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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續書斷》云： 范文正誄之曰：「曼卿之筆，顏筋柳骨，散落人間，寶為神物。
1」從此之後，「顏筋柳骨」成為二風格的對照特點，並長為論書者所稱道。 

    柳體似顏，結體中宫緊湊向外開張，歷來以骨力取勝。柳書講究筆法，以方

為主、逆鋒起筆、中鋒行筆、回鋒收筆，方圓並濟。清周星蓮《臨池管見》云：

「歐、虞、褚、薛不拘拘於《說文》，猶之韓、柳、歐、蘇不斤斤於音韻。空諸

所有，精神乃出。2」這種用筆方法，是寫好楷書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方法。 

顏柳二人聲名相繫，其師承淵源亦多有相似雷同之處，茲先列表粗作比較，然後

再分四節仔細敘述、分析、綜合、比較如下： 

 

表二：顏柳比較表 

 

      顏真卿 柳公權 

出卒年 顏真卿(公元 709－785) ，字清

臣，生於景龍三年，卒於貞元元

年，年七十七。 

柳公權( 778---865 )字誠懸，生於代

宗大歷十三年，卒於文宗咸通六

年，年八十八。 

出生地 京兆萬年（今陜西西安）人 京兆華原 (今陝西耀縣)人 
生平 

概述 

出生於一個世代從事訓詁學、文

學和書法的士大夫家庭，其上祖

都是很有聲譽的名流。五世祖顏

之推，是北周有名的文學家，著

有《顏氏家訓》。曾伯祖顏師古，

是隋唐間著名的文學家和史學

家，也是唐太宗時弘文館學士，

精訓詁，又善書法。不僅顏真卿

父系以能書著稱，母系也是如

此。  

其祖父柳正禮曾任邠州士曹參

軍，父柳子溫官至丹州刺史，伯父

柳子華曾任池州刺史、檢校金部郎

中、修葺清華池使，兄柳公綽為兵

部尚書。在這樣的世家環境下，柳

公權長大後自然也步上了仕宦之

途。柳公權出生在這樣的一個官宦

家族，自幼便亦受到良好的詩書教

育。 
 

仕宦 

歷程 

 

   《新唐書》云：「少孤，母殷

氏躬加訓導。既長，博學工辭章，

事親孝。開元中，舉進士，又擢

制科。調醴泉尉。再遷監察御史，

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不決，

天且旱，真卿辨獄而雨，郡人呼

「御史雨」。複使河東，劾奏朔

方令鄭延祚母死不葬三十年，有

詔終身不齒，聞者聳然。遷殿中

侍御史。時御史吉溫以私怨構中

  在憲宗時，柳公權任秘書省校

書郎。《舊唐書》：「元和初，進士

擢第，釋褐秘書省校書郎」《舊唐

書》：「李聽鎮夏州，辟為掌書記」。

  《舊唐書》：穆宗即位，入奏

事。帝召見，謂公權曰：「我於佛

寺見卿筆跡，思之久矣。」即日拜

右拾遺，充翰林侍書學士，遷右補

闕，司封員外郎。從此他在穆宗、

敬宗、文宗三朝，一直侍書禁中。

                                                 
1 宋朱長文《續書斷》，同上註，頁 307。 
2 清周星蓮《臨池管見》，同上註，頁 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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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宋渾，謫賀州，真卿曰：「奈

何以一時忿，欲危宋璟後乎？」

宰相楊國忠惡之，諷中丞蔣冽奏

為東都採訪判官，再轉武部員外

郎。國忠終欲去之，乃出為平原

太守。3」 

真卿於天寶末年，累遷兵部員外

郎、戶部侍郎、兼河北招討採訪

使。肅宗即任後，授工部尚書兼

御史大夫，又加銀青光祿大夫，

仍以河北招討兼採守處置使守平

原。至德二載（七五七），四十九

歲，詔除憲部尚青，加御史大夫。

真卿五十六歲，遷刑部尚書續兼

御史大夫充朔方宣慰使，進封魯

郡公。永奏三年（七六六），元載

引用私黨，懼朝士論奏其短，乃

阻斷言路，真卿上《百官論事

疏》，其文俱載唐史。其後以太廟

祭器不修一事言於朝，自此真卿

遠離朝政中心，開始其長達十一

年之謫居生涯，時真卿五十八

歲。真卿最後任至太子太師。 

宰相李宗閔《舊唐書》：李宗閔云：

「家弟苦心辭藝，先朝以侍書見

用，頗偕工祝，心實恥之，乞換一

散秩。」乃遷右司郎中，累換司封、

兵部二郎中，弘文館學士。  

  唐文宗頗愛柳公權書法，《舊

唐書》：文宗思之，復召為侍書，

遷諫議大夫，俄改中書舍人，充翰

林書詔學士。開成三年轉工部侍

郎，累遷學士承旨。  

  《舊唐書》：武宗即位，罷內

職，授右散騎常侍。宰相崔珙用為

集賢學士、判院事。  

  《舊唐書》：李德裕（宣宗）

時，左授大子詹事，改賓客，累遷

金紫光祿大夫、上柱國、河東郡開

國公。復為左常侍，國子祭酒，歷

工部尚書。 

  《舊唐書》：懿宗時，咸通初

年，柳公權改為太子少傅，改少

師；在咸通六年（八六五）卒，贈

太子太師，時年八十八。4 

個性 顏柳二人皆忠肝義膽、膽識過人、剛強耿直、看淡名利 
工書 

辭賦 

既長，博學工辭章，事親孝。真

卿立朝正色，剛而有禮，非公言

直道，不萌於心。善正、草書，

筆力遒婉，世寶傳之。貞元六年，

赦書授頵五品正員官。開成初，

又以曾孫弘式為同州參軍。 

「幼嗜學，十二能為辭賦」。「尤精

《左氏傳》、《國語》、《尚書》、《毛

詩》、《莊子》。每說一義，必誦數

紙。性曉音律，不好奏樂。常云：

聞樂令人驕怠故也。」 

人品 清周星蓮《臨池管見》云：「顏常山、柳諫議文章妙古今，忠義貫日

月，其書嚴正之氣溢於褚墨。5」 
書體 顏體 柳體 
書作 約一百三十餘幅 約一百○二幅 

                                                                                                                                            
3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36 卷（北京：中華書局），2000 年 3 月，頁 3793。 
4後晉‧劉昫，《舊唐書‧柳公權傳》卷一百六十五列傳第一百一十五（北京：中華書局），2000 年 3 月， 
   頁 2935-2936。 
5 清周星蓮《臨池管見》參見華正人編《歷代書法論文選》（台北：華正書局），1984 年 9 月， 

頁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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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世對

二人書

風之評

論 

宋米元章《海嶽名言》：「顏真

卿書如項羽掛甲、樊噲排突，硬

弩欲張，鐵柱將立，昂然有不可

犯之色。6」 

宋米元章《海嶽名言》：「柳公權

如深山道士，修養已成，神氣清

健，無一點塵俗。7」 

明宋仲溫＜手錄書法＞云：「柳公

權書雖出自顏，而意態自若，如泰

氏之御，內得于心，而外合于馬，

志取道致遠，而氣力有餘。」8 
明張丑《米庵鑑古百一詩》云：「骨

法公權稱第一」9 
清梁巘《評書帖》云：「歐書橫筆略輕，顏書橫筆全輕，柳書橫筆重

與直同。」又云：「顏不及歐。歐以勁勝，顏以圓勝。歐書力健而筆

圓，後世學者不勉匾削。歐書勁健，其勢緊。柳書勁健，其勢鬆。10」

 

宋蘇玉局《辨法帖及諸書家》云：「余嘗論書以謂鍾、王之跡，蕭散

簡逸，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柳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

天下翕然以為宗師，而鍾王之氣益微。11」 

 

項穆《書法雅言》：「顏真卿之端厚，柳公權之莊嚴。」、「顏、柳得其

莊毅之操，而失之魯獷。」12 

 

後世對

二人筆

法異同

之評論 

 

 

 

 

 

 

 

清梁巘《評書帖》：「顏書結體喜

展促，務整齊，有失古意，終非

正格。13」 

宋‧米芾《海嶽名言》：「柳公權

師歐而不及遠甚，而為醜怪惡札

之祖」14 
「顏筋 

柳骨」成

傳世 

公論 

宋朱長文《續書斷》云： 范文正誄之曰：「曼卿之筆，顏筋柳骨，散

落人間，寶為神物。15」 

                                                 
6清卞永譽《式古堂畫彙考》（一），宋米元章《海嶽名言》（台北：正中書局），壬戍年秋仲， 

頁 116。 
7同上註，頁 116。 
8同上註，明宋仲溫＜手錄書法＞，頁 123。 
9楊家駱，《明清人題跋》上，明張丑《米庵鑑古百一詩》其三十五，（台北：世界書局），1988

年 5 月，頁 112。 
10 清梁巘《評書帖》參見華正人編《歷代書法論文選》（台北：華正書局），1984 年 9 月，頁 543、

537。 
11清卞永譽《式古堂畫彙考》（一），宋蘇玉局《辨法帖及諸書家》（台北：正中書局），壬戍年秋

仲，頁 107。 
12項穆《書法雅言》見華正人編《歷代書法論文選》（台北：華正書局），1984 年 9 月，頁 493、494。 
13清梁巘《評書帖》，同上註，頁 543。 
14 宋‧米芾《海嶽名言》，同上註，頁 332。 
15 宋朱長文《續書斷》同上註，頁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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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柳 

特色 

從同處觀之，顏柳之書都講究雄強的骨力，大丈夫的氣概。顏筋柳骨

之美，成為唐代楷書的審美標準。在顏柳之前，楷書尚側取妍，顏柳

方正取健；前者雅麗韻致，顏柳尚俗取宜；前者法度內寓，顏柳法度

外露；前者風韻流美，顏柳則氣勢壯闊。王澍《虛舟題跋》亦云：「稍

痛快則為顏真卿，稍堅卓則柳公權。16」 
 

 

 

第一節  師承淵源之比較 

 

    顏真卿幼年喪父，隨母殷氏寄居舅家，由母殷氏、伯父元孫、次兄允南養育

成人，其間所成就的學業，都變成他後來成為一位書家的根基。殷氏世家也多出

書學名家， 

      劉熙載《藝概》云：「顏魯公書，自魏、晉及唐初諸櫽括。東坡詩有『顏 

      公變法出新意』之句，其實變法得古意也。顏魯公正直，或謂出於北碑《高 

      植墓志》極穆子容所書《太公呂望表》，又謂其行書與《張猛龍碑》後行 

      書數行相似，此皆近之。然魯公之學古，何嘗不多連博貫哉！」17 
 
    柳公權在書法藝術之成就。柳公權傳世的書跡，諸如《玄祕塔碑》、《神策軍

碑》、《金剛經》可謂繼承楷書的風貌，其體勢勁媚，自成一家。與顏書相較，轉

折、挑剔用筆相近，而顏書字體寬博、渾厚多筋，柳書字體瘦勁、遒勁爽朗。宋

朱長文《續書斷》云： 范文正誄之曰：「曼卿之筆，顏筋柳骨，散落人間，寶為

神物。18」從此之後，「顏筋柳骨」為論書者所稱道。 唐釋亞棲《論書》云：「凡

書通即變。王辯白雲體，歐變右軍體，柳變歐陽體，永禪師、褚遂良、顏真卿、

李邕、虞世南等，並得書中法，後皆自變其體，已傳後世，俱得垂名。若執法不

變，縱能入石三分，亦被號為書奴，終非自立之體。是書家之大要。19」以歐陽

詢為中介，為柳書得右軍法作了詮釋，能超脫前人之窠臼、獨樹一格，使得晚唐

的柳公權，書名得以家喻戶曉，流傳至今。 

     

 柳公權 柳體 
師承 

淵源 

柳公權最初學習二王的書法，又

遍觀各家的筆法，受歐陽詢、顏

真卿書風的影響最大。他的楷書

顏真卿自幼家學淵源，其五世祖顏

之推工書法，且精於書學，自南朝

以後，真卿祖上多已草隸篆楷為時

                                                 
16 清．王澍，《虛舟題跋》，參見黃簡《歷代書法論文選續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 年。 
17 劉熙載《藝概》參見華正人編《歷代書法論文選》（台北：華正書局），1984 年 9 月，頁 656。 
18 宋朱長文《續書斷》，見華正人編《歷代書法論文選》（台北：華正書局），1984 年 9 月，頁 

   307。 
19 唐釋亞棲《論書》，同上註，頁 273。 
20 後晉‧劉昫，《舊唐書‧柳公權傳》卷 32 列傳第一百一十五(北京：中華書局），2000 年 3 月，頁 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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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法端整，融合了歐、顏二大家

的特色，而結構瘦硬峻拔、舒朗

開闊則自成ㄧ家。可見二人書法

淵原有其相似處，而柳之學顏，

使兩人關係更加緊密。 

《舊唐書‧柳公權傳》曰：「公權

初學王書，遍閱近代筆法，體勢

勁媚，自成一家。」20  

宋‧朱長文《續書斷》云：「公權

正書及行，皆妙品之最，草不失

能，蓋其法出於顏而加以遒勁豐

潤，自名一家。21」 
元解縉《春雨雜述》云：「張長史

旭傳書法於顏平原真卿，真卿傳

柳京兆公權，零陵僧懷素、鄔彤、

韋玩、崔邈、張從申，以至楊少

師凝式。」22 
劉熙載《藝摡》云：「柳誠懸書，

《玄秘塔》出顏之《郭家廟》23。」

人所稱道，在其同輩中也有許多家

人在書學上造詣精湛。顏家書學傳

統對真卿頗有激勵作用。而其幼年

喪父，隨母殷氏寄居舅家，殷氏世

家也多出書學名家，使他從中也攝

取了豐富的營養。隨著顏真卿的成

長，自我積累的加深，遂以二王、

褚遂良、張旭為師，刻苦鑽研。接

著接受張旭筆法，真卿認為「得攻

書之妙，自知可成」於是依照指

引，以後幾年刻苦磨礪，終底有

成。 

   顏真卿書法初學褚遂良，後在

當時大書家張旭門下求教筆法，留

下了著名的書論《張長史筆法十二

意》；另外，從歷史記載及顏真卿

書法發展來看，他還注重向民間書

法學習，從中汲取營養，如他早年

的作品《多寶塔碑》，頗多寫經筆

意；而後來以「顏體」稱著的楷書

問世。 
 

 

弟二節 學書歷程之比較 

 

    早期的書法創作反映顏真卿向古人和民間書法家學習、消化，逐漸形成自己

風格的過程，特別是《多寶塔碑》，學習民間書法家的跡象很明顯。這一時期楷

書作品的用筆偏於方峻；左右兩豎的結構一般取相背形；拐彎處用折筆為多。 
柳公權的書學，唐書本傳說：「初學王書，遍閱近代筆法」。唐文宗稱柳字是「鍾、

王復生，無以加焉」。蘇軾認為「柳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從柳公權

傳世楷書看，受顏真卿的影響跡象是明顯的，且他是繼顏真卿開拓出新的局面而

形成自己的風格的。唐代書學文化輝煌燦爛，再創中國書法文化的另一境界，可

謂「書至初唐而極盛」。 
 

     

                                                                                                                                            
21 宋‧朱長文《續書斷》，同前註 227，頁 305。 
22 元‧解縉《春雨雜述》，同上註，頁 465。 
23 劉熙載《藝摡》，同上註，頁 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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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柳公權 顏真卿 
學書 

歷程 

柳公權出身書香之家，著名文學

及書法家柳公綽是他的哥哥。據 
《舊唐書‧柳公權傳》云：「幼嗜

學，十二能為辭賦」他自幼聰明，

愛好書法，十二歲便能工辭賦，

名震鄉里。但在科舉考試上並不

十分順利，約於唐憲宗元和初年

（三十歲）才考中進士。開始只

是在祕書省任校書郎。穆宗即位

後，聞知他的書法，非常賞識，

下令召見他。柳公權當時僅任職

位很低的夏州司記官，掌地方文

書工作。穆宗召見並當面對他

說，早就很想見你了，可見當時

柳公權的書法造詣之高，可想而

知。 
    當時任命柳公權為右拾遺侍

書學士，從地方選拔到翰林院。

誰知這個選拔反而影響他的仕

途。從此，他一直任侍書學士，

先後歷經了穆宗李恆、敬宗李

湛、文宗李昂三朝，十多年來默

默無聞。    
    唐文宗開成年間柳公權仍任

翰林侍書學士，在宮中侍書，實

際地位沒有什麼變化，直到唐懿

宗咸通初年他八十二歲高齡，才

以太子太保致仕。一生潛心書

藝，不求聞達，儘管有人為了爭

權奪利、身陷於政治鬥爭之中，

但他卻能置身事外，未受衝擊，

在幾十年的官宦生涯中未受到波

及，可說是難得的為官歷程。柳

公權「志耽書學」，此潛心書藝之

歷程，可看出柳公權不求名利、

不求聞達的個性。 

顏真卿出生於一個世代從事訓詁

學、文學和書法的封建士大夫家

庭，其上祖都是很有聲譽的名流。

五世祖顏之推，是北周有名的文學

家，著有《顏氏家訓》。曾祖顏師

古，是隋唐間著名的文學家和史學

家，也是唐太宗時弘文館學士，精

訓詁，又善書法。不僅顏真卿父系

以能書法著稱，母系也是如此，如

他的外祖父殷仲容，是武則天時的

秘書丞，書法名重ㄧ時。殷仲容的

父親殷令名，作「榜書」為當時所

重，他的筆法精妙，不減歐、虞。

書法對顏真卿來講，算是天然有緣

了。顏真卿晚年在《草篆帖》中曾

講：「真卿自南朝來，上祖多以草、

隸、篆、籀為當代所稱，及至小子，

斯道大喪。」 

    不幸的是，顏真卿三歲的時候

後就失去了父親，門庭開始衰落。

幼年的顏真卿過著?為貧窮的生

活，據說他曾因買不起紙和筆，便

用掃帚持著黃土在牆上練字，非常

刻苦用心，並由他的母親殷氏親加

訓導。家庭的影響和早期的教育，

對顏真卿的ㄧ生產生了深刻的影

象，養成一種剛正倔強、堅貞獨

立、發奮好學的性格，對下層人民

有著較為深刻的認識和理解。顏真

卿高尚的人格品質ㄧ直為後世所

頌揚，在唐時，他忠義的聲譽幾乎

完全掩蓋了他的書名。所以，在《舊

唐書》中，隻字不提他的書法成

就，在《新唐書》中才稱他「善正、

草書，筆力遒婉，世寶傳之。24」

因此，也直到宋以後，顏真卿的書

                                                 
24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36 卷（北京：中華書局），2000 年 3 月，頁 3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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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才與王羲之並提。 
書法 

分期 

根據僅見的文獻資料整理分析，

柳公權六十歲以前大都承襲前人

之書風，而六十歲以後柳書的書

風才儼然成形，因而柳公權亦是

大器晚成的書家；以其六十歲為

分界，將其書作分前期與後期。

前期為柳氏二十四歲 (八○一 ) 
開始書法創作，迄於六十歲(八三

七)；後期為六十歲之後(八三七)
至去世前一年(八六四)。 

顏真卿是大器晚成的大書家，其

「顏體」的初步形成是在「安史之

亂」期間，此時他大約 50 歲，而

楷書真正的成熟，幾乎已近六十

歲。因此顏真卿的書法可分三個時

期：五十歲前為早期，六十五歲前

為中期，六十五歲後為晚期。 

分期 

書作 

代表 

六十歲以後的十年中，柳書進入

輝煌時期，如日正當中。這一時

期，以《玄秘塔碑》和《神策軍

碑》為柳體的典型，聲名最為卓

著。七十歲以後的十年中，柳公

權又進入了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今僅見《太子太傅劉沔碑》與《魏

公先廟碑》、《高元裕碑》等。八

十歲以後的八年中，以《復東林

寺碑》（八五七）(八十歲書，中

楷)為代表。 

張龍文《中華書史概述》云：「顏

書發展有三個階段：其一，早期風

格以《多寶塔感應碑》、《夫子廟堂

記殘碑》為代表，這一類作品具有

徐浩書風特徵；其二，雄邁書風以

《東方朔畫像贊》、《中興頌》為代

表；其三，以拙寓巧、雄健超逸書

風以《竹山堂連句詩帖》、《李玄

靖》、《麻姑先壇記》為代表。」25

 

 
 

第三節 書學理論之比較 

 

    柳公權是顏真卿的後繼者，他剛開始是學習王羲之的書法，而後研究近代筆

法體勢，可以說是以顏真卿筆法為中心。顏真卿、柳公權書法所表現的特徵，就

是所謂的「 顏筋柳骨」，只是相對之下，柳字比顏字筆畫來的細長且露骨，字

形屬於長方形與顏字的方形不同，較為強勁爽利。顏體在筆法上，繼承二王中鋒

行筆的優點，起筆方圓並用，藏鋒逆入，略参篆籀筆意，收筆時多頓收鋒。強調

首尾呼應，行成「蠶頭燕尾」之勢。如《顏勤禮碑》，横輕豎重，微帶弧形，同

一字中的點化相遇，變化多姿。線條渾厚飽滿，行筆沉着有力，筆斷而意連。正

如《書譜》所講：「真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情性26」，也就是說，楷書能做到點

畫之間筆勢的呼應是比較難的。 
    柳字是最講究筆法的，以方為主，逆鋒起筆，中鋒行筆，回鋒收筆。要抓住

                                                 
25 張龍文《中華書史概述》（台北：台灣中華書局），1983 年 9 月，頁 177。 
26 孫過庭《書譜》參見華正人編《歷代書法論文選》（台北：華正書局），1984 年 9 月，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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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筆劃的寫法。如：點、橫、豎、撇、捺、折、鉤。要掌握好每一個字的間架

搭配關係。把所掌握的基本筆劃運用到每個字的結構中去，先求形似，在追神似。

柳體與顏體各具特色，其書學理論今分述如下：  
 

書學 

理論 

 《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 ＜心正則筆正＞說 

書 

 

 

學 

 

 

理 

 

 

論 

 

 

內 

 

 

容 

乃曰：「夫平謂橫，子知之乎？」

僕思以對曰：「嘗聞長史九丈令每

為一平畫，皆須縱橫有像。此豈

非其謂乎？」長史乃笑曰:「然」。

又曰：「夫直謂縱，子知之乎？」

曰：「豈不謂直者必縱之不令邪曲

之謂乎？」長史曰:「然」。 

又曰：「均謂間，子知之乎？」曰：

「嘗蒙示以間不容光之謂乎？」

長史曰：「然」。 

又曰：「密謂際，子知之乎？」曰:

「豈不謂築鋒下筆，皆令宛成，

不令其疏之謂乎？」長史曰

「然」。 

又曰：「鋒謂末，子知之乎？」曰：

「豈不謂末以成畫，使其鋒健之

謂乎？」長史曰：「然」。 

又：「力謂骨體，子知之乎？」曰：

「豈不謂趯筆則點畫皆有筋骨，

字體自然雄媚之謂乎？」長史

曰：「然。」 

又曰：「輕轉謂曲折，子知之乎？」

曰：「豈不謂鉤筆轉角，折鋒輕

過，亦謂轉角為暗過之謂乎？」

長史曰：「然。」 

又曰：「決謂牽掣，子知之乎？」

後晉‧劉昫，《舊唐書‧柳公權傳》

云：穆宗政僻，嘗問公權筆何盡 

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

正，乃可為法。」上改容，知其筆

諫也。28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柳公

權傳》云：帝問公權用筆法，對曰：

「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

時帝荒縱，故公權及之。帝改容，

悟其筆諫也。29 

 
明楊升菴《書系書說》云：「在乎

掌虛指實，公權筆諫之要。30」 
汪玉水《墨雨碎金》云：「筆正之

說，真格言也，筆正則古人筆法皆

如吾手矣。側鋒取妍，鍾王不傅

之，秘濡毫之，次法與鋒合，然後

運筆，無非法也。
31」 

 

柳公權為唐代著名書法家。有一

次，他在回答唐穆宗時說：「用筆

在心，心正則筆正，乃可為法。他

在回答唐穆宗這一段話，以為是柳

公權藉此機會諷諫他，因此「心正

則筆正」這句話被後人稱之為「筆

                                                 
27 顏真卿《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見華正人編《歷代書法論文選》（台北：華正書局），1984 年 

9 月，頁 254-255。 
28 後晉‧劉昫，《舊唐書‧柳公權傳》列傳第 115 卷 (北京：中華書局），2000 年 3 月，頁 2935。 
29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柳公權傳》36 卷（北京：中華書局），2000 年 3 月，頁 3909。 
30清卞永譽《式古堂畫彙考》（一），明楊升庵《書系書說》（台北：正中書局），壬戍年秋仲，頁 

173。 
31 同上註，汪玉水《墨雨碎金》，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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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豈不謂牽掣為撇，銳意挫

鋒，使不怯滯，令險峻而成，以

謂之決乎？」長史曰：「然。」 

又曰：「補謂不足，子知之乎？」

曰：「嘗聞於長史，豈不謂結構點

畫或有失趣者，則以別點畫旁救

之謂乎？」長史曰：「然。」 

又曰：「損謂有餘，子知之乎？」

曰：「嘗蒙所授，豈不謂趣長筆

短，長使意氣有餘，畫若不足之

謂乎？」曰：「然。」 

又曰：「巧謂佈置，子知之乎？」

曰：「豈不謂欲書先預想字形佈

置，令其平穩，或意外生體，令

有異勢，是之謂巧乎？」曰：「然。」

又曰：「稱謂大小，子知之乎？」

曰：「嘗聞教授，豈不謂大字促之

令小，小字展之使大，兼令茂密，

所以為稱乎？」長史曰：「然，子

言頗皆近之矣。工若精勤，悉自

當為妙筆。」27 

諫」。其實柳公權是在強調書法創

作的「心」與「筆」的關係，這也

是柳公權對書法藝術本質的一種

認識。 
 

 

此指出歐、虞、褚、薛等人所建立的筆法皆侷限在法度中，而顏真卿獨在此基礎 

上又有新的法度詮釋。張旭傳法於顏真卿，見於顏真卿《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 

中： 

      張公曰:「妙在執筆，令其囿暢，勿使拘攣。其次識法，謂口傳手授之訣，

勿使無度，所謂筆法也。其次在於布置，不慢不越，巧使合宜。其次紙筆

精佳。其次變化適懷，縱捨掣奪，咸有規矩。五者備矣，然後能齊於古人。」
32 

顏真卿對唐代楷書的變革，使楷書的特質從「美」轉向「善」；從神理的追求轉

化為道德涵養的極致；終而落實完成於楷書當中。並以顏真卿的忠義氣節為後

盾；側筆取妍轉為正大光明；士子放顏真卿楷書為典範時，夫楷正表現以忠義之

表現，王官自然樂觀其成。因而顏真卿和柳公權二位能在中國書法史上占有一席

之地，並與大書法家王羲之互相抗衡，先後輝映於古今。 

     

柳公權＜心正則筆正之說＞：柳公權擅長書法，當代即享大名，並深為皇帝所欣

賞，如《舊唐書‧柳公權傳》云: 

                                                 
32 唐‧顏真卿《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同上註，頁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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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權字誠懸。幼嗜學，十二能為辭賦。元和初，進士擢第，釋謁秘書省校

書郎。李聽鎮夏川，辟為掌書記。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見，謂公權曰：

我於佛寺見卿筆蹟，思之久矣。即日拜右拾遺，充翰林侍書學士，遷右補

闕、司封員外郎。33 

    柳公權為唐代著名書法家。有一次，他在回答唐穆宗時說：「用筆在心，心

正則筆正，乃可為法。這一段話唐穆宗，以為是柳公權藉此機會諷諫他，因此「心

正則筆正」這句話被後人稱之為「筆諫」。其實柳公權是在強調書法創作的「心」

與「筆」的關係，這也是柳公權對書法藝術本質的一種認識。蘇軾嘗言用筆之法，

此乃柳公權之法也。蘇軾《論書》：「把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實…...方其運也，

左右前後，卻不免敧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筆正。柳誠懸之言良是。
34」亦嘗較之斜正之間，便分工拙。能知此及虛腕則羲獻之書可以意得也。因知

萬事有法，亦皆有法，豈正得此也。顏柳二人之說法皆講到筆法的運用、結構、

布白之處理，皆恰當得宜，各有其特色與看法，再乎一心之用。 

 

第四節  書學技巧之比較 

一、結構筆法 

書法以黑墨為基調，而加以變化，進而講究「渴、潤、濃、淡、白」等不同的效

果，來談這一幅筆墨書作的創作效果。然而由於時代久遠，今僅就其結構之筆法

進行以下之分析：  

（一）顏體結體 

    顏體的形成和成熟既可分為三個時期，每個時期的結構又有某些特點，在此

僅就顏書的總體結構特徵做分析與介紹：以《多寶塔碑》為例 

1 字形方正，端莊大雅 

從整體看顏字都是正正方方，環抱相向，端莊大雅，給人以舒展、開闊的感覺，

有磅礡之氣勢。這一特徵正是顏真卿革新的體現，他衝破了晉唐以來的左緊右

舒、以側取妍的意趣，吸取篆隸的對稱、平穩和橫平豎直的長處，創造了獨具特

色的「顏體」。如「都」、「彼」等字。如遇左右兩豎並列時，則多取向外微彎，

略呈相向的弧形，構成環抱狀，如「問」字。 

   

《多寶塔碑》局部 《多寶塔碑》局部 《多寶塔碑》局部《多寶塔碑》局部 

                                                 
33 後晉‧劉晌，《舊唐書‧柳公權傳》北京：中華書局，1997 年 3 月一版北京六刷，卷 165, 頁

4310。 
34蘇軾《論書》見華正人，《歷代書法論文選》（台北：華正書局），1984 年 9 月，頁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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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密下疏，外緊內鬆 

一般在一字之中，筆畫多的部份佔的位置大，反之筆畫少的部份佔的位置小。而

顏字則承篆法，上部密集下不寬舒，如「厚」、「食」字。有的字則又採外緊內鬆

的結構，本可以向外伸長的筆畫卻不伸長，重心仍很平穩，如「故」字的捺稍縮。 

            

《顏家廟碑》局部 《多寶塔碑》局部      《多寶塔碑》局部 

 

3 橫輕豎重，寬博豐厚 

顏字筆畫的基本特徵為橫輕豎重。由此而成形整個字形具有寬博豐厚的特色。顏

字結構與歐、虞、褚字的結構比較，他都有厚重感覺。與柳字比較也有「顏筋柳

骨」之說。這裡的「筋」並不單指肌肉豐滿，而是只有骨有肉、多骨微肉。因而

顏字內有骨力外有肌肉，「多力豐筋」，渾然天成、雍容大度。絕不是某些初學者

以笨拙臃腫為是。如「聞、時、重、持」等字。 

     

《多寶塔碑》局部 《多寶塔碑》局部 《多寶塔碑》局部 《多寶塔碑》局部 

 

4 險勢求穩、穩中求變 

有些字結構偏斜，或字中有偏斜的部分，顏體使之變斜側為方正，如「男」字。

有的字筆畫左多右少，顏體也讓其顯得平穩對稱，如「充」字。還有同一個字在

不同的位置上，根據整體章法布局的要求，有不同的結構形態或同中有異、穩中

有變。如《自書告身》帖中有七個「之」字、六個「國」字，大小、正斜、輕重

等方面沒有兩各之字或兩個國字完全相同。再者在同一個字中的點畫相遇，則採

取有避有讓、相互呼應、變化多姿，如「為」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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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寶塔碑》局部《多寶塔碑》局部《多寶塔碑》局部《多寶塔碑》局部《多寶

塔碑》局部 

 

（二）、柳體結構特徵在於：結構嚴謹渾厚；運筆剛勁挺拔。也就是說柳體結構

在大小、疏密、長短、肥瘦、輕重變化和向背呼應等諸多方面，均恰到好處。這

裡以《玄秘塔碑》為例分析如下： 

 

1 中宮緊縮，內密外疏 

柳字吸取了歐字緊密和顏字寬舒的特點，凡是中宮位置，都將筆畫向心收緊其他

筆畫都向外擴展，主筆畫更放開些。橫畫向左右延伸，長橫寫得特長，如「者」

字。豎畫向上下伸長，如「騎」字。撇捺也向外伸展如「慕」字。戈畫也放的稍

長如「盛」字。但這些字既不像歐字險勁，又不像顏體寬輟，因而是屬於柳公權

自己的獨特造型。 

    

《玄秘塔碑》局部 《玄秘塔碑》局部 《玄秘塔碑》局部《玄秘塔碑》局部 

 

2 左右豎畫，長短有別 

凡四框形字的結構方法都有規律可循，如框裡沒有其他筆畫的，如「口」不論是

單字還是合體字，都是左豎長於右豎如「若」字。凡是框中有其他筆畫的則相反，

都是右豎包住左豎如「固」字。 

     

《神策軍碑》局部《玄秘塔碑》局部  《玄秘塔碑》局部《玄秘塔碑》局部 

 

3 向背分明，因字而異 

柳字結構的向背關係因字而異，變化很多。摘其要者有以下四種：相向形如「固」

字，相背形如「聞」字，向左環抱左直右弓形如「其」字，上寬下窄倒梯形如「室」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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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秘塔碑》局部《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4 畫小宜粗，畫多則細 

柳體凡點畫少的字，每一筆畫都寫得粗重些；而點畫多的字筆畫則寫得細勁一些

如「正」字、「囊」字。合體字中偏旁筆畫多的佔位置大些，筆畫寫得輕細一些；

偏旁筆畫少的佔位置小些，筆畫寫得粗壯一些。總之要使字的各個部分疏密大小

相稱、輕重相當，使整個字的筆畫協調。 

    

《玄秘塔碑》局部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5 平捺短肥，包圍緊湊 

柳字的平捺如「走之旁」多取短而肥壯的筆勢，以承載上面的部分，而且寫得較

為平直，使全字的結構厚重平穩，如「道」字。 

     

《玄秘塔碑》局部《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6 寶蓋外展，天覆嚴謹 

柳字的寶蓋頭筆勢向右發展，把它下面的部分全部覆蓋在內，而且不顯空曠，如

「家」字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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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秘塔碑》《玄秘塔碑》《玄秘塔碑》《玄秘塔碑》《玄秘塔碑》《玄秘塔碑》 

 

    柳字的筆法特點是以方為主，方圓兼使。方筆多取隸意，圓筆多取篆意。無

論方圓都用逆鋒起筆、回鋒收筆，行筆用中鋒筆筆送至末端。每一個字都寫得剛

勁有力、乾淨俐落。 

 

二、姿態造形 

    「力」是書法力量、神采表現的關鍵，那麼書法點畫形態中「力」的表現，

從哪些方面表現出來呢？書法線條力道的表現，常常來自於筆毛和紙張之間的摩

擦力，就運筆者來說，這種摩擦力的掌握來自於筆管的角度，下筆、運筆角度不

對，就會花很大的力氣寫出很弱的線條。這原理就好像在運動場上，擊球的角度

不對，就會用很大的力氣擊出很弱的球。一般而言，書法的線條只要線條掌握到

了中鋒，就會有一定質量的力道表現，而且表現出來的的是一種穩定的力量感

受。側鋒的線條當然也可表現出力道，它的力量忽而在此忽而在彼，書寫者要有

很好的操控技巧，否則容易流於飄忽軟弱。  

    柳字筆法似顏結體中宫緊湊，歷來以骨力取勝。柳字是最講究筆法的，以方

為主，逆鋒起筆，中鋒行筆，回鋒收筆。顏體在筆法上，繼承二王中鋒行筆的優

點，起筆方圓並用，藏鋒逆入，略參篆籀筆意，收筆時多頓收鋒。強調首尾呼應，

行成「蠶頭燕尾」之勢。 

 

今以歐陽詢《三十六法》35分析顏柳之姿態造形、與空間線條分述如下： 

  

1 排疊 字欲其排疊疏密停勻，不可或闊或狹 

    
《玄秘塔碑》局部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35 歐陽詢《三十六法》參見華正人編《歷代書法論文選》（台北：華正書局），1984 年 9 月， 

  頁 9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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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姑仙壇》局部   《多寶塔碑》   《顏家廟碑》  《多寶塔碑》 

 

2 避就 避密就疏，避險就易，避遠就近，欲其彼此映帶得宜 

    

《玄秘塔碑》局部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多寶塔碑》局部   《多寶塔碑》     《多寶塔碑》 

逢字、塗字下「辶」拔出，則上必作點；應字一筆向下，一筆向左；容字上一捺

是點，下一捺是捺，亦避重疊而就簡徑也。 

 

3 頂戴 字之承上者多，惟上重下輕者，頂戴，欲其得勢。 

    

《玄秘塔碑》局部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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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寶塔碑》局部  《多寶塔碑》     《多寶塔碑》 

 

4 穿插 字畫交錯者，欲其疏密、長短、大小勻停。 

    

《玄秘塔碑》局部《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東方朔畫贊》 《多寶塔碑》    《多寶塔碑》   《多寶塔碑》 

 

5 向背 字有相向者，有相背者，各有體勢，不可差錯。 

    

《玄秘塔碑》局部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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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寶塔碑》局部           《郭家廟》 《多寶塔碑》 

 

6 偏側 字之正者固多，若有偏側、傾斜，亦當隨其字勢結體。 

    

《玄秘塔碑》局部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神策軍碑》局部     《多寶塔碑》  《多寶塔碑》    《多寶塔碑》 

 

7 挑抭 字之形勢，有須挑  

            

 《神策軍碑》局部        《神策軍碑》        《玄秘塔碑》 

           

   《多寶塔碑》局部      《多寶塔碑》      《多寶塔碑》 

 

8 相讓 字之左右，或多或少，須彼此相讓，方為盡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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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秘塔碑》局部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顏勤禮碑》局部  《多寶塔碑》      《顏氏家廟碑》     

 

9 補空 我字作點須對左邊實處。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多寶塔碑》        《多寶塔碑》        《多寶塔碑》 

 

10 覆蓋 如寶、容之類，點須正，畫須圓明，不宜相著，上長下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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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多寶塔碑》           《多寶塔碑》          《多寶塔碑》 

 

11 貼零 如令、今之類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多寶塔碑》             《多寶塔碑》 

 

12 粘合 字之本相離開者，即欲粘合，使相著顧揖乃佳。 

    
《神策軍碑》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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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寶塔碑》      《多寶塔碑》 

 

13 捷速 如風、凡之類，用筆時左邊勢宜疾，背筆時意中如電是也。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顏勤禮碑》            《多寶塔碑》 

14 滿不要虛 如圖、國、目、四之類的字體。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顏勤禮碑》  《顏勤禮碑》    《多寶塔碑》    《多寶塔碑》 

 

15 意連﹕字體有形斷，卻又彷彿欲連者。形斷意連如心、以、水、之之類的字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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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多寶塔碑》      《多寶塔碑》       《多寶塔碑》    《多寶塔碑》 

 

16 覆冒﹕字體其上端筆劃較下方筆劃較大者，必定是覆冒其下的。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神策軍碑》                       

             
    《多寶塔碑》         《多寶塔碑》       《多寶塔碑》 

 

17 垂曳：垂字體如都、鄉、卯之類，曳字體如水、支、欠、皮、更之類是也。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多寶塔碑》    《多寶塔碑》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柳公權書法藝術之研究                                

 126

18 借換﹕就是字體可以互相借替使用。 

   

《玄秘塔碑》  《多寶塔碑》 

 

19 增減：字體有難以結體的，有的是因筆畫少而增添，或是因筆畫多而減省。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神策軍》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神策軍》 

    

 《多寶塔碑》     《顏家廟碑》      《多寶塔碑》     《多寶塔碑》 

 

20 應副：字體本身的筆劃稀少的，欲其彼此相應帶，因此必得應副相稱而才可   

        以。又如龍、詩、轉之類，必ㄧ畫對一畫，相應亦相副也。 

 

21 撐拄：字體獨立的，必得撐住，其勢勁健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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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神策軍碑》  

    

《多寶塔碑》     《多寶塔碑》      《多寶塔碑》     《多寶塔碑》 

 

22 朝揖：凡是字體有偏旁的，是彼此相顧盼的，兩文成字者為多，但也有三體 

        成字的。如鄒、謝、儲、斑之類。 

 

23 救應﹕凡寫字，一筆才落，便應當思考第二、三筆如何接續，如何結體。 

 

24 附麗﹕字的形體，如有宜相附者，不可相離﹔而有些是以小附大，以少附 

        多。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多寶塔碑》     《多寶塔碑》      《顏家廟碑》 

 

25 回抱：回報其體勢有向左以及如向右二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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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策軍碑》           《神策軍碑》 

               
      《顏家廟碑》           《顏家廟碑》 

 

26 包裹：分為四面包裹、上包下、下包上、左包右、右包左之類。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玄秘塔碑》 

    

 《多寶塔碑》     《麻姑壇記》   《顏家廟碑》 《自身告帖》 

 

27 卻好：就是字體其包裹不致失勢，筆劃結束停當，皆恰當。 

 

28 小成大：字體有以大成小者，也有以小成大的，字的成形及其小字，故謂之 

          小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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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策軍碑》    《顏勤禮碑》 

 

29 小大成形：就是小字大字各字有其形勢。 

 

30 小大 大小﹕就是字體上小下大，上大下小，欲使其相稱。如日字之小難與國

自同大，如一字二字之疏，亦欲字畫與密者相間，必當思所以位置排布。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 

     

《多寶塔碑》  《多寶塔碑》         《多寶塔碑》         《顏勤禮碑》 

 

31 左小右大：這是人們在書寫字體時，通常易犯的毛病，想使其相互均等。 

 

32 左高右低，左短右長﹕這兩種也是人們寫字時會犯的毛病。 

 

33 褊：這是學習歐書體易於寫字狹長，故此法欲其結束整齊，收斂緊密，排疊 

      有次第，卻有老氣。 

 

34 各自成形：凡寫字欲其合而為一也好，分而異體也好，只要能各自成形。至 

            於其疏密大小，長短闊狹亦如此。 

 

35 相管領：使其彼此顧盼，不失位置，上覆下，下承上，左右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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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應接﹕字之點畫，欲使其彼此互相連接。 

       

 《玄秘塔碑》          《神策軍碑》       《玄秘塔碑》 

     

《多寶塔碑》         《多寶塔碑》        《多寶塔碑》 

 

三、空間線條 

    王羲之《題衛夫人(筆陣圖)後》：「夫欲書者，先幹研墨，凝神靜思，預想字

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令筋脈相連，意在筆前，然後作字。若平直相似，

狀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便不是書，但得其點畫耳。字體形勢，狀如龍

蛇，相鉤連不斷，仍須棱側起伏，用筆亦不得使齊平大小一等。
36」 

空間線條也就是形美，書法是一種時間性格很強的視覺藝術，每一個筆劃的運

作，都有其節奏上的要求，而且一但下筆就不能修改，稍一遲疑就會讓人感覺因

岔了氣而失去力道。 

    唐朝書法家顏柳二家的楷書，可以說是節奏輕快鮮明、線條粗細有致，各有

千秋。雖然如此，若是把它線條中的節奏感拿掉，不僅線條力道被抽離，這作品

也將會風味全失。我們來看看顏柳字中橫畫的節奏表現，起筆的時候筆毛往下

壓，做的是「按」的動作，這時速度不快。中間行筆時運筆速度極快，筆毛也跟

著收束，做的是「提」的動作。收筆的地方速度又慢了下來，筆毛鋪開而後收筆，

這時又是「按」的動作。整個筆畫的節奏，按→提→按 ＝ 慢→快→慢。伴隨著

速度的變化做出精準的提按動作，這時運筆者對提按節奏的精確掌控，就會產生

極佳的力道表現。提按的動作和節奏變化的搭配，當然不僅止於「按時慢，提時

快」、線條與線條、線條與點等，當然更應注意布白與架構的處理。如上列顏柳

字形，以歐陽詢《三十六法》分析顏柳之字體，可以發現到：顏字，點畫渾厚，

平整端齊，字形結體寬博。橫畫較細長且平，豎畫外凸成圓狀，撇捺較為粗壯，

與橫畫的細長形成鮮明的對比。柳字，筆畫細長且露骨，字形較為長方，不似顏

體字的方形。用筆方圓勁健，筆畫肥瘦兼具，結體嚴謹平衡，守法度規矩，形斷

意連。 

                                                 
36王羲之《題衛夫人(筆陣圖)後》，頁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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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章法節奏 

    一流書法家所創造出來的線條，常常讓欣賞者產生勁挺爽朗之視覺感受，如

果再做更深一層的探討，會發現這種勁挺線條的風格，並不是用直線來表現的，

相反地，適當的弧度方能將線條的勁道發揮出來。柳公權的楷書中有很好的例

子，柳體的竪、橫、挑讓人感覺非常的硬挺，這種挺直並不是一般定義下的直線，

而是像挺拔的軍人立正姿勢時，背後所呈現出來的曲線。如果線條曲線表現得不

合理，就會出現無法挺胸縮小腹的僵直或軟弱線條。柳體中的竪、橫、挑、彎鉤

表現就更耐人尋味了，字的力量呈現，空間架構的力與美，線條生命力，在柳體

中展露無遺。 

    也就是說要掌握好每一個字的間架搭配關係。把所掌握的基本筆畫運用到每

個字的結構中去，先求形似，在追神似。柳體吸收了顏字渾厚端莊、結體平穩特

點，變外緊內鬆為內緊外鬆，又有顏字渾厚的雄風。顏字體態端莊大方，雍容大

雅，給人一種舒展、開闊的感覺。從整體上觀察，顏體以「雄」代「秀」、以「俗」

代「雅」，從字裡行間分析，顏體是外緊內鬆、左右均衡，重心平穩。從章法上

看，顏柳字體態端正，方圓兼施，無論是《玄祕塔碑》，還是《多寶塔碑》，大都

繼承了初唐四家及二王之優點，寫出了筆致乾淨俐落、引筋入骨的新風貌。顏字

渾厚端莊、結體平穩特點，外緊內鬆之特點。（參閱附圖） 
    觀其顏柳之章法有下列之特色：結構俱呈方形，然方整之中參用圓筆，寓變

化於平正，極得遒勁溫潤之妙，且畫間寬綽有餘，行間疏而不散，於細勁字畫，

表現出清遠閒散之逸。變內蘊為外拓，用筆變化多，粗細勻稱，方圓兼收，規矩

森嚴卻又生動多變。 

 

五、張力氣勢  

    蘇軾《東坡題跋》對顏真卿書法的推崇「顏魯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

杜子美詩，格力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來風流。後之作者，殆難復措手。37」而

黃山谷《山谷題跋》亦推崇顏書﹕「奇傳秀拔，奄有魏晉隋唐以來風流氣骨。回

視歐、虞、褚、薛、徐沈輩，皆為法度所窘，豈如魯公蕭然出於繩墨之外而卒與

之合哉。38」顏真卿書法的間架，以其名帖《多寶塔碑》為例，其視覺圖式是長

方形，體勢是字字獨立、行列的楷書。我們看到：其造型小單元—點畫（線條）

是直中寓曲的，多用「直方線」；每個的中單元的外型也是較為方正有弧角的，

近於「方中圓」。這些顯現的分解性「內架」的骨線都在「方直」的同形同構中，

因而其整體是和諧統一的。隱在的大「內架」的五條主要垂直虛線（正文），不

只直貫而下，且左右相稱；右首行的正文字較大、末字較小，且字字皆逼「地平

線」以下邊框，使得畫面本身的重量較為在下方，但這樣卻也求得了整體圖式的

                                                 
37 楊家駱《宋人題跋》上，《東坡題跋》卷四＜題唐氏六家書後＞，（台北：世界書局），1992 

   年 4 月，頁 128。 
38 楊家駱《宋人題跋》上，《山谷題跋》卷四＜題顏魯公帖＞，同上註，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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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平衡與重心穩定，且其行與行之間的分布較為平均。因此，從圖式而論，這

件作品的表現是較為理想的。 

 

    柳公權《玄祕塔碑》其字筆畫細而露骨，字形長而不似顏字之方形，雖然沒

有顏字體的厚重感，卻有強勁挺拔之感，柳公權的《神策軍碑》，表現出來的是

一種結體平 穩勻整，運筆方圓兼施；筆畫敦厚，沉著穩健，氣勢磅礡。此碑用

筆非常注重法度，講究精確乾脆，一絲不苟。其點畫是方落圓收，方圓兼施。論

其「內架」，主要是由三條垂直虛線所構成，且其中兩條虛線直至「地平線」。

右首行的正文字較大，且末字兩字體較小，且下有空而未書寫，以畫面佈局而言

可能是不平衡的，但從整體來看，卻是有其重心穩定性的，且其行與行之間空間

較為緊密。顏書較為內歛渾厚、沉著厚重，行與行、字與字一脈相傳，相輔相成。

而柳書筆力遒勁、骨骾挺拔，行與行、字與字較為開張，每一行的行氣一氣呵成，

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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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廿三：《玄秘塔碑》39局部 

                                                 
39柳公權，《玄秘塔碑》（東京：二玄社），1997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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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卅九：《多寶塔碑》40局部 

 

                                                 
40顏真卿，《多寶塔碑》(北京：文物出版社)，1998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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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廿三：《玄秘塔碑》41局部 

                                                 
41柳公權，《玄秘塔碑》（東京：二玄社），1997 年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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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卅九：《多寶塔碑》42局部 

 

六、律動感 

 

鍾明善《中國書法簡史》說： 

      柳字避開了顏自肥壯的豎畫，把橫豎寫的大體均勻而瘦硬。他又吸取了北 

      碑中方筆字斬釘截鐵稜角分明的長處，把點畫寫得好像刀切一樣爽立俊 

      挺。他又吸取歐、虞楷書結體上的緊密、顏真卿楷書結體的縱勢，寫出了 

      獨樹一格的柳體。43 

                                                 
42顏真卿，《多寶塔碑》(北京：文物出版社)，1998 年 12 月。 
43鐘明善《中國書法簡史》（北京：中華書局），1981 年 3 月，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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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家鍾明善說明了柳公權的書法特點，如筆畫細長且露骨，字形較為長方，

不似顏體字的方形；用筆方圓勁健，筆畫肥瘦兼具，結體嚴謹平衡，守法度規矩。

將力量貫注在筆畫之中，筆鋒收在文字裡，使每一筆、每一畫皆能掌握筆法的要

訣「直、緊」適當得宜，呈現律動感。正如宋人姜夔《續書譜》所稱「字有藏鋒

出鋒之異，粲然盈楮，欲其首尾相應，上下相接為佳。
44」寫字的筆勢貫串，則

一氣呵成。點畫之間的動線連貫順暢，筆筆相生，氣勢呼應，沒有彆扭拗筆的情

形，透過虛筆的連接，始點畫的氣脈活躍起來，產生律動感，呈現一幅幅藝術之

美 。明張丑《米庵鑑古百一詩》云：「骨法公權稱第一」45。柳體骨力之美感，

使一幅字中，行行相生；一行字中，字字相生；一字之中，筆筆相生；彼此顧盼，

情感融入，變化有餘開創獨樹一格的柳體。顏真卿、柳公權書法所表現的特徵，

就是所謂的「 顏筋柳骨」，只是相對之下，柳字比顏字筆畫來的細長且露骨，

字形屬於長方形與顏字的方形不同，較為強勁爽利。且其結字險中生態，是從歐

法中發展出來的。而他的運筆，如﹕一波三折、橫畫收筆、折筆拐彎等，都是出

自於顏法。 

    從圖表分析得知，柳書字體圈圈的大小較顏書大小錯落有致，有強有弱，抑

揚頓挫分明，韻律感流暢，就如同音樂的演奏有高有低、聲音有大有小、時而委

婉，時而剛毅挺拔，表現出不同的結構美感特色。而顏書圈圈的大小較平穩，整

體有法度之美，雖然律動的強弱稍弱，但其筆畫之律動亦是不可侵犯的，重心穩

重，字畫強弱分明，表現出巧拙的美感。 

    今者學習顏柳之書，一是學顏之法度。顏真卿楷書在筆法、結字方面，法度

甚備，柳在此基礎上損益，使之更加完備。二是學其雄媚之書風，變其雄中有媚

為自己的秀中有雄。三是學其人格與書品的結合。顏的高尚人格與顏書的風格二

美並具，柳公權亦是書美、人美契合的典型。四是學顏之變法精神。顏在王書的

藩籬之外，另拓一恢宏境界，而且為盛唐創立屬於自己時代的書風。柳則又變之，

創元和以後的新書體，豐富了書法之藝術。 

 

 

                                                 
44宋人姜夔《續書譜》，頁 365。  
45楊家駱，《明清人題跋》上，明張丑《米庵鑑古百一詩》其三十五，（台北：世界書局），1988

年 5 月，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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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廿三：《玄祕塔碑》46局部 

                                                 
46柳公權《玄祕塔碑》參見董文‧李勤學著《中國古代書法經典》（台北：祥瑞文化事業公司），

1998 年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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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廿三：《玄祕塔碑》47局部 

                                                 
47柳公權《玄祕塔碑》參見董文‧李勤學著《中國古代書法經典》（台北：祥瑞文化事業公司），

1998 年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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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卅九：《多寶塔碑》48局部 

                                                 
48顏真卿《多寶塔碑》參見董文‧李勤學著《中國古代書法經典》（台北：祥瑞文化事業公司），

1998 年 1 月，頁 85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第五章  顏柳書法之比較                                 

 141

 

圖卅九：《多寶塔碑》49局部 

                                                 
49 顏真卿《多寶塔碑》參見董文‧李勤學著《中國古代書法經典》（台北：祥瑞文化事業公司），

1998 年 1 月，頁 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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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神策軍碑》50局部 

                                                 
50柳公權《神策軍碑》參見董文‧李勤學著《中國古代書法經典》（台北：祥瑞文化事業公司），

1998 年 1 月，頁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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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神策軍碑》51局部 

 

     柳公權透過他豐富多變的筆法，多樣的線條形態反映出他書法創作中追求

極致，表現出一種筆到力到，精神外溢的藝術情調。以逆鋒起筆、中鋒行筆、迴

鋒收筆為書法特徵，結構嚴謹，被稱為書法建築家。柳公權的書學，唐書本傳說：

「初學王書，遍閱近代筆法」。唐文宗稱柳字是「鍾、王復生，無以加焉」。蘇軾

亦認為「柳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從柳公權傳世楷書看，其受歐陽

詢、顏真卿的影響跡象是明顯的，他是延者顏真卿開拓出的道路而形成自己的風

格的。歷來有「顏筋柳骨」之論。衛夫人《筆陣圖》說：「善筆力者多骨」，「多

骨微肉者謂之筋書」。顏、柳用筆皆猶勁，筆力強盛，顏書較寬博壯偉，骨強而

                                                 
51柳公權《神策軍碑》參見董文‧李勤學著《中國古代書法經典》（台北：祥瑞文化事業公司），

1998 年 1 月，頁 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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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豐，豎畫帶弧形，挑踢變化豐富，極富彈力，故謂之「顏筋」。柳書斬釘截鐵，

沉著痛快，與顏書肥壯不同，橫豎畫均勻瘦硬爽利而挺拔，故曰之「柳骨」。「顏

筋柳骨」形象地表述了顏、柳在筆法形象上的基本特徵以及他們在藝術上的聯繫。 
 

第六章 柳公權在書法史上的評價與影響 

 

    柳公權在中國書法史上地位十分重要，他與顏真卿一起代表了楷書最高成

就。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後＞云：「予嘗論書，以謂鍾、王之跡，蕭散簡遠，妙

在筆畫之外。至唐顏、柳，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為宗

師，而鍾、王之法益微。至於詩亦然，蘇、李之天成，曹、劉之自得，陶、謝之

超然亦致矣。而李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凌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魏

晉以來高風絕塵，亦少衰矣。52」蘇軾以古詩發展為例，認為李白、杜甫詩「凌

跨八代，古代詩人盡廢」，這種分析讓人印象深刻，因為李杜詩無疑是代表唐詩

的最高成就，遠超越魏晉六朝之詩。而書法上的「鍾、王之法益微」，則表示唐

代書法到了顏、柳才真正擺脫並取代了晉宋影響，自成格局，就同唐詩在詩史上

的地位ㄧ樣，唐代書法無疑是書史上繼魏晉後的另一高峯。 
    正因為此，柳公權對後世的影響是深遠普及的，尤其是他的楷書備受人們喜

愛。柳體法度完備，便於初學，歷史上許多書法家在初學階段都受到他的影響。 
 

第一節  書法史對柳公權的評價 
  
歷代書論家對柳公權其人其書多有評論，茲將有關之評論分析敘述： 
一、姜白石《續書譜》＜用筆＞云： 
     「顏、柳結體既異古人，用筆復溺於一偏，予評二家為書法之ㄧ變。數百 

     年間，人爭效之，字畫剛勁高明，固不為書法之無助，而晉、魏之風軌， 

     則掃地矣。然柳氏大字，偏旁清勁可喜，更為奇妙。近世亦有仿效之者， 

     則俗濁不除，不足觀。故知與其太肥，不若瘦硬也。53」 
 
前段之言，說明顏柳書體流傳數百年間，人皆爭效學習；但後段「字畫剛勁高明，

固不為書法之無助，而晉、魏之風軌，則掃地矣。」這句話似有欠公允，以柳書

來說，他融匯各家之長，自出新樣，自具法則，才有所謂的「柳體」之稱。假如

柳公權處處學習古人，而不知變通、沒有創意，只知ㄧ味的仿效學習，那也只不

過是個書匠而已，怎會在書法史上留名呢？ 

                                                 
52 楊家駱《宋人題跋》上，《東坡題跋》卷二＜書黃子思詩集後＞，（台北：世界書局），1992 

   年 4 月，頁 81-82。 
53 姜夔《續書譜》，參見華正人編《歷代書法論文選》台北：華正書局，1984 年 9 月，頁 3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