懿

榮的老朋友劉鶚將自己收藏的甲骨的情況編輯成

《鐵雲藏龜》出版發行，使甲骨文第一次以出版物

的形式出現在公眾的視野裏。由此，更多的人開

始對甲骨上的文字產生興趣。後來，一位叫羅振

玉的古文字學家揭開了甲骨文的身世之謎。他發

現甲骨的出土地安陽小屯村與史書上記載的商王

朝國都的位置幾乎相同，進而大膽斷定，甲骨上

的文字記載的就是商代人占卜的結果。

甲骨是指中國古代占卜時用的龜甲和獸骨。

用甲骨占卜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在新石器時

代晚期就已出現，至商代盛行。商王和貴族幾乎

每事必卜，甲骨文主要記載的就是占卜的內容。

甲骨文是中國已發現的古代文字中時代最早且體

系較為完整的文字，已經初步具備了中國書法的

圖 1.1.1

商“婦好冥”卜骨

天津博物館館藏

占卜

“占”意為觀察，“卜”

是以火灼龜殼，認

為就其出現的裂紋形

狀，可以預測吉凶福

禍。它通過研究觀察

各種徵兆所得到的不

完全的依據來判斷未

知事物或預測將來。

骨頭上的痕跡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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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法、結構、章法三要素。其用筆綫條嚴整有

力，曲直粗細均備，筆畫多方折，對後世的篆

刻有一定的影響。文字雖大小不一，但比較均

衡對稱；雖受骨片大小和形狀的影響，仍表現

了鐫刻的技巧和書寫的藝術特色。

如今，甲骨學已成為一門蔚為壯觀的世

界性學科，從事研究的中外學者有很多人，出

版發表的專著、論文達幾千種，對歷史學、文

字學、考古學等學科都

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甲骨書法”長期以來

的流行，證明了它永恆

的魅力。甲骨文的發現

以及由此引發的殷墟發

掘，對中國考古學具有

劃時代的意義。

鎮館之寶

商周時期，甲骨文、金文等構成了中國最早

的文字系統。前面我們已經了解了甲骨文，現在

著重介紹一下金文。所謂金文，就是刻在青銅器

上的銘文，也叫鐘鼎文。

說到中國古代鐫刻銘文字數最多的青銅器，

就要數收藏在台北“故宮博物院”的毛公鼎了，

它與大盂鼎、大克鼎一道被譽為“海內三寶”，

是中國古代青銅器的巔峰之作。

古代書法第一課—毛公鼎

它是這個樣子的

毛公鼎通高五十三點八厘

米，重三十四點七千克，大口圓

腹，口沿上聳立著兩隻高大的耳

朵，半球狀深腹，腹下三隻獸蹄形

狀的足敦實有力。整個鼎的造型渾

厚而凝重，紋飾簡潔有力、古雅樸

素。毛公鼎內腹部有四百九十九個

字（一說四百九十七字，因釋讀

圖 1.1.2

商“月有食”卜骨

天津博物館館藏

圖 1.2.1

毛公鼎

台北“故宮博物院”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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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3

毛公鼎銘文（局部）

台北“故宮博物院”館藏

不同所致），仔細觀察，字與字之間都有方格相

隔。原來，這些字都是先在鼎上刻畫出格子，再

鑄上的。那麼，這些密密麻麻的文字記錄的是什

麼呢？

原來，周宣王即位之初，冊封了他的叔父毛

公，命他輔佐王室管理重大事務，還賞賜了他很

多東西，所以毛公鑄了此鼎，刻上文字，表示世

世代代永不忘記周宣王的恩情。

毛公鼎鑄造精良，鼎內壁的銘文不僅具有重

要的史料價值，而且書法精巧優美，結構獨特。

文字佈局猶如群鶴遊天、蛟龍戲海，氣勢磅礴，

神采飛揚，是西周時代遺留下的書法楷模。清末

圖 1.2.2

毛公鼎（俯視圖）

台北“故宮博物院”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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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書法家李瑞清這樣評價毛公鼎上的書法：“毛

公鼎為周廟堂文字，其文則《尚書》也，學書不

學毛公鼎，猶儒生不讀《尚書》也。”

既是國寶，自然是稀有之物，誰都想擁有

它，所以毛公鼎的命運多舛也就不難理解了。

坎坷的命運

清代道光年間，陝西岐山縣農民董春生在

自家農田裏種地時挖出了這件寶貝。後來，它被

陝西古玩商運到北京的琉璃廠，經秘密交易，由

山東濰縣金石學家陳介祺以重金收購。得到寶鼎

後，陳介祺便親自護送毛公鼎到自己原籍，秘不

示人，要家人永遠珍藏。陳介祺去世二十幾年

後，嗜好收藏的直隸總督端方倚仗權勢，強行從

陳氏後人那裏買走了毛公鼎。後來，端方家人將

鼎抵押在銀行，曾有日本、英國、美國等國人士

想從銀行中贖出寶鼎。收藏家、書法家葉恭綽在

得知了毛公鼎的遭遇後，不惜代價贖回了它，受

到了當時文化界人士的廣泛稱讚。抗日戰爭爆

發，葉恭綽前往香港，卻沒能將毛公鼎一起帶

走，直到戰爭結束，它才輾轉由商人陳永仁捐獻

給政府，其間還差點兒被日本人給搶走。

毛公鼎自出土後，在民間流傳了九十五年，

此鼎本官已看上，
買了！

《尚書》

《尚書》相傳為孔子編

定。孔子晚年集中精

力整理古代典籍，將

上古時期的堯舜一直

到春秋時期秦穆公時

期的各種重要文獻資

料匯集在一起，經過

認真編選，選出一百

篇，這就是百篇《尚

書》的由來。

歷經滄桑，終於在 1946年 8月回歸中央博物院籌

備處。1948年，它跟隨一批珍貴文物遷到台灣，

今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到了漢代，紙與筆的使用極大地推動了書法

藝術的發展。漢末，字體的演變已基本完成，篆、

隸、草、行、楷五體俱備。魏晉時期的書法崇尚風

韻，注重書法經驗的總結和理論研究，王羲之、王

獻之等大書法家輩出，書法創作空前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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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真跡一等”的書法瑰寶—《寒切帖》

大家一定聽過“入木三分”這個成語吧！它

的由來和一千六百多年前的一位大書法家有關，

他就是被譽為“書聖”的王羲之。

書法家的風采

王羲之是東晉著名的書法家，隸、草、楷、

行各種書體兼能，特別擅長行書、草書。他博採

眾長，自成一家，受到了歷代書法家的推崇，所

寫的《蘭亭集序》更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

王羲之從七歲開始練習書法，勤奮好學。少

年時他把父親秘藏的前代書法作品偷來閱讀，看

熟了就練著寫。他每天坐在池子邊練字，送走黃

昏，迎來黎明，寫完了無數墨水，寫爛了無數筆

頭。他每天練完字就在池水裏洗筆，天長日久，

竟將一池水都洗成了墨色。這一池墨色現在還在

紹興的墨池中等待著人們來瞻仰。王羲之練字專

心致志，達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吃飯走路時也

在揣摩字的結構，不斷地用手在身上畫字默寫，

久而久之，衣襟都磨破了。功夫不負有心人，有

一次，他應邀為人寫一塊匾，在木板上寫了幾個

字樣，送去叫人雕刻。刻工發現字的墨跡竟滲入

王羲之

王羲之（ 3 0 3— 3 6 1

年），漢族，字逸少，

號澹齋，原籍琅琊臨

沂（今屬山東臨沂），

後遷居山陰（今浙江

紹興），因王羲之曾

任右將軍，世稱“王

右軍”、“王會稽”。

是東晉的書法家，被

後人尊為“書聖”，

與兒子王獻之合稱

“二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