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门二十品
所谓“龙门二十品”是指选自龙门石窟中北魏时期的二十方造像题记（牛橛造像记、

一弗造像题记、始平公造像记、北海王元详造像记、司马解伯达造像记等），是魏碑

书法的代表，其中十九品在古阳洞，一品在慈香窟，这一称号始自清代。此内包含拓

本和超清朱色拓片两种类型的文件。#更新

“龙门二十品”是北魏时期书法艺术的精华之作，它所展现的书法艺术是在汉代隶书

和晋代隶书的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来的，字体端庄大方、刚健质朴，既具隶书格调，又

有楷书因素，是“魏碑”体的代表，在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具有极崇高的地位。所

谓魏碑，是书法界对北魏乃至整个北朝碑志书艺的总称,名曰“魏碑体”，或云“北

碑”、“龙门体”，习惯上称它“魏碑”。龙门北魏造像题记，体法多变，纯朴天然，

介乎隶、楷之间，有其独特的风采。从乾嘉至清末，引起了包世臣、康有为等书法家、

学者的极力推崇。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称颂“北朝人书，落笔峻而结体庄和，行

墨涩而取势排宕。”魏体，指北朝元魏时的书体，见于当时的石刻、摩崖、造像等。

时楷书初兴，脱出隶法，故体貌百变，而以方正凝重为主，世称“北碑体”，或以元

魏三朝中北魏水平最高，又谓之曰“魏体”。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备魏第十》

曰“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其笔气浑厚，总态跳宕，长短大小，各因其体；分

行布白，自妙其致；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藏奇崛于方平之内，皆极精彩。

从书法史上看，“魏碑”产生于楷书的发展时期。阮元《擘经室集，南北书派论》曰：

“北碑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磅。”经阮元、包世臣的鼓吹，学习“魏体”

之风大炽，形成“碑学”。

魏碑书法艺术，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佛教的造像题记，一类是民间的墓志铭。仅龙

门石窟的造像题记就有三千余品，而著名的是“龙门二十品”。墓志在南北朝时十分

盛行，其中北魏的墓志铭比前代都多，书法中带有汉隶笔法，结体方严，笔画沉着，

变化多端，美不胜收。魏碑是楷书的一种，魏楷和晋朝楷书、唐朝楷书并称三大楷书

字体。“龙门二十品”书法艺术以汉隶和晋隶为基础，杂糅各家之长而自成一体，代

表了北魏时期书法艺术的极高成就，是“魏碑”体中的杰作。

清代大书家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对南北朝碑有“十美”的评述。他说：“古今之中，

魏为可宗。可宗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

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

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有之。”概括了魏碑书法雄强、朴拙、自

然天成的艺术特点。

就用笔而论，大多数碑帖是方圆并用的。“龙门二十品”虽说纯方笔或者说主方笔的

https://old.shuge.org/ebook/longmen-er-shi-pin/


占大多数，但也有方圆兼备的。以我的看法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主方笔的有慧成、

魏灵藏、杨大眼、孙秋生、尉迟、一弗、郑长猷、惠感、解伯达、道匠、高树、前侯

太妃十二品。第二类主圆笔的有元祐、法生、后侯太妃三品。第三类方圆兼备的有元

详、元燮、马振拜、高太妃、慈香五品。

从结体特征上看，“龙门二十品”一是雄强茂密、意态奇逸。这一特征主要以慧成、

孙秋生、惠感、前侯太妃为代表。二是疏密敧正、结构天成。三是长短俯仰、兴趣酣

足。

“龙门二十品”的章法特征是伸缩与跌宕兼具，呼应与顾盼相生，有行而越行，相揖

而相让，既不是行书章法的实笔引带，也不像唐碑那样行列整齐。总之，在有意无意

间一任自然。（文字介绍参考：武庆平的 龙门二十品）

#新 《龙门二十品》民国时期朱朱色拓片十七种。

http://www.hawh.cn/gqwh/2012-11/28/content_129171.htm




此内含：安定王元燮为亡祖亡考亡妣造像记、北海王元详造像记、比丘道匠为师僧父

母造像记、比丘法生为孝文皇帝并北海王母子造像记、比丘惠感马为亡父母造像记、

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记、比丘尼慈香慧政造像记、步轝郎张元祖妻一弗为亡夫

造像记、辅国将军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记、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亡夫广川王贺兰汗

造像记、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幼孙造像记、陆浑县功曹魏灵藏薛法绍造像记、齐郡王

元佑造像记、新城县功曹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记、邑主高树和维那解伯都卅二

人等造像记、邑主马振拜和维那张子成卅四人为皇帝造像记、云阳伯郑长猷为亡父等

造像记。文件格式为超清JPG格式（图片宽度在5000像素至10000像素不等）。（哈佛

大学图书馆藏）

《龙门造像铭》拓本，十五种

http://beta.hollis.harvard.edu/primo_library/libweb/action/search.do?ct=facet&fctN=facet_library&fctV=HVD_HYL&rfnGrp=1&rfnGrpCounter=1&frbg=&fn=search&indx=1&vl(51615747UI0)=any&vl(1UI0)=contains&dscnt=0&scp.scps=scope%3A(HVD_FGDC)%2Cscope%3A(HVD)%2Cscope%3A(HVD_VIA)%2Cprimo_central_multiple_fe&tb=t&vid=HVD&fctV=online_resources&mode=Basic&ct=facet&rfnGrp=show_only&tab=everything&srt=rank&vl(394521272UI1)=all_items&fctN=facet_tlevel&dum=true&vl(freeText0)=longmen%20er%20shi%20pin&dstmp=1513601271278
http://beta.hollis.harvard.edu/primo_library/libweb/action/search.do?ct=facet&fctN=facet_library&fctV=HVD_HYL&rfnGrp=1&rfnGrpCounter=1&frbg=&fn=search&indx=1&vl(51615747UI0)=any&vl(1UI0)=contains&dscnt=0&scp.scps=scope%3A(HVD_FGDC)%2Cscope%3A(HVD)%2Cscope%3A(HVD_VIA)%2Cprimo_central_multiple_fe&tb=t&vid=HVD&fctV=online_resources&mode=Basic&ct=facet&rfnGrp=show_only&tab=everything&srt=rank&vl(394521272UI1)=all_items&fctN=facet_tlevel&dum=true&vl(freeText0)=longmen%20er%20shi%20pin&dstmp=1513601271278




此内含：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为亡息牛撅造像记、司马解伯达造像记、步轝郎张

元祖妻一弗为亡夫造像记、云阳伯郑长猷为亡父等造像记、邑主高树和维那解伯都卅

二人等造像记、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亡夫广川王贺兰汗造像记、比丘惠感马为亡父母

造像记、辅国将军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记、新城县功曹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

像记、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幼孙造像记、比丘法生为孝文皇帝并北海王母子造像记、

安定王元燮为亡祖亡考亡妣造像记、齐郡王元佑造像记、陆浑县功曹魏灵藏薛法绍造

像记、北海王国太妃高为亡孙保造像记，共十五种。（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本）

#新 《龙门二十品》1942年东京清雅堂刊本。

http://www.wul.waseda.ac.jp/kotenseki/html/chi06/chi06_01982/index.html




此内含：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为亡息牛撅造像记、陆浑县功曹魏灵藏薛法绍造像

记、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记、新城县功曹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记、北

海王国太妃高为亡孙保造像记、司马解伯达造像记、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幼孙造像记、

比丘尼慈香、慧政造像记、邑主高树和维那解伯都卅二人等造像记、辅国将军杨大眼

为孝文皇帝造像记、优填王造像题记、北海王元详造像记、云阳伯郑长猷为亡父等造

像记、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亡夫广川王贺兰汗造像记、齐郡王元佑造像记、比丘法生

为孝文皇帝并北海王母子造像记、比丘惠感马为亡父母造像记、步轝郎张元祖妻一弗

为亡夫造像记、安定王元燮为亡祖亡考亡妣造像记、比丘道匠为师僧父母造像记，共

二十种。1942年东京清雅堂刊本。（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龙门二十品中有十九品在古阳洞，仅有一品在位于老龙洞外的第660窟（慈香窑）。这

些造像记中的功德主多是北魏的王公贵族、高级官吏和有道高僧。他们为孝文帝歌功

颂德或为祈富欀灾而开龛造像。他们的名字多在史书上有所记载。这些造像记中往往

涉及当年的史实，因此，龙门二十品不但是北魏时期书法艺术的精华之作、魏碑书法

的代表作，也是具有研究价值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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