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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4_B8_8A_E4_c34_44306.htm 在“王马共天下”的

东晋时期，王氏是高级的士族。王导、王敦家族的子弟，都

当上了大小的官员，他们大多数是庸庸碌碌的官僚，但在他

们当中，也出了一个我国历史上有名的书法家。他就是王羲

之（羲音ｘī）。 王羲之从小喜爱写字。据说他平时走路的

时候，也随时用手指比划着练字，日子一久，连衣服都划破

了。经过勤学苦练，王羲之的书法就达到很高的水平。 因为

他出身士族，加上他的才华出众，朝廷中的公卿大臣都推荐

他做官。他做过刺史，也当过右军将军（人们也称他王右军

）。后来又在会稽郡做官。他不爱住在繁华的京城，见到会

稽的风景秀丽，非常喜爱，一有空，就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游

览山水。有一次，王羲之和他的朋友在会稽郡山阴的兰亭举

行宴会。大家一面喝酒，一面写诗。最后由王羲之当场挥笔

，写了一篇文章纪念这次宴会，这就是有名的《兰亭集序》

。那幅由王羲之亲笔书写的《兰亭集序》，历来被认为是我

国书法艺术的珍品，可惜它的真迹已经失传了。 王羲之的书

法越来越有名。当时的人都把他写的字当宝贝看待。据说有

一次，他到他门生家里去，门生很热情地接待他。他坐在一

个新的几案旁，看到几案的面又光滑又干净，引起了他写字

的兴趣，叫门生拿笔墨来。 那个门生高兴得不得了，马上把

笔墨拿来给王羲之。王羲之在几案上写了几行字，留作纪念

，就回去了。 过了几天，那个门生有事出门去了。他的父亲

进书房收拾，一看新几案给墨迹弄脏了，就用刀把字刮掉。



等门生回来，几案上的字迹已经不见了。门生为这件事懊恼

了好几天。 又有一次，王羲之到一个村子去。有个老婆婆拎

了一篮子六角形的竹扇在集上叫卖。那种竹扇很简陋，没有

什么装饰，引不起过路人的兴趣，看样子卖不出去了，老婆

婆十分着急。 王羲之看到这情形，很同情那老婆婆，就上前

跟她说：“你这竹扇上没画没字，当然卖不出去。我给你题

上字，怎么样？” 老婆婆不认识王羲之，见他这样热心，也

就把竹扇交给他写了。 王羲之提起笔来，在每把扇面上龙飞

凤舞地写了五个字，就还给老婆婆。老婆婆不识字，觉得他

写得很潦草，很不高兴。 王羲之安慰她说：“别急。你只告

诉买扇的人，说上面是王右军写的字。” 王羲之一离开，老

婆婆就照他的话做了。集上的人一看真是王右军的书法，都

抢着买。一箩竹扇马上就卖完了。 许多艺术家都有各自的爱

好，有的爱种花，有的爱养鸟。但是王羲之却有他特殊的癖

好。不管哪里有好鹅，他都有兴趣去看，或者把它买回来玩

赏。 山阴地方有一个道士，他想要王羲之给他写一卷《道德

经》。可是他知道王羲之是不肯轻易替人抄写经书的。后来

，他打听到王羲之喜欢白鹅，就特地养了一批品种好的鹅。 

王羲之听说道士家有好鹅，真的跑去看了。当他走近那道士

屋旁，正见到河里有一群鹅在水面上悠闲地浮游着，一身雪

白的羽毛，映衬着高高的红顶，实在逗人喜爱。 王羲之在河

边看着看看，简直舍不得离开，就派人去找道士，要求把这

群鹅卖给他。 那道士笑着说：“既然王公这样喜爱，就用不

到破费，我把这群鹅全部送您好了。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就

是请您替我写一卷经。” 王羲之毫不犹豫地给道士抄写了一

卷经，那群鹅就被王羲之带回去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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