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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析孙过庭《书谱》“五合五乖”
◆李贵明（西北师范大学书法文化研究院）

                

摘要：孙过庭《书谱》“艺”论”兼善，既是书论名作，又是难得

的草书珍品。本文着重探讨孙过庭《书谱》中“五合五乖”与书法创作

之间的关系。“五合五乖”是孙过庭重要的创作思想，对后世影响也极

为深远。本文试对“五合五乖”之辩证关系进行详细阐述，并将其归

纳为影响书法创作的三大因素即志、物、境。并由此入手，明确阐述了

“五合五乖”与书法创作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          

关键词：五合五乖  志  物  境  书法创作

孙过庭﹙约646-690﹚字虔礼，唐代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擅

草书，工理论。其重要论著《书谱》“艺”“论”皆善,既是书论名作，又

是难得的草书珍品，对后世影响深远。

现传《书谱》墨迹本。草书，纸本，纵27.2厘米，横898.24厘米，每

纸16至18行不等。每行8至12字，共351行，3665字，衍文70余字。“汉

末伯英”下阙30字，“心不厌精”下阙30字。《书谱》在宋内府尚有上、

下二卷，下卷失散后，现传只有上卷。《书谱》真迹流传有序，原藏宋

内府，钤有“宣和”“政和”印记，宋徽宗题签。后归孙承泽，又归安

岐，后归清内府，旧藏故宫博物院，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孙过庭《书谱》书法理论涉及面甚广，既继承前贤，又开启后学，

言简意赅、意蕴丰富，在书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全面发展，远胜前

代。他的诸多书法理论充满着思辨色彩，对今天书法创作具有深远的

指导意义。孙过庭《书谱》中论及书法创作过程中创作主体的心理状

态、情感注入与情感表达、主客体相互关系、技法表现及心手相应原则

等。尤其是“五合五乖”的提出对后世影响极深，广为流传。在“五合

五乖”中，孙过庭谈及创作过程中主客观条件相生相克的关系，以及得

时、得器、与得志的不同条件及相互作用，强调创作主体的主导作用，

本文将重点阐述“五合五乖”与书法创作之关系。

一、“五合五乖”之含义

“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

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心遽体留,一乖也；意违势屈，二乖

也；风燥日炎，三乖也；纸墨不称，四乖也；情怠手阑，五乖也。” 

所谓“合”者，即和谐、适合、融合之意；“乖”者，即违背、违

犯、不和谐之意。

1．“神怡务闲”：是指精神状态良好，无杂务缠身，身心处于极为

放松之自然状态，在此心境下作书，定当和谐。此第一种和谐状态。

2．“感惠徇知”：酬谢知己，或以书法形式表达亲朋对自己之恩

惠。此种心绪可充分调动书写者积极性。此第二种和谐状态。

3．“时和气润”：指天朗气清，空气湿润，气候宜人，优良的气候

条件有利于作书。此第三种和谐状态。

4．“纸墨相发”：指笔墨、纸张俱为精良，得心应手。此第四种和

谐状态。

5．“偶然欲书”：指有时灵感突现，创作欲望异常强烈。此种情形

易激发兴趣，下笔有由，成功率高。此第五种和谐状态。

6．“心遽体留”：与“神怡务闲”相悖，对应为一种极差的创作状

态，俗务缠身，身心疲惫，精神涣散，身心处忙乱之中，无法闲静。此

第一种不和谐状态。

7．“意违势屈”：违背自身心意，或迫于某种情势，在极不和谐、

舒畅之情境下作书。此第二种不和谐状态。

8．“风燥日炎”：泛指不利之气候条件，或空气干燥，或赤日炎

炎，或寒冷异常，或电闪雷鸣。此第三种不和谐状态。

9．“纸墨不称”：笔墨、纸张等书写工具俱不称手，影响水平发

挥。此第四种不和谐状态。

10．“情怠手阑”：情绪低落，身心疲惫，精神倦怠，无创作欲

望。此第五种不和谐状态。

孙氏“五合五乖”揭示影响书法创作的诸多因素，如精神状态、物

质条件、创作环境等。诚然，影响个体书法创作因素很多，然孙氏“五

合五乖”所说诸多因素均为充分条件，而非充分必要条件。孙氏强调的

是书法创作状态之普遍规律，并不涉及人与人之间比较。即揭示有利书

法创作与不利书法创作之一般状态，意为在功力、才情、学识、修养一

定的情况下，相对于某个体而言，良好的主、客观条件更有利于水平的

发挥。

二、“五合五乖”辩证关系  

（一）“五合五乖”相互关系

“五合五乖”是孙氏有关创作的重要观点，不仅涉及创作主、客观

条件，还涉及创作心理描述，上升到一个较高的哲学角度，为古代书论

中首次详尽阐述创作状态及环境的著述。在“五合五乖”中，孙氏强调

了创作主体在创作中的决定性作用。



艺术中国  2016 / 2 理论研讨

137

“五合五乖”分析创作之乖、合各自五种状态，即十种不同创作状

态，可概括为主客观两方面。

“神怡务闲”“感惠徇知”“心遽体留”“意违势屈”此指主观

精神、情绪、情感等乖、合情形；“时和气润”“纸墨相发”“风燥日

炎”“纸墨不称”则指客观上气候、温度、纸张、笔墨好坏等乖、合情

形。因而，“五合五乖“是主客观相生相克，互相关联、牵制的综合关

系。由于相生相克的相互变化，使得在这种状态下创作的书法作品会有

优劣不等的各种层次。

与此同时，孙氏还论述了“时”“器”“志”对于作书的重要作

用。“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在此，“时”与“器”属客观方

面，包括空气、温度、季节、笔墨、纸张等；“志”属主观方面，指创

作主体精神、心绪、情感等，然“志”起决定作用。故而综上所述，据

“时”“器”“志”组合关系，至少有如下类型：

因而，孙过庭又云：“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

笔畅。”

（二）由“五合五乖”归纳出影响创作之三大因素

“五合五乖”揭示创作主体十种不同的创作状态，包括创作中的精

神状态、创作环境、工具材料、创作欲望等方面。本文将“五乖五合”

共归纳为以下三种因素。

1．志——精神状态（心境、情感、精神）

孙氏有句云：“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可见“志”最为

重要，是书法创作之主导因素，在创作中起决定性作用。按照辩证唯

物主义理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

起作用。因而，在创作中，创作主体的“志”便起主导作用。故无论五

合中的“神怡务闲”“感惠徇知”“偶然欲书”还是五乖中的“心遽体

留”“意违势屈”都关乎创作时的精神状态，都隶属于“志”的范畴。

2．物——工具、材料

物即指书法创作中之物质条件，指书写工具材料及其它各种物质手

段，是创作活动中的物质载体。北宋欧阳修《试笔》中曾云：“苏子美

尝言：‘‘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是人生一乐’。”

俗语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皆言工具材料之重要。

只有书写工具上乘、材质精良，方有助于创作成功。

3．境——创作环境

“时和气润”“风燥日炎”是孙氏所谓“得时”之外部条件，本文

将其扩展为影响书法创作的一切主客观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

境、人文历史环境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作用于书家，进而影响其创作

活动。

4．志、物、境三者之关系

注：①此图是指创作主体有一定的书法基础、书写技巧、审美眼光、文化修

养下所产生的相生相克关系。

②此图论述影响书法创作的普遍性规律，并不涉及不同创作个体之比较。

由上图可得知：跟创作活动相关的外在器物的优劣，及创作的外在

环境都会影响“志”，即创作主体的心情、心境、精神状态、创作灵感

的诱发等，进而影响创作活动并直接关乎作品的质量。只有当物合、境

合、志合之时才最有可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反之物乖、境乖、志乖之

时，则不适宜创作，即使创作其成功率也必然很低，很难创作出优秀的

作品。

结语 

孙过庭“五合五乖”揭示了影响书法创作的诸多因素，诸如精神

状态、物质条件、创作环境等，不仅涉及创作主、客观条件，还涉及创

作心理，上升到一个较高的哲学角度，辩证地论述了“五合五乖”对书

法创作的影响。孙过庭《书谱》对创作的论述是其重点，尤其“五合五

乖”的提出更是见解独到，振聋发聩。他的诸多书学思想在中国古代书

论史上具有开创意义。时至今日，他的真知灼见仍影响着当今书坛的理

论研究与书法创作！

（本文系2014年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西部农村中小学书法教

育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4YJA88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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