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令光，《⼲祿之⼼、經世之書：顏真卿（709-785）楷書考論》 

摘要 

 有唐⼀代，楷書名家輩出，其中又以顏真卿(709-785)創⽴的「顏體」最為後⼈稱道。

千百年來，顏體被視為唐楷發展的最⾼峰，對中國書法史投下了廣⼤、深刻的影響。然⽽，
唐代的書法評論家既不重視顏體，也不認為顏真卿是偉⼤的書法家，這樣的現象實在令⼈疑
惑。本⽂根據以上的觀察展開研究，結論如下： 

 1. 顏真卿傳世楷書作品只有10件是真蹟，如《王琳墓誌》、《多寶塔碑》、《顏勤禮

碑》等︔其餘都是後⼈仿造的偽作，如《八關齋碑》、《顏氏家廟碑》、《麻姑仙壇記》
等。另有2件誤植顏氏名下，即《⾃書告身》、《⽵山堂連句》。  

 2. 按真蹟所⾒，顏真卿的楷書風格有3個發展階段：(1)學習褚遂良(596-658)《雁塔聖

教序》的風格，代表作為《王琳墓誌》。(2) 學習盛唐「官楷」，發展出前期顏體風格，以

《多寶塔碑》為代表，表現其⼲祿之⼼。(3) 在前期顏體中加入篆書的筆法和字樣，發展出

後期顏體風格，以《顏勤禮碑》為代表作。  

 3. 顏體楷書是以儒家經世致⽤的⽂藝理念為根基，具有強烈的政治性格。正是為了在

政治⼯作上有更傑出的表現，顏真卿努⼒學習盛唐官楷的字樣和書法風格，創發了前期顏
體︔為了落實「⽂質彬彬、書以合道」的理想，他又援篆入楷，發展出後期顏體風格。  

 4. 觀察顏體成⽴和發展的過程，可以發現政治⼒量的⼲預和唐代⼠⼈的⼲祿⼼態才是

推動唐楷發展的關鍵因素。正因顏體繼承了盛唐官楷的實⽤、功利主義，不強調楷書的抒情
性和表現性，於是不得到傳統派評論家的青睞。直到後期顏體表現出復古的筆法和風格，又
配合《⼲祿字書碑》的流⾏，才使顏真卿在晚唐時期逐漸被納入筆法傳承的譜系，並成就顏
體經世致⽤的價值。  

 5. 尤於顏真卿名下的楷書作品含有⼤量偽作，以致後⼈看不清顏體的真⾯⽬。很多⼈

誤認顏體有「燕尾」的筆法，又說顏體的風格多變，發展的過程反反覆覆，並美其名為「⼀
碑⼀⾯⽬」。事實上，就⼤多數偽作出現的時間⽽⾔，宋代堪稱關鍵。換⾔之，宋⼈對顏體
碑帖的臨仿、詮解、評價深深地影響了後⼈︔宋⼈對顏體的想像引發了後⼈的誤讀，也映射
出唐、宋兩代的書法思潮有了明顯的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