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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声良 荣新江

1 9 0 0年
,

敦煌藏经洞发现了古代写本数万件
,

内容包括佛
、

道经典和经
、

史
、

子
、

集

及各方面 的社会文书
,

这些古代文献绝大部分是用毛笔抄写的
,

时代上 自十六国
,

下迄

宋初
,

保存 了六百多年间的古代书法墨迹
。

这些时代久远
,

数量庞大
,

风格多样的写本
,

是 中国书法史上极为珍贵的资料
,

是认识和研究中国书法史不可或缺的素材
。

然而
,

对

于敦煌书法的研究
,

却起步很晚
。

五
、

六十年代
,

学者们开始较多地注意到敦煌写卷的书法艺术
。

日本二 玄社出版 的

《六朝写经集 》 等书法选集
,

刊布 了部分敦煌写卷
。

香港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早在五十年

代后期
,

就发表了 《敦煌写卷之书法 》 一 文
,

对英藏敦煌写卷中的书法资料作 了深入 的

研究
。

以后
,

中国大陆
、

台湾
、

日本都相继刊印了敦煌写卷的书法作品
,

并作 了进一步

的分析
。

然而
,

规模最大而且 最集中地介绍和研
,

究敦煌书法的巨著
,

毫无 疑问
,

当推饶

先 生的 《敦煌书法丛刊 》
。

全书共二十九册
,

1 9 8 3 年起 由 日本二玄社陆续 出版
。

饶先生有

机会较长时间逗 留法国 巴黎
,

在 国立 图书馆检阅敦煌原卷
,

从 中精选了一百 五十件敦煌

写卷
,

编成此书
,

包括 了真
、

草
、

隶
、

篆各体
,

时代从六朝到北宋
,

涵 盖了敦煌书法的

各个方面
,

可 以说较为全面地反映出各个 时代各种类型的敦煌书法
。

但 日文版价格 昂贵
,

在 国内不易找到
,

而且 日文解说
,

也不便国人参考利用
。

1 9 9 3 年
,

广东人民出版社适应

国内学者和书法爱好者的需要
,

出版 了中文版
,

名为 《法藏敦煌书苑精华 》
,

分装为八册
,

即一
,

拓本
、

碎金
; 二

,

经史 (一 ) ; 三
,

经史 (二 ) ; 四
,

书仪文范
、

碟状
; 五

,

韵书
、

诗词
、

杂诗文
; 六

,

写经 ( 一 ) ; 七
,

写经 (二 ) ; 八
,

道书
。

图版全与 日文版相 同
,

照

原大影印
,

解说部分则参照近年来 的研 究成果有所补充
。

从书法研 究的角度来看
,

《 法藏敦煌书苑精华 》 在如下几个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
。

一
、

它不仅对
“

敦煌学
” ,

而且对于 中国书法史的研 究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

中国书

法的研究
,

历来 比较重视名家 的作品
,

清代包世 臣
、

康有为开始改变世风
,

充分肯定 以

魏碑为代表 的民间书法的价值
,

一 时
,

碑学兴起
,

学书者始知除名家名 帖之外
,

尚有如

此丰富的天地
。

然而
,

碑刻文字是雕刻家最后完成的
,

由于刻工有高下之别
,

难免不改

变书法家的原 意
,

特别是南北朝时代的碑刻
,

与毛笔书写的距 离是很大的
。

学书者不鉴

于此
,

故有人为作出刻工效果 的书法
,

形成了碑学的弊端
。

敦煌写卷的公诸于世
,

使人

们看到了六朝 以来毛笔书写的真实面貌
。

这 些写卷大都是 民间书手所写
,

如果配合 同时

期的碑刻比较研究
,

将会呈现 出一部脉络清楚的民间书法艺术史
。

所 以
,

日本著名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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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西川宁先生认为
,

《敦煌书法丛刊 》 的出版是独树一 帜的重要著作
。

二
、

由于敦煌写本在时代上 的连惯性
,

用敦煌写卷比较研究
,

还可 以解决书法史上

一 些重要问题
。

如前人 曾对王羲之的书法有过激烈而持久的争论
,

关键在于人们所见到

的六朝书法材料太少
,

无 法得 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
。

敦煌写卷 中的许多六朝书法墨迹
,

非常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

如本书第六册刊载的 P
.

2 1 9 6 梁天监十八年 ( 5 1 9) 的 《出

家人受菩萨戒法》 卷第一
、

P 3 3 0 8 大统二年 ( 5 3 6) 《法华经义记 》 等
,

这些稳重工整 的楷

书
,

流畅潇洒的行书
,

特别是圆润和穆的笔致
,

灵活 自然的章法
,

令人不敢相信这是那

些没有什么地位 的写经手所书
。

当然
,

从时代上看
,

这些写本要比二王 的时代晚一些
,

但

如果考虑到以二王为代表的书法家的创作要在民间普及
,

必然要经过较长的时间
,

那么
,

王羲之时代能创作出 《兰亭序 》 这样千古杰作
,

基本上是可信的
。

此外
,

隋唐时期的写

卷对于认识唐代书法家的书体也很有意义
。

如本书所收 P
.

2 6 1 7 《周易经典释文 》 (开元二

十六
,

7 3 8 年 ) 的书法与颜氏 《勤礼碑 》 极为相似
,

而此 时颜真卿还不到二 十岁
,

而 《勤

礼碑 》 的完成更晚于此卷 四十年
。

说明了象颜真卿这样的书法家
,

其书法风格 的形成
,

必

然吸取 了民间书法中许多有益的成份
。

本书选取 了不少象这样具有重要书法史价值 的写

卷
,

使人们可 以从中对比探讨书法史上 的一 些大问题
。

三
、

饶宗颐先生对每件写本所撰写的解说
,

渗透 了编者对敦煌书法的透彻理解和深

入研究
,

这也是本 书区别于一般书法选本 而富有学术价值 的一个方面
。

本书涉及的范围

极广
,

编者将选本分为拓本
、

经史
、

书仪
、

碟状
、

诗词
、

写经
、

道书等几大类
,

对所选

写卷 的内容及 书写者的生平均有所考释
。

相对于各个 时代 的书法家来说
,

敦煌写卷书写

者往往名不见经传
,

其生平和 时代要从大量敦煌写卷 中去爬梳
,

才能得到一 些线索
。

如

在 P
.

2 1 7 9 《成实论 》 的解说中
,

饶先生列举了八件写卷上的令狐崇哲的题名
,

并在时代

和书写特色方面作了比较
,

显示出北魏至西魏初敦煌一地 的写经风格
。

编者还善于利用

考古材料作比勘
,

如对 P
.

2 5 9 6 《道德经序诀 》 的解说中
,

即用长沙马王堆 出土 的帛书

《老子》 作比较
,

使我们对 《老子 》 一 书的书写流传演变
,

有 了系统的了解
。

写卷中的俗

字
、

别字的不同写法
,

往往能够反映出时代和地域特征
,

因此
,

它是书法研究中一 项重

要 的内容
。

饶先生在这方面也花了较大的功夫
,

如对 P
.

45 06 《金光明经 》
、

P
.

2 0 7 8 《佛说

观三昧海经 》
、

P
.

26 19 《周易王 弼注 》 的解说等等
,

体现 了饶先生文字学的深厚功力
。

作为一部书法的专著
,

从编选到撰写说明文字无不渗透着编者对书法艺术深厚的鉴

赏力
。

饶先生对每件写本书法特征 的品评
,

用语不多
,

如称 P
.

2 4 9 5 《庄子节本 》 “

书法全

无 修饰
,

用笔纤瘦
,

结字疏通
。

有薛攫之清秀
,

雄劲患意
,

诚佳品也
。 ”
又评 P

.

4 5 0 6 《金

光明经 》 : “

结体跌荡
,

行笔通峭
,

《刁遵 》
、

《高湛碑 》 之劲美
,

兼而有之
。

论其书法艺术
,

顿挫行阵之中有一片浑穆气象
,

谓为标准之魏法
,

可以当之 无愧
” ; P

.

2 1 7 9 《成实论 》 云
:

“
每字起笔细而收笔饱满

,

十分劲健
,

意态极近 《龙门造像记 》
。 ” P

.

2 0 1 9 《长孙呐言切韵

序 》 : “

行笔略近欧阳率更
,

仍存北朝风范
。 ”

P
.

3 9 94 《词五首 》 “

字极拙重健拔
,

在欧
、

柳

之间
,

毫锋取势
,

可与王 案 《汝帖 》 第十二卷所收李后主书 《江行初雪 》 画卷赵 干题字

相领顽
,

可定为五代时书风
,

在书法史上应为极难得之妙品
。 ”
这些寥寥数语

,

有 的放矢
,

切中要害
,

很富有启发性
。

由于本书只 编选法国所藏部分
,

而不及 英国
、

俄 国
、

日本和 中国的藏品
,

所 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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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是不 能更全面地反 映敦煌书法的成就
。

如英国图书馆所藏 5
.

7 9 7 西凉建初元年的

《十诵比丘戒本 》 ,

5
.

81 天监五年的 《大般涅梁经 》 等 一 些珍贵的书法精 品未能选入
。

又

如本书拓本部分选 印了欧阳询 《化度寺塔铭 》
,

实际上该卷被人为地撕成两件
,

一件存法

国国立 图书馆
,

仅两页
,

即本书所选部分
; 另一件存英图

,

有十页
,

若能将这两部分合

在 一起
,

就能使读者 了解这个拓本 的原貌了
。

又如碎金部分选 了唐人临王羲之 《十七

帖》 残卷
,

英国藏本 中也有 《十七帖》 的另一些残卷
,

若能合在一起
,

更利于书法的研

究
。

饶先生选录此书标准有 三
:

( 一 ) 具有书法艺术价值
,

( 二 ) 著明确切年代及有书写

人者
,

(三 ) 历史性文件及重要典籍之有代表者
。

说 明著眼点除了书法作品外
,

也兼顾文

献价值
。

其中选印的经史典籍如 《周 易》
、

《毛诗 》
、

《古文尚书》
、

《史记 》
、

《汉书 》
、

《晋

春秋 》
、

《大唐西域记 》
、

《沙州 图经 》
、

《书仪 》 ; 文人诗词及俗文学作品如 《文选 》
、

《玉 台

新咏 》
、

《高适诗 》
、

《云谣集 》
、

《王 昭君变文 》 ; 重要官私文书如 《封常清谢死表 》
、

《沙州

百姓上回鹤可汗 状 》
、

《曹元忠状 》
、

《大云 寺安再胜碟 》 ;
佛典如 《金光明经 》 黄缉写经

、

《 东都发愿文》
、

《生经 》
、

《 三阶佛法 》
、

《 因明入正 理论 》
、

《大乘起信论略述 》 ; 道经如

《太玄真 一本 际经 》
、

《无 上秘要 》
、

《阅紫录仪》
、

《玄言新记明老部 》 等等
,

都是敦煌写本

中极具校勘和研究价值的文献材料
,

其中有些还是佚书
,

这里的图版要较此前的刊本清

晰
,

而且 以原大印出
,

是其他 印本所无 法比的
。

饶先生对每件写本的解说
,

实际就是一篇考释研究论文
,

其中不乏作者的研究心得
。

如碟状类所收 P
.

3 4 1 2 《大云寺安再胜碟 》 的解说
,

参照敦煌藏文文书 P
.

t
.

1 1 8 9 中的类似

记载
,

相互发明
,

为前人所不及
。

中文本又补充 了近年关于郑 氏注 《论语 》
、

书议
、

归义

军史等方面的最新研 究成果
,

较 日文本更具参考价值
。

周绍 良先生说
: “
这一 百五 十多篇

提要
,

既博且精
,

实为饶先生多年治敦煌学之结晶
,

不 可 以寻常书法文字视之
。 ”

(人民

日报 1 9 8 6 年 8 月 2 8 日 ) 可 以作为我们对本书的总评价
。

中文本可 以说远较 日文本完善
,

但也有个别处值得将来有机会加 以修正
。

日文本前

面有编者 中文原序一篇
,

交代编选 的原则和本书产生的经过
,

中文本亦当收入
。

以下是

随手检 出的排印错误
:

第一册 2 85 页注⑤
“

口逸
”
当作

“

攒逸
” ;
第三册 308 页下栏第二

行
“
昔年

”
以下另起一行

;
第四册 23 4 页插图三

“
圆

”
当作

“

体圆
” ; 2 35 页下栏第五行

“
菱保德

”
应作

“

董保德
” ; 2 46 页注⑦

“

今
”
当作

“

巾
” ; 注L

“
法见

”
当作

“

发见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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