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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今 字 。 清 代 学 者 戴
震在《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
书》中说：“古字多假借，后
人始增偏旁。”清代著名的
训诂学家段玉裁认为：“古
今 无 定 时 ，周 为 古 则 汉 为
今，汉为古则晋宋为今。随
时异用着谓之古今字。”古
字和今字在字形结构上都
有造字的相承关系。当代
书法创作中常见的用古字
现象，已成为时尚。有些古
字可用，有些则风马牛不相
及了。

古 今 字 从 形 体 结 构 上
看是一脉相承的。如“昏”，
从日从氏，本义是落下，日
落就是昏。古人的婚礼大
多 都 是 在 傍 晚 举 行 。《辞
源》：“昏礼，婚娶之礼。古
时娶妻之礼，于黄昏举行，
故称昏礼。”阴阳交合之刻，
是结婚的最佳时间。在抄
写古代诗篇时，如《诗经》中
黄 昏 、婚 娶 皆 用“ 昏 ”字 表
示。《诗经·邶风·谷风》：“宴
尔新婚，如兄如弟。”昏字加
女为“婚”，作婚姻专指字。
抄写古籍，昏可作昏姻。当
代创作昏姻则要写为婚姻
更为妥当。

古人对古今字的概念，
是以时间为划分的，即古今
用字不同。裘锡圭在《文字
学 概 要》一 书 中 说 ：“ 古 今
字，也是跟一词多形现象有
关的一个术语。一个词的
不同书写形式，通行时间往
往有前后。在前者就是在
后者的古字，在后者就是在
前者的今字。”

古 今 字 现 象 在 古 代 典
籍 版 本 中 是 经 常 出 现 的 。
由于古今字、通假字大量存
在，对于书家阅读和抄录往
往造成困难。秦汉古籍，通
假字现象使用普遍。据统
计，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
共五千五百余字，其中通假
字就有三百多个。对于当
代书家来说，不能辨识文字
和读懂文意，一味地抄写，
难免人云亦云，不知所以然
也。秦汉以后，古籍经过后
人不断的整理，古今字、通
假字也就减少了。

当 代 书 法 作 品 中 的 古
今字、通假字现象普遍，但
多数作者不能理解为什么
用这个字，对文字的本义和
引申义不懂，有时候也难免
被人误为错字。文字经过
各个时代的演变，以及在各
个时期对文字正俗的厘定，
古代一字多用的现象逐步
减少，比如 ，从卿分化出，
又可作 。古籍里面方向的

“ ”很多写为“ ”。 、卿、
三字早已剥离开，各司其

职，如， 作“ ”、 作“ ”，
本是 挂之 ，借为州县

之县。 ，指把人头砍下悬
挂在木上。 字不见先秦两
汉资料，或许是 的省体。
枭首本字当作“ 首”。像
挂 、 首 在 古 籍 中 依 然 使
用。例如：《 ·魏 ·伐檀》：

“不狩不 ，胡瞻 庭有
兮？”

晋 陶 潜《桃 花 源 记》：
“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
舍船从口入。”“舍”在此作

“ ”，是 的古字。《说文》：
“舍，市居曰舍。”舍本义为
房屋，后引申为舍弃，新造
一个分化字 。

《管子·轻重乙》：“君直
币之轻重，以决其数，使无
券 契 之 责 。”“ 责 ”，债 的 古
字。《说文》：“责，求也。”古
无债字。

宋晏几道《蝶恋花》词：
“朝落莫开空自许，竟无人
解 知 心 苦 。”“ 莫 ”在 此 作

“暮”，是“暮”的本字。莫的
本 义 是 日 落 在 草 丛 中 ，为

“日暮”之暮的本字，表示日
暮、傍晚。后来“莫”字被假
借作无定代词，就又在“莫”
字上再加形符“日”成“暮”
字 来 表 示“ 傍 晚 ”的 意 思 ，

“ 莫 ”和“ 暮 ”就 成 了 古 今
字。类似这些分化添旁字，
已经明确字义，各司其职，
更为妥当。

“ 酉 ”像 一 种 小 口 尖 底
的酒器的形状，引申有“酒”
的 意 思 。《说 文》：“ 酉 ，就
也。八月黍成，可为酎酒。”
酉 是“ 酒 ”和“ 尊 ”的 本 字 。
后来“酉”被借用另表其义，
为 了 区 别 ，又 在“ 酉 ”旁 加

“水”，表示“酒”，在旁边加
“手”表示盛酒器，是为“尊”
字 。“ 尊 ”又 引 申 为 尊 敬 之

义。三个字各表其义，古字
和今字各有使命。书法创
作中偶见“酉”作酒，以“酉”
作尊的复古现象。

孟 姜 女 庙 前 有 一 副 对
联：“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
落 ，浮 云 长 长 长 长 长 长 长
消 。”最 常 见 的 断 句 读 法
是 ：海 水 潮 ，朝 朝 潮 ，朝 潮
朝 落 ；浮 云 涨 ，常 常 涨 ，常
涨 常 消 。《古 今 字 字 典》：

“潮水。这个意义，古字写
作 朝 ，今 字 写 作‘ 潮 ’。”

“长”，通“涨”。例如：汉荀
悦《汉 纪·成 帝 纪 三》：“ 阴
气盛溢，水则为之长，故一
日 之 内 ，昼 减 夜 增 。”“ 长 ”
通“常”，如：《庄子·秋水》：

“ 吾 长 见 笑 于 大 方 之 家 。”
所 以 ，此 联 看 似 反 复 用 一
个字，其实内涵古今二字，
不然读不通了。

《 开 通 褒 斜 道 石 刻 》
“斜”即写为“余”。余，象形
字，像房舍，本义为住宅，与

“舍”同义，甲金文借为第一
人 称 代 词 。《康 熙 字 典》：

“……又于遮切，音邪。褒
余，蜀地名。一作褒斜。《汉
杨厥碑》褒斜作褒余。”这类
字在汉碑中很多，如辟、避，
道、 ，息、媳，反、返，卷、 ，
敬 、警 ，北 、背 ，然 、燃 ，余 、
予，两、辆等大量的古今字、
通假字。古代字少，比如兑
字 ，兼 锐 、说 、悦 等 义 ，《论
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
说乎。”说、悦为通假字。

清 代 著 名 的 训 诂 学 家
段玉裁说：“凡读经传，不可
不知古今字。”在书法学习
中，抄写古籍，里面大量的
古字、通假字，是我们学习
的障碍。古代文字较少，典
籍抄写流传，一字多用现象
普遍。随着文字的不断演
变、新文字的增加，隶变以
后，汉字的字形、字义、字音
逐步稳定下来，汉字进入规
范书写时期。很多古今字
字义也发生了转变，有的假
借它用，有的则被淘汰。对
于古籍中的古字，我们既要
尊重原典，又要与时俱进。
对字义字形很早就独立使
用的字，就要避免再去使用
原始的古文字，古今两字往
往已经不是一个意思了，即
便有的字还能通用，但今字
的字义分工更为明确，更有
指向性，便于阅读理解。文
字演变进入楷书以后，古字
很少被人使用，只是在书法
创作中，特别是篆书、篆刻
创作中使用较多，楷书行书
中很少见，因为分化字已经
很成熟，并在历史上一直作
为正字出现，是历代的规范
文字。正确使用古今字，对
阅读古代经典以及书法创
作中的应用，将大有裨益。
通晓六书并了解文字的古
今演变，是我们学习继承传
统文化最基本的素养。

据新华网

说到王献之，可能有人不知道；但说到“书
圣”王羲之，知道的人就很多了。王献之是王
羲之的儿子，王氏是东晋的望族，一门盛产书
法家，在这些王姓的书法家里，王献之和他的
爸爸是最著名的，也是中国书法史上最为亮丽
的风景线，所以《宣和书谱》中说：“风流蕴藉为
一时之冠。”书法史上他们被称为“二王”“羲
献”或“大小王”，成为书法中的“四贤”，与前
辈张芝、钟繇并列。“二王”成为书法界最重要
的传统，至今不衰。

王献之（344—386） ，字子敬，小字官奴。
官至中书令，世称“大令”，他的族弟王珉继为
中书令，也以书法著名，世称“小令”。据记
载，王献之天资极高，从小秉承家学，是在翰墨
的熏陶中长大的。他先随父亲学习书法，后来
转师“草圣”张芝，继承了张芝的“一笔书”，且
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飘逸洒脱，“情驰神纵，超
逸优游”，英俊豪迈而饶有气势。

王献之的书名虽然与父亲并列，但人们还
是习惯排个高低，究竟他们的书法艺术成就谁
高谁低呢？有人认为“小王”超越了“大王”，
也有人认为还是“大王”最棒。“二王”父子的书
法艺术成就，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就得到了认
可，但高下之分，当时也评价不一。

晋末至南朝梁的七八十年间，“小王”的影
响超过了“大王”，书坛地位在宋、齐之间甚至
曾一度被推为最高。所以梁医药家、文学家陶
弘景的《与梁武帝论书启》中说：“比世皆尚子
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钟繇） ，于逸
少（王羲之）亦然”。

然而，到了尚佛的梁武帝时代，书坛风向
起了变化，因为梁武帝喜爱“大王”书法，“小
王”书法开始受到冷落。时光流转到唐朝，太
宗皇帝李世民更是竭力推崇“大王”的书法，还
不忘贬抑“小王”书法。无论梁武帝还是唐太
宗，极力推崇“大王”的书法虽然都是基于个人
的审美好恶，但因为他们统治者的身份，上行
下效，由此奠定了“大王”不可动摇的“书圣”地
位。

同样生活在唐朝的书学理论家张怀 ，在
风向一边倒的环境里，却能客观地从艺术评价
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在他的眼中，“小王”与

“大王”一样成就卓然，他在《书议》中说：“逸少
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
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 ”所以在《书断》中将

“小王”的隶书、行书、草书、飞白书都列为书法
最高审美等级的神品。

正如张怀 说的那样，“小王”同他的父亲
一样，在书法艺术上成就了一个时代的高度，
只是他们的审美追求不同而已。

平心而论，相比较而言，“小王”更令人敬
佩。他在父亲成熟书风的笼罩下，能够摆脱朝
夕相处、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另辟蹊径、独树一
帜，是非常难能可贵而值得推崇、学习和借鉴
的。令人叹息的是，“小王”正值盛年之时，生
命之舟却戛然搁浅，终年 43岁。这个年纪，对
于普通人来说，如日中之光；但对于一个艺术
家来说，却正是初升之阳。不然的话，东晋书
法史，或者中国的书法史，说不定会别有景观。

遗憾的是唐太宗不喜欢“小王”书法，所以

唐内府“小王”的书迹“仅有存焉”，遗墨留存
数量远远没有“大王”那么丰富。宋朝初年，复
又开始并举“二王”，宋太宗赵光义时代的《淳
化阁帖》 ，一半为“二王”作品，但这些墨迹本
绝大多数没有保存下来。好在历代刻帖中还
保留着一些真迹刻本，可以供后人了解、学习

“小王”的书法。
《中秋帖》 ，传为王献之书。行草书，纸本

墨迹。三行，共二十二个字，没有署款，现藏北
京故宫博物院。曾刻入《戏鸿堂帖》《三希堂
法帖》 ，《石渠宝笈》《中国书法鉴赏大辞
典》《中国书法大辞典》等收录，刊入《中国书
法全集》 。 《中秋帖》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
帖》 、王 的《伯远帖》为清乾隆皇帝挚爱的三
件珍品，称为“三希”，他的书斋也因此名曰

“三希堂”。 《中秋帖》是王献之存世不多的
书作中的墨迹本，因为篇首“中秋”二字而得
名。但它是不是“小王”的亲书墨迹，前人多有
疑问。

明代书画收藏、鉴赏家张丑《清河书画舫》
认定它不是“小王”真迹，而是唐人的临本。清
代的书画收藏、鉴赏家吴升也认为是临本，但
他认为不是唐人所临，而是宋人临本，他在《大
观录》中分析，“书法古厚，墨彩气韵鲜润。但
大似肥婢，虽非钩填，恐是宋人临仿”。又因
为《中秋帖》记载在“宋四家”之一的米芾著作

《书史》中，而其用笔也有米芾的痕迹，所以，吴
升由此推定“为米元章（米芾）所临无疑”，后
人大多支持吴升的观点。

据米芾《书史》记载，他曾经收藏过王献之
的《十二月帖》 。 《十二月帖》收刻于南宋《宝
晋斋法帖》 。从文本的内容说，《十二月帖》
与《中秋帖》 ，只相差十个字。 《十二月帖》的
内容为“十二月割至不中秋，不复不得相，未复
还，恸理为即甚，省如何。然胜人何庆等大
军。 ”共三十二个字，比《中秋帖》多了十个
字，即第一句“十二月割至不”六字，还有后面
的“未复”和“恸理”四字。所以有人推论：米芾
所藏的《十二月帖》墨迹本，就是《中秋帖》的底
本。

无论现在留传的《中秋帖》是唐人所临，还
是宋人所临，是否是王献之的真迹，其实都不
重要。重要的是从中多少传达出了王献之行
草书的风采神韵，也是我们所能见到的为数不
多的王献之草书的墨迹本，弥足珍贵。

王献之的连绵草书，是他的书法中最为人
称道，也是最为感人的。从《中秋帖》中我们可
以体会他行草书的魅力和感人之处。虽然寥
寥二十余字，或两字相连，或四字相连，但上下
映带，潇洒淋漓，气韵流宕而一气呵成，姿态生
动，风神毕现，无一点尘俗之气，无一分桎梏束
缚。正如米芾所说：“运笔如火箸划灰，连属无
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 ”

法国作家布封有“风格即人”之论，中国有
“字如其人”之说。“小王”书法与人相映发，由
《中秋帖》正可以想见他的潇洒之风神，高洁之
姿容。有人认为，后世狂草滥觞于“小王”的

“一笔书”，或许有几分道理。只是作为今人，
我们已无缘全方位地领略和欣赏“小王”酣畅
淋漓的“一笔书”，好在还有前人的临摹和一
些散落在书法典籍中的记录文字，让我们去想
象它感人的风采。 据新华网

王献之《中秋帖》卷（传）纸本草书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风格即人 字如其人
——王献之《中秋帖》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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