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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曾布的家学渊源

曾布（1035-1107），字子宣，谥文肃，北宋建昌军南丰

（今江西南丰）人，生于宋仁宗景祐二年（1 0 3 5 ），卒于宋

徽宗大观元年（1107），他生活在北宋党争最激烈的时期，是

宋哲宗朝拜知枢密院事，因策立宋徽宗之功拜相。据元代黄溍

所撰《金溪曾君墓志铭》一文：

按《曾氏世谱》：曾子后十四世，当王莾时避地豫章之庐

陵，凡六世始徙临川，今抚州也，又十二世至康刺史司空洪立

乃徙南丰，洪立生散骑常侍延铎，延铎生仁昭仁旺，宋中书舍

人巩尚书左仆射布翰林学士肇皆仁旺之后，仁昭生赞尧，赞尧

生易祥，易祥生千复，居抚之金溪。

曾巩曾布是曾子的四十三代孙，曾布的祖籍山东（简称

鲁），其先祖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曾参，曾布出生在南丰有名的

儒学世家曾家，曾氏家族形成了“以文入仕”的风气，曾布

的学术受南丰家学的影响颇深，曾致尧是北宋开国后的南丰第一

个进士及第者，也是南丰曾氏入国史第一人。

可见，从曾布的祖父开始，曾氏家族开始慢慢兴盛。曾巩称

赞祖父的文风云：“方五代之际，儒学既摈焉，后生小子，治术业

于闾巷，文多浅近。是时公虽少，所学已皆知治乱得失兴坏之理，

其为文闳深隽美，而长于讽喻。”[]可见从曾布的祖父曾致尧开始，

已经在论述当时的“治乱得失兴坏之理”，为文即是为人处世之风

的家学已经开始萌芽。后及曾布之兄曾巩，曾巩是欧阳修的得意

门生。周明泰《曾子宣年谱稿》：“年十三而孤，学于兄巩”，曾布

十三岁成为孤儿，曾巩父亲和哥哥曾晔相继去世，曾巩是曾布的

二哥哥，从此曾巩为兄为父，和哥哥一同学习，他们是同举进士。

曾布的夫人魏玩（魏夫人）更是与李清照比肩的女词人，朱熹曾

经点赞：“本朝妇人能文者，惟魏夫人及李易安（李清照）二人而

已。”魏夫人贤良淑德，因曾布的显贵受封为“瀛国夫人”、“鲁国

夫人”，故有“魏夫人”之称，是北宋著名的女词人魏玩，所作的

词大都是为曾布而作。可见夫妻情深，一直在默默支持着曾布的

事业。曾布和魏夫人深厚的学养也影响到了他们的孩子，曾布—

曾纡—曾惇祖孙三代人皆入了“南丰七曾”，因此家族的兴盛离不

开世代传承的儒学家风。

2　曾布的书学交游

曾布与苏轼，苏轼（1 0 3 7 - 1 1 0 1），字子瞻、和仲、号

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眉州眉山市）人。宋

仁宗嘉佑二年丁酉（1057），曾布中进士，“曾巩及弟曾牟、曾布、

从弟曾阜、妹婿王无咎、王彦深，俱中进士第，同科苏轼、苏辙、

程颢、张载、朱光庭、吕大钊、胥元衡皆中进士第，号为得人”曾

精进严重，出于自然
——曾布书法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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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丰曾氏是宋代江西最负盛名的衣冠望族之一。曾布是南丰曾氏崛起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之一，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
同父异母弟，王安石变法的忠实支持者，宋徽宗朝官至宰相，政治成就居三曾之首。他又与苏轼为同榜进士，其妻封鲁国夫人，其
子曾纡与米芾有书信往来。如此煊赫背景的曾布，有关他的书法研究很是薄弱。本文从曾布家学溯源、书学交游和书法作品风格等
角度分析探究曾布的书法渊源，以期充实有关曾布的书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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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与其兄曾巩、苏轼同为进士，苏轼与曾布有同年之谊。因为是

同年之谊又是同榜之谊，情谊要深厚得许多。《全宋文》中苏轼《与

曾子宣》第一书曰：“流落江湖，晚获叼遇，惟公照知，如一日也。”

5苏轼与曾布的交往主要见载于文集中所收的致曾布的十三封书

信，从中可以窥见二人交往的大致情形。从书信往还的频率可以

看出，两人的关系相当密切。虽然有着不同的政治立场但仍然拥

有着深厚的情谊。

曾布与米芾，米芾（1051-1107），初名黻，后改芾，字元章，

湖北襄阳人。曾布与米芾的交游源于曾布的妻子的弟弟魏泰。魏

泰是襄阳魏夫人的弟弟，《四库全书》卷140：“宋魏泰撰。泰，字

道辅，襄阳人，曾布之妇弟也。”6魏泰是曾布妻子的弟弟，同时

魏泰又是米芾的至交，米芾《与魏泰唱和诗帖》，书于宋绍圣四年

（1097），时年米芾47岁。据魏平柱的《米芾年谱简编》记载：熙

宁九年丙辰(1076）米芾二十六岁官长沙掾。十月，王安石罢相,

出知江宁府，变法失败。米芾《宝章待访录 陈僧智永真书归田赋》

“某官潭，泰（魏泰）游湖外携行，赏跋累日。”7看得出来米芾尝

与魏泰泛舟唱和，结下了深厚的诗书友谊。魏泰是当时曾布妻子

的弟弟，当时曾布官任宰相，据宋代王明清在《挥座后录》中记

载,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米芾写了一封信给曾布，信中这

样说道：扁舟去国,颂声惟在于曾门；策杖还朝,足迹不登于蔡

氏。”8信中对曾布是赞赏的。曾布的儿子曾纡与米芾有过书信交

流，故宫博物院藏有宋拓米芾《致公衮帖》即写给曾纡的信扎，写

于大观元年(1107)末，米芾愿意致书曾布的儿子曾纡，自然米芾

与曾布是有一定情谊的。

曾布与其他人的交游，曾布在北宋政坛上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熊鸣琴的《曾布研究》一书中提及：曾布在地方为官的时候，公

务之余常邀请同僚畅游山水，在各处留下了自己的题名。《宋代石

刻文献全编》辑录有曾布石刻题名十余处。清人叶昌炽收藏了曾

布的不少书法，其中包括《云门山题名》：“曾子宣为子固之弟，文

章名位辉映一时，官辙所至，到处留题，余收得其题名最多，益

都之云门山、太原之晋祠、方山之李长者旧居、广南之九曜石、广

西之临桂诸山，摩厓累累，风流好事，可见一斑……刑和叔、张

天觉、曾子宣皆以热中比匪，虽蒙恶名，要非梼杌穷奇，无从湔

洗，况翰墨之妙，不减苏、黄诸公乎？”充分说明了叶昌炽认为

曾布的书法之妙。 据王明清《挥塵录》余话卷之1云：沈辽“尤

工翰墨。王文公（笔者按，王安石）、曾文肃学其笔法。荆公得其

清劲，而文肃传其真楷”。《三希堂法帖》存有沈辽、曾布的尺牍，

两者对比，曾布得沈辽笔意之挺拔，但构字更为宽厚庄重，9由此

推测，曾布的书法应是有气势的，其书法的名气被掩，在北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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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的背景下，有进一步研究曾布书法师承的必要。

3　从存世曾布书迹看曾布的书法取法

北宋政坛上，曾布有一席之地，是一位政客，但他的书

名不显，熊明琴《曾布研究》一书中论述中提到曾布得沈辽的

笔意，但对曾布的书法师承却鲜有论述，今据相关文献，试为

探 析 。

书法风格的形成不仅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不同时期的书法风

格也有差异。受师承和交游的影响较大。

根据目前收集的资料，关于曾布书法师承研究主要集中在曾

巩、欧阳修、苏轼、沈辽、米芾五人中，下面将对他们和

曾布的书法作品风格特征展开对比分析：

首先来分析成年之前曾布的

书学师从，现将图1 曾巩的行书

《上元》诗与图2曾布的《质夫帖》

作对比，曾巩的《上元》诗书写的

线条饱满，每个字的线条粗细对

比明显，如“宋”字的粗细对比比

较明显，竖钩较细，撇捺较为舒展

开阔，而曾布的《质夫帖》虽然线

条的对比也比较明显，但其用笔

的风格跟曾巩的《上元》诗有差

异，曾布的《质夫帖》点画书写较

严谨，以方收笔，有碑刻的笔意，

严谨中收放自如。曾巩与曾布的

书法在结体上有相似之处，字之

间笔画的宽窄间距相似，撇捺比

较舒展。

4 欧阳修的《付书局帖》进行对比，欧阳修《付书局帖》

书于宋仁宗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此帖结体端严遒练，中

宫舒展得当，向外开拓峻峭。帖中各种形态的点，呼唤照应。

曾布的谒李长者像时的题名碑刻的书写风格与欧阳修的《付

书局帖》有明显的相似之处，第一个是字形结体的相似，同样

是中宫舒展得当，往外开拓峻峭有度；第二个是点画之间的相

似度比较高，如横画，都是略取斜势，收尾顿笔严谨；撇捺写

得较为舒展，钩画自然出锋略长。从曾布的谒李长者像时的题

名碑刻和欧阳修《付书局帖》的单字来看，其中共有的“相”

字的相似度很高。曾布书法的结体很大程度上受到欧阳修的

影响。

在曾布同年的人当中，苏轼与曾布的情谊最为深厚，是

曾布的同年兼密友。苏轼书法或丰腴劲秀端雅，或丰厚稳朴。

笔法自由流畅，结体紧密而姿态百出。现将曾布行楷《质夫

帖》（又称《还朝帖》和苏轼《南轩梦语》作比较，曾布《质

夫帖》是曾布晚年的书法作品，对比苏轼的《南轩梦语》，同

是将近晚年的作品，更具有可比较性。苏轼《南轩梦语》的书

写特点是结体紧密而姿态百出，中宫收紧尤其是左斜撇画向

外伸展，较为倾斜开拓，与曾布行楷《质夫帖》的结体有相似

之处，作为曾布的同年兼密友的苏轼，在书信往来的过程中，

相互学习是不可缺少的，但又各自有自己的书风，这是难能可

贵之处。

提及到苏轼是曾布的同年兼密友，交情非比寻常，以

朋友再为切入点。《宋史》卷二百七十一有记载：“徽宗立，拜

右僕射。与蔡京不合，罢爲观文殿大学士。卒謚文肃。工书，

得沈辽笔意。眞楷尤精”。10 这里提到曾布得沈辽笔意，沈

辽（1032-1085）,字睿达,宋钱塘人，沈括的同族，间接说明

了曾布与沈辽的交情。现将沈辽的《致颖叔制置大夫尺牍》与

曾布行楷《质夫帖》作品书法风格上的比较。沈辽的书法作

品特征是中宫收紧，撇画大都是出锋的，整个篇幅的章法粗

细对比比较明显，结体较为瘦劲，与曾布的书法特征相比，曾

布的粗细对比没有那么明显，结体较为舒展，曾布得沈辽书

法的笔意较少。

最后分析曾布晚年为政时的书学交游，找到米芾与曾

布妻子的弟弟魏泰和曾布的儿子曾纡有关联的两件作品，

图 5是曾布《守边帖》书于写于元祐七年末至八年（1093-

1094），图 6 是米芾《致公衮帖》书于大观元年(1107)末，

图 7 是米芾《与魏泰唱和诗帖》书于宋绍圣四年（1097），

从图 5 图 6 图 7 可以观察到：米芾的《与魏泰唱和和诗帖》

和《致公衮帖》瘦劲无比，变化多端，在结构上以斜取正，

在章法上，米芾作书错落有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米芾作书

时的章法与曾布的《质夫帖》和《守边帖》的章法的比较，

曾布的书法作品在章法上字与字的行间距与米芾的有相似

之处。

图3    曾巩谒李长者像

图4      欧阳修《付书局帖》

图 1    曾巩《上元》诗局部

图 2    曾布《质夫帖》局部

曾巩 2 3 岁结识文学大师欧阳

修，曾巩写的文章得到了欧阳修的

赏识，曾巩师从欧阳修。曾布耳融

目染，日积月累地受到兄长曾巩的

熏陶，这对还未成年的曾布来说，

小时候学习榜样的影响可谓是根深蒂

固的。由此推知欧阳修书法风格对

曾布的影响不容小觑。曾布为官时

留下过题名，由此判断为曾布的真

迹更为准确些。图3为曾布元祐四年

（1089）谒李长者像时的题名与图 图5     曾布《守边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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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米芾《致公衮帖》

图 7 米芾《与魏泰唱和诗帖》局部

以上是曾巩、欧阳修、苏轼、沈辽、米芾与曾布书法作

品特征的对比研究，从字形的结体，到基本笔画的偏倚程度，再

到整个作品的章法的对比分析，关于他们之间的相似度的高低在

下表中有更清晰的体现：

通过以上表格的对比，分析曾布书法风格的师承，第一与曾

巩的结钩有些许相似，用笔有较大差异，第二与欧阳修的结体和

笔法有较高的相似度；第三与苏轼的笔画偏倚些许相近；第四得

人人物
曾巩（下）    
曾布（上)

欧阳修（左） 
曾布（右）

苏轼（左）曾
布（右）

沈辽（左） 
曾布（右）

米芾（上）     
曾布（下）

米芾（上）      
曾布（下）

作作品
局部

《质夫帖》局部
（上），《上元》

诗（下）

《付书局帖》局
部（左），《曾
巩谒李长者像》
局部（右）

《南轩梦语》
局部（左），
《质夫帖》局
部（右）

沈辽的书法作
品局部

（左），《质
夫帖》局部
（右）

《与魏泰唱和诗帖》
（上），《质夫帖》

局部（下）
《致公衮帖》（上），
《守边帖》（下）

特征 局部章法

作品局部： 作品局部    
“相”字：

作品局部   
“之”字：

作品局部   
“奉字： 同是瘦劲无比，在章法上，米芾作书错落有

致,与曾布作书时的行间距有相似之处

沈辽的笔意较少；第五与米芾的章法相似，所以曾布书法风格的

形成受当时北宋书坛大家的影响较多，学于书坛大家，而有自己

的创新之处。

4　结语

曾布作为北宋政坛上具有影响力的政客，其书名被掩，人

们更多的是关注他在政坛上的影响，而很少关注他的书法成就。

对于研究曾布的书法渊源，本文从曾布的家学溯源、书学交游

和书法作品风格等角度分析探究曾布的书法渊源，以期充实有关

曾布的书法研究，随着研究的继续深入，以期发现更多有关曾

布书法的资料进行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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