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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于右任先生的草书历程

王 劲
(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摘 要］ 于右任先生以创立、推广、书写“标准草书”而闻名，其草书以书写“标准草书”为主，但并非完全

书写“标准草书”，而是有其自身的艺术特点和发展历程; 从于右任先生的草书书写实践出发，力图廓清“标准

草书”和“于体草书”的界限，将其草书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 认为于先生的草书，由偶尔为之到倾力为之，

体势上由平正入险绝，尤其是通过融碑入草、以章入今、夸张变形等方式形成其独特的艺术风貌，到了晚年则

洗尽铅华，弱化了笔下的对比因素，在绚烂之极处归于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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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 11 月 10 日，“当代草圣”于右任先生在台

北与世长辞。在人生最后的岁月里，他写下了“向荒

山大海长空争地，与自由平等博爱联盟”绝笔对联( 见

图 1) 。这是右老生命历程中最后的作品，也是他书法

生涯的完满句号。历尽一生的辉煌与艰辛，冲淡静穆

之气凝于他的笔下，静水流深，波澜不惊。

图 1 于右任绝笔对联及李普同题签

笔者在编集《于右任书法全集》时，得见右老作品

3 000 余件，五体俱备，形式多样。编委会同仁将所收

右老作品以书写年代排序，排成之后，右老的书法历程

便顿时呈现于眼前，蔚为壮观。尤其是他的草书，成就

斐然，影响深远。右老的草书历经三变: 初创标准草书

深得历代草圣笔意; 再由平正入险绝，气象万千; 及至

晚岁，铅华洗尽，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现以《于右任书法全集》所收集资料为依据，参考

相关文字记载，对于右任先生的草书发展历程做出

梳理。

一、早期草书

于先生学习草书始于中年。在《标准草书·自

序》中，于先生说: “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两三

年间，可以执笔。”［1］可以为证。
我们目前所见到右老的作品，最早使用的草书文

字是在其 40 岁左右的一些行书作品中。这些作品中

以行 书 为 主，偶 有 草 书 混 杂。例 如，书 于 民 国 七 年

( 1918 年) 的《延长感事诗》( 见图 2) 中堂，正文 57 字，

“客”、“可”、“余”、“里”、“独”等 5 字使用了草字。写

于民国八年( 1919 年) 的王维《观猎》( 如图 3) 中堂，正

01



文 40 字，16 字使用了草字，已占全篇三分之一以上，

这是他使用草字之滥觞。先生写这些作品时，其书风

仍在“二王”体系之中，写得舒放纵逸，但其中“时见浮

躁乃至 病 笔。此 时 应 是 先 生 正 在 寻 找 自 己 心 线 之

时”［2］。

图 2 于右任先生的《延长感事诗》

图 3 于右任先生书王维《观猎》

二、“于体草书”风格的形成

( 一) “标准草书”的创立

清末以来，西学东渐，当时的有识之士纷纷向西方

学习，寻找贫困积弱的中国的复兴途径。有的学人认

为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之一，是中国汉字较

之于西方文字的书写速度太慢。于是就有人于 19 世

纪末提出了以“汉字拼音化”取代汉字的想法，并付诸

行动。例如，钱玄同在致陈独秀的信中说道: “先生前

此著论，力主推翻孔学、改革伦理，以为倘不从伦理问

题根本上解决，那就这块共和招牌一定挂不长久 ( 约

述尊着大意，恕不列举原文) 。玄同对于先生这个主

张，认为救现在中国的唯一办法。然因此又想到一事:

则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 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

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3］

鲁迅、胡适、黎锦熙、瞿秋白、吴稚晖等都曾力倡废

除汉字。在此时代背景中，于先生认为:“新国家之建

设，尤利赖于进步之文字，以为之推助而速其成功。欧

美各强国，科学进步，文字亦简，印刷用楷，书写用草，

习之者，皆道其便。吾国文字，书写困难，欲持此以自

立于竞争剧烈之世界，其结果则不遗必变。不变则全

部落后，有必然者。……文字改良，虽仅为节省时间之

一事，然以其使用之广，总吾全民族将来无穷之日月计

之，岂细故哉! 这是我十余年来竭尽心力，提倡标准草

书的唯一原因。”［4］

1927 年后，于先生将自己大量的心血用于标准草

书的研究中。1932 年，他在南京成立了“标 准 草 书

社”，邀集同仁在深研历代草书经典的基础上，以“易

识、易写、准确、美丽”为标准。1936 年，他与“标准草

书社”同仁集出了百衲本《标准草书千字文》，从而揭

开了中国文字发展史上草书标准化的第一幕。在这一

时期，于先生的草书研究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他和草

书社同仁以提高汉字书写速度，利于国家建设为目的，

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标准，编订“标准草书”
文字，这是文字学领域的草书文字标准化的研究。二

是他的研究草书艺术的实践活动。于体草书风格在这

一时期逐渐形成。
( 二) 初创“于体草书”
这一时期，于右任先生大量临写了《十七帖》、《急

就章》、《月仪帖》、《出师颂》、《智永草书千字文》以及

《书谱》等历代草书经典。《临孙过庭书谱》就是这一

时期于先生的临习之作 ( 见图 4 ) 。1924 － 1929 年之

间，于右任先生所书的《总理在黄埔军校告别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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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年所书的《斗口农场遗嘱》( 见图 5) ，均是这一时

期的代表作。此时于先生已研究魏碑多年，逐步形成

自己独具一格的楷书风格。随着于右任先生审美情趣

和书法风格的转变，使其草书脱胎换骨，从流美隽秀的

二王、欧、赵体系转向浑穆朴拙的魏碑体系，书风由早

前的舒放纵逸变得雄浑开张。

图 4 于右任先生临孙过庭《书谱》

图 5 于右任先生撰书《斗口农场遗嘱》

1936 年，凝结于先生和草书社同仁数年心血的双

钩百衲本《标准草书》由上海汉文书局出版，标准草书

正式公布。此后，于先生的书法创作大多以草书为主。
以书法风格论。于先生此时的草书，字不连属，大小均

匀，简约流畅，用笔以中锋为主，粗细对比不强，结字标

准，虽线条沉厚自然，但仍写得“流而畅”，未脱历代草

圣笔意，是“于体草书”的初创阶段。1938 年，于先生

书《正气歌》( 见图 6 ) ，1939 年书《李雨田墓表》( 见

图 7) ，1945 年书《中吕·醉高歌》( 见图 8 ) 均是这一

阶段的代表作品。

图 6 于右任先生书文天祥《正气歌》

图 7 于右任先生撰书《李雨田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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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于右任先生撰书《中吕·醉高歌》

( 三) “标准草书”和“于体草书”之异同

“标准草书”和“于体草书”是两个常常被人们混

淆的概念。于先生中年之后将大量的心血用于标准草

书的研究，使人们觉得于先生和标准草书深深交融在

一起，提起标准草书就想起于先生，提起于先生就想起

标准草书。于是便有了将“标准草书”与“于体草书”
等同的看法。其实标准草书是经以于右任先生为代表

的“标准草书社”同仁对历代草书文字正定之后形成

的一套书写草书文字的规范; 而“于体草书”则是于右

任先生在长期研究创作中形成的一套自己的书法风

格。于先生在草字的运用上大量采用了标准草书的写

法，但草书的形成有源出篆隶、简存轮廓、约定俗成、符
号化四种方式，对于一个字由于构字方式的不同常有

多种合乎造字之理的写法。于先生在编订标准草书

时，只是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的标准，为了草书

的普及使用选择了其中的一种写法，并没有否定其他

正确的写法。因此，他在自己的草书创作中并非所有

草字都按照标准草书文字书写，以准确化为基本要求，

兼顾多样性。绝笔对联中“争”字 没有按照标准草

书书写就是一例 ( 按: 《标准草书》“争”字作“ ”) 。

而且在右老所书的大量的作品中使用非标准草书文字

的例子也大量存在，甚至有的草书作品中还混杂着一

些行楷书写法。因此，我们就不能说这些字也是标准

草书了，况且，标准草书只是一项未完成的伟大工程，

其标准化的草书文字体现在修订过 9 次的标准草书千

字文中，字数有限，在标准草书所标准化的文字之外右

老书写的其他草书文字是否算作标准草书，这也是一

个难以界定的问题。右老在世时已将“标准草书”和

“于体草书”做了清晰的区分。他在台湾就曾给书法

青年说:“你写标准草书，不要写我!”因此，我们不能

将“标草”与“于草”两个概念混为一谈。

三、创变时期的于体草书

1948 年前后，于先生开始对他的草书进行革新创

变，由平正入险绝，由流畅入厚拙，夸张变形，追求雄浑

苍朴、不齐之奇，渐开新境。于先生的创新变革既有艺

术风格上的，又有书写技法上的，这都是可资后世借鉴

的宝贵经验。其革新创变的方法可分为融碑入草、以
章入今、夸张变形三个方面。

( 一) 融碑入草

“草贵流而畅”。这是孙过庭对草书特征的一个

高度概括，历来写草莫不追求用笔之流动畅达。于先

生写草的革新之处在于，不失流通畅达而又能雄奇朴

重、变化丰富。作为碑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于先生的魏

碑楷书在中年时期已写得雄浑朴拙，成为魏碑体楷书

的几座巅峰之一。魏碑点画异于唐楷之处在于写唐楷

时笔毫与纸面接触较少、在点画中段笔锋是聚在一起

的，通过提按来增加线条的变化。书者在写魏碑时，笔

毫与纸面接触较多，点画中段笔锋多是散开的 ( 包括

绞锋、裹锋、铺毫、破锋等) ，在提按的基础上通过使转

和锋面转化增加线条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一笔之

内也有粗细之变化、方向之变化、以及质感之变化，极

大地丰富了线条的内涵和表现力。1948 年之后，于先

生逐渐将这种丰富多变的魏碑体线条运用于他的草书

图 9 于右任草书中的波折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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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前人常用“一波三折”来形容书法线条的丰富变

化，在这一时期于先生的草书里一笔 之 内 何 止“一

波”、“三折”( 见图 9 ) ，在直的线条中他通过提按、波
动、裹束、散拢、或中锋或侧锋、或顺锋或逆锋使线条产

生粗细、方向、质感之变化，在厚重苍茫与劲细峭拔之

间拉开无数的线条层次; 而他的曲线常由多段短直线

连接而成，绝不一笔带过，丰富的笔法就在这集短线成

圆弧的过程中纷纷登场，各种对立的矛盾( 中与侧、粗
与细、疾与迟、光与毛……) 都统一于短线之连接处，

将“留”与“流”完美地统一起来，变化丰富而不失流通

畅达，流通畅达又能雄奇朴重。
( 二) 以章入今

1932 年，于先生邀请王世镗从汉中赴南京切磋草

书艺术。王世镗在章草之外于汉魏碑刻用功颇多，将

碑学笔法融入章草之中，骨骼挺拔，沉稳厚重。于先生

受王世镗影响颇深，也从章草书法中泛汲取养分，并参

以魏碑意趣，写得生拙古朴，自然活泼。如图 10《周庆

云墓表》就是其中的代表。

图 10 于右任先生书《周庆云墓表》

于先生不是为写章草而研习章草，而是在章草中

提取有用的要素，运用在自己的草书之中，这是他的高

明之处。于先生提出的标准草书“四忌”中的“忌眼

多”与章草之笔划简洁、气象高古实质相合; 在他的草

书中常有章草意味的波挑和波磔出现，尤其是末笔捺

画波磔尤为明显;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他吸收章草字字

独立、不作连绵之节奏，用于自己的草书中，写出一派

静穆之气。历代以来的今草虽字不连属，但上字之末

笔总有向左下伸展欲与下字之起笔呼应之势，笔虽断

而意实连，行气上虽不若狂草之奔突起伏，但仍绵绵不

绝、节奏跳荡。于先生古稀之后的草书中，往往将一字

之末笔或回锋敛势，或指向中宫，绝少与下字呼应，大

大地降低草书的节奏，气息娴静浑穆，这样的节奏与气

息在草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见图 11) 。

图 11 于右任先生书心地性天十二言联

( 三) 夸张变形

于先生变革时期的草书结字可以用夸张变形而得

“不齐之奇”来概括。孙过庭说: “初学分布，但求平

正; 既知平正，务追险绝; 既能险绝，复归平正。”道出

了书法结字的两种方式，“平正”和“险绝”。德国艺术

心理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 Ｒudolf Arnheim) 也曾做

过这样的实验，给出稍微有点儿不对称的图 a 和 d( 见

图 12) ，人们往往有两种反应，一种是看到了对原形的

不对称性加以削弱的图 b 和图 e，另一种则看到了对

原形的不对称性加以夸张的图 c 和图 f［5］。
这两种反应体现在书法结字上就是孙过庭所说的

初学分布时所追求的“平正”与稍后的“险绝”。b 和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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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阿恩海姆《整平与尖锐》

因削弱了不对称性( 或差异性、丰富性) ，故而“平正”，

这种“平正”在艺术上是初级的、简单的“平正”; 而夸

张了不对称性的 e 和 f 则因其更加不对称( 不齐) 而使

艺术形象丰富奇特，得不齐之奇，因之“险绝”。
具体而言，于先生的夸张变形有这样几种方式: 夸

张字内空间的疏密关系、夸张结字的收放关系、夸张用

笔的粗细对比关系、夸张各部件的斜正关系、夸张字与

字之间的对比关系等( 包括轻重、大小、收放) 。从而

使他的草书随意生态形象鲜活。即使是临习之作于先

生也不刻意追求形态肖似，而根据自己的意图对原帖

加以改造，法古开新，是在继承同时的再创造。如图

13 就是于先生这一时期临习的王羲之《十七帖》，参以

己意，夸张变形，不为原帖字形所缚，虽临王书但仍是

于氏手法。

图 13 于右任先生临《十七帖》与原作比较

四、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于体草书

“起笔不停滞，落笔不作势，纯任自然。自迅速、
自轻快、自美丽。”( 见图 14) 这是于先生晚年写给他的

儿子于望德的一件手札《写字歌》。这是于先生晚年

书学思想的凝练概括。“纯任自然”、回归平淡是于先

生晚年草书的特点。1958 年，于先生所书《先伯母房

太夫人行述》、1959 年所书《唐寅题画诗》、1960 年所

书《与佛生草书联》、1961 年所书《百字令·题标准草

书》先生以及绝笔对联等，均是这一时期于先生草书

的代表。尤其是绝笔对联，大巧若拙、静水流深，在最

平淡处见最丰富，起首“向”字之“ ”，一笔之内折

笔十余次( 见图 15) ，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在绚烂之极

处归于平淡。
回顾于先生一生的书法历程，由二王、欧、赵入魏

碑，成为碑学书风的巅峰; 在魏碑书法最为辉煌的时刻

又以民族社会之振兴为担当，转而创编推广标准草书，

图 14 于右任先生所书《写字歌》

图 15 于右任先生绝笔对联中一个笔画之内的多次折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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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研究草书而写草书。他融碑入草、以章入今、夸张变

形。所掌握和开创的书法语言丰富无比、绚烂之极!

如果说于先生草创标准草书之时的草书是为“平正”，

变革时期的草书是为“险绝”，那么他晚年的草书就是

历经“险绝”之后的“平正”，是“通会之际”的炉火纯

青。“人书俱老”是于先生晚年草书的最大特征，他的

草书之“老”，不是衰老、不是老态龙钟，而是如《书谱》
所说的“通会之际，人书俱老”［6］，是历尽探索之后的

融会贯通，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式的“纯任自然”的

挥运。于先生晚年草书，锋芒敛尽而真力弥满，大朴不

雕，由巧返拙，粗细、疏密、收放之对比逐渐弱化，但这

种弱化不是简化，虽然“起笔不停滞，落笔不作势”，但

依然“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 一点之内，殊衄挫于

毫芒”，只是将复杂的点线波变“迅速”、“轻快”地完

成，隐于平淡的气韵之中，不经意处妙天然。
虽然于右任先生作古已经 50 年了，但这位“落落

乾坤大布衣”，以其独特的艺术精神和书法作品，为中

华民族的振兴而创立的“标准草书”，在现代书法史上

树立了一座丰碑，也在中国文化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

的一页。他的“于体草书”，融碑入草，极大程度上丰

富了草书线条的内涵和表现力; 以章入今，开创了持重

稳健的草书节奏; 夸张变形，形成了随意生态、拙朴雄

奇的草书结体。在“二王”、旭、素之外开创了一个新

的草书流派，无愧于时代赋予的“旷代草圣”之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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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 to being plain after being the extremely splendid
—Mr． Yu Youren's cursive script writing progress

WANG Jin
(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Abstract Mr． Yu is famous for the creation，spreading and writing of the " standard cursive script" ． His cursive script
mainly belongs to the " standard cursive script"，but it has its own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Be-
ginning with Mr． Yu's cursive script writing practice，this article strives to clarify the interface between the " standard
cursive script" and "Yu's cursive script" and divide his cursive script evolutional progress into four stages． It is held
that Mr． Yu's cursive script formed its unique artistic style in the way from practicing occasionally to making all his ef-
forts，from plain and regular to risky and absolute in momentum，and especially through integrating the tablet style of the
Wei Dynasty into the cursive script，exaggeration，deformation，etc． But in his later years，he removed all excessive
magnificence and weakened the sharp contrast element of his writing to achieve a wonderful transformation from gorgeous-
ness to nature．
Key words Yu Youren; calligraphy; cursive;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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