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遼代書法的歐陽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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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歐陽詢（557-641）是初唐最重要的書法家之一，他的楷書對後人的影

響尤大，被譽為「楷法極則」。晚唐到北宋初期間，學習歐陽詢書法者頗

多，蔚為一股風氣，這股風潮更影響至日本與朝鮮等地，同時對於契丹人

所建立的遼也產生相當明顯的影響。 

以往在中國書法史的研究上，遼代部分幾乎是一片空白，談及遼代書

法的文章少之又少。近二十年來，有較多的遼代碑刻出土，讓我們對遼代

書法有了更多的認識。而從這些碑刻得以看出，自遼初起歐體字便是最流

行的書體，不論是一般的碑誌或帝王、帝后的哀冊大多具有歐體特徵，足

見歐陽詢的書法於遼代影響特別大。 

本文即以「遼代書法的歐陽詢影響」為題，對這個特殊的現象作進一

步的瞭解，並試著尋繹其中的原由，以此為遼代書法研究的敲門磚，希冀

能夠增進讀者對此一段書法史的瞭解。 

論文主要部分為「晚唐五代的歐陽詢風尚」、「現存遼代書跡概況」和

「歐陽詢書風在遼代之流行」和「結語」四段。首段旨在說明九世紀以來

歐陽詢書法有比以前流行的傾向，其風氣甚至影響到鄰近的新羅和日本；

次段則概略說明現存遼代書跡的大致情形；再次則專述歐體書法在遼代的

流行情形；最後則嘗試對此現象加以解釋，期能得到更深入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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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遼是十世紀初由契丹族耶律阿保機（872-926）於內蒙古東端

草原地區建立的政權，歷經九個皇帝，至 1125 年才被女真民族所

建立的金國滅亡。早在耶律阿保機建國稱帝以前，已有漢族士人

前往投靠，並獲得阿保機的重用。而阿保機曾經多次入侵中國，

擄掠漢人，也使漢文化很快地便傳入遼國。及至遼太宗耶律德光

（902-947）時，又從後晉石敬瑭（892-942）手裡獲得燕雲十六

州，遼國領土擴及現在的河北省和山西省部分，而其統轄的漢族

人數也就更多了。從遼聖宗（972-1031）統和二十二年（1004）
和北宋簽訂澶淵之盟以後，兩國之間和平相處，少有戰爭，遼的

文教因而得到大幅的發展，許多建設應運而生。及至今日，我們

仍可在河北、遼寧和內蒙古地區看到遼代遺留下來的寺廟、佛

塔、經幢和其它精美的文物。而伴隨著文教的昌盛，遼的書法得

到相當的發展，出現了不少可觀的作品。 
惟因過去罕見遼代書跡流傳，文獻裡又絕少與遼代書法有關

的記載，加上我們總是習慣地視遼為異民族政權，沒有將他們的

文化成就納入中國史的範圍裡，以致長期以來大家對遼代書法的

認識幾近空白。我們不但舉不出任何一個遼代書家的姓名，就連

遼代有甚麼較好的書跡也一無所知。清末的葉昌熾在所著的《語

石》中便曾說過： 

遼碑文字皆出釋子及村學究，絕無佳跡。……余著錄遼幢

五十餘通，皆其時拓本也。其中多唐梵兩體，惟劉李河白

氏兩幢，結構尚可觀。此外行列整齊者，如今刻書之宋體

字，潦草者，如市中計簿，滿幅題名，皆某兒某郎婦之

類。北傖喬野之風，於此可見。1 

以葉氏之博文廣見，猶且無法看到好的遼代書跡，則一般人的機

                                                 
1  葉昌熾，《語石》（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1，頁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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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就更少了。然而這其實是葉氏在一百年前所得到的認知，2時至

今日，情形已經有了非常大的改變。由於近百年來中國的考古工

作有長足的進展，數以百計的遼代刻石先後被發現，其中除了更

多的經幢、塔銘外，還有皇帝、皇后的哀冊，以及多位貴戚、重

臣的墓誌。此外，北京房山雲居寺的一批遼代石刻佛經，字跡大

多端正規矩，同樣可作為遼代書法的研究資料。其它還有少量墨

書的經卷和題記，也都可供參考。這些新發現的遼代書跡，水準

比之葉氏當時所見高出甚多，絕非「北傖喬野」之流，自不可再

輕易視之。 
三、四年前，筆者先從羅春政《遼代書法與墓誌》3一書接觸

到較多的遼代書跡，對遼代書法逐漸產生興趣。稍後，因為撰寫

〈略論遼金的避諱〉和〈金代書法研究〉的關係，蒐羅更多與遼

代書法有關的資料。2011 年的夏天，筆者又在瀋陽遼寧省博物館

親眼見到了〈聖宗皇帝哀冊〉、〈聖宗欽愛皇后哀冊〉、〈聖宗仁德

皇后哀冊〉、〈道宗皇帝哀冊〉和〈道宗宣懿皇后哀冊〉等原石，

對其書刻之精美有著更深的感動，同時也為它們隱而不彰的命運

覺得惋惜。隨後，在朝陽的雲接寺和北塔博物館也見到一些遼代

刻石書蹟，益發覺得有加以研究整理的必要。最近，另從《遼寧

省博物館藏碑誌精粹》、《遼上京地區出土的遼代碑刻彙輯》、《新

中國出土墓誌》、《北京圖書館藏中國歷代石刻拓本匯編》、《北京

文物精粹大系石刻卷》、《房山石經》等書上看到更多遼代書跡，

慢慢累積了一些心得，遂而萌生寫作論文的念頭。本文先就遼書

跡所見的歐陽詢影響進行整理，並試著加以討論，尋其源由，以

做為遼代書法史研究的第一步。 

二、晚唐五代的歐陽詢風尚 

歐陽詢（557-641）是初唐時期最重要的書法家之一，他的楷

                                                 
2  《語石》一書序於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距今108年。 
3  此書於2002年11月由遼寧畫報出版社出版，全書176頁，內附圖版187幀，是近幾年

唯一以遼代書法為主題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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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向以筆畫精嚴、字形典正著稱，對後世產生非常大的影響，作

品以〈化度寺邕禪師塔銘〉、〈九成宮醴泉銘〉【圖一】、〈皇甫誕

碑〉【圖二】等最為有名。他的兒子歐陽通（？ -691），幼習父

書，克紹箕裘，銛利勁峭，過於乃父，所書〈道因法師碑〉和

〈泉男生墓誌〉【圖三】也是很出色的作品。書法史上稱他們為

「大小歐陽」，也把他們的書法風格稱為「歐體」，與褚遂良的

「褚體」、顏真卿（709-785）的「顏體」和柳公權（778-865）的

「柳體」並列為唐楷的四大字體。 
就字的形式特徵而言，歐體字比其它三體略長，豎畫挺直，

折角峻利；浮鵝彎鈎略向右上方帶出，猶存隸書遺意，更可視為

是歐體的特徵；其用筆平緩徐行，既不像褚體之富於提按、斜

曲，也不像顏體和柳體之偏重藏鋒、迴筆，所以顯得特別安穩。

結字則以端正為原則，不但整個字安排得極為穩妥，連字中的每

一個局部也都十分停當，達到了結構美的極致表現。 
初唐以來，學歐體書法者頗不乏人，如咸亨二年（671）的

〈趙王李福墓誌〉【圖四】和〈越王太妃燕氏墓誌〉學〈九成宮醴

泉銘〉，結體、用筆都非常肖似。又如神功元年（697）的〈王豫

墓誌〉、4聖曆二年（699）的〈周善持墓誌〉5、開元五年（717）
的〈李思忠墓誌〉6也都是學歐的類例。惟以當時書法社會的整體

風氣而言，學歐者究竟不如學褚遂良者多，蓋因褚字的體態婉

約，筆畫輕柔，有如嬋娟美女，於當時已蔚為風潮；後繼者又有

薛稷、薛曜昆仲，貴顯於武周時期，更使褚、薛之體，盛行於

世，迥非歐、虞所能相比。7 
到了盛唐時期（約 710-780），書法界流行用八分書和行書字

                                                
4  圖版見《千唐誌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第447件。 
5  圖版見李希泌編《曲石精廬藏唐墓誌》（山東：齊魯書社，1986），第24件。此誌

書者上官珪另有開元五年（717）之〈董嘉斤墓誌〉，見於《千唐誌齋》，第595
件，風格同屬歐體。 

6  圖版見《千唐誌齋》，第594件。此誌書者歐陽植時任「右衛錄事參軍」。 
7  竇臮《述書賦并注》（收在《中晚唐五代書論》，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1997）

於「蕭誠」下注云：「開元初，時尚褚、薛，公為之最」，可為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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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書寫碑刻，楷書的重要地位驟然下降，8書家中雖有張旭（約

670-750）、徐浩（703-782）、顏真卿（709-785）等人精於楷法，

卻沒有在當時造成潮流。一直要到唐德宗貞元年間（785-805），
刻石中學習顏真卿體者才明顯地增多起來，其後「顏體」成為普

遍流行的楷書體。更晚一些，又有柳公權（778-865）出，聲滿域

中，獨冠一時。其楷書以骨鯁、險絕著名，且侍書穆、敬、文三

朝，地位相當特別，深受時人推崇，學習者意復不少。 
從現存的許多唐代碑誌看來，無論是初唐或盛、中唐，歐體

書都不能說是最流行的書體。論其影響力，實不及褚體、顏體或

柳體。然而到了九世紀中葉，即晚唐時期，歐體書卻明顯地較以

前流行起來，部分翰林院裡的待詔書家，開始用中規中矩的歐體

字書寫墓誌銘。一般的書家學習歐體者也頗不少，他們彷彿有意

藉此別生新面。 
晚唐以來歐體字大為流行之事實，很早便已引起評論者的注

意。北宋的米芾（1051-1107）在所著的《書史》裡便有如此的一

段記載： 

唐末人學歐尤多，四明僧無作，學真字八九分，行字肥

弱，用筆寬。又有七八家不逮此僧。唐賊張廷範亦學歐陽

詢。9 

這是米芾根據自己收藏和過眼的唐人書跡得來的認識，特別具有

說服力。雖然他所提及的「四明僧無作」和「張廷範」的書跡於

今已經無從獲睹，但是在現存晚唐的碑誌裡，我們的確可以輕易

找到不少學歐體書的例證。較明顯者如：大中十四年（860）翰林

待詔董景仁所書的〈故慶王墓誌〉【圖五】，墓誌正文雖用院體行

書寫成，但撰者、書者和篆額三人的結銜部分則是純粹的歐體楷

書；其他還有咸通四年（863）翰林待詔張宗厚所寫的〈平原長公

                                                 
8  參見黃緯中，〈盛唐以來八分書流行潮〉（收在《唐代書法史研究集》臺北：蕙

風堂，1994），頁56-67。 
9  見米芾，《書史》（收入《宋元人書學論著》，臺北：世界書局，1962），頁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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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墓誌〉【圖六】、咸通八年（867）未署書者名的〈吳德鄘墓誌〉
10和咸通十二年（871）翰林待詔張元龜寫的〈德妃王氏墓誌〉【圖

七】、乾符六年（879）焦濆的〈高公妻陳氏墓誌〉【圖八】也都是

相當典型的歐體字。尤應注意的是，這些墓誌大多出自翰林待詔

之手，所以更具特殊的意義。蓋自玄宗開元（713-741）初設立翰

林院以來，翰林待詔的字便以八分書（即一般所稱的隸書）和行

書為主，其行書又專學懷仁的〈集王右軍書聖教序〉一路，外得

其形，內乏筋骨，終而成為流麗柔媚、華而不實的「院體」字。

晚唐以前，雖然顏體和柳體很受社會大眾的推崇，卻仍無法改變

宮廷書家和翰林待詔們崇尚院體的積習。一直到此時，才出現這

股不一樣的風氣，當然是值得特別注意了。 
五代至北宋初，學歐的風氣未曾稍減，除了米芾《書史》記

載的僧無作和張廷範外，還有《宣和書譜》上的孫昭祚和《書小

史》上的李鶚二人，孫學歐體行書，好書〈千字文〉；李則精於楷

體，皆有聲於時。11其他如《千唐誌齋》所錄蕭處謙的〈蕭符墓

誌〉（923 年）、常令顗的〈劉琪墓誌〉（951 年）、未署書者名的

〈王守恩墓誌〉（960 年）和〈牛孝恭墓誌〉（970 年）、尹昭速的

〈閻光度墓誌〉等篇，也都是歐體字。而《洛陽新獲墓誌》所錄

亦有楊弘正的〈戴思遠墓誌〉（936 年）【圖九】、郭興的〈張季澄

墓誌〉（936 年）【圖十】和未署書者姓名的〈牛知業墓誌〉（970
年）等篇，同樣是歐體的楷書。其中〈張季澄墓誌〉是五代大書

法家楊凝式（873-954）撰文，全篇二千多字，筆筆精謹，字字典

正，尤其可觀。而北宋乾德五年（967）皇甫儼書〈篆書千字文

序〉、乾德六年（968）袁正己書〈佛說摩利支天經〉、〈陰符經〉，

以及太平興國五年（980）龐仁顯書〈常清靜經〉、〈消灾護命經〉

等，更是極意規摹歐體的具體實例，可以證明當時學歐風氣仍然

                                                 
10  圖版見《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下》（北京：線裝書局，2007），頁835。 
11  孫昭祚長於歐陽詢行書法，曾用其體書〈千字文〉傳於世，見《宣和書譜》（臺

北：世界書局，1981），卷11，頁258；李鶚，後唐清泰中仕至國子丞，精於楷

書，九經印版多其所書，筆法出於歐陽詢，見陳思《書小史》（收在《宋元人書學

論著》，臺北：世界書局，1983），卷10，頁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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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盛。12 
值得注意的是，在九、十世紀之時，日本國和朝鮮地區也熱

衷學習歐體書法，出現不少名家，其中尤以日本的嵯峨天皇

（809-823 在位）與新羅的崔致遠（857-？）和崔彥撝（868-
944）三人最具典型。嵯峨天皇為日本平安時代（794-1192）最傑

出的書家之一，與空海（774-835）、橘逸勢（？-842）並稱為「平

安三筆」，他的行書〈李嶠百詠詩〉【圖十一】，筆力勁峭，體態峻

拔，深得歐書的精神風采。崔致遠則是統一新羅（668-935）後期

最重要的書家，十二歲（869 年）受父命到中國學習，十八歲中

進士，還做過地方官，又得高駢舉用，曾草擬〈討黃巢檄〉，著名

一時。他的作品以書於 887 年的〈真鑑禪師碑〉【圖十二】最為有

名，筆法、結構全都有很深的歐體特徵。崔彥撝則於 885 年到中

國，至 909 年歸國，代表作品為 890 年的〈朗慧和尚碑〉，同樣帶

有歐體的特徵。此二人之後，朝鮮地區還有不少學歐體的書家，

如李奐相、仇足達、白立禮、韓允等人皆是，故說晚唐、五代時

期歐體字為朝鮮地區最流行的書體，殆無疑問。13 
晚唐以後歐體字突然流行起來的原因，可能與當時書法的大

沒落有關。蓋自柳公權於咸通六年（865）過世後，中國書法出現

大斷層，一時之間，人物凋落，筆法衰絕，沒有足稱的大家可為

書法社會的領袖，只有幾個從事草書表演的僧徒如亞栖、辯光、

夢龜、貫休等人，受到世俗的推崇。但是這些人的書法多偏尚狂

怪一路，筆勢誇張，充斥著粗野惡質之氣，並沒有能吸引人的內

涵。14而另一種流行的「院體」行書，則有筆力薾弱、浮而不實的

缺陷，難符人望。處在這樣的時代下，以法度森嚴著稱的歐體字

自然很容易被選為學習的典範，藉之強化寫字的基本功，提高書

                                                 
12  以上五件圖版見《中國西北地區歷代石刻匯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

一書。 
13  詳黃宗義，《歐陽詢書法之研究》（臺北：蕙風堂，1988），頁293-294。 
14  蘇軾曾說：「唐末五代，文物衰盡，詩有貫休，書有亞栖，村俗之氣大率相似。」

（《東坡題跋》卷2）；《宣和書譜》也有類似說法，謂：「字法之壞，實由亞

栖」（卷18，「李霄遠」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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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格調。我們甚至可以推言，這樣的發展與宋代以後出現〈歐

陽詢三十六法〉之類的文章，有著共同的心理因素。15 
另外，晚唐五代雕版印刷之興起可能也是歐體字的大行的原

因之一。由於歐體字的筆畫平直、結體方正，相當符合雕版的需

求，所以容易成為雕版應用字體，後唐李鶚用歐體字書寫九經印

版即為明證。16而隨著這些印本的大量流傳，歐體字也就很自然地

成為一般人習慣的字形了。以此之故，目前所見的一些所謂「學

歐」的五代與遼之刻石，其書寫者也有可能只是依著印本字樣書

寫，而未必全是有意識地學習歐體字。 

三、現存遼代書跡概況 

過去，由於資料的極端不足，中國書法史研究幾乎不曾注意

過遼的部分，而一般博物館的典藏和書法圖錄也絕少看到遼書跡

的介紹，使得大多數的讀者對遼代書法毫無所悉。然而，近二、

三十年來，許多珍貴的遼代碑誌出土，已足以讓我們見識到遼書

法的成就。 
目前已知的遼代墨書書跡很少，所見僅有宣化 10 號墓裡的木

棺上的漢、梵文墨書、山西應縣的寫卷，還有內蒙古寶山遼墓、

喇嘛溝遼墓和瀋陽一座遼塔裡的墨書題字。17然而這些墨書之跡的

書法水準並不算特別傑出，難以和書法史上的名家書跡同提並

論，所以現存的遼代書跡可說只有碑刻之類。 
遼代的碑刻數量不少，除了北京房山雲居寺石刻佛經以外，

粗估尚有二百件以上，其中精美者也有近百件。這些碑刻大致可

分為碑誌、刻經和經幢三大類：碑誌類的刻石包括皇帝、皇后哀

冊、貴戚重臣的墓誌、高僧的塔銘和一般的記事或記德碑等。刻

                                                 
15  書學理論中，有一篇託名歐陽詢所寫的〈三十六法〉，《初唐書論》（長沙：湖南

美術出版社，1997），詳述歐體結構的種種法則，頗為精細。然其中注疏文字不但

提到北宋蘇東坡，還提到南宋高宗，可見不會是唐代歐陽詢的作品，而是後人的偽

託。 
16  見註12。又，近代製圖學所謂的「工程字」也是脫胎於歐體字，其道理與此正同。 
17  參見羅春政《遼代書法與墓誌》（瀋陽：遼寧畫報出版社，2002）一書，頁15-

18。 



遼代書法的歐陽詢影響 - 45 -  

  

經則指北京房山雲居寺的大量石刻佛經，至於經幢的分佈十分廣

泛，許多地方都有。 
現存皇帝、皇后哀冊有太平十一年（1031）的〈聖宗皇帝哀

冊〉【圖十三】、清寧三年（1057）的〈聖宗欽愛皇后哀冊〉【圖十

四】、大康七年（1081）的〈聖宗仁德皇后哀冊〉、乾統元年

（1101）的〈道宗皇帝哀冊〉（有漢字、契丹小字二種）和〈道宗

宣懿皇后哀冊〉（漢字、契丹小字二種）等一共七塊，18這些哀冊

顯然出自宮廷書家之手，無論結字或用筆都非常講究，刻工又特

別講究，十分精美，實非一般刻石可比，足以視作是遼代書法的

代表書跡。 
墓誌的數量雖遠多於哀冊，但是部分寫刻草率，稱不上書

跡；有些雖然寫得很好，卻刻得不夠細緻，稍損其精采，如大康

九年（1083）的〈耶律元佐墓誌〉、大安六年（1090）的〈鄭恪墓

誌〉、大安十年（1094）的〈耶律慶嗣墓誌〉皆是；19但也有書刻

俱精的佳作，如應曆十七年（967）的〈王仲福墓誌〉【圖十五】、

統和三年（985）的〈韓匡嗣墓誌〉【圖十六】、 20統和十五年

（997）的〈韓德威墓誌〉【圖十七】、及天慶四年（1114）的〈史

洵直墓誌〉等皆是。21 
塔記類出色的如應曆二年（952）的〈智辛塔記〉、開泰九年

（1020）的〈澄贊舍利塔記〉【圖十八】、大康六年（1080）的

〈藏掩感應舍利記〉、大安五年（1089）的〈懺悔上人墳塔記〉、

大安六年（1090）的〈澄方法師遺行銘〉等。 
比較而言，遼代的碑不算太多，保存完好的又更為稀少，較

出色的有統和五年（ 987）的〈祐唐寺講堂碑〉、太平五年

（1025）的〈廣濟寺碑〉、清寧四年（1058）的〈四大經成就碑

                                                 
18  此七件刻石現藏於瀋陽的遼寧省博物館，圖版參見《遼寧省博物館藏碑誌精粹》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一書。 
19  以上三件圖版見《遼寧省博物館藏碑誌精粹》一書。 
20  圖版見《遼上京地區出土的遼代碑刻彙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一書。 
21  〈史洵直墓誌〉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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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圖十九】、大安二年（1086）的〈淨覺寺碑〉、大安七年

（1091）王鼎所書的〈法均大師遺行之碑〉【圖二十】，以及壽昌

四年（1098）的〈太子誕聖邑碑〉等佳作。〈法均大師遺行之碑〉

螭首龜趺，碑高近丈，是遼碑中最典重者。書者王鼎字虛中，《遼

史》有傳，官至觀書殿學士，是少數生平可考的遼代書家之一。 
北京房山雲居寺石刻佛經發起於隋唐之際的靜琬，其後由弟

子導公、儀公、暹公、法公相繼刊刻。晚唐、五代時期，政局動

盪，其事遂息。至遼聖宗時，委命僧可玄續刻佛經；興宗、道宗

更出御府錢，獎勵刻經；同時又有通理大師募錢刻經，累積的石

經數量遂比唐代還更多。22這些石刻佛經都寫刻得十分規矩，絕無

草率，也可以算是遼代書法的重要成就之一。 
遼代經幢數量不少，但大多因為缺乏維護之故，殘損剝泐，

難窺全貌。不過，還是有些可稱精美者，如大安三年（1087）的

〈劉楷等建陀羅尼經幢〉骨骾硬挺，頗似柳公權，是遼幢中的一

件佳作。另外，遼寧朝陽的北塔地宮有一件完好的石經幢【圖二

十一】也頗可觀。 
從時間的分布來看，現存的這些遼代書跡大多出現在聖宗統

和（983-1011）以後，屬於統和以前（916-982）的顯著偏少。然

由《遼史》可知，在聖宗以前，遼政權的統治勢力尚未穩固，內

部鬥爭相當激烈，實在沒有太多餘暇措意文事，所以碑刻特別稀

少。不過，回頭看看中國本身，情形大致也是一樣。此乃五代至

宋初之時，政局之紛擾更甚於遼，戰亂不休，文教凋弊，是歐陽

脩、蘇軾等人所說筆法衰絕的時期，書法方面可觀的成就寥寥無

幾，提得出來的大書家也只有楊凝式（872-954）一人而已，所以

此際遼書跡偏少也不是太奇怪的事情。 
聖宗、興宗時期，遼的政局逐漸穩定，文教建設也隨之發展

起來，寺廟、佛塔到處有之，碑刻之物也就因此日漸增多。道宗

大安（1085-1094）以後，興立碑刻的風氣比以前還盛，除了墓

誌、碑記、經幢更多外，北京房山的雲居寺還有大量的佛經刻

                                                 
22  參見《遼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卷8，頁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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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共同為遼代書法留下寶貴的見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安

以後的碑刻書風趨於多樣，而著有書者姓名的也比以前為多，這

可說明當時的書法社會是相當熱鬧的。 
而就地理的分部來看，上述的碑刻絕大多數位於河北地區

─亦即古代的幽州，此則為遼國漢人所居之地。此地的漢人於

晚唐、五代初時原來都還是中國人，是後晉（936-947）時，石敬

瑭把燕雲十六州割讓給遼國，才使他們變成為遼國的子民。由此

可見，大部分的遼代書跡其實出自漢人之手，它們與五代和北宋

中國的書跡是難以完全切開的。 
遼代書法中比較特殊的應是一些契丹文碑刻，其中有契丹大

字，也有契丹小字；契丹大字仿效漢字的點畫制成，寫法與漢字

略為近似，有時也直接使用漢字（如皇、帝、太、王、弟），所以

和漢字一樣具有書法美感，如〈永寧郡公主墓誌〉【圖二十二】即

是。契丹小字則用一至七個標音的原字拼成，其原字多達五百多

個，極為複雜；部分原字形貌過於接近，不易區分，有的還難於

書寫，所以書法的美感比較欠缺，如〈遼道宗宣懿皇后哀冊〉【圖

二十三】即是。不過，現有的契丹文碑刻數量仍然偏少，實難據

此斷言其書法之高下。 
除了契丹文外，遼的經幢中還有不少用梵文書刻的陀羅尼經

咒，都是一字一形，然一則以梵文字量本少，排列又太過整齊，

了無變化，與印刷字簡直沒有甚麼兩樣，所以難說有書法的價

值。 
近二、三十年來，隨著考古工作的進行，遼代文物的出土也

不斷增加，相信將來會有更多書跡出現，屆時我們對遼代書法就

會有更深入的瞭解了。 

四、歐陽詢書風在遼代之流行 

如前所述，晚唐五代至北宋之初（約 860-1000），中國的書家

有特別喜愛學習歐陽詢的風氣，而此一風氣對於北方的遼國地區

也產生了直接的影響。現有的遼代碑刻中學歐體者數量不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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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引人注意的當為〈聖宗皇帝哀冊〉和〈聖宗欽愛皇后哀冊〉，

這兩件哀冊都寫得相當端謹，點畫分明，字字典正，顯然出自宮

廷書家之手。前者書於太平十一年（1031），後者書於清寧四年

（1057），時間相隔二十六年之久。然而它們的風格卻十分相近，

皆有筆畫平直、字形方正、右肩峻峭的特點，部分偏旁和部首的

寫法如出一轍，「日、月、太」等字幾乎全同。略有不同的是〈聖

宗皇帝哀冊〉的字形稍長，浮鵝鉤明顯偏右上出鋒；而〈聖宗欽

愛皇后哀冊〉的字形較方，浮鵝鉤則直接向上。其他如「次、

朔」寫法不同，更可說明二者的差異。不過從多處類似、甚至雷

同的情形可以判斷兩個書寫者必有傳承的關係。 
比這兩件更早而且也同樣具有歐體特徵的遼代碑誌數量不

少，例如應曆二年（952）的〈智辛塔記〉、應曆八年（958）的

〈趙德鈞妻种氏墓誌〉、應曆十年（960）的〈衛國王墓誌〉、23應

曆十七年（967）的〈王仲福墓誌〉、統和三年（985）的〈秦王韓

匡嗣墓誌〉、統和十五年（997）的〈韓德威墓誌〉24和〈韓佚墓

誌〉、統和十八年（1000）的〈李詡請建陀羅尼經幢記〉、開泰九

年（1020）的〈澄贊舍利塔記〉等皆屬之。其中尤以〈王仲福墓

誌〉最為規矩，其筆法、結構皆深得歐體的神髓。而〈秦王韓匡

嗣墓誌〉筆畫也十分精到，實在真不容易。這件墓誌的誌文由兵

部侍郎兼知制誥馬得臣所撰，書寫者很可能也是宮廷裡的書家，

或翰林院的名手。此外，北京懷柔仙台村的一件建於太平二年

（1022）〈佛頂尊勝陀羅尼經幢〉，還有太平四年（1024）的〈張

琪墓誌〉【圖二十四】二作，25和〈遼聖宗哀冊〉的字體相當神

似，更可以說明此類歐體風格的字在遼代流傳已久，並且早已經

成了一種相當普遍的楷書典型。 
與此兩件時間相近或稍晚且具有歐體特徵的碑誌數量亦復不

少，如修建於重熙十二年（1043）的朝陽北塔，塔上所題的「菩

                                                 
23  以上三誌圖版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一書。 
24  圖版見《遼上京地區出土的遼代碑刻彙輯》一書。 
25  以上四見圖版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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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樹下成佛塔」、「淨飯王宮生處塔」、「給孤獨園名稱塔」、「鹿野

苑中法輪塔」……等字，還有地宮裡的石經幢也都是歐體的風

格。26另外，北京房山北鄭村遼塔地宮一件重熙二十年（1051）的

大理石石函，上刻二十字銘文，風格和朝陽北塔的石經幢絕類。27

進士王詮於清寧四年（1058）書寫的〈四大部經成就碑記〉，典正

嚴謹，字跡精美，歐體特徵亦極明顯，亦為難得之佳作。而進士

李敷在清寧八年（1062）寫的〈耶律宗政墓誌〉和咸雍元年

（1065）寫的〈耶律宗允墓誌〉也都是學歐體者。不過，這個時

期的字形明顯比較方正，豎畫稍短，重心偏低，部分作品寫得十

分樣式化，儘管轉折、鉤挑都還具有歐體特徵，但是精神卻生硬

許多。有些書者可能並非真正有意地學習歐體字，而只是依著當

時的流行體學習和書寫，以致出現樣式化傾向。 
大安以後，立碑刻石的風氣較前更加興盛，同時北京房山的

雲居寺也積極地進行佛經刊刻的大工程，遼的書法可說進入了全

盛時期。然而在這時期卻突然湧現許多種不同的風格類型，有近

於院體行書者，如〈懺悔上人墳塔記〉（賈溉書）；有近於顏真卿

者，如〈芹城邑眾再建舍利塔記〉、〈法均大師遺行碑〉（王鼎

書）、〈耶律慶嗣墓誌〉（王嚴書）、〈顯密圓通建舍利塔記〉；有近

於柳公權者，如〈劉楷等建陀羅尼經幢〉、〈道宗宣懿皇后哀冊〉；

有近於虞世南者，如〈蕭孝資墓誌〉（張弓書）；還有一件〈安和

尚塔〉【圖二十五】則純學蘇軾。另有部分不易分類，但是寫得極

好者，如〈鄭恪墓誌〉（劉航書）、〈太子誕聖邑碑〉（張雲書）、

〈道宗皇帝哀冊〉和〈皇太叔耶律弘本哀冊〉等等，面貌殊多，

極為繁複。更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碑誌不少有書者的署名，並且

大多寫得很好，可謂彌足珍貴。對比之下，此際學習歐體的碑誌

相對變少，即或有之，也不及前述諸碑誌精美可觀。這樣的景象

令人不禁覺得遼代的歐體字風潮似乎已經煙消雲散了。 

                                                 
26  2011年8月於朝陽北塔博物館親見此幢，圖版另見《朝陽北塔》（長春：吉林攝影

出版社，2006），頁25。 
27  圖版見李清泉，《宣化遼墓─墓葬藝術與遼代社會》（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頁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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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從目前所看到的情形看來，自穆宗應曆（951-969）至道宗大

安（1085-1094）之間，歐體楷書一直是碑刻的主流書體，其它的

風格類型則相當少見，28須至大安（1085-1094）以後這種局面才

有所改變。換言之，歐體書法於遼代的影響至少長達一百三十年

以上。而且，此體的應用非常廣遠，各地皆有所見；不獨被使用

於普通的碑誌和陀羅尼經幢上，連帝王、帝后的哀冊也同樣有其

蹤跡，足見其所受重視之高。 
由於沒有任何與遼代書法有關的文獻傳世，我們難以確切說

明遼代書家偏愛歐體的原因。然而依理而言，這個現象自然和晚

唐以來歐體書風盛行有直接的關係。契丹興起於九世紀末，恰值

唐朝末年，當時朝綱不振，政局混亂，部分藩鎮擁兵自重；又有

黃巢、張獻忠先後造亂，戰爭不止，不少中國人因而北逃歸附於

耶律阿保機；五代中，後晉石敬瑭為了爭取耶律德光的奧援，又

將燕雲十六州割讓給遼，於是有更多的中國人因此成了遼國人；

中國書家也就變成了遼國書家。以此之故，晚唐以來盛行的歐體

楷書也就直接成了遼書法的主流。 
另一個造成歐體字流行的原因可能在於它的方正易學。比較

起來，歐體字筆畫變化極為細微，原本比其它諸體更難以掌握，

所以要學得好殊為困難。然而，如果不強求用筆，而只注意外形

的話，則歐體字因為特別方正之故，就比其他體容易學習了。這

也是後代印刷字都有歐體傾向的主要原因。持平而論，就本文所

及的遼碑看來，多數遼代的書家其實沒有深入地學到歐體字的精

髓，他們只掌握一些簡單、具體的筆法與結字特徵。他們似乎不

曾直接學習歐陽詢的書跡，也不是刻意要學歐體字，只是跟著風

氣把字寫成像歐體書方正的樣子而已。 
不過，再好的事物久了總會失去吸引力，歐體字自然也不能

                                                 
28  部分樸拙草率的碑誌被歸為魏碑的類型其實並不妥當，因為那個時候並沒有「魏

碑」的概念。《遼寧省博物館藏碑誌精粹》一書中對每件碑誌都有書法的賞析，其

中不少被稱為有北魏時期的風格者，恐未甚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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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外。從道宗大安（1085-1094）年間起，歐體字顯然便已退流行

了，大多數碑誌改以它體書寫，採用歐體字相對較少，所見僅天

慶七年（1117）的〈孟初墓誌〉【圖二十六】和天慶十年（1120）
的〈延福寺李山主實行錄塔銘〉二刻尚存典型，29餘則泛泛。當此

時期，北宋的蔡襄（1012-1067）、蘇軾、黃庭堅（1045-1105）、蔡

京（1047-1126）、米芾（1051-1107）等人都已聲名鵲起，為北宋

的書法建立尚意的新面貌。而他們的字也很快就傳入遼國，對遼

的書法開始產生影響，這也使強調法度精嚴的歐體字遭到更大的

否定。一個很明顯的事實是，在後來的金代書跡裡，我們幾乎看

不到學歐體的碑刻，30這就說明了書家的確已經不那麼崇尚歐體字

了。 
 

                                                 
29  二刻圖版見《新中國出土墓誌-北京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上冊，頁49-

50。 
30  金人碑刻書法初期以以學蘇軾、米芾為多；大定後則以學顏真卿為多，間亦有近柳

公權或褚遂良者，然欲求一如〈王仲福墓誌〉或〈遼聖宗哀冊〉之學歐體者絕不可

得。此可參考伊葆力編，《金代書畫家史料匯編》（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

2010）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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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石所見遼代重要書跡 （石經不計）     
莊茹庭整理 

年代 書跡 備註 

01 太宗會同四年（941） 耶律羽之墓誌 邢明遠書，歐體 

02     會同六年（943） 耶律曷魯妻掘聯墓誌 ★ 

03     會同九年（946） 僧義則建陀羅尼經幢記 行書 

04 穆宗應曆二年（952） 智辛塔記 歐體 

05     應曆八年（958） 趙徳鈞妻种氏墓誌  

06     應曆十年（960） 衛國王墓誌 歐體 

07     應曆十五年（965） 雲居寺碑 鄭熙書，歐體 

08     應曆十七年（965） 王仲福墓誌 歐體書 

09 景宗乾亨三年（981） 劉繼文墓誌 僧文秀書 

10 聖宗統和三年（985） 韓匡嗣墓誌 歐體 

11     統和五年（987） 祐唐寺講堂碑 僧德麟，行書 

12     統和九年（991） 韓瑜墓誌  

13     統和十一年（993） 韓匡嗣妻蕭氏墓誌 歐體 

14     統和十四年（996） 李守英等建陀羅尼經幢  

15     統和十五年（997） 韓德威墓誌 歐體 

16     統和十五年（997） 韓佚墓誌 歐體 

17     統和十八年（1000） 李翊等建陀羅尼經幢記 歐體 

18     統和二十三年（1005） 徒都妻韓氏墓誌  

19     統和二十九年（1011） 韓德顒墓誌  

20 聖宗開泰四年（1015） 耶律元寧墓誌  

21     開泰六年（1017） 韓相墓誌  

22     開泰九年（1020） 澄贊舍利塔記 歐體 

23     太平二年（1022） 佛頂尊聖陀羅尼經幢 歐體 

24     太平三年（1023） 耶律道清墓誌  

25     太平四年（1024） 張琪墓誌 歐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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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書跡 備註 

26     太平五年（1025） 廣濟寺碑 龐可昇書，歐體 

27     太平六年（1026） 韓紹勳等題記  

28     太平七年（1027） 韓遂正墓誌  

29     太平七年（1027） 耿知新墓誌  

30     太平十一年（1031） 聖宗皇帝哀冊 歐體 

31 興宗景福二年（1032） 道德經碑  

32     重熙三年（1034） 秦王蕭孝穆發願記事碑  

33     重熙五年（1036） 張嗣甫墓誌  

34     重熙六年（1037） 韓橁墓誌  

35     重熙七年（1038） 晉國夫人蕭氏墓誌 歐體 

36     重熙十年（1041） 耶律萬辛墓誌 蓋陰漢文 
誌面契丹大字 

37     重熙十三年（1044） 李繼承暨配馬氏墓誌  

38     重熙十四年（1045） 蕭和妻秦國太妃耶律氏墓誌  

39     重熙十五年（1046） 秦晉國大長公主墓誌  

40     重熙十八年（1049） 慶州釋迦舍利塔建塔碑  

41     重熙二十年（1051） 北鄭村石函銘文  

42     重熙二十二年（1053） 耶律宗教墓誌  

43 道宗清寧三年（1057） 丁求謹墓誌  

44     清寧三年（1057） 清涼寺塔應記  

45     清寧四年（1058） 聖宗欽愛皇后哀冊  

46     清寧四年（1058） 四大部經成就碑記 王詮書 

47     清寧八年（1062） 耶律宗政墓誌 李敷書，歐體 

48     清寧九年（1063） 寂善大師墓誌  

49     咸雍元年（1065） 耶律宗允墓誌 李敷書，歐體 

50     咸雍四年（1068） 清水院藏經記 李堯忠書 

51     咸雍五年（1069） 秦晉國妃墓誌  

52     咸雍五年（1069） 蕭闛妻耶律骨欲迷己娘子墓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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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書跡 備註 

53     咸雍五年（1069） 董匡信及其妻王氏墓誌 顏體 

54     咸雍六年（1070） 靜安寺碑 碑陽漢文 
陰契丹文 

55     咸雍七年（1071） 蕭闛墓誌  

56     咸雍七年（1071） 蕭闛葬禮做佛事碑  

57     咸雍八年（1072） 蕭闡墓誌  

58     咸雍十年（1074） 耶律宗願墓誌  

59     大康元年（1075） 蕭德溫墓誌  

60     大康二年（1076） 仁懿皇后哀冊（蓋） 篆書 

61     大康三年（1077） 大悲心經密言幢並記 歐體 

62     大康五年（1079） 蕭渤特本墓誌  

63     大康六年（1080） 藏掩感應舍利記 僧思迪正書 

64     大康七年（1081） 蕭孝恭墓誌 歐體 

65     大康七年（1081） 聖宗仁德皇后哀冊 歐體 

66     大康九年（1083） 耶律（韓）元佐墓誌 歐體 

67     大安二年（1086） 淨覺寺碑 僧志延書，歐體 

68     大安三年（1087） 蕭興言墓誌  

69     大安三年（1087） 荒年遇後造塚塔記  

70     大安三年（1087） 耶律弘世墓誌  

71     大安三年（1087） 劉楷等建陀羅尼經幢 柳體 

72     大安五年（1089） 僧志全等建真言幢 行書 

73     大安六年（1090） 懺悔上人坟塔記 賈溉書 

74     大安六年（1090） 芹城邑眾再建舍利塔記 韓琛書 

75     大安六年（1090） 鄭恪墓誌 劉航書 

76     大安七年（1091） 法均大師遺行碑 王鼎書，顏體 

77     大安八年（1092） 舍利塔題名  

78     大安八年（1092） 韓瑞墓誌  

79     大安八年（1092） 永寧郡公主墓誌 契丹大字，顏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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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書跡 備註 

80     大安八年（1092） 僧法忍等建陀羅尼經幢  

81     大安九年（1093） 僧思拱墓幢  

82     大安九年（1093） 耶律慶嗣墓誌 王嚴書，顏體 

83     大安十年（1094） 觀音菩薩地宮舍利函記 義忠書，顏體 

84     壽昌元年（1095） 安和尚塔志 蘇體 

85     壽昌二年（1096） 顯密圓通建舍利塔 顏體 

86     壽昌二年（1096） 耶律弘世妻蕭氏墓誌 顏體 

87     壽昌三年（1097） 賈師訓墓誌  

88     壽昌四年（1098） 太子誕聖邑碑 張雲書 

89     壽昌五年（1099） 僧文保建經幢 僧德林書 

90     壽昌六年（1100） 龍興觀香幢記 道士許賢寧書 

91     壽昌七年（1101） 梁援墓誌  

92 天祚帝乾統元年（1101） 道宗皇帝哀冊（漢字） 顏、柳合體 

93       乾統元年（1101） 道宗皇帝哀冊（契丹小字）  

94       乾統元年（1101） 遼道宗宣懿皇后哀冊（漢字）  

95       乾統元年（1101） 遼道宗宣懿皇后哀冊（契丹小

字） 
 

96       乾統三年（1103） 佛頂尊聖陀羅尼經幢 柳體 

97       乾統三年（1103） 崇賢院花嚴法師刺血辨義經碑 高琮書 

98       乾統五年（1105） 法□大師遺行塔記  

99       乾統七年（1107） 梁援妻墓誌 梁慶先書 

100       乾統七年（1107） 德蘊為亡師重修塔記  

101       乾統七年（1107） 釋玄照妙行記  

102       乾統八年（1108） 蔡志順墓誌  

103       乾統九年（1109） 蕭孝資墓誌 張弓書，近虞體 

104       乾統十年（1110） 甯鑒墓誌 顏體 

105       乾統十年（1110） 皇太叔耶律弘本哀冊 漢文契丹文各一 

106       乾統十年（1110） 耶律弘本妻蕭氏墓誌 漢文契丹文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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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書跡 備註 

107       乾統十年（1110） 李惟准建陀羅尼經幢 顏體 

108       乾統十年（1110） 雲居寺公塔燈邑碑 僧圓融行書 

109       乾統十年（1110） 玄樞禪師遺行記  

110       天慶元年（1111） 丁洪墓誌 馬楨書，顏體 

111       天慶二年（1112） 蕭義墓誌  

112       天慶三年（1113） 丁文逳墓誌  

113       天慶四年（1114） 耶律習涅墓誌（漢文）  

114       天慶四年（1114） 耶律習涅墓誌（契丹大字）  

115       天慶四年（1114） 宰相王師儒墓誌 顏體 

116       天慶四年（1114） 史洵直墓誌 宮士永書，顏體 

117       天慶七年（1117） 釋迦佛舍利塔記  

118       天慶七年（1117） 孟初墓誌  

119       天慶八年（1118） 鮮演大師墓碑文  

120       天慶八年（1118） 雲居寺續秘藏拾經塔記 僧惟和行書 

121       天慶十年（1120） 郭仁孝建陀羅尼經幢  

122       天慶十年（1120） 大安山延福寺李山主塔銘 歐體 

★備註欄中凡未載明書風類型，概屬個人風格難於歸類者。  

 



遼代書法的歐陽詢影響 - 57 -  

  

附圖 

圖一、〈九成宮醴泉銘〉 圖二、〈皇甫誕碑〉 

  

圖三、〈泉男生墓誌〉 圖四、〈趙王李福墓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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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故慶王墓誌〉 圖六、〈平原長公主墓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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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德妃王氏墓誌〉 圖八、〈高公妻陳氏墓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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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戴思遠墓誌〉（936 年） 圖十、〈張季澄墓誌〉（93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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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嵯峨天皇〈李嶠百詠詩〉 圖十二、崔致遠〈真鑑禪師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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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聖宗皇帝哀冊〉 圖十四、〈聖宗欽愛皇后哀冊〉 

 



遼代書法的歐陽詢影響 - 63 -  

  

圖十五、〈王仲福墓誌〉 圖十六、〈韓匡嗣墓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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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韓德威墓誌〉 圖十八、〈澄贊舍利塔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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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四大經成就碑記〉 圖二十、〈法均大師遺行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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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朝陽北塔地宮 
石經幢〉 

圖二十二、〈永寧郡公主墓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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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遼道宗宣懿皇后 
哀冊〉 

圖二十四、〈張琪墓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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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五、〈安和尚塔〉 

 

圖二十六、〈孟初墓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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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Ou-yang Xun in Liao Dynasty’s 
Calligraphy 

Huang, Wei-chung 

Abstract 
Ou-yang Xun (557-641)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alligraphers in Early 

Tang Dynasty. He constructed the paradigm of regular script and was highly 
praised by lots of contemporary literati. Between Late Tang and Early Northern 
Song (about 9-11th century), the trend of learning Ou-yang Xun’s calligraphical 
style aroused. This wave was so tremendous that even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were infected, such as Japan and Silla.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ere many Ou-
yang Xun’s style calligraphy works to be created in Liao Dynasty, which also 
demonstrated the huge influence of Ou-yang Xun in these times.  

In the past research of Chinese calligraphy history, scholars didn’t give Liao 
Dynasty enough concern. Through analyzing the calligraphy style of Liao tablet 
inscriptions unearthed in recent years, this articletry to conduct some primary 
research on history of Liao calligraphy. Hope this study could attract more 
concern on this topic. 

 

Key words: Ou-yang Xun, Liao Dynasty, calli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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