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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治是清代有名的书法家。如皋水绘园曾经入藏他的对联。
王文治早年私淑笪重光，深受笪氏书作的影响。他又取其精华，纵观中国书法史上的

佳作，向褚遂良学习楷书；临摹《兰亭序帖》《圣教序》，苦练行草；观摩赵孟頫和董其昌
的书作，学习他们的用笔。因此，他的书法很有特色：点画飘逸婉柔，结体清新匀净。王
文治惯用长锋羊毫和青黑色淡墨，因此赢得“淡墨翰林”“淡墨探花”的美名。正如《两般
秋雨庵随笔》所录：国朝刘石庵相国(刘墉)专讲魄力，正梦楼太守(王文治)则专取风神，故
世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目。

历来论书，一定会涉及人。西汉扬雄
云：“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
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
所以动情乎。”宋苏轼《论书》云：“人貌
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
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
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清松年
《颐园画论》有言：“书画清高，首重人
品，品节既优，不但人人重其笔墨，更钦
仰其人”，“其人大节已亏，其余技更一钱
不值。”李瑞清曾说过：“学书先贵立品，
右军人品高，故入神品。决非胸怀卑污而
书能佳，此可断言者”，“学书尤贵多读
书。读书多，下笔自雅。故自古以来学问
家虽不善书，而其书有书卷气。故书以气
味为第一。不然，但成手技，不足贵
矣。”类似观点者，比比皆是。问题是，

“书为心画”和“书如其人”的观点众所
周知，却始终有争议，原因在于不仅有各
自的立场，也未能全面、辩证地理解。

严格来说，书法史中唯一的“书如其
人”、“人书合一”的典范，只有颜真卿。
观鲁公之书，“则刚毅雄特，体严法备，
如忠臣义士，正式立朝，临大节不可夺
也”。再看蔡京、蔡卞之书，则可能会使
人“掩鼻过之”，因为事先了解了作者的
生平之后，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定的感
想，由人及书或由书及人，存在“先入为
主”。如果是针对当下某个陌生人，该如
何判断？事实上这种假设并不存在，因为
只有名家才有典范意义。任何行业都注重
这种效应。问题是，正因为对普通人的关
注很少，反而变得无所顾忌。这恰恰是目
前书坛风气不正的原因所在。当人被挟裹
着走，习惯于把责任推给潮流。实际上，
正是无数人的选择构成了“潮流”。当大
多数人有意识地不参与，就没有所谓的潮
流。现代社会中的个体，亟需理性。但现

实是，越是呼唤什么，就是缺乏什么，且
一定泛滥什么。这也正是探讨和强调“书
如其人”的价值所在。

人品和书品的关系，不时出现“翻
案”一说，最典型的莫过于“宋四家”
之“蔡”，聚讼纷纭。“苏黄米蔡”涉及
到两个问题：一是四个人排位次，谁先
谁后，历来有不同看法；二是蔡是蔡京
还是蔡襄。老生常谈的观点是，“宋四
家”中的“蔡”原本为蔡京，后改为蔡
襄，蔡襄因德高而艺彰，蔡京因人品低
劣而遭丑诋。另一说则认为“蔡”原本
就是蔡襄，因为书艺高、资历老、名气
大，更有资格列入。就事实而言，二蔡
是同乡，蔡襄属于长辈。蔡京的书名一
直为其“政名”所掩，由于人格卑劣，
对他的关注往往聚焦于政治和道德方
面。宋四家中的“蔡”若特指蔡京，不
但四位年龄相近，就“尚意”风格而
言，亦是合拍。有观点就认为，不能因
为蔡京的奸诈和佞幸而完全否定其书法
成就，但人和书无法完全切割，从来也
不会因其书法艺术成就而违心称道其为
人。有人就提出，朱熹的字看不到世道
人心，单纯地看王阳明墨迹，未必有圣
人之相。王羲之写了“天下第一行书”
《兰亭序》，谁也不会相信就是“天下第
一”的好人品。其实“天下第一”，主要
是书法因素。林林总总的类似观点，其
实很偏激。王铎书法确乎技法出众，可
写一己之心，具有震撼人心的视觉冲击
力，艺术价值在同时代的人中出类拔
萃，但绝不能与颜真卿《祭侄稿》相提
并论。何绍基写颜书可谓绝顶高手，但
和本尊相比，仍然存在落差。寻根究
底，还是人的原因。

回到“宋四家”来看，如果单纯地从
书风来说，应该是“宋三家”，蔡襄明显地

不同于其余三位，“法”的成分更多一些，而
非“尚意”。现今所称道的“尚意”，其实是后
世的总结，而非苏轼刻意标榜。如果从人品
上来说，蔡京不能列入，也只能是“宋三
家”。若就个人书法水平来讲，蔡京未必高
于蔡襄，有个人偏好，但从整体上进行衡
量，蔡襄综合指数更高。蔡襄毕竟也是那个
时代的佼佼者，位居前列，因而同时位列也
未尝不可，那就是“宋五家”。“唐宋八大家”
当中，苏轼一门共三位，最终也被接受了，
凭实力说话。不能不说，中国人喜欢凑整
数，从“一”到“十”，赋予了不同含义，像“四
四如意”或“四美具”，一定去掉一个的话，
蔡京必须出局。

很多时候，“并称”这类事情，多半
属好事者所为，或就是一厢情愿，当事人
未必愿意。比如说“楷书四家”的颜柳欧
赵，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三个唐人和一
个元人并列，不伦不类。唐楷才是严格意
义上的楷书，赵体属于行楷，本来就不是
一类。况且，唐代楷书比赵孟頫水平高的
还有好几位呢。欧虞褚薛“初唐四家”推
敲一下，也存在问题，“薛”和“欧”的
年龄和定位等因素悬殊太大。

“初唐四家”的诗人排名也很有意
思，最主要是杨炯的“争座位帖”。《旧
唐书·王勃传》记载：杨炯少年就被认
为是神童一枚,少年得志。他对当时所
谓的“王、杨、卢、骆”的排名颇为不
满，经常对别人说:“吾愧在卢前，耻
居王后”。闻一多对此的看法是：卢照
邻年纪大、辈分高,杨炯所以愧不敢当
其先，而王勃与杨炯同龄，则心有不
甘，所以觉得“耻居”。萧涤非的想法
则比较腹黑了，认为杨炯所谓的“吾愧
在卢前”只是幌子，最主要想表达其实
是“耻居王后”。不管哪一种说法接近
事实，说明杨炯都是心有不甘。

“宋三家”“宋四家”和“宋五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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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治，字禹卿，号
梦楼，生于1730年，卒于
1802 年。他是江苏丹徒
人，书法家、诗文家。乾
隆二十一年 （1756），全
魁、周煌等人出访琉球，
王文治一同前往。他的书
法很好，琉球人多出重金
购藏。王文治名声大噪，
至今冲绳的博物馆，仍藏
有他的书作。乾隆二十五
年，他参加科举考试，中
一甲第三，即探花。他与
纪晓岚友善。乾隆二十九
年，他又出任云南临安知
府，于滇南一带，留下大
量墨宝。日后，他无意官
场，一心热衷佛学，著有
《梦楼诗集》《快雨堂题
跋》等。

王文治的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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