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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文學造詣與書法藝術之關係探究于右任文學造詣與書法藝術之關係探究于右任文學造詣與書法藝術之關係探究于右任文學造詣與書法藝術之關係探究    

陳章錫 

南華大學文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于右任在文學方面，詩、詞、曲、對聯、文章、手札、日記等，

均有高明造詣。在書法方面，以推廣標準草書名世，而實則其行楷書

及草書自具特色及多元風貌，也能兼顧書法藝術之學理及方法，值得

深入探研。  

本文共分五節，除前言及結語之外，本論從其生命歷程及文學造

詣，書法表現風格特色，文學與書法之交涉互動等三個層面，分別予

以論述。  

于右任文學作品之形式方面，具有多元表現形態。尤其是詩歌表

現，不拘文白，不受平仄、押韻束縛；又能體察社會脈動，貼近讀者

接受能力，合乎文學進化的原則。另外，文學作品之內容方面，獨抒

個性、懷抱，既有崇高理想、遠大目標；又有虛懷若谷，謙抑自持的

高卓人格。  

于右任能以優美文字及不同文學體裁形式，表達理念內容及具體

實施方法。又能以獨特的行楷書及標準草書，作為表達文字之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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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人即是實踐書法理念之最佳典範。 

統合于右任文學造詣與書法藝術二者共同之處，為皆具革命精

神，綜合運用多元藝術手法，同中求變，法古求新。不但回歸傳統，

又有自我特色之堅持。其貴古不賤今的客觀態度，內容優於形式的正

確抉擇，均值得吾人欣賞學習。  

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于右任，詩詞曲，行楷書，標準草書，書法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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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Ren 

Yu’s literature attainments and his Chinese 

calligraphy arts 

Chen Chang-Hsi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er analyzes both the styles of You-Ren Yu’s 

literature and also the multiple styles of his Chinese calligraphy.  

You-Ren Yu created the Standard Cursive Style Script Calligraphy in his 

time.  But in fact, You-Ren Yu was a famous revolutionist in political 

area and an artist in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in the early 20
th

 century.  In 

the paper, the researcher studi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Ren 

Yu’s literature attainments and his Chinese calligraphy arts.  The 

common trait was that You-Ren Yu infused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s in his 

literature and his Chinese calligraphy arts. And he not only mastered on 

the cursive style script, but also on the running style script, regular script 

calligraphy.  And he was famous on infusing his calligraphy styles into 

his creative classical poetry. 

Keywords: You-Ren Yu, classical poetry, running style script calligraphy, 

regular script calligraphy, cursive style script calli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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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于右任（1879-1964）祖籍陝西涇陽，出生於三原；名伯循，字右任。自少

時即淬礪向學，對於傳統經典及詩文創作，紮下堅實根基。而且立定志向，關

懷天下蒼生及國族文化的氣運。自 1907年起，于氏廿八歲時，對於滿清的腐敗，

政治的黑暗，亟思改造。以辦報及革命，討伐軍閥（民國肇建後），建立教育事

業等做為道德實踐方法。在 1931年，于氏五十二歲時，已步入中、老年，除了

任職監察院院長，參與國是之外，更進而關注文字改革作為提升民智，普及文

化教育之手段。及 1949年，于氏隨國民政府播遷來台，仍持續有關標準草書的

推動，用心關懷復國大業及文化教育，其偉大人格，實足以感召後人。 

在文學方面，于右任自幼即奠下紮實基礎，在青年時期即擅長以詩表達心

聲；其他如詞、曲、對聯、手札、日記、墓誌銘等文學體裁，均有豐碩之創作

成果。綜其一生，時常信筆為之，傳情達意，文辭優美，皆有可觀之處。 

在書法藝術方面，于右任擅長行楷書及草書，亦迭經轉折而具多元風貌，

同時也竭盡心力，歷經十次修訂標準草書，並加以推行；這是他最為人所稱道，

及眾所周知的終身志業。 

本文研究動機，係因文字是表達思想情感的工具，于右任能運用的文學體

裁頗為多樣，唯以往學界之探討大多側重在其詩歌方面，然而他在文學上的多

元表現及高卓造詣1，仍值得較為全面性地多方予以探討。另外，他的文學作品

                                                      
1
 關於于右任的文學造詣，目前研究側重在詩歌方面，偶及詞曲。相關重要研究有四：其一，霍松林：〈論于右任詩的創新精神〉，《于右任詩詞曲全集．序》，（西安：世界圖書公司，2006年）。將于右任詩作分為四期，認為于氏在內容及形式上均意圖創新，是自覺，有理論的。其二，鍾明善：〈于右任五首詩歌賞析〉，《于右任書法藝術管窺》，（西安：西安交通大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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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書法表現，二者復能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因此，本文研究目的，即對於于右任文學造詣及書法藝術的成就，及二者

間之交涉互動，進行相關研究。在研究方法方面，主要進行文學史觀及書法理

論之探析，人格與作品內涵深究，乃至書法筆法、墨韻及布局之導賞。最後，

進一步對於文學造詣與書法藝術二者間之交涉互動，加以比較研究。 

文分五節，除前言及結語之外，本論從其生命歷程及文學造詣，書法表現

風格特色，文學與書法之交涉互動等三個層面，分別予以論述。 

二二二二、、、、于右任的生命歷程及文學造詣于右任的生命歷程及文學造詣于右任的生命歷程及文學造詣于右任的生命歷程及文學造詣    

于右任的生命歷程，簡言之，其一，自幼到青年成年（1887-1906），為其

奠定學問基礎及詩書創作能力之時期。其二，壯年及中年時期（1907-1930），

流亡、辦報，及加入同盟會，參與革命。民國肇建後，亦參加倒袁、討伐軍閥，

及在中樞歷任要職。其三，中晚年時期（1931-1964），參與國是及公務之餘，

進行草書之改革、修訂及推廣。以下就其生命歷程中，文學造詣之總體表現，

分為文學理念及思想之養成，文學表現型態，情意及修辭三個方面，加以探討。 

（一）詩藝淵源及文學理念 

1. 奠定學問根基及作詩習字之啟蒙與養成 

于右任七歲時入私塾，由第五先生傳授經書，九歲時入大儒毛班香之私塾，

                                                                                                                                                  版社，2007 年），頁 34-42。其三，黃春秀：〈至情至性－于右任的詩〉，《千古一草聖－于右任書法展》，（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11 年），頁 56-63。其四，梁羽生：《民國聞人詩詞》，（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13 年）。兼及于右任詩、詞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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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讀經書及學習古、近體詩；同時也研習書法，臨摹碑帖。太老師毛漢詩喜作

草書，所寫王羲之「十七鵝」，每一鵝字飛行坐臥偃仰正側，姿態不同，啟發他

對草書的興趣。除了草書之啟悟外，有關詩歌之觸發，據于右任自述云：「書架

上有文文山、謝疊山詩集殘本，我取而私閱，見其聲調激越，意氣高昂，滿紙

的家國興亡之感，忽然詩興大發，我之做詩，殆可以說由此悟入。」2從這些話

語，可知于右任詩文中的愛國精神，其來有自，啟迪甚早。其間亦常與其父新

三公同讀至深夜，有詩句為證：「嚴冬漏盡經難熟，父子高聲替背書。」3父子

相勉勸學，交替誦書的場面，不但温馨，而且令人感佩。十七歲時，趙芝珊督

學陝西，于右任以案首入學，又入書院攻讀。學使葉爾愷觀風全省，對于右任

文章特別欣賞，視他為「西北奇才」4。 

二十五歲（1903）參加陝西鄉試，中舉人。次年昌言革命案發，因不滿慈

禧荒誤國政，吟詩「自來女權忌難用，誤國誰惜窕窈身」，被總督以大逆不道入

奏，清廷下令革去舉人籍，並通緝「就地正法」。于右任逃亡至南京後，作〈孝

陵〉詩曰：「虎口餘生亦自矜，天留鐵漢卜將興。短衣散髮三千里，亡命南來哭

孝陵。」5自信既為鐵漢，天留餘命，強烈的民族意識，期許終能興復中華。 

二十八歲（1906）赴日與孫中山先生相晤，加入同盟會。嗣後在上海辦報，

民國成立後，參與反袁，及與北洋軍閥抗衡。四十歲（1918）任陝西靖國軍總

司令。其間勖勉袍澤，有詩〈民治國口號〉：「第一唱來官員聽，你把百姓莫看

                                                      
2
 劉延濤：《民國于右任先生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年），頁 4-5。 

3
 參見丁慰慈：〈于右任先生事略〉，《于右任先生書法選粹暨標準草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3 年），頁 6。 

4
 劉延濤：《民國于右任先生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年），頁 7。 

5
 丁慰慈：〈于右任先生事略〉，《于右任先生書法選粹暨標準草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2013 年），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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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民國官員是公僕，百姓雇你做長工。」6具強烈的「民貴君輕」之民主思想。

五十三歲（1931）任監察院長，隔年創立標準草書社，其動機係為推廣文化教

育，啟發民智，開始專研草書，蒐集各種版本，加以比較、參研、定制。七十

一歲（1949）來臺，歷任黨政要職，其間仍不斷修訂及推廣標準草書。綜上可

知，詩文寫作，以及書法藝術7，始終是于右任抒情達意的生活方式。 

2. 文學觀念之基本主張 

于右任的文學觀，主張「人生即是詩」，「太平先有詩」，反對被傳統格律所

拘限，在民國四十七年詩人節致詞：「我們要想把詩化難為易，和接近大眾，第

一先要用國語的平仄與韻，這是我蓄之於心的多年願望。」8主張不妨使用現代

國語的平仄及押韻作詩，讓詩歌可以更為平易地為大眾所接受。在文學內涵方

面，〈祝《中華樂府》〉曰： 

三峽星河影動，五更鼓角聲悲。騷雅而還天道轉，關馬之興地運移。作

家當戰時，雨浥文人筆硯，雲生大將旌旗。漫說緇衣為風刺，豈有甘棠

不療飢，太平先有詩。9
 

主張「太平先有詩」，由篇末點出。開首二句則指出國家歷經暗晦局勢之後，

即將開啟黎明，文運與人相關。綜觀《詩經》、《楚辭》的出現，象徵著天道的

運轉，詩人與文運的興替
10
。自此以降，由詩而詞，再下至元曲的發展，關漢卿、

                                                      
6
 于媛：《于右任詩詞曲全集》，（西安：世界圖書公司，2006 年），頁 61。  

7
 例如年譜民國十九年載：「先生之生活，於勞瘁國事外，即寫字與讀書。」詳見劉延濤：《民國于右任先生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年），頁 58。 

8
 于右任先生百年誕辰紀念籌備委員會：《于右任先生詩集》，（臺北：國史館，1985 年），頁 80。 

9
 于媛：《于右任詩詞曲全集》，（西安：世界圖書公司，2006 年），頁 236-7。 

10
 此「詩體代降」的觀念，倡自顧炎武：「《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勢也。」詳參《日知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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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致遠等名家興起，也與時地的不同有關。 

其次，從文學史上正變觀念談起，變風變雅正是反映時代亂離，及民生疾

苦。政府及官員須以人民福祉為念，從詩末所用二則典故可知，《詩經．鄭風．

緇衣》，敍寫鄭武公改制破舊，設置館舍以招引賢能的願望；《詩經．召南．甘

棠》由甘棠賭物思人，懷念召公聽訟決獄，體恤百姓疾苦的德政。 

因此，在太平來臨之前，正有賴於詩人借由風刺、諷喻，表達時代心聲，

喚起世人奮發興起，改革時局，振衰起蔽。而文學的表達手法，其實也可因時

制宜，運用不同方式，發出不平之鳴。于右任〈詩變〉曰： 

詩體豈有常，詩變數無方；何以明其然，時代自堂堂。風起台海峽，詩

老太平洋；可乎曰不可，哲人知其詳。飲不竭之源，騁無窮之路，涵天

下之變，盡萬物之數。人生即是詩，時吐驚人句；不必薄唐宋，人人有

所遇。11
 

倡言「人生即是詩」，詩的內容不宜被傳統所限。蓋詩者，志之所之也；當

今之哲人關懷時代政局變化，表達自我抱負，以善盡知識分子的責任，由此應

已看出世局之走向。至於台海起風雲，兩岸各分治，詩人尤應審時度勢以應變，

據仁義之源，游詩書之途，表達時代心聲。而在文學作品的表現上，更宜不薄

今人愛古人，語不驚人死不休，從這一觀點，也可看出于氏遙承杜甫詩史之理

念。 

3. 以儒道思想做為生命底蘊 

                                                                                                                                                  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148。 
11

 于媛：《于右任詩詞曲全集》，（西安：世界圖書公司，2006 年），頁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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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繼承《風》《雅》及《離騷》之諷喻、批判精神，表達對家國社會人

民的關心，及對腐敗、醜惡勢力的不滿。例如前節所引〈祝《中華樂府》〉，係

1944年於重慶，為控訴日寇侵華，發起中華樂府。 

于右任思想淵源於經書，表達儒家愛國愛民之大同、太平理想，尤喜孟子

民本、革命思想。如曰：「天生豪傑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於塗炭，為萬世

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一方面繼承孟子精神：「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12舍我其誰的淑世情懷。另一方面，也表達了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為往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傳頌千古的文化理想。 

再如對聯作品：「心積和平氣，手成天地功。」「後天下而樂，祝大道之行。」

呈現孟子「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的儒者襟抱，以及〈禮運篇〉的「大同」理

想。又如長聯曰：「心地無風濤，隨在皆青山綠樹；性天有化育，觸處盡魚躍鳶

飛。」13頗有理學家程明道的意趣，「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另

外，不計個人得失，自然不造作，忘懷美醜，天機流露的創作態度，同時也是

道家藝術精神的體現。這種儒道思想兼具的情懷，也常見於詩歌作品，例如（舊

作三首）： 

對吾飲者有明月，入吾室者有清風，老夫行樂無窮盡，明月清風天下公。

八月棃棗香復香，九月黃菊黃復黃，痛心零落南來雁，不忍哀號過戰場。

放下漁竿伐不仁，兵家閒話事猶新，當年牧野天人戰，何用陰謀詔世人。

14
 

                                                      
12

 語出《孟子．盡心上》，參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台北：鵝湖出版社，1996 年），頁 352。 
13

 以上四件作品，引自：于右任先生百年誕辰紀念籌備委員會：《于右任先生墨寳》，（臺北：國史館，1978 年），頁 54、76、77、86。 
14

 于右任先生百年誕辰紀念籌備委員會：《于右任先生墨寳》，（臺北：國史館，1978 年），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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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首「明月清風天下公」典出蘇軾〈赤壁賦〉：「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

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

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另亦體現孟子「樂以天下」之仁者胸懷。 

第二首借自然風光，明喻務農及愛民才是國家之本，不忍戰禍頻仍；「痛心

零落南來雁」，指出于右任自己渡台以來的心情處境，及不忍見到黎民受到戰火

荼毒的心境。 

第三首指周武王革命得姜太公之助，弔民伐罪，乃是天理、人欲之戰，出

於愛民之仁心，隱然對於民國建立以來之戰亂更迭，表達痛斥之意。 

（二）文學作品的諸多表現型態 

于右任的文學滋養，以《詩經》、《楚辭》為源頭，秉承漢樂府、及唐宋詩

詞、元明散曲之文化長流。早期喜歡文天祥、謝枋得，其後屈原、陶淵明、王

維、李白、杜甫、蘇軾、岳飛、辛棄疾等人之詩作，均為其所喜愛，經常抄錄

於書法作品，持以贈人。 

于右任生平文學作品，據丁慰慈所計，詩 350首，詞 39 闕，曲 37韻，共

計 460章。並評價其為「至情至性之作，心繫國家民族，多豪情勝慨，襟懷開

曠，自然成就。……意境幽雅，韻味馥郁，格調瀟灑。」15而于媛主編的《于

右任詩詞曲全集》則收錄詩、詞、曲 1156首。16
 

其實，于右任傳世的文學作品形式，還應包括對聯、文章、家書、日記、

手札等，于右任凡有所作，均是情意真切，文筆流利，深值一讀。本文以篇幅

                                                                                                                                                  

13-4。 
15

 丁慰慈：〈于右任先生事略〉，《于右任先生書法選粹暨標準草書》，頁 10。 
16

 于 媛：《于右任詩詞曲全集》，（西安：世界圖書公司，2006 年），頁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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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選取數例，予以分析說明。 

1. 詩以言志 

于右任來臺後，時常以生日詩寄託生平感慨。其〈四十六年生日詩〉曰： 

曾借黃牛學種田，也曾學戰過中年，曾膺帝命為人役，老學齋中一泫然。

（自注：生日欲出遊，為風雨所阻，次日在基隆道中賦此）17
 

簡要回顧一生事蹟，少時以學農為願，而世不太平。中年投入軍旅，後任

國家中樞大員，步入從政生涯，而最終仍大同無期，只好學陶淵明之淡然，然

而黎民仍苦，此其所以淚眼泫然也。至此所能著力者，惟以標準草書之改革推

廣為志趣也。「老學齋」典出《論語．述而》孔夫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

知老之將至云爾」之精神也18；亦為陸游書齋名，或為呼應放翁之愛國情操。 

其〈第二次大戰回憶歌〉為數百言長詩，仍寄寓太平思想於其中：「何人能

建新時代，天地無私並覆載，無飢寒亦無戰爭，天下之平本乎愛。」19第二句

依據《禮記．孔子閒居》曾云：「天無私覆，地無私載。」20及以歷代聖君賢相

為例，此係表達仁愛思想之體現，合於天道人情，有賴於偉大聖賢人格之出現，

而試問如今其人安在？又〈題民元照片〉曰： 

不信青春喚不回，不容青史盡成灰，低徊海上成功宴，萬里江山酒一杯。

開國於今歲幾更，艱難日月作長征，元戎元老騎龍去，我是攀髯一老兵。

                                                      
17

 于右任先生百年誕辰紀念籌備委員會：《于右任先生墨寳》，（臺北：國史館，1978 年），頁
43。 

18
 參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臺北：鵝湖出版社，1996 年），頁 98。 

19
 于右任先生百年誕辰紀念籌備委員會：《于右任先生墨寳》，（臺北：國史館，1978 年），頁

46。 
20

 陳澔：《禮記集說》，（臺北：世界書局，1990 年），頁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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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開首二句表述壯志猶在，然對於歷史未來之發展，正義終將戰勝邪惡，建

國終究有成，特具信心。後半首發抒生平感慨，黨國元勲大皆故去，而己猶獨

存的老兵心情。民國創建以來，迭經內憂外患，生民塗炭。因此，展望未來，

依然是長久艱難的奮鬥歷程。末二句「騎龍」、「攀髯」用到黃帝成仙的典故22，

筆帶詼諧。〈四十九年生日詩〉曰： 

一年一度年初度，苦感浮生歲序更，兒女相思仍隔絶，雁書不至總關情。

應憐秋近繁花減，誰愛天中好月明，翻雨覆雲幾興廢，一樽強自慰平生。 

歲歲新增自壽詩，天留白首牧羊兒，平生自命今如此，一代人歌古有之。

風雨連宵思往日，乾坤再造是何時，老夫一語告天下，靜待吾軍奏凱期。

23
 

中秋月明是懷人佳節，適逢生日而家人隔絶，問訊亦無，能無感慨！于右

任回顧建國以來，「翻雨覆雲幾興廢」，幾見兵戎，只好借酒自慰生平。昔日「牧

羊兒」乃于氏自況幼時情景，轉瞬間，今已白頭，而太平遙遙無期。詩中補述

兒女概況，思念兒女之餘，仍對復國大業抱持樂觀心情；又自許以詩記史，昭

告天下，自信可以乾坤再造，足見詩境之沈鬱及心胸之豪邁。 

2. 詞以訴情 

                                                      
21

 于右任先生百年誕辰紀念籌備委員會：《于右任先生墨寳》，（臺北：國史館，1978 年），頁
61。 

22
 典出劉向：《列仙傳》：「（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荊山之下。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帝，乃昇天。群臣百僚悉持龍髯從帝而升。」（臺北：三民書局，2004 年），頁 14。 

23
 于右任先生百年誕辰紀念籌備委員會：《于右任先生墨寳》，（臺北：國史館，1978 年），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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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於上海辦報期間，曾於 1908年回陝葬親，途中有一系列詞作，其【柳

梢青】〈洛陽弔古〉： 

敗葉留紅，殘岩落翠，滿目風沙。故國山川，故家池館，故苑風華。無

端夢墮天涯。任憑弔，楊家李家。一片閑愁，兩行清淚，幾曲悲笳。24
 

首三句營造淒美的殘敗景象，滿眼紅翠，風沙襲人。次三句排比句法，且

均以「故」字開頭，景物雖在，人事已非，揭示繁華有如一場夢幻。又次四句，

言楊、李二姓所創的隋唐盛世，如今已逝，徒供後人憑弔。末三句，開頭均巧

妙安插數字，呈現悲涼意象，情景雙收，聲情餘韻，耐人尋味。 

3. 曲以感懷 

前述作品中，于右任常以夢、淚、泫然表達理想及激越情感，1945年所作

【黃鐘．人月圓】〈夢中有作〉： 

山河表裏風雲會，曾記我來思：買牛學稼，呼鷹結客，駐馬尋碑。 （么）

酸甜戲耳！蘇辛為友，李杜為師。八年血戰，不為名將，淚灑關西。25
 

此散曲係作一生的總回顧，上片以夢境借喻理想，原欲學稼，實際卻是風

雲際會，做出一番戎馬關山，尋碑研書的大事業。下片言人生如戲，酸甜苦辣

之況味備嘗，步入中、老年，抗日方酣，而英雄已老，惟藉詩詞抒懷；以李、

杜、蘇、辛為師友，尤具豪情壯志。 

4. 以對聯綜合表達入世理念 

                                                      
24

 于媛：《于右任詩詞曲全集》，（西安：世界圖書公司，2006 年），頁 2。 
25

 于媛：《于右任詩詞曲全集》，（西安：世界圖書公司，2006 年），頁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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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聯能表現漢字的方塊結構與表意特性，運用範圍廣泛；于右任常藉對聯

作為交際應酬之用。托物述志，亦能表現一己文學造詣及書法藝術之統合能力。 

「險艱自得力，金石不隨波。」26表達面對困難艱危，奮勉自得的願力；

及自創新體新局，不願隨波逐流的創造性人格，期許在書法藝術上自成一格。 

「義隨周旋積，理以精神通。」在世事上磨練道理，在精神上超拔流俗，

以達致義精仁熟之境。前句典出孟子言浩然之氣，乃「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

之也。」27後句則是「上下與天地同流」的理境。 

「坐使山川增氣色，能教文字發光華。」自許在推廣標準草書的志業上，

能有不朽的貢獻，一方面可為天地間的山川形色增光，另一方面則從教育著眼，

發揮文字功能，減少文盲，提升國民素質。 

「賢者處世能三省，君子立身有九思。」用《論語》曾子「一日三省吾身」，

及孔夫子「君子有九思」28之典故自勉。 

「醉歌田舍酒，笑讀古人書。」化用陶淵明歸隱田園詩文的生活情趣。 

5. 手札、家書、日記、墓誌銘呈現淑世情懷 

手札信手寫來，率意自然，能顯現書寫者的心性情趣。不但書風活潑、自

由，而用筆也靈活自然。如于右任有論詩之手札（附錄圖 1）曰： 

余詩從未存稿，近年以來國仇家難所經已多，偶有所觸，寄之吟詠。友

                                                      
26

 下引四組對聯均引自：于右任先生百年誕辰紀念籌備委員會：《于右任先生墨寳》，（臺北：國史館，1978 年），頁 65、66、69、93、94。書法藝術之賞析詳見本論文第四節。 
27

 「浩然之氣」之典出《孟子．公孫丑上》，「上下與天地同流」之典出《孟子．盡心上》，分別引自朱熹：《四書章句集註》，（台北：鵝湖出版社，1996 年），頁 232，352。 
28

 分見《論語．季氏》及《論語．述而》，引自朱熹：《四書章句集註》，頁 17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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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咸謂棄之可惜，嗚呼！今世之可惜者，豈徒余詩乎哉！余今生之可惜

者，又豈徒詩乎哉！垂老無成，世方多難。就詩論余，就余論詩，則一

代之信史存焉！又惡可妄自菲薄哉！29
 

對于右任而言，仁者對於國仇家難不能無感，應拯斯民於水火，至死方休。

詩為心聲，當有所棖觸時，自然發抒於吟詠，而非以求名。故所可惜者，並非

詩歌之能否留存，而是應關心國族文化之存亡。手札中一方面自謙垂老無成，

一方面又自信一生事業與歷史息息相關。 

于右任家書於關懷子女之餘，時常蘊藏對時代及國家社會局勢之看法。30至

於日記所錄多國家大事，可供研史者參考，例如： 

二月一日／午間赴中央財政會議，晚間卓亭來京談甚久。／二月二日／

本日陝西學生流落京中者數十人推出代表，屬為設法，此事真困難。／

午間介石主席約便飯，席中遇趙次隴先生，談甚久，介公問湖南事如何

做法。31
 

以上短短三則日記（附錄圖 2），關涉中樞的國政及社會人事，可見于右任

責任之重大。行文質樸真實，簡潔明朗。書法以行草信手為之，渾厚温潤，雍

容大度。 

于右任在少數「撰并書」的墓誌銘中，文辭亦有可觀之處。例如〈劉仲貞

墓誌銘〉開首言禮之重要：「古之儒者多言禮，世士每非笑之；夫禮之不備、不

                                                      
29

 于媛：《于右任手札集錦》，（西安：世界圖書公司，2013 年），頁 85。 
30

 相關作品可參見其家人捐贈給歷史博物之文物，影本登載於：《于右任先生書法選粹暨標準草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3 年），請自行參閱。 
31

 于媛：《于右任手札集錦》，（西安：世界圖書公司，2013 年），頁 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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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化，固也。原其意則欲貫澈國家社會之間，為永久不蔽之準則而歸本於自治。

故曰禮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32內容深刻通達，帶起後文所論對

象之師承，及誠篤之言行。于右任禮義治國的淑世理想，洋溢於字裏行間。 

（三）文學作品之情意內容及修辭特色 

1. 情意真摯，擅長表達親情及愛國情操 

前節言及于右任文學觀念，係以詩歌傳達關懷家國天下的心聲，其情意真

誠深摯，亦表現於孝道及對家人的關懷。例如 1908年，于右任於其父新三公病

危時，不顧身遭通緝，易服變女裝返家，及送父靈於墓地。其〈灞橋〉詩曰：「吾

戴吾頭竟入關，關門失險一開顏。灞橋兩岸青青柳，曾見亡人幾個還。」33在

清廷羅網下，回籍奔喪，不惜身命，孝心得償，始得破涕開顏。「吾戴吾頭」之

語，已有犠牲性命之心理準備，可見豁達之心理。後二句點出「人生自古誰無

死」之意。〈出關〉詩曰：「目斷庭幃愴客魂，倉皇變姓出關門，不為湯武非人

子，付與河山是淚痕。萬里歸家才幾日，三年韜晦莫深論。長途苦羨西飛鳥，

日暮争投入故村。」34古云：「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大孝尊親」，雖從事「拯

斯民於水火」的革命事業，仍須以仁心為本。「不為湯武非人子」，表明順天應

人的革命事業，乃義所當為。 

于氏另有因兩岸隔離而憶及妻子之作，1958年作〈憶內子高仲林〉：「兩戒

河山一枝簫，淒風吹斷咸陽橋。白頭夫婦白頭泪，留待金婚第一宵。」1959年

作〈思念內子高仲林〉：「夢繞關西舊戰場，迂迴大陸過咸陽。白頭夫婦白頭泪，

                                                      
32

 麥青龠：《于右任》，（臺北：石頭出版公司，2006 年），頁 4-5。 
33

 于媛：《于右任詩詞曲全集》，（西安：世界圖書公司，2006 年），頁 22。 
34

 于媛：《于右任詩詞曲全集》，（西安：世界圖書公司，2006 年），頁 24。 



 
 
 
 
 
 
 
 
 
 
 
 
 
 
 
 
 
 
 
 
 
 
 
 
 
 
 
 
 
 
 
 
 
 
 
 
 
 
 
 
 

 

于右任文學造詣與書法藝術之關係探究 

 113 

親見阿婆作艷裝。」35二詩之第二句皆有「咸陽」，隱含懷念之意。而二詩之第

三句皆同，則可見內心之沈痛，前一首詩對於國土分裂，以如泣如訴的簫聲為

喻，後一首詩則藉夢境表達對妻子思念之情。 

2. 對家國美好河山之歌頌 

1946 年，于右任因望重西北，被派往新疆監督省政府改組36，在飛機上有

一系列詩作，頗能開拓新境，如觀賞天山景象作詩，有〈廸化至阿克蘇機中作〉： 

人生難得新機會，天上看天山。人間天上，人間天上，天上人間。盧生

作曲，韓生作畫，我將銀髯。昆崙在左，白龍堆上，孔雀河邊。37
 

第一句以白話入詩，第二、八句帶有詼諧趣味，三、四、五句巧妙套用李

後主「天上人間」詞句，而意境全然不同。六、七、八句指機上三位藝友，末

三句則是機上所見遼闊景觀，兼有異地之情調；而「崑崙」、「白龍」之詞語，

亦為《楚辭》所習見，可見文化地理上，彼此間自古即有連繫。 

寓居臺灣時期，于右任亦遍遊全島，如 1955年所作〈東港打烏魚詩〉：「日

暖烏魚水底過，無魚誰唱打魚歌，漁翁曬網沙場上，坐待風生萬頃波。38」描

寫漁港獨特景觀，風格閒逸，想法別緻。將漁夫打魚討生活，比喻為打仗，誠

所謂「民以食為天」也，詩中流露出對漁民生活願景的關懷。 

3. 修辭藝術特色 

                                                      
35

 于媛：《于右任詩詞曲全集》，（西安：世界圖書公司，2006 年），頁 324、332。 
36

 劉延濤：《民國于右任先生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年），頁 128。  
37

 于媛：《于右任詩詞曲全集》，（西安：世界圖書公司，2006 年），頁 246。 
38

 于右任先生百年誕辰紀念籌備委員會：《于右任先生墨寳》，（臺北：國史館，1978 年），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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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引詩文，可見于右任文字呈現方式，善用對稱、排比、堆疊手法，或

化用古詩詞，常直接套用古典詩歌名句，或改動其中一、二字，有機地融入自

己詩句當中。另外，不拘文、白，不限現代事物或用語入詩，也不忌諱文字重

覆使用，例如作於 1938年抗戰時的〈祖國頌〉（二首之一）： 

我們是中華民族英勇的好兒女，／我們是三民主義新中國的主人。／我

眷戀你，／我呼喚你，／我不能忘記你。／你的一撮土，一滴水，一草

一木，都是噴香的。／我不能忘記你，／我眷戀你，／我再再的呼喚你；

／我願為你而犠牲一切。／祖國萬歲！39
 

風格豪放，情感直白。要言之，以能呈現自我思想、情意、人格為首要原

則。其文字運用靈活，以實用為目的，不拘格式，不泥今、古。 

較具個人特色的是，于右任詩喜用情感用語，常以夢、淚、泫然表達理想

及激越情感，例如〈五十年壽詩〉：「金馬于今驚一世，河山何日得珠還，十年

種得蓬萊米，投入家山一泫然。」40對於金門、馬祖之固若金湯，維護臺灣本

島自由，表示欣慰之外，仍有「還我河山」之渴望，後二句則表示對農業生產

的重視。 

三三三三、、、、書法理念及藝術表現書法理念及藝術表現書法理念及藝術表現書法理念及藝術表現    

于右任的書法藝術，有原理，講方法，重實踐，能知行合一。以下從書法

理念及藝術表現二層面，分別予以闡釋。 

                                                      
39

 于媛：《于右任詩詞曲全集》，（西安：世界圖書公司，2006 年），頁 190。 
40

 于右任先生百年誕辰紀念籌備委員會：《于右任先生墨寳》，（臺北：國史館，1978 年），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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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法理念 

1. 重視神韻及草書豪邁、奔放的逸趣 

于右任在書論方面，講求方法，要訣是「無死筆」，以及多讀、多臨、多寫、

多看。從篆、隸、楷書打好根基，而後追求行草書的神韻及逸趣。他說： 

書法是一種高尚美術，要從篆、隸、楷書入手，然後進入行草用筆，才

有神韻。 

抄書可增人文思，而尤多習于實用之字。書法無他巧，多寫便工。 

關於方法的問題，前代書家，他們都只講理論，而不講方法，所以我答

覆書法朋友們的詢問，只講「無死筆」三字。就是說，寫字無死筆，不

管你怎樣的組織，它都是好字，一有死筆，就不可醫治了。 

現在我再補充四點：（以下節錄）其一、多讀，其二、多臨，其三、多寫，

其四、多看。 

我喜歡寫字，我覺得寫字時有一種說不出的樂趣。我感到每個字都有它

的神妙處，但是這種神妙，只有在寫草書時才有；若是寫其他字體，便

失去了那種豪邁、奔放的逸趣。 

余中年學草，每日僅記一字，兩三年間，可以執筆。此非妄言，實含至

理；有志竟成，功在不舍。草書是中國最進步的文字，它是有系統的，

有組織的，不是潦草的。41
 

文中關鍵在於于右任喜歡寫字，以此為樂。而考察其所言神韻奇趣之由來，

                                                      
41

 鄭一增：《民國書論精選．右任書論七則》，（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 年），頁 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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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在於書家獨特的個性、人格。因為出自儒、道修為中，真實生命的自然流露，

下筆靈動自在，故能「無死筆」，筆筆皆活。尤其書法是一門具有深厚文化底蘊

的藝術，故又重視勤練，「多寫便工」，熟能生巧，其後才能呈現天機自然的風

貌。因此在各體中，于右任特重行書、草書，把行草用筆視為神韻的根源。 

于右任最喜歡草書，惟於草書無異辭，他認為草書之優越處，在於特顯文

字的神妙性，具有豪邁奔放的意趣。因為草書有系統，有組織，是中國最進步

的文字。 

2. 大巧若拙及法古求新 

于右任又以二王之書法為例，因有活筆，神韻內在，故雖貌似樸拙，而實

則生機盎然，又富奇趣。他說： 

二王之書，未必皆巧，而各有奇趣，甚者愈拙而愈妍，以其筆筆皆活，

隨意可生恣態。試以紙覆古人名帖仿書之，點畫部位無差也，而妍媸懸

殊者，筆活與筆死也。 

學我只求形似而不求神似，則為照猫畫虎。 

學我勿先摹我，須臨我學之各種碑帖，方可學好。42
 

于右任認為草書愈拙而愈妍，因為係出於人格自然的流露，不涉入人為造

作之緣故。其實這種辯證的思維，來自道家思想，如老子云：「大巧若拙」43，

書家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書法，各有奇趣，也即因有真實生命人格做為內蘊，

                                                      
42

 鄭一增：《民國書論精選．右任書論七則》，（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 年），頁 142-3。 
43

 語出《老子．四十五章》，王弼注曰：「大巧因自然以成器，故若拙也。」詳見：樓宇烈：《王弼集校釋》（臺北：華正書局，1992 年），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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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會筆筆皆活，無死筆也，因此于右任贊成臨帖應講求神似，而非只求形似。 

莊子曰：「有真人而後有真知」44，書家如不講求真實生命及人格的涵養，

而不能知所臨碑帖之內涵精神，則易流於只求形似，難有所成。因此，與其專

宗一家，還不如取法古人眾多碑帖為是。 

3. 執筆無定法，自然與熟練之辯證 

「自然」二字，是于右任在文學及書法二方面，所共同追尋的境界，老子

云：「道法自然。」45自然是天人一體的宇宙觀，落實在藝術層面而言，是「生

命的和諧狀態」，同時也是真實人格「至虛至靜的心境」修為。46于右任說： 

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因為自然之波瀾以為波瀾，乃為至文。

泥古非也，擬古亦非也。無古人之氣息，亦非也；盡古人之面貌，亦非

也。以浩浩感慨之致，卷舒其間，是古是我，即古即我，乃為得之。 

一切須順乎自然，……在動筆的時候，我絶不是遷就美貌而違反自然。

因為自然本身就是一種美。你看，窗外的花、鳥、蟲、草，無一不是順

乎自然而生，而無一不美。一個人的字，只要自然與熟練，不去故求美

觀，也就會自然美觀的。 

執筆無定法，而以中正不失自然為上。 

                                                      
44

 語出《莊子．大宗師》，詳參：吳怡：《莊子內篇解義》，（臺北：三民書局，2000 年），頁 225。吳怡說：「真知並不是外王知識的了解，而是精神生命的體認。」 
45

 語出《老子．二十五章》，詳見：樓宇烈：《王弼集校釋》（臺北：華正書局，1992 年），頁
65。 

46
 詳參：曾昭旭：《充實與虛靈──中國美學初論》，（臺北：漢光文化事業公司，1993 年），頁

8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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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字没有任何禁忌，執筆、展紙、坐法，一切順乎自然，……在動筆

的時候，我決不因為遷就美觀而違犯自然，因為自然本身就是一種美。47
 

第一則套用蘇軾文章創作的境況，在傳統的根基上，做自我個性的張揚。「以

浩浩感慨之致，卷舒其間」，其實講的是古今以來，聖賢仁者的心傳，「浩浩」

是孟子浩然之氣，配合道義之心，沛然莫之能禦。「感慨之致」則是憂患意識，

對國家社會的關懷，是對國仇家難的感慨。 

第二則是指書家創作時，所追求的不是外表虛飾的美，而是「有諸中，形

於外」的真美。是真實生命所自然流露的藝術造詣。于右任 1964年作〈寫字歌〉

（附錄圖 3）：「起筆不停滯，落筆不作勢，純任自然。自迅速，自輕快，自美

麗。吾有志焉而未逮！」又有〈書道樂無邊〉：「人生貴行樂，書道樂無邊。每

日三千字，長生一萬年。揮毫隨興會，落紙起雲烟。悟得其中妙，功夫要自然。」

48詩中妙、樂、自然等語詞，可作為以上所論之印證。 

第三、四則重視「執筆無定法」，甚至連展紙、坐法，一切都順乎自然。「自

然」是第一義，不因遷就美觀而違反自然，因為真正的美，不是外在的美觀而

已，而其實是來自藝術家生命人格，及其作品的整體和諧之感。 

（二）藝術表現 

于右任對於書法藝術之追尋，可分二個層面加以探討，一是其個人書法風

格之呈現，以北碑入行楷，是其重要特色。二是標準草書的推動，是其終身志

業；故多次修訂標準草書，冀其達至形神俱妙的藝術境界。 

                                                      
47

 鄭一增：《民國書論精選．右任書論七則》，（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 年），頁 141-3。 
48

 于媛：《于右任詩詞曲全集》，（西安：世界圖書公司，2006 年），頁 308，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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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北碑入行楷 

于右任書法藝術博涉之歷程，溯其源則自幼時私塾所學及科舉官學系統，

書法根基為毛漢詩教以詩詞書法，尤其十七鵝之變化多端，早已建立眼界。而

館閣帖學，如二王，趙孟頫，鍾王小楷餘韻；則為其建立書法的堅實基礎。其

後，在革命及軍旅生涯中，奔走四方，視野開拓，蒐集各類碑帖，涉獵極廣；

其間亦有與同道交流、師友傳承之情況，如與書友王世鏜等交流辯證49，書藝

更進。又如與弟子劉延濤之相知相得。 

于右任重視魏碑，融合各體草書。在生活中尋碑、習草，博習汎覽，而後

由博反約。如 1920年作（紀廣武將軍）：「軍中偏有暇，稽古送黃昏。」尋求古

代碑帖，增益書藝的滋養，日子過得充實而有意義。1921年作（尋碑）：「曳杖

尋碑去，城南日往還。水沈千福寺，雲掩五台山。洗滌摩崖上，徘徊造像間。

愁來且乘興，得失兩開顏。」50均提及戎馬生活及公務之餘，尋碑訪勝，其實

不論尋碑過程之得失如何，已是精神上最好的調劑。于右任對於北朝刻碑，情

有獨鍾，經由實地訪尋遺迹，開拓眼界，對於于氏晚年融合碑、帖筆法於草書

之中，紮下堅實基礎。 

〈十九年一月十日夜不寐讀詩集聯〉：「朝臨石門銘，暮寫二十品，竟日集

詩聯，不知淚濕枕。」51劉延濤從前二句，認為于右任此一時期書法以魏碑為

中心，所作行楷，皆有碑意。52于右任於 1941年作〈敦煌紀事詩〉（八首之四）：

                                                      
49

 可詳參鍾明善：〈于右任與王世鏜〉，《于右任書法藝術管窺》，（西安：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
2007 年），頁 30-33。 

50
 于媛：《于右任詩詞曲全集》，（西安：世界圖書公司，2006 年），頁 76，80。 

51
 于媛：《于右任詩詞曲全集》，（西安：世界圖書公司，2006 年），頁 163。 

52
 劉延濤：《民國于右任先生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年），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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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儀墨迹瞻殘字，西夏遺文見草書。踏破沙場君莫笑，白頭才到一躊躇。」53

第三句化用唐人「醉臥沙場君莫笑」詩句，僅改動前二字，引人莞爾。由上亦

可見于右任對於書法資料之關注，如俄藏敦煌文獻中首見索靖〈月儀〉書跡殘

留，以往只有刻碑本，而此唐人臨寫書跡，對於書家啟廸筆法之領悟，頗有助

益。另亦有俄藏、英藏西夏草書殘頁等，于右任乃銳意蒐集，以作為增進書藝

之助。 

于右任個人書法風格，較具代表性的書體是行楷書及標準草書，其行楷書

自成風貌，不隨流俗，亦不專宗一家。有意識地融合張黑女，鄭道昭及章草，

無論筆法、體勢、章法及神韻，大皆取諸於斯，為其主要表現手法。而部分楷

書作品特色，實為多方取法，變化多元，如隸書入楷，或行草筆勢入楷（參見

下節）。 

2. 多次修訂標準草書以臻形神俱妙 

中晚年從事標準草書的研究及推廣，是于右任的重要志業，溯自 1932年創

立標準草書社，從事草書研究，1936年起，標準草書第一次問世，由上海漢文

正楷印書局印行，迄 1960年止，歷經十次修訂本之出版發行54。于氏早期臨習

章草，及新出土之漢代木簡，而後整理二王法帖為主之今草；於 1940年左右，

幾乎全採今草筆意。而後不再只專習二王，又向歷代草書名家吸取精華，依序

如懷素、孫過庭、智永等。1945 年以後，漸將碑學功力融入草書線質，1956

以後，趨近碑帖全部融合。其藝術成就，據鍾明善謂：「于先生老年變法，其草

書作品在形體上仍守標準，然而在用筆、結字、章法上則不斷追求形式美的再

                                                      
53

 于媛：《于右任詩詞曲全集》，（西安：世界圖書公司，2006 年），頁 219。 
54

 其詳可參見：麥青龠：《于右任》，（臺北：石頭出版公司，2006 年），頁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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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使之更完美、更抒情、更個性化。」55並從四種藝術特點去解讀：「一、

雄渾沖淡的神韻，二、中鋒「活筆」的妙趣，三、簡浄險絶的體勢，四、豪放

瀟灑的意象。」（節引文中標題）前二則所說之神韻、妙趣、活筆，其用語及內

涵，已述論於前莭「書法理念」。 

至於標準草書的推動，其標準草書係融合章草、今草、狂草三者，有意識

地加以整理、比較、抉擇、歸納，以易識、易寫、準確、美麗，做為取舍之四

原則。56方法上又以「代表符號」作為組合之基本單元，予以系統化及規範化。

例如〈贈劉延濤〉（自注：望其以標準草書之利益再告世人）： 

標準草書行，文字自改造。子與我合作，舉世稱美好。文化之精神，草

書順其道。我且大聲呼，望子舒懷抱。 

方法且若何？每課識一字。中學倘畢業，不教自可致。古籍既易通，民

眾亦易使。一字可醫國，醫國有利器。57
 

在從前民智未開，教育不普及的情況下，為發揚「文化之精神」，醫治國家

之貧弱，標準草書的推行是有其積極意義的。今日我們可以體認其背後有著理

想之堅持，持續付出之努力；以及標準草書呈現的美感，與歷史進化的意義。〈題

劉延濤《草書通論》〉曰：「草聖聯輝事已奇，多君十載共艱危。春風海上讎書

日，夜雨渝中避亂時。理有相通期必至，史無前例費深思。定知再造河山後，

珍重光明或賴之。」58標準草書的編定，工程十分鉅大，上接漢、唐草聖傳統，

                                                      
55

 鍾明善：〈于右任草書藝術概說〉，《于右任書法藝術管窺》，（西安：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
2007 年），頁 93-7。 

56
 詳見：〈標準草書自序〉，《于右任先生書法選粹暨標準草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 39-42。 

57
 于媛：《于右任詩詞曲全集》，（西安：世界圖書公司，2006 年），頁 317。 

58
 于右任先生百年誕辰紀念籌備委員會：《于右任先生詩集》，（臺北：國史館，1985 年），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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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更離奇，可謂史無前例。參與此標準草書推動及改革工作的劉延濤，與于右

任二人師徒聯手，深信理當如此，艱危與共，更是令人感佩。 

四四四四、、、、文學與書法之互動表現文學與書法之互動表現文學與書法之互動表現文學與書法之互動表現    

于右任文學作品、書法作品二者之表現，共同處為皆具革命精神，綜合運

用多元藝術手法，同中求變，法古求新，不斷回歸傳統，又有自我特色之堅持。 

（一）文學與書法二者之契合情形 

1. 作品內容與書體之配合 

于右任的書法所呈現內文，一方面是抄錄古今名人之詩詞及文章，另一方

面則為其自己的文學作品，尤能表現其個人文學造詣，以及書法藝術的多元風

貌與獨特個性。而無論作品內容是否自創，二者均能充分呈現其思想取向及人

格特質。 

于右任常依據作品用意、內容及敍說對象，決定運用之書體。例如他追隨

國父革命，認同其理想及人格，書寫其標語：「革命的出發點，在于博愛。」59

（附錄圖 4），書風即受國父影響，筆法較為渾厚。又如《蔣母王太夫人事略》

（附錄圖 5）（1921年楷書）、《秋先烈紀念碑記》（附錄圖 6）（1931楷書）二件

亦然，涉及國家大事者，同以此典雅的楷體書風呈現之，表現上卻又同中有異，

後者兼受隸書影響。 

                                                                                                                                                  頁 58。 

59
 于右任先生百年誕辰紀念籌備委員會：《于右任先生墨寳》，（臺北：國史館，1978 年），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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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在書法方面，推動標準草書運動的主張，築基於淑世救國的理想，

藉由短文表達理念，是文章與書法二者相得益彰的範例。例如〈百字令題標準

草書〉（附錄圖 7），〈百字令〉原係詞牌名，惟筆者另有一解可供參考，「令」

本為古代一種上對下所發佈的文體，而進入民國後，打破階級觀念，人人平等。

于右任藉此「令」表述推廣草書的宣言，帶有主觀的強烈願望，堪稱奇想，但

亦入情入理。行文簡潔扼要，乃上乘之作；又因押韻，讀來有詩歌意味。其文

曰： 

草書重整，是中華文化復興先務，古昔無窮之作者，多少精神貫注。漢

簡流沙，唐經石窟，實用臻高度；元明而後，沈埋久矣誰顧？試問世界

人民，超音爭速，急急緣何故？同此時間同此手，且莫遲遲相誤！符號

神奇，髯翁發見標準思傳付！敬招同志，來為學術開路！60
 

面對時代新局，為爭取時間，趕上世界進步的趨勢，重整草書，是復興文

化的優先任務。文中回顧草書歷史，漢、唐時為草書高峰，乃前賢精神所貫注，

舉「漢簡流沙，唐經石窟」為例，說明其在當時社會的實用性。可惜元明而後

草書式微，於今亟待興復。其中也呈現于右任的書學思想，推動標準草書，掌

握要領，其秘訣在於符號的建立，以簡馭繁。 

至於書作藝術風格，章法嚴謹而又自然，字各獨立卻仍氣韻流貫；線條筆

致輕重錯落，虛實相生。 

2. 書法風格之呈現與詩家人格情意 

于右任常抄寫古代美文佳句，以饗讀者。一方面是勵志，以此自勉勉人。

                                                      
60

 于右任先生百年誕辰紀念籌備委員會：《于右任先生墨寳》，（臺北：國史館，1978 年），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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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亦藉此推廣標準草書，宣揚理念，以書法藝術作為鮮活例證。能靈

活呈現變化多元之風格，亦能呈現其身為書家，又兼為詩人的人格、思想、心

情。例如節錄《呻吟語》（附錄圖 8）之作： 

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虛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論天下之事，潛其心觀

天下之理，定其心應天下之變。61
 

上文五句中，「其心」及「天下之」之語均重覆出現，但在書法呈現上並不

雷同。因為標準草書之字體，雖然「一字萬同」，但是筆法及線條的粗細、輕重、

濃淡、枯潤、大小等，仍然變化多端，有個性及神韻之融入，既老練又飄逸瀟

灑，自具特色。文章錄自《呻吟語》，內容卻仍是于右任自身修為之寫照。「大

其心」語出宋儒張載《正蒙．大心篇》：「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即孟子「盡

心」之意，「虛其心」出自《老子．三章》，屬道家思想，後三句分別出自儒家

經典《尚書》、《易經》、《大學》，可見儒道思想乃于右任生命的底蘊。 

前在第二節中，曾介紹于右任文學創作，今以其所作詩文對聯為主，即其

所呈現之書作，選取數幅，略予賞鑑，作為文學與書法互動的範例。 

「天生豪傑必有所任……」（附錄圖 9）中堂作品中，布局疏朗錯落，字之

大小濃淡，均有變化，「世」、「開」二字線條生動彎曲，自然率意，令人玩味。 

「心積和平氣，手成天地功。」（附錄圖 10）及「後天下而樂，祝大道之

行。」（附錄圖 11）二聯，可做對照，前者「氣」字彎曲有嫵媚之態，左聯「手」、

「天」二字內縮，行氣寬窄變化中有韻律。後者用乾筆、斷筆、連筆及章草波

磔之筆法，具有奇趣。 

                                                      
61

 于右任先生百年誕辰紀念籌備委員會：《于右任先生墨寳》，（臺北：國史館，1978 年），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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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借黃牛學種田……」（附錄圖 12）條幅中，三個「曾」字、三個「學」

字，姿態各自有別，「帝」之豎筆，曲折有致；布局有行無列，安排妥適。 

「險艱自得力，金石不隨波。」（附錄圖 13）聯，表現輕重之別，「力」之

線條有個性。「義隨周旋積，理以精神通。」（附錄圖 14）聯，與前者比較，筆

勢較為渾厚。「有田皆種玉，無樹不開花。」（附錄圖 15）聯，線條粗細分別明

顯，「不」之結構獨特。統觀以上三聯，均為行楷，以大筆寫中字，融合張黑女、

鄭道昭及章草之體勢與筆意。 

「坐使山川增氣色，能教文字發光華。」（附錄圖 16）七言聯，「能」、「氣」

二字，左下有空缺，而整幅諧調，「山」「發」、「光」用斷筆或飛白。 

「賢者處世能三省，君子立身有九思。」（附錄圖 17）七言聯，字之大小

對比較大，或向左右伸縮，行氣具韻律。「三」、「九」二字，對比強烈。 

「醉歌田舍酒，笑讀古人書。」（附錄圖 18）五言聯，寫來率意，濃淡、

虛實、飛白及欹側之感明顯。 

綜合以上所論，除了詩、書雙絶之造詣，令人讚賞之外，還可以印證書家

之獨特個性，能建立自我風貌，打破機械化的規律。雖時有稚拙狂野之姿，及

違反結字常態之舉。但是既能放，又能收，充分呈現書家的膽識、氣魄及天分。 

（二）建立客觀標準，求新求變之設計理念 

1. 以優美流暢的散文，敍說標準草書之體例內涵 

在文學造詣及書法藝術二者相輔相成之例證，于右任所著《標準草書》可

謂是最佳示範。為建立客觀標準，宣揚書寫要領及學習規範，前後十次修訂《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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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草書千字文》，從 1936年起迄 1956，前後共歷時 20年。 

于右任最後修訂之《標準草書》62，前有自序、檢字表、最末有後敍及跋

各二篇，均為印刷字體。今暫不論略。 

至於《標準草書》主體內容，首先有〈標準草書草聖千文〉（附錄圖 19），

內文則由于右任選字，以每字出處及書法雙鈎範帖，左右對照。 

其次殿以〈標準草書凡例〉及〈標準草書釋例〉，因有代表符號，係以手寫

小楷說明之。 

〈標準草書凡例〉分：甲通例、乙分例、丙雜例、附錄，共計四部分。乙

分例下又分：1左旁、2右旁、3字上、4字下。各具說明文字。 

〈標準草書釋例〉則沿續以上條例，穿插真草對照之表例，以作詳細之闡

釋。 

附錄有四：一符號之互借與習慣字、二詞聯、三略論書理、四疑似字表。 

綜合以上所述，可見綱舉目張，設想精密，有理有據，具體可行，足以俾

益後學。從中可見于右任之文學造詣，及提倡標準草書以拯救中華文化之熱誠。

而其書寫表現之方式，在今日可歸屬於「硬筆書法」之行列。 

2. 有理有據之書寫方法 

以上規制化之說明外，亦有書法理論之闡釋。在〈略論書理〉（附錄圖 20）

中曰： 

                                                      
62

 于右任：《于右任先生書法選粹暨標準草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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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為吾人表現思想之工具，理以實用為主，藝事為末。然耽其美而後

樂其疲，故微美麗則其用不宏！論及書法，言人人異，雖殊途而同歸，

究何去而何擇！古人論畫，謂其無定法，而有定理，吾謂書道亦然。法

與理異，法可因人之習慣秉質為轉移，理則心同而皆同也。茲將先賢所

論作書之理，與吾人經驗所得，擇其要者略述如左：1 意在筆先（說明

略，下同）、2萬毫齊力、3 變化、4應接、5忌交、6忌觸、7忌眼多、8

忌平行。63
 

行文流暢優美，說理深刻，是一篇美文。前四項屬於傳統書論，每節闡釋

皆有所本，個別引用王義之、褚遂良、張長史、歐陽詢等人之書法論述，可謂

有理有據，並能敍以己意。 

不論是文字表達，或是書法呈現；都是表達自我個性及體現人格的媒介，

同時也是作者思想、情感及藝術心靈的載體。二者綜合運用，相得益彰，可以

得到相乘的效果。 

五五五五、、、、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于右任先生並非僅是一位書法家，也是革命家、辦報者、政治家、教育家、

詩人，其對國家文化之貢獻是多元並進的，日久之後，其他成就或許僅史家能

知，惟草聖之名，仍為眾所周知，可見文學藝術更具永恆的精神價值。 

當然于右任本人視詩、書的成就為餘事，對其得失及造詣如何？並不掛懷！

因為他真正掛心的是家國天下全民的福祉，及民族文化命脈的存續。而經由這

                                                      
63

 于右任：《于右任先生書法選粹暨標準草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3 年），頁 169-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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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偉大人格所自然流露出來的詩、文、書法，其實才是造成他被尊為「千古一

草聖」的真正原因。他的思想一方面歸宗儒家，傳承文化理想，博學汎覽，淬

煉愛國愛民思想，另一方面也汲取道家自然隨興，虛靜逍遙之哲理。擅用各式

文體及文藝形態表達自我心聲，以入世事業發揮人格精神。 

他的文學作品，形式方面，具有詩、詞、曲、對聯、手札等多元表現形態。

而詩歌表現，不拘文白，不受平仄、押韻束縛的心態。能體察社會脈動，貼近

讀者接受能力，合乎文學進化的原則。內容方面，獨抒個性、懷抱，具有崇高

理想、遠大目標，又有虛懷若谷，謙抑自持的高卓人格。 

于右任能以優美文字及不同文學體裁形式，表達理念內容及具體實施方

法。又能以獨特的行楷書及標準草書，作為表達文字之媒介，其自身即是實踐

書法理念之最佳示範。 

總之，于右任在文學作品、書法藝術二者之表現，共同之處為皆具革命精

神，綜合運用多元藝術手法，同中求變，法古求新，不斷回歸傳統，又有自我

特色之堅持。貴古不賤今的客觀態度。其內容優於形式的正確抉擇，值得吾人

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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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  錄錄錄錄 

 
 

圖 1 手扎論詩 圖 2 日記 

 

 

圖 3 寫字歌 圖 4 革命的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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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蔣母王太夫人事略 圖 6 秋先烈紀念碑記 

  

圖 7 百字令題標準草書 圖 8 大其心容天下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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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天生豪傑 圖 10 心積和平氣 

  

圖 11 後天下而樂 圖 12 曾借黃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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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險艱自得力 圖 14 義隨周旋積 

  

圖 15 有田皆種玉 圖 16 坐使山川增氣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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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賢者處世能三省 圖 18 醉歌田舍酒 

 

 

圖 19 草書千字文 圖 20 略論書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