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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楷 书 技 法 知 识 

书 法 是 我 们 中 华 民 族 一 种 悠 久 的 传 统 艺 术 ， 现 在 学 习 书 法 的 人 越 来 越 多 。 许 多 青 少 年 喜 欢 学 

书 法 ， 不 仅 因 为 练 好 一 笔 字 是 当 代 青 年 具 有 文 化 素 养 的 表 现 ， 同 时 也 是 为 了 掌 握 一 门 艺 术 ， 立 足 

于 社 会 。 许 多 老 年 人 也 喜 欢 学 习 书 法 ， 因 为 他 们 从 中 可 以 得 到 乐 趣 ， 有 益 身 心 的 健 康 ， 把 余 热 献 

给 一 门 传 统 艺 术 。 虽 然 他 们 都 初 学 书 法 ， 但 是 由 于 学 习 时 的 条 件 和 目 的 不 尽 相 同 ， 所 以 应 该 说 ， 他 

们 学 习 的 途 径 是 不 完 全 一 样 的 。 学 习 书 法 首 先 要 练 好 基 本 功 。 书 法 的 基 本 功 有 两 个 方 面 ： 一 是 要 

熟 练 地 掌 握 书 写 的 技 法 ； 二 是 要 不 断 地 提 高 文 化 艺 术 的 素 养 。 编 写 本 书 的 目 的 ， 是 指 导 初 学 者 如 

何 从 学 楷 书 入 手 ， 掌 握 书 法 技 法 方 面 的 基 本 功 。 

（ 一 ） 学 书 法 宜 从 楷 书 入 手 

学 习 书 法 从 什 么 字 体 入 手 ， 似 乎 有 各 种 说 法 。 如 有 人 主 张 从 隶 书 入 手 ， 说 隶 书 容 易 掌 握 ， 也 

能 练 好 基 本 功 ； 也 有 人 主 张 从 练 魏 碑 开 始 ， 说 便 于 练 基 本 功 ； 还 有 人 说 你 喜 欢 什 么 体 就 从 练 什 么 

体 入 手 。 所 以 有 这 种 种 不 同 说 法 ， 是 因 为 各 人 在 学 习 书 法 过 程 中 体 会 不 同 造 成 的 ， 这 都 是 个 人 的 

经 验 。 那 么 ， 学 书 法 在 它 的 入 门 阶 段 ， 即 掌 握 基 本 技 法 当 中 有 没 有 客 观 规 律 呢 ？ 应 该 说 是 有 的 ， 这 

就 是 当 前 大 多 数 人 所 主 张 的 从 学 楷 书 入 手 。 为 什 么 说 学 书 法 从 楷 书 开 始 是 符 合 客 观 规 律 的 呢 ？ 从 

篆 、 隶 、 楷 、 行 、 草 5种 字 体 发 展 过 程 来 看 ， 楷 体 正 好 处 在 中 间 阶 段 ， 楷 书 是 从 隶 书 发 展 变 化 而 

来 的 ， 掌 握 了 写 楷 书 的 技 法 ， 如 再 把 楷 书 写 成 偏 扁 结 构 ， 加 上 波 磔 的 笔 法 ， 即 是 隶 书 。 如 果 将 楷 

书 写 得 简 便 流 动 一 些 ， 即 是 行 书 。 将 行 书 再 写 得 更 简 便 流 动 一 些 ， 即 是 今 草 。 可 见 掌 握 了 楷 书 的 

技 法 ， 便 于 掌 握 其 它 字 体 的 笔 法 。 而 且 楷 书 的 笔 法 比 其 它 字 体 要 丰 富 ， 结 构 法 度 较 标 准 ， 便 于 初 

学 者 掌 握 基 本 技 法 。 隶 书 笔 法 较 简 单 ， 行 草 书 结 构 形 态 可 变 性 强 ， 对 初 学 者 练 基 本 技 法 都 是 不 利 

的 因 素 。 但 是 ， 话 又 说 回 来 ， 每 个 人 体 会 、 认 识 角 度 不 同 ， 从 何 种 字 体 开 始 学 习 书 法 ， 不 必 强 调 

一 致 。 

（ 二 ） 楷 书 的 笔 法 

学 楷 书 首 先 要 从 学 点 画 开 始 ， 因 为 点 画 是 构 成 字 的 间 架 结 构 的 材 料 。 练 好 点 画 的 写 法 ， 在 临 

写 时 就 可 以 更 多 地 注 意 结 体 。 

古 人 把 楷 书 的 笔 法 归 纳 为 8种 笔 画 的 写 法 。 即 所 称 “ 永 字 八 法 ” （ 图 1） ， 说 它 是 “ 墨 道 之 最 ” 。 

了 解 永 字 八 法 ， 对 我 们 临 写 范 本 、 掌 握 笔 法 是 有 好 处 的 。 “ 永 字 八 法 ” 指 的 是 以 下 8种 笔 画 的 写 法 。 

一 是 点 的 写 法 。 古 人 称 点 为 侧 ， 即 不 是 正 势 而 是 侧 势 ， 用 笔 时 斜 下 笔 ， 笔 锋 侧 向 左 ， 笔 肚 子 

向 右 ， 逆 锋 入 笔 往 右 按 ， 它 的 形 态 像 一 只 鸟 在 翻 身 往 上 飞 （ 图 2） 。 这 只 是 指 一 般 的 写 法 ， 并 不 是 

一 切 有 中 心 点 的 字 都 必 定 这 样 写 ， 还 要 看 字 的 结 构 不 同 而 用 不 同 的 写 法 。 如 欧 阳 询 的 《 九 成 宫 醴 

泉 铭 》 中 的 “ 之 ” 、 “ 信 ” 、 “ 交 ” 、 “ 字 ” 、 “ 充 ” 等 字 的 中 心 点 ， 结 构 不 同 ， 写 法 也 各 异 。 这 里 讲 的 

点 的 写 法 ， 是 古 人 对 一 般 的 中 心 点 的 审 美 理 解 和 它 的 用 笔 方 法 ， 如 鸟 的 翻 身 ， 又 像 从 空 中 落 下 的 

陨 石 的 形 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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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是 横 画 的 写 法 。 古 人 称 横 画 的 写 法 为 勒 ， 像 

“ 悬 崖 勒 马 ” ， 即 是 说 ， 下 笔 时 要 逆 入 后 往 下 顿 ， 然 

后 平 拉 向 右 运 行 ， 收 笔 停 顿 时 ， 即 勒 住 回 锋 收 笔 。 在 

往 右 运 行 时 要 有 一 种 涩 劲 ， 像 “ 千 里 阵 云 ” （ 图 3） 。 

但 因 每 个 书 法 家 字 的 风 格 不 一 样 ， 虽 然 都 是 这 种 用 

笔 ， 由 于 逆 入 、 下 按 、 停 顿 、 回 锋 微 妙 的 变 化 ， 往 

右 运 行 时 曲 直 粗 细 的 不 同 ， 就 出 现 不 同 的 艺 术 效 果 。 

如 以 颜 、 柳 、 欧 、 赵 四 家 的 横 画 写 法 比 较 ， 就 可 看 

出 这 种 写 法 上 的 微 妙 变 化 ， 以 及 所 造 成 风 格 的 不 

同 。 

三 是 竖 画 的 写 法 。 古 人 称 竖 画 为 弩 。 竖 画 的 上 

下 头 有 曲 势 ， 不 能 直 上 直 下 ， 运 笔 时 笔 逆 锋 向 上 往 

左 后 往 右 顿 笔 再 往 下 运 行 。 在 往 下 运 行 时 ， 笔 杆 因 用 力 自 然 微 倾 前 而 

成 涩 笔 ， 收 笔 时 停 顿 回 锋 收 笔 ， 竖 画 的 入 笔 和 收 笔 都 是 上 逆 下 逆 如 弩 

的 两 端 造 成 逆 势 ， 不 过 收 笔 时 有 “ 悬 针 ” 、 “ 垂 露 ” 两 种 笔 法 。 所 谓 

“ 悬 针 ” 笔 指 的 如 悬 吊 着 的 针 头 。 收 笔 时 笔 锋 一 直 往 下 收 锋 ， 越 来 越 细 ， 

收 笔 时 暗 回 锋 如 针 尖 。 “ 垂 露 ” 则 收 笔 时 如 露 珠 ， 收 锋 下 按 时 间 稍 长 ， 

回 锋 明 显 （ 图 4） 。 

四 是 挑 笔 ， 即 俗 称 跳 钩 的 写 法 。 古 人 

为 什 么 称 钩 为 跳 ？ 大 概 有 三 层 意 思 ： 一 是 

竖 画 收 笔 回 锋 时 即 要 为 钩 作 准 备 ； 二 是 笔 

锋 停 顿 转 笔 后 即 要 猛 然 挑 出 ， 犹 如 人 的 踢 

腿 ； 三 是 收 锋 后 不 能 露 锋 ， 要 稍 稍 地 收 回 ， 

使 笔 画 显 得 含 蓄 有 力 。 但 实 际 上 各 书 家 在 

挑 笔 的 具 体 运 用 时 都 会 有 所 不 同 ， 才 显 示 

出 个 性 和 个 人 风 格 。 如 柳 字 的 挑 笔 ， 竖 笔 

收 笔 时 回 锋 停 顿 时 间 长 ， 出 挑 时 短 促 向 上 ， 

显 得 有 力 雄 劲 ； 欧 字 竖 画 收 笔 

在 向 左 挑 出 时 短 促 而 锐 ， 显 得 

刚 劲 挺 拔 ； 赵 字 在 竖 画 收 笔 回 

锋 时 无 甚 停 顿 即 挑 出 ， 长 而 锐 ， 

显 得 奔 放 。 一 般 反 挑 往 往 采 取 

两 种 写 法 ： 一 种 是 竖 笔 和 挑 笔 

分 两 笔 来 写 ； 一 种 是 两 笔 中 间 

不 断 笔 ， 竖 笔 收 笔 后 即 挑 出 

（ 图 4） 。 

五 是 左 上 撇 笔 （ 提 、 策 ） 的 

写 法 。 古 人 认 为 ， 左 上 撇 笔 像 

用 马 鞭 策 马 之 势 ， 逆 笔 向 下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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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 顿 ， 仰 笔 铺 毫 而 上 ， 到 笔 画 末 端 收 笔 暗 收 锋 ， 其 力 量 在 末 端 的 锋 锐 （ 图 

5） 。 这 种 左 上 撇 笔 ， 除 “ 永 ” 、 “ 水 ” 、 “ 承 ” 等 字 外 ， 如 “ 打 ” 、 “ 瑞 ” 、 

“ 塔 ” 、 “ 之 ” 等 字 的 撇 笔 的 笔 法 也 大 体 相 同 。 

六 是 左 下 撇 笔 的 写 法 。 古 人 称 它 的 写 法 如 飞 鸟 的 鸟 翼 掠 过 ， 由 大 到 小 ， 

笔 势 轻 捷 险 劲 。 运 笔 时 先 逆 笔 向 上 入 笔 ， 停 顿 后 回 锋 往 左 下 运 行 要 轻 捷 ， 至 

收 笔 时 暗 回 锋 ， 有 险 峻 之 势 （ 图 6） 。 类 似 左 下 撇 笔 的 如 “ 为 （ 為 ） ” 、 “ 束 ” 、 

“ 合 ” 、 “ 来 ” 等 字 的 撇 笔 。 

七 是 右 上 撇 笔 的 写 法 。 古 人 称 它 如 鸟 啄 物 ， 腾 凌 而 速 进 ， 是 一 种 从 右 

上 方 腾 空 而 来 的 短 撇 。 运 笔 时 下 笔 蹲 锋 而 速 进 ， 因 笔 画 短 故 收 笔 时 要 急 速 

收 锋 （ 图 7） 。 如 “ 承 ” 、 “ 物 ” 、 “ 家 ” 等 字 。 虽 部 位 不 相 同 ， 但 笔 法 要 求 都 

是 差 不 多 的 。 

八 是 右 下 捺 笔 的 写 法 。 古 人 称 捺 笔 的 写 法 如 同 割 裂 牲 口 的 态 势 。 运 笔 

时 逆 笔 向 上 ， 停 顿 回 锋 ， 往 下 右 行 时 笔 毫 逐 渐 铺 开 ， 到 将 近 收 笔 时 ， 转 笔 

向 右 逐 步 收 锋 ， 到 尖 锐 状 时 回 锋 暗 收 笔 ， 回 锋 时 也 可 成 锐 角 状 （ 图 8） 。 

除 以 上 8种 笔 画 的 基 本 写 法 外 ， 还 有 戈 、 折 的 写 法 。 戈 法 可 分 两 种 ： 一 

是 横 画 较 长 ， 斜 竖 笔 下 笔 时 逆 笔 上 行 ， 顿 笔 回 锋 后 往 右 斜 下 行 ， 至 停 顿 挑 

出 收 锋 ， 成 两 个 小 曲 弧 度 ； 另 一 种 横 画 短 的 字 ， 只 有 一 个 弧 度 （ 图 9） 。 

折 （  ） 法 。 横 画 收 笔 停 顿 回 锋 转 笔 后 进 入 竖 画 ， 笔 锋 不 离 纸 面 ， 这 是 一 笔 转 折 法 。 横 画 收 

笔 后 转 入 竖 画 时 ， 笔 锋 稍 离 纸 面 再 起 笔 写 竖 画 ， 实 际 上 采 用 两 笔 写 出 折 ， 是 两 笔 转 折 法 。 写 时 笔 

锋 外 露 成 方 折 称 方 笔 ； 转 折 时 笔 锋 不 露 而 圆 转 称 圆 笔 。 竖 画 呈 往 外 弧 曲 势 ， 称 为 外 拓 法 ； 竖 画 呈 

往 内 的 弧 势 称 内 擫 法 （ 图 10） 

图 10

欧 、 赵 、 颜 、 柳 

“ 闻 ” （ 聞 ） ” 、 

“ 间 （ 間 ） ” 、 

“ 问 （ 問 ） ” 笔 

法 示 意 图 
*

※ 括 号 内 的 字 是 前 面 字 的 繁 体 、 异 体 字 ， 下 同 。 

· 3· 



在 运 笔 过 程 中 ， 有 两 种 笔 法 最 为 重 要 。 一 种 称 提 按 。 任 何 笔 画 都 是 复 杂 的 提 按 运 动 过 程 。 提 

和 按 不 能 只 作 机 械 的 理 解 ， 似 乎 只 是 笔 锋 的 提 起 和 往 下 按 ， 实 际 上 运 笔 时 的 提 和 按 都 不 是 在 一 个 

点 上 ， 都 是 运 行 时 的 运 动 过 程 ， 笔 画 的 粗 细 、 顿 挫 是 笔 锋 提 按 运 动 的 表 现 。 笔 锋 按 下 去 ， 越 按 得 

深 笔 毫 着 纸 的 面 积 越 多 ， 笔 画 即 粗 重 、 浑 厚 而 有 力 。 笔 锋 提 起 ， 笔 毫 着 纸 少 或 只 有 笔 尖 在 运 行 ， 笔 

画 即 表 现 出 细 而 轻 快 。 笔 锋 的 停 顿 、 转 折 、 逆 锋 、 回 锋 等 均 贯 注 着 提 按 的 运 动 。 每 个 字 的 笔 画 都 

有 许 多 提 按 过 程 。 根 据 笔 势 的 需 要 ， 提 和 按 的 时 间 有 长 有 短 ， 笔 锋 升 降 有 高 有 低 ， 笔 毫 着 纸 面 有 

多 有 少 ， 运 行 时 有 快 有 慢 ， 着 力 程 度 有 轻 有 重 ， 就 形 成 笔 画 的 刚 柔 、 粗 细 、 流 畅 与 枯 涩 等 等 的 变 

化 。 因 此 ， 自 觉 地 理 解 、 掌 握 、 研 究 提 按 运 动 的 变 化 ， 对 掌 握 笔 法 是 很 重 要 的 。 

其 次 是 逆 入 回 锋 笔 法 ， 即 米 芾 所 说 的 “ 无 垂 不 缩 ， 无 往 不 收 ” 。 说 的 是 笔 画 的 起 笔 、 收 笔 都 要 

逆 入 回 锋 。 所 谓 逆 入 是 笔 锋 向 相 反 的 方 向 下 笔 ， 然 后 下 顿 回 行 ， 收 笔 时 往 下 顿 回 锋 。 逆 入 回 锋 的 

作 用 ， 一 是 使 笔 画 起 止 具 有 完 整 性 和 力 度 。 相 反 ， 笔 画 则 容 易 如 同 火 柴 棒 一 样 ， 笔 画 突 然 来 又 突 

然 止 ， 力 量 无 从 表 现 。 起 收 笔 逆 入 回 锋 ， 藏 锋 运 笔 ， 要 求 中 锋 用 笔 ， 这 样 造 成 笔 画 的 厚 重 坚 实 ， 有 

浮 雕 感 。 二 是 逆 入 回 锋 用 笔 使 笔 画 具 有 姿 态 ， 抢 笔 逆 锋 而 入 ， 转 笔 而 顿 笔 或 蹲 笔 而 锋 回 ， 一 去 一 

回 一 顿 就 产 生 多 种 多 样 的 笔 痕 姿 态 ， 回 转 停 顿 的 时 间 长 短 和 笔 锋 所 占 面 积 的 大 小 ， 露 锋 或 藏 锋 等 

等 的 不 同 ， 笔 画 的 形 态 也 就 各 异 ， 引 起 字 的 姿 态 千 变 万 化 。 

中 国 书 法 在 长 期 发 展 过 程 中 ， 形 成 了 一 套 极 为 丰 富 的 笔 法 技 巧 ， 每 一 种 用 笔 都 有 它 的 专 门 名 

词 和 内 涵 。 写 楷 书 的 笔 法 就 极 繁 多 ， 如 抢 笔 、 顿 笔 、 蹲 笔 、 挫 笔 、 衄 笔 、 折 笔 、 转 笔 、 翻 笔 、 绞 

笔 、 行 笔 、 驻 笔 等 等 。 

抢 笔 。 指 入 笔 前 笔 锋 不 落 纸 而 作 折 势 的 一 种 下 笔 前 的 准 备 动 作 （ 图 11） 。 

顿 笔 。 指 笔 锋 下 按 时 ， 受 下 按 时 的 压 力 垂 直 落 纸 之 后 ， 受 到 纸 面 的 阻 力 ， 使 弹 性 的 笔 毫 不 断 

地 压 铺 在 纸 面 上 ， 达 到 一 定 的 深 度 ， 成 顿 笔 状 （ 图 12） 。 顿 笔 力 度 要 恰 当 ， 如 果 过 重 时 ， 笔 毫 铺 得 

过 多 ， 时 间 长 ， 就 会 出 现 点 画 肥 滞 。 

蹲 笔 。 运 笔 如 顿 笔 ， 然 而 力 度 轻 于 顿 笔 ， 按 时 在 著 力 与 不 著 力 之 间 ， 运 笔 也 比 顿 笔 快 。 

挫 笔 。 指 顿 笔 后 略 提 起 ， 使 笔 锋 转 动 ， 微 离 顿 处 。 多 用 于 笔 画 的 转 折 处 。 

衄 笔 。 笔 锋 去 而 逆 回 。 

折 笔 。 指 笔 锋 或 上 或 下 、 或 左 或 右 逆 返 。 折 锋 可 以 方 折 ， 也 可 圆 折 。 方 折 则 出 现 方 棱 ， 圆 折 

则 不 露 锋 ， 成 为 圆 转 （ 图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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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笔 。 指 笔 锋 回 旋 。 回 旋 时 藏 锋 不 露 棱 角 ， 不 露 笔 锋 。 

翻 笔 。 指 笔 锋 在 第 一 笔 势 未 尽 时 ， 即 趁 势 翻 转 到 第 二 笔 ， 从 横 画 转 到 竖 画 （ 图 14） 。 



（ 三 ） 楷 书 的 结 构 

绞 笔 。 指 笔 锋 绞 动 。 

行 笔 。 指 笔 毫 正 在 向 前 运 行 。 

驻 笔 。 不 提 不 顿 ， 不 转 不 动 ， 笔 锋 着 纸 ， 停 以 取 势 。 

以 上 所 讲 的 这 些 笔 法 知 识 ， 不 是 机 械 地 去 理 解 和 练 习 ， 而 是 在 

临 写 范 帖 过 程 中 都 会 碰 到 的 ， 在 写 点 画 中 很 自 然 地 用 这 些 方 法 。 有 

些 教 师 在 指 导 学 员 临 帖 中 只 是 讲 怎 样 去 临 ， 却 不 说 明 有 关 的 笔 法 基 

本 知 识 ， 使 学 员 只 是 盲 目 地 去 模 仿 ， 却 不 知 道 为 什 么 这 么 写 。 不 懂 

得 笔 法 的 基 本 知 识 ， 就 不 知 道 笔 法 的 基 本 概 念 。 为 了 临 好 帖 ， 就 要 

懂 得 笔 法 的 基 本 知 识 和 笔 法 技 巧 ， 然 后 临 写 范 帖 ， 进 行 实 践 ， 才 会 

加 速 临 写 范 帖 的 过 程 ， 加 速 基 本 功 练 习 的 速 度 。 

初 学 书 法 者 在 临 帖 时 很 容 易 盲 目 照 着 范 帖 一 笔 一 画 地 摹 仿 ， 不 理 解 楷 字 的 大 结 构 ， 因 而 不 容 

易 掌 握 字 的 全 局 结 构 的 搭 配 ， 效 果 往 往 不 好 。 只 有 对 汉 字 的 结 构 有 个 大 体 的 认 识 ， 学 习 的 收 效 才 

会 大 。 汉 字 的 大 结 构 ， 可 分 为 单 体 结 构 、 双 体 并 列 结 构 、 双 体 上 下 结 构 、 三 体 并 列 结 构 、 三 体 上 

中 下 结 构 、 三 角 结 构 、 四 角 结 构 、 包 围 结 构 、 参 错 结 构 、 多 体 结 构 等 （ 图 15） 。 现 分 述 如 下 ： 

1． 单 体 结 构 。 由 单 体 组 成 ， 一 般 笔 画 较 少 ， 如 “ 九 ” 、 “ 文 ” 、 “ 米 ” 、 “ 下 ” 等 字 。 单 体 字 在 安 

排 笔 画 时 要 注 意 结 体 平 整 ， 重 心 稳 定 ， 笔 画 之 间 要 呼 应 、 搭 配 。 

2． 双 体 并 列 结 构 。 即 由 两 个 单 体 组 成 一 左 一 右 并 列 的 结 构 。 这 种 结 构 又 可 分 成 若 干 种 。 

第 一 种 是 左 为 副 右 为 主 结 构 。 以 偏 旁 为 副 ， 另 有 单 体 为 主 ， 如 “ 休 ” 、 “ 枝 ” 、 “ 矿 （ 礦 ） ” 、 “ 驰 

（ 馳 ） ” 等 字 。 偏 旁 约 占 总 体 面 积 的 三 分 之 一 ， 主 体 单 字 约 占 三 分 之 二 。 双 体 之 间 ， 要 注 意 避 就 和 

呼 应 ， 整 体 结 构 才 能 严 紧 。 不 要 使 偏 旁 过 疏 ， 使 主 体 局 促 。 笔 画 之 间 要 穿 错 ， 互 有 呼 应 、 有 联 系 。 

第 二 种 是 双 体 同 等 结 构 。 即 两 个 单 体 各 占 面 积 的 一 半 ， 如 “ 好 ” 、 “ 殷 ” 、 “ 鸭 （ 鴨 ） ” 、 “ 明 ” 等 

字 。 这 种 结 体 的 字 ， 要 求 匀 称 中 求 变 化 ， 呼 应 中 求 集 中 。 

在 双 体 同 等 结 构 的 字 当 中 ， 有 一 种 重 字 双 合 结 构 ， 如 “ 朋 ” 、 “ 林 ” 等 字 ， 本 来 双 体 所 占 比 例 

相 等 ， 为 了 使 对 称 中 有 变 化 ， 往 往 变 成 主 副 结 构 ， 即 左 侧 单 体 写 得 比 右 侧 单 体 部 分 窄 ， 两 个 单 体 

相 同 的 笔 画 ， 也 要 写 得 有 变 化 ， 不 能 雷 同 。 如 “ 朋 ” 字 的 四 笔 竖 画 和 六 笔 横 画 ， 不 能 写 成 均 匀 死 

板 。 

第 三 种 左 主 右 副 结 构 。 即 和 第 一 种 相 反 ， 如 “ 即 ” 、 “ 剑 （ 劍 ） ” 、 “ 鄂 ” 、 “ 歌 ” 等 字 ， 左 侧 单 体 

笔 画 多 ， 右 侧 是 偏 旁 ， 笔 画 少 。 左 旁 占 面 积 三 分 之 二 ， 右 偏 旁 占 三 分 之 一 ， 笔 画 之 间 要 注 意 避 就 

呼 应 和 变 化 。 如 “ 即 ” 字 ， 左 右 都 同 一 方 向 ， “  ” 字 应 往 上 ， “ 卩 ” 字 往 下 ， 避 免 并 列 呆 板 上 实 

下 虚 ， 右 体 横 短 画 对 着 左 侧 二 、 三 短 横 画 间 ， 下 部 分 趋 向 中 心 点 ， 使 两 个 单 体 在 精 神 上 统 一 到 字 

的 中 心 。 

3． 双 体 上 下 结 构 。 即 两 个 单 体 字 一 上 一 下 组 成 。 这 种 结 体 有 三 种 结 构 。 

第 一 种 是 上 主 下 副 结 构 。 如 “ 墅 ” 、 “ 态 （  ） ” 、 “ 墨 ” 、 “ 羔 ” 等 字 。 上 部 分 单 体 字 笔 画 多 而 下 

部 分 单 体 字 笔 画 少 ， 所 以 上 下 部 分 所 占 面 积 约 二 比 一 ， 两 部 分 笔 画 应 有 呼 应 联 系 。 

第 二 种 下 主 上 副 结 构 。 这 和 前 一 种 相 反 ， 即 下 部 分 单 体 字 笔 画 多 ， 上 部 分 笔 画 少 ， 如 “ 奈 ” 、 

“ 宫 ” 、 “ 筐 ” 、 “ 竟 ” 等 字 。 这 种 结 体 的 字 ， 是 依 靠 上 下 两 部 分 有 关 笔 画 ， 通 过 有 形 无 形 的 中 轴 线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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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部 分 呼 应 和 统 一 为 整 体 。 以 “ 奈 ” 字 为 例 ， “ 大 ” 

字 交 错 的 中 心 点 ， 通 过 “ 示 ” 字 的 下 竖 笔 贯 穿 在 一 

条 中 轴 线 上 。 

第 三 种 是 双 体 上 下 同 等 比 例 结 构 。 如 “ 贤 （ 賢 ） ” 、 

“ 絜 ” 、 “ 劣 ” 、 “ 柔 ” 等 字 。 两 部 分 笔 画 差 不 多 ， 处 理 时 要 

注 意 笔 画 间 匀 称 ， 重 心 稳 定 ， 高 宽 比 例 适 宜 ， 取 纵 势 

而 不 修 长 ， 似 乎 有 个 中 心 点 往 外 发 射 。 

4． 三 体 并 列 结 构 。 由 三 个 单 体 并 列 组 成 ， 如 “ 树 

（ 樹 ） ” 、 “  ” 、 “ 掰 ” 、 “  ” 等 字 。 这 种 结 体 的 字 笔 画 较 

多 ， 特 别 要 注 意 左 中 右 笔 画 间 的 避 让 ， 左 右 两 侧 要 相 

呼 应 并 有 变 化 。 注 意 不 要 写 成 扁 形 ， 三 部 分 要 写 成 纵 

势 ， 才 能 形 成 方 形 。 

5． 三 体 上 中 下 结 构 。 这 是 由 上 中 下 三 部 分 单 体 

组 合 成 的 字 ， 笔 画 繁 多 ， 如 “ 罴 （ 羆 ） ” 、 “ 艺 （ 藝 ） ” 、 “ 丛 

（ 叢 ” 、 “ 衅 （ 釁 ） ” 等 字 。 上 中 下 三 部 分 笔 画 要 写 得 紧 

密 匀 称 ， 有 俯 有 仰 ， 相 互 呼 应 ， 上 下 穿 插 ， 使 重 心 稳 

定 ， 成 为 统 一 整 体 。 

6． 三 角 结 构 。 是 指 具 有 三 角 几 何 形 结 构 的 字 。 

有 的 是 三 部 分 同 体 结 构 ， 有 的 是 独 体 结 构 ， 如 

“ 晶 ” 、 “ 山 ” 、 “ 磊 ” 、 “ 幽 ” 等 字 。 这 种 结 体 的 字 ， 要 

求 平 稳 中 求 变 化 ， 匀 称 中 求 不 同 ， 重 心 稳 定 。 

7． 四 角 结 构 。 指 呈 四 角 形 状 的 字 ， 如 “ 器 ” 、 

“ 噩 ” 、 “ 绵 （ 緜 ） ” 、 “ 琶 ” 等 字 。 这 种 结 构 具 有 上 下 

左 右 四 个 部 分 ， 对 称 组 成 。 书 写 时 要 注 意 四 部 分 笔 

画 的 变 化 ， 不 能 平 均 对 待 ， 避 免 呆 板 ， 要 相 互 接 应 ， 

参 错 交 差 。 

8． 包 围 结 构 。 又 分 半 包 围 、 全 包 围 结 构 两 种 。 

半 包 围 结 构 。 是 指 四 周 笔 画 上 下 左 右 只 有 三 面 成 半 包 围 状 态 的 字 ， 如 “ 匡 ” 、 “ 同 ” 、 “ 门 

（ 門 ） ” 、 “ 风 （ 風 ） ” 等 字 。 由 于 三 面 呈 半 包 围 状 ， 故 应 注 意 外 框 横 竖 的 长 短 比 例 和 变 化 ， 根 据 框 内 

的 笔 画 结 构 形 态 来 确 定 外 框 的 长 短 曲 直 ， 框 内 的 笔 画 则 要 写 得 充 实 。 

全 包 围 结 构 。 指 四 周 包 围 成 框 的 字 ， 如 “ 田 ” 、 “ 四 ” 、 “ 国 （ 國 ） ” 、 “ 囱 ” 等 字 。 前 两 字 为 横 势 ， 

后 两 字 处 纵 势 。 不 论 横 势 、 纵 势 的 字 都 要 注 意 横 竖 的 比 例 ， 曲 直 要 根 据 框 内 笔 画 结 构 来 确 定 ， 框 

内 的 笔 画 也 要 写 得 充 实 。 

9． 参 错 结 构 。 这 种 结 体 的 笔 画 斜 正 参 错 ， 如 “ 戎 ” 、 “ 参 ” 、 “ 飞 （ 飛 ） ” 、 “ 爽 ” 等 字 。 由 于 笔 

画 的 纵 横 斜 曲 杂 乱 ， 笔 画 安 排 较 困 难 。 要 做 到 参 错 而 不 紊 乱 ， 变 化 而 有 秩 序 ， 笔 画 既 相 让 又 呼 应 ， 

多 样 而 能 统 一 。 

10． 多 体 结 构 。 指 三 个 单 体 以 上 组 成 的 字 ， 如 “ 纛 ” 、 “ 蠃 ” 、 “ 雾 （ 霧 ） ” 、 “ 邌 ” 等 字 。 由 于 多 

体 结 构 ， 笔 画 多 而 又 不 规 则 ， 处 理 不 当 容 易 产 生 紊 乱 和 臃 肿 。 因 此 处 理 笔 画 时 ， 要 注 意 单 体 字 之 

间 的 比 例 和 协 调 ， 笔 画 的 穿 插 要 进 退 有 序 ， 此 去 彼 来 ， 你 进 我 退 ， 四 面 匀 称 ， 变 化 而 能 统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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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楷 书 的 源 流 

（ 一 ） 楷 书 是 由 隶 书 演 变 来 的 

以 上 10类 15种 结 构 ， 还 不 能 包 括 全 部 汉 字 的 结 构 ， 只 是 一 般 字 体 的 结 构 分 类 。 但 是 在 我 们 

临 帖 过 程 中 ， 只 要 能 自 觉 地 去 分 析 这 些 结 构 类 型 ， 就 容 易 掌 握 大 的 结 构 。 

我 们 要 通 过 练 习 楷 书 掌 握 书 法 艺 术 的 技 法 基 本 功 ， 就 要 对 楷 书 怎 样 演 化 来 的 有 个 认 识 ， 以 深 

化 对 楷 书 的 理 解 。 

文 字 产 生 以 后 还 在 点 画 符 号 的 时 期 ， 就 逐 渐 有 书 法 。 到 商 周 、 秦 汉 ， 古 文 字 已 从 大 篆 和 小 篆 

而 演 变 为 隶 书 ， 当 时 书 法 作 为 艺 术 还 不 完 全 自 觉 ， 但 是 已 经 形 成 一 套 书 写 技 法 ， 也 有 书 法 理 论 出 

现 ， 善 于 书 法 的 文 人 已 经 对 书 法 优 劣 有 评 价 。 如 传 秦 国 丞 相 李 斯 见 到 周 穆 王 的 书 法 以 后 ， 观 赏 兴 

叹 了 七 天 ， 忧 悒 自 己 写 的 字 太 没 有 骨 力 。 可 见 ， 从 那 时 起 书 法 的 好 坏 ， 写 的 是 否 有 骨 力 ， 就 是 评 

价 书 法 的 一 种 标 准 。 不 过 那 个 时 候 ， 书 法 的 好 坏 并 不 影 响 实 用 ， 因 为 它 还 不 是 以 艺 术 品 出 现 ， 不 

是 以 观 赏 为 主 要 功 能 。 

文 字 的 变 化 总 是 和 实 用 不 可 分 ， 简 化 笔 画 ， 方 便 书 写 是 文 字 演 变 的 一 种 规 律 。 所 以 文 字 演 变 

往 往 从 民 间 开 始 ， 约 定 俗 成 ， 经 过 官 方 加 工 整 理 并 确 认 ， 就 成 为 官 方 文 字 ， 成 为 大 家 共 同 承 认 的 

规 范 化 的 文 字 。 汉 末 草 书 的 出 现 ， 书 法 就 成 为 观 赏 艺 术 品 ， 成 为 人 们 收 藏 欣 赏 的 宝 物 。 从 此 以 后 ， 

一 方 面 是 以 实 用 为 主 的 书 法 ； 另 方 面 名 家 作 品 也 成 为 历 代 宝 藏 的 艺 术 品 、 文 物 。 

汉 代 隶 书 已 经 比 篆 书 笔 画 简 化 ， 书 写 也 容 易 得 多 。 但 是 ， 写 波 磔 的 笔 法 还 是 很 麻 烦 ， 所 以 在 

实 用 当 中 自 然 会 出 现 简 便 的 写 法 ， 即 是 楷 书 。 楷 书 传 说 是 汉 上 谷 人 王 次 仲 开 始 作 楷 法 ， 少 波 势 ， 字 

以 方 广 ， 字 方 八 分 。 可 见 最 初 的 楷 书 体 是 缺 少 波 磔 的 隶 书 ， 如 武 威 汉 简 中 这 些 字 （ 图 16、 17） ， 如 

果 用 逆 入 回 锋 等 楷 书 笔 法 来 写 就 是 楷 书 。 从 这 变 化 中 ， 可 以 看 出 楷 书 笔 法 比 隶 书 要 复 杂 和 丰 富 。 所 

以 ， 隶 书 在 楷 化 过 程 中 ， 往 往 是 先 在 结 构 上 变 化 成 接 近 楷 书 。 和 《 韩 仁 铭 》 （ 图 18） 等 成 熟 隶 体 相 

比 ， 既 可 看 出 墨 迹 和 碑 刻 的 不 同 ， 也 可 看 出 民 间 、 下 属 写 的 和 上 层 官 府 书 家 写 的 区 别 。 

楷 书 化 进 一 步 发 展 ， 楷 书 的 结 构 和 笔 法 更 成 熟 ， 隶 书 的 成 分 越 来 越 少 。 传 说 汉 魏 的 钟 繇 ， 对 

使 楷 书 脱 去 隶 书 的 影 响 起 了 重 要 作 用 ， 被 称 为 “ 楷 圣 ” 。 现 在 留 存 他 的 作 品 ， 大 都 是 晋 唐 人 的 临 本 ， 

但 总 留 有 原 笔 迹 的 基 本 面 貌 。 如 《 宣 示 表 》 （ 图 19） 、 《 荐 季 直 表 》 （ 图 20、 21） 、 《 还 示 帖 》 （ 图 

22） 。 从 这 三 件 作 品 来 看 ， 《 宣 示 表 》 受 唐 人 书 风 影 响 较 大 ， 但 是 总 的 讲 都 还 受 隶 书 影 响 ， 留 有 它 

的 遗 意 ， 如 结 体 趋 横 势 ， 笔 画 左 轻 右 重 ， 挑 钩 不 露 ， 捺 笔 重 ， 等 等 ， 和 三 国 吴 《 谷 朗 碑 》 （ 图 23） 

的 字 体 接 近 。 

到 了 东 晋 以 后 ， 楷 书 已 进 一 步 成 熟 ， 如 王 羲 之 的 《 东 方 朔 画 赞 》 、 王 献 之 的 《 洛 神 赋 十 三 行 》 

（ 图 24） 相 比 ， 点 、 横 、 钩 、 撇 、 捺 已 是 完 全 楷 书 的 笔 法 ， 结 体 也 由 横 势 成 为 纵 势 。 但 是 还 存 在 那 

个 时 期 的 风 格 影 响 ， 如 横 画 顺 锋 入 笔 笔 力 轻 、 线 条 细 ， 右 边 收 笔 重 、 线 条 重 ， 暗 锋 收 笔 ， 笔 力 也 

稍 重 ， 挑 钩 已 露 锋 但 不 长 等 。 到 了 隋 唐 时 期 ， 在 继 承 传 统 当 中 不 断 发 展 ， 楷 书 已 高 度 成 熟 ， 出 现 

多 种 多 样 的 风 格 。 如 隋 代 的 《 董 美 人 墓 志 》 、 《 苏 孝 慈 墓 志 》 （ 图 25） 等 。 前 者 书 法 端 庄 劲 挺 ， 结 体 

严 紧 工 整 而 富 于 变 化 ， 风 格 清 丽 明 快 。 后 者 结 体 精 密 ， 笔 画 精 到 ， 风 格 秀 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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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楷 书 作 品 欣 赏 

楷 书 从 魏 晋 脱 离 隶 书 影 响 ， 成 为 一 种 楷 书 独 立 书 体 以 后 ， 到 近 代 ， 由 于 它 结 构 端 正 ， 线 条 明 

确 ， 风 格 多 样 ， 成 为 实 用 性 很 强 的 一 种 书 体 。 在 许 多 严 肃 的 场 所 如 题 匾 、 公 文 、 墓 碑 等 ， 都 常 常 

用 楷 体 。 留 存 下 来 楷 书 作 品 极 为 丰 富 ， 风 格 多 姿 多 态 ， 前 面 所 举 的 作 品 也 都 是 当 时 的 代 表 作 。 除 

此 以 外 ， 如 颜 、 柳 、 欧 、 赵 也 是 著 名 楷 书 家 ， 将 在 本 书 第 四 部 分 专 门 介 绍 。 下 面 ， 再 介 绍 一 些 楷 

书 代 表 作 品 ， 进 行 分 析 和 欣 赏 ， 以 丰 富 我 们 对 楷 书 的 认 识 。 

《 爨 龙 颜 》 。 南 朝 宋 时 著 名 碑 刻 ， 宋 大 明 二 年 （ 公 元 458年 ） 立 于 云 南 陆 良 县 贞 元 堡 。 清 代 阮 元 于 

道 光 七 年 刻 跋 文 称 “ 此 碑 文 体 书 法 ， 皆 汉 晋 正 传 。 ” 被 称 为 “ 云 南 第 一 古 石 ， 其 永 宝 护 之 ” 。 康 有 为 说 此 

碑 的 书 法 “ 下 画 如 昆 刀 刻 玉 ， 但 见 浑 美 ； 布 势 为 精 工 画 人 ， 各 有 意 度 ” 。 结 体 茂 密 奇 趣 ， 如 “ 君 ” 字 之 

“ 尹 ” 字 第 一 横 画 短 ， 而 第 三 画 却 过 长 ， 形 成 强 烈 对 比 ， 下 边 口 字 偏 扁 偏 右 ， 而 第 二 横 画 长 而 势 趋 右 ， 

故 重 心 稳 重 ， 趣 味 横 生 。 笔 法 方 圆 并 举 ， 横 两 端 方 棱 突 出 而 重 ， 中 间 细 劲 ， 每 一 点 均 成 三 角 而 势 不 同 。 

钩 挑 收 笔 后 随 意 猛 挑 而 出 锋 ， 风 格 温 淳 古 朴 。 （ 图 26） 

《 瘗 鹤 铭 》 。 据 宋 人 黄 长 睿 考 证 ， 认 为 是 南 梁 天 监 十 三 年 （ 公 元 514年 ） 镌 刻 ， 文 辞 为 华 阳 真 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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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 ， 上 皇 山 樵 书 。 有 人 认 

为 两 者 都 是 同 一 人 ， 系 

梁 武 帝 时 有 “ 山 中 宰 相 ” 

之 称 的 陶 弘 景 所 书 撰 。 

此 石 原 在 江 苏 省 镇 江 市 

焦 山 西 麓 崖 石 上 ， 后 坠 

在 江 中 ， 碎 成 五 石 。 宋 代 

拓 本 只 有 十 至 数 十 字 。 

清 代 康 熙 五 十 二 年 （ 公 

元 1713年 ） ， 陈 鹏 年 捞 

出 碎 石 存 焦 山 西 南 观 音 

庵 ， 将 90多 字 粘 为 一 

石 。 此 铭 书 法 结 体 宽 绰 

洒 脱 ， 气 势 充 足 ， 运 笔 潇 

洒 ， 线 条 飘 逸 ， 风 格 飞 逸 

雄 伟 ， 淡 远 萧 疏 ， 格 调 高 

雅 。 （ 图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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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 平 公 造 像 记 》 。 北 魏 题 记 书 法 ， 是 洛 阳 《 龙 门 二 十 品 》 中 的 一 种 。 北 魏 太 和 二 十 二 年 （ 公 元 498

年 ） 刻 ， 孟 达 撰 文 ， 朱 义 章 书 。 唐 以 前 书 碑 的 人 往 往 不 留 姓 名 ， 这 是 碑 刻 少 数 留 有 书 者 姓 名 者 之 一 。 那 

时 碑 刻 往 往 是 阴 刻 ， 龙 门 题 记 中 只 有 这 块 碑 是 阳 刻 的 ， 并 打 有 方 格 。 康 有 为 认 为 ， 此 碑 书 法 受 《 受 禅 

碑 》 书 法 影 响 ， 称 它 “ 雄 重 莫 如 朱 义 章 ” 。 结 体 紧 密 ， 笔 画 峭 削 劲 挺 ， 峻 整 方 折 。 康 有 为 说 ： “ 遍 临 诸 品 ， 

终 之 《 始 平 公 》 ， 极 意 峻 宕 ， 骨 格 成 ， 形 体 定 ， 得 其 势 力 厚 ， 一 身 无 靡 弱 之 病 ， 且 学 亦 易 似 ” 。 是 魏 碑 书 法 

中 最 有 骨 力 的 作 品 之 一 ， 学 习 它 以 后 ， 写 题 匾 等 就 很 容 易 了 。 （ 图 28） 

《 郑 文 公 下 碑 》 。 又 称 《 郑 羲 下 碑 》 （ 图 29） ， 北 魏 永 平 四 年 （ 公 元 511年 ） 立 。 传 为 郑 道 昭 撰 书 ， 在 

山 东 掖 县 云 峰 山 ， 摩 崖 石 刻 ， 是 《 云 峰 石 刻 》 之 一 种 。 自 清 以 来 ， 对 它 的 书 法 评 价 很 高 。 康 有 为 称 《 云 

峰 石 刻 》 “ 体 高 气 逸 ， 密 致 而 理 通 ， 如 仙 人 啸 海 ， 海 客 泛 槎 ， 令 人 想 像 无 尽 。 若 能 以 此 作 大 字 ， 其 秾 姿 逸 

韵 ， 如 食 防 风 粥 ， 口 香 三 日 也 。 ” 杨 守 敬 也 认 为 “ 云 峰 郑 道 昭 诸 碑 ， 遒 劲 奇 伟 ， 与 南 朝 《 瘗 鹤 铭 》 异 曲 同 

工 。 ” 此 碑 书 法 ， 结 体 缜 密 ， 线 条 刚 中 有 柔 ， 方 笔 圆 笔 并 用 ， 笔 法 飘 逸 ， 风 格 宽 博 凝 重 ， 浑 厚 雄 健 ， 学 北 

魏 书 法 的 人 往 往 以 《 郑 羲 下 碑 》 为 范 本 。 

《 张 猛 龙 碑 》 （ 图 30） 。 北 魏 正 光 三 年 

（ 公 元 522年 ） 立 ， 在 山 东 曲 阜 孔 庙 内 。 碑 额 

题 “ 魏 鲁 郡 太 守 张 府 君 清 颂 之 碑 ” ， 是 北 魏 

著 名 碑 刻 之 一 。 康 有 为 对 它 的 书 法 评 价 很 

高 。 说 它 “ 结 构 精 绝 ， 变 化 无 端 ” ， “ 字 字 皆 美 

善 ” ， 是 正 体 变 态 之 宗 。 写 楷 书 也 要 先 学 平 

正 ， 再 由 平 正 变 为 奇 斜 ， 再 由 奇 斜 复 归 平 

正 。 此 碑 结 体 上 紧 下 宽 ， 笔 势 趋 向 忽 左 忽 

右 ， 单 独 一 个 字 看 ， 似 乎 重 心 都 不 太 稳 定 ， 

有 倾 倒 之 感 ， 但 从 上 下 字 连 起 来 看 ， 行 气 贯 

通 ， 重 心 稳 定 ， 所 以 说 是 “ 正 体 变 态 之 宗 ” 。 

笔 法 刚 中 有 柔 ， 风 格 秀 雅 挺 拔 。 

《 张 黑 女 墓 志 》 （ 图 31） 。 是 墓 志 中 精 品 

之 一 ， 出 土 地 不 详 ， 原 石 已 佚 ， 仅 有 清 何 绍 

基 的 旧 拓 本 传 世 。 书 法 精 美 遒 古 ， 笔 法 骏 爽 

疏 朗 。 从 结 体 看 ， 上 部 笔 画 紧 密 收 敛 ， 下 部 

笔 画 宽 博 率 意 ， 但 时 有 变 化 。 用 笔 方 圆 并 

举 ， 无 更 多 顿 笔 ， 顺 势 来 顺 势 收 笔 ， 自 然 率 

意 ， 劲 利 飘 逸 。 

《 泰 山 经 石 峪 金 刚 经 》 。 北 齐 时 书 刻 。 在 

泰 山 中 部 溪 床 石 坪 上 ， 约 2000字 ， 字 大 两 

尺 ， 气 势 宏 大 ， 雄 伟 浑 穆 。 康 有 为 称 它 是 

榜 书 第 一 。 杨 守 敬 说 ： “ 擘 窠 大 字 ， 此 为 极 

则 。 ” （ 图 32） 此 石 刻 结 体 蕴 藉 浑 厚 ， 草 情 

篆 韵 俱 备 。 用 笔 圆 转 率 意 ， 采 用 篆 书 中 锋 

用 笔 。 

《 龙 藏 寺 碑 》 （ 图 33） 。 隋 代 碑 刻 ， 在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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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正 定 隆 兴 寺 内 。 结 体 严 紧 精 到 ， 顿 挫 有 姿 ， 书 风 劲 挺 秀 丽 ， 开 始 了 唐 代 楷 书 的 先 声 。 



智 永 《 真 草 千 字 文 》 （ 图 

34） 。 是 初 学 楷 草 书 的 重 要 范 

本 。 智 永 是 和 尚 ， 陈 隋 间 人 ， 

俗 姓 王 ， 是 王 羲 之 七 世 孙 ， 从 

小 与 兄 孝 宾 出 家 ， 俗 号 永 禅 

师 ， 住 会 稽 （ 今 绍 兴 ） 永 兴 寺 ， 

工 草 楷 ， 书 法 学 王 羲 之 ， 能 传 

家 法 。 从 小 立 志 学 书 ， 十 分 刻 

苦 ， 自 誓 书 不 成 不 下 经 楼 。 传 

说 他 临 书 所 坏 的 笔 头 ， 可 以 

装 五 大 篓 ， 葬 在 一 起 称 为 笔 

冢 ， 自 撰 笔 冢 铭 。 写 《 真 草 千 

字 文 》 800本 ， 散 发 江 东 诸 

寺 ， 作 为 临 写 用 的 范 本 。 现 代 

流 传 智 永 《 真 草 千 字 文 》 ， 是 

宋 代 薛 嗣 昌 刻 本 ， 墨 迹 本 早 

已 流 传 日 本 。 当 时 求 书 者 太 

多 ， 使 门 限 皆 磨 穿 了 ， 后 包 之 

铁 门 限 。 智 永 书 法 学 王 羲 之 

可 以 登 堂 入 室 ， 各 体 皆 能 ， 尤 

专 真 草 书 。 楷 书 结 体 缜 密 ， 法 

度 精 到 ， 温 润 秀 雅 ， 可 作 为 真 

草 书 临 习 范 本 。 

《 孔 子 庙 堂 碑 》 （ 图 35） 。 

为 唐 初 虞 世 南 书 撰 ， 后 不 久 

即 毁 ， 武 则 天 时 重 刻 ， 后 又 

毁 ， 宋 时 复 刻 ， 现 在 西 安 碑 

林 。 虞 世 南 是 唐 初 和 欧 阳 询 

齐 名 的 书 法 家 ， 被 李 世 民 称 

颂 为 “ 有 出 世 之 才 ， 遂 兼 五 

绝 ” 。 是 那 个 时 代 的 名 臣 。 他 

的 书 法 早 年 学 智 永 ， 后 追 王 

羲 之 书 法 ， 书 法 遒 劲 姿 媚 ， 评 

论 家 称 他 “ 体 段 遒 媚 ， 举 止 

不 凡 ” ， 独 创 不 如 欧 阳 询 ， 遒 

美 则 过 之 ， 欧 书 外 露 筋 骨 ， 虞 

书 内 含 刚 柔 。 结 体 严 谨 ， 笔 

笔 精 到 ， 线 条 干 净 利 索 ， 用 

笔 似 乎 很 轻 ， 但 柔 中 有 骨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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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 阙 佛 龛 碑 》 （ 图 36） 。 为 唐 初 四 大 书 家 之 一 褚 遂 良 所 书 ， 贞 观 十 五 年 （ 公 元 641年 ） 镌 刻 在 

洛 阳 龙 门 石 窟 。 褚 遂 良 字 登 善 ， 其 父 亮 是 虞 世 南 、 欧 阳 询 的 好 友 。 他 的 书 法 初 学 欧 、 虞 ， 后 来 取 

法 王 羲 之 。 他 还 是 个 鉴 定 家 ， 虞 世 南 死 后 ， 魏 征 推 荐 他 任 李 世 民 的 侍 书 学 士 ， 李 世 民 购 得 大 量 王 

羲 之 书 帖 ， 命 褚 遂 良 鉴 定 真 伪 ， 他 鉴 定 非 常 精 确 。 内 府 所 藏 的 书 帖 ， 也 都 经 过 他 的 鉴 定 ， 故 他 的 

眼 力 极 高 。 他 的 书 法 融 合 了 隶 书 ， 独 创 出 一 种 风 格 ， 风 艳 温 雅 ， 初 时 颇 有 隶 意 ， 后 来 融 会 更 加 自 

然 ， 隶 意 也 不 明 显 。 此 碑 书 法 是 他 的 代 表 作 品 ， 结 体 纵 势 横 势 处 其 自 然 ， 然 以 横 势 为 主 ， 横 线 取 

弧 线 显 然 受 隶 书 波 磔 笔 法 的 影 响 ， 起 笔 稍 重 ， 收 笔 很 少 顿 ， 力 量 在 左 ， 和 虞 世 南 用 笔 相 反 ， 线 条 

强 劲 、 干 净 、 刚 决 ， 故 有 一 种 装 饰 美 ， 艳 丽 温 润 ， 独 具 风 貌 。 

《 灵 飞 经 》 （ 图 37） 。 传 为 钟 绍 京 书 ， 小 楷 书 ， 署 开 元 二 十 六 年 （ 公 元 738年 ） 二 月 ， 原 迹 到 明 

初 尚 存 ， 归 永 乐 人 进 士 王 直 所 有 ， 后 归 海 宁 人 陈 氏 。 上 石 镌 刻 ， 现 以 《 勃 海 藏 珍 本 》 为 最 佳 。 按 

钟 绍 京 现 存 书 迹 与 此 帖 相 比 ， 书 风 不 一 致 ， 故 说 是 钟 书 显 然 是 误 传 。 小 楷 书 法 精 美 ， 点 画 极 有 法 

度 ， 结 体 谨 严 ， 笔 力 劲 挺 ， 是 临 写 小 楷 的 很 佳 的 范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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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笔 顺 锋 而 入 ， 右 按 较 重 ， 捺 笔 轻 柔 自 然 ， 点 笔 顺 锋 但 重 视 笔 势 ， 上 撇 笔 重 而 飘 洒 ， 竖 笔 内 擫 ， 转 

折 外 圆 内 方 。 虞 书 较 难 学 。 



《 诗 帖 》 （ 图 38） 。 宋 赵 佶 书 ， 此 为 瘦 金 体 楷 书 。 

赵 佶 是 宋 代 徽 宗 皇 帝 ， 后 被 金 俘 掳 ， 政 治 上 是 失 败 

的 君 王 ， 但 对 艺 术 很 有 造 诣 ， 对 绘 画 、 书 法 都 很 有 

研 究 。 他 创 造 了 这 种 独 特 的 所 谓 “ 瘦 金 体 ” ， 线 条 细 

瘦 而 刚 硬 ， 如 同 现 代 的 硬 笔 书 法 ， 竖 撇 笔 起 笔 重 ， 到 

收 笔 时 用 明 显 的 顿 笔 ， 轻 重 分 明 ， 笔 法 单 纯 简 练 ， 结 

体 严 密 ， 点 画 安 排 恰 当 。 学 此 书 的 人 不 多 ， 如 近 代 

著 名 的 工 笔 花 鸟 画 家 于 非 闇 先 生 ， 就 是 写 瘦 金 体 的 ， 

因 为 这 种 书 体 用 笔 对 画 工 笔 画 有 利 。 

《 大 方 广 华 严 经 》 （ 图 39） 。 南 宋 张 即 之 书 ， 楷 书 。 

他 喜 欢 作 擘 窠 大 字 ， 他 的 书 法 初 学 米 芾 ， 后 学 褚 遂 

良 ， 结 体 运 笔 有 自 己 独 特 之 处 ， 结 体 处 横 势 ， 宽 博 

洒 脱 ， 重 视 线 条 粗 细 的 变 化 ， 转 折 外 圆 内 方 ， 横 画 

起 笔 长 、 收 笔 短 ， 形 成 左 长 右 短 、 左 重 右 轻 ， 格 调 

通 俗 ， 具 有 写 经 体 的 特 点 。 

《 孤 独 本 兰 亭 》 。 元 柯 九 思 写 ， 是 对 《 兰 亭 序 》 的 

一 篇 题 跋 ， 元 文 宗 置 奎 章 阁 ， 特 授 柯 为 学 士 院 鉴 书 

博 士 ， 内 府 所 藏 的 书 画 都 经 他 鉴 定 ， 既 是 书 法 家 又 

是 鉴 定 家 。 此 篇 书 法 结 体 偏 扁 ， 字 体 大 小 随 字 形 自 

然 变 化 ， 线 条 或 重 或 轻 ， 显 得 厚 实 而 灵 秀 ， 运 笔 自 

然 率 意 ， 笔 笔 精 到 ， 又 表 现 出 严 谨 精 熟 ， 风 格 典 雅 

秀 丽 。 （ 图 40） 

《 敬 斋 箴 》 。 为 明 沈 度 书 。 沈 度 是 明 成 祖 时 著 名 

书 法 家 ， 被 皇 帝 赏 识 以 后 ， 称 他 为 “ 我 朝 王 羲 之 ” 。 

其 弟 灿 也 善 书 。 兄 长 楷 书 ， 弟 善 草 书 ， 时 称 “ 大 小 学 士 ” ， 名 气 盛 极 一 时 ， 学 书 者 纷 纷 学 沈 书 。 此 

卷 书 法 是 他 的 小 楷 书 代 表 作 之 一 。 结 体 紧 密 ， 秀 逸 遒 劲 ， 婉 丽 飘 逸 ， 雍 容 规 矩 ， 可 作 学 小 楷 的 范 

本 。 （ 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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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妻 韩 夫 人 墓 志 铭 》 （ 图 42） 。 是 明 代 文 征 明 所 书 。 文 征 明 幼 年 时 并 不 很 聪 明 ， 稍 长 以 后 忽 

然 颖 悟 ， 书 画 与 文 都 很 出 名 。 他 刻 苦 临 习 ， 初 学 宋 元 书 ， 既 掌 握 笔 意 ， 后 来 又 全 弃 去 ， 专 学 “ 二 





王 ” （ 王 羲 之 、 王 献 之 ） 书 法 。 此 小 楷 书 来 自 王 羲 之 《 乐 毅 论 》 、 《 黄 庭 经 》 ， 笔 法 精 微 ， 结 体 宽 博 ， 

处 横 势 ， 气 势 宏 大 ， 用 笔 左 轻 右 重 ， 横 轻 竖 重 ， 捺 笔 重 ， 撇 笔 轻 ， 横 笔 不 出 锋 顺 势 而 右 行 ， 竖 笔 

入 笔 时 逆 锋 明 显 ， 风 格 温 润 典 雅 ， 格 调 高 古 ， 是 学 文 征 明 小 楷 书 的 范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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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学 习 书 法 的 步 骤 和 方 法 

（ 一 ） 学 习 书 法 应 有 的 态 度 

《 楷 书 幅 》 。 清 金 农 书 。 他 兴 趣 好 古 ， 曾 收 集 金 石 文 字 

千 余 卷 ， 鉴 赏 力 极 高 。 他 善 楷 隶 书 ， 独 创 一 种 体 。 他 吸 取 

《 国 山 碑 》 和 《 天 发 神 谶 碑 》 的 笔 法 ， 采 取 一 种 方 平 笔 画 ， 

犹 如 现 代 采 用 油 画 笔 平 笔 而 写 ， 所 以 很 像 美 术 字 。 （ 图 43） 

学 习 书 法 往 往 出 于 对 这 门 艺 术 的 喜 爱 ， 这 是 引 发 学 习 书 法 的 一 种 动 机 ， 当 然 也 有 其 它 种 种 动 

机 ， 但 是 不 管 出 于 何 种 动 机 ， 要 学 好 书 法 、 取 得 成 就 ， 都 需 要 有 一 个 漫 长 的 过 程 。 俗 话 说 ： “ 字 无 

百 日 功 ” ， 决 非 短 时 间 就 能 掌 握 这 门 艺 术 的 。 这 就 要 求 学 书 的 人 首 先 要 有 恒 心 。 要 主 动 安 排 好 时 间 ， 

持 之 以 恒 ， 天 天 练 习 ， 做 到 “ 曲 不 离 口 ， 拳 不 离 手 ” ， 专 心 致 志 。 其 次 ， 要 有 毅 力 。 在 漫 长 学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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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选 择 范 帖 

书 法 过 程 中 ， 不 可 能 不 遇 到 各 种 困 难 ， 如 时 间 安 排 太 紧 张 ， 工 作 、 学 习 环 境 变 了 ， 等 等 ， 特 别 是 

学 习 中 的 困 难 ， 如 进 步 不 快 就 容 易 丧 失 信 心 ， 动 摇 学 习 的 决 心 ， 中 途 辍 学 ， 功 亏 一 篑 ， 所 以 要 有 

毅 力 ， 善 于 克 服 困 难 是 学 好 书 法 很 重 要 的 品 格 。 其 三 ， 要 有 钻 研 精 神 。 学 习 书 法 和 做 任 何 事 情 一 

样 ， 贵 在 积 极 钻 研 。 善 于 动 脑 筋 ， 积 极 思 考 ， 就 能 事 半 功 倍 。 如 果 被 动 地 学 ， 是 很 难 学 好 的 。 即 

使 有 教 师 指 点 ， 也 不 能 代 替 自 己 的 钻 研 。 俗 语 说 得 好 ： “ 师 父 领 进 门 ， 修 身 在 个 人 。 ” 历 史 上 任 何 

一 位 大 书 家 ， 都 是 经 过 自 己 长 期 刻 苦 钻 研 ， 才 取 得 伟 大 成 就 的 。 他 们 的 书 法 作 品 ， 才 能 成 为 我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宝 贵 财 富 。 

初 学 书 法 切 忌 哪 些 呢 ？ 第 一 ， 切 忌 “ 三 天 打 鱼 ， 两 天 晒 网 ” ， 没 有 恒 心 。 高 兴 起 来 提 笔 练 ， 不 

高 兴 时 三 天 两 天 不 动 笔 ； 看 到 自 己 有 点 进 步 ， 兴 趣 起 来 了 ， 死 劲 地 练 ； 看 到 自 己 进 步 很 慢 ， 就 没 

有 情 绪 再 练 了 。 如 此 等 等 ， 是 很 难 取 得 成 功 的 。 第 二 ， 切 忌 无 克 服 困 难 的 决 心 。 初 学 书 法 ， 一 点 

一 画 练 起 ， 是 比 较 枯 燥 的 ， 容 易 动 摇 信 心 ； 方 法 不 当 ， 进 步 慢 ， 也 容 易 坚 持 不 下 去 。 此 外 ， 如 工 

作 忙 ， 学 习 紧 张 ， 都 可 作 为 原 因 而 停 学 。 所 以 如 果 没 有 克 服 困 难 的 决 心 ， 也 很 难 取 得 学 习 上 的 成 

功 。 第 三 ， 切 忌 被 动 地 学 习 。 特 别 是 学 习 初 期 ， 在 临 摹 阶 段 ， 一 笔 一 画 地 照 范 本 临 摹 ， 似 乎 可 以 

不 必 太 费 脑 筋 。 其 实 不 然 ， 如 何 临 摹 并 通 过 临 摹 掌 握 技 法 ， 在 练 基 本 功 过 程 中 态 度 是 积 极 还 是 被 

动 消 极 ， 其 效 果 是 大 不 相 同 的 。 必 然 的 结 果 是 前 者 进 步 快 ， 效 果 好 ； 后 者 进 步 慢 ， 效 果 不 好 ， 甚 

至 影 响 学 习 书 法 的 兴 趣 和 信 心 ， 中 途 辍 学 。 

总 之 ， 上 面 所 讲 的 “ 三 要 三 忌 ” ， 是 取 得 学 习 和 事 业 成 功 必 备 的 品 格 ， 也 是 在 学 习 和 事 业 取 得 

成 功 过 程 中 必 须 培 养 起 来 的 优 良 品 格 。 学 习 书 法 自 然 也 不 例 外 。 这 是 在 学 习 书 法 以 前 必 须 有 的 思 

想 准 备 。 

选 择 范 帖 是 什 么 意 思 呢 ？ 学 习 不 能 不 先 学 前 人 的 经 验 ， 学 前 人 经 验 ， 就 面 临 学 哪 家 和 选 择 什 么 

样 的 临 写 范 本 的 问 题 ， 即 选 帖 。 所 以 ， 选 帖 即 是 拜 古 人 为 老 师 。 我 国 历 代 有 许 多 优 秀 书 法 家 ， 在 书 法 

上 造 诣 很 高 ， 能 够 流 传 至 今 。 他 们 初 时 也 是 学 前 人 范 帖 开 始 的 ， 吸 取 前 人 各 种 经 验 ， 综 合 几 家 的 影 

响 ， 又 根 据 个 人 审 美 兴 趣 加 以 创 造 ， 创 作 出 自 己 的 独 特 风 格 ， 受 人 喜 欢 ， 使 他 们 的 作 品 千 古 不 朽 ， 成 

为 后 人 学 习 的 楷 模 。 但 是 ， 几 千 年 来 我 国 优 秀 的 书 法 家 很 多 ， 各 种 风 格 流 派 的 碑 帖 也 极 为 丰 富 。 以 

楷 书 著 名 的 书 法 家 和 他 们 的 碑 帖 以 及 无 记 名 的 优 秀 碑 帖 ， 数 量 也 很 大 ， 前 面 已 介 绍 了 一 部 分 有 代 表 

性 的 楷 书 帖 ， 包 括 大 小 楷 书 。 初 学 楷 书 者 究 竟 根 据 什 么 来 选 择 作 为 自 己 学 习 书 法 的 范 本 呢 ？ 从 字 体 

来 说 ， 有 大 字 、 中 字 、 小 字 ， 哪 种 字 体 作 为 初 学 的 范 本 合 适 呢 ？ 从 风 格 流 派 来 说 ， 那 就 更 多 了 ， 究 竟 哪 

种 风 格 流 派 适 合 自 己 的 审 美 趣 味 而 为 自 己 喜 欢 呢 ？ 

关 于 字 形 的 大 、 中 、 小 ， 初 学 者 以 何 种 为 宜 ？ 一 般 讲 以 中 字 作 为 练 习 开 始 为 好 ， 即 两 寸 见 方 的 字 ， 

如 柳 公 权 的 《 玄 秘 塔 碑 》 、 《 神 策 军 碑 》 等 的 字 体 大 小 适 宜 。 如 果 初 写 即 练 小 楷 ， 容 易 见 效 果 ， 因 为 字 形 

小 ， 笔 画 间 架 间 隔 小 ， 书 写 时 容 易 掌 握 控 制 。 然 而 写 惯 了 小 字 ， 遇 到 写 大 字 ， 间 架 结 构 的 笔 画 间 隔 距 

离 大 了 ， 书 写 时 对 笔 画 、 结 构 的 掌 握 和 控 制 就 不 容 易 了 ， 极 容 易 出 现 疏 散 松 懈 或 紧 密 不 匀 ， 造 成 不 协 

调 的 现 象 。 如 果 练 两 寸 左 右 见 方 的 字 ， 写 大 字 时 有 伸 展 的 余 地 ， 写 小 字 则 更 容 易 掌 握 ， 稍 加 练 习 即 可 

以 掌 握 它 。 如 初 练 即 以 大 字 作 为 范 本 ， 则 不 容 易 掌 握 ， 进 度 很 可 能 就 比 较 慢 ， 因 为 大 字 的 间 架 结 构 距 

离 大 ， 初 学 者 不 容 易 控 制 和 掌 握 。 

楷 书 家 很 多 ， 风 格 流 派 也 各 异 。 如 有 丰 厚 雍 容 的 ， 有 紧 密 险 劲 的 ， 更 有 欹 侧 秀 逸 的 ， 或 挺 拔 刚 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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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如 何 临 帖 

的 ， 等 等 。 初 学 者 选 择 范 帖 ， 可 以 根 据 个 人 性 格 和 喜 好 ， 选 那 种 风 格 能 引 起 自 己 的 兴 趣 的 。 还 有 一 个 

标 准 ， 即 那 种 书 体 有 利 练 笔 力 的 ， 因 为 骨 力 是 学 好 书 法 的 一 个 因 素 ， 是 基 本 功 的 一 个 内 容 。 

此 外 ， 选 定 一 家 书 体 以 后 ， 还 有 个 选 这 家 哪 种 帖 的 问 题 。 因 为 一 家 留 有 几 种 帖 ， 就 要 选 这 家 最 好 

的 帖 和 出 版 的 最 早 拓 本 。 如 欧 阳 询 的 《 九 成 宫 醴 泉 铭 》 ， 虽 不 是 欧 字 最 好 的 帖 ， 历 史 评 论 家 曾 说 它 不 

如 《 化 度 寺 碑 》 ， 但 《 九 成 宫 醴 泉 铭 》 却 碑 字 最 全 ， 早 期 拓 本 字 口 也 清 晰 ， 目 前 最 好 的 版 本 是 文 物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故 宫 博 物 院 所 藏 的 宋 拓 本 。 所 以 写 欧 字 的 ， 都 选 《 九 成 宫 醴 泉 铭 》 为 范 本 ， 又 以 宋 拓 本 作 为 

临 本 。 

选 帖 是 个 认 真 的 事 ， 一 旦 选 好 后 就 不 要 轻 易 更 换 ， 就 要 坚 持 下 去 ， 熟 练 地 掌 握 一 种 书 体 的 结 体 、 

笔 法 、 形 态 、 神 韵 。 明 代 书 法 家 倪 苏 门 在 《 书 法 论 》 中 曾 这 样 说 ： “ 必 须 取 古 之 大 家 一 人 为 宗 主 ， 门 庭 一 

定 ， 脚 根 牢 把 ， 朝 夕 沉 酣 其 中 ， 务 使 笔 笔 肖 似 ， 使 人 望 之 即 知 是 此 种 嫡 派 。 纵 有 誉 我 、 谤 我 ， 我 自 不 为 

之 动 。 ” 只 有 这 样 一 种 态 度 ， 才 能 掌 握 好 一 种 书 体 。 当 然 ， 为 了 创 作 个 人 喜 爱 的 风 格 ， 也 需 要 吸 取 各 种 

书 体 笔 法 、 结 体 、 神 韵 ， 也 可 以 逐 步 临 写 各 种 流 派 的 书 体 ， 进 行 创 新 。 但 开 始 临 习 阶 段 ， 不 能 朝 秦 暮 

楚 。 

选 帖 以 后 ， 即 开 始 临 帖 。 如 何 临 帖 ， 应 有 步 骤 ， 特 别 是 没 有 教 师 指 导 而 靠 自 学 的 人 和 中 小 学 生 ， 

应 循 序 渐 进 ， 即 从 钩 摹 或 影 格 开 始 ， 再 进 入 对 临 、 背 临 。 

1． 钩 摹 。 即 用 透 明 或 半 透 明 的 纸 ， 如 有 光 纸 、 硫 酸 纸 等 ， 蒙 在 选 好 的 帖 上 ， 用 毛 笔 或 用 铅 笔 沿 着 

范 本 的 字 ， 用 极 细 的 浅 色 的 线 条 沿 着 字 形 的 轮 廓 线 （ 内 外 各 占 一 半 ） 钩 出 字 的 轮 廓 ， 称 “ 双 钩 ” 。 然 后 

在 钩 好 的 轮 廓 线 内 ， 按 字 画 用 毛 笔 写 出 来 （ 如 范 本 是 黑 迹 本 ， 则 要 按 墨 迹 的 墨 色 浓 淡 来 写 ） ， 称 为 “ 填 

廓 ” 。 

钩 摹 是 因 为 初 学 者 对 范 帖 的 字 没 有 认 识 ， 用 笔 也 不 熟 悉 ， 用 这 种 经 过 双 钩 后 再 按 笔 画 来 临 写 ， 

以 熟 悉 范 帖 的 字 形 和 笔 法 特 点 。 所 以 在 “ 双 钩 ” 以 后 “ 填 廓 ” 时 ， 应 按 笔 画 一 笔 一 笔 地 写 ， 不 能 乱 涂 ， 摹 

写 时 应 按 笔 顺 从 左 到 右 、 从 上 到 下 来 写 ， 并 要 注 意 笔 法 ， 如 逆 入 回 锋 ， 顿 笔 收 笔 等 等 ， 按 学 到 的 笔 法 

知 识 以 范 本 的 字 为 榜 样 进 行 。 不 论 钩 摹 和 填 廓 ， 都 要 态 度 认 真 ， 不 可 草 率 。 到 了 已 初 步 掌 握 范 帖 的 

字 的 结 体 、 笔 法 以 后 ， 即 可 进 入 对 临 。 

2． 影 格 。 用 比 较 透 明 的 纸 蒙 在 范 本 上 ， 为 了 不 让 范 本 受 墨 迹 污 染 ， 在 两 层 中 间 可 以 放 一 张 完 全 

透 明 的 薄 角 膜 片 ， 然 后 照 字 的 笔 画 ， 用 “ 描 红 ” 的 办 法 ， 一 笔 一 画 地 临 写 ， 这 就 是 影 格 。 怕 蒙 在 下 面 的 

范 本 字 看 得 不 特 别 清 晰 ， 可 以 多 买 一 本 范 帖 ， 放 在 旁 边 作 为 参 考 和 对 照 检 查 。 这 样 可 以 省 去 钩 摹 时 

间 。 这 种 方 法 的 目 的 和 钩 摹 的 目 的 是 一 样 的 。 

康 有 为 曾 经 这 样 说 过 ： “ 学 书 必 先 摹 仿 ， 不 得 古 人 形 质 ， 无 以 得 其 性 情 也 。 故 欲 临 帖 ， 必 先 使 之 摹 

仿 数 百 反 过 ， 使 转 运 立 笔 尽 有 ， 然 后 可 以 临 帖 。 ” 意 思 是 学 习 书 法 必 须 先 摹 仿 ， 不 掌 握 古 人 的 间 架 骨 

力 ， 就 无 法 得 到 古 人 书 法 的 神 情 气 韵 ， 故 必 须 先 摹 仿 几 百 次 ， 掌 握 了 古 人 起 笔 、 转 笔 和 收 笔 等 笔 法 ， 

然 后 才 可 临 帖 。 不 论 是 钩 摹 填 廓 、 影 格 描 红 ， 都 是 为 了 熟 悉 和 掌 握 范 本 的 笔 法 和 结 体 特 点 以 及 形 态 、 

神 韵 。 为 了 较 快 地 掌 握 一 部 分 字 的 运 笔 和 结 体 ， 较 快 见 效 果 ， 巩 固 记 忆 ， 对 范 帖 可 以 一 部 分 一 部 分 

练 ， 如 先 临 习 三 四 页 ， 反 复 数 十 百 遍 ， 已 基 本 掌 握 范 帖 的 笔 法 、 结 体 ， 再 往 后 继 续 临 写 ， 这 样 一 部 分 一 

部 分 地 进 行 ， 易 见 效 果 ， 也 可 提 高 练 习 的 信 心 ， 增 加 兴 趣 。 

3． 对 临 和 背 临 。 临 帖 有 两 个 步 骤 ： 一 是 对 临 ， 二 是 背 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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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对 临 。 即 对 着 范 本 的 字 临 写 。 第 一 步 是 先 用 格 临 。 具 体 步 骤 是 ： 先 用 角 膜 片 或 较 厚 的 纸 画 

出 九 宫 格 、 米 字 格 （ 图 44） 。 九 宫 格 的 作 用 是 为 临 摹 时 便 于 掌 握 结 体 和 字 画 的 位 置 ， 因 为 有 上 下 、 左 

右 八 条 线 作 为 依 据 ， 它 和 汉 字 的 结 构 相 一 致 。 如 左 右 、 上 下 结 构 、 上 中 下 、 左 中 右 等 并 列 结 构 ， 九 宫 格 

也 分 上 中 下 、 左 中 右 九 格 ， 这 样 临 写 时 ， 就 比 较 容 易 掌 握 各 部 分 的 比 例 、 笔 画 的 长 短 位 置 和 倾 斜 的 角 

度 大 小 ， 做 到 心 中 有 数 ， 也 便 于 检 查 。 米 字 格 的 作 用 相 同 于 九 宫 格 。 由 于 字 的 撇 、 捺 等 笔 画 的 斜 度 很 

难 掌 握 ， 不 容 易 看 准 ， 而 米 字 格 恰 好 两 条 对 角 斜 线 可 作 依 据 ， 横 竖 笔 画 则 有 两 条 中 心 线 作 标 准 ， 也 便 

于 掌 握 横 竖 画 和 各 部 分 的 位 置 。 两 者 都 是 临 摹 时 的 有 利 工 具 （ 图 45） 。 

临 写 时 将 透 明 的 画 有 九 宫 格 或 米 字 格 的 角 膜 覆 盖 在 范 本 上 ， 在 临 写 的 纸 下 边 也 放 一 张 画 有 九 

宫 格 或 米 字 格 的 衬 纸 ， 就 可 以 临 写 了 。 这 种 格 临 比 钩 摹 、 描 红 又 进 了 一 步 。 虽 然 有 九 宫 格 或 米 字 格 

来 确 定 笔 画 的 位 置 ， 但 是 怎 样 起 笔 、 运 笔 、 回 转 、 收 笔 及 笔 画 的 粗 细 、 长 短 、 斜 度 等 ， 就 靠 临 习 者 在 前 

段 摹 写 掌 握 笔 法 的 基 础 上 ， 凭 观 察 范 本 字 体 来 进 行 。 这 样 ， 经 过 反 复 格 临 ， 在 九 宫 格 和 米 字 格 辅 助 

下 ， 能 够 较 准 确 地 掌 握 字 的 间 架 结 构 和 笔 法 以 后 ， 第 二 步 即 可 对 临 ， 即 取 掉 盖 在 范 本 上 的 九 宫 格 或 

米 字 格 ， 临 写 时 可 以 在 临 写 纸 下 衬 一 张 画 有 方 格 的 纸 ， 完 全 靠 观 察 范 本 上 的 字 在 方 格 中 临 写 。 

格 临 和 对 临 ， 首 先 要 注 意 不 要 只 看 一 画 写 一 笔 ， 要 观 察 和 记 住 字 的 全 体 笔 画 和 长 短 等 比 例 ， 掌 

握 住 整 个 字 的 间 架 结 构 和 形 状 神 态 。 如 果 只 看 一 画 写 一 笔 ， 只 注 意 局 部 ， 缺 少 整 体 概 念 ， 就 掌 握 不 住 

字 的 整 体 ， 更 不 可 能 体 现 出 范 本 字 的 神 韵 。 所 以 一 定 要 观 察 到 每 一 笔 画 在 整 个 字 当 中 的 位 置 和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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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关 于 创 作 

例 ， 从 整 体 中 看 点 画 。 临 写 到 比 较 熟 练 以 后 ， 就 可 以 进 入 背 临 阶 段 。 

（ 2） 背 临 。 是 指 把 范 本 收 起 来 ， 默 写 范 本 的 字 ， 是 临 写 的 最 后 阶 段 。 它 是 在 钩 摹 或 影 格 和 格 临 、 

对 临 的 基 础 上 ， 对 范 帖 的 书 体 的 结 构 特 点 和 笔 法 都 纯 熟 了 ， 闭 起 眼 睛 均 可 历 历 在 目 ， 才 能 默 写 得 出 

范 本 的 书 体 。 背 临 ， 着 重 在 对 范 本 书 体 的 形 神 掌 握 ， 并 不 要 求 笔 画 的 绝 对 相 似 。 但 从 形 神 来 说 ， 应 和 

范 本 基 本 一 致 ， 甚 至 是 和 范 本 完 全 一 样 。 所 以 背 临 着 重 意 临 。 当 然 ， 初 时 背 临 ， 不 论 结 构 、 笔 法 和 神 

韵 都 会 和 范 本 有 较 大 距 离 ， 这 就 靠 对 照 范 本 检 查 找 出 差 距 ， 在 进 行 第 二 遍 背 临 时 改 正 。 只 要 反 复 进 

行 背 临 ， 就 能 越 来 越 准 确 地 写 出 范 本 的 神 韵 来 。 能 做 到 这 一 步 ， 就 可 以 进 入 书 写 了 ， 说 明 已 掌 握 了 一 

家 书 体 了 。 

那 么 ， 掌 握 了 一 家 的 书 体 风 格 ， 再 学 另 一 家 是 否 还 需 要 再 经 过 这 些 过 程 ？ 这 就 不 必 了 。 因 为 ， 此 

时 控 制 运 笔 及 掌 握 结 体 特 点 的 能 力 都 已 大 大 提 高 了 ， 只 要 直 接 进 入 对 临 即 可 ， 而 且 学 会 另 一 种 书 体 

的 时 间 和 过 程 都 会 大 大 缩 短 ， 实 际 上 已 经 可 以 进 入 书 法 艺 术 创 作 。 为 了 追 求 和 创 造 自 己 独 特 的 风 

格 ， 一 辈 子 要 临 写 和 研 究 多 种 多 样 书 体 流 派 ， 进 行 比 较 分 析 ， 吸 取 特 点 长 处 ， 为 我 所 用 。 

对 初 学 书 法 者 谈 创 作 ， 似 乎 未 免 太 早 了 ， 似 乎 不 是 本 书 的 内 容 。 但 是 ， 第 一 ， 明 确 学 书 法 是 

为 了 能 够 创 作 ， 这 会 坚 定 学 习 书 法 的 信 念 。 其 次 ， 书 法 艺 术 的 习 作 和 创 作 没 有 绝 对 的 界 限 ， 也 没 

有 绝 对 的 阶 段 ， 只 要 较 熟 练 地 掌 握 结 构 和 笔 法 ， 习 作 和 创 作 即 可 以 相 互 促 进 。 进 行 创 作 ， 也 需 要 

一 个 练 习 创 作 的 过 程 ， 故 对 书 法 创 作 知 识 做 一 些 介 绍 仍 然 是 必 要 的 ， 依 然 是 本 书 的 范 围 。 

1． 什 么 是 书 法 创 作 ？ 书 法 创 作 是 在 学 习 古 人 书 法 的 基 础 上 ， 赋 予 它 以 新 意 。 也 就 是 说 书 法 创 

作 要 渗 进 去 自 己 认 为 美 的 趣 味 。 如 字 形 、 笔 法 上 的 变 化 ， 引 起 情 趣 和 意 韵 风 格 上 的 变 化 。 所 以 学 

好 一 家 的 书 体 很 重 要 ， 只 有 熟 练 地 掌 握 一 家 书 体 的 结 体 、 笔 法 的 特 点 ， 才 能 在 这 基 础 上 加 入 自 己 

的 意 趣 。 特 别 是 楷 书 体 ， 必 须 在 学 宗 一 家 书 体 基 础 上 才 能 进 行 创 作 。 如 果 连 起 码 的 结 体 、 运 笔 都 

不 会 ， 也 不 知 怎 样 写 才 符 合 法 度 ， 那 自 然 也 谈 不 上 创 作 。 当 然 ， 创 作 本 身 也 有 许 多 知 识 要 学 。 

2． 书 法 创 作 知 识 简 介 。 如 果 已 掌 握 楷 书 的 基 本 结 构 和 笔 法 ， 要 进 行 习 作 ， 应 如 何 入 手 ， 程 序 

怎 么 样 呢 ？ 

创 作 一 幅 书 法 作 品 ， 首 先 要 确 定 形 制 。 形 制 有 多 种 多 样 ， 如 条 幅 、 中 堂 、 对 联 、 长 卷 、 斗 方 、 

题 匾 、 题 签 、 扇 面 等 等 。 确 定 以 后 即 要 确 定 书 写 的 内 容 ， 诗 词 歌 赋 ， 短 语 警 句 ， 内 容 要 适 合 形 制 。 

如 对 联 ， 有 五 言 、 七 言 ， 甚 至 更 长 的 联 语 。 初 习 创 作 ， 不 宜 写 得 太 长 ， 过 长 不 好 掌 握 。 其 次 ， 即 

要 铺 开 字 幅 经 营 位 置 ， 也 就 是 章 法 布 局 。 特 别 是 楷 书 体 ， 要 经 过 缜 密 的 计 算 ， 在 整 幅 画 面 如 何 安 

排 合 适 ， 符 合 艺 术 要 求 。 如 疏 密 虚 实 ， 大 小 变 化 ， 题 款 印 章 如 何 安 排 ， 有 对 称 又 有 变 化 ， 有 对 比 

也 能 协 调 ， 有 呼 应 又 能 统 一 。 楷 书 体 一 般 随 自 然 结 体 ， 或 大 或 小 ， 或 长 或 扁 ， 但 在 全 篇 又 能 统 一 ， 

或 取 纵 势 ， 或 取 横 势 。 在 行 列 上 ， 或 纵 成 行 ， 横 错 列 ； 或 纵 横 都 成 行 ； 或 横 成 行 ， 纵 错 列 ； 或 用 

笔 画 出 朱 丝 栏 和 画 格 的 。 分 行 布 白 ， 间 隔 距 离 稍 大 的 ， 字 体 秀 丽 ， 显 得 疏 朗 秀 雅 ， 具 有 书 卷 气 ； 纵 

横 错 列 的 ， 结 体 奇 巧 ， 变 化 较 多 ， 艺 术 气 氛 较 浓 ； 分 行 布 白 较 密 ， 结 体 奇 伟 ， 显 得 充 实 茂 密 。 由 

书 体 、 风 格 和 追 求 艺 术 氛 围 不 同 而 采 取 不 同 处 理 方 法 。 第 三 ， 即 要 书 写 了 。 书 写 时 的 习 作 不 宜 过 

大 ， 最 好 一 次 完 成 。 书 写 时 必 须 专 心 ， 书 法 是 一 次 性 创 作 ， 如 写 错 写 坏 一 字 ， 则 全 幅 作 废 。 特 别 

是 楷 书 ， 写 时 速 度 较 慢 ， 花 时 间 ， 费 精 力 。 宁 可 慢 一 些 ， 也 不 能 因 求 快 而 写 错 写 坏 一 个 字 。 不 管 

是 习 作 还 是 正 式 创 作 参 展 参 赛 作 品 ， 都 是 严 肃 的 事 情 ， 一 定 要 认 真 专 注 。 第 四 ， 正 文 写 完 后 即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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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款 、 盖 印 。 题 款 、 印 章 是 一 幅 作 品 的 有 机 组 成 部 分 ， 处 理 适 当 ， 就 能 使 作 品 完 整 完 美 ； 否 则 即 

破 坏 了 作 品 的 完 美 ， 字 虽 写 好 了 却 不 是 一 幅 完 美 的 作 品 。 题 款 是 构 图 补 白 的 说 明 书 性 文 字 ， 它 的 

内 容 分 单 款 和 双 款 。 单 款 只 写 书 写 时 间 和 姓 名 ， 繁 写 则 可 包 括 书 写 内 容 的 题 目 ， 自 作 或 作 者 姓 名 ， 

地 点 斋 名 ， 等 等 。 双 款 是 包 括 受 书 者 的 姓 名 ， 如 某 某 先 生 正 腕 、 斧 正 、 雅 正 ， 等 等 一 类 客 语 。 题 

款 一 般 用 行 书 ， 字 体 要 比 正 文 稍 小 ， 写 在 正 文 左 侧 （ 如 从 右 到 左 行 顺 ） 一 行 位 置 ， 也 可 题 双 行 。 有 

的 题 款 则 比 正 文 字 数 更 多 ， 也 要 和 正 文 构 成 一 个 完 整 的 整 体 。 总 之 ， 题 款 应 该 随 机 应 变 ， 处 理 得 

很 智 巧 ， 字 数 多 少 ， 字 大 字 小 ， 疏 密 虚 实 都 要 根 据 正 文 的 情 况 来 处 理 。 但 是 ， 题 款 加 印 章 上 头 要 

比 正 文 低 一 字 ； 正 文 字 数 少 而 字 体 较 大 ， 题 款 字 多 ， 超 过 两 行 以 上 ， 也 可 以 正 文 比 题 款 低 。 一 般 

题 款 印 章 不 得 超 过 正 文 下 脚 ； 如 遇 上 面 讲 的 题 款 字 多 而 正 文 字 少 而 大 ， 则 可 超 过 正 文 下 脚 。 总 之 ， 

以 全 幅 协 调 为 准 。 

3． 印 章 。 印 章 虽 小 ， 但 在 一 幅 书 法 作 品 中 作 用 很 大 。 它 在 画 面 中 能 烘 托 气 氛 、 调 整 布 局 、 增 

加 变 化 ， 起 着 画 龙 点 睛 的 作 用 。 有 些 作 品 ， 正 文 和 题 款 都 很 好 ， 但 由 于 印 章 处 理 不 当 ， 或 位 置 不 

合 适 ， 或 大 小 多 寡 不 适 宜 ， 或 没 能 盖 好 章 ， 印 文 模 糊 等 等 ， 都 会 影 响 作 品 的 完 美 ， 破 坏 章 法 布 局 。 

印 章 分 姓 名 章 和 闲 章 ， 有 阴 刻 和 阳 刻 。 名 章 不 论 单 名 姓 章 或 雅 号 章 ， 都 盖 在 具 名 之 下 ， 或 在 

具 名 旁 边 的 空 白 处 ， 用 一 方 或 两 方 则 要 看 题 款 后 的 空 白 之 处 而 定 。 如 空 白 处 很 长 ， 可 盖 两 方 ， 先 

盖 阴 刻 白 文 印 ， 后 盖 阳 刻 的 朱 文 印 ， 上 盖 姓 名 章 ， 下 盖 雅 号 章 。 闲 章 其 实 不 闲 ， 它 的 内 容 往 往 寄 

托 着 作 者 的 思 想 感 情 ， 意 趣 和 情 操 ， 愿 望 和 理 想 之 类 的 内 容 ， 或 是 对 艺 术 趣 味 的 追 求 ， 可 帮 助 观 

众 对 作 者 和 作 品 的 理 解 。 闲 章 一 般 盖 在 右 边 紧 靠 字 行 上 面 二 三 字 之 间 的 空 白 处 ， 故 又 名 “ 引 首 

章 ” 。 盖 在 题 名 后 的 空 白 处 ， 则 称 “ 压 角 章 ” 。 印 章 形 状 有 方 形 、 圆 形 、 椭 圆 形 或 不 规 则 的 。 姓 名 

章 和 闲 章 的 大 小 要 和 整 幅 作 品 、 字 体 大 小 相 一 致 。 

4． 格 式 。 格 式 对 书 写 内 容 起 决 定 作 用 ， 而 书 法 作 品 格 式 是 多 样 的 。 各 种 场 所 、 饭 店 餐 厅 、 风 

景 区 、 书 房 客 室 等 题 匾 ， 因 场 所 不 同 ， 所 题 匾 额 也 各 异 。 下 面 ， 就 主 要 格 式 做 一 些 简 单 的 介 绍 。 

立 幅 。 也 称 条 幅 ， 是 竖 写 的 一 种 格 式 。 裱 成 轴 子 的 称 “ 立 轴 ” 、 “ 中 堂 ” 。 其 实 条 幅 和 中 堂 也 还 

有 所 区 别 。 中 堂 是 悬 挂 在 中 式 房 屋 的 厅 堂 上 首 墙 壁 的 中 间 ， 两 旁 往 往 配 有 一 副 对 联 ， 其 画 幅 比 较 

大 。 条 幅 则 是 悬 挂 在 书 房 、 客 厅 、 卧 室 墙 上 的 ， 篇 幅 较 小 。 立 幅 用 楷 书 写 ， 可 横 竖 成 行 ， 也 可 竖 

成 行 横 错 列 ， 以 整 齐 、 匀 称 、 清 朗 为 好 。 书 写 时 首 不 空 格 ， 如 是 词 曲 ， 两 首 之 间 应 空 一 字 的 空 白 ， 

作 为 区 别 。 

横 幅 。 也 称 横 披 ， 裱 后 称 横 轴 。 横 幅 的 篇 幅 可 大 可 小 ， 视 需 要 而 定 。 其 格 式 与 立 幅 大 致 是 相 

同 的 ， 只 不 过 由 纵 向 转 为 横 向 ， 纵 的 字 行 短 而 行 数 多 ， 字 数 少 时 ， 要 安 排 匀 称 ， 整 齐 而 有 变 化 、 有 

气 势 。 

匾 额 。 又 称 牌 匾 ， 用 在 商 店 、 机 关 单 位 、 馆 、 室 、 斋 标 明 名 称 字 号 。 用 在 庭 院 、 园 林 的 门 洞 、 

岩 石 上 是 起 点 景 作 用 。 前 者 也 有 竖 式 的 。 因 字 数 不 多 ， 要 细 心 经 营 布 局 ， 做 到 端 庄 而 有 变 化 ， 印 

章 也 要 相 应 。 

对 联 。 是 用 途 极 广 的 一 种 传 统 格 式 。 春 节 期 间 贴 在 门 户 上 ， 又 称 “ 春 联 ” 。 将 联 语 写 刻 在 楹 柱 

上 ， 也 称 “ 楹 联 ” ， 许 多 楼 台 庙 宇 都 有 这 种 楹 联 。 对 联 还 用 在 丧 事 、 喜 事 、 书 房 、 卧 室 ， 厅 堂 平 时 

也 悬 挂 对 联 。 对 联 分 左 右 联 ， 首 联 称 上 联 ， 次 联 称 下 联 ， 两 联 相 对 。 字 数 有 四 、 五 、 七 字 不 等 ， 有 

多 达 数 十 字 ， 称 “ 长 联 ” ， 如 昆 明 滇 池 大 观 楼 的 著 名 长 联 ， 单 联 就 九 十 字 ， 共 百 八 十 字 ， 也 称 “ 龙 

门 对 ” 。 联 词 语 句 严 格 ， 讲 究 对 仗 对 韵 。 书 写 对 联 较 难 ， 不 仅 要 注 意 本 联 布 局 的 匀 称 和 变 化 ， 上 下 

气 势 贯 一 ， 还 要 和 次 联 的 字 对 称 ， 参 错 呼 应 ， 故 在 写 前 要 注 意 经 营 布 局 ， 要 求 完 美 统 一 。 书 写 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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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学 习 书 法 应 注 意 的 事 项 

可 根 据 篇 幅 的 长 短 宽 窄 折 叠 成 格 。 书 写 时 ， 首 联 右 边 要 题 上 款 ， 故 写 时 要 稍 稍 往 左 靠 ； 写 次 联 时 

左 边 要 题 下 款 ， 写 时 要 稍 稍 往 右 ， 如 是 单 款 则 写 在 次 联 左 边 适 当 地 方 。 写 完 一 联 可 放 在 旁 边 ， 为 

写 次 联 时 参 考 。 

此 外 ， 还 有 题 扇 、 题 画 、 书 题 等 ， 难 度 更 大 ， 没 有 较 熟 练 技 法 不 易 写 好 ， 而 且 随 机 应 变 性 大 ， 

这 里 就 不 再 一 一 介 绍 。 

在 开 始 练 习 书 法 时 要 注 意 一 些 什 么 问 题 呢 ？ 首 先 ， 要 培 养 正 确 的 书 写 姿 势 和 执 笔 方 法 ； 其 次 ， 

对 书 写 用 的 工 具 要 具 备 一 些 知 识 。 这 两 个 问 题 ， 都 对 能 不 能 练 好 书 法 起 重 要 作 用 。 

1． 写 字 的 基 本 姿 势 。 在 开 始 练 习 写 字 时 ， 即 要 重 视 培 养 正 确 的 写 字 姿 势 ， 养 成 良 好 的 习 惯 。 

写 字 的 姿 势 正 确 与 否 ， 不 仅 对 写 字 有 影 响 ， 甚 至 影 响 人 的 健 康 。 写 字 不 只 是 靠 手 指 、 手 腕 的 运 动 ， 

写 大 字 时 还 会 牵 动 全 身 ， 特 别 是 腰 部 。 传 《 卫 夫 人 笔 阵 图 》 说 ： “ 下 笔 点 画 波 撇 、 屈 曲 ， 皆 须 尽 一 

身 之 力 而 送 之 。 ” 即 是 说 ， 每 写 一 点 画 ， 都 要 用 全 身 的 力 量 来 写 。 但 不 是 用 死 劲 ， 只 说 明 一 点 一 画 ， 

都 涉 及 指 、 腕 、 肘 、 肩 、 腰 以 至 全 身 各 部 位 的 协 调 动 作 和 力 量 。 因 此 ， 正 确 的 姿 势 ， 是 使 这 些 部 

位 都 能 密 切 配 合 和 协 同 动 作 ， 使 毛 笔 能 顺 利 运 行 ， 便 于 写 出 刚 柔 拙 巧 的 各 种 笔 画 ， 保 证 字 的 部 位 

和 行 的 重 心 垂 直 。 例 如 ， 如 果 养 成 歪 头 写 字 的 习 惯 ， 就 往 往 会 造 成 写 出 的 字 部 位 不 正 ， 一 行 就 歪 

了 ， 就 会 造 成 一 幅 书 法 作 品 的 失 败 。 又 如 ， 在 坐 着 写 字 时 ， 将 胸 紧 压 桌 子 上 ， 则 会 妨 碍 呼 吸 ， 长 

期 下 去 ， 就 不 知 不 觉 地 影 响 健 康 。 

写 字 有 两 种 基 本 姿 势 ： 一 种 是 坐 着 写 ， 一 种 是 站 着 写 。 

坐 势 。 这 是 最 经 常 最 普 遍 的 一 种 写 字 姿 势 ， 尤 其 是 初 学 写 字 ， 一 般 都 是 坐 着 写 。 坐 着 写 字 正 

确 的 姿 势 应 该 怎 样 ？ 它 要 求 坐 的 姿 势 端 正 ， 胸 部 离 桌 边 约 15厘 米 ， 头 正 、 肩 平 、 臂 开 、 足 踏 实 。 

头 正 ， 俯 视 运 笔 处 ， 注 意 力 集 中 在 笔 尖 ， 视 线 与 笔 尖 成 45° 俯 角 ， 容 易 看 清 下 笔 的 准 确 与 否 。 这 样 ， 

既 能 保 证 字 写 得 端 正 ， 又 不 损 坏 视 力 。 两 肩 齐 平 ， 身 体 坐 正 ， 胸 部 挺 起 ， 才 能 使 胸 部 离 开 桌 边 ， 保 

持 精 神 振 作 ， 有 利 呼 吸 和 运 气 。 两 臂 张 开 ， 左 手 按 纸 ， 右 手 执 笔 ， 两 脚 自 然 平 放 踏 实 ， 保 持 平 衡 

稳 定 ， 便 于 书 写 时 能 做 到 横 平 竖 直 ， 写 撇 捺 时 也 能 放 开 。 

立 势 。 初 学 时 用 不 着 站 着 写 。 一 般 情 况 下 ， 都 是 写 大 字 时 才 站 着 写 。 由 于 坐 着 写 视 线 不 容 易 

照 顾 全 局 ， 运 笔 也 困 难 ， 所 以 只 能 站 着 悬 肘 悬 腕 写 。 但 是 ， 站 着 悬 肘 悬 腕 写 ， 难 度 要 比 坐 着 写 大 。 

立 着 俯 写 ， 把 纸 放 在 桌 面 铺 平 ， 能 俯 视 全 局 ， 运 肘 用 腕 ， 不 仅 视 线 能 观 整 幅 ， 运 起 笔 来 范 围 也 大 

了 ， 这 样 便 于 整 幅 经 营 位 置 。 也 有 立 着 写 壁 的 ， 将 纸 挂 在 墙 壁 上 ， 立 着 悬 肘 悬 腕 写 。 不 过 初 学 时 ， 

先 不 必 练 习 站 着 写 ， 因 为 你 对 结 体 、 笔 法 这 些 基 本 技 法 还 不 熟 练 ， 站 着 写 会 更 困 难 ， 但 在 整 个 学 

习 书 法 过 程 中 ， 必 然 会 遇 到 立 着 书 写 。 譬 如 已 到 背 临 阶 段 ， 就 可 适 当 地 练 习 立 着 俯 写 。 由 于 立 着 

俯 写 ， 必 须 是 悬 腕 悬 肘 ， 执 笔 姿 势 也 要 起 变 化 ， 故 也 需 要 一 段 练 习 过 程 。 

立 着 俯 写 时 要 求 低 头 俯 视 正 前 方 45° 角 ， 不 能 歪 头 侧 身 ， 头 部 和 身 体 都 要 端 正 ， 保 持 视 线 能 观 

全 局 ， 便 于 书 写 时 经 营 位 置 和 运 笔 。 俯 视 必 须 适 当 躬 身 ， 但 不 宜 过 度 ， 过 度 则 容 易 疲 劳 。 自 然 舒 

适 ， 才 能 挥 写 自 如 。 立 写 只 能 悬 臂 而 书 ， 两 脚 自 然 左 右 分 开 ， 大 约 与 肩 部 宽 度 相 当 ， 前 后 也 可 适 

度 错 开 ， 也 便 于 身 体 的 移 动 ， 前 后 错 开 的 幅 度 要 视 所 写 的 字 大 小 。 立 势 写 壁 的 情 况 比 较 少 。 

2． 执 笔 方 法 。 执 笔 方 法 有 各 种 各 样 ， 现 在 最 通 常 的 执 笔 法 ， 称 为 五 指 执 笔 法 ， 古 时 候 称 为 擫 、 

压 、 钩 、 格 、 抵 五 字 法 。 擫 ， 就 是 用 大 拇 指 第 一 节 擫 住 笔 杆 内 侧 一 方 ； 压 ， 是 用 食 指 第 一 节 从 外 

抵 压 住 一 方 ； 钩 ， 是 用 中 指 的 第 一 节 从 外 侧 向 内 钩 回 ； 格 ， 是 用 无 名 指 的 指 甲 和 肉 相 联 之 处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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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右 侧 又 一 方 顶 住 笔 杆 ； 抵 ， 是 用 小 指 紧 靠 无 名 指 协 助 的 力 量 。 这 样 ， 大 指 和 食 指 、 中 指 与 无 名 

指 、 小 指 形 成 三 方 面 鼎 足 的 力 量 ， 把 毛 笔 执 住 ， 支 撑 住 垂 直 的 笔 杆 （ 图 46） 。 五 指 执 笔 法 充 分 调 动 

了 五 指 的 力 量 ， 顺 应 生 理 机 能 ， 自 然 舒 适 ， 毫 无 困 难 ， 做 到 掌 虚 指 实 ， 运 动 起 来 灵 活 自 如 。 启 功 

先 生 在 回 答 别 人 问 执 笔 法 时 说 ， 只 要 拿 得 住 笔 ， 如 同 拿 得 住 筷 子 ， 夹 得 住 菜 即 可 以 。 意 思 也 是 要 

自 然 灵 活 即 可 。 除 五 指 执 笔 法 外 ， 还 有 四 指 、 三 指 执 笔 法 。 四 指 执 笔 是 弃 小 指 于 无 用 武 之 地 ， 这 

不 影 响 执 笔 的 大 局 ， 因 为 小 指 原 只 是 起 扶 助 无 名 指 的 作 用 。 三 指 执 笔 法 ， 古 时 称 为 “ 单 钩 ” ， 苏 东 

坡 就 用 这 种 执 笔 法 。 三 指 执 笔 法 ， 是 用 大 拇 指 、 食 指 和 中 指 执 着 笔 杆 的 各 侧 ， 相 互 出 力 支 撑 住 笔 

杆 ， 弃 无 名 指 、 小 指 于 无 用 （ 图 同 上 ） 。 这 是 一 种 传 统 的 执 笔 法 ， 和 古 代 没 有 高 桌 子 有 关 系 ， 坐 得 

低 ， 三 指 执 笔 可 能 比 较 灵 活 。 但 是 在 当 前 的 生 活 条 件 下 ， 自 然 五 指 齐 出 力 为 好 ， 以 五 指 执 笔 法 为 

宜 。 由 于 站 着 写 字 的 执 笔 和 坐 着 写 字 执 笔 姿 势 不 完 全 一 样 ， 站 着 执 笔 部 位 即 要 往 上 移 到 笔 的 上 端 ， 

执 笔 的 角 度 也 有 变 化 。 此 外 ， 还 有 写 擘 窠 大 字 用 的 抓 笔 、 植 笔 ， 笔 杆 短 而 粗 。 所 以 执 笔 的 方 法 自 

然 也 就 不 同 了 ， 应 用 大 指 和 食 指 、 中 指 及 无 名 指 抓 住 粗 笔 杆 部 分 （ 图 47） 。 

执 笔 究 竟 是 紧 好 还 是 松 好 ？ 有 的 教 师 说 ， 为 了 显 示 出 笔 力 ， 主 张 执 笔 越 紧 越 好 ， 紧 才 能 使 点 

画 写 出 力 度 。 说 王 献 之 小 的 时 候 写 字 ， 他 父 亲 王 羲 之 从 背 后 突 然 拔 他 的 笔 ， 没 能 拔 掉 ， 认 为 王 献 

之 将 来 一 定 能 成 为 著 名 的 书 法 家 。 因 此 ， 许 多 人 以 此 为 例 来 证 明 执 笔 越 使 劲 抓 越 好 。 其 实 不 然 ， 过 

分 用 力 ， 只 注 意 使 劲 执 笔 ， 容 易 使 肌 肉 僵 化 、 紧 张 ， 注 意 力 也 不 易 集 中 在 笔 尖 的 运 用 上 面 ， 反 而 

不 能 写 好 字 。 苏 东 坡 说 ： 执 笔 “ 要 使 虚 而 宽 ” 。 在 书 写 时 不 使 笔 摇 晃 ， 保 持 笔 杆 的 相 对 垂 直 ， 写 横 、 

竖 长 笔 时 笔 不 颤 动 。 要 做 到 这 样 ， 执 笔 就 必 需 既 不 紧 也 不 松 ， 使 五 指 能 够 牢 牢 地 紧 贴 笔 杆 ， 即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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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有 关 的 工 具 、 材 料 

谓 “ 指 实 掌 虚 ” 。 

五 指 执 笔 法 自 然 形 成 指 实 掌 虚 ， 有 人 又 要 学 生 掌 虚 到 能 容 纳 一 个 鸡 蛋 为 好 。 这 又 是 一 种 不 正 

确 的 要 求 。 掌 虚 是 为 了 力 点 集 中 在 五 指 执 笔 部 位 ， 力 度 恰 当 又 集 中 ， 便 于 写 字 运 笔 时 灵 活 自 然 ， 笔 

画 自 然 有 力 度 。 掌 虚 才 能 使 掌 竖 起 来 ， 掌 竖 则 笔 杆 易 保 持 垂 直 ， 如 果 掌 平 而 不 竖 ， 就 容 易 用 指 头 

部 分 去 运 笔 。 用 手 指 头 去 运 笔 ， 力 度 不 易 固 定 在 指 头 ， 笔 杆 易 左 右 前 后 倾 斜 ， 线 条 就 容 易 漂 浮 ， 缺 

乏 力 度 。 这 是 指 坐 着 写 的 情 况 下 。 坐 着 写 较 大 的 字 ， 就 要 悬 腕 但 不 必 悬 肘 。 当 然 ， 如 果 站 着 写 就 

不 能 完 全 掌 竖 ， 只 能 掌 平 甚 至 可 以 往 下 倾 斜 ， 但 是 笔 杆 却 要 始 终 保 持 垂 直 。 笔 杆 垂 直 才 能 保 持 笔 

锋 正 ， 中 锋 用 笔 。 站 着 写 是 悬 腕 悬 肘 ， 以 臂 和 全 身 作 支 撑 点 ， 以 臂 、 肘 运 笔 ， 才 能 笔 笔 送 到 ， 点 

画 才 有 力 度 。 但 开 始 练 习 书 法 ， 可 不 必 悬 腕 悬 肘 ， 以 免 影 响 对 结 构 、 笔 法 学 习 的 进 度 。 练 习 书 法 

第 一 步 是 掌 握 一 种 书 体 的 结 体 和 笔 法 。 只 有 在 技 法 上 已 比 较 熟 练 的 情 况 下 ， 才 能 再 增 加 难 度 。 

执 笔 高 低 怎 样 算 适 宜 ？ 这 要 根 据 所 写 字 的 大 小 来 确 定 。 字 大 执 笔 要 高 一 些 ， 写 小 字 自 然 要 与 

笔 锋 近 一 些 ， 要 看 运 笔 范 围 大 小 来 决 定 执 笔 高 低 。 

写 字 要 始 终 注 意 笔 杆 是 否 垂 直 ， 笔 杆 垂 直 才 能 中 锋 用 笔 ， 笔 杆 歪 斜 自 然 会 出 现 侧 锋 、 偏 锋 ， 中 

锋 用 笔 能 使 点 画 有 力 度 ， 扎 实 而 不 漂 浮 。 当 然 ， 要 求 笔 杆 垂 直 并 不 是 绝 对 的 ， 在 运 笔 过 程 中 难 免 

会 出 现 不 完 全 垂 直 的 情 况 ， 那 也 是 很 自 然 的 ， 不 能 僵 死 的 要 求 ， 而 且 偶 然 出 现 偏 锋 、 侧 锋 也 是 可 

以 的 。 但 在 学 习 时 还 是 要 注 意 用 中 锋 ， 以 利 于 基 本 功 训 练 。 

古 人 说 ： “ 工 欲 善 其 事 ， 必 先 利 其 器 。 ” 书 法 的 工 具 是 什 么 呢 ？ 就 是 笔 、 墨 、 纸 、 砚 ， 称 为 

“ 文 房 四 宝 ” 。 现 在 ， 人 们 练 书 法 时 往 往 采 用 墨 汁 来 代 替 磨 墨 了 ， 为 的 是 节 省 时 间 ， 用 起 来 比 较 方 

便 。 学 习 书 法 ， 对 工 具 和 材 料 的 性 能 不 可 不 知 道 ， 掌 握 它 们 的 性 能 ， 使 用 起 来 才 能 得 心 应 手 ， 即 

所 谓 “ 先 利 其 器 ” 。 

1． 笔 

毛 笔 在 我 国 已 有 悠 久 的 历 史 ， 早 在 6000年 以 前 新 石 器 时 代 陶 器 的 纹 样 上 ， 我 们 的 祖 先 已 用 原 

始 的 毛 笔 在 陶 器 上 画 纹 样 了 。 在 3000年 前 殷 商 时 代 的 兽 骨 上 ， 已 有 朱 书 、 墨 书 的 文 字 。 从 中 可 以 

看 出 ， 那 时 的 毛 笔 已 具 备 圆 健 整 齐 的 性 能 ， 笔 画 已 有 弹 性 ， 笔 画 起 止 较 尖 ， 中 间 偏 前 部 分 略 粗 ， 表 

现 出 毛 笔 书 写 出 来 的 特 有 效 果 。 甲 骨 文 把 笔 叫 做 “ 聿 ” 。 战 国 墓 中 曾 出 土 有 战 国 时 的 毛 笔 ， 是 把 兔 

毛 围 在 笔 杆 一 端 ， 用 细 丝 线 紧 紧 缠 住 ， 外 表 涂 上 漆 而 成 。 传 说 秦 国 大 将 蒙 恬 发 明 毛 笔 。 其 实 毛 笔 

已 早 有 ， 大 概 蒙 恬 只 是 将 过 去 的 毛 笔 加 以 改 进 后 精 制 而 成 。 秦 国 时 代 的 毛 笔 已 有 发 现 。 1975年 12

月 在 湖 北 云 梦 睡 虎 地 ， 秦 始 皇 三 十 年 时 的 秦 墓 中 曾 出 土 了 3支 毛 笔 ， 笔 杆 是 竹 制 成 的 ， 上 尖 下 粗 ， 

镂 空 成 腔 ， 长 18． 2厘 米 ， 笔 毫 长 2． 5厘 米 。 秦 汉 竹 简 和 帛 书 中 所 写 墨 书 ， 说 明 当 时 毛 笔 已 大 量 使 

用 ， 并 已 相 当 的 完 善 了 。 所 以 传 说 蒙 恬 发 明 毛 笔 ， 看 来 并 非 一 种 虚 传 ， 是 有 一 定 根 据 的 。 当 时 江 

苏 省 的 宣 州 溧 水 县 中 山 和 现 在 的 安 徽 省 宣 城 一 带 ， 从 晋 唐 以 来 一 直 是 出 产 名 笔 的 地 方 。 魏 晋 时 代 

的 书 法 家 常 用 鼠 须 做 毛 笔 称 鼠 须 笔 。 唐 代 《 书 法 要 录 》 记 载 说 ， 王 右 军 写 《 兰 亭 序 》 就 是 用 鼠 须 

笔 写 成 的 。 传 说 汉 魏 的 张 芝 、 钟 繇 也 常 用 这 种 鼠 须 笔 。 鼠 须 笔 毫 硬 ， 弹 性 强 ， 写 出 来 的 字 劲 挺 而 

秀 丽 ， 这 对 晋 代 书 法 风 格 以 一 定 影 响 。 羊 毫 笔 比 较 柔 软 ， 到 宋 代 以 后 才 用 这 种 笔 ， 明 清 以 后 更 为 

盛 行 。 这 种 笔 写 出 来 的 笔 画 比 较 圆 润 多 变 。 据 梁 同 书 《 笔 史 》 记 载 ， 历 史 上 用 来 做 笔 毫 的 材 料 有 

31种 之 多 ， 包 括 各 种 兔 毫 、 羊 毛 、 麝 毛 、 狸 毛 、 鼠 须 、 虎 毛 、 狐 毛 、 狼 毛 、 貂 毛 、 獭 毛 、 鹅 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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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 毛 、 鸡 毛 、 猪 毛 等 等 。 因 各 种 毛 的 性 质 不 一 样 ， 制 成 的 毛 笔 性 能 也 各 异 ， 有 硬 、 中 、 软 毫 的 区 

别 ， 它 们 写 出 来 的 字 效 果 也 不 同 。 

（ 1） 硬 毫 笔 。 一 般 是 用 黄 鼠 狼 尾 巴 上 的 毛 做 原 料 制 成 的 ， 故 称 “ 狼 毫 ” 或 “ 紫 毫 ” 。 也 可 用 山 

兔 毛 、 鼠 须 、 鹿 毛 、 猪 鬃 、 豹 毛 等 硬 质 毛 作 材 料 。 不 过 现 在 有 些 硬 质 毛 很 贵 重 ， 已 经 不 用 了 ， 即 

使 狼 毫 也 已 不 易 得 到 。 硬 毫 笔 的 性 能 是 刚 健 ， 弹 性 较 强 ， 笔 健 锋 锐 ， 适 合 写 行 草 书 ， 写 起 来 干 净 

利 落 ， 不 拖 泥 带 水 。 字 体 较 小 、 结 体 严 谨 、 方 笔 劲 挺 的 字 体 ， 都 宜 用 狼 毫 笔 。 但 对 初 学 者 来 说 ， 为 

了 锻 炼 笔 力 ， 似 不 宜 用 硬 毫 笔 。 

（ 2） 软 毫 笔 。 性 柔 软 ， 弹 性 不 如 硬 毫 笔 。 主 要 用 山 羊 毛 作 材 料 制 成 ， 故 称 “ 羊 毫 ” 。 也 有 用 黄 

羊 毛 、 青 羊 毛 等 作 材 料 的 。 用 鸡 毛 做 的 鸡 毛 笔 ， 性 更 柔 软 ， 若 能 挥 毫 自 如 ， 可 收 到 特 殊 效 果 ， 但 

不 易 掌 握 ， 初 学 者 不 宜 使 用 。 羊 毫 笔 容 易 濡 墨 ， 写 出 来 的 字 圆 润 丰 满 ， 适 宜 初 学 者 锻 炼 功 力 。 

（ 3） 兼 毫 笔 。 是 用 两 种 畜 兽 毛 制 成 ， 其 刚 柔 与 弹 性 介 乎 硬 毫 和 软 毫 之 间 ， 是 一 种 性 属 中 间 的 

笔 。 书 写 时 能 刚 柔 相 济 ， 不 过 软 过 硬 。 最 常 见 的 兼 毫 笔 是 用 山 兔 毛 和 羊 毛 合 制 成 的 紫 羊 毫 笔 。 根 

据 两 种 材 料 比 例 多 少 不 同 ， 分 为 “ 七 紫 三 羊 ” 、 “ 五 紫 五 羊 ” 、 “ 九 紫 一 羊 ” 、 “ 三 紫 七 羊 ” 等 等 。 其 

它 还 有 “ 大 白 云 ” 、 “ 小 白 云 ” 等 ， 也 是 用 黄 鼠 狼 毛 为 笔 心 ， 外 层 裹 以 山 羊 毛 的 兼 毫 笔 。 紫 羊 毫 比 

紫 狼 毫 笔 ， 一 般 含 羊 毛 比 例 大 ， 笔 就 更 柔 软 。 

毛 笔 品 种 约 有 300余 种 ， 根 据 用 料 的 质 地 优 劣 和 加 工 的 精 粗 程 度 不 同 ， 有 各 种 等 级 的 毛 笔 。 过 

去 都 在 笔 杆 上 注 明 “ 极 品 ” 、 “ 精 制 ” 、 “ 加 料 ” 来 标 明 等 级 质 量 。 用 “ 净 ” 、 “ 纯 ” 、 “ 宿 ” 等 说 明 加 

工 程 度 。 现 在 有 些 笔 除 在 笔 杆 上 注 明 大 小 、 长 短 的 几 号 笔 以 外 ， 也 有 注 明 “ 加 健 ” 等 说 明 软 硬 程 

度 的 。 

毛 笔 也 有 各 种 类 型 。 按 锋 颖 的 长 短 ， 可 分 “ 长 锋 ” 、 “ 中 锋 ” 、 “ 短 锋 ” 。 短 锋 笔 ， 锋 颖 短 ， 储 墨 

少 ， 适 合 写 小 楷 ； 长 锋 笔 ， 锋 颖 长 ， 腹 柔 软 ， 储 墨 多 ， 适 合 写 较 大 的 行 草 书 ； 中 锋 介 于 两 者 之 间 。 

传 柳 公 权 《 笔 帖 》 曾 说 ： “ 出 锋 太 短 ， 伤 于 劲 硬 。 所 需 优 柔 出 锋 须 长 ， 择 毫 须 细 。 管 不 在 大 ， 副 切 

需 齐 ； 副 齐 则 波 制 有 凭 ， 管 小 则 运 动 省 力 ； 毛 细 则 点 画 无 失 ， 锋 长 则 烘 润 自 由 。 ” 从 此 可 以 看 出 ， 

什 么 样 的 笔 写 出 什 么 样 的 效 果 。 

怎 样 选 择 毛 笔 ？ 毛 笔 质 量 很 重 要 ， 不 仅 关 系 到 书 写 效 果 ， 而 且 关 系 到 能 否 经 久 耐 用 。 一 支 质 量 

好 的 毛 笔 ， 要 具 备 尖 、 齐 、 圆 、 健 四 个 条 件 ， 称 为 笔 之 “ 四 德 ” 。 所 谓 尖 ， 是 指 笔 锋 尖 锐 ， 不 秃 ； 

所 谓 齐 ， 是 指 用 手 指 捏 扁 笔 尖 ， 顶 端 的 毛 散 开 后 要 整 齐 划 一 ， 不 会 产 生 长 短 不 齐 的 现 象 ； 所 谓 圆 ， 

是 指 笔 头 周 围 饱 满 呈 圆 锥 状 ， 不 扁 不 瘦 ， 恰 到 好 处 ； 所 谓 健 ， 是 指 弹 性 好 ， 笔 毛 铺 开 后 易 于 收 拢 ， 

揿 弯 后 容 易 恢 复 直 。 此 外 ， 要 注 意 笔 毛 匀 细 ， 锋 颖 不 老 、 不 嫩 ， 老 则 色 泽 发 黄 ， 嫩 则 色 泽 发 青 。 笔 

头 要 正 ， 笔 杆 圆 直 。 这 些 都 是 挑 选 毛 笔 要 注 意 的 地 方 。 

根 据 字 体 的 大 小 和 各 种 书 体 要 求 ， 毛 笔 有 各 种 型 号 ， 有 小 楷 笔 、 中 楷 笔 和 大 楷 笔 。 写 屏 条 的 

有 屏 笔 ， 写 对 联 的 有 联 笔 ， 还 有 大 号 的 提 笔 、 楂 笔 。 楂 笔 最 大 ， 圭 笔 最 小 。 

有 了 一 支 好 毛 笔 ， 还 要 善 于 使 用 和 保 管 ， 才 能 保 持 使 用 时 得 心 应 手 ， 延 长 毛 笔 的 寿 命 。 刚 买 

来 的 新 笔 ， 使 用 前 先 要 开 笔 ， 将 笔 头 浸 在 温 水 或 冷 水 中 脱 去 胶 质 ， 使 笔 头 自 然 全 部 发 开 。 未 开 笔 

前 即 蘸 墨 使 用 ， 会 使 笔 受 损 害 。 笔 发 开 后 再 挤 去 清 水 蘸 墨 使 用 ， 使 含 墨 量 多 ， 写 起 来 流 畅 圆 润 。 一 

般 讲 ， 写 多 大 的 字 就 用 多 大 的 笔 ， 笔 的 大 小 要 和 字 体 大 小 相 适 应 。 如 用 小 笔 写 大 字 ， 不 利 笔 墨 的 

发 挥 和 变 化 ； 如 用 大 笔 写 小 字 ， 则 难 于 控 制 笔 画 的 粗 细 。 每 次 用 完 ， 把 笔 洗 干 净 ， 把 遗 墨 全 部 洗 

净 。 洗 笔 时 要 轻 轻 地 挤 水 ， 不 可 猛 抓 笔 毛 ， 也 切 不 可 用 碱 性 的 肥 皂 洗 ， 更 不 可 浸 到 开 水 中 ， 这 都 

会 损 害 毛 笔 质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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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墨 

墨 对 学 书 法 艺 术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有 “ 墨 分 五 彩 ” 之 说 ， 它 是 写 好 字 的 重 要 条 件 。 特 别 是 在 创 

作 阶 段 ， 它 是 表 达 人 的 思 想 感 情 的 重 要 手 段 之 一 。 墨 的 历 史 很 长 ， 早 在 新 石 器 时 代 ， 在 一 些 器 物 

图 形 中 ， 已 用 矿 物 质 作 颜 料 。 在 殷 墟 出 土 的 甲 骨 和 玉 片 上 就 有 墨 书 ， 在 殷 商 遗 物 中 已 发 现 用 研 细 

木 炭 作 墨 用 。 西 周 时 墨 已 正 式 出 现 ， 秦 汉 以 后 制 墨 技 术 有 很 大 的 进 步 ， 已 广 泛 使 用 墨 ， 用 墨 来 写 

竹 简 、 帛 书 ， 经 过 数 千 年 还 保 持 着 墨 色 。 唐 宋 以 来 ， 制 墨 技 法 和 装 饰 已 十 分 讲 究 ， 制 作 出 各 种 用 

途 的 墨 。 据 《 漫 谈 墨 品 · 墨 论 》 一 书 说 ： “ 有 临 帖 之 墨 ， 有 画 墨 ， 有 楷 书 墨 ， 有 写 经 墨 ” 等 。 可 见 

古 人 用 墨 之 考 究 。 墨 也 成 为 文 人 的 收 藏 品 。 

墨 分 松 烟 墨 、 油 烟 墨 和 选 烟 墨 三 种 。 松 烟 墨 过 去 讲 究 采 黄 山 松 树 烧 成 烟 灰 ， 配 以 皮 胶 、 药 材 、 

香 料 制 成 ， 缺 点 是 胶 轻 质 松 ， 入 水 易 化 ， 缺 少 光 泽 。 油 烟 墨 是 采 用 桐 油 、 菜 油 、 猪 油 等 油 料 烧 成 

烟 灰 ， 配 以 麝 香 、 冰 片 、 香 料 制 成 ， 是 一 种 普 通 用 墨 。 近 代 多 用 墨 汁 写 字 ， 这 种 墨 汁 可 以 省 去 磨 

墨 时 间 ， 携 带 方 便 ， 简 易 实 用 。 但 它 胶 性 较 大 ， 使 用 时 可 放 入 一 些 清 水 ， 使 之 浓 淡 适 当 。 现 在 商 

店 出 售 的 “ 中 华 墨 汁 ” 、 “ 书 画 墨 汁 ” 、 “ 一 得 阁 墨 汁 ” ， 均 可 用 来 书 写 。 

磨 墨 要 用 清 水 ， 手 指 力 量 要 均 匀 ， 徐 缓 平 磨 ， 不 能 用 力 过 猛 过 快 。 用 墨 过 去 讲 究 不 用 宿 墨 ， 一 

次 用 多 少 即 磨 多 少 ， 用 完 要 洗 净 砚 台 ， 墨 用 废 纸 擦 干 后 即 包 好 保 存 。 使 用 墨 汁 也 最 好 使 用 多 少 倒 

多 少 ， 因 为 不 好 的 墨 汁 加 上 清 水 以 后 ， 长 时 间 不 用 即 失 去 防 腐 性 而 长 虫 发 臭 。 

墨 色 有 浓 淡 干 湿 之 分 ， 书 法 家 各 有 爱 好 。 对 墨 色 的 爱 好 称 “ 墨 趣 ” 。 古 代 书 法 家 都 喜 爱 用 浓 墨 ， 

宋 代 苏 东 坡 就 是 其 中 之 一 。 用 浓 墨 写 出 的 字 ， 显 得 有 精 神 ， 容 易 造 成 浑 厚 温 润 的 艺 术 效 果 。 用 焦 

墨 枯 笔 则 造 成 苍 劲 古 朴 的 墨 趣 。 也 有 人 喜 欢 用 淡 墨 ， 如 宋 代 的 米 芾 和 明 代 的 董 其 昌 ， 淡 墨 写 字 显 

得 清 逸 淡 泊 ， 有 其 独 特 墨 趣 ； 近 代 日 本 有 许 多 书 法 家 也 常 用 淡 墨 ， 专 门 制 造 出 一 种 淡 墨 汁 ， 是 学 

习 我 国 古 代 书 法 家 用 墨 而 来 。 可 以 根 据 个 人 喜 好 ， 作 各 种 试 验 ， 不 必 强 调 一 致 ， 特 别 是 在 创 作 阶 

段 ， 各 种 墨 色 都 有 其 艺 术 效 果 。 但 作 为 练 习 基 本 功 阶 段 ， 墨 色 浓 淡 要 相 宜 ， 以 便 看 出 临 帖 的 效 果 。 

墨 色 过 浓 ， 容 易 裹 笔 ， 运 笔 不 流 畅 ； 太 淡 又 不 显 精 神 。 一 般 讲 ， 用 硬 毫 笔 ， 墨 可 浓 一 些 ； 用 软 毫 

笔 ， 墨 可 淡 一 些 。 写 楷 书 用 墨 应 稍 浓 一 些 ； 写 行 草 书 墨 色 淡 一 些 也 无 妨 。 写 大 字 ， 墨 色 可 浓 一 些 ； 

写 小 楷 ， 墨 色 可 淡 一 些 。 如 发 现 水 化 得 太 快 时 ， 用 干 净 废 纸 迅 速 压 上 面 ， 免 得 笔 画 模 糊 。 

3 ． 纸 

纸 是 写 字 的 主 要 材 料 。 古 代 无 纸 ， 只 好 将 文 字 刻 在 龟 甲 兽 骨 上 ， 后 来 则 写 在 竹 木 简 牍 上 ， 或 

写 在 缣 帛 上 ， 这 当 然 都 十 分 不 方 便 。 竹 木 简 牍 制 作 不 容 易 ， 书 写 也 困 难 ， 局 限 性 很 大 。 缣 帛 价 格 

昂 贵 。 传 说 秦 始 皇 日 读 五 车 书 ， 即 指 的 五 车 竹 木 简 。 随 着 生 产 力 的 发 展 和 科 学 技 术 的 进 步 ， 到 了 

西 汉 时 发 明 了 纸 。 汉 武 帝 迁 都 洛 阳 ， 载 素 、 简 、 纸 书 共 2000车 ， 说 明 已 用 纸 写 书 。 最 初 ， 纸 是 用 

棉 花 作 材 料 。 到 了 汉 和 帝 时 ， 蔡 伦 造 纸 ， 才 改 用 树 皮 、 破 布 作 材 料 。 这 些 材 料 来 源 广 ， 价 格 便 宜 ， 

纸 才 得 到 广 泛 使 用 。 到 了 三 国 魏 时 ， 左 伯 造 纸 ， 精 细 而 有 光 泽 ， 说 明 造 纸 术 已 发 展 了 。 到 了 南 北 

朝 ， 纸 的 质 量 大 大 提 高 ， 梁 武 帝 曾 写 过 一 首 《 咏 纸 诗 》 ， 形 容 纸 “ 皎 白 如 霜 雪 ， 方 正 若 布 棋 ” ， 可 

见 纸 的 质 量 已 纯 白 方 正 。 河 北 、 胶 东 一 带 盛 产 五 色 花 笺 ， 浙 江 一 带 盛 产 藤 纸 、 麻 纸 ， 给 书 法 艺 术 

用 纸 带 来 了 丰 厚 的 物 质 基 础 。 据 记 载 ， 王 羲 之 一 次 送 谢 安 麻 纸 9万 张 ， 可 见 数 量 之 大 。 有 了 纸 才 

能 大 量 书 写 ， 所 以 东 晋 时 期 出 现 了 王 羲 之 父 子 这 样 一 些 大 书 法 家 。 隋 唐 时 代 ， 纸 的 品 种 大 量 增 加 ， 

不 同 用 途 出 现 不 同 质 量 的 纸 。 公 元 8世 纪 ， 我 国 造 纸 术 开 始 传 往 西 方 。 明 代 宣 德 年 间 ， 开 始 专 门 

制 造 用 于 书 画 的 宣 纸 。 到 了 清 代 ， 纸 的 品 种 就 更 多 了 ， 生 产 不 同 种 类 和 性 能 的 纸 。 纸 是 用 植 物 纤 

维 作 原 料 制 成 的 ， 根 据 材 料 和 加 工 方 法 的 不 同 ， 分 类 方 法 很 多 ， 有 的 分 为 软 性 纸 和 硬 性 纸 两 大 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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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欧 、 颜 、 柳 、 赵 四 体 结 体 和 笔 法 

所 谓 软 性 纸 ， 主 要 指 宣 纸 、 皮 纸 、 毛 边 纸 、 元 书 纸 等 。 因 它 的 吸 水 性 能 强 ， 故 适 用 于 书 写 、 作 

画 。 

宣 纸 。 中 国 书 画 的 传 统 用 纸 ， 产 于 安 徽 宣 城 一 带 。 宣 纸 的 主 要 原 料 是 檀 树 皮 。 由 于 纤 维 长 ， 拉 

力 强 ， 故 加 工 后 质 地 绵 韧 ， 洁 白 细 密 ， 着 墨 程 度 强 ， 墨 韵 分 明 ， 能 保 持 墨 色 光 泽 。 好 的 宣 纸 ， 墨 

干 以 后 浸 在 水 里 保 持 墨 迹 不 化 ， 保 存 时 间 长 ， 经 久 不 发 脆 ， 不 易 断 裂 ， 被 称 为 “ 纸 中 之 王 ” ， 有 

“ 莹 润 如 玉 ， 冰 翼 如 霜 ” 的 称 誉 。 它 能 充 分 表 达 书 画 的 笔 墨 趣 味 。 宣 纸 因 吸 水 、 化 水 程 度 不 同 而 分 

为 生 宣 、 熟 宣 、 半 生 半 熟 宣 三 种 。 生 宣 质 地 柔 软 ， 吸 水 、 化 水 性 能 强 ， 如 平 宣 、 净 皮 宣 、 夹 宣 等 。 

熟 宣 是 在 生 宣 基 础 上 ， 涂 上 明 矾 、 骨 胶 或 腊 质 而 成 的 ， 吸 水 性 能 差 ， 不 化 水 ， 一 般 适 于 画 工 笔 画 

时 用 ， 有 的 还 涂 上 色 ， 撒 上 散 金 和 云 母 片 ， 称 云 母 笺 、 惮 衣 笺 、 金 笺 、 冷 金 笺 等 。 半 生 半 熟 宣 介 

于 生 宣 和 熟 宣 之 间 ， 吸 水 、 化 水 程 度 较 熟 宣 强 而 比 生 宣 差 ， 如 二 层 玉 版 、 三 层 玉 版 宣 等 就 属 此 类 

纸 。 这 种 纸 适 合 半 工 带 写 的 画 法 ， 也 可 用 于 书 法 。 此 外 ， 如 书 画 纸 、 高 丽 纸 也 属 这 类 纸 。 

皮 纸 。 也 是 书 画 家 爱 用 的 纸 ， 主 要 原 料 是 麻 ， 具 有 和 宣 纸 一 样 的 性 能 ， 但 比 宣 纸 韧 性 强 ， 色 

泽 却 不 如 宣 纸 ， 质 地 也 比 较 粗 松 ， 墨 韵 不 如 宣 纸 。 

毛 边 纸 、 毛 太 纸 。 适 合 作 平 时 练 习 用 纸 ， 原 料 主 要 是 嫩 竹 ， 价 格 较 便 宜 。 毛 边 纸 色 泽 呈 黄 色 ， 

毛 太 纸 呈 灰 黄 色 ， 质 地 虽 紧 密 ， 但 韧 性 差 ， 不 能 长 期 保 存 。 

练 习 用 纸 宜 选 价 格 便 宜 又 能 吸 水 的 毛 边 纸 、 元 书 纸 ， 或 四 川 、 河 北 较 便 宜 的 宣 纸 。 宣 纸 可 用 

净 皮 宣 、 夹 宣 、 玉 版 宣 等 。 

4． 砚 

现 在 用 墨 汁 ， 砚 的 使 用 率 不 高 。 不 过 精 心 创 作 ， 也 有 人 要 磨 墨 ， 但 很 少 这 样 做 了 。 

用 砚 历 史 很 久 ， 殷 商 时 即 用 陶 器 之 类 作 砚 ， 到 汉 代 才 正 式 产 生 陶 砚 。 唐 代 已 发 现 肇 庆 的 端 砚 

最 好 ， 李 贺 有 “ 端 州 石 工 巧 为 神 ， 踏 天 磨 刀 割 紫 云 ” 的 《 砚 歌 》 ， 可 见 端 砚 在 唐 代 已 很 出 名 。 此 外 ， 

安 徽 歙 县 产 的 砚 也 很 有 名 。 全 国 各 地 还 有 不 少 地 方 生 产 各 种 砚 ， 这 里 就 不 作 详 细 介 绍 了 。 

5． 其 它 工 具 

除 笔 墨 纸 砚 外 ， 其 它 工 具 有 印 章 、 印 泥 、 笔 洗 、 水 盂 、 水 杓 等 。 印 章 是 在 创 作 时 才 用 ， 刻 制 

印 章 的 石 料 有 青 田 石 （ 出 自 浙 江 青 田 ） 、 寿 山 石 （ 出 自 福 建 ） ， 还 有 用 贵 重 的 鸡 血 石 、 田 黄 石 作 印 

章 的 。 印 泥 要 用 书 画 用 的 印 泥 ， 是 由 朱 砂 、 蓖 麻 子 油 捣 炼 而 成 。 盖 印 章 时 下 面 要 加 硬 纸 板 或 橡 胶 

片 ， 用 力 要 平 稳 ， 盖 好 后 要 晾 干 再 收 起 。 

楷 书 也 有 各 种 书 体 风 格 ， 如 有 《 爨 龙 颜 》 、 《 爨 宝 子 》 那 样 结 体 笔 法 奇 逸 的 ， 也 有 《 始 平 公 》 那 

样 方 正 劲 挺 的 ， 也 有 《 郑 文 公 碑 》 那 样 飘 逸 古 雅 的 ， 也 有 《 龙 藏 寺 碑 》 那 样 秀 丽 雅 逸 的 ， 也 有 

《 张 猛 龙 碑 》 那 样 浑 厚 劲 健 的 ， 各 种 各 样 ， 都 可 以 临 写 学 习 。 但 是 各 种 楷 书 体 中 ， 从 学 习 过 程 的 程 

序 来 说 ， 似 应 有 个 先 后 。 这 种 先 后 划 分 的 根 据 是 ， 那 些 书 体 的 作 品 更 适 合 练 基 本 功 ， 更 适 合 打 基 

础 的 ； 那 些 碑 帖 更 适 合 借 鉴 来 创 作 的 ， 更 具 有 艺 术 情 趣 的 。 这 确 实 是 应 有 所 区 分 的 。 所 以 ， 历 史 

上 形 成 的 以 欧 、 颜 、 柳 、 赵 四 家 书 体 作 为 写 楷 书 练 基 本 功 的 范 本 并 非 毫 无 道 理 的 。 唐 朝 是 楷 书 的 

鼎 盛 时 代 ， 以 法 度 严 谨 著 称 ， 有 所 谓 “ 唐 尚 法 ” 之 说 。 欧 、 颜 、 柳 三 家 都 是 唐 代 著 名 的 书 法 家 ， 是 

唐 楷 的 代 表 书 家 ， 虽 然 他 们 的 楷 书 风 格 不 同 ， 各 有 特 点 ， 但 都 出 规 入 矩 ， 法 度 严 谨 ， 适 合 初 学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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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欧 阳 询 

打 基 本 功 ， 学 法 度 ， 练 习 结 体 、 笔 法 。 赵 孟 頫 是 元 代 大 家 ， 书 法 学 晋 唐 人 笔 法 ， 结 构 紧 密 平 和 ， 风 

格 秀 媚 ， 很 受 人 们 喜 爱 。 所 以 ， 初 学 书 法 者 可 选 一 家 先 学 。 现 将 他 们 的 楷 书 特 色 和 如 何 临 写 作 一 

介 绍 。 

欧 阳 询 （ 公 元 557— 641年 ） 是 初 唐 著 名 楷 书 家 ， 《 旧 唐 书 》 说 ： “ 询 初 学 王 羲 之 书 ， 后 渐 变 其 

体 ， 笔 力 险 劲 ， 为 一 时 之 绝 ， 人 得 其 尺 牍 ， 咸 以 为 楷 模 焉 。 ” 他 还 在 翰 林 院 教 过 书 法 ， 当 过 太 子 率 

更 令 ， 故 人 称 欧 阳 率 更 ， 弘 文 馆 学 士 ， 封 渤 海 县 男 。 欧 书 瘦 硬 ， 法 度 森 严 ， 笔 力 险 劲 ， 有 “ 金 刚 

瞋 目 ， 力 士 挥 拳 ” 的 称 誉 。 但 也 有 人 批 评 说 ： “ 伤 于 清 雅 ” ， 这 是 由 于 结 体 严 密 ， 骨 力 很 足 ， 缺 少 

自 然 飘 逸 的 气 息 。 

他 的 楷 书 有 《 皇 甫 诞 碑 》 、 《 化 度 寺 碑 》 、 《 九 成 宫 醴 泉 铭 》 、 《 虞 恭 公 温 彦 博 碑 》 等 。 

1． 欧 字 结 构 

欧 书 结 体 态 势 纵 长 ， 点 画 安 排 严 密 ， 稍 写 不 当 ， 不 是 失 去 点 画 间 的 呼 应 ， 就 是 破 坏 整 体 的 方 

正 平 衡 ， 甚 至 影 响 重 心 稳 定 。 如 “ 宫 ” 、 “ 抗 ” 、 “ 下 ” 三 字 （ 图 48） 。 欧 字 的 宝 盖 往 往 左 紧 右 抒 ， 但 

却 恰 到 好 处 ； 如 临 写 时 稍 稍 延 长 ， 就 破 坏 了 结 构 的 严 紧 。 “ 抗 ” 字 是 左 右 结 构 ， 为 了 改 变 平 正 呆 板 ， 

欧 字 把 抛 钩 改 变 弧 度 ， 斜 下 出 去 ； 但 临 写 时 把 它 过 分 强 调 ， 结 构 就 散 了 。 “ 下 ” 字 下 一 点 ， 紧 贴 横 

竖 画 直 角 当 中 ； 如 往 下 移 ， 结 构 就 散 了 ， 重 心 也 不 稳 定 了 。 

结 构 性 的 上 下 、 左 右 比 例 摆 不 妥 当 ， 也 破 坏 了 欧 字 结 体 。 如 “ 峥 （ 崢 ） ” “ 珠 ” 、 “ 饮 （ 飲 ） ” 等 

字 （ 图 49） 。 “ 崢 ” 字 的 山 旁 短 ， “ 爭 ” 字 主 体 长 ， 故 要 靠 上 ， “ 山 ” 字 中 间 画 与 “ 爭 ” 字 始 笔 同 平 。 

如 果 往 下 写 平 了 ， 字 也 就 散 了 ， 就 毫 无 生 气 。 “ 珠 ” 字 “ 王 ” 旁 和 “ 朱 ” 字 都 可 以 写 成 长 方 形 ，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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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横 画 加 左 右 撇 捺 ， 安 排 既 有 错 落 又 基 本 一 致 。 如 果 两 字 大 小 悬 殊 、 左 右 距 离 拉 远 ， 就 造 成 结 构 

性 错 误 ， 相 互 缺 少 联 系 ， 变 成 两 字 。 “ 饮 ” 字 是 左 右 对 称 结 构 ， 但 “ 欠 ” 字 笔 画 斜 线 交 差 ， 欧 阳 询 

为 了 写 得 有 变 化 、 不 平 正 ， 首 笔 撇 和 “ 人 ” 字 写 成 正 三 角 ， 虚 其 中 心 。 如 果 把 “ 欠 ” 字 往 上 写 ， 整 

个 结 体 就 不 平 稳 了 。 

上 下 结 构 是 由 上 下 两 部 分 组 成 的 ， 如 “ 暑 ” 、 “ 壑 ” 、 “ 云 （ 雲 ） ” （ 图 50） 。 “ 暑 ” 字 上 方 “ 日 ” 字 

占 三 分 之 一 ， “ 土 ” 字 的 竖 画 正 对 上 面 “ 日 ” 字 中 间 在 一 直 线 上 ， 是 字 的 中 心 线 ， 下 面 “ 日 ” 往 右 ， 

故 斜 撇 左 下 长 ， 以 稳 定 重 心 ， 显 得 瘦 劲 挺 拔 。 临 写 时 如 将 两 部 分 写 得 比 例 不 当 ， 上 下 “ 日 ” 写 得 

一 般 大 ， 重 心 就 不 很 稳 了 ， 头 重 脚 轻 ， 失 去 欧 书 “ 险 劲 ” 的 特 色 。 “ 壑 ” 字 上 半 占 三 分 之 二 ， 上 半 

部 分 左 密 右 疏 ， 故 下 “ 土 ” 字 竖 笔 靠 右 ， 上 部 “ 又 ” 字 右 撇 写 成 竖 斜 笔 ， 让 出 中 心 使 土 字 竖 笔 插 

入 ， 造 成 左 右 平 衡 、 上 下 连 接 的 紧 密 结 体 。 “ 雲 ” 字 有 意 将 第 二 笔 短 竖 提 高 到 首 笔 短 横 一 样 高 ， 缩 

短 宝 盖 的 空 间 ， 形 成 上 下 对 称 ， 把 “ 雨 ” 字 四 点 和 “ 云 ” 字 两 横 画 写 得 纵 挺 ， 形 成 中 宫 紧 密 ， 上 

下 对 称 呼 应 ， 灵 秀 纵 挺 而 有 变 化 。 

欧 字 的 三 点 水 的 写 法 有 两 种 基 本 形 态 ， 如 “ 池 ” 、 “ 涧 （ 澗 ） ” 的 水 字 偏 旁 。 一 种 如 “ 池 ” 字 ， 

三 点 形 态 浑 厚 紧 密 ， 粗 细 长 短 基 本 一 致 ， 上 两 点 俯 下 ， 第 三 点 上 仰 ， 形 成 三 角 态 势 。 另 一 种 如 

“ 涧 ” 字 ， 三 点 水 写 法 ， 一 、 三 点 成 两 个 三 角 形 上 下 反 正 呼 应 态 势 ， 中 间 是 一 个 向 下 短 撇 ， 把 上 下 

两 点 连 系 起 来 。 但 是 欧 字 三 点 水 的 点 的 形 体 、 态 势 是 因 字 而 异 的 ， 如 “ 满 ” 字 的 三 点 水 的 形 体 、 位 

置 、 态 势 就 是 因 避 让 关 系 而 确 定 的 ， 和 “ 涧 ” 字 略 有 不 同 。 （ 图 51） 

欧 字 “ 戈 ” 字 写 法 很 有 特 点 。 由 于 欧 字 是 纵 长 的 长 方 形 体 势 ， 他 把 带 “ 戈 ” 字 的 字 往 往 写 成 

正 三 角 形 结 构 ， 如 “ 武 ” 、 “ 代 ” 、 “ 我 ” 等 字 ， 以 “ 戈 ” 字 竖 斜 笔 起 笔 为 三 角 形 的 上 角 起 点 ， 横 画 

短 ， 上 面 紧 收 ， 下 部 放 开 ， 故 竖 笔 下 部 分 超 出 正 三 角 虚 线 往 外 伸 。 如 不 抓 住 这 个 特 点 ， 就 写 不 好 

欧 字 的 “ 戈 ” 法 。 （ 图 52） 

那 么 ， 欧 字 结 构 在 临 写 时 要 注 意 哪 几 个 方 面 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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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是 要 注 意 欧 字 结 构 体 势 。 欧 体 结 构 总 的 讲 是 纵 的 体 势 ， 但 也 是 随 字 体 自 然 态 势 而 定 的 ， 如 

“ 之 ” 、 “ 人 ” 、 “ 沉 ” 等 （ 图 53） ， 都 是 因 字 本 身 自 然 处 横 势 ， 如 “ 沉 ” 字 的 抛 钩 的 处 理 ， 下 部 分 把 

撇 写 得 短 而 斜 ， 让 出 抛 钩 竖 笔 斜 向 内 ， 然 后 转 换 笔 锋 往 外 延 伸 顺 势 又 转 换 笔 锋 钩 出 。 钩 出 时 不 像 

其 它 书 体 那 样 强 调 顿 挫 。 故 临 写 时 首 先 要 观 察 欧 字 的 体 势 特 点 。 

二 是 要 注 意 每 个 笔 画 的 周 围 空 间 ， 即 每 一 点 画 的 长 短 、 斜 曲 、 横 竖 和 笔 势 在 整 个 字 中 所 占 的 

位 置 。 每 一 笔 画 只 是 许 多 笔 画 中 之 一 ， 它 必 然 和 别 的 笔 画 发 生 相 互 关 系 ， 书 写 时 必 须 注 意 。 

三 是 要 注 意 每 个 字 中 的 主 笔 。 凡 是 有 两 画 以 上 的 字 ， 总 有 一 画 是 主 笔 。 主 笔 在 一 个 字 中 是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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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的 笔 画 ， 起 着 主 要 构 架 作 用 ， 犹 如 房 屋 构 架 中 的 栋 梁 ， 它 的 长 短 、 斜 曲 、 粗 细 都 是 根 据 其 它 笔 

画 来 定 的 ； 反 过 来 说 ， 它 也 影 响 其 它 笔 画 的 长 短 、 斜 曲 和 粗 细 。 如 “ 之 ” 字 ， 主 笔 是 下 一 横 长 捺 ， 

“ 人 ” 字 的 长 捺 是 主 笔 ， “ 可 ” 字 竖 画 是 主 笔 。 复 体 字 往 往 有 两 个 主 笔 。 如 “ 物 ” 字 ， “ 牛 ” 旁 竖 笔 

是 主 笔 ， “ 勿 ” 字 半 框 是 主 笔 。 如 “ 将 （ 將 ） ” 字 ， “ 爿 ” 的 竖 画 是 主 笔 ， “ 寽 ” 字 横 画 是 主 笔 。 “ 应 

（ 應 ） ” 字 中 “ 广 ” 字 的 撇 笔 是 主 笔 ， “ 心 ” 字 横 钩 是 主 笔 。 写 好 主 笔 就 能 抓 住 字 的 框 架 中 主 要 笔 画 

和 神 气 所 在 。 （ 图 54） 

2． 欧 字 笔 法 

（ 1） 点 的 写 法 。 欧 字 的 点 法 很 多 样 ， 根 据 字 的 自 然 结 体 来 确 定 点 的 态 势 。 

字 头 的 中 心 点 ， 如 “ 之 ” 、 “ 寔 ” 、 “ 帝 ” 、 “ 廊 ” 、 “ 交 ” 、 “ 宫 ” 。 （ 图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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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头 点 ， 借 用 曾 字 字 头 两 点 称 之 ， 如 “ 盖 ” 、 “ 兼 ” 、 “ 兹 ” 、 “ 公 ” 等 字 （ 图 56） 。 因 每 个 字 自 然 

结 体 不 同 ， 故 上 两 点 的 体 势 也 有 别 ， 写 法 也 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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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主 笔 的 横 画 写 法 ， 用 中 锋 顺 笔 入 ， 笔 画 细 硬 ， 或 由 左 细 到 渐 粗 收 笔 。 如 “ 壁 ” 的 短 横 画 ， 

“ 痼 ” 的 第 一 短 横 画 ， “ 扶 ” 字 的 横 画 等 。 （ 图 60） 

（ 2） 横 画 写 法 。 主 笔 横 画 写 法 ， 如 “ 可 ” 、 “ 是 ” 等 字 的 横 画 （ 图 59） ， 逆 锋 抢 笔 入 笔 后 往 下 

顺 势 稍 顿 即 往 右 行 ， 有 不 重 的 顿 挫 笔 ， 比 颜 字 、 柳 字 顿 挫 都 轻 。 

下 四 点 的 写 法 ， 各 点 体 势 不 同 ， 基 本 是 左 右 两 点 要 呼 应 。 （ 图 58） 

三 点 水 旁 ， 如 “ 池 ” 、 “ 汉 （ 漢 ） ” 、 “ 流 ” 等 字 。 （ 图 57 ） 



（ 3） 竖 画 写 法 。 欧 字 竖 画 比 横 画 粗 ， 横 轻 竖 重 ， 有 以 下 几 种 情 况 ： 

第 一 种 中 心 竖 画 的 写 法 。 逆 笔 向 上 往 右 顿 后 笔 锋 往 下 行 ， 到 收 笔 时 停 顿 往 右 收 锋 提 起 ， 成 所 

谓 垂 露 状 ， 如 “ 中 ” 、 “ 下 ” 字 竖 画 ； 另 一 种 是 收 笔 时 停 顿 回 锋 ， 成 垂 针 状 ， 如 “ 千 ” 字 、 “ 奉 ”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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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种 带 横 画 的 折 笔 短 竖 画 ， 也 可 分 两 种 ： 一 种 是 短 竖 画 ， 左 短 顺 锋 下 收 成 垂 针 状 ， 上 细 

（ 图 62） 

第 三 种 横 画 ， 在 收 笔 时 即 转 入 竖 笔 的 转 折 笔 ， 此 种 横 画 线 细 ， 转 笔 竖 画 粗 ， 如 “ 则 （ 則 ） ” 、 

“ 百 ” 等 字 。 （ 图 61） 



下 粗 或 上 粗 下 细 ， 右 短 画 成 右 撇 笔 ， 如 “ 东 （ 東 ） ” 、 “ 京 ” 、 “ 神 ” 、 “ 男 ” 。 另 一 种 是 中 竖 画 ， 或 类 

似 短 竖 画 写 法 ， 或 类 似 中 心 竖 画 的 写 法 ， 如 “ 高 ” 、 “ 思 ” ， 类 似 短 竖 画 写 法 ； “ 其 ” 、 视 （ 視 ） ” ， 则 

如 中 心 竖 画 写 法 。 （ 图 63） 

（ 4） 钩 的 写 法 。 欧 书 挑 钩 ， 短 促 而 锐 ， 有 的 只 表 其 意 ； 右 钩 则 成 上 撇 状 ， 抛 钩 则 随 势 成 捺 状 。 

这 都 是 欧 书 的 特 点 。 如 “ 月 ” 、 “ 灼 ” 、 “ 乎 ” 、 “ 长 （ 長 ） ” 、 “ 绝 （ 絶 ） ” 、 “ 元 ” 等 字 ， 钩 的 态 势 都 有 

所 不 同 。 （ 图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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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右 上 撇 和 右 下 捺 的 写 法 。 也 因 在 字 的 不 同 位 置 而 有 不 同 形 态 。 如 “ 水 ” 、 “ 交 ” 、 “ 金 ” 、 

“ 之 ” 等 。 （ 图 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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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左 上 撇 和 左 下 撇 的 写 法 。 因 在 字 的 位 置 不 同 ， 有 轻 重 细 粗 长 短 撇 的 不 同 。 如 “ 永 ” 、 

“ 我 ” 、 “ 泉 ” 、 “ 夏 ” 等 字 。 （ 图 65） 



（ 二 ） 颜 真 卿 

熟 记 欧 字 点 画 结 构 和 笔 法 特 点 ， 并 反 复 进 行 临 写 ， 然 后 分 段 进 行 临 写 《 九 成 宫 》 帖 全 文 。 

颜 真 卿 （ 公 元 709— 785年 ） 是 中 唐 时 期 书 法 家 ， 官 至 吏 部 尚 书 、 太 子 太 师 ， 被 封 为 鲁 郡 公 和 

平 原 太 守 ， 故 又 称 颜 鲁 公 、 颜 平 原 。 一 生 耿 直 忠 厚 ， 屡 被 贬 官 。 在 反 对 “ 安 史 之 乱 ” 中 首 举 义 旗 ， 

影 响 广 泛 ， 后 被 朝 廷 派 去 招 抚 叛 将 李 希 烈 ， 持 节 不 屈 ， 被 绞 死 在 河 北 隆 兴 寺 。 他 是 个 很 有 创 造 性 

的 著 名 书 法 家 ， 改 变 了 “ 二 王 ” 侧 媚 流 便 书 风 ， 创 造 了 反 映 盛 唐 雍 容 伟 壮 的 风 格 ， 吸 取 了 篆 、 隶 

中 锋 用 笔 ， 结 体 雄 伟 ， 线 条 浑 厚 ， 横 轻 竖 重 ， 蚕 头 燕 尾 ， 富 有 时 代 特 色 。 他 的 作 品 留 存 下 来 有 60

余 件 ， 楷 书 作 品 也 有 20余 件 。 主 要 的 有 《 多 宝 塔 碑 》 、 《 东 方 朔 画 赞 碑 》 、 《 鲜 于 氏 离 堆 记 》 、 《 中 兴 

颂 》 、 《 八 关 斋 》 、 《 麻 姑 仙 坛 记 》 、 《 颜 勤 礼 碑 》 、 《 颜 家 庙 碑 》 等 。 

《 多 宝 塔 碑 》 是 颜 氏 留 存 下 来 的 最 早 一 块 碑 帖 ， 可 以 看 出 受 隋 碑 书 体 影 响 ， 运 笔 遒 劲 丰 厚 ， 方 

笔 为 主 ， 兼 用 圆 笔 ， 线 条 变 化 ， 横 轻 竖 重 ， 结 构 严 谨 ， 借 让 有 法 ， 力 求 匀 整 方 劲 ， 对 初 学 颜 书 者 

适 合 练 习 结 构 笔 力 。 

1． 颜 字 结 构 

颜 书 总 的 说 ， 结 体 趋 向 横 势 ， 和 欧 字 相 反 。 特 别 是 颜 真 卿 后 期 作 品 ， 体 势 有 一 种 往 外 的 膨 胀 

感 ， 显 示 出 它 的 雍 容 。 《 多 宝 塔 碑 》 的 字 ， 即 使 自 然 结 体 纵 长 ， 也 尽 力 往 方 正 态 势 去 写 ， 也 有 一 种 

向 横 向 的 张 力 感 ， 虽 然 总 的 讲 是 方 正 的 。 从 《 多 宝 塔 碑 》 局 部 （ 图 67） 看 ， 有 以 下 几 个 特 点 ： 一 

是 结 体 方 正 而 处 横 向 态 势 ； 二 是 结 体 紧 密 ， 各 点 画 之 间 平 正 ， 横 轻 竖 重 ， 避 就 、 俯 仰 、 呼 应 非 常 

得 体 ； 三 是 顿 挫 鲜 明 ， 一 丝 不 苟 ； 四 是 章 法 、 布 局 茂 密 ， 行 、 字 距 间 距 离 相 差 不 大 。 

此 帖 字 体 表 现 几 部 分 组 合 紧 密 ， 如 左 右 、 上 下 之 间 ， 相 互 依 靠 、 穿 插 、 呼 应 ， 各 得 其 所 。 

偏 旁 和 主 体 部 分 依 靠 紧 密 。 如 “ 程 ” 、 “ 浍 （ 澮 ） ” 、 “ 娠 ” 、 “ 龙 （  ） ” 等 字 （ 图 68） 。 “ 程 ” 字 

“ 禾 ” 旁 的 撇 、 短 横 、 右 捺 点 的 收 笔 都 紧 靠 “ 呈 ” 字 ， 而 左 旁 的 起 笔 则 向 左 边 的 空 间 舒 展 ， “ 呈 ”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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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 笔 横 画 则 又 深 入 “ 禾 ” 的 下 部 空 间 。 相 互 依 靠 、 伸 延 ， 使 两 部 分 形 成 紧 密 的 结 构 。 “ 澮 ” 字 三 点 

水 上 两 点 紧 靠 人 字 左 撇 上 部 ， “  ” 字 上 两 横 画 收 笔 紧 靠 右 边 ， 形 成 左 右 紧 密 的 结 构 。 如 写 不 妥 当 ， 

结 构 就 散 了 。 在 此 帖 的 左 右 结 体 中 ， 细 致 观 察 都 可 以 找 到 这 种 联 结 点 。 临 写 时 要 特 别 注 意 这 种 穿 

插 。 

左 中 右 三 体 结 构 ， 也 非 常 注 意 避 就 、 穿 插 ， 结 体 紧 密 。 如 “ 树 （ 樹 ） ” 、 “ 征 （ 徵 ） ” 等 字 （ 图 

69） 。 “ 樹 ” 字 中 间 部 分 最 后 横 短 画 插 入 左 边 “ 木 ” 字 的 下 部 ， “ 寸 ” 字 横 画 起 笔 和 下 部 钩 与 中 间 的 

“ 口 ” 字 和 下 横 画 相 互 呼 应 ， 使 三 部 分 紧 密 联 结 一 起 。 “ 徵 ” 字 的 中 间 “ 山 ” 字 为 了 避 就 “ 文 ” 字 

左 旁 ， 写 成 斜 势 ， 左 紧 靠 双 人 旁 ， 右 让 出 “ 文 ” 字 上 撇 ， 往 中 穿 插 。 

上 下 组 合 结 构 ， 也 是 很 紧 密 的 。 如 “ 梦 （ 夢 ） ” 、 “ 童 ” 、 “ 耸 （ 聳 ） ” 、 “ 落 ” （ 图 70） ， 就 是 通 过 

不 同 办 法 使 它 形 成 紧 密 的 整 体 。 “ 夢 ” 字 草 头 和 “ 四 ” 字 写 得 十 分 紧 密 ， “ 夕 ” 字 斜 点 正 处 在 重 心 

处 ， 虽 然 斜 撇 很 长 ， 但 是 重 心 稳 定 ， 结 构 严 谨 。 “ 童 ” 字 的 “ 里 ” 字 竖 画 出 头 ， 加 强 了 与 上 面 

“ 立 ” 字 的 紧 密 联 系 。 “ 聳 ” 字 把 “ 耳 ” 字 插 入 “ 從 ” 字 双 人 旁 和 捺 笔 中 间 ， 将 两 部 分 变 成 一 个 整 

体 。 “ 落 ” 字 草 字 头 、 三 点 水 、 “ 各 ” 等 三 部 分 避 就 、 穿 插 ， 形 成 紧 密 结 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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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 字 “ 走 ” 字 捺 笔 的 结 构 很 有 特 色 ， 上 有 两 点 ， “ 了 ” 字 很 小 ， 捺 笔 长 而 重 ， 一 波 三 折 的 弧 度 

则 随 上 部 分 字 体 而 有 差 异 。 如 “ 莲 （ 蓮 ） ” 、 “ 游 （ 遊 ） ” 、 “ 道 ” 、 “ 遂 ” 等 字 。 （ 图 71） 



颜 字 的 “ 戈 ” 法 不 像 欧 字 那 样 有 特 点 ， 结 构 比 较 平 凡 ， 基 本 写 法 一 致 ， 只 是 长 短 斜 度 有 所 差 

别 ， 其 结 构 也 是 三 角 形 ， “ 戈 ” 字 竖 笔 起 笔 是 三 角 形 上 锐 角 。 如 “ 感 ” 、 “ 式 ” 、 “ 灭 （ 滅 ） ” 、 “ 我 ” 等 

字 （ 图 72） 。 但 有 的 （ 如 三 体 并 列 结 构 的 字 ） 就 不 是 呈 现 三 角 形 结 构 ， 如 “ 识 （ 識 ） ” 字 等 。 欧 字 

的 “ 戈 ” 字 结 构 在 整 个 字 中 也 成 三 角 ， 但 上 角 度 更 尖 锐 ， 故 纵 长 。 颜 字 《 多 宝 塔 碑 》 的 戈 法 ， 三 

角 底 线 角 度 大 ， 更 接 近 等 边 三 角 形 。 

临 写 颜 字 《 多 宝 塔 碑 》 ， 在 结 构 方 面 要 注 意 什 么 呢 ？ 

第 一 ， 要 注 意 《 多 宝 塔 碑 》 字 体 结 构 方 正 而 趋 向 横 势 的 特 点 。 临 写 时 对 整 体 字 有 一 个 总 的 概 

念 ， 观 察 字 的 点 画 安 排 ， 看 从 哪 几 个 点 和 笔 画 的 安 排 才 具 有 这 种 方 正 感 。 也 就 是 从 整 体 上 去 把 握 

此 帖 的 字 的 结 体 特 点 。 如 “ 京 ” 、 “ 西 ” 、 “ 水 ” 、 “ 宿 ” 等 字 。 “ 京 ” 字 第 一 横 画 的 起 收 笔 和 下 部 

“ 小 ” 字 的 两 点 ， 用 线 画 出 来 即 是 长 方 形 。 “ 西 ” 字 第 一 画 起 收 笔 两 点 和 “ 四 ” 字 底 画 起 收 笔 两 个 

点 即 成 扁 的 四 方 形 。 “ 水 ” 字 的 左 右 撇 捺 起 收 笔 点 往 上 下 延 伸 到 竖 画 起 收 笔 高 低 度 ， 即 成 四 方 形 。 

“ 宿 ” 字 的 宝 盖 竖 笔 起 笔 点 和 钩 的 起 笔 点 往 下 画 线 到 人 旁 竖 笔 收 笔 ， “ 百 ” 字 右 竖 画 收 笔 也 成 长 方 

形 。 （ 图 73） 

· 45 · 

第 二 ， 注 意 点 画 在 整 体 字 中 的 位 置 。 每 一 点 画 的 长 短 曲 直 都 要 根 据 周 围 笔 画 来 确 定 ， 犹 如 一 

部 机 器 的 零 件 ， 不 符 合 比 例 规 格 就 安 不 进 去 ， 在 整 个 字 中 就 失 调 了 。 



曾 头 点 。 此 帖 的 曾 头 点 ， 一 般 都 是 左 挑 右 撇 ， 形 成 俯 仰 之 势 ， 或 左 捺 右 撇 ， 但 点 画 粗 细 态 势 

也 是 因 字 而 异 的 。 如 “ 并 （ 並 ） ” 、 “ 若 ” 、 “ 遂 ” 、 “ 瓶 ” 等 字 ， 采 用 各 种 形 态 写 法 。 （ 图 76） 

第 三 ， 要 注 意 每 个 点 画 的 写 法 特 点 。 笔 法 和 结 构 是 分 不 开 的 ， 如 点 画 的 态 势 就 会 影 响 字 的 结 

体 。 如 “ 手 ” 、 “ 平 ” 等 字 。 “ 手 ” 字 的 横 画 ， 左 轻 右 重 ， 左 长 右 短 ， 完 全 靠 右 边 第 三 画 的 粗 重 停 顿 

的 力 量 才 支 撑 住 平 衡 ， 否 则 就 要 向 一 边 倒 了 。 “ 平 ” 字 第 二 横 画 是 主 笔 ， 左 长 右 短 ， 靠 起 收 笔 的 顿 

挫 才 取 得 平 衡 。 （ 图 74） 

2． 颜 字 笔 法 

（ 1） 点 的 写 法 。 颜 字 《 多 宝 塔 碑 》 的 点 不 

如 欧 字 的 点 变 化 丰 富 。 但 也 因 点 在 字 中 的 位 置 

不 同 和 自 然 结 体 不 同 ， 写 法 也 有 变 化 。 

字 头 中 心 点 。 结 体 长 的 字 ， 字 头 中 心 点 都 

紧 靠 横 画 ， 态 势 有 向 左 的 也 有 向 右 的 ， 如 

“ 宝 ” （ 寳 ） ” 、 “ 庆 （ 慶 ） ” 等 字 ； 粗 细 随 字 体 的 

笔 画 多 少 而 定 ， 笔 画 多 的 字 中 心 点 笔 画 比 较 轻 细 ， 笔 画 少 的 字 点 画 比 较 粗 重 。 结 体 扁 的 字 体 ， 中 

心 点 离 开 横 画 ， 取 位 较 高 。 如 “ 主 ” 、 “ 祖 ” 等 字 。 （ 图 75） 

三 点 水 。 《 多 宝 塔 碑 》 三 点 水 旁 笔 法 上 没 有 更 多 的 变 化 ， 在 态 势 上 ， 上 两 点 往 下 处 俯 势 ， 第 二 

点 出 锋 带 丝 ， 第 三 点 往 上 仰 挑 如 撇 。 只 是 因 字 形 位 置 上 有 所 不 同 ， 轻 重 也 有 差 别 。 如 “ 注 ” 、 “ 潜 

（ 潛 ） ” 、 “ 涛 （ 濤 ） ” 、 “ 池 ” 等 字 。 （ 图 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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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四 点 。 是 “ 心 ” 字 的 变 形 。 《 多 宝 塔 碑 》 的 下 四 点 ， 各 个 字 有 态 势 的 变 化 ， 四 点 之 间 总 的 趋 

向 是 向 心 的 态 势 ， 左 右 两 点 下 部 向 外 ， 四 点 之 间 有 向 背 呼 应 的 关 系 。 如 “ 无 （ 無 ） ” 、 “ 然 ” 、 “ 熊 ” 

等 字 。 （ 图 78） 

从 以 上 各 种 点 的 写 法 ， 

基 本 上 可 以 掌 握 《 多 宝 塔 

碑 》 点 的 写 法 。 虽 然 点 在 各 

种 位 置 会 有 形 态 的 差 异 ， 但 

写 法 大 体 是 一 致 的 。 如 “ 绝 

（ 絶 ） ” 、 “ 於 ” 、 “ 弥 ” 、 “ 金 ” 等 

字 。 （ 图 79） 

（ 2） 横 画 写 法 。 《 多 宝 塔 

碑 》 的 横 画 ， 一 般 比 较 细 ， 

左 低 右 高 欹 侧 的 笔 势 ， 主 笔 横 画 收 笔 重 顿 ， 起 笔 或 逆 锋 入 笔 或 顺 锋 入 笔 ， 起 笔 稍 重 ， 运 笔 到 中 间 

细 。 如 连 竖 笔 的 横 都 比 较 纤 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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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笔 横 画 如 “ 手 ” 的 长 画 ， “ 不 ” 的 横 画 ， “ 若 ” 的 第 二 横 画 ， “ 寺 ” 的 第 三 横 画 ， “ 年 ” 



（ 3） 竖 画 的 写 法 。 总 的 讲 竖 画 比 横 画 粗 重 ， 中 心 竖 画 呈 垂 针 状 ， 偏 旁 竖 画 呈 垂 露 状 ， 转 折 处 

呈 方 折 。 带 钩 竖 画 ， 分 为 两 种 ： 一 是 起 笔 逆 入 顿 挫 重 ， 下 行 垂 直 或 稍 内 擫 ， 收 笔 时 往 左 停 顿 后 稍 

稍 提 起 猛 然 挑 钩 。 二 是 呈 弧 状 ， 起 笔 往 左 逆 入 稍 为 停 顿 后 顺 势 往 右 弧 下 行 ， 收 笔 时 停 顿 有 挑 出 之 

意 。 各 种 竖 画 都 显 示 出 强 劲 的 笔 力 ， 有 入 木 三 分 之 感 。 

中 心 竖 画 ， 如 “ 华 （ 華 ） ” 、 “ 中 ” 、 “ 半 ” 、 “ 千 ” 等 字 。 （ 图 81 ） 

偏 旁 竖 画 具 垂 露 状 ， 如 “ 开 （ 開 ） ” 、 “ 有 ” 、 “ 桢 （ 楨 ） ” 、 “ 怀 （ 懷 ） ” 等 字 。 （ 图 82 ） 

带 钩 竖 画 ， 如 “ 水 ” 、 “ 木 ” 、 “ 舍 （ 捨 ） ” 、 “ 持 ” 等 字 。 （ 图 83） 

（ 4） 钩 的 写 法 。 《 多 宝 塔 碑 》 的 钩 都 呈 强 劲 有 力 的 长 三 角 形 ， 露 锋 成 尖 状 ， 用 笔 干 净 利 索 。 有 

的 只 具 钩 意 ， 有 如 垂 露 笔 ， 或 稍 出 锋 。 右 钩 起 笔 停 顿 重 ， 如 同 钉 子 ， 收 笔 尖 细 。 

竖 画 钩 ， 如 “ 列 ” 、 “ 相 ” 等 字 。 （ 图 84） 

抛 钩 笔 法 ， 如 “ 也 ” 、 “ 兆 ” 等 字 。 （ 图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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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长 横 画 等 ， 起 收 笔 虽 都 有 所 不 同 ， 但 基 本 上 分 两 类 ： 一 是 起 笔 顺 入 ， 收 笔 顿 挫 重 ； 二 是 逆 锋 入 

笔 ， 或 露 锋 ， 或 藏 锋 ， 收 笔 也 重 。 其 它 横 短 画 笔 法 也 大 体 相 同 。 （ 图 80） 





（ 5） 左 上 、 下 撇 笔 法 。 《 多 宝 塔 碑 》 的 左 上 、 下 撇 ， 笔 画 劲 而 细 ， 刚 中 有 柔 ， 犹 如 飞 矢 。 如 

“ 水 ” 、 “ 如 ” 。 起 笔 顿 挫 重 ， 行 笔 逐 渐 细 成 尖 状 。 行 笔 速 度 稍 快 ， 才 能 露 锋 有 飘 势 。 若 行 笔 滞 留 ， 就 

写 不 出 气 势 。 （ 图 86） 

（ 6） 右 上 撇 、 右 下 捺 笔 法 。 《 多 宝 塔 碑 》 撇 笔 ， 一 般 讲 是 左 轻 右 重 。 故 右 上 笔 较 粗 短 ， 右 下 笔 

是 捺 笔 ， 是 字 中 最 粗 重 的 笔 画 ， 要 十 分 小 心 行 笔 ， 行 笔 要 稍 慢 。 捺 笔 多 数 成 出 锋 ， 有 的 出 锋 前 有 

明 显 的 停 顿 痕 迹 ， 也 有 的 是 成 点 状 而 不 出 锋 的 捺 笔 。 如 “ 永 ” 、 “ 象 ” 、 “ 之 ” 、 “ 怀 （ 懷 ） ” 等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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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写 全 文 以 前 ， 最 好 先 练 习 《 多 宝 塔 碑 》 字 体 的 点 画 写 法 ， 掌 握 结 构 行 笔 的 特 点 ， 然 后 再 进 

入 全 文 局 部 的 临 写 。 

（ 图 87） 



（ 三 ） 柳 公 权 

柳 公 权 （ 公 元 778— 865年 ） ， 字 诚 悬 ， 是 唐 代 晚 期 著 名 书 法 家 ， 专 长 楷 法 。 他 的 书 法 先 学 唐 

初 书 家 ， 后 学 颜 真 卿 。 他 的 楷 书 ， 既 继 承 唐 初 诸 家 侧 媚 取 态 ， 又 吸 取 颜 真 卿 雄 强 气 度 ， 形 成 具 有 

特 点 的 “ 柳 体 ” ， 与 颜 真 卿 并 称 “ 颜 筋 柳 骨 ” 。 他 的 楷 书 ， 笔 力 劲 挺 ， 结 构 严 密 ， 中 心 攒 聚 ， 四 边 

伸 张 。 柳 公 权 留 存 下 来 的 碑 版 很 多 ， 以 《 玄 秘 塔 碑 》 、 《 神 策 军 碑 》 最 著 名 ， 是 学 习 柳 体 的 好 范 本 。 

1． 柳 字 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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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 字 的 结 构 ， 一 方 面 稍 稍 改 变 颜 体 完 全 方 正 体 势 ， 采 用 “ 二 王 ” 以 来 侧 媚 取 姿 的 意 趣 ， 结 构 

呈 现 左 紧 右 舒 ， 右 肩 稍 稍 抬 起 ， 横 画 大 多 是 处 理 成 左 低 右 高 。 另 一 方 面 又 基 本 保 持 了 结 构 的 方 正 ， 

正 面 视 人 ， 吸 取 了 颜 体 的 雄 强 气 势 。 结 体 中 宫 部 分 点 画 安 排 严 紧 ， 突 出 了 四 边 笔 画 的 伸 展 ， 如 横 

竖 画 、 撇 、 捺 笔 的 起 笔 收 笔 时 ， 不 时 地 有 意 超 过 长 度 ， 出 现 或 左 伸 右 短 、 或 右 伸 左 短 的 笔 画 。 线 

条 粗 细 较 一 致 ， 不 出 现 粗 细 悬 殊 的 横 轻 竖 重 的 现 象 ， 这 都 是 为 了 表 现 柳 书 挺 拔 刚 健 的 特 点 。 线 条 

用 笔 以 出 锋 棱 的 方 笔 为 主 ， 转 折 处 稍 有 圆 转 的 笔 意 。 （ 图 88） 

偏 旁 和 主 体 部 分 结 构 变 化 较 多 。 有 偏 旁 重 而 主 体 轻 的 ， 如 “ 依 ” 、 “ 彼 ” 、 “ 馀 （ 餘 ） ” 、 “ 弥 ” 等 

字 （ 图 89） ， 有 意 强 调 偏 旁 的 位 置 和 力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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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 旁 与 主 体 或 左 高 右 低 ， 或 右 高 左 低 ， 显 示 结 构 上 的 变 化 ， 如 “ 接 ” 、 “ 议 （ 議 ） ” 、 “ 烬 （ 燼 ） ” 、 

“ 源 ” 等 字 。 （ 图 90） 



上 下 结 构 组 成 的 字 ， 一 般 呈 纵 

势 ， 长 方 形 ， 上 下 呼 应 ， 联 系 紧 密 ， 

如 “ 皇 ” 、 “ 智 ” 、 “ 响 （ 響 ） ” 、 “ 惊 

（ 驚 ） ” 等 字 。 （ 图 92 ） 

但 是 ， 柳 字 有 的 结 构 也 不 严 密 ， 

或 过 于 空 虚 疏 散 ， 如 “ 符 ” 字 ； 或 

过 于 偏 扁 ， 如 “ 超 ” 字 ； 有 的 失 调 ， 

如 “ 待 ” 字 等 。 在 临 写 时 ， 要 有 所 

选 择 。 （ 图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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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右 两 部 分 并 列 结 构 的 字 ， 联 系 较 密 切 ， 通 过 笔 画 的 穿 插 、 呼 应 ， 形 成 一 个 结 构 严 谨 的 整 体 。 

如 “  ” 、 “ 雄 ” 、 “ 亲 （ 親 ） ” 、 “ 既 ” 等 字 。 （ 图 91） 



总 的 讲 ， 临 写 柳 字 《 玄 秘 塔 碑 》 ， 在 掌 握 结 体 方 面 ， 要 注 意 ： 

第 一 ， 《 玄 秘 塔 碑 》 字 体 的 结 构 可 分 三 种 。 一 是 处 纵 势 长 方 形 结 构 ； 二 是 呈 横 扁 方 形 结 构 ； 三 

是 又 小 又 扁 的 一 些 特 殊 结 构 。 在 临 写 时 对 结 体 应 有 一 个 大 的 概 念 ， 注 意 纵 横 的 比 例 ， 点 画 的 横 斜 、 

长 短 、 竖 直 都 是 在 这 大 的 比 例 中 变 化 。 

第 二 ， 临 写 时 要 注 意 柳 字 结 体 中 宫 紧 密 、 四 面 伸 展 的 特 点 ， 要 看 清 字 中 哪 些 笔 画 在 整 个 字 中 

超 过 比 例 的 长 度 、 斜 度 、 横 度 ， 这 是 柳 字 所 强 调 之 处 。 

第 三 ， 注 意 此 碑 中 有 的 结 体 点 画 不 协 调 的 字 ， 可 以 不 必 临 写 ， 或 者 不 必 完 全 照 临 ， 可 以 作 些 

调 整 。 如 “ 阐 （ 闡 ） ” 字 ， “ 門 ” 字 过 大 ， “ 單 ” 字 过 小 。 又 如 “ 括 ” 字 ， 整 个 字 歪 向 左 方 ， 且 偏 旁 

“ 扌 ” 和 “ 舌 ” 字 也 拉 开 了 ， 这 是 偏 旁 横 画 短 ， “ 舌 ” 字 横 画 左 方 短 ， “ 口 ” 字 左 竖 画 又 斜 向 右 面 造 

成 的 。 （ 图 94） 

2． 柳 字 笔 法 

（ 1） 点 的 写 法 。 柳 字 中 心 点 变 化 不 多 ， 大 同 小 异 。 可 分 两 类 ： 一 是 斜 点 ， 即 逆 笔 斜 向 上 左 方 ， 

斜 往 右 下 顿 ， 或 露 锋 ， 或 不 露 锋 。 如 “ 玄 ” 、 “ 帝 ” 字 ； 二 是 竖 点 ， 由 于 字 结 体 长 ， 竖 点 处 在 横 画 

中 间 ， 即 笔 锋 逆 上 斜 顿 后 往 横 画 中 间 运 笔 ， 回 锋 收 笔 。 如 “ 家 ” 、 “ 室 ” 等 字 。 （ 图 95） 

曾 字 头 两 点 ， 都 采 取 左 顿 右 撇 的 呼 应 写 法 ， 如 “ 祥 ” 、 “ 道 ” 、 “ 义 （ 義 ） ” 、 “ 盖 ” ； 但 个 别 的 也 

有 例 外 ， 如 “ 僧 ” 字 即 采 取 两 点 顺 势 的 写 法 。 （ 图 96） 

三 点 水 旁 写 法 。 柳 字 的 三 点 水 旁 无 很 大 的 变 化 ， 上 两 点 俯 下 ， 第 三 点 往 上 挑 ， 起 笔 时 如 捺 点 

后 笔 提 到 上 头 猛 往 上 撇 如 流 星 ， 如 “ 滔 ” 、 “ 法 ” 、 “ 沙 ” 、 “ 注 ” 等 字 。 （ 图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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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横 的 写 法 。 柳 字 主 笔 横 画 的 笔 法 大 致 一 样 ， 采 用 逆 笔 入 、 往 下 蹲 成 方 笔 ， 往 右 行 时 笔 锋 

稍 稍 提 起 ， 中 间 稍 细 劲 ， 到 右 收 笔 前 再 稍 稍 往 下 按 ， 逐 步 加 重 到 收 笔 时 先 往 上 再 下 顿 成 蚕 头 状 方 

笔 。 如 “ 方 ” 、 “ 大 ” 、 “ 其 ” 、 “ 无 （ 無 ） ” 等 字 。 （ 图 99 ） 

（ 3） 竖 的 写 法 。 柳 字 竖 画 以 方 笔 为 主 ， 两 头 往 左 成 弯 曲 势 ， 收 笔 也 分 垂 露 和 悬 针 两 种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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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四 点 写 法 。 一 般 四 点 左 右 呼 应 ， 右 方 偏 大 ， 左 方 偏 小 ， 各 类 字 体 势 基 本 相 同 。 如 “ 无 

（ 無 ） ” 、 “ 显 （ 顯 ） ” 、 “ 然 ” 、 “ 为 （ 為 ） ” 等 字 。 （ 图 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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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 ” 、 “ 佛 ” 、 “ 不 ” 、 “ 神 ” 等 字 。 （ 图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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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 钩 的 写 法 。 柳 字 抛 钩 似 竖 画 钩 的 横 写 ， 从 竖 画 经 弧 转 入 横 画 到 收 笔 时 ， 把 笔 肚 子 往 上 蹲 后 

提 笔 往 上 挑 出 成 尖 状 。 如 “ 光 ” 、 “ 施 ” 、 “ 悉 （  ） ” 、 “ 既 ” 等 字 。 （ 图 102 ） 

（ 4） 钩 的 写 法 。 竖 画 钩 的 写 法 。 柳 字 的 钩 很 有 特 点 ， 竖 画 下 蹲 收 笔 用 笔 尖 往 左 挑 ， 如 同 树 上 

长 刺 状 。 如 “ 殊 ” 、 “ 利 ” 、 “ 东 （ 東 ） ” 、 “ 林 ” 等 字 。 （ 图 101 ） 



（ 5） 左 上 、 下 撇 笔 法 。 左 上 撇 笔 锋 逆 入 下 蹲 迅 猛 挑 出 ， 犹 如 策 马 挥 鞭 之 势 。 柳 字 左 上 撇 ， 用 

笔 挺 拔 ， 方 笔 而 不 露 锋 。 左 下 撇 笔 ， 其 形 态 如 象 牙 ， 长 而 有 捷 势 ， 遒 劲 飘 逸 。 如 “ 水 ” 、 “ 家 ” 、 

“ 教 ” 、 “ 为 （ 為 ） ” 等 字 。 （ 图 103 ） 

（ 6） 右 上 撇 和 右 下 捺 笔 法 。 柳 字 的 右 上 撇 势 如 鸟 翻 身 腾 凌 而 进 ， 但 起 笔 停 顿 有 重 和 轻 之 分 ， 重 

则 成 圆 转 浑 厚 ， 轻 则 成 方 笔 挺 拔 。 柳 字 捺 笔 一 般 很 重 ， 笔 锋 逆 入 以 后 回 锋 铺 毫 逐 步 往 下 按 ， 到 撇 

出 前 稍 停 顿 撇 出 收 笔 成 出 锋 ， 如 “ 水 ” 、 “ 家 ” 、 “ 教 ” 、 “ 来 ” 。 或 成 为 不 出 撇 的 短 捺 笔 ， 如 “ 依 ” 字 ， 

捺 笔 成 往 左 收 之 势 。 （ 图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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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赵 孟 頫 

赵 孟 頫 （ 公 元 1254— 1322年 ） ， 字 子 昂 ， 号 松 雪 道 人 ， 湖 洲 （ 今 浙 江 吴 兴 ） 人 ， 元 代 著 名 的 

书 法 家 ， 擅 长 各 体 ， 对 真 、 行 、 草 、 隶 、 篆 书 都 有 研 究 。 历 史 上 像 他 那 样 对 各 体 都 擅 长 的 书 法 家 

也 是 少 有 的 ， 尤 其 以 行 楷 书 造 诣 更 加 精 深 ， 有 自 己 的 独 特 书 风 。 他 最 早 学 宋 高 宗 思 陵 的 书 法 ， 后 

来 上 追 晋 唐 各 家 ， 曾 经 数 百 遍 临 写 王 羲 之 、 王 献 之 的 作 品 。 他 用 笔 圆 转 流 美 ， 极 富 姿 态 ， 结 构 安 

排 精 巧 ， 风 格 清 雅 秀 劲 ， 很 受 后 人 喜 欢 ， 认 为 他 “ 上 下 五 百 年 ， 纵 横 一 万 里 ， 举 无 匹 敌 。 ” （ 焦 竑 

语 ） 也 有 人 说 他 “ 妍 媚 纤 弱 ， 殊 乏 大 节 不 夺 之 气 。 ” （ 《 书 法 雅 言 》 ） 但 这 种 评 论 并 不 公 允 ， 主 要 是 

指 他 以 宋 皇 室 后 裔 参 加 元 朝 做 官 这 件 事 引 起 的 。 

《 胆 巴 碑 》 是 赵 楷 书 代 表 作 之 一 ， 写 于 元 延 祐 三 年 （ 公 元 1316年 ） ， 是 奉 旨 书 写 的 ， 字 体 秀 美 ， 

自 然 率 意 中 颇 有 法 度 ， 是 临 写 赵 体 的 好 范 本 ， 且 是 墨 迹 本 ， 可 以 清 楚 地 看 出 他 的 用 笔 。 文 物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 胆 巴 碑 》 ， 是 根 据 故 宫 博 物 院 藏 的 墨 迹 本 割 裱 影 印 的 。 他 留 存 下 来 的 作 品 很 多 ， 如 《 妙 

法 莲 华 经 》 （ 小 楷 书 ） 、 《 玄 妙 观 重 修 三 门 记 》 （ 楷 书 ） 、 《 湖 州 妙 严 寺 记 》 、 《 道 德 经 》 （ 小 楷 书 ） 等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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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赵 字 结 构 

赵 书 从 《 胆 巴 碑 》 结 体 特 点 看 ， 整 个 体 势 处 横 势 ， 结 体 偏 扁 ， 欹 侧 取 势 ， 右 肩 抬 起 ， 左 肩 起 

笔 低 ， 下 笔 重 ， 结 构 严 密 ， 点 画 安 排 紧 凑 。 特 别 是 字 的 上 部 紧 密 ， 下 部 笔 画 伸 展 。 （ 图 104） 行 笔 

带 有 行 书 笔 法 ， 收 笔 顿 挫 不 重 ， 收 笔 较 快 ， 有 的 则 连 带 下 笔 。 

（ 1） 偏 旁 和 主 体 的 部 分 穿 插 、 呼 应 紧 密 ， 整 体 感 强 。 有 的 甚 至 采 取 移 位 避 就 ， 如 “ 哲 ” 字 ， 本 

来 是 上 下 结 构 ， 为 了 避 免 上 部 分 “ 折 ” 字 笔 画 多 ， 下 部 分 “ 口 ” 字 笔 画 少 ， 改 变 为 左 右 结 构 ， 把 

挑 手 延 伸 为 偏 旁 ， “ 口 ” 字 往 右 移 位 。 有 的 将 左 偏 旁 往 上 移 ， 如 “ 哇 ” 字 ， “ 口 ” 字 上 移 ， 以 使 两 

部 分 紧 密 。 有 的 将 偏 旁 部 分 笔 画 强 调 ， 部 分 笔 画 缩 小 ， 如 “ 律 ” 字 ， 偏 旁 “ 彳 ” 字 强 调 了 上 两 撇 ， 

把 竖 画 变 成 竖 点 。 有 的 将 偏 旁 部 分 有 意 拉 开 距 离 ， 如 “ 法 ” 字 三 点 水 旁 。 （ 图 105） 

赵 字 偏 旁 主 体 结 构 采 用 行 书 笔 法 ， 两 部 分 关 系 或 疏 或 密 ， 如 “ 绝 ” 字 ， 为 了 行 笔 和 点 画 的 气 

势 ， 把 两 部 分 拉 开 ； “ 操 ” 字 则 两 部 分 拉 得 十 分 紧 密 。 这 种 在 楷 书 中 搀 杂 行 书 的 结 体 只 有 赵 书 ， 故 

他 的 楷 书 显 得 自 然 、 率 意 、 秀 美 。 （ 图 106） 

左 右 并 列 双 体 结 构 的 字 ， 点 画 相 互 穿 插 、 避 

就 得 十 分 紧 密 ， 显 示 出 严 谨 结 体 ， 如 “ 数 

（ 數 ） ” 、 “ 颊 （ 頬 ） ” 、 “ 孰 ” 、 “ 经 （ 經 ） ” 等 字 ， 其 

中 “ 经 （ 經 ） ” 字 本 是 主 偏 结 构 ， 但 把 主 体 部 分 

简 化 笔 画 后 即 成 并 列 结 构 。 （ 图 107） 

但 此 碑 有 些 并 列 结 构 的 字 的 点 画 安 排 也 并 

不 很 完 美 ， 如 “ 记 （ 記 ） ” 、 “ 标 （ 標 ） ” 等 字 ， 点 

画 安 排 都 欠 严 密 。 左 右 两 边 的 关 系 ， 如 “ 言 ” 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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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避 去 ， 右 “ 己 ” 字 第 二 横 画 和 抛 钩 安 排 都 欠 

妥 当 ； “ 标 （ 標 ） ” 字 的 “ 木 ” 字 点 画 欠 结 实 。 临 

写 时 应 有 所 选 择 。 （ 图 108） 

赵 字 的 三 体 结 构 也 很 紧 密 ， 如 “ 谶 （ 讖 ） ” 、 

“ 懈 ” 、 “ 辩 （ 辯 ） ” 、 “ 徽 ” 等 字 ， 三 体 依 靠 紧 密 ， 

点 画 的 穿 插 、 避 就 有 度 。 （ 图 109） 

（ 2） 赵 字 “ 戈 ” 法 微 显 两 个 弧 度 ， 呈 三 角 

形 。 起 笔 呈 三 角 虚 线 的 上 端 ， 如 “ 钱 （ 錢 ） ” 、 

“ 戒 ” 等 字 。 （ 图 110） 

（ 3） 赵 字 的 上 下 结 构 ， 一 般 讲 上 部 分 收 紧 ， 

下 部 分 笔 画 伸 展 ， 如 “ 焚 ” 、 “ 息 ” 、 “ 东 （ 東 ） ” 、 

“ 寺 ” 等 字 。 （ 图 111） 

但 是 上 下 结 构 有 时 也 表 现 下 紧 上 松 的 状 

况 ， 如 “ 娑 ” 、 “ 宝 （ 寳 ） ” 、 “ 汝 ” 、 “ 珍 （  ） ” 等 

字 。 （ 图 112） 

总 之 ， 赵 体 结 构 点 画 安 排 紧 密 ， 或 上 部 分 、 

或 下 部 分 、 或 中 心 部 分 收 紧 ， 而 主 要 笔 画 则 伸 

展 ， 态 势 欹 侧 而 处 横 势 ， 许 多 点 画 即 随 这 种 结 

构 变 化 。 因 为 他 的 楷 书 有 行 书 成 分 ， 故 结 构 点 画 也 带 有 随 意 性 ， 除 主 要 笔 画 以 外 ， 许 多 横 、 竖 、 撇 、 

捺 笔 画 的 结 体 都 有 连 带 的 笔 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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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赵 字 笔 法 

（ 1） 点 的 写 法 。 赵 字 的 点 用 笔 在 法 度 中 具 有 随 意 性 。 

中 心 点 。 笔 锋 逆 入 向 左 落 纸 ， 往 右 后 蹲 往 左 挑 ， 有 时 出 锋 ， 或 不 出 锋 。 如 “ 主 ” 、 “ 元 ” 、 

“ 住 ” 、 “ 魔 ” 等 字 。 （ 图 113） 

曾 头 点 。 赵 字 曾 头 点 的 写 法 ， 基 本 上 采 取 左 挑 右 撇 的 写 法 ， 相 互 呼 应 避 就 。 如 “ 慈 ” 、 “ 僧 ” 、 

“ 道 ” 等 字 ， 左 点 逆 锋 入 笔 后 往 右 下 蹲 转 笔 往 右 挑 ， 右 点 逆 锋 往 左 入 笔 往 右 外 下 蹲 转 笔 往 左 撇 。 但 

是 ， 有 时 也 采 取 左 撇 右 捺 的 写 法 ， 如 “ 说 （ 説 ） ” 字 。 （ 图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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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点 水 写 法 。 赵 字 三 点 水 旁 ， 第 一 点 距 第 二 点 远 ， 第 二 点 作 下 撇 连 第 三 点 ， 第 三 点 往 上 撇 。 如 

“ 法 ” 、 “ 灭 （ 滅 ） ” 、 “ 婆 ” 、 “ 河 ” 等 字 。 （ 图 115） 



下 四 点 的 写 法 。 赵 字 的 下 四 点 写 法 ， 左 右 外 两 点 成 反 势 ， 中 间 两 点 顺 左 势 ， 有 的 中 间 两 点 连 

丝 或 连 到 第 三 点 。 如 “ 无 （ 無 ） ” 、 “ 照 ” 、 “ 兼 ” 、 “ 为 （ 為 ） ” 等 字 。 （ 图 116 ） 

（ 2） 横 画 写 法 。 赵 字 横 画 左 低 右 高 ， 下 笔 重 ， 或 顺 笔 入 笔 ， 或 入 笔 后 往 下 蹲 犹 如 蛇 头 ； 收 笔 

时 或 顺 势 收 笔 ， 或 下 按 收 笔 ， 方 圆 结 合 ， 浑 厚 遒 劲 。 如 “ 七 ” 、 “ 奇 ” 、 “ 来 ” 、 “ 大 ” 等 字 。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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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竖 画 写 法 。 赵 字 竖 画 比 较 浑 厚 ， 逆 锋 向 上 左 落 笔 ， 往 右 蹲 后 下 行 ， 或 成 悬 针 ， 或 成 垂 露 。 

如 “ 计 （ 計 ） ” 、 “ 年 ” 、 “ 帝 ” 、 “ 奉 ” 等 字 。 （ 图 118 ） 

117） 



（ 5） 右 上 撇 和 右 下 捺 的 写 法 。 赵 书 的 右 上 撇 起 笔 重 势 长 ， 下 捺 笔 由 抢 笔 入 后 铺 毫 往 右 下 行 暗 

收 锋 。 如 “ 家 ” 、 “ 长 （ 長 ） ” 、 “ 取 ” 、 “ 像 ” 等 字 。 其 中 “ 取 ” 、 “ 像 ” 字 右 捺 成 为 不 出 锋 回 收 的 捺 笔 。 

（ 图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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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左 上 撇 和 左 下 撇 的 写 法 。 赵 书 左 上 撇 是 逆 锋 平 起 笔 往 右 挑 ， 收 笔 时 即 转 入 左 下 撇 的 起 笔 ， 

往 右 下 蹲 后 往 左 撇 出 到 收 笔 时 暗 回 锋 。 如 “ 永 ” 、 “ 为 （ 為 ） ” 、 “ 裕 ” 、 “ 众 （ 衆 ） ” 等 字 。 （ 图 120） 

带 转 折 和 钩 的 竖 画 写 法 。 横 画 收 笔 蹲 后 即 转 笔 转 入 竖 画 ， 往 内 压 ， 中 间 阶 段 略 往 左 ， 到 收 笔 

前 往 右 蹲 出 钩 露 锋 ， 如 “ 周 ” 、 “ 阁 （ 閣 ） ” 等 字 。 （ 图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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