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趣的書法故事心得學習單    __年__班座號___姓名：__________ 

故事：       王羲之的秘訣——十八口大缸 

  王獻之從小跟父親學書法，學了一段時間，感到每天苦練好辛苦，心想該有一條捷徑才是。 

  有一天，他走進書房，看見父親在書桌前揮筆，一張又一張的寫，他趁換紙的空檔，小小心心

的問：「爸爸，大家都誇您的字寫得好，請問有什麼秘訣？」王羲之看看兒子，心裡想著：「刀子

要快多磨礪，學問要深功夫長。」於是他放下紙筆，牽著兒子到後院，指著十八口大缸對兒子說：

「寫字的秘訣就在這十八口大缸裡，你只要把這十八口缸裡的水寫完，自然就找到答案啦！」 

  聰明的王獻之聽了父親這一番話，深深的體會到寫字沒有捷徑，只有勤字 

 

WHO  (故事的主角是誰？)  

WHEN  (故事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WHERE  (故事發生於何處？)   

WHAT  (發生了什麼事？)  

HOW  (故事如何發展下去？)  

讀後心得：(至少 50字，請貼上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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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書法故事心得學習單    __年__班座號___姓名：__________ 

故事：                         王羲之與鵝 

  王羲之很喜愛鵝，因為鵝的脖子細極長，並有彈性，當鵝的脖子擺動時，自然形成一幅曼妙的

舞姿。王羲之模仿它的形態，揮毫轉腕，所寫的字雄厚飄逸，剛中帶柔，既像飛龍又像臥虎。 

  王羲之明白學寫書體，不能一味的仿效，必須吸取古人神韻，加以靈活變通，才能有自己的風

貌。所以他往往在字體上，求得數種不同的寫法。傳說王羲之所寫的「羲」字、「之」字、「當」字

極多，但往往字字不同，這就是變化體勢。 

  王羲之在書法史上的成就，有人認為：「與其說得力於他的書法，還不如說得力於他對書法改進

的成就。」我們知道，由章草變創為今草，在王羲之以前，固然已經有庾翼、郗惜、王洽等人在下

功夫，但把章草變得盡善盡美的，卻不能不歸功於王羲之。更由於唐宋的帝王多喜愛他的書法，風

行草偃，使得王羲之的大名天下皆知。 

WHO  (故事的主角是誰？)  

WHEN  (故事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WHERE  (故事發生於何處？)   

WHAT  (發生了什麼事？)  

HOW  (故事如何發展下去？)  

讀後心得：(至少 50字，請貼上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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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書法故事心得學習單    __年__班座號___姓名：__________ 

故事：                      戒珠寺 

  「書聖」王羲之的文物目前陳列在浙江紹興城內的「王羲之紀念室」內。這紀念室原是王羲之

的故宅，老宅的「戒珠寺」是王羲之終生的內疚。 

  王羲之為了讓十指靈活有力，增加書寫的氣勢，他隨身都佩帶一顆晶瑩剔透、珠潤玉圓的明珠，

不時握在手掌中，來回摩挲。一天，王羲之手搓明珠站在池畔觀賞白鵝戲水，忽然家僮通報：「出

家和尚筆工到訪。」王羲之隨手放下明珠，與和尚討論買筆、選筆的事。和尚走後，王羲之發現明

珠不見了，到處找都尋不著，十分懊惱。第二天，那和尚派人送來上百枝的精選毛筆，王羲之卻閉

門不見。和尚感到不解，打聽之下，才知道自己是偷明珠的嫌犯，頓感冤屈，茶飯不思，沒多久，

傷心過度而死。 

  同時，王羲之家中的一隻大白鵝也病怏怏的不吃不喝，沒幾天也死了。家人感到奇怪，剖開鵝

的肚腸，竟發現了那顆明珠。原來那天大白鵝誤把明珠當飼料吞進肚裡了。王羲之非常難過，於是

就把整座住宅和田園的山林一併捐給了佛門建寺廟，並親筆題寫橫匾「戒珠寺」，懸掛門上，用來

悼念和尚也告誡自己。 

WHO  (故事的主角是誰？)  

WHEN  (故事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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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故事如何發展下去？)  

讀後心得：(至少 50字，請貼上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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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書法故事心得學習單    __年__班座號___姓名：__________ 

故事：                          虎父無犬子 

  王獻之十五歲的時候，書法就練得別有意趣，常常得到父親王羲之和長輩的稱讚。被誇多了，

不禁自大起來，以為自己的功力已深，可到處替人題詩寫字，因此就不再下工夫臨池練帖了。 

  有一天，他父親王羲之奉詔去京城，臨行前藉酒助興，一時書興勃發，提起筆來在牆壁上題了

一首「戒驕詩」給王獻之。此時心高氣傲的王獻之，面對牆壁的戒子書並不服氣，他就照著牆上的

字每天臨摹幾十遍。在父親回來前，他偷偷的把牆上的字刮去，在原來的地方模仿父親的字跡重新

寫過，左看右看，自認為無人能分辨真假。 

  幾天後，王羲之回到家裡，看到牆上的「戒子書」不禁納悶，細細的看了好久，竟搔搔頭歎口

氣說：「那晚莫不是老酒喝多了，竟寫出這麼拙劣的字，唉！」當時王獻之也在旁邊，頓時臉紅心

跳，十分不安。從這以後，他才明白，功夫不下是成不了 

WHO  (故事的主角是誰？)  

WHEN  (故事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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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書法故事心得學習單    __年__班座號___姓名：__________ 

故事：       王獻之妙筆成蟻 

  王獻之字寫得好，畫也不錯。有一次，大司馬桓溫拿了一把上好的檀香絹扇，請他在扇面上做

畫。王獻之酒後起了畫興，當下畫了一頭馬駁牸牛，在落筆題款時，或許喝多了酒，手有些不穩，

筆端落下一小滴墨點濺在牛蹄旁邊，王獻之嚇的酒也醒了，他知道桓溫脾氣壞，弄髒了扇面是不得

了的。王獻之苦苦思索，沒有多久，嘴角露出了笑意，然後拿起工筆小楷將小墨滴畫成了一隻小螞

蟻，又在畫扇的另一面寫了一篇「駁牛賦」。 

  桓溫收到扇子，以為牛蹄旁有一隻小螞蟻，就用手指彈了幾下，不見動靜，再仔細一看，才知

道是畫上去的，不禁哈哈大笑：「王獻之字寫的好，畫也妙，一隻小螞蟻像真的一樣。」 

WHO  (故事的主角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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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書法故事心得學習單    __年__班座號___姓名：__________ 

故事：       一個硯台二樣情 

  筆、墨、紙、硯我們稱它「文房四寶」，自古以來書法家都很珍愛自己的書寫器具，以下就是

宋朝米芾「惜硯」的故事。 

  宋徽宗十分器重米芾，在一個風和日麗的天氣，徽宗在宮廷內院擺上一張長長的桌子、桌上鋪

有長二丈的絹帛，旁邊放著瑪瑙硯、李廷墨、牙管筆、金硯匣和玉鎮紙、水滴等御用的書寫工具，

然後派人把米芾請來，叫他當場揮筆，徽宗自己藏在簾後靜靜的觀賞，米芾不急不忙的提起筆來，

筆走龍蛇揮灑自如，徽宗看了非常喜歡，連聲讚歎！米芾寫完後，輕聲向簾後徽宗請求「陛下，這

硯台已被臣濡染，陛下不宜再用，就賞賜給臣吧！」徽宗愛才惜才，立即就點頭允許！ 

  米芾得到賞賜，就向忘年之交曾祖展示：「我得到一方稀世之硯」，曾祖說：「如今膺品充斥，

你的寶硯是否讓我鑒賞一番？」米芾連忙起身取硯，曾祖知道米芾有潔癖，他把手清洗乾淨，才小

小心心的把寶硯拿在手中，左看右看，讚賞不已說：「這硯台看外形，確實是上品，但不知發墨情

形如何？」米芾忙叫家僮取水，心急的曾祖等不及水到，就吐了一口口水在硯台上開始磨墨，米芾

愣住了，而且很不高興說：「這硯台已被污損，失去了它的珍貴。」說完就把這硯台給了曾祖，無

論曾祖如何道歉，米芾就是不肯要這硯台了。 

WHO  (故事的主角是誰？)  

WHEN  (故事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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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故事如何發展下去？)  

讀後心得：(至少 50字，請貼上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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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書法故事心得學習單    __年__班座號___姓名：__________ 

故事：       五不寫 

  前面提過書家有書家的個性，在某種情況下，會拒絕寫字。蘇東坡遇到下列五種情況，也絕不

提筆贈書，這也就是「五不寫」。 

1. 限定字體大小的不寫：東坡認為求書的人，居然限定字的大小，可見他的用意根本不在乎筆法

的工拙，大概怕字體太大浪費紙張吧！既然擔心浪費紙張，又何必多此一舉，浪費筆墨呢？ 

2. 不認識，未曾謀面的人不寫：東坡曾經回答劉元忠一封信，說道：「白雲居士是不是你的號稱？

或者是你替他代求的？不管怎麼說，我既然不認識他，就不便隨便落款贈送，如果真是你的名號，

我卻不喜歡你輕易使用這個我不知道的別號。」結果自然沒有寫啦！這大概是怕別人別有居心，或

誠意不夠，不知珍惜。東坡是自負的，假如字落在一個下里巴人手中，豈不是對牛彈琴，他如何捨

得？ 

3. 綾絹不寫：東坡認為綾絹該用來做衣服，不該用來寫字。如果用綾絹寫字，上帝都要禁止的。 

4. 想藉他的字畫，揚名後世的不寫：當時有些文人想把文章透過他的筆法，以求彰顯於後代，東

坡非常生氣，他認為這種方式未免太卑鄙無恥了，世人不憑正當手段求得門徑，卻只會鑽營、巴結，

這種邪風杜絕還來不及，怎麼能再助長呢？ 

5. 文無深意，無法下筆不寫：如果所寫的沒有內容，欠缺深意，必然格調淺陋，當然寫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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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故事如何發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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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書法故事心得學習單    __年__班座號___姓名：__________ 

故事：      一屁打過江 

        蘇軾與佛印和尚是很好的朋友，兩人常聚在一起討論佛法。某日，寄寓江北瓜州的蘇軾萬

分得意地寫了一首〈讚佛偈〉，派人送去給住在鎮江金山寺的佛印，請他指教。佛印打開信，只見上

頭寫：                                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 

                                    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 

       「八風」是佛家語，指稱、譏、毀、譽、利、衰、苦、樂八種境界。蘇軾這麼寫，明是「讚

佛」，實際上卻在炫耀說自己已到了世間榮辱都無法撼動的地步。不過佛印看完，只是笑一笑，然後

在末尾寫了個「屁」字，請來人再送還蘇軾。 

        蘇軾原以為佛印會對自己寫的偈言讚不絕口，及至開信一瞧，當場怒不可遏，馬上乘船渡

江而去，準備找佛印理論。可就在他風風火火趕到金山寺時，卻見深鎖的寺門上貼著一張紙，上頭

寫：「八風吹不動，一屁打過江。」蘇軾看了不禁暗叫慚愧：自己明明表示任何榮辱毀譽都無法撼動，

結果卻禁不起佛印寫的一個「屁」字，怒氣沖沖地要找他理論……由此可見，自己的修養還不到家。

於是，他又心服口服地返回江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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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故事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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