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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真卿书法中的“篆籀气” 

——以《麻姑仙坛记》为例 
王  斌 

（琼台师范学院  海南海口  571127） 

【摘  要】颜真卿是我国书法发展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其书法以楷书的刚健有力、端庄稳重著称，这与当时颜真

卿做官时的刚正不阿、不畏强权的性格息息相关，更是我国书法史上“书如其人”的代表。从大量的研究

分析来看，颜真卿的楷书继承了魏晋的风流气骨、吸收了唐朝法度，进而形成了其独特的雄厚、稳重的风

格，其书法中的“篆籀气”影响了我国几千年的书法文化。本文以《麻姑仙坛记》为例，重点探究颜真卿

书法中的“篆籀气”相关问题。 
【关键词】颜真卿书法；篆籀气；《麻姑仙坛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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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籀气”作为我国历史书法品评中不可或缺的审美

范畴，一直是书法家们努力追求的艺术高度。高度重视对
“篆籀气”的研究对于提升我国书法家们的鉴赏能力、创

作水平具有重要价值。“篆籀气”，简单点说，就是指大小
篆这种书体展示出来的总体气象，多以凿刻、浇铸形成，

给人以气势猛烈、突兀且犀利的印象。接下来，以颜真卿
的《麻姑仙坛记》为例，谈谈对其书法中“篆籀气”的几

点思考。 

1  “篆籀气”相关概述 

史上对颜真卿书法中“篆籀气”感受最早、最确切的

就是米芾。米芾可以称得上是书法奇才，且对鲁工的真书
不看好，认为只是普通的东西，没有学习的必要，但是当

他第一次看到《争座位帖》时，便深感佩服，且《宝章待
访录》中写到：“右褚纸真迹，用先锋县先天广德中碟起

草，秃笔，字字意相连属，飞动诡形异状，得于意外也。
世之颜行第一书也。”颜真卿的《争座位帖》给米芾留下

了极深一项，他在很多地方表达对该作品的赞赏。且北宋
的朱长文在《续书断》中写到：“自秦行篆籀、汉用分隶，

字有义理，法贵谨严，魏晋以下，始减损笔画以就字势，
惟公合篆籀之义理，得分隶之谨严，放而不流，拘而不拙，

善之至也。”朱文长提到的“合篆籀之义理”与米芾所述
的“篆籀气”意思一致。且两人都是相同时期的人，所以

无法判定谁先说的，也会互相影响过，也许互不影响，但
不管怎么说，颜真卿书法作品中所展现出来的“篆籀气”

在宋朝得到广泛认可。 
“篆籀”其实是我国文字发展历程中总结出来的一种

书体称谓，“籀”就是籀文，最早产生于周宣王时期，太
史籀整理了该时期的文字，写出了大篆 15篇，这就是《史
籀篇》，该著作属于字书，但它的形态和古文大篆有所不
同，主要用在识字启蒙方面，对规范天下文字存在直接的

影响。籀文在规范文字方面并未产生较大作用，只有秦国
继承了籀文写作，且对后续文字发展产生较大影响。秦国

统一六国之前，籀文经历一百多年发展历程，在传抄中会
不断被改写，难以保持周宣王时期的完全相貌。秦国统一

六国以后，统一文字，李斯著有《仓颉篇》、赵高著有《爱

历篇》这些都取自于史籀大篆，有些稍微改动，其实就是

小篆。 
这里所说的“篆籀气”，其实就是大篆、小篆这些书

体呈现的气象，也是篆籀技法的一大体现，更是一种审美
观。篆书线条圆润、曲婉通达，呈现饱满、鼓荡的气势；

结构变化大，有的对称，有的奔放，但都比较圆融；章法
多样，有的疏朗、有的茂密，有的错落有致，各有各的美

点。 

2  《麻姑仙坛记》中的“篆籀气”分析 

《麻姑仙坛记》是颜真卿楷书一大代表作，也是“篆

籀气”的一大代表作，创新性、美学价值非常突出。《麻
姑仙坛记》是颜真卿在自己仕途失意的时候所创作的，讲

述的是他游历麻姑山，并且写了一篇关于自己在麻姑山得
道成仙的文章，真实反映了他的问禅问道之心，通过轻松、

自然、愉悦的心态描述，实现了“无意者佳乃佳”之境。
颜真卿在碑文上的书法挺拔、苍劲有力，体态精悍、统筹

布局科学、笔资新颖。欧阳修在《集古录》中对其赞美到：
“其体法持重舒和而不局促，《麻姑仙坛记》此碑遒俊紧

结，尤为精悍，笔画巨细皆有法。” 
《麻姑仙坛记》这一楷书作品线条挺拔有力，且融合

了篆书、隶书笔法，起笔处兼并方圆、藏锋逆入，收笔的
地方存在多次停顿，线条粗细变化均衡，而笔画没有过多

的波折、点与画间呼应且连贯、节奏感强，为人创设出“屋
漏痕”的氛围。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基于字面意

思，“屋漏痕”其实就是指自然雨水沿着粗糙的泥墙慢慢
留下，在墙上留下了圆活、无规则且沉实的痕迹。所以，

运笔时应着重强调中锋行笔，如此在纸张上就能让墨迹朝
着两边呈现相同宽度的渗透，让文字变的更加有立体感，

让笔画色调始终保持一致而不会出现部分浓、部分淡的问
题，让文字笔画呈现的线条凝练、厚实有力度。其次，《麻

姑仙坛记》的碑文书写缓慢，行笔凝重、震颤，提按皆有、
顿挫齐全，让笔和纸之间的摩擦力呈现更好的效果，所展

示的笔画线条更加饱满、圆融。如仔细看该书法作品中文
字的横画时不难发现，左边横画有时右边粗、有时左边粗、

有时中间粗，变化多样，且横笔画多的字，两个横画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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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距十分匀称、长短互相配合、左右不齐，给人一种自然
形象、生动活泼的美感。 
分析《麻姑仙坛记》的碑文结构，这篇书法在结构上

汲取了篆书、隶书的正面取势优点，具有左右对称、质朴

浑厚、浑圆庄重等优势。其次，呈现疏密节奏一致、外密
而中疏、壮阔舒展的形象，给人一种气势磅礴、活力充沛

的感受。如，碑文中的“日”字，运用了隶书的宽博、篆
书的纵势。仔细来看，“日”字左边一竖像篆竖微倾，上

面一横起笔的时候与竖笔没有进行连接，转折位置折中有
转，竖笔如弩，笔直中也有弧度，中间一横显得圆厚，下

边一横右边虚左边实，且与最上面的一横右边实左边虚遥
相呼应，端庄大气中也渗透着一股灵气，给人一种密形疏

之的感觉。再如，该作品中的“光”字，给人一种篆意入
楷的意向；“火”字以篆形为主，气宇轩昂，体态沉实，

气势恢宏。 

3  《麻姑仙坛记》中的“篆籀气”成因 

第一，颜真卿深受殷氏、颜氏家族的影响，十分看重
篆籀，且篆隶功力非常浓厚，如此就让颜真卿能够在创作

中熟练运用中锋笔法，颜真卿书法的起笔、转折处、收笔
都显得浑厚凝重，且这种厚实感在颜真卿书法中“篆籀气”

中也是有所体现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颜真卿能够熟练
运用中锋。中锋笔法是唐朝书风相比魏晋南北朝的一大优

势，中锋笔法之所以能够成为笔法也是唐朝桌椅的一大变
革，我国家具专家表示，春秋战国到两汉时期我国出现了

配之以屏风的筵席、脚榻和矮脚床，还有案、几等诸多家
具共同构成了我国席地家具的格局。且到了唐朝、五代十

国后，矮式家具渐渐转变成了垂足而坐的桌椅，高座家具
自此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高桌椅的家具下，人们

能够伏案写作，中锋笔法如鱼得水。其次，在高座家具上，
纸张能够平铺在桌面上，上下提案变的更加顺畅、自由，

提案法的加入，让书法用笔变的丰富、多样，甚至能够让
按笔效果达到“重若崩云”的态势，提笔还能够使书法的

线条更加轻缓。所以，在运笔中运用交叉法，让书法作品
的线条粗细变化给人一种美感、韵律感、沉浮感，进而彰

显作品的审美价值。清代文人刘熙载有言：“凡书要笔笔
按，笔笔提”，书法作品中点画的活力主要是通过运笔的

提案来显示的，书写的过程其实就是提按的过程，笔锋运
行于之上，让提与按这两种操作灵活交替，再加上轻缓不

一、徐疾有致的笔法让书法中的线条、笔画更加有韵律感，

赋予其顽强的生命力，极具神采和情调，这也是线条形质
构成的重要影响因素。 
第二，颜真卿书法中的“篆籀气”形成在很大程度上

受其性情、品行的影响。安史之乱这一事件中，颜真卿立

了大功，后被提拔为吏部尚书，任太子太师，且被封为鲁
郡开国公。唐代宗时期李希烈叛变后，当时的皇帝听信了

宰相卢杞进言让颜真卿往劝谕，颜真卿被李希烈留下，最
终刚正不阿、忠贞不渝，被李希烈杀害。从中可以看出，

颜真卿性情纯厚、为人正直，且正义感强，在当时给世人
留下“义”和“烈”的印象。《书法偶集》中写到：“颜鲁

公碑，书如其人。所谓骨气刚劲，如端人正士，凛然不可
犯也。” 
第三，颜真卿当时受道教的影响很大，公元 768年，

颜真卿因为被当时的宰相卢杞陷害，被皇帝贬为抚州刺

史，颜真卿常常会去周边仙山游访，且在游访的过程中创
作了很多与道教信仰息息相关的碑铭书法作品。道教认为

“天人合一”，主张追求自然美，十分崇尚自然。在由此
延伸出“朴素”、“拙”、“淡”等美学内容，将其用于书法

创作中就形成了几千年来人们一直追求的自然、淳朴，以
及反对雕饰的精神文明。由此可见，颜真卿的书法艺术风

格形成与当时的自然环境、社会风气以及个人的思想品行
有关，且《麻姑仙坛记》这一作品给人一种不计工拙、随

形任运的形象就彰显了“篆籀气”这一特征 

4  结语 

综上所述，颜真卿书法作品中的“篆籀气”给人耳目
一新的感觉，且受到后世的广泛赞誉，他的作品无论是字

的大小、笔画的多少，都注重将字格撑满，且作品不简约，
对后世的书法、审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黄庭坚在《论书》

中写到：鲁公书虽自成一家，然曲折求之，皆合右军父子
笔法。颜真卿书法给人以端庄威严、浑厚博大的影响，是

儒家思想文化的重要写照，且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后人利
用“比德”的审美方式，将颜真卿的书法风格与其人格、

性情联系到一起，为后人的书法、思想品行、健全人格的
塑造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今的书法教育者们应注重将

颜真卿书法艺术与儒家思想文化结合到一起，为素质教育
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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