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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慶特展 

王壯為先生及其書法 

郭伯佾 

Wang Zhuang-Wei and His Calligraphy / Kuo, Bo-yi 

 

在臺灣老一輩的書法家中，王壯為先生是相當具有分量的一位：他不但在藝

術創作上表現出極高的水準，在學術研究上也獲得了可觀的成績，他的實力強勁、

聲名鼎盛，對於臺灣當代書法界影響甚鉅。 

王壯為先生，河北省易縣人，民前三年（西元 1909 年）生；本名沅禮，字

景閒（一作「景廬」）、薌士（一作「襄士」）。三十多歲時，值抗日戰爭末期，在

重慶以刻印貼補家用，取「壯為」作筆名，蓋自漢代揚雄「雕蟲小技、壯夫不為」

的句子翻出1。六十五歲時，自號漸齋，實於明末董其昌「漸老漸熟，漸熟漸離，

轉似轉遠」以及陳繼儒「漸近於平澹自然」之句有所體悟2。而在王壯為先生的

書法作品上，還可以看到他的許多別號，諸如：由「壯為」衍生的不為壯夫、懷

壯老夫，由「漸齋」衍生的漸、漸者、漸齋老人、漸翁、漸叟，以及其他的懷新

老人、仙麓散人、任叟……等3。二十歲時曾赴北平唸過京華美專，但未畢業；

其後歷任政府機關各項公職。民國四十年以後，在師範大學教授篆刻；民國五十

一年以後，在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講授書法史，民國六十五年退休，專心從

事創作與研究。 

王壯為先生出生在易縣樓山村的一個大戶人家裡；父親名義彬，號林若，雅

好書法、詩文、篆刻和繪畫。王壯為先生自五、六歲起學習書法，由描紅開始，

                                                      
1
 王壯為先生自撰〈小傳〉云：「王壯為是我的筆名……。」見臺北市立美術館《當代書家十人

作品展》頁一六。王北岳先生談到王壯為先生的「別號」時，說道：「壯為二字是三十餘歲時

自己取的，專為賣刻而用，當時在重慶，戰時後方生活極苦 ，只好在小梁子鑿山骨齋掛牌。

本來揚雄『雕蟲小技壯夫不為』並非講後代所謂的篆刻，而是指文章。不過大家時常將這八個

字用到刻印這件事上。而漸老這個別字實在反其意而用之，意謂壯夫也只好幹幹雕蟲小技的活

兒了……。」見民國七十二年十一月《雄獅美術》一五三期 頁三八。 
2
 董其昌晚年題其所臨〈淳化閣帖〉云：「漸老漸熟，漸熟漸離，轉似轉遠。」後來陳繼儒為董

著《容臺集》作序，又有「漸近於平澹自然」之語；王壯為先生由此深有所悟，故於六十二歲

時刻一印曰：「漸老漸熟，漸熟漸離，漸離漸近於平澹自然。」到了六十五歲，遂自號「漸齋」。

參見莊伯和「有己而能久一王壯為的藝事目標」，民國七十二年十一月《雄獅美術》一五三期 頁

三八～五一。 
3
 例如：民國五十年在《日月潭詩》上署曰「不為壯夫」；七十六年在同一件作品上加題時，署

曰「懷壯老夫」；七十六年在〈李長吉聽穎師彈琴歌〉上署曰「漸」；六十七年在〈自作三絕句〉

上署曰「漸者」；六十二年在摘臨侯馬盟書的〈中都〉上署曰「漸齋老人」；七十二年在集馬王

堆漢簡字的對聯上署曰「漸翁」；七十八年在集戰國楚緒書的對聯上署曰「漸叟」；六十七年在

〈戊午元日試筆等二首〉上署曰「懷新老人」；七十四年在〈陸放翁好事近〉上署曰「仙麓散

人」；七十六年在〈毫墨今昔展詩〉上署曰「任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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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臨寫唐代顏真卿的〈多寶塔感應碑〉、歐陽詢的〈九成宮體泉銘〉、北魏〈張猛

龍碑〉、東晉王羲之〈蘭亭敘〉（定武本）、〈淳化閣帖〉中的羲之、獻之二王行草

書；抗戰期間，受沈尹默先生影響，留意研究唐代褚遂良的〈房玄齡碑〉等書蹟

4。來臺之後，因為講授書法史的緣故，特別注意各種新出土的書法史料，如：

春秋時代晉國的侯馬盟書、戰國時代楚國的繪書、齊與楚的簡書、中山王國的鼎

銘，並且將其中的單字摘集為短句或聯語，以便寫成書法作品。 

在書法的學習過程中，王壯為先生固亦同意以古人的書蹟為「識之具」；唯

在書法的創作上，則主張「求變」、「有己」，相當受到石濤《畫語錄》的影響5。 

根據實際的書法作品來看，王壯為先生對於大、小二篆、楷書和行書皆有相

當的造諳；其中又以行書，尤其是行、草夾雜的行草書成就最高：在王羲之的基

礎上，摻揉了魏碑的方峻、顏真卿的勁挺、褚遂良的明媚、董其昌的平淡……，

再出以己意，遂成為具有自家面貌的新體，而普遍被臺灣年輕一代的學書者所臨

仿。王壯為先生自己也說，他「較喜行草，因為寫行草較易隨心所欲產生變化，

尤其運筆的快慢、輕重都很能滿足自己的創作表現欲望」6。至於漢隸及純粹的

草書作品，則未見王壯為先生創作。 

除了書法作品的創作之外，王壯為先生也從事書法史的研究；其主要著作有

《書法叢談》和《書法研究》兩書7
 

《書法叢談》一書為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印行，民國五十四年六月初版，全

書共三一六頁，共收錄了王壯為先生的文章六十二篇，分為四輯：「第一輯都是

談書法的，其中又略可分為四類：甲、理論性與綜合性的……。乙、關於石刻法

帖的‥…。丙、關於名家名跡的……。丁、關於欣賞鑑別的兩篇……。第二輯是

筆墨紙硯。第三輯是錄印陶泥。第四輯是附錄。」（初版〈小序〉）並附有圖版卅

七幀。這些文章絕大部分是民國四十八年七月至五十二年一月之間撰寫的，且曾

                                                      
4
 根據王壯為先生自撰〈小傳〉，抗戰後期，王壯為先生在重慶，曾至沈尹默先生的石田小築拜

訪兩、三次，以自己的書法作品求教。沈先生的評語是：「兄書蒼勁，若加以韻致，則更佳矣。」

於是王壯為先生才開始對於褚遂良「字裡金生、行間玉潤」的碑帖「留意研究起來」。 
5
 王壯為先生〈論書〉詩八首，其四云：「古者識之具。溺古亦可患，偉哉唐宋人。不作魏晉面。

顧我千載下。安能不求變。」其七云：「新陳永代謝。賽諸除與乘。大人雖尚變。非謂略其恆。

有己而能久。片言堪服膺。」見所撰〈毫墨樂章〉一文，收於《書法叢談》第一輯中。按：清

代石濤《善語錄》的〈變化章第三〉云：「古者，識之具也。」又云「一知其經，即變其權；

一知其法，即工於化。」又云：「我之為我，自有我在。」可見王壯為先生受石濤觀念影響之

深。 
6
 見莊伯和〈有己而能久──王壯為的藝事目標〉一文。 

7
 王壯為先生自撰〈小傳〉所列與書學相關的著作，僅《書法叢談》與《書法研究》兩種。事實

上，光復書局出版的《中國書畫》中的「書法」一冊，也是王壯為先生所編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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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暢流》半月刊的「書苑」中發表。六十九年，《書法叢談》再版，刪除原第

四輯的兩篇附錄，而補入新作文章十四篇；圖版部分亦有所增刪，而較初版多了

十一幀。本書所討論的內容涵蓋了書學相當廣大的層面，且多屬王壯為先生親身

體悟的經驗之談，對於書學的研究，頗多啟蒙。 

《書法研究》一書為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民國五十六年一月初版；全書共

一三四頁，分為三篇：上篇「概論」十四個單元，討論書法藝術的若干基本觀念；

中篇「史述」卅七個單元，略述中國歷代書法的發展情形；下篇「方法用具」七

個單元，介紹書法藝術的用筆與結字之方法，以及文房四寶。文字敘述之外，還

附了一百零四幅圖版。本書條理分明，敘述簡當，頗適於初學者閱讀。 

書法之外，篆刻也是王壯為先生的一項專長。王壯為先生十二歲時開始從父

親學習篆刻，初學近代名家趙之謙、吳昌碩、黃牧甫，其後頗採甲骨、鐘鼎、楚

繪書、侯馬盟書入印，唯強調咀嚼消化、以己意驅使之，而非一味擬古。先後出

版《玉照山房輯印及自制印選》、《玉照山房印選》、《石陣鐵書室朱墨印拓》等書。 

臺灣省立美術館自三月廿五日五週年館慶起至五月卅日止，舉辦「王壯為書

法精品展」，向各私人收藏處徵借王壯為先生的各體書法作品一百件展出；這些

雖然只是王壯為先生一小部分作品，不過，也足以占知其書法藝術成就之梗概。 

以下從王壯為先生此次展覽的書法作品中選出六件，稍作介紹，做為參觀此

項展覽的參考。 

 

圖 1.〈戊午元日試筆〉等二首 

本幅行草書，寫自作七言律詩二首，前首〈戊午元日試筆〉，感慨平生，並

強調對於書道的獨鍾之情；次首〈人日述懷〉，敘述正月七日七十歲生日時，字

號為「懷新老人」之意，蓋分別寫於民國六十七年元月一日和七日。全幅用筆多

留，節自歛整，頗見作意之跡；而行草夾雜、小大錯落，則憑添不少情趣。跋云：

「周櫟園」云云，「櫟園」即清代周亮工之號。 

 

圖 2.〈集馬王堆漢墓簡書聯〉 

本幅古隸書，係即自民國六十一年湖南省長沙市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竹簡

文字，聯曰：「殺一坑鹿癐一器，壺二具肋酒二資。」其中「殺（鰶）一坑（ ）」、

「鹿癐（膾）一器」及「肋（醝）酒二資（瓷）」，接直接取自簡上詞句；至於「壺

二具」則是作者自己拼湊的。馬王堆一號漢墓為漢文帝十五年墓葬，簡上文字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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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於秦隸的古隸書，仍保存相當濃厚的篆書色彩。本幅為民國七十二年冬天應友

人子昭之請而作，較原簡書法整飭。題記所云「二號墓」，實乃「一號墓」之誤。 

 

圖 3.〈毫墨今昔展〉 

本幅行草書，寫字作五言律詩一首，以示參觀「毫墨今昔展」的觀眾。筆力

沈著，頗有米芾書風；而前半首字體較大，後半首字體較小，形成明顯對比。序

云「在丁卯」，指王壯為先生所遇的第二次丁卯年，即民國七十六年；而所謂「上

已」，則指的是陰曆三月三日8；末署「任叟」，蓋即詩中的「已任徐徐老」之意。 

 

圖 4. 節錄帛書《黃帝四經》 

本幅小篆，係節錄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之帛書《皇帝四經》中〈道原〉之片

段，文云：「上道高而不可察也，深而可則也，顯明弗能為名，廣大弗能為刑……

精不微能至，稽極不能過。」為民國七十七年作品。其中「深而可則（測）也」，

「可」上脫「不」字；「精不微能至」，原文做「精緻之所不能至」；「稽極不能過」，

原文「不」上亦有「之所」。原跡為隸書，本幅則為小篆，而帶有候馬盟書般的

潦草意味，故跋云「以我法出之」。至於所謂「帛乙本老子句」云云，實為「黃

帝四經」之誤。 

 

圖 5.〈集戰國楚繪書聯〉 

本幅大篆，即民國廿三年長沙處墓出土之帛書文字，聯曰：「天青地白萬民

有福，日形月恆四時相孚。」為民國七十八年作品。楚繒書為毛筆黑墨書於帛上，

為現存以毛筆寫在缣帛上的最古書跡；字形扁平，運筆流暢，出風峻銳。本幅字

形亦扁平；唯起筆逆入，畫末多迴收，不似原跡之流暢峻銳。署云「榴月」，即

農曆五月；而寫大字所用的「竹筆」，當即「細竹梃」之類。9
 

 

圖 6.〈趙益甫聯〉 

本幅小篆，書清代金石書畫家趙之謙所作聯，聯曰：「氣韻風雲身負日月，

                                                      
8
 「上已」有三說：一、周時為陰曆三月上旬之已日；二、曹魏時為陰曆三月三日；三、民國以

後為陽曆三月三日。唯王壯為先生在〈蘭亭展覽〉一文中云：「今（民國四十九）年青年節，

恰逢舊曆三月初三，所謂上已日……。」（《書法叢談》頁九一）可見此件作品上所謂的「上已」，

仍指陰曆三月三日。 
9
 王壯為先生認為楚繪書「是用細竹挺寫的」，見〈長沙出土繪畫墨跡之用筆問題〉，《書法叢談》

再版第二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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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籠天地彈壓山川。」為民國七十八年作品。所作小篆，兼有秦權量銘的鑿刻痕

跡（如上聯「氣」等多字），以及春秋候馬盟書的草書意味（如下聯「天」等多

字）；此蓋及王壯為先生所謂的「我法」。署云「小暑」，即陽曆七月七日或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