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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真卿是书法史上与王羲之比肩的大家，千百年来

一直是书法界学习和研究的热点人物。在他的传世书作

中，尤以楷书居多，有“颜体”之誉，与欧阳询、柳公权、

赵孟頫一起被称为“楷书四大家”，对后世影响是深远

的。然而米芾却在《海岳名言》说：“颜鲁公行字可教，

真便入俗品”，对颜真卿楷书提出尖锐的批评。这究竟

是米芾一家之言还是代表了北宋主流书家的观点，是值

得我们去思考和探讨的。

一、颜真卿早岁楷书

（一）达到以书取士标准，说明颜真卿早岁楷法遒

美

唐代科举考试和官吏铨选明确规定书法是取士的标

准之一。据《新唐书·选举制下》记载：“凡择人之法

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辨证；三曰书，

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1] 楷法遒美虽没有标准，

但想要考取功名是必须得把楷书写好。宋人马永卿《嫩

真子》中说：“唐人字画，见于经幢碑刻文字者，其楷

法往往多造精妙，非今人能及。盖唐世以此取士，而吏

部以此为选官之法，故世竞学之，遂至于妙。”[2]“以书

取士”作为一种制度来推行，对当时楷书的发展产生极

大的推动作用，在读书人中掀起一股“学楷热潮”，颜

真卿早岁亦受到“学楷热潮”的影响，潜心楷书研习。

《颜鲁公行状》记载：“年弱冠，开元二十二年进士及第，

登甲科。二十四年，吏部擢判入高等，授朝散郎、秘书

省著作局教书郎。天宝元年秋，扶风郡太守崔琇举博文

文辞秀逸。玄宗御行政楼，策试上第。以其年授京兆府

醴泉县尉。”[3] 从上文记载看，颜真卿及第并通过铨选，

这可以说明他的楷书是达到以书取士的标准，是符合当

时楷书审美要求的，虽不能说明其楷书达到何等精妙、

遒美、高古，但绝对不俗。

（二）应制书作，说明颜真卿早岁楷书被认可

徐峤 (687-742) 为一代名士，祖孙三代为中书舍

人，在当时被世人传为佳话。徐峤的夫人王琳卒于开元

二十九年（741 年），他亲自为亡妻撰写墓志。唐代，因

对碑刻书法艺术性非常重视，所以聘请书法名家书丹也

是当时的风气。顺应时风，徐峤身为一代名士想必也会

请书法名家正书夫人志。盛唐时书法名家如云，但颜真

卿当时的楷书地位和影响，在唐代文献中不见有一丝的

相关记录。徐峤为何要请颜真卿正书？从徐峤和颜真卿

二人的职务看：徐峤时衔润州刺史江南东道探访处置兼

福建等州经略使慈元县开国公，而颜真卿当时的职务是

朝散郎前行秘书省著作局校书郎。显然，徐峤当时的权力、

地位等都优于颜真卿。他要想请比颜真卿更优秀的书法

名家应该不难。据朱关田先生考证，颜真卿与徐峤是群

从兄弟。即便有这层关系，若颜真卿的楷书平庸无奇，

想必徐峤也不会请他正书夫人志吧。再有，从颜真卿书《唐

故赵郡君太原王氏墓志铭》的时间看，是开元二十九年，

颜真卿三十三岁。三年前（738），其母殷夫人去世，颜

真卿依礼守丧三年。所以，开元二十九年（741）正值他

为母亲殷氏守丧三年期满时。按常理，守丧三年，特别

是唐代守丧制度全面法律化时期，颜真卿是无心于翰墨，

难以做到笔耕不辍、倍加工学临写，其书艺荒废，手下

无字都很有可能。综上，这唯一能说明的就是颜真卿当

时的楷书基础扎实稳固，水平已得到世人认可，非一般

书法名家所能企及的。

（三）师从张旭，说明颜真卿早岁楷书走的是正道

又据颜真卿《怀素上人草书歌序》表明他早岁（公

元 743 年）师从张旭，文云：“开士怀素⋯⋯口诀手授，

以至于吴郡张旭长史，虽恣性颠逸，超绝古今。而楷精

法祥，特为真正。真卿早岁，常接游居，屡蒙激昂，教

以笔法。”[4] 据此可知，张旭对颜真卿早年的书法起到

了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楷精法祥”的魅力更是深深地

吸引着颜真卿。张旭以草书名世，被后人尊称为“草圣”，

那为何张旭的楷书会引起颜真卿格外的关注？看下面的

两段文字，便可知晓。苏轼《论书》云：“书法备于正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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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

言，无是道也。”[5] 刘熙载《艺概》云：“张长史真书《郎

官石柱记》，东坡谓‘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论

者以为知言。然学张草者，往往未究其法，先挟狂怪之意。

岂知草固出于其真，而长史之真何如哉？山谷言：‘京、

洛间人，传摹狂怪字，不入右军父子绳墨者，皆非长史笔。’

审此而长史之真出矣。”[6] 由此看来，学书要先工楷书，

楷书是基础。这也是众书家的共识。我们很多时候都在

言论张旭的草书，殊不知，张旭的草书之所以能有如此

造诣，想必是与他扎实的楷书基础分不开的。虽不能齐

于古人，但非后人所及，后人对《郎官石柱记》的倍加

赞许便是佐证。所以，颜真卿关注、心仪张旭的楷书也

是必然。可以想见，颜真卿在书法上能得到张旭的口传

手授，再加上家学渊源，他早岁楷书造诣可见一斑。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说明颜真卿早岁楷书走的是一

条正道，是被世人所认可的，他年轻时就是楷书名家了。

从他早期的楷书作品《王琳墓志》、《郭虚己墓志》、《多

宝塔》等在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也可说明他是当之无愧

的楷书大家。

二、颜真卿楷书被批，剖析批评中“入俗”论原因及“俗

品”内涵

（一）石刻失真，俗化颜真卿楷书

朱履贞《书学捷要》：“前人评书，亦有偏徇失实、

褒贬不公处。”[7] 可见，米芾将颜真卿楷书评为“俗品”

未必完全允当，或是一家之言，以偏概全，还应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颜真卿传世楷书多是碑刻，碑刻虽多，但

每碑风格如人之面，无有同者。那米芾说颜真卿的楷书

是“俗品”，是不是另有所指？米芾《海岳名言》：“石

刻不可学，但自书使人刻之，已非己书也。故必须真迹

观之，乃得趣。如颜真卿，每使家僮刻字，故会主人意，

修改波撇，致大失真。”[8] 学习书法首选是墨迹本，因

石刻已非书者本意了，属二度创作，即便刻工精佳也无

法做到原貌再现，况且有些碑刻由于刻工低劣，更无趣

可得。再者，碑刻多是立于地表，由于日久天长的风吹、

日晒、雨淋难免会出现严重的破损，很多碑刻残缺不全，

失真是必然的。

《海岳名言》载：“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也，

安排费工，岂能垂世 !” [9] 可见，米芾是极力反对作书刻

意安排的，“刻意安排”与他主张的“锋势全备，天真自然”

大相径庭。我们回视一下颜楷碑刻，多是纵有行横有列

的章法布局，千佛一面，皆刻意为之。从实用的角度看，

似乎行得通；从艺术角度看，确有恶俗之嫌。古人论书，

以章法为一大事。纵观历代传世楷书墨迹，其章法多是

纵有行横无列，随手所如，皆得自然。仅从颜楷碑刻的

章法看，的确丑化了颜楷。

《海岳名言》载：“唯吉州庐山题名，题讫而去，

后人刻之，故皆得其真，无做作凡俗之差，乃知颜出于

褚也。又真迹皆无蚕头燕尾之笔，与郭知运《争坐位帖》，

有篆籀气，颜杰思也。”[10] 显然，米芾是见过颜真卿的

楷书真迹，并对颜楷真迹是颇有研究，认为其楷书造诣

不亚于行书，足可与行书比肩，真行绝妙。看来，米芾

说颜真卿楷书是“俗品”，仅从字面理解是浅薄的。米

芾不喜颜楷的原因之一应指其刻工拙劣、失真、丑化。

（二）学书路径改变，米芾不喜颜真卿楷书

如上文分析不能说明问题，我们再来看米芾叙述自

己学书的过程：

《群玉堂米帖》：“余初学颜，七八岁也，字至大，

一幅写简不成，见柳而慕紧结，乃学柳《金刚经》。久

之⋯⋯”[11]

从引文可知，米芾学书是从颜真卿楷入手的。如果

他不喜欢或不认可颜楷为什么又要去学？再有，叶梦得

《避暑录话》卷下载：“米元章书自得于天资，然自少至老，

笔未尝停。” [12] 可想见，米芾这样聪明、勤奋的人，学

习颜楷不是难事，一学就会。应该说米芾在颜楷上是下

过功夫的，且深受影响。为什么如此肯定？请看下面这

段引文，梁少膺《闲斋随笔》载：我们今天见到的“南明山”

深受褚遂良、颜真卿影响，这样的榜书在他的楷书作品

中几乎不见。“南明山”三字堪称为米芾楷书之典型，

为后人所重。”[13] 由此看来，米芾楷书是注入颜楷血液

的，是有颜楷遗传基因的，他怎么还可能大骂颜楷为俗

品呢？ 不过，对于米芾的这段书论亦需区别对待，早年

米芾有过学唐的经历，在听从苏轼的建议之后，另有新欢，

方由唐入晋。在米芾以唐为法的时期，其实不太可能过

于激烈的批评颜真卿的楷书的，而在师晋之后，由于晋

之书风与唐迥异，由此，因米芾学书路径变化而导致对

颜真卿楷书的激烈批评是极有可能的。而我们在研究米

芾书论时亦当有此叙述时序上的考虑，不然，势必会造

成偏颇。

从上文看，米芾批评颜真卿楷书有两个原因：一是

比对颜楷墨迹与石刻后，认为石刻失真，丑化了颜楷；

二是学书路径的变化，不再喜欢颜楷。除此之外，是否

还有其他的原因？

（三）米芾批评中“俗品”的内涵

历代书论中的“俗”字概念一般指作品格调低下，

有时也涉及到书写者精神气质之俗。米芾论书中屡见

“俗”字，如果我们弄清了其“俗”字内涵，便能更好

地分析他批评颜真卿楷书“入俗”的真正意义所在。米

芾论书中的“俗”与人品道德无关，他始终是以纯艺术

的眼光对艺术家作品进行审视的。上文已经提及，米芾

学书接受苏轼建议由唐入晋，自取法晋人后，便频频发

出极力推崇晋人的言论。晋人书尚韵，而唐人书尚法，

作品以韵胜则一片生机自然，以法胜则难免布置安排。

然因时代审美观念的变化，就是唐楷墨迹也无法完全摆

脱法度的桎梏。又，米芾作书风樯阵马、振迅天真，全

自其胸中流出，意足自足放笔一戏又能备晋人风韵。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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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颜真卿早岁楷书皆为应制所作，横有行竖有列，如算

子一一填入，难免安排之弊。这与米芾心中所追求的“晋

人格”——即“不俗”可谓格格不入。

随着诸如欧阳修、苏轼、米芾、黄庭坚等大家的倡导，

至北宋元祐时期，尚意书风渐成书坛主流，书法家对唐

代法度的桎梏早已深恶痛绝。作为唐代法度的代表人物

颜真卿，在宋初士人学书上依然有着巨大影响，这无疑

也会成为宋人摆脱唐法束缚的一大心理障碍。又据史书

记载，米芾出身低微，靠其母荫庇做了闲职，在出仕身

份上多为世人所讥笑，为博世人眼目，往往故作狂怪之

举和惊人之论。就在论画上他也是口无遮拦。说黄筌的

画：“虽富艳，皆俗。”说赵昌的画：“得之可遮壁。”

米芾提出“颜鲁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之论，既符

合其独特的身份地位，又是时代所需。

三、结语

综上所述，颜真卿是公推的楷书大家，他的书作模

楷百代。在楷书史上，他永远是一面不倒的旗帜。米芾

因学书路径的改变，审美观念的变化，再加上他性格狂

放不羁、无所顾忌时有惊人之论，因此，我们对米芾批

评颜真卿楷书“入俗品”这一论断要辩证地去思考、剖析，

绝不能因米芾这一言论而盲目地否定颜真卿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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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66 页）体流程为：（1）用户在平台上发帖报料，

陈述事件。帖子面向所有 APP 用户开放阅读、评论。（2）

内部负责对接的人员看到事件后，根据版主联系方式进

行电话核实与深入了解。（3）根据初步掌握的情况、帖

子下面的留言、帖子的热度、信息的完整度等因素判断

事件是否具有成文的新闻价值与可行性。（4）对于可以

成为新闻的事件，记者继续跟进并调查撰稿，根据新闻

价值的大小选择合适的时机版面发布。（5）对于不能成

为新闻或存在失实情况的事件，由 APP 工作人员向发帖

人留言解释说明。

在 2016 年 7 月中旬，有用户在 APP 上发帖称自己

家里的老人被保健品公司坑骗。帖子在平台上引起了较

大的关注，许多用户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发帖留言，信

息的热度与丰富程度较高。《羊城晚报》便由此推出了

长达数月的“坑老保健品”系列报道，在当地引起了较

大反响，促进了工商局与药监局对当地“坑老保健品”

公司的清查工作的开展，有极高的社会意义。

在这次的系列报道中，《羊城晚报》通过“市民报料”

平台，低成本高效地获取了大量受骗案例，并根据报料

人在平台上的描述找到了许多公司的“窝点”踩点调查，

同时在平台上为揭露“坑老保健”宣传造势，在吸引关

注度的同时引导更多的知情读者参与其中，为系列报道

的完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体现了开放性强的交互平台

对于“市民报料”活动的信息获取与资源整合的作用。

五、结语
“市民报料”的兴起体现了新闻活动由“传者本位”

向“读者本位”过渡的进步性，尤其是在市场竞争激烈、

民生化新闻比重大的都市媒体领域，作为读者的“市民

群体”在议程设置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都市媒体对“市

民报料”的重视，实际上就是对于读者诉求的重视和市

场规律的重视，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紧密结合当下的

社会环境与时代背景，最大限度地高效利用“市民报料”

找寻新闻线索、辨别信息真伪、完成符合市场口味的新

闻产品生产，已然成为了都市媒体亟待解决的重要任务。

本文对于“市民报料”的粗略陈述及未来发展趋势的简

单设想，希望能为这一领域的发展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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