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寺庙多年的房梁暗槛中取出
,

得意地展示在萧翼面前
,

说 :

`

这才是王羲之的真墨迹
” 。

萧翼由此乘隙私取
,

回长安复

命
。

临走前在寺庙的桌子上留下了一些银两
。

⑧ 这就是有关萧翼赚 《兰亭》 的故事
,

它最早见于

唐代何延之的 《兰亭记》
。

元
、

明
、

清的画家绘
“

萧翼赚兰

亭
,

题材的画作也不少
,

所根据的材料无非是何延之 《兰

亭记》
,

和所谓传阎立本的 《萧翼赚兰亭图》 ,

不过有的参以

己意
,

画面有所变化而已
。

⑧ 唐太宗得到《兰亭序》真迹后
,

奉为至宝
,

常常
“

置

之座侧
,

朝夕观览
, 。

并命直弘文馆拓书人赵模
、

韩道政
、

冯承素
、

诸葛贞等摹拓数本
,

以赐皇太子
、

诸王
、

近臣
,

以

广传布
。

,

徽
《兰亭序” 与拚随葬昭陵

,

致使黝撇
。

唐初
,

临摹 《兰亭序》 风行
,

攀刻本种类繁多
,

现在人们见

到的大多是传世的唐以后辗转勾攀本或临写本
,

而在众多

临慕本中
,

尤以冯承素摹本最为精美
,

为古今之冠
,

有史以

来
,

没有第二件书迹能与之相比
。

它体现了王羲之书法遒

媚多姿
,

神清骨秀的艺术风神
。

不管是间架结构
,

还是行

笔的踪迹
、

墨彩的浓淡
,

都十分清楚
,

是一件非常接近原迹

的唐摹本
,

具有一定的
“

存真
,

性
。

符合古人所谓
“

下真

迹一等
”

的评价
。

古人云 : `

幕书得在位置
,

失在神气
, ,

此

本却是自然浑成
,

有血有肉
,

不失神气
。

启功先生也曾高

度评价冯摹神龙本 (因卷上有唐中宗
“

神龙
,

年号印
,

故

称此本为神龙本 ) 《兰亭序》 : `

在流传后世的各种刻本
、

摹本中
, `

神龙本
’

最忠于王羲之的真迹
, 。

王羲之的书法不仅在唐代受到人们的推崇
,

在宋

元明清各代也是一样
,

的推崇实不亚于唐太宗

隆四十四年 ( 177 9年 )
,

特别是清代的乾隆皇帝 对王羲之

而且极端欣赏 《兰亭序》
。

他于乾

将历代书法家摹写的王羲之 《兰亭

序》 及柳公权的 《兰亭诗》 等 8种本子幕勒于 8根石柱上

名日
“

兰亭八柱
, 。

其初拓本合册及 8种墨迹本今均藏于

北京故宫博物院
。

@ 其中
“

兰亭八柱
”

的前三柱均为唐摹 《兰亭序)),

第一柱为虞世南摹 《兰亭序帖 ;)) 第二柱为褚遂良摹 《兰

⑧ 虞世南 s( 58 一 638 年 )
,

字伯施
,

浙江余姚人
。

此帖是由元代张金界奴进呈给元文宗的
,

本幅前拼纸上有

元内府
“

天历之宝
”

朱文大玺
,

故明
、

清以来
,

称它为
“

天

历兰亭
” 、

或称为
“

兰亭张金界奴本
” 。

卷后明董其昌在题

跋中认为
“

似永兴 (虞世南 ) 所临
’ ,

清梁清标在卷首题

签也称
“

唐虞世南临楔帖
” 。

而从一些字的笔划观察
,

多

有明显勾笔
、

填凑
、

描补痕迹
,

且墨色入纸浮浅
,

纸上又

带有油
、

腊
。

又经屡次的装裱冲洗
,

墨色脱落较严重
,

所

亡一一事序帖í释文
二永和九年

,

戏在癸去
。

暮春之初
,

舍于舍柑山险之两亭
,

修楔事也
。

群赞奉至
,

畏少咸集
。

此地有崇山唆我
,

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
,

映带左右
,

引以扁流肠曲水
,

列坐其次
。

雌熟练竹管弦之盛
,

一肠一泳
,

亦足以教杨幽情
。

是日也
,

天朗清氛
,

夙惠和杨
,

仰视宇宙之大
,

俯察品颊之盛
,

所以进目恢砖
,

足以枉视聪之娱
,

信可祟也
。

夫人之相典
,

俯仰一世
,

取锗镶抱或
,

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
,

放浪形骸之外
,

雏取舍万殊
,

粉跺不同
,

欣尝其于所遇
,

哲得于己
,

快然足自
,

不知之老将至
。

及其所之既倦
,

情随事通
,

慨感你之高托味跳
,

猫不能不以之典恢
。

沉修短化随
,

龄终期盆
。

古人云;ǐ死生大亦矣
。

ì直不痛哉!每挽昔人典威之由
,

若合一契
,

未言不略文咦悼
,

不能喻之于滚
。

固知一死生高虚挺
,

奔彭疡扁作妄
。

俊之视今
,

亦由今之视昔
。

夫悲!故列教峙人
,

缘其所述
,

雄世殊事真
,

所以镶典
,

其致一也
。

之役挽者
,

亦将朴斯感有文
。

亭序帖》 ; 第三柱为冯承素攀 《 兰亭序帖 o))

如此排列
,

乾隆皇帝大概是以书者生年早晚为

序
,

若是从书写的水准高低排列
,

恐怕冯承素

幕 《兰亭序帖》 应当之无愧的排为第一
。

@ 历朝历代临幕 《兰亭序 》 的本子不

下数百种
,

而精通书画的乾隆皇帝偏偏选中这

8 种作为一个完整的系列
,

并摹刻上石
,

足见

弘历本人对其欣赏的程度
。

而在唐代的 3个

幕本中又尤以冯幕 《兰亭》 最得真迹之衣钵
,

被誉为中华艺术瑰宝中的
“

宝中之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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