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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克 友 ，生 于 1975 年 1 月 ，籍 贯 江 苏

盐城。现居上海，康笔斋主人，自幼酷爱

书法，多年来临池不缀，以探索“书圣”（王

羲之）的用笔理念及其艺术风范。由此可

察 觉 历 代 书 家 对 书 法 之 感 悟 。 虽 略 有 体

会，诚不足以自美其能，期待与诸多有识

之士共鸣！

当我们翻阅《日本书道史》，或是检索

《日本书道史年表》的时候，可以发现其开篇

人物都是圣德太子，其所书写的《法华义疏》

都是作为经典之作位列其首，并且是日本书

法史上流传下来可考证的最古老的墨迹作

品，由此可见圣德太子在日本书道史上的重

要地位。圣德太子在日本书法史上的历史

地位和成就首先取决于他施行开明政治以

及他对佛教的极力推崇，他的书法则成为了

其政治智慧和全面历史文化修养的集中体

现。其对于历史上的贡献有两大方面，首先

是政治上的；其二是文化上的，包括宗教和

书法。

在政治上圣德太子建立了中央集权制

度，加强各氏族的国家意识和对皇权的尊

重，故一面继续让氏族团结或对立，一面伺

机加强中央统一之体制，打破过去贵族为尊

的制度，而以个人功勋授官赐爵，开选贤能

之道，打破氏族与门户世袭习惯。公园 604

年 4 月，圣德太子融汇儒、法、道、佛诸家思

想 精 华 而 制 定 了 十 七 条 宪 法，文 式 采《诗

经》、《尚书》、《孝经》、《论语》、《中庸》、《左

传》、《礼记》、《管子》、《墨子》、《韩非》、《韩诗

外传》、《史记》、《昭明文选》等汉籍而成，成

就了日本历史上最早之法典，是官吏施政的

法则、国家组织的原理、道德训戒的宝典，也

是圣德太子集思想、道德、礼仪、法律于一炉

的精神体现。

据日本《元兴寺伽蓝缘起》记载，佛教最

初是于公元 538 年传入日本，并且在佛教传

入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陆文明，从而使得日本

从混沌开始走向开明，这也成为了日本文明

发端于佛教最为有利的佐证。佛教在日本

首先是从贵族阶层传播开来的，同时被统治

者所接受并且成为政治统治的手段。遣隋

使僧的留学归国成为了日本文明发展的助

推剂，因为当时佛教传播的主要手段是《经

文》，因此书法被作为佛教传播的载体同时

被统治者接受并得到了初步的推广，这种佛

教与书法相互依存的关系也就自然地形成

了，佛教传播和发展的程度也决定了日本书

法发展的命运。

公 元 587 年 用 明 天 皇 去 世，厩 户 皇 子

（即圣德太子），担当起行使国家权力的使

命。圣德太子执政以后，首先开始了被后

世史家称颂的“推古朝改革”，延续以往把

佛教作为政治统治的手段。圣德太子以开

明的政治姿态加强对佛教的推广，为佛教

的发展发挥了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圣德太

子以超前的历史意识开创了同中国直接交

流的历史先河，为日本文明的全面发展奠

定了基础。圣德太子以他高瞻远瞩的政治

远见，开创了日本历史上文化改革和建设

的先河。派遣遣隋使者直接学习吸收中国

文化，奠定了改革的坚实基础，遣隋使的派

遣实施对日本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以至

今日。也正是由于遣隋使的派遣，才使得

日本书法开始了历史的书写，而日本书法

史的书写是在不自觉中产生的，这一历史

的必然是为佛教而书法的，却不是有意识

的为书法而书法。

公元 607 年圣德太子派小野妹子出使

隋朝学习中国佛法，在引进中国佛法的同

时，中国书法也随着佛教的传播开始了直接

传入日本的历史，因此掀开了日本书法史的

第一页。由于当时书法对佛教极强的依赖

性，所以流传下来的书法形体仅局限于“写

经体”，从作品看，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日本

书法书体单一的特征。以楷书为主流的现

象影响了日本书道史近两个半世纪的历史

时期，直到 9 世纪的平安时代（中国的唐代）

才有所改变。

圣 德 太 子 以 各 种 方 式 加 强 对 佛 教 的

推广，对日本佛教的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

用 。 在 他 大 力 弘 扬 佛 法 的 同 时 也 在 不 自

觉 地 推 动 着 另 一 部 历 史—— 日 本 书 道 史

的发展。由于他的努力，为这一时期日本

书 道 史 流 传 下 来 第 一 批 书 法 作 品，如《法

隆寺金堂药师如来造像铭》、《法隆寺金堂

释 迦 造 像 铭》以 及 他 本 人 书 写 的 经 文《法

华义疏》等。

圣德太子在日本书道史上的贡献，在

于他不仅是一位号召者，同时也是一位实

践者，从经典作品《法华义疏》可以反映出

他如何用功。据《圣德太子传历》载：圣德

太 子 3 岁 开 始 习 书，每 日 愈 千 字，深 得 王

羲 之 法 书 之 精 髓 。 正 是 具 有 了 扎 实 的 书

法 修 养 才 创 作 出《法 华 义 疏》这 样 的 书 法

传世精品。

《法华义疏》书写于 615 年，为标准的中

国六朝书风，用笔圆润流畅简洁，施墨敦厚，

章法自然疏朗，书体融章草与行草笔法而

成，同中国西晋陆机的《平复帖》有着极为相

似的艺术精神。从当时书法传播的途径分

析，《法华义疏》当是取法于对六朝写经的学

习，它的风韵与后来发现的敦煌写经笔法一

脉相承，是日本书法史上极为重要的书法经

典作品。

圣德太子为日本佛教做出了历史性的

贡献，不自觉地对日本书道也起到了奠基性

的历史贡献，由于其“一心向佛”的历史专

注，服务于佛教的思想使得书法的表现形势

趋于“端庄”，因此，造就了此一时期书法形

式的“单一”。而站在书法历史的高度，这种

“批评性”却具有着积极的历史作用，即：这

种“端庄”的极端追求，却不自觉地为此后日

本书法的发展奠定了传统的基石，《法华义

疏》正是具有着传统代表意义的经典，成为

了推动唐风书法在日本流行的精神动力，甚

至推动了以空海、最澄为代表的日本第一次

书法高潮的形成，使佛教书法成为日本书法

史的主流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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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德太子（574-622 或 621）本名厩

户皇子，尊称圣德太子、丰聪耳或法大

王，又称上宫太子 ，父亲用明天皇，母亲

是钦明天皇的女儿、穴穗部间人公主，日

本飞鸟时代最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和

书法家。由于他在政治、佛教、书法等全

面的历史贡献，故被后世史家称为日本

历史上的“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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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钦功



圣德太子·法华义疏（公元 615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