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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垂史册的古代女书法家
■ 周惠斌

史
籍
典
录

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苏东坡被贬儋州。他在那
里快乐地度过了三个春天，其政敌欲置他于死地，但是，纵
有千难万险，也压不垮乐观豁达的坡仙。

“无限春风来海上”

元符二年（1099年）正月十三日或十四日，苏东坡在
儋州参与民众的迎春活动。他高兴地写下《减字木兰花·
己卯儋耳春词》记录儋州人迎春盛况：“春牛春杖，无限春
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 春幡春胜，一
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我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很早就有立春劝农的传统
风俗。据《后汉书·礼仪志》载：“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
京顺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吏皆服青帻，
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民国《儋县志》也
有记载：“立春迎春，四方来观；鞭牛掷豆，争识长官。”

上阕的“春牛春杖”四句，写的是儋州迎春的情景。“春
幡”，即青幡，指旗帜；“春胜”，古有用纸剪成图案或文字以
迎春的习俗，又称剪胜、彩胜。

下阕以景抒情，表达诗人旷达乐观的情怀。当他看到
南荒飘落的杨花，仿佛故国的万里雪花，明明身居海角天
涯，却说“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既赞美了儋州的
美景，也透露了诗人在迎春仪式上的愉快心情。“春牛春
杖”和“春幡春胜”构成了一幅古老的迎春风俗画。

约在秦汉时期，就有汉人陆续移居海南岛，岛上节序
习俗与中原地区一脉相承。东坡这首词为研究儋州的历
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天门冬熟新年喜”

苏东坡喜欢酿酒，其《蜜酒歌》《桂酒颂》《酒子赋并引》
《浊醪有妙理赋》《东坡酒经》等介绍了各种酒的功能。

“小酒生黎法，干糟瓦盎中。”东坡学习当地黎族人的
酿酒方法，酿制“天门冬酒”。新年，东坡且漉且尝，大醉。
他的《庚辰岁正月十二日，天门冬酒熟，予自漉之，且漉且
尝，遂以大醉，二首》记录了当时的情景：“自拨床头一瓮云，
幽人先已醉浓芬。天门冬熟新年喜，曲米春香并舍闻。菜
圃渐疏花漠漠，竹扉斜掩雨纷纷。拥裘睡觉知何处？吹面
东风散穀纹。 载酒无人过子云，年来佳酿有奇芬。醉乡
杳杳谁同梦，睡息齁齁得自闻。口业向诗犹小小，眼花因酒
尚纷纷。点灯更试《淮南》语，泛溢东风有穀纹。”

“自拨床头一瓮云，幽人先已醉浓芬。”他把自己酿造
的美酒比作柔云，刚刚打开酒坛，还未沾唇，就被芬芳的酒
气陶醉。

“拥裘睡觉知何处？吹面东风散缬纹。”以往拥有皮衣
睡觉的奢侈生活哪里去找？现在只有吹面的东风驱散我
的醉意。

“点灯更试淮南语，泛溢东风有缬纹”则说点燃灯验证
《淮南子》中说的话，酒经春风一吹，真的沸动变清并泛起
波纹。

东坡趁着春风吹拂，完全陶醉在饮天门冬酒之中。目
睹此情此景，谁还看得出东坡是个被贬之臣呢？

苏辙说其兄在儋州“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
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并非不实之词。

在《书上元夜》一文中，东坡描写了与老书
生数人春游儋州古城情景：“已卯上元，余在儋
州。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嘉夜，先生能
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
巷，民夷杂糅，屠沽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
掩关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过
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
得，更欲远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

“良月嘉夜，步西城，入僧舍，历小巷”“归舍
已三鼓”。东坡春夜游玩得多么快乐。

“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走海者
未必得大鱼也。”东坡在春夜闲游中，也不忘前
朝的韩愈钓鱼之事。

东坡的《纵笔三首》《被酒独行，遍至子云、
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则写他在春天郊游的
喜悦。“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写黎
家儿童送迎东坡的情景。“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
斗酒定膰吾”，写腊月送灶神，邻居也忘不了请他
吃鸡饮酒。一个“定”字写活了东坡与当地民众
的亲密关系。

“桄榔屋陋茶香溢”

正逢“人日”（正月初七日），苏东坡闻“黄河已复北流”，
忘却自己是流放之臣，写下《庚辰岁人日作，时闻黄河已复
北流，老臣旧数论此，今斯言乃验，二首》：“老去仍栖隔海
村，梦中时见作诗孙。天涯已惯逢人日，归路犹欣过鬼门。
三策已应思贾让，孤忠终未赦虞翻。典衣剩买河源米，屈指
新篘作上元。 不用长愁挂月村，槟榔生子竹生孙。新巢
语燕还窥砚，旧雨来人不到门。春水芦根看鹤立，夕阳枫叶
见鸦翻。此生念念随泡影，莫认家山作本元。”

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黄河在澶州小吴埽（今河南
濮阳西）决口，河水向北流，原河道淤塞。元祐三年（1088
年），枢密院大臣安焘等奏议，堵塞河道，恢复东流。东坡和苏
辙坚决反对。兄弟俩的主张遭到当权者的忌恨，未能实现。

元符二年（1099年）六月，黄河决口，复向西流。第二
年，东坡闻讯，兴奋地说“斯言乃验”。一个被贬之臣，远隔
千山万水，还念念不忘国家大事。

东坡在惠州吟诗“春睡美”，章惇得知后，将东坡再贬到
更荒凉的儋州。想不到东坡在儋州更潇洒，“旦起理发”“午
窗坐睡”“夜卧濯足”，苏辙感慨地说：“不见老人衰惫之气。”

春光明媚，东坡豪爽，有诗吟道：“奸宄整人阴险多，闲
诗挑骨逐东坡。桄榔屋陋茶香溢，流放天涯又奈何？”

3月8日是国际劳动妇女节。在我国历史上，不乏优秀女性的身影，其中就有才艺
出众、熠熠生辉的女性书法家，她们在书法创作和理论素养上成就卓著，独树一帜，为我
国书法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

蔡文姬：
我生之初尚无为

蔡文姬（生卒年不详），名琰，
文姬是其字，东汉末陈留郡圉县
（今河南杞县）人，父亲蔡邕是著名
文学家、书法家。蔡文姬博学多
才，擅长文学，精通音律，以书名
世，是我国史书记载的首位杰出的
女书法家。然而，她身处乱世，命
运多舛。早年嫁于河东大族的卫
仲道，成婚仅一年，丈夫因病去
世。兴平二年（195年），中原混
战，原本归降汉朝的南匈奴叛乱，
蔡文姬被匈奴左贤王所掳，流落异
乡，成为王妃中的一员，生育了两
个孩子。

曹操统一北方后，建安十一年
（206年），不惜花费重金将生活在
北方12年之久的蔡文姬赎回。“文
姬归汉”的故事，从此广为流传。
蔡文姬回归中原后，潜心整理史
料，著有《悲愤诗》两首，一为五言
体，一为七言骚体。

五言《悲愤诗》是中国诗歌史
上文人创作的第一首自传体长篇
叙事诗，全诗108句，共540字，叙
写个人不幸遭际，感伤离乱，激昂
酸楚，富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强烈
的时代色彩。此外，她还作有长篇
骚体叙事诗《胡笳十八拍》，全诗
1297字，抒写了自己背井离乡的
惨痛经历，对父亲的深切思念，以
及对生命的深刻思考。《胡笳十八
拍》后改编为声乐套曲，以曲抒情，
荡气回肠，成为中国古乐府中经典
的琴曲歌辞。

蔡文姬书法造诣精深，笔法得
于其父，真草俱佳，秀外慧中，尤擅
隶书和草书。后下传钟繇（三国时
期著名书法家），钟繇传卫夫人，卫
夫人又传王羲之。传世书作现仅
留下“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
汉祚衰”一句，为《胡笳十八拍》第
一拍的首句，后人称之为《我生
帖》，书迹收录于《淳化阁帖》。

《我生帖》为行草书，但保留了
隶书笔意，笔画方圆自如，疏密相
间，基本字字独立，舒展端秀，温
润柔和，仅“之后”两字牵丝连带，
以虚为实，飘逸自然，不失女性书
法的清丽，洋溢着一股浓郁的古
典美。

卫夫人：
“书圣”的启蒙老师

卫夫人（272年—349年），名
铄，字茂漪，自署和南，河东安邑
（今山西夏县）人，东晋时期出生于
书法世家，一门四代善书。卫夫人
天资聪颖，勤奋好学，自述“随世所
学，规摹钟繇”，她将古隶、汉隶笔
法与卫氏家学熔于一炉，创立了一
种新的隶书，时称“今隶”。

卫夫人于各种书体皆有所长，
尤以楷书最为突出，已然摆脱隶书
笔意，自成一体。她曾为楷书确定
笔画顺序，被誉为楷书法则。正书
笔法与结字皆酷似钟繇，尽得神

髓，用笔简练，线条清劲，字体端
庄，姿态娟秀，但字形已由扁方变
为长方形，宽博疏朗，古雅朴茂，起
笔收笔，行止自如，运笔短促，明快
流畅，带有女性特有的娇柔妩媚、
飘逸灵秀之美，充满清丽婉约、娴
雅飞动之韵。传世书作《古名姬
帖》，5行49字，是晚年楷书的精
品之作，清腴而不失情韵，被后人
誉为“簪花小楷”。

卫夫人阐述书法理论的《笔阵
图》，全文500余字，见解独特，指
出书法之妙“莫先乎用笔”，“下笔
点画、波撇、屈曲，皆须尽一身之力
而送之”，提出笔力当以“多骨丰
筋”为准绳的书学主张：“善笔力者
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
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
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
病。”列举了横、点、撇、戈、竖、捺、
环等7种基本笔画，成为“永字八
法”的雏形，为后世书法创作和鉴
赏开辟了新的思路。

卫夫人还独具慧眼，识才育
才，是“书圣”王羲之的启蒙老师。
在她的指点、传授下，王羲之进步
神速，习写楷书“笔势洞精，字体遒
媚”，后来博采众长，创造了妍美流
便的“今体”，成为古今书法第一
人。王羲之曾饱含深情，专门为卫
夫人写下《姨母帖》（辽宁省博物馆
藏摹本），畅抒感恩之情。卫夫人
与王羲之，名师与高徒，共同为中
国书法史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

武则天：
巾帼书碑从此始

武则天（624年—705年），并
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人。690年，
她废睿宗，自立为武周皇帝，改国
号为“周”，定都洛阳，成为我国历
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武则天还是一位标新立异的
女书法家。书法初学唐太宗，雍容
潇洒，遒劲中饱含飘逸之韵，刚硬
中连带圆润之态，强健中富于典雅

之姿，后取法二王行草，笔法刚柔
相济、妍媚秀丽，笔势婉转流利、收
放自如，结体宽严适度、疏密有致，
呈现自家面目。

699年农历二月初四，76岁的
武则天赴嵩山封禅，返回时拜谒供
奉周灵王太子晋的昇仙太子庙，触
景生情，回洛阳后乘兴撰文并书写
《昇仙太子碑》。碑文表面记述太
子晋昇仙的故事，实则言此喻彼，
歌颂自己开创基业、江山巩固的丰
功伟绩。同年六月，勒于贞石，在
昇仙太子庙大殿前，树为碑记。

碑文34行，共2129字（含碑
额6字），显现出武则天的书法神
韵、雄才大略和至高无上的威权。
碑额“昇仙太子之碑”，以飞白鸟形
体书写，字上巧隐10个鸟形，云飞
纤巧，诡奇精妙，是中国书法史上

“飞白体”书碑的唯一遗存。字里
行间意连韵牵，点画落笔之处，赋
予鸟头状修饰，线条流动飘逸，字
态英迈奇崛，风姿妩媚，神采飞扬，
呈现出形意双关的艺术魅力。碑
文行草相间，笔法与结体一改初唐
帝王的瘦劲之风而趋于丰腴肥厚，
雄强纵肆，凸显行草用笔、章草结
体、楷书布局、兼具隶意的风貌。
该碑字形严整，结体匀称，提按顿
挫，灵动洒脱，还不时夹进自造的

“天、地、日、月、星”等19个“武周
新字”，凸显出王者的开阖豪迈、女
性的柔婉清丽。北宋《宣和书谱》
评价：“凛凛英断，脱去铅华脂粉气
味，其行书驭驭能有丈夫胜气。”

《昇仙太子碑》创造了中国书
法史上草书书碑的最早范例，更开
女性书丹之先河，成为书法史上的
绝唱，被誉为“中国最美的100幅
传世书法”之一。

管道昇：
与赵孟頫享誉“神仙眷侣”

管道昇（1262 年—1319 年）
是元代最著名的女书画家，吴兴乌
程县（今浙江湖州市）人，字仲姬，

28岁嫁给“楷书四家”之一的赵孟
頫为妻，婚后30年，夫唱妇随，品
书论画，鹣鲽情深，被誉为书坛“神
仙眷侣”。管道昇才华横溢，福慧
双全，是一位温婉娴淑的妻子、循
循善诱的慈母。

相传，赵孟頫50岁时想效仿
当时名士纳妾，管道昇写下如元曲
小令的《我侬词》表达自己的感受：

“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
似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
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
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
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
一个衾，死同一个椁。”词中不见幽
怨珠泪，只有情深意笃，以吴侬软
语道出了同患难、共荣辱、生死不
渝的真挚感情。赵孟頫看后深受
感动，再也不提纳妾之事。

管道昇生养了3个儿子、6个
女儿，儿子赵雍、赵奕和孙子赵凤、
赵麟、赵彦正皆为名冠一时的书画
家，外孙王蒙更是“元四家”之一。
一门三代名人辈出，谱写了中国美
术史上的瑰丽篇章。

管道昇善小楷和行书，得赵孟
頫真传及精髓。其小楷端庄华贵、
雍容严谨，行书舒展俊逸、圆润流
畅。行楷书结体妍丽灵动，笔画遒
媚秀逸，点捺转折，富有变化。《致
中峰和尚尺牍》（纵31.7厘米，横
72.9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33行，513字，是写给中峰明本禅
师的信札。款署“女弟子管氏道昇
和南拜覆”，钤“赵管”朱文印。尺
牍内容主要是感念师恩，希冀其
点化亡者，普渡已故亲人早生佛
界，语言哀痛悲切，表达了对禅林
巨擘的感激之情；书体楷、行、草
兼备，布局舒朗，字距紧密，行距
宽松，线条劲健，笔墨丰腴，字形
匀称规整，欹正相杂，结体略呈扁
型，错落有致，将飘逸与苍劲、姿
媚与雄健融为一体，呈现气韵高
古的跌宕之美。

（作者系上海市崇明区博物馆
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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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飞白体《昇仙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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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文姬行草《我生帖》拓片。资料图

卫夫人楷书《古名姬帖》拓片。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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