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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枃和丰坊书法教育思想之异同——以《衍极》和《童

学书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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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元代郑枃所作的《衍极》，严格秉持程朱理学观点，论述书学之要，言简意赅。而明

代丰坊的《童学书程》专为指导学童而作，同样言简意丰。两文均含有大量的书法教育思想，

且是两个时期的重要书论著作。本文通过剖析两篇书论中的书法教育思想，对比其中异同，为

当下的书法教育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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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书论文章自汉代始，随朝代更迭，落脚点由形而上

逐渐转入形而下，至元代，更是落实到了具体的用笔、结构

等方面的剖析。而郑枃的《衍极》，不仅具备了唐以前的形

而上思维，还兼具技法的阐发，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欲详

《衍极》中的教育思想，必先择善本。《衍极》的版本众多，

据书中陈旅的跋语，此书在元代就已经刊印发行。目前所知

最早版本（除原写本之外）应为赵龙溪刻本，其他版本见表

1所示。但目前可见的最早版本应是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明弘

治间抄本，因为这个版本抄自元至正间的抄本。

表 1 《衍极》版本信息表

卷数 版本 时间 藏馆/丛书

衍极五卷 赵龙溪刻本 元泰定至至顺间

衍极五卷 元至正抄本 明弘治 国家图书馆

衍极二卷 《永乐大典》本 明永乐

衍极五卷 刘正隆重刻本 明弘治

衍极五卷
蓝格旧抄本

明弘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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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极一卷
《续百川学海》刻本

衍极一卷 明宝颜堂刻本 明万历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衍极五卷 明籀阁刻本（附沈率祖《衍极考释》） 明万历四十七年
台湾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

南开大学图书馆

衍极一卷
雪堂韵史本（竹屿刻本） 明崇祯 台湾国家图书馆

衍极 李际期宛委山堂刻本 清顺治三年

衍极五卷
周荣起抄本（黄丕烈、吴翌凤、周荣起跋）

刘有定[释]
清康熙二年 国家图书馆

衍极一卷
赐书堂重订唐宋元六名家集刻本

清康熙三十九年 中国古籍善本数目

衍极二卷 四库全书本 清代

衍极五卷 清刻本 清光绪 苏州图书馆

衍极五卷 清代归安陆氏十万卷楼丛书刻本 清光绪 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

衍极五卷 清刻本 清光绪 吉林省图书馆

衍极二卷 清抄本（清叶昌炽等跋） 陕西省图书馆

衍极五卷 清刻本 福建省图书馆

衍极五卷 清抄本（翁同龢跋） 国家图书馆

衍极五卷 清刻本 新疆大学图书馆

衍极五卷 清刻本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衍极五卷 清刻本 辽宁省图书馆

衍极五卷 清末刻本 首都图书馆

衍极二卷
潘志万抄本

清末 陕西图书馆藏书之副本

再观丰坊的《童学书程》，有明确的教育意图，同样言

简意赅，但是更易理解，而且所列学书步骤及方法更为明晰。

另外，目前所见《童学书程》也存在不少版本，但由于大同

小异，所以此处只列其中重要的版本（见表 2）。若论差异，

唯有《芋园丛书》本在草书法帖推介中少了《中郎女帖》。

表 2 《童学书程》版本信息表

卷数 版本 时间 藏馆/丛书

童学书程一卷 书学大成本 明万历 书学大成

童学书程一卷 碧琳琅馆丛书本 清光绪 上海图书馆

童学书程一卷 刻本 宣统元年 北大图书馆

童学书程一卷 芋园丛书本 民国二十四年 北大图书馆



教育研究
第 7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Education Research

17

一、《衍极》中的书法教育思想

《衍极》全文分为 5个部分：一至朴，二书要，三造书，

四古学，五天五，皆是取篇首两字为名。而由于郑枃所作言

简古奥，难以理解，所以同时且同乡的刘有定作了注释，也

因此，本文所论《衍极》教育思想，将他们的内容一并阐发。

首先是《质朴篇》。在该篇中，郑枃极其重视文字的源

流，从八卦论起，认为文字有 5次变革，强调区分字体。同

时，由于郑枃眼光极高，而且以儒家的名教为重要标准，所

以郑枃在该篇中只论列 13人，将李斯排除在外（据刘有定

注，“李斯以得罪名教，故黜之”）。

其次是《书要篇》。该章开篇就强调“六书”的重要性，

又紧接着强调音韵之学。这是将书法与文字学、音韵学合为

一学的教育意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同时，这一章着重

论述了众多字体的沿革顺序，虽有失误，但也体现了作者的

字体教育观。另外，郑枃的原文中明确指出：“《石鼓》《泰

山碑》暨于两京遗书旧画，学者不可不厌观也。”此处不仅

表明作者极重学古，而且无形中也体现了作者重视学书过程

中观帖的作用。紧接着，郑枃又说：“《乐毅论》旧本希见

于世，宋初王侍书别写混之。”此处展现了作者的法帖真伪

观，为的是告诫学书之人需选择准确的版本，不可被别本迷

惑，误了学习。紧接着，文中借用《九势》，表达了法自然、

天地的观点，强调“纵横皆有意象”，并且点明“疾涩之分，

执笔之度，八体变法之玄䆞”。此处不仅仅是从形而上落实

到了形而下的执笔与技法，更是将这两者提升到了影响字体

变革的高度，可见作者对于执笔和疾涩之法的重视。最后，

强调书风应该古质，具备“九德”，“大巧不可为”。这在

论述书法的同时，其实已经是强调人品对于书法的重要性了。

再次是《造书篇》。开篇即强调学书需要知道圣人造书

之妙，取法正路。同时，文中借批判孙过庭《书谱》和姜夔

的《续书谱》，表达了不可“语其细而遗其大”的观点。这

证明郑枃主张书论中应该多从形而上的角度进行论述，不可

过于强调形而下的技法，贻误世人。

复次是《古学篇》。在这一篇，郑枃推崇篆隶之法，强

调“执笔贵圆，字贵方，篆贵圆，隶贵方”，而且认为诸体

应该效法天地，如果“篆不篆，隶不隶”，就不是书法了。

刘有定更是具体论述各个笔画的方圆之理。然后，又论述了

署书之要，极力推崇颜真卿和李阳冰大字的雄秀之美。同时

批评了李邕的“行书入碑”，认为他破坏了自古以来铭石“典

重端雅”之风。

最后是《天五篇》。文中指出，“篆用直，分用侧，隶

楷曰间出，存乎其人”；“颜柳篆七而分三，欧褚分八而篆

二”；“《禊序》篆多，间以分侧，有石书之遗意焉”。此

处强调篆书及八分对于学书的重要性。诸体皆需具备。紧接

着论述执笔，认为“善执笔则八体具，不善执笔则八体废”。

并且进一步论述：“寸以内，法在掌指；寸以外，法兼肘腕

掌指，法之常也。魏晋间帖，掌指字也。”

二、《童学书程》教育思想剖析

《童学书程》是明代丰坊专为学童撰写的学书教材，同

样言简意赅。全篇分为用笔、次第、名言、法帖、墨迹、临

摹和学书次第之图，并罗列各体法帖，可谓细致入微。

在《论用笔》一节中，丰坊简明扼要提出了执笔口诀，

即“双钩悬腕，让左侧右，虚掌实指，意前笔后”，同时指

出用笔“必以正锋为主，又不必太拘，隐锋以藏气脉，露锋

以耀精神。”第二节《论次第》。丰坊认为入学儿童应以大

字楷书入门，而且首推颜真卿，然后学欧阳询中楷，尔后再

学钟王小楷，进而学习行、草。而草书又建议以章草入门，

可帮助知晓偏旁来历，同时建议先小字后大字。另外，他亦

提出了如若想要学习篆隶，须在打下楷法基础之后。

而在《论名言》一节中，丰坊认为孙过庭与姜夔的观点

“最得其要”，并节录了两人关于用笔以及结字的论述。到

了第四节《论法帖》。丰坊除了强调博观古人法帖之外，还

要求提高眼界，选择善本，痛绝某些俗恶可恶的刻帖。

然后是第五节的《论墨迹》。丰坊表示学书不能只看刻

本，必须见到古人真迹，才能知道“下笔轻重，用墨浅深”，

而且，他主张摒弃宋人，取法赵孟頫，但要舍短取长，去姿

媚，添古拙，方能“造晋人之高古”。同时，丰坊专设《临

摹》一节，以寥寥数语阐述了临与摹的优缺点，并主张初学

者应该“先摹后临”。

最后是著名的《学书次第之图》。此图细致规划了学童

在不同年纪所应学习的法帖，并按顺序罗列楷、行、章草、

草、篆和八分等各种字体所应学习的法帖。有些法帖之下，

甚至附带了学习之法，可谓是无所不备。

三、两文教育思想异同

两篇书论都意在指导他人学书，只是《童学书程》的目

标是学童，而《衍极》虽无确定教授人群，但更倾向于成人。

两书由于作者朝代不同，更由于个人思想差异，所以教育思

想同异并存。

首先，摒去刘有定为《衍极》所作的注不谈，两文的语

言都言简意赅。郑枃行文是出于仿古的目的，再者，因为他

深信“言不尽意”，所以言语简奥。而丰坊的《童学书程》

本就为指导学童而作，所以言语简单明了，只为直接切中肯

綮。在教育中，无论何种专业，都应秉持言简意深的原则。

尤其在课堂上，教师更应该以学生为主，用简单的语言点拨

学生，将多数时间留予学生思考和实践，否则效果必是有限

的。另外，两文都重视署书之法。《衍极》推崇颜真卿和李

阳冰大字的雄秀之美。而丰坊更是将大字楷书作为学童入门

先学之体。同时，在学习过程中，两书也都强调读帖，并且

要注意鉴别法帖，去粗取精，不可被俗帖所误。最后，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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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共通之处，即都提倡古质、古拙，要有篆籀笔意，

不同的仅是《衍极》强调“大巧之不可为”，而《童学书程》

反对姿媚。

其次，相较于共同点，两文的差异之处更多。第一，两

文在执笔和用笔的观点上就有所不同。《衍极》认为应根据

字体和书体的不同而定执笔的高低，而且指出执笔之度，关

乎“八体变法之玄䆞”，但并未明确执笔之法；《童学书程》

则以简单口诀明确了执笔要领；第二，用笔的观点也有差异。

《衍极》重视篆隶用笔，主张在贯行篆隶用笔的基础上，根

据字体及个人意愿的不同，辩证使用中侧锋，只要理解了疾

与涩的用笔之意即可；而《童学书程》则只论及正锋和露锋、

藏锋。第三，对待孙过庭《书谱》和姜夔《续书谱》的态度

截然相反。如上文所述，《衍极》批判了孙过庭和姜夔的“语

极细而遗其大”，并且刘有定在注释中进一步指出了两文“辩

妄以规”。但《童学书程》却极推崇，甚至截取其中片段以

教化学童。第四，《童学书程》具体论述了临摹之法，而且

在最后罗列各体法帖时，还不厌其烦地附上临摹细节。同时，

还列出了《学书次第之图》。但这与郑枃的观点是完全相悖

的。他认为应从高处着眼，过度纠结细节，将会因小失大。

第五，对欧阳询法书的评价也存在差异。《衍极》指出“信

本伤于劲利”。而《童学书程》却极其推崇欧阳询，在中楷

的学习上，首推欧阳询《九成宫》，认为该帖方正，且“骨

已胜肉，脱去俗气”，可以“痛扫颜柳之习”。

四、余论

综而观之，郑枃心中深植儒家和道家思想，所以，《衍

极》全篇以儒家中庸思想贯穿始终，重书家的人品，不仅批

判蔡京、蔡卞，而且摒弃了李斯。而在执笔、结构和字体沿

革等方面的论述，又体现了道家效法自然、天地的观点。也

因此，他以形而上学的思维去思量书学，认为学书法必须知

道古圣贤造书之妙，参天地造化，融于书中。这是受了宋代

程朱理学的影响。而丰坊的《童学书程》虽然旨在指导学童，

但也透露出了儒家思想，如在《学书次第之图》的后面，明

确指出了“先贤有丧志之戒，是又当知轻重”，认为书法是

“童子之学，有非儒者明体适用之务”。不过，文中未如郑

枃一般，严格以名教为标准抨击李斯，而是将《琅琊》《峄

山》等碑列为学篆入门的必学之帖。

在当今之世，书法教育方兴未艾，但没有统一的教育思

想。虽然这是确保百家争鸣的关键，但是书法教育思想应该

吸收中国文化中的精华，即秉持形而上的理念，辩证看待古

人法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一切从实际出发，做到技道双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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