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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隶 书 的 技 法 知 识 

（ 一 ） 对 隶 书 的 认 识 

在 学 习 隶 书 技 法 前 ， 先 要 对 隶 书 有 所 认 识 。 隶 书 是 中 国 古 文 字 历 史 发 展 的 重 要 阶 段 。 它 虽 是 古 

体 字 ， 但 是 由 于 其 本 身 的 艺 术 特 色 ， 至 今 在 实 际 生 活 中 ， 还 有 许 多 场 合 经 常 要 用 到 它 。 隶 书 作 为 书 法 

艺 术 的 组 成 部 分 ， 更 是 一 种 重 要 的 书 体 。 学 习 和 掌 握 隶 书 ， 不 论 对 书 法 爱 好 者 或 书 法 家 来 说 ， 都 是 非 

常 必 要 的 。 中 国 文 字 发 展 到 秦 汉 时 ， 随 着 社 会 生 活 的 发 展 ， 出 现 了 隶 书 这 种 新 字 体 。 西 晋 文 学 家 成 

公 绥 在 《 隶 书 体 》 中 说 ： “ 虫 篆 既 繁 ， 草 稿 近 伪 ， 适 之 中 庸 ， 莫 尚 于 隶 ， 规 矩 有 则 ， 随 便 适 宜 ， 亦 有 弛 张 ， 

操 笔 假 墨 ， 抵 押 毫 芒 。 ” 隶 书 体 出 现 以 后 ， 即 逐 步 成 熟 ， 代 替 当 时 的 篆 书 而 大 行 于 世 。 “ 隶 变 ” 的 意 义 是 

十 分 深 远 的 ， 它 使 中 国 的 象 形 文 字 进 入 由 点 画 组 成 的 方 块 字 的 抽 象 符 号 阶 段 ， 篆 书 最 后 一 点 象 形 的 

痕 迹 都 被 泯 灭 了 ， 把 象 形 符 号 需 要 的 曲 弧 线 条 统 统 变 成 规 整 的 点 画 、 波 磔 ， 字 形 变 成 横 势 的 扁 方 形 。 

郭 沫 若 先 生 在 《 古 代 文 字 之 辩 证 的 发 展 》 中 说 ： “ 在 字 的 结 构 上 ， 初 期 的 隶 书 和 小 篆 没 有 多 大 的 差 别 ， 

只 是 在 用 笔 上 有 所 不 同 。 例 如 ， 变 圆 形 为 方 形 ， 变 弧 线 为 直 线 ， 这 就 是 最 大 的 区 别 ” ， “ 此 外 ， 当 然 还 有 

些 不 同 的 因 素 ， 如 省 繁 就 简 ， 变 连 为 断 ， 变 多 点 为 一 画 ， 变 多 画 为 数 点 ， 笔 画 可 以 有 粗 细 ， 部 首 可 以 有 

混 同 ⋯ ⋯ 这 样 ， 写 字 的 速 度 便 自 然 加 快 了 。 ” 郭 沫 若 从 实 用 方 面 考 察 了 在 篆 书 基 础 上 演 化 为 隶 书 这 

种 新 字 体 的 特 点 。 从 实 际 情 况 看 ， 这 种 演 化 过 程 是 经 历 了 相 当 长 的 时 间 的 。 由 于 隶 书 的 抽 象 符 号 化 ， 

虽 然 也 有 自 己 的 规 则 和 法 度 ， 但 书 写 起 来 自 由 多 了 。 隶 体 主 要 是 靠 线 条 本 身 的 质 感 、 力 度 和 结 体 的 

处 理 ， 产 生 隶 书 的 艺 术 效 果 ， 成 为 书 法 中 具 有 本 身 特 点 的 一 种 书 体 。 成 公 绥 在 《 隶 书 体 》 中 ， 还 盛 赞 隶 

书 的 艺 术 性 。 他 说 ， 隶 书 体 势 文 采 参 差 ， 抑 扬 有 态 ， 如 花 葩 之 密 布 。 行 间 排 列 之 整 齐 ， 明 朗 得 如 天 上 

布 列 的 星 星 。 密 集 时 如 同 锦 绣 的 花 纹 。 其 线 条 有 轻 拂 流 畅 的 ， 徐 运 振 笔 ； 有 缓 缓 地 按 下 去 ， 有 急 急 地 

挑 出 来 ； 有 挽 住 横 而 引 出 竖 画 ， 有 左 牵 右 绕 之 呼 应 ； 有 浓 郁 的 长 波 拂 笔 ， 其 笔 势 变 化 轻 微 而 缥 缈 。 黑 

白 分 明 如 星 罗 棋 布 ， 点 画 态 势 如 翘 首 举 尾 ； 有 的 直 刺 ， 有 的 斜 击 ； 有 的 密 集 ， 有 的 疏 朗 ； 或 如 虬 龙 在 盘 

游 ， 或 如 鸾 凤 在 翱 翔 ； 或 如 雄 鹰 将 猎 物 ， 收 缩 着 身 体 ， 抑 制 着 愤 怒 ； 又 若 良 马 将 腾 跃 ， 正 要 奔 向 路 途 。 

远 处 仰 望 ， 如 朝 雾 缭 绕 上 升 ； 如 果 俯 而 察 之 ， 又 如 清 风 吹 起 涟 漪 的 波 纹 。 隶 书 的 结 体 和 布 白 ， 笔 势 和 

笔 意 ， 可 以 表 现 出 事 物 的 种 种 神 态 和 形 势 ， 等 等 。 可 见 古 人 对 隶 书 的 结 体 造 型 、 点 线 和 布 局 ， 通 过 意 

象 ， 看 出 隶 书 很 高 的 艺 术 境 界 和 氛 围 。 

我 们 从 汉 代 众 多 的 隶 书 碑 刻 作 品 的 艺 术 风 格 看 ， 它 的 多 样 化 和 极 丰 富 的 艺 术 变 化 ， 如 《 封 龙 山 

碑 》 的 古 朴 厚 重 ， 《 衡 方 碑 》 的 方 整 浑 厚 ， 《 西 狭 颂 》 的 方 折 雄 劲 ， 《 郙 阁 颂 》 的 沉 雄 茂 密 ， 《 张 迁 碑 》 的 劲 

挺 苍 浑 ， 《 鲜 于 璜 碑 》 的 端 正 大 方 ， 《 乙 瑛 碑 》 的 雄 强 奇 丽 ， 《 孔 宙 碑 》 的 姿 媚 秀 美 ， 《 史 晨 碑 》 的 质 朴 遒 

炼 ， 《 曹 全 碑 》 的 紧 密 秀 巧 ， 《 韩 仁 铭 》 的 舒 展 飘 逸 ， 《 尹 宙 碑 》 的 洒 脱 跌 宕 ， 《 石 门 颂 》 的 奇 趣 蕴 藉 ， 《 三 老 

讳 字 忌 日 刻 石 》 的 扩 达 淳 茂 ， 《 鄐 君 开 通 褒 斜 道 刻 石 》 的 古 拙 有 趣 ， 等 等 ， 说 明 隶 书 具 有 很 高 的 艺 术 品 

格 ， 它 能 够 表 现 出 作 者 的 艺 术 个 性 和 审 美 情 趣 。 同 样 都 是 隶 书 的 结 体 、 点 画 、 笔 法 、 章 法 ， 由 于 作 者 的 

不 同 个 性 ， 不 同 的 文 化 层 次 ， 不 同 的 审 美 情 趣 和 艺 术 素 养 ， 以 及 不 同 的 技 巧 ， 就 能 创 作 出 不 同 层 次 、 

不 同 艺 术 风 格 的 作 品 来 。 关 键 在 于 作 者 对 这 种 隶 书 的 技 巧 如 何 驾 御 。 

学 习 隶 书 体 ， 首 先 是 要 对 这 种 书 体 的 体 势 和 艺 术 特 点 有 所 理 解 和 认 识 。 比 较 讲 ， 隶 书 体 是 处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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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隶 书 的 笔 法 

静 态 的 ， 不 像 行 草 书 体 那 样 通 过 流 动 的 曲 弧 线 条 来 表 现 ， 故 行 草 书 法 是 较 为 动 态 的 。 隶 书 体 结 体 方 

整 扁 平 ， 显 然 ， 这 种 结 体 主 要 是 靠 横 竖 直 线 为 构 架 组 成 的 。 横 竖 直 线 本 身 ， 给 人 的 感 觉 就 是 较 为 静 

态 。 虽 说 它 基 本 上 是 静 态 的 ， 方 整 扁 平 的 ， 主 要 靠 横 竖 线 构 成 ， 但 是 ， 如 果 只 是 机 械 地 将 横 竖 画 组 成 ， 

就 显 得 呆 板 而 缺 乏 艺 术 性 。 所 以 隶 书 的 大 量 笔 画 虽 是 横 竖 线 条 作 构 架 ， 是 静 态 的 ， 实 则 静 中 有 动 ， 在 

横 竖 线 条 中 也 有 波 磔 和 撇 捺 、 曲 钩 等 富 有 动 感 的 曲 弧 线 。 两 者 结 合 ， 就 构 成 丰 富 的 艺 术 变 化 。 加 上 

用 笔 的 多 种 技 巧 ， 粗 细 长 短 ， 流 畅 迟 涩 ， 直 中 有 曲 ， 穿 插 呼 应 ， 疏 密 结 合 等 等 的 艺 术 处 理 手 段 ， 就 形 成 

丰 富 的 艺 术 风 格 和 情 趣 。 但 是 它 毕 竟 是 扁 平 、 静 态 为 主 的 横 竖 直 线 作 构 架 ， 显 示 出 它 的 端 庄 严 肃 和 

装 饰 性 的 艺 术 个 性 ， 波 磔 等 等 的 曲 弧 线 犹 如 房 屋 上 的 装 饰 ， 只 是 增 加 其 活 泼 、 动 感 和 变 化 。 如 果 我 们 

这 样 来 理 解 、 认 识 隶 书 体 的 这 种 艺 术 特 色 和 艺 术 个 性 ， 那 么 我 们 就 大 体 上 掌 握 了 这 种 书 体 最 基 本 的 

规 律 。 

我 们 学 习 隶 书 ， 不 只 是 认 识 和 理 解 这 种 书 体 的 艺 术 特 色 和 艺 术 个 性 ， 更 重 要 的 是 要 掌 握 书 写 这 

种 书 体 的 技 巧 ， 这 就 更 难 了 ， 必 须 做 好 充 分 的 思 想 准 备 。 学 习 和 掌 握 隶 书 的 书 写 技 巧 ， 需 要 有 一 个 过 

程 ， 需 要 时 间 。 其 中 最 主 要 的 是 循 序 渐 进 和 有 效 的 方 法 。 如 果 说 循 序 渐 进 是 学 习 和 掌 握 隶 书 的 基 本 

功 ， 是 爬 上 隶 书 创 作 高 峰 的 一 步 步 的 阶 梯 ， 那 么 第 一 阶 梯 就 是 精 通 一 体 一 帖 ， 不 仅 要 研 究 它 的 结 体 

的 特 点 ， 点 画 的 书 写 方 法 ， 还 要 知 道 它 的 这 些 技 法 所 表 现 出 给 人 们 的 艺 术 观 感 ， 即 艺 术 特 色 和 所 谓 

的 神 韵 ， 并 能 任 意 而 熟 练 地 操 作 。 而 要 达 到 这 种 程 度 ， 就 需 要 有 科 学 的 方 法 。 所 谓 科 学 的 方 法 ， 即 在 

最 短 时 间 内 取 得 最 大 的 效 果 ， 不 走 弯 路 ， 不 浪 费 时 间 。 为 了 熟 练 地 学 会 和 掌 握 一 体 一 帖 ， 第 一 步 就 要 

从 点 画 用 笔 研 究 和 训 练 起 ， 即 从 构 架 的 部 件 开 始 ， 逐 步 地 临 写 一 个 帖 的 几 页 ， 直 到 临 完 ， 并 要 求 精 

熟 ， 扎 扎 实 实 ， 从 少 到 多 ， 从 简 单 到 复 杂 ， 反 复 练 习 ， 不 怕 枯 燥 ， 甘 于 寂 寞 ， 到 了 精 熟 程 度 就 自 由 了 ， 就 

能 任 意 地 去 探 索 和 发 挥 个 人 的 艺 术 才 能 。 自 然 ， 在 训 练 技 巧 、 掌 握 隶 书 基 本 功 的 同 时 ， 还 要 不 断 地 加 

强 艺 术 修 养 和 文 化 素 质 ， 这 是 从 根 本 上 提 高 书 法 艺 术 创 作 所 必 需 的 。 

隶 书 是 在 篆 书 基 础 上 变 化 出 来 的 。 篆 书 的 形 体 是 不 规 则 的 ， 是 一 种 纵 势 的 圆 转 的 造 型 ， 隶 书 的 

形 体 则 演 变 为 扁 方 。 这 种 造 型 的 变 化 ， 带 来 用 笔 的 多 样 化 ， 点 、 画 、 撇 、 捺 的 笔 势 都 不 同 ， 方 笔 圆 笔 ， 圆 

中 有 方 ， 方 中 有 圆 ， 起 笔 收 笔 ， 用 笔 均 有 变 化 。 学 习 隶 书 ， 必 须 研 究 这 些 笔 法 和 技 巧 ， 认 真 临 摹 传 统 的 

技 法 。 自 然 ， 隶 书 的 笔 法 是 和 隶 书 的 结 体 分 不 开 的 ， 线 条 的 长 短 、 粗 细 、 斜 曲 ， 笔 画 的 穿 插 、 呼 应 、 疏 

密 ， 都 是 和 字 的 自 然 结 体 不 可 分 的 。 隶 书 结 体 中 还 有 笔 画 的 省 繁 移 位 等 的 异 体 写 法 ， 如 果 不 掌 握 这 

些 技 法 ， 也 不 能 写 好 隶 书 。 就 作 品 整 篇 来 讲 ， 随 着 内 容 需 要 ， 文 字 排 列 ， 大 小 变 化 ， 错 落 有 致 ， 要 按 文 

字 的 自 然 结 体 ， 随 时 调 整 。 笔 画 少 的 要 写 出 大 的 气 势 ， 笔 画 多 的 ， 要 适 当 收 缩 。 根 据 章 法 需 要 ， 自 然 

结 体 横 势 的 字 ， 要 写 成 纵 势 ； 结 体 纵 势 的 字 ， 要 写 成 横 势 。 一 般 讲 ， 隶 书 的 章 法 ， 竖 行 的 字 间 距 离 短 ， 

行 与 行 之 间 距 离 稍 远 ； 也 有 的 字 间 距 离 大 ， 行 间 距 离 小 ； 有 的 摩 崖 刻 石 也 有 横 不 成 行 的 茂 密 布 局 ， 如 

《 鄐 君 开 通 褒 斜 道 刻 石 》 那 样 。 丰 富 的 章 法 、 布 局 的 变 化 ， 完 全 是 根 据 风 格 需 要 和 实 际 环 境 而 艺 术 加 

工 的 结 果 。 这 些 都 是 我 们 学 隶 书 需 要 掌 握 的 技 法 。 下 面 主 要 以 《 张 迁 碑 》 为 例 ， 对 隶 书 的 笔 法 做 一 些 

具 体 深 入 的 分 析 和 介 绍 。 

1． 波 磔 笔 是 隶 书 的 主 要 笔 法 

波 磔 即 波 笔 ， 也 称 三 折 笔 ， 即 “ 一 波 三 折 ” ， 横 波 笔 的 典 型 用 笔 ， 俗 称 “ 蚕 头 燕 尾 ” 。 隶 书 体 势 偏 扁 

而 平 整 ， 采 取 分 势 ， 凡 字 有 数 笔 横 画 而 无 撇 、 捺 、 走 之 旁 者 ， 必 有 一 波 磔 笔 ， 成 为 此 字 突 出 的 笔 画 。 其 

用 笔 是 逆 入 、 下 蹲 后 转 笔 往 上 右 行 ， 徐 徐 提 笔 到 笔 画 中 间 后 ， 又 徐 徐 下 按 ， 至 收 笔 向 下 按 顿 ， 然 后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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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些 波 磔 笔 处 于 不 同 情 况 不 同 位 置 ， 起 收 笔 都 不 完 全 相 同 。 如 起 笔 的 “ 蚕 头 ” ， 有 的 是 下 顿 后 成 

方 笔 ， 如 “ 有 ” 字 的 横 画 起 笔 ； 有 的 是 圆 笔 ， 如 “ 兴 ” 字 横 波 笔 的 起 笔 ； 有 的 是 方 中 带 圆 ， 如 “ 祖 ” 字 下 面 

横 波 笔 的 起 笔 ； 有 的 是 方 笔 带 圆 出 锋 ， 如 “ 幕 ” 字 的 中 间 横 波 笔 的 起 笔 上 面 出 锋 。 收 笔 的 “ 燕 尾 ” 的 用 

笔 不 同 ， 所 表 现 出 的 形 态 也 不 完 全 一 致 ， 如 “ 雅 ” 、 “ 兴 ” 、 “ 有 ” 、 “ 祖 ” 、 “ 幕 ” 、 “ 上 ” 诸 字 的 收 笔 均 不 相 同 ， 

造 型 各 异 。 《 史 晨 碑 》 的 “ 主 ” 、 “ 録 ” 、 “ 下 ” 、 “ 共 ” 的 波 磔 笔 的 起 收 笔 也 同 样 不 同 。 两 个 碑 在 总 风 格 方 面 

各 异 ， 但 同 一 碑 的 字 的 风 格 都 是 一 致 的 。 可 见 是 每 碑 总 风 格 一 致 下 ， 在 写 波 磔 笔 时 其 形 态 也 是 有 变 

化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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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往 上 挑 出 ， 如 同 燕 尾 ， 至 出 锋 后 收 笔 或 回 笔 收 锋 。 （ 见 图 1） 



） 字 波 磔 笔 起 笔 呈 方 笔 ， 往 左 伸 长 ， 故 收 笔 时 右 边 短 ， 转 笔 

但 是 波 磔 笔 在 一 个 字 中 只 有 一 笔 ， 即 使 有 许 多 横 画 的 字 ， 也 只 能 有 一 笔 ， 这 就 是 通 常 所 说 的 “ 燕 

无 双 飞 ” 。 如 “ 释 ” 、 “  ” 、 “ 在 ” 、 “ 言 ” 、 “ 孝 ” 、 “ 盖 ” 、 “ 重 ” 等 字 ， 都 是 横 画 多 且 处 在 重 要 位 置 ， 但 除 一 笔 是 

波 磔 笔 外 ， 其 它 横 画 均 不 是 波 磔 笔 画 。 （ 见 图 2） 

从 以 上 字 例 看 ， 除 一 笔 为 明 显 的 波 磔 笔 画 外 ， 其 它 横 画 虽 不 是 “ 蚕 头 燕 尾 ” ， 但 也 并 非 都 整 齐 划 

一 ， 多 少 都 有 波 势 ， 起 收 笔 也 有 所 不 同 。 

但 是 ， 凡 有 撇 、 捺 、 走 之 旁 、 弯 钩 的 字 ， 无 波 磔 笔 ， 这 是 因 为 撇 、 捺 、 弯 钩 、 走 之 旁 的 笔 画 都 是 带 波 

势 ， 如 再 有 波 磔 笔 则 重 复 ， 反 而 影 响 字 的 美 观 。 如 “ 迁 ” 、 “ 字 ” 、 “ 龙 ” 、 “ 张 ” 、 “ 於 ” 、 “ 夫 ” 、 “ 事 ” 、 “ 苑 ” 、 

“ 对 ” 、 “ 不 ” 、 “ 更 ” 等 字 （ 见 图 3） 。 “ 迁 ” 字 有 走 之 旁 ， “ 字 ” 字 有 弯 钩 ， “ 龙 ” 字 有 抛 钩 ， “ 张 ” 字 有 撇 捺 笔 ， 

“ 於 ” 、 “ 夫 ” 、 “ 不 ” 、 “ 更 ” 都 是 有 不 同 位 置 的 撇 捺 笔 ， “ 事 ” 字 有 弯 钩 ， “ 苑 ” 字 也 有 抛 钩 ， 故 均 无 “ 蚕 头 燕 

尾 ” 波 磔 笔 。 

上 面 讲 了 什 么 叫 波 磔 笔 ， 一 个 字 中 只 有 一 笔 波 磔 笔 ， “ 燕 无 双 飞 ” ， 有 撇 、 捺 、 走 之 旁 、 弯 钩 的 字 则 

无 波 磔 笔 。 隶 书 的 波 磔 笔 的 写 法 和 形 态 也 是 多 种 多 样 ， 如 《 张 迁 碑 》 中 的 波 磔 笔 有 平 挑 的 ， 如 “ 之 ” 、 

“ 焕 ” 、 “ 其 ” 、 “ 孝 ” 、 “ 世 ” 、 “ 京 ” 、 “ 无 ” 、 “ 市 ” 等 字 ， 它 们 的 波 磔 笔 都 属 平 挑 的 笔 法 ， 其 起 笔 和 “ 燕 尾 ” 收 笔 

时 呈 各 种 不 同 形 态 。 如 图 4中 的 “ 之 ” （ 

后 平 挑 ， “ 燕 尾 ” 长 ， 使 左 右 两 部 分 平 衡 ， 又 呈 变 化 。 “ 焕 ” 字 下 波 磔 笔 左 轻 右 重 ， 左 长 右 短 ， 故 转 笔 后 收 

尾 平 而 短 。 “ 其 ” 字 下 波 磔 笔 用 笔 厚 重 ， 左 右 大 致 均 等 ， 转 笔 后 收 尾 笔 平 和 温 顺 。 “ 孝 ” 字 上 波 磔 笔 ， 起 

笔 方 中 带 圆 ， 线 条 平 直 ， 收 尾 平 中 略 上 挑 ， 与 其 它 笔 画 协 调 。 “ 世 ” 字 笔 画 较 细 ， 波 磔 瘦 而 平 ， 收 笔 时 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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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 随 意 。 “ 京 ” 字 上 横 波 磔 笔 ， 起 笔 用 方 笔 ， 中 间 略 细 ， 收 笔 时 平 挑 出 ， 显 得 挺 拔 而 有 变 化 。 “ 无 ” 字 下 

波 磔 笔 ， 起 笔 和 其 它 字 均 不 同 ， 逆 锋 往 左 后 ， 笔 锋 回 带 ， 无 下 顿 笔 ， 顺 锋 挑 出 ， 左 短 右 长 ， 三 笔 横 画 的 

起 收 笔 都 不 同 ， 平 整 中 有 变 化 ， 长 短 参 错 ， 全 字 结 构 规 整 而 活 泼 有 生 气 ， 三 个 横 画 、 四 个 竖 画 毫 无 呆 

板 之 感 。 “ 市 ” 字 的 上 横 波 磔 笔 写 法 又 不 同 ， 起 收 笔 两 头 均 往 上 翘 呈 曲 势 ， 起 笔 成 方 笔 有 圆 势 ， 左 重 右 

轻 ， “ 燕 尾 ” 用 笔 随 便 ， 顺 势 略 略 上 挑 。 从 以 上 八 个 字 波 磔 笔 画 平 挑 用 笔 的 分 析 ， 虽 都 是 波 磔 平 挑 笔 ， 

一 波 三 折 ， “ 蚕 头 燕 尾 ” ， 但 是 此 碑 写 时 都 很 讲 究 ， 非 常 注 意 变 化 ， 可 见 作 者 的 艺 术 水 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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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面 讲 了 波 磔 笔 画 的 收 尾 平 挑 笔 的 丰 富 变 化 。 波 磔 笔 还 不 只 是 平 挑 一 种 ， 还 有 一 种 是 收 尾 用 笔 

下 压 上 挑 或 下 平 上 挑 的 笔 法 ， 如 “ 君 ” 、 “ 吾 ” 、 “ 雅 ” 、 “ 里 ” 、 “ 温 ” 、 “ 善 ” 等 字 。 其 收 笔 的 燕 尾 部 分 ， 都 是 高 

高 往 上 挑 ， 显 得 非 常 突 出 。 且 起 笔 都 成 方 笔 ， 其 中 如 “ 君 ” 、 “ 里 ” 两 字 ， 中 间 波 势 明 显 ， 故 两 头 往 下 压 ， 

收 笔 燕 尾 用 笔 往 上 挑 后 出 锋 ， 似 乎 行 笔 中 突 然 遇 到 障 碍 物 ， 如 波 浪 往 上 卷 起 。 又 如 “ 吾 ” 、 “ 雅 ” 、 “ 温 ” 、 

“ 善 ” 等 字 则 中 间 波 势 少 ， 是 顺 笔 平 进 后 ， 到 收 尾 时 突 然 起 笔 上 挑 ， 或 逐 步 下 按 加 粗 后 上 挑 。 这 种 波 磔 

笔 和 前 种 平 挑 不 同 之 处 ， 是 整 个 笔 画 不 如 前 种 平 挑 波 势 大 ， 而 是 突 然 起 挑 ， 收 笔 转 笔 时 用 笔 肚 往 上 

挑 ， 逐 步 提 笔 收 锋 直 至 出 锋 。 （ 见 图 5） 

波 磔 笔 在 隶 书 中 是 最 主 要 的 笔 画 ， 它 的 用 笔 规 律 和 丰 富 的 笔 法 形 态 ， 是 学 隶 书 首 先 要 认 真 研 究 

的 。 这 里 介 绍 的 《 张 迁 碑 》 的 波 磔 笔 法 ， 虽 然 不 能 包 括 所 有 隶 书 碑 的 波 磔 笔 法 ， 但 是 它 用 笔 的 主 要 规 

律 是 极 具 代 表 性 的 。 我 们 详 细 地 分 析 解 剖 此 碑 某 些 字 的 波 磔 笔 法 ， 不 仅 是 为 了 临 摹 隶 书 碑 的 方 便 ， 

同 时 对 于 创 作 隶 书 作 品 ， 探 索 创 造 自 己 隶 书 风 格 ， 也 会 有 很 大 的 启 示 ， 看 出 古 人 在 写 波 磔 笔 画 时 ， 如 

何 从 一 个 字 自 然 结 体 和 篇 章 布 局 的 需 要 出 发 ， 写 出 多 种 的 变 化 。 

2． 其 他 笔 画 的 笔 法 

（ 1） 隶 书 点 的 多 种 笔 法 

隶 书 点 是 多 种 多 样 的 ， 有 中 心 点 、 曾 头 点 、 二 点 、 三 点 、 四 点 ， 所 在 位 置 也 各 不 同 。 其 形 态 更 是 丰 

富 多 变 。 这 种 丰 富 的 变 化 ， 是 由 于 用 笔 的 不 同 表 现 出 来 的 。 现 就 《 张 迁 碑 》 的 各 种 点 的 写 法 分 析 介 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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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下 。 

① 中 心 点 。 楷 书 的 中 心 点 是 根 据 字 的 自 然 结 体 来 确 定 它 的 位 置 和 写 法 及 形 态 的 。 如 纵 势 的 自 

然 结 体 的 字 ， 上 面 中 心 点 往 往 与 横 画 相 联 或 压 在 横 画 上 ； 如 果 字 的 自 然 结 体 处 于 横 势 的 话 ， 或 横 画 

多 的 字 ， 中 心 点 往 往 变 成 横 短 画 或 斜 点 。 这 样 可 用 点 来 打 破 多 横 画 的 呆 板 ， 以 增 加 动 感 和 变 化 。 至 

于 点 的 形 态 则 要 与 整 字 的 笔 画 形 态 相 适 应 ， 以 增 加 其 变 化 。 由 于 中 心 点 位 置 重 要 ， 往 往 在 全 字 的 笔 

画 当 中 起 着 画 龙 点 睛 的 作 用 。 但 是 ， 隶 书 往 往 根 据 章 法 需 要 ， 横 势 的 字 中 心 点 压 入 横 画 ， 纵 势 的 字 中 

心 点 反 而 高 悬 横 画 上 面 。 我 们 试 以 《 张 迁 碑 》 中 的 “ 自 ” 、 “ 高 ” 、 “ 帝 ” 、 “ 宣 ” 、 “ 文 ” 、 “ 六 ” 、 “ 京 ” 、 “ 宿 ” 、 

“ 龙 ” 等 字 用 笔 的 方 法 做 一 点 分 析 。 （ 见 图 6） 

“ 自 ” 、 “ 高 ” 都 是 纵 势 多 横 画 的 字 。 但 “ 自 ” 字 因 隶 书 写 成 扁 方 形 ， 而 碑 文 中 “ 自 ” 字 之 上 是 “ 出 ” 字 ， 

下 是 “ 有 ” 字 ， 均 为 纵 势 字 ， 故 “ 自 ” 字 中 心 点 虽 压 横 画 ， 但 起 笔 高 ， 可 见 纵 势 自 然 结 体 的 字 的 中 心 点 处 

理 还 应 根 据 章 法 上 下 字 的 需 要 处 理 的 ， 既 要 根 据 字 本 身 的 自 然 结 体 需 要 ， 又 要 根 据 上 下 字 的 态 势 来 

写 。 （ 见 图 7） 

“ 高 ” 字 因 是 纵 势 的 自 然 结 体 ， 故 上 面 中 心 点 既 压 横 画 ， 起 笔 也 低 。 （ 见 图 8） 

“ 帝 ” 字 自 然 结 体 本 也 是 纵 势 的 字 ， 但 根 据 章 法 ， 其 上 为 “ 高 ” ， 下 为 “ 龙 ” ， 故 将 “ 帝 ” 字 写 得 收 缩 扁 

小 ， 但 又 不 能 都 写 成 细 笔 画 ， 故 波 磔 笔 加 重 而 延 长 ， 与 上 下 字 取 得 协 调 ， 由 于 这 一 重 笔 ， 故 上 面 点 处 

理 成 细 横 画 ， 正 处 在 波 磔 笔 的 中 间 波 曲 处 ， 就 显 示 出 非 常 协 调 ， 上 下 又 呼 应 ， 突 出 了 主 笔 画 。 （ 见 图 

“ 宣 ” 字 自 然 结 体 本 是 横 势 的 字 ， 但 是 上 为 “ 周 ” 字 ， 下 是 “ 王 ” 字 ， 故 此 处 “ 宣 ” 字 写 成 纵 势 ， “ 宣 ” 字 

中 心 点 压 在 横 画 上 ， 三 个 字 十 五 条 横 线 和 十 一 条 竖 线 当 中 ， 中 心 点 就 显 得 非 常 突 出 。 （ 见 图 9） 

“ 文 ” 字 中 心 点 也 写 得 很 有 趣 味 ， 全 字 一 横 之 下 一 个 交 叉 ， 所 以 中 心 点 写 得 特 别 大 ， 像 一 块 大 石 

头 压 在 上 面 的 横 线 上 ， 也 像 地 平 线 上 升 起 一 轮 红 日 。 再 从 章 法 上 看 ， “ 文 ” 字 上 边 是 “ 留 ” 字 ， 下 边 是 

“ 景 ” 字 ， 都 是 多 笔 画 的 字 ， “ 文 ” 字 中 心 点 就 显 得 非 常 重 要 。 使 “ 文 ” 字 起 到 中 心 稳 定 作 用 。 （ 见 图 10） 

“ 六 ” 字 是 横 势 的 字 ， 都 是 方 笔 ， 中 心 点 写 在 下 两 点 上 面 的 中 心 ， 成 三 角 形 的 锐 角 ， 此 字 横 画 波 势 

少 而 画 长 ， 上 下 三 点 收 缩 甚 紧 ， 形 成 对 比 ， 而 且 写 得 非 常 小 ， 因 为 上 字 “  ” 字 是 多 笔 画 的 字 ， 下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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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戎 ” 字 加 曲 画 （ 疑 是 石 花 ） 也 成 多 笔 画 字 ， “ 六 ” 字 写 成 形 体 很 小 ， 起 到 章 法 上 的 变 化 。 其 用 笔 逆 锋 左 

上 ， 右 蹲 ， 转 笔 向 下 ， 回 收 。 （ 见 图 11） 

“ 京 ” 字 写 得 很 挺 拔 ， 笔 画 利 索 ， 纵 势 的 字 ， 主 要 靠 波 磔 的 横 画 长 ， 变 成 扁 方 形 ， 故 中 心 点 不 竖 写 ， 

与 波 磔 笔 势 同 方 向 ， 逆 笔 向 左 往 上 右 蹲 笔 ， 转 笔 往 右 下 ， 再 回 锋 往 左 ， 转 笔 斜 左 上 收 笔 。 中 心 点 高 悬 

横 画 的 波 曲 处 ， 地 位 显 著 ， 犹 如 悬 空 的 一 颗 星 星 ， 上 面 “ 治 ” 字 和 下 面 的 “ 氏 ” 字 用 笔 是 圆 笔 ， 而 “ 京 ” 字 

基 本 上 是 方 笔 ， 这 种 用 笔 的 不 同 处 理 ， 是 作 者 匠 心 经 营 的 结 果 。 （ 见 图 12） 

“ 宿 ” 字 是 横 势 ， 上 下 笔 画 收 缩 很 紧 ， 宝 盖 横 度 甚 夸 张 ， 这 是 章 法 上 的 需 要 ， 因 为 它 的 上 字 “ 种 ” 、 

下 字 “ 野 ” ， 都 是 多 笔 画 的 字 ， 故 其 中 心 点 位 置 压 的 很 低 ， 镶 嵌 在 横 画 当 中 ， 逆 锋 向 上 ， 右 斜 蹲 ， 转 笔 往 

下 收 笔 。 其 形 状 方 中 有 圆 。 （ 见 图 13） 

“ 龙 ” 字 笔 画 多 ， 字 体 大 ， 这 里 字 形 写 的 大 是 章 法 上 需 要 。 “ 龙 ” 字 上 面 是 “ 帝 ” 字 ， 字 体 小 ， 下 字 

“ 兴 ” 字 ， 字 体 也 较 小 ， “ 龙 ” 字 必 须 体 大 。 而 中 心 点 又 在 左 旁 “ 立 ” 字 上 ， 为 了 协 调 起 见 ， 中 心 点 写 成 短 

横 画 ， 线 条 方 中 有 圆 。 （ 见 图 14） 

根 据 以 上 《 张 迁 碑 》 中 多 字 的 中 心 点 的 分 析 ， 隶 书 中 心 点 的 写 法 并 不 完 全 根 据 字 的 自 然 结 构 体 

势 来 写 的 ， 更 多 是 根 据 章 法 中 的 位 置 变 化 需 要 来 处 理 的 ， 而 且 形 态 多 种 多 样 ， 极 尽 变 化 ， 形 象 也 很 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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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 ， 方 笔 圆 笔 ， 方 中 有 圆 ， 逆 入 平 出 ， 逆 入 下 蹲 ， 转 笔 回 锋 ， 顿 笔 上 挑 ， 顺 锋 挑 出 ， 提 按 互 换 ， 中 锋 为 主 ， 

中 偏 并 用 等 等 各 种 笔 法 ， 这 些 都 是 写 隶 书 所 要 掌 握 的 。 中 心 点 的 形 态 丰 富 ， 说 明 用 笔 也 很 复 杂 。 

② 曾 头 点 的 写 法 

所 谓 “ 曾 头 点 ” 是 借 用 “ 曾 ” 字 头 顶 两 点 而 言 。 “ 曾 ” 头 两 点 形 态 也 很 多 ， 如 左 挑 右 撇 ， 左 轻 右 重 ， 左 

右 并 往 中 斜 撇 ， 如 果 中 间 有 竖 画 的 ， 则 左 右 两 点 往 外 用 撇 捺 笔 ， 或 左 挑 右 捺 ， 等 等 。 如 《 张 迁 碑 》 的 

“ 幕 ” 、 “ 俗 ” 、 “ 尚 ” 、 “ 送 ” 、 “ 前 ” 、 “ 兰 ” 、 “ 棠 ” 、 “ 对 ” 、 “ 聪 ” 、 “ 落 ” 、 “ 崇 ” 、 “ 荡 ” 等 字 （ 见 图 15） 。 我 们 就 以 上 

字 的 曾 头 点 的 技 法 作 些 具 体 的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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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幕 ” 字 处 理 笔 画 是 两 头 收 紧 ， 中 间 放 ， 曾 头 两 点 与 下 面 两 撇 相 呼 应 ， 上 下 、 左 右 四 画 的 长 短 、 粗 

细 和 笔 势 相 变 化 相 协 调 。 正 因 为 如 此 ， 故 左 点 加 重 ， 笔 势 往 下 ， 与 下 部 分 右 短 撇 相 呼 应 ， 右 点 短 嵌 入 

横 画 与 左 下 短 撇 画 相 呼 应 ， 加 上 上 下 两 横 画 构 成 基 本 构 架 。 左 点 笔 法 是 逆 锋 向 右 向 左 蹲 ， 转 笔 往 右 

下 斜 撇 ； 右 点 短 ， 逆 笔 向 左 上 ， 后 往 右 下 蹲 笔 ， 转 笔 往 左 下 撇 。 “ 幕 ” 字 的 曾 头 点 这 种 写 法 是 根 据 字 的 

处 理 构 架 的 需 要 。 而 “ 幕 ” 字 构 架 即 是 其 自 然 结 体 和 章 法 的 需 要 ， “ 幕 ” 字 上 “ 帷 ” 字 是 多 笔 画 的 横 势 ， 

下 是 古 体 的 “ 之 ” 字 ， 也 是 横 势 ， 故 “ 幕 ” 字 是 纵 势 ， 既 是 纵 势 又 不 宜 过 长 ， 故 中 间 部 分 放 ， 上 下 两 头 收 

紧 ， 才 能 使 上 下 有 变 化 ， 又 能 协 调 。 （ 见 图 16） 

“ 俗 ” 字 的 结 构 是 横 势 的 处 理 方 法 ， 此 字 本 来 自 然 结 体 是 横 势 ， 而 处 在 “ 风 ” 和 “ 开 ” 两 个 纵 势 字 之 

间 ， 所 以 一 切 笔 画 都 是 处 理 成 扁 方 形 。 将 上 下 两 笔 不 同 长 短 的 撇 笔 和 捺 笔 变 成 两 点 和 两 个 短 画 ， 其 

势 向 四 个 角 放 射 ， 一 般 曾 头 点 ， 其 势 向 里 ， 由 于 “ 俗 ” 字 的 特 殊 性 ， 其 势 向 外 。 左 点 用 笔 ， 逆 笔 向 左 上 向 

右 上 蹲 笔 ， 转 笔 向 右 下 ， 后 再 转 笔 往 左 下 ， 回 锋 向 左 上 收 笔 。 右 点 写 法 是 逆 笔 向 左 上 ， 回 向 右 下 蹲 笔 ， 

转 笔 往 右 上 撇 出 ， 提 笔 收 锋 ， 似 一 张 脸 谱 的 双 眼 。 三 个 字 的 章 法 ， 由 “ 密 疏 密 、 重 轻 重 ” 组 成 节 律 感 。 这 

种 结 构 、 点 画 的 安 排 所 形 成 的 艺 术 效 果 ， 是 需 要 细 致 研 究 的 。 （ 见 图 17） 

“ 尚 ” 字 不 是 一 般 的 曾 字 头 ， 中 间 有 一 短 竖 ， 如 同 一 “ 小 ” 字 ， 根 据 隶 书 扁 方 结 体 出 发 ， 将 两 点 抬 

高 ， 笔 势 飘 逸 ， 方 圆 结 合 。 其 形 似 双 眼 ， 其 左 点 用 笔 是 逆 笔 向 左 上 ， 斜 向 左 下 蹲 笔 ， 转 笔 往 右 下 ， 再 转 

笔 往 右 上 撇 ， 回 锋 收 笔 。 右 点 笔 法 ， 逆 笔 往 左 上 ， 往 右 下 斜 蹲 ， 稍 停 后 ， 转 笔 继 续 往 右 下 ， 再 转 笔 往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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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撇 ， 平 回 左 收 笔 。 注 意 用 笔 方 中 带 圆 ， 写 得 扩 展 。 这 么 写 也 是 章 法 的 需 要 ， “ 尚 ” 字 上 是 “ 别 ” 字 ， 下 

边 是 “ 书 ” 字 ， 结 体 较 大 ， 笔 画 多 而 平 直 ， 故 “ 尚 ” 字 下 收 上 放 ， 以 示 变 化 ， 且 疏 密 相 间 。 （ 见 图 18） 

“ 送 ” 字 ， 这 里 把 撇 笔 写 出 头 ， 变 成 异 体 字 ， 根 据 章 法 需 要 写 成 扁 的 纵 势 ， 故 把 头 上 两 点 远 离 横 

画 。 其 用 笔 ， 左 点 逆 笔 往 左 ， 往 右 上 回 笔 ， 再 转 笔 往 右 斜 下 ， 又 转 笔 往 左 下 ， 往 左 上 收 笔 出 锋 。 右 点 ， 

逆 笔 往 左 上 ， 回 笔 下 蹲 后 再 转 笔 斜 向 右 ， 到 中 间 再 向 右 ， 收 锋 向 右 上 撇 出 ， 回 锋 向 左 收 笔 ， 注 意 转 笔 

时 方 中 带 圆 ， 具 有 飘 洒 之 势 ， 与 下 三 个 横 画 、 二 个 横 画 下 的 撇 捺 笔 收 紧 相 呼 应 。 （ 见 图 19） 

“ 前 ” 字 曾 头 点 ， 是 一 般 隶 书 的 曾 头 点 的 写 法 ， 是 适 应 扁 横 势 的 隶 体 需 要 ， 其 处 理 办 法 是 将 “ 前 ” 

字 上 两 点 和 横 画 收 紧 ， 下 部 分 稍 放 ， 故 左 点 压 缩 在 横 画 上 面 ， 右 点 稍 提 上 ， 但 注 意 到 和 左 点 相 协 调 。 

其 笔 法 ， 左 点 逆 笔 左 去 ， 回 锋 往 右 上 蹲 ， 转 笔 往 右 下 ， 再 往 右 下 斜 撇 ， 往 左 边 收 笔 。 右 点 ， 逆 笔 往 左 上 ， 

回 锋 往 右 上 蹲 ， 转 笔 斜 向 右 下 顿 笔 ， 转 笔 左 下 撇 ， 回 锋 向 左 上 收 笔 。 （ 见 图 15“ 前 ” 字 ） 

“ 兰 ” 字 各 个 笔 画 都 写 得 很 舒 展 ， 风 韵 潇 洒 ， 它 的 上 字 “ 本 ” ， 下 字 “ 生 ” 都 是 少 笔 画 的 字 ， 故 在 章 法 

上 是 个 重 点 的 字 ， 处 在 重 要 的 地 位 。 其 笔 法 是 ， 左 点 带 有 倒 竖 的 三 角 形 点 ， 运 笔 时 ， 逆 锋 往 左 上 ， 回 锋 

往 右 蹲 ， 转 笔 向 下 提 笔 ， 至 横 画 收 锋 ， 回 锋 转 折 都 成 棱 角 。 右 点 ， 起 笔 逆 锋 向 左 上 ， 回 锋 右 蹲 出 锋 ， 转 

笔 往 右 下 顿 笔 ， 逐 步 提 笔 往 下 行 至 横 线 收 笔 ， 其 形 犹 如 一 个 有 帽 的 钉 子 。 （ 见 图 20） 

“ 棠 ” 字 也 是 横 扁 的 纵 势 字 ， 其 上 “ 沛 ” ， 其 下 “ 树 ” 均 是 横 势 的 字 。 “ 棠 ” 字 上 收 下 放 ， 曾 字 两 点 横 放 

纵 收 ， 与 下 部 分 “ 木 ” 字 下 两 点 形 成 背 势 ， 下 两 点 是 方 笔 成 左 右 三 角 形 ， 上 两 点 却 是 方 中 带 圆 笔 ， 下 左 

右 两 点 收 ， 上 两 点 放 ， 形 成 对 比 。 曾 头 点 的 左 点 用 笔 ， 逆 笔 往 左 上 后 下 蹲 ， 转 笔 往 右 下 顿 ， 转 笔 往 上 

挑 ， 回 锋 收 笔 。 右 点 向 左 逆 上 ， 回 锋 下 蹲 ， 转 笔 往 右 下 ， 转 笔 往 上 撇 ， 往 左 回 锋 收 笔 。 左 点 离 中 间 短 竖 

画 近 ， 右 点 则 远 ， 这 与 下 两 点 右 点 离 竖 画 近 而 左 点 则 远 ， 恰 恰 形 成 呼 应 。 （ 见 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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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 字 头 上 省 一 竖 画 ， 两 点 顺 右 势 ， 形 成 扁 方 

形 ， 左 边 笔 画 多 ， 右 边 笔 画 少 ， 故 左 放 右 收 ， 形 成 变 

化 ， 结 体 写 得 端 正 而 不 呆 板 ， 舒 展 而 又 规 整 。 它 的 

上 面 是 纵 势 多 笔 画 的 “ 事 ” 字 ， 下 边 是 “ 於 ” 字 ， 再 下 

面 又 是 多 笔 画 的 纵 势 的 “ 是 ” 字 ， 故 “ 对 ” 字 写 得 较 

规 整 。 其 左 点 笔 法 逆 笔 往 左 上 ， 圆 转 下 蹲 ， 再 转 笔 

往 右 撇 ， 回 锋 收 笔 。 右 点 逆 笔 往 左 ， 转 角 下 蹲 ， 再 转 

笔 往 右 撇 ， 回 锋 往 左 收 笔 。 （ 见 图 22） 

“ 聪 ” 字 ， 写 成 方 正 形 ， 利 用 七 个 点 使 全 字 静 中 

有 动 ， 动 静 结 合 ， 围 绕 横 画 下 的 三 角 形 ， 左 右 各 三 

点 ， 形 成 一 围 圈 。 每 一 点 似 乎 都 向 右 上 角 转 动 ， 大 

小 参 差 ， 而 曾 头 点 正 处 在 上 部 的 左 右 位 置 上 ， 态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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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向 右 角 ， 其 左 点 用 笔 ， 笔 尖 逆 锋 向 左 上 ， 转 笔 向 右 下 ， 再 转 笔 向 右 上 挑 出 回 锋 。 右 点 用 笔 ， 锋 尖 向 左 

上 ， 回 锋 下 蹲 转 笔 向 右 上 撇 出 ， 回 锋 收 笔 。 （ 见 图 23） 

“ 落 ” 字 在 上 下 字 之 间 ， 笔 画 间 架 是 收 紧 的 ， 以 方 笔 为 主 ， 上 字 “ 虚 ” ， 下 字 “ 存 ” ， 以 圆 笔 或 方 圆 笔 

为 主 ， 形 成 结 体 和 用 笔 的 变 化 ， 故 “ 落 ” 字 的 曾 头 点 是 方 笔 ， 处 在 显 著 位 置 ， 其 用 笔 ， 左 点 逆 笔 向 左 上 

逆 入 ， 后 往 右 角 顿 笔 ， 转 笔 斜 向 右 下 。 右 点 逆 向 左 上 ， 右 顿 笔 向 左 斜 撇 ， 注 意 棱 角 到 位 。 （ 见 图 24） 

“ 荡 ” 字 处 在 三 个 纵 势 横 扁 字 当 中 ， 斜 撇 笔 多 ， 故 强 调 曾 字 头 两 点 ， 用 笔 重 而 强 劲 ， 在 全 字 当 中 地 

位 显 著 。 其 用 笔 ， 左 点 逆 笔 往 左 上 ， 向 上 回 锋 ， 再 转 

笔 下 按 ， 向 右 下 撇 。 回 锋 收 笔 。 右 点 用 笔 逆 向 左 上 ， 

回 锋 向 右 下 ， 转 笔 先 按 后 提 ， 往 下 撇 收 笔 。 但 是 要 

注 意 转 角 方 折 到 位 。 （ 见 图 25） 

③ 下 二 点 的 写 法 

下 二 点 是 全 字 下 部 分 出 现 左 右 两 点 ， 我 们 选 

《 张 迁 碑 》 中 的 “ 京 ” 、 “ 六 ” 、 “ 知 ” 、 “ 烦 ” 、 “ 狄 ” 、 “ 兴 ” 、 

“ 於 ” 、 “ 汉 ” 、 “ 陈 ” 、 “ 黄 ” 、 “ 是 ” 、 “ 小 ” 、 “ 平 ” 、 “ 陕 ” 、 

“ 奋 ” 、 “ 示 ” 、 “ 不 ” 等 字 为 例 ， 可 以 看 出 不 同 位 置 的 

左 右 两 点 的 多 种 写 法 ， 多 种 态 势 ， 极 尽 变 化 。 处 在 

中 间 的 两 点 或 方 笔 或 圆 笔 ， 或 方 中 带 圆 ， 或 大 或 

小 ， 或 顺 势 或 背 势 ， 或 左 长 右 短 ， 或 右 长 左 短 ， 或 左 

重 右 轻 ， 或 左 轻 右 重 ， 或 左 点 右 捺 ， 或 左 撇 右 点 ，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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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点 为 画 ， 或 变 点 为 撇 捺 ， 细 致 欣 赏 ， 形 态 繁 多 ， 真 见 古 人 的 功 夫 （ 见 图 26） 。 下 面 对 以 上 各 字 作 一 些 

具 体 分 析 。 



“ 京 ” 是 纵 势 扁 方 形 的 字 ， 笔 方 体 正 ， 锋 棱 突 出 ， 势 态 挺 拔 ， 故 下 两 点 也 是 方 笔 或 方 中 带 圆 笔 。 左 

点 起 笔 逆 锋 向 左 上 ， 回 锋 右 下 蹲 笔 ， 转 锋 往 左 下 撇 ， 回 锋 向 左 上 收 笔 ； 右 点 逆 锋 向 右 上 ， 往 左 边 蹲 笔 ， 

转 锋 往 右 下 行 ， 提 笔 回 锋 收 笔 。 两 笔 写 法 都 可 看 出 笔 锋 弹 力 的 作 用 。 （ 见 图 26“ 京 ” 字 ） 

“ 六 ” 是 横 势 的 字 ， 用 方 笔 写 ， 锋 棱 鲜 明 ， 下 两 点 成 “ 八 ” 字 形 ， 横 画 左 紧 右 放 ， 上 点 和 下 两 点 成 正 

三 角 形 ， 下 两 点 写 来 难 度 较 大 ， 要 写 出 九 个 棱 角 。 其 用 笔 ， 左 点 逆 锋 右 上 ， 往 左 斜 蹲 ， 再 往 左 下 ， 转 笔 

往 右 回 锋 收 笔 ， 成 三 个 棱 角 。 右 点 ， 逆 锋 往 右 的 左 上 角 ， 稍 右 蹲 转 笔 左 行 ， 转 笔 成 直 角 往 左 下 ， 先 往 左 

带 后 再 回 笔 右 角 ， 往 上 回 收 笔 ， 成 六 个 直 角 。 （ 见 图 27） 

“ 知 ” 字 在 这 里 

写 成 横 扁 形 ， 左 收 

右 放 ， 上 下 收 缩 ， 左 

右 延 伸 ， 这 既 根 据 

“ 知 ” 字 自 然 结 体 ， 

又 是 章 法 需 要 ， 它 

的 上 字 “ 焕 ” 和 下 字 

“ 其 ” 都 是 纵 势 ， 

“ 知 ” 写 横 扁 ， 是 为 

了 在 章 法 上 求 变 

化 。 其 笔 法 ， 左 点 逆 锋 左 上 ， 回 锋 右 蹲 ， 往 左 撇 出 ， 出 锋 收 笔 。 

右 点 笔 法 ， 逆 锋 左 上 ， 回 锋 右 蹲 ， 转 笔 右 顿 ， 略 转 锋 往 左 ， 带 

锋 收 笔 。 （ 见 图 28） 

“ 烦 ” 字 有 五 点 。 左 旁 “ 火 ” 字 放 ， 右 旁 “ 页 ” 字 收 。 “ 页 ” 字 

又 上 放 下 收 。 左 旁 “ 火 ” 三 点 放 ， “ 页 ” 下 二 点 收 ， 形 成 斜 扁 动 

感 的 环 形 。 故 其 下 两 点 就 是 根 据 这 种 情 况 下 写 的 态 势 ， 其 用 

笔 造 形 很 有 特 点 。 左 点 用 笔 是 斜 势 ， 逆 笔 往 左 上 ， 下 蹲 转 笔 

往 右 后 再 往 上 挑 ， 圆 中 有 方 。 右 点 则 逆 笔 往 左 ， 稍 下 蹲 ， 再 往 

右 上 再 转 笔 往 右 下 ， 再 转 笔 往 左 下 ， 又 转 笔 左 上 回 收 笔 。 （ 见 

图 29） 

“ 狄 ” 字 的 两 点 处 在 字 的 中 间 ， 各 笔 画 间 起 笔 较 粗 ， 收 笔 

前 均 提 笔 变 细 ， 只 有 两 点 和 捺 笔 下 笔 厚 重 ， 显 得 粗 细 变 化 对 比 明 显 ， 许 多 笔 画 如 同 蟹 足 ， 甚 有 趣 味 。 

左 点 逆 笔 向 左 上 ， 右 蹲 ， 转 笔 往 下 左 撇 出 回 收 。 右 点 笔 锋 逆 笔 左 上 ， 回 笔 斜 向 右 捺 ， 顿 笔 后 逐 步 提 笔 

出 锋 收 笔 ， 形 如 叶 子 。 （ 见 图 26“ 狄 ” 字 ） 

“ 兴 ” 字 是 个 方 正 字 ， 上 面 多 是 横 竖 笔 画 ， 犹 如 一 个 台 面 ， 下 面 如 两 只 腿 ， 笔 法 比 较 简 单 。 左 点 逆 

笔 向 上 ， 回 锋 向 左 撇 出 ， 回 锋 收 笔 。 右 点 ， 逆 笔 向 上 回 锋 向 下 右 行 ， 再 向 右 撇 出 后 回 笔 收 锋 。 两 笔 成 

“ 八 ” 字 形 。 （ 见 图 26“ 兴 ” 字 ） 

“ 於 ” 字 处 在 上 字 “ 为 ” 、 下 字 “ 是 ” 字 两 个 多 笔 画 字 中 间 ， 上 下 字 都 收 得 较 紧 ， 而 “ 於 ” 字 却 写 得 伸 

展 ， 甚 至 已 有 些 散 了 ， 故 下 两 点 写 成 横 短 画 。 其 用 笔 ， 上 点 ， 逆 笔 右 上 ， 下 蹲 后 转 笔 往 右 行 ， 徐 徐 提 笔 ， 

收 笔 回 锋 。 下 点 ， 逆 笔 左 上 ， 回 锋 下 蹲 成 方 笔 ， 转 笔 右 行 ， 先 微 向 上 后 转 下 ， 下 蹲 回 收 。 章 法 上 形 成 

“ 密 疏 密 ， 收 放 收 ” 的 节 奏 变 化 。 （ 见 图 30） 

“ 汉 ” 字 上 下 字 都 比 较 平 正 ， 它 的 自 然 结 体 也 较 平 正 ， 故 它 的 三 点 水 和 下 两 点 都 写 成 短 点 ， 形 成 

半 围 框 。 其 笔 法 ， 左 点 ， 逆 笔 往 左 上 ， 回 锋 转 笔 下 顿 ， 再 转 笔 往 上 轻 挑 提 笔 出 锋 ， 往 左 回 笔 收 锋 。 右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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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 笔 右 上 ， 回 锋 转 笔 下 蹲 ， 转 笔 往 右 撇 出 ， 回 锋 下 

蹲 收 笔 （ 见 图 31） 。 通 过 “ 汉 ” 字 的 结 构 和 用 笔 ， 可 

以 看 出 如 何 将 平 整 字 写 得 既 平 整 又 不 板 滞 。 

“ 陈 ” 字 ， 也 是 扁 方 正 的 字 ， 上 部 分 笔 画 都 收 得 

很 紧 ， 也 很 平 正 ， 只 是 竖 画 的 收 笔 部 分 做 点 变 化 ， 

而 下 两 点 正 处 在 下 部 分 变 化 当 中 ， 故 写 法 很 不 一 

般 ， 形 态 也 较 特 殊 。 其 笔 法 ， 左 点 撇 逆 锋 往 左 ， 回 锋 

转 下 蹲 后 转 笔 往 右 ， 中 间 稍 提 后 继 续 往 右 ， 收 笔 前 

往 上 圆 转 收 笔 。 右 笔 ， 逆 笔 往 左 上 ， 往 右 上 斜 蹲 ， 再 

转 笔 回 笔 向 右 下 撇 ， 逐 步 提 笔 收 锋 。 虽 然 只 两 短 点 

撇 ， 但 用 笔 复 杂 。 （ 见 图 32） 

“ 黄 ” 字 是 纵 势 的 字 ， 两 头 稍 放 ， “ 田 ” 字 收 紧 ， 

显 得 平 整 洒 脱 ， 舒 展 ， 故 下 两 点 写 得 有 动 感 ， 左 挑 

右 撇 ， 上 下 左 右 呼 应 ， 与 波 磔 两 端 联 系 ， 正 好 是 半 

圆 形 。 左 点 用 笔 ， 逆 笔 向 左 ， 回 锋 下 顿 ， 往 上 右 角 撇 出 收 笔 。 右 点 笔 法 ， 逆 右 上 角 ， 往 左 斜 蹲 ， 转 笔 向 

下 右 行 ， 徐 徐 提 笔 出 锋 收 笔 。 与 下 面 的 “ 巾 ” 字 非 常 协 调 。 （ 见 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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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字 本 是 短 竖 和 短 横 ， 这 里 改 为 两 点 ， 方 向 相 反 ， 相 互 呼 应 ， 上 方 “ 且 ” 字 放 ， 下 部 分 收 紧 ， 两 点 

就 处 在 收 紧 部 分 的 空 间 ， 短 小 而 厚 重 ， 与 上 横 和 下 捺 相 协 调 。 “ 是 ” 字 这 种 写 法 又 与 上 字 “ 张 ” ， 下 字 

“ 辅 ” 的 平 整 结 体 相 一 致 。 左 点 用 笔 ， 起 笔 逆 上 ， 斜 向 右 下 蹲 ， 转 笔 往 右 上 挑 出 ， 出 锋 后 收 笔 。 右 点 逆 

锋 左 上 ， 往 右 下 顿 ， 回 锋 往 左 下 撇 出 ， 边 撇 边 提 锋 ， 稍 往 下 按 后 出 锋 收 笔 。 （ 见 图 34） 

“ 小 ” 字 笔 画 少 ， 自 然 结 体 也 小 ， 而 它 的 上 字 

“ 喋 ” ， 下 字 “ 吏 ” 字 ， 都 是 体 大 ， 相 对 讲 笔 画 也 多 ， 故 

“ 小 ” 字 写 得 纵 收 横 放 ， 笔 画 浑 厚 ， 写 成 一 撇 一 捺 短 

画 ， 犹 如 两 片 叶 子 飘 落 。 其 用 笔 ， 左 点 逆 锋 往 右 上 ， 

回 锋 向 左 下 徐 徐 下 按 ， 至 三 分 之 二 处 下 蹲 转 笔 往 

左 上 徐 徐 提 笔 撇 出 ， 出 锋 后 收 笔 。 右 点 逆 锋 往 左 

上 ， 回 锋 往 左 下 蹲 ， 转 笔 往 右 ， 到 收 笔 时 往 右 上 回 

收 笔 。 （ 见 图 35） 

“ 平 ” 字 写 成 扁 平 必 须 使 上 下 两 横 画 拉 开 距 

离 ， 这 样 势 必 造 成 两 画 间 很 大 空 间 ， 在 这 空 间 里 如 

何 布 置 左 右 两 点 ， 既 要 考 虑 左 右 的 距 离 和 横 画 起 

收 笔 的 关 系 ， 又 要 考 虑 到 左 右 点 的 呼 应 和 态 势 。 

《 张 迁 碑 》 的 这 个 “ 平 ” 字 两 点 ， 左 点 从 左 角 进 入 ， 位 

置 高 ， 而 态 势 却 往 右 下 ， 右 点 处 在 右 方 块 的 中 间 稍 

下 ， 态 势 往 左 下 ， 与 左 点 呼 应 ， 遥 遥 相 对 ， 而 两 横 画 

左 收 右 放 ， 右 方 块 大 而 点 小 ， 却 处 在 方 块 中 心 。 左 

方 块 纵 长 ， 点 处 在 左 上 角 。 形 成 疏 密 ， 大 小 ， 高 低 等 

的 变 化 。 其 笔 法 ， 左 点 逆 笔 向 左 上 端 ， 回 锋 往 左 下 

蹲 ， 往 右 下 撇 ， 提 笔 回 锋 左 上 ， 形 成 方 笔 。 右 点 ， 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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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 ” 字 左 轻 右 重 ， “ 耳 ” 旁 写 的 很 小 又 细 ， 右 旁 

“ 夹 ” 字 是 主 体 ， 笔 画 较 粗 ， 两 点 处 其 中 央 部 分 ， 位 

置 重 要 ， 上 下 二 横 画 ， 上 画 左 短 右 长 ， 下 画 左 右 各 

处 一 半 ， 两 点 处 其 左 右 之 间 ， 左 边 空 间 小 ， 右 边 空 

间 大 ， 左 右 两 点 就 根 据 这 样 空 间 安 排 ， 又 要 和 横 画 

下 左 右 撇 捺 相 呼 应 和 协 调 。 左 点 态 势 往 下 ， 和 左 撇 

呼 应 ， 与 上 画 成 横 “ 八 ” 字 形 ； 右 点 态 势 上 翘 ， 与 上 

画 收 笔 相 连 ， 与 左 点 成 背 势 ； 一 下 一 上 ， 处 理 非 常 

巧 妙 。 其 笔 法 ， 左 点 逆 笔 向 左 上 ， 往 右 蹲 ， 转 笔 往 右 

下 ， 回 锋 收 笔 。 右 点 ， 逆 笔 往 右 ， 回 笔 稍 往 上 后 下 

蹲 ， 再 转 笔 往 上 行 后 ， 往 左 回 锋 收 笔 。 （ 见 图 37） 

“ 奮 ” 字 是 个 纵 势 多 笔 画 的 字 ， “ 大 ” 字 变 形 ， 三 

点 处 在 横 画 的 上 下 ， 全 字 笔 画 挺 拔 ， 方 笔 多 ， 故 上 

下 三 点 都 写 成 方 笔 。 棱 角 鲜 明 ， 左 小 右 大 ， 态 势 相 

背 ， 相 互 协 调 。 左 点 ， 笔 尖 稍 下 按 往 右 即 提 笔 收 锋 。 

右 点 ， 逆 锋 左 上 ， 往 左 下 蹲 ， 往 右 撇 ， 提 笔 收 锋 。 （ 见 

图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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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左 上 ， 回 锋 右 下 蹲 后 往 左 撇 ， 形 成 方 笔 三 角 态 势 。 这 种 安 排 和 处 理 十 分 巧 妙 ， 平 整 中 有 丰 富 的 变 

化 ， 可 见 作 者 的 匠 心 。 （ 见 图 36） 



“ 示 ” 字 上 字 是 “ 以 ” 字 ， 下 字 是 “ 后 ” 字 ， 用 笔 均 采 用 方 笔 为 主 ， 锋 棱 突 出 ， 故 “ 示 ” 字 以 圆 笔 为 主 ， 

左 右 点 成 左 撇 右 捺 ， 方 中 有 圆 ， 以 示 变 化 。 其 笔 法 ， 左 撇 逆 笔 向 右 上 ， 往 右 蹲 ， 转 笔 往 左 下 行 ， 转 笔 提 

向 左 上 回 锋 收 笔 。 右 捺 用 笔 ， 逆 笔 向 左 上 ， 回 锋 下 行 ， 停 顿 后 往 右 上 回 锋 收 笔 。 （ 见 图 39） 

“ 器 不 觌 ， 鱼 不 出 ” ， 两 个 “ 不 ” 字 ， 相 隔 甚 近 ， 故 在 写 法 上 极 求 变 化 ， 头 一 个 “ 不 ” 字 笔 画 悬 殊 ， 粗 细 

变 化 大 ， 第 二 个 “ 不 ” 字 写 得 更 显 挺 拔 中 有 柔 劲 。 故 两 字 横 画 下 两 点 写 法 也 不 同 。 第 一 个 “ 不 ” 字 左 点 

从 右 起 笔 往 左 撇 ， 右 点 也 是 从 右 起 笔 往 左 撇 ， 而 第 二 个 “ 不 ” 字 左 点 从 右 往 左 行 笔 ， 笔 法 纤 劲 秀 拔 。 其 

左 点 起 笔 往 右 上 ， 回 锋 右 蹲 ， 转 锋 往 左 行 下 顿 ， 徐 徐 提 笔 ， 出 锋 收 笔 。 右 点 起 笔 从 左 逆 入 往 左 蹲 ， 再 往 

下 ， 转 锋 往 左 撇 。 （ 见 图 40） 

我 们 分 析 以 上 字 例 ， 说 明 隶 书 下 两 点 的 多 种 写 法 ， 从 而 提 高 欣 赏 和 书 写 时 的 用 笔 方 法 ， 懂 得 在 

各 种 情 况 下 应 如 何 写 好 两 点 ， 也 为 创 作 做 准 备 。 

③ 三 点 水 旁 及 其 它 位 置 的 “ 三 点 ” 写 法 。 

字 中 三 点 除 “ 三 点 水 ” 旁 外 ， 如 “  ” 、 “ 小 ” 、 “ 心 ” 字 ， 隶 书 都 写 成 三 点 。 即 使 都 是 三 点 水 旁 ， 因 每 字 

结 构 不 同 ， 隶 变 后 位 置 、 写 法 都 会 有 变 化 。 试 以 《 张 迁 碑 》 的 “ 汉 ” 、 “ 治 ” 、 “ 温 ” 、 “ 淑 ” 、 “ 落 ” 、 “ 流 ” 、 “ 缵 ” 、 

“ 绥 ” 、 “ 隐 ” 、 “ 孙 ” 、 “  ” 、 “ 县 ” 等 字 为 例 ， 做 一 具 体 的 分 析 。 （ 见 图 41） 

“ 汉 ” 字 是 多 笔 画 的 纵 势 的 字 ， 隶 变 后 变 成 横 势 ， 都 是 横 竖 笔 画 ， 故 三 点 水 旁 只 写 三 个 小 点 ， 加 强 

主 体 的 横 势 ， 但 三 点 的 写 法 和 形 态 却 非 常 讲 究 。 上 点 往 外 一 折 ， 动 感 极 强 ， 中 点 稍 往 外 撇 ， 下 点 态 势 

往 里 ， 三 点 态 势 、 形 象 都 不 同 。 其 用 笔 ， 上 点 逆 笔 往 上 ， 回 锋 下 蹲 ， 转 笔 往 左 ， 回 锋 收 笔 。 中 点 逆 锋 左 

上 ， 往 右 下 蹲 ， 转 笔 往 左 提 笔 撇 出 即 收 笔 。 下 点 逆 笔 往 左 上 ， 回 锋 下 蹲 ， 下 按 后 顺 势 往 右 上 角 挑 出 ， 露 

锋 后 收 笔 。 （ 见 图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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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 ” 字 ， 左 旁 三 点 水 收 紧 ， 右 边 主 体 部 分 较 放 ， 然 三 点 水 和 “ 汉 ” 字 处 理 大 不 同 ， 由 于 主 体 部 分 笔 

画 少 ， 故 三 点 水 虽 然 收 紧 然 而 采 取 短 点 长 撇 ， 和 “ 汉 ” 字 三 个 点 不 同 造 型 ， 占 去 五 分 之 二 空 间 ， 才 能 和 

主 体 部 分 协 调 。 其 用 笔 ， 上 点 逆 笔 向 左 上 ， 往 左 下 蹲 笔 ， 转 笔 往 右 撇 ， 出 锋 收 笔 。 中 点 逆 笔 往 左 上 ， 回 

锋 右 蹲 后 再 往 右 下 ， 转 笔 往 右 上 撇 ， 出 锋 收 笔 。 下 点 用 笔 基 本 与 中 点 同 ， 但 起 笔 有 两 次 转 笔 后 成 方 

笔 。 （ 见 图 43） 

“ 温 ” 字 在 《 张 迁 碑 》 中 同 时 出 现 两 个 ， 左 旁 三 点 水 处 理 都 不 同 。 上 “ 温 ” 字 主 体 下 画 左 长 右 短 ， 主 

体 部 分 收 紧 ， 三 点 水 旁 放 ， 从 上 到 下 成 半 弧 形 ， 右 前 方 虚 设 一 个 中 心 点 ， 三 点 态 势 都 指 向 右 边 虚 设 中 

心 点 ， 也 可 说 对 准 “ 人 ” 字 交 叉 点 。 上 点 笔 重 成 方 笔 ， 锐 三 角 形 ， 用 笔 时 逆 笔 往 左 上 ， 回 锋 左 蹲 后 往 右 

撇 ， 出 锋 后 收 锋 。 中 点 逆 笔 往 左 ， 然 后 回 锋 右 撇 ， 逐 步 收 锋 。 下 点 逆 锋 往 左 ， 后 回 锋 右 蹲 ， 转 笔 往 右 上 

撇 。 下 一 “ 温 ” 字 三 点 水 收 紧 ， 主 体 部 分 较 放 ， 横 画 左 右 居 中 ， 右 边 略 长 ， 三 点 水 收 得 很 紧 ， 占 的 空 间 

少 ， 三 点 态 势 都 指 向 前 方 中 心 点 。 上 字 上 点 是 方 笔 ， 下 字 上 点 是 圆 笔 ， 下 两 点 是 方 笔 。 上 点 逆 向 左 ， 

回 锋 下 蹲 ， 转 笔 向 右 下 撇 ， 出 锋 收 笔 。 中 点 ， 逆 向 左 上 ， 下 蹲 转 笔 往 右 成 方 笔 ， 右 撇 后 逐 渐 提 笔 出 锋 收 

笔 。 下 点 ， 逆 锋 向 左 上 ， 下 蹲 后 转 笔 提 上 撇 ， 出 锋 后 收 笔 。 （ 见 图 44） 

“ 淑 ” 上 字 “ 唯 ” 、 下 字 “ 是 ” ， 都 收 得 紧 ， “ 淑 ” 字 放 ， 处 横 势 ， 中 间 笔 画 收 紧 ， 左 右 笔 画 放 开 ， 故 其 三 

点 水 放 开 ， 上 点 态 势 往 左 ， 下 两 点 态 势 往 右 ， 上 下 背 势 而 又 呼 应 ， 非 常 突 出 ， 其 分 量 不 亚 于 右 边 主 体 

多 笔 画 部 分 ， 一 笔 笔 地 加 重 。 其 笔 法 ， 上 点 逆 锋 向 左 ， 往 右 蹲 ， 转 笔 向 左 下 撇 ， 后 往 左 上 回 锋 收 笔 。 中 

点 ， 逆 笔 向 左 上 ， 回 锋 下 蹲 ， 转 笔 平 向 右 撇 ， 提 笔 收 锋 回 笔 。 下 点 ， 逆 笔 左 上 ， 回 锋 右 斜 蹲 成 方 笔 ， 转 笔 

向 右 上 撇 ， 回 锋 收 笔 。 （ 见 图 45） 

“ 落 ” 字 处 在 “ 虚 ” 和 “ 存 ” 两 个 笔 画 较 放 的 字 中 间 ， 故 它 的 笔 画 较 收 紧 ， 以 示 变 化 ， 上 部 分 草 头 和 

三 点 水 较 放 ， “ 各 ” 字 收 得 紧 。 故 三 点 在 空 间 上 距 离 较 拉 开 ， 但 点 形 体 却 很 小 ， 也 受 空 间 的 限 制 ， 要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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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旁 主 体 部 分 协 调 。 其 用 笔 ， 上 点 ， 逆 锋 尖 往 左 上 ， 回 转 收 笔 。 中 点 ， 逆 上 右 下 蹲 ， 往 右 下 撇 出 ， 收 锋 。 

下 点 ， 逆 锋 左 上 ， 往 右 下 蹲 转 锋 往 右 提 笔 收 锋 。 （ 见 图 46） 



“ 流 ” 字 上 “ 勋 ” 、 下 “ 化 ” 都 写 得 较 拙 ， 故 “ 流 ” 字 

写 得 端 庄 潇 洒 ， 极 富 情 态 。 而 在 这 当 中 ， 三 点 水 起 

到 很 大 的 作 用 。 三 点 都 写 得 饱 满 而 飘 逸 ， 与 主 体 多 

笔 画 部 分 相 协 调 。 其 笔 法 ， 上 点 逆 笔 向 左 上 ， 回 笔 

右 下 蹲 ， 转 笔 向 右 上 撇 ， 回 锋 收 笔 。 中 点 ， 逆 笔 向 上 

左 ， 左 下 蹲 笔 ， 转 笔 右 下 ， 提 笔 往 右 上 撇 ， 提 笔 出 

锋 ， 回 锋 收 笔 。 下 点 ， 逆 向 左 上 ， 右 下 蹲 ， 转 笔 往 右 

上 撇 ， 回 锋 收 笔 。 （ 见 图 47） 

“ 缵 ” 字 ， 左 旁 短 ， 右 旁 长 ， 左 横 右 纵 ， 左 旁 成 纵 

斜 势 ， 故 三 点 体 小 而 活 跃 。 其 笔 法 ， 左 点 逆 笔 左 上 ， 

斜 右 下 ， 先 提 后 按 往 右 上 挑 ， 回 笔 收 锋 。 中 点 ， 笔 锋 

下 斜 右 蹲 ， 往 右 撇 成 方 笔 三 角 。 右 点 ， 逆 左 上 、 下 蹲 

往 右 上 挑 ， 回 锋 收 笔 。 （ 见 图 48） 

“ 绥 ” 字 左 旁 三 点 ， 右 旁 横 画 下 还 有 三 点 ， 右 旁 

三 点 疏 而 放 ， 左 旁 三 点 又 加 一 点 显 得 拥 挤 稠 密 。 显 

示 疏 可 走 马 ， 密 不 通 风 的 疏 密 变 化 。 看 出 作 者 非 常 

注 意 艺 术 处 理 ， 不 惜 加 成 四 点 。 其 笔 法 ， 左 点 逆 笔 

向 左 ， 左 蹲 ， 转 笔 向 右 ， 笔 锋 往 下 回 收 。 次 点 逆 左 ， 

回 笔 右 下 斜 蹲 ， 转 笔 挑 向 右 上 ， 连 丝 过 第 三 点 斜 右 

蹲 后 ， 转 笔 向 右 上 ， 往 上 回 锋 收 笔 。 第 四 点 ， 逆 左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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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 ” 字 上 头 是 “ 吏 ” ， 下 头 是 “ 练 ” 字 ， 均 写 得 很 

端 正 。 “ 隐 ” 字 笔 画 多 ， 字 形 大 ， 故 要 写 得 端 庄 ， 上 下 

六 点 安 排 非 常 重 要 ， 上 三 点 向 右 取 势 ， 距 离 、 大 小 

均 匀 ， 显 得 很 规 距 ， 只 是 靠 笔 势 显 示 其 动 感 ， “ 心 ” 

字 三 点 则 错 落 有 致 ， 笔 势 上 下 、 左 右 各 取 其 态 ， 十 

分 活 跃 。 上 三 点 ， 左 点 逆 笔 向 左 上 ， 再 向 右 下 回 蹲 ， 

转 笔 右 撇 收 笔 。 中 点 逆 笔 向 上 ， 往 左 下 回 蹲 ， 转 笔 

往 右 撇 ， 出 锋 收 笔 。 右 点 逆 笔 向 左 上 ， 右 下 蹲 ， 转 笔 

往 右 撇 收 笔 。 下 三 点 笔 法 基 本 相 同 ， 只 是 方 笔 。 

（ 见 图 50） 

“ 孙 ” 字 写 得 十 分 端 庄 ， 祝 福 子 子 孙 孙 “ 千 禄 无 

疆 ” ， 笔 法 方 中 有 圆 ， 方 圆 结 合 。 其 笔 法 ， 左 点 ， 从 上 

逆 笔 往 左 ， 转 笔 向 右 上 挑 ， 出 锋 收 笔 。 中 点 ， 逆 锋 左 

上 ， 右 下 蹲 往 右 挑 ， 往 上 回 锋 成 方 笔 。 右 点 ， 逆 锋 往 

左 ， 回 锋 往 右 下 ， 转 笔 往 右 回 锋 收 笔 。 （ 见 图 51） 

“  ” 字 上 边 为 “ 之 ” 字 、 下 为 “  ” 字 ， 均 笔 画 少 

的 字 ， 写 的 放 开 ， “  ” 字 笔 画 多 ， 点 画 收 得 紧 ， 故 三 

点 平 均 、 匀 称 。 态 势 向 右 ， 形 态 浑 厚 ， 方 中 有 圆 。 其 

笔 法 ， 左 点 逆 笔 左 上 ， 回 锋 右 蹲 ， 转 笔 左 下 撇 ， 出 锋 

回 笔 。 中 点 逆 左 上 ， 回 锋 往 下 ， 转 笔 往 右 出 锋 后 回 

收 。 右 点 逆 上 ， 回 锋 向 左 转 笔 往 右 下 ， 再 转 笔 往 右 

挑 ， 出 锋 收 笔 。 （ 见 图 52） 

“ 县 ” 字 下 端 有 六 个 点 ， 这 六 个 点 的 态 势 如 何 安 排 ， 既 不 能 整 齐 划 一 太 死 板 ， 又 不 能 互 相 没 有 联 

系 ， 作 者 写 了 一 个 无 形 的 横 波 线 ， 动 感 强 ， 向 上 向 下 向 左 向 右 态 势 变 化 ， 与 上 部 分 静 态 形 成 对 比 。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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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蹲 ， 转 笔 往 右 上 ， 再 下 顿 收 笔 。 （ 见 图 49） 



六 点 分 两 组 ， 左 组 是 个 “ 小 ” 字 三 点 ， 中 是 短 画 ， 左 

挑 右 捺 。 右 组 中 间 点 往 下 ， 左 右 点 向 右 上 挑 。 布 置 

的 错 落 有 致 。 其 笔 法 ， 左 组 三 点 ， 左 点 逆 笔 左 上 ， 回 

笔 右 下 蹲 ， 转 笔 向 右 上 撇 ， 提 笔 收 锋 。 中 点 ， 逆 笔 向 

上 ， 回 锋 下 左 斜 蹲 后 再 往 右 下 蹲 ， 回 锋 收 笔 。 右 点 ， 

逆 笔 左 上 ， 回 锋 下 右 斜 蹲 ， 回 锋 收 笔 。 右 组 三 点 ， 左 

点 逆 笔 向 左 上 ， 回 锋 右 蹲 ， 转 笔 右 上 撇 收 锋 。 中 点 

逆 笔 向 左 ， 回 锋 向 右 上 蹲 ， 转 笔 向 下 提 锋 收 笔 成 方 

笔 。 右 点 逆 笔 向 右 上 ， 回 锋 左 蹲 ， 转 笔 往 右 下 撇 后 

收 锋 。 （ 见 图 53） 

④ 四 点 的 写 法 

有 四 点 的 字 所 占 比 例 较 少 ， 位 置 大 都 在 字 的 下 

部 或 中 部 ， 《 张 迁 碑 》 中 只 有 “ 鱼 ” 、 “ 无 ” 、 “ 为 ” 三 个 

字 ， 都 在 下 部 ， 我 们 就 以 这 三 字 做 一 分 析 。 （ 见 图 54） 

“ 鱼 ” 字 上 部 放 下 部 收 ， 看 来 大 多 字 都 是 这 种 

写 法 ， 如 《 曹 全 碑 》 中 的 “ 廉 ” 、 “ 僚 ” 、 “ 为 ” 、 “ 勋 ” 、 

“ 无 ” ， 《 礼 器 碑 》 中 “ 为 ” 、 “ 熹 ” 等 都 是 下 部 分 收 紧 ， 

上 部 分 点 画 伸 展 （ 见 图 55、 56） 。 《 张 迁 碑 》 中 的 “ 鱼 ” 、 “ 无 ” 下 四 点 虽 然 都 是 收 缩 ， 但 是 在 形 体 用 笔 上 

处 理 都 不 同 。 而 “ 为 ” 字 则 上 收 下 放 ， 故 四 点 处 理 是 散 开 中 求 变 化 。 

（ 2） 隶 书 横 画 的 笔 法 

隶 书 的 横 画 用 笔 ， 如 长 横 画 、 短 横 画 、 横 画 转 竖 画 ， 在 用 笔 上 都 需 要 非 常 精 细 ， 也 因 风 格 不 同 ， 用 

笔 也 有 变 化 。 如 图 57① ～ ④ ， 《 张 迁 碑 》 、 《 礼 器 碑 》 、 《 曹 全 碑 》 和 《 鲜 于 璜 碑 》 中 的 “ 奋 ” 或 “ 旧 ” 字 ， 都 因 

风 格 不 同 ， 用 笔 有 所 区 别 。 《 张 迁 碑 》 的 “ 奋 ” 字 ， 用 笔 雄 劲 ， 《 礼 器 碑 》 的 “ 奋 ” 字 用 笔 方 整 ， 《 曹 全 碑 》 的 

“ 奋 ” 字 用 笔 纤 细 ， 《 鲜 于 璜 碑 》 的 “ 旧 ” 字 用 笔 强 健 。 更 有 趣 的 是 《 封 龙 山 碑 》 中 “ 旧 ” 字 的 用 笔 ， 其 四 个 

横 画 的 用 笔 提 按 、 收 锋 藏 锋 ， 方 圆 都 不 同 ， 有 丰 富 的 变 化 ， 上 放 下 收 ， 气 势 宏 大 ， 艺 术 性 很 高 （ 见 图 

58） 。 所 以 隶 书 在 写 横 画 时 ， 切 忌 死 板 ， 笔 工 重 复 ， 要 根 据 全 字 结 构 布 局 采 取 不 同 笔 法 ， 使 其 有 丰 富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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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曹 全 碑 

② 张 迁 碑 

③ 鲜 于 璜 碑 

④ 礼 器 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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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① 长 横 画 的 笔 法 

所 谓 长 横 画 是 指 一 个 字 中 仅 次 于 波 磔 笔 的 横 画 。 也 可 称 横 长 

画 。 下 面 以 《 张 迁 碑 》 中 “ 善 ” 、 “ 文 ” 、 “ 幕 ” 、 “ 在 ” 、 “ 南 ” 、 “ 盖 ” 、 “ 五 ” 、 

“ 迁 ” 等 字 不 同 位 置 的 横 长 画 为 例 ， 分 析 隶 书 横 长 画 的 笔 法 。 

“ 善 ” 字 三 个 横 长 画 ， 第 三 笔 是 波 磔 笔 ， 按 “ 燕 无 双 飞 ” 的 原 

则 ， 故 上 两 笔 横 画 不 能 再 出 现 波 磔 ， 但 笔 势 又 要 一 致 ， 上 两 画 的 

两 头 稍 微 向 上 翘 。 第 一 横 画 逆 入 向 上 后 回 锋 下 蹲 ， 转 锋 往 右 行 ， 

先 按 后 提 ， 到 收 笔 时 往 右 下 顿 后 回 收 。 第 二 横 画 圆 笔 起 笔 ， 右 行 

后 先 提 后 按 ， 收 笔 时 先 往 上 后 下 蹲 成 方 笔 收 锋 。 笔 画 强 劲 有 力 。 

“ 文 ” 字 点 后 横 长 画 ， 两 头 细 尖 ， 细 致 观 察 ， 其 收 笔 处 往 上 挑 

笔 后 下 蹲 成 方 笔 。 起 笔 逆 笔 向 左 ， 返 笔 顺 右 行 ， 笔 画 较 细 劲 而 力 

度 强 。 收 笔 时 往 上 回 锋 下 蹲 成 方 笔 。 类 似 笔 画 的 笔 法 ， 如 “ 幕 ” 、 

“ 盖 ” 字 第 三 笔 横 长 画 ， “ 在 ” 、 “ 南 ” 字 第 一 笔 横 画 ， 其 用 笔 都 近 似 。 （ 见 图 59） 

“ 五 ” 字 第 一 笔 横 长 画 ， 与 前 几 字 的 横 长 笔 用 笔 不 完 全 相 同 ， 起 笔 逆 上 下 蹲 成 方 笔 后 右 行 ， 逐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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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提 后 又 渐 按 ， 收 笔 往 右 蹲 后 往 左 下 收 笔 ， 其 笔 势 

由 下 往 上 ， 与 前 几 字 笔 势 不 相 同 。 又 如 “ 西 ” 、 “ 恤 ” 、 

“ 无 ” 、 “ 荡 ” 等 字 ， 都 属 这 类 用 笔 。 （ 见 图 60） 

“ 迁 ” 字 第 一 笔 横 长 画 ， 左 轻 右 重 ， 两 头 稍 微 上 

翘 。 线 条 挺 拔 ， 与 前 两 种 横 长 画 用 笔 不 同 。 其 起 笔 

逆 左 上 后 ， 笔 锋 下 蹲 往 右 行 ， 逐 步 下 按 ， 逐 渐 加 重 ， 

收 笔 时 ， 笔 锋 向 上 ， 下 蹲 收 笔 成 方 笔 。 （ 见 图 61） 

② 短 横 画 的 笔 法 

在 字 体 结 构 中 ， 短 横 画 是 最 多 的 ， 可 说 是 最 容 

易 写 的 ， 但 也 可 说 最 难 写 的 。 笔 画 多 ， 容 易 重 复 相 

一 致 ， 也 容 易 不 经 心 ， 正 因 为 笔 画 多 ， 所 以 不 容 易 

处 理 好 。 如 短 画 的 粗 细 变 化 、 起 收 笔 变 化 、 长 短 变 

化 、 曲 直 变 化 ， 这 些 变 化 又 要 根 据 全 字 结 体 和 章 法 

的 全 局 需 要 来 恰 当 处 理 ， 以 求 统 一 中 的 变 化 。 下 面 

以 《 张 迁 碑 》 的 一 些 字 例 中 如 何 写 短 横 画 作 些 具 体 

分 析 。 

“ 讳 ” 字 ， 横 十 一 画 ， 竖 八 画 ， 短 横 画 多 ， 上 字 

“ 君 ” 笔 画 少 而 线 条 厚 重 有 力 ， 下 字 “ 迁 ” 写 得 端 正 

灵 巧 。 如 果 “ 讳 ” 字 横 短 画 写 得 平 直 就 必 然 呆 板 ， 故 

“ 讳 ” 字 短 横 画 大 多 写 成 直 中 带 曲 ， 起 收 笔 也 多 变 

化 ， 如 “ 言 ” 字 旁 六 短 横 画 起 收 笔 及 笔 势 都 不 相 同 。 

（ 见 图 62） 

“ 兴 ” 字 也 是 多 短 横 画 的 字 ， 有 十 个 短 横 画 ， 用 

笔 均 不 同 ， 左 三 画 收 笔 ， 第 一 短 横 画 比 较 平 ， 第 二 

短 横 画 往 上 出 锋 成 方 笔 ， 第 三 短 横 画 是 个 曲 笔 ， 左 

下 往 右 成 曲 线 ， 收 笔 往 上 左 挑 出 锋 。 右 三 画 用 笔 亦 

不 同 ， 右 上 第 一 短 横 画 由 左 上 入 笔 ， 下 顿 后 往 右 运 

行 ， 似 钩 状 。 第 二 短 横 画 平 入 笔 ， 下 蹲 斜 向 右 行 ， 线 

条 细 而 挺 ， 中 间 提 笔 后 下 按 ， 成 连 线 短 点 。 第 三 短 

横 画 ， 起 笔 往 里 下 蹲 成 方 笔 ， 曲 折 右 行 成 曲 线 。 中 

间 “ 同 ” 字 ， 第 一 短 横 画 收 笔 时 往 下 压 ， 第 二 笔 则 相 

反 ， 左 起 笔 往 下 压 ， “ 口 ” 字 两 短 横 画 ， 上 细 下 粗 。 可 

见 前 人 的 匠 心 。 另 一 “ 兴 ” 字 ， 结 体 上 已 省 减 笔 画 ， 

把 “ 同 ” 字 写 成 “ 日 ” 字 ， 全 字 比 较 平 整 ， 但 短 横 画 仍 

然 有 不 同 变 化 。 （ 见 图 63） 

“ 自 ” 字 ， 四 个 短 横 画 ， 起 收 笔 都 接 竖 画 ， 但 是 

四 画 的 粗 细 、 斜 曲 都 讲 究 变 化 ， 所 以 虽 然 看 来 简 

单 ， 也 要 认 真 对 待 ， 不 可 疏 忽 随 意 。 （ 见 图 64） 

③ 横 画 转 折 竖 画 笔 法 

横 画 转 竖 画 ， 常 称 折 笔 ， 看 来 简 单 ， 其 实 也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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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种 转 折 的 写 法 。 有 一 种 横 笔 连 着 竖 笔 写 ； 有 横 竖 

分 两 笔 写 的 ； 有 方 折 ， 有 圆 折 ， 有 外 方 内 圆 等 等 ， 实 

际 上 还 要 更 丰 富 。 试 举 例 说 明 以 加 深 理 解 。 如 图 

65中 的 “ 里 ” 字 是 横 收 笔 连 笔 圆 转 竖 笔 ， 成 为 外 圆 

内 方 笔 。 “ 间 ” 字 ， 右 边 转 折 分 两 笔 写 ， 短 横 画 收 笔 

后 ， 再 起 笔 写 竖 画 ， 内 外 都 呈 圆 转 折 笔 。 “ 良 ” 字 转 

折 分 两 笔 写 法 更 为 明 显 ， 第 一 笔 原 是 “ 点 ” ， 现 写 成 

横 画 ， 圆 转 收 笔 后 往 左 下 一 撇 ， 第 二 笔 横 画 由 粗 到 

细 收 笔 提 锋 ， 重 新 下 笔 锋 往 里 转 笔 往 下 ， 方 笔 中 带 

圆 折 ， 形 状 奇 特 。 “ 幕 ” 字 中 ， “ 日 ” 字 短 横 画 转 折 完 

全 成 直 角 的 方 笔 ， 与 其 它 字 的 转 折 不 同 。 当 然 每 个 

字 的 转 折 都 会 有 微 妙 的 差 别 ， 但 以 上 这 些 字 例 可 

以 大 体 反 映 出 几 种 类 型 。 

（ 3） 隶 书 竖 画 的 笔 法 

竖 画 是 构 成 字 的 构 架 的 重 要 部 分 。 有 中 心 长 

竖 画 ， 其 中 有 的 上 下 串 通 的 ， 如 图 66中 的 “ 中 ” 、 

“ 小 ” 、 “ 外 ” 、 “ 东 ” “ 才 ” 、 “ 林 ” 、 “ 巾 ” 等 字 ， 这 里 边 有 

的 是 带 钩 的 ， 有 的 不 带 钩 ； 有 的 是 不 贯 通 的 ， 或 上 

部 不 贯 通 ， 如 图 67 中 的 “ 用 ” 、 “ 千 ” 、 “ 不 ” 、 “ 刊 ” 、 

“ 休 ” 、 “ 犁 ” 、 “ 平 ” 、 “ 郡 ” ； 或 下 部 不 贯 通 ， 如 图 68中 的 “ 书 ” 、 “ 之 ” 、 “ 上 ” 、 “ 社 ” 、 “ 出 ” 、 “ 生 ” 等 字 。 还 有 围 

框 的 左 右 两 竖 画 ， 如 图 69中 的 “ 周 ” 、 “ 其 ” 、 “ 有 ” 、 “ 囚 ” 、 “ 门 ” 、 “ 国 ” 、 “ 朝 ” 、 “ 相 ” 等 字 ， 围 框 短 竖 画 的 字 

则 更 多 。 

从 图 66“ 中 ” 、 “ 小 ” 、 “ 外 ” 、 “ 东 ” 、 “ 才 ” 、 “ 林 ” 、 “ 巾 ” 这 组 上 下 贯 通 的 长 竖 画 看 ， 其 起 收 笔 ， 运 营 都 

有 所 不 同 。 如 “ 中 ” 字 中 心 竖 画 ， 起 笔 时 逆 笔 向 左 上 后 向 右 回 蹲 时 ， 是 斜 向 下 按 后 转 笔 往 下 ， 收 笔 时 往 

· 30· 



下 顿 后 往 左 回 收 笔 ， 似 挑 而 未 挑 出 。 “ 小 ” 字 起 笔 后 则 往 右 上 后 转 笔 往 右 下 再 转 笔 往 下 行 ， 收 笔 时 回 

锋 。 “ 外 ” 字 竖 画 类 似 “ 小 ” 字 竖 画 笔 法 。 “ 东 ” 字 起 笔 已 残 损 ， 收 笔 时 下 顿 转 笔 往 左 上 挑 出 。 “ 才 ” 字 起 

笔 逆 上 往 右 上 转 笔 往 下 ， 收 笔 时 逐 步 提 锋 顺 锋 收 笔 。 “ 林 ” 字 、 “ 巾 ” 字 中 心 竖 画 起 收 笔 大 体 相 似 ， 都 是 

逆 笔 向 左 ， 回 锋 向 右 转 笔 下 行 ， 收 笔 顿 笔 后 向 左 回 锋 收 笔 。 

第 二 种 是 上 部 分 不 贯 通 的 ， 如 图 67“ 用 ” 、 “ 千 ” 、 “ 不 ” 、 “ 刊 ” 、 “ 休 ” 、 “ 犁 ” 、 “ 平 ” 、 “ 郡 ” 等 字 的 竖 画 ， 

除 “ 休 ” 、 “ 犁 ” 字 外 ， 其 他 起 笔 都 顶 在 横 画 上 ， 主 要 看 笔 画 形 态 和 收 笔 部 分 的 用 笔 。 从 大 多 数 收 笔 的 笔 

法 看 ， 都 是 斜 向 左 的 方 笔 。 虽 然 有 粗 细 不 同 ， 或 者 有 的 稍 带 圆 笔 ， 其 中 “ 刊 ” 字 竖 画 收 笔 时 则 右 半 边 长 

往 左 上 斜 收 笔 。 

第 三 种 是 上 贯 通 下 不 贯 通 的 竖 画 ， 如 图 68“ 书 ” 、 “ 之 ” 、 “ 上 ” 、 “ 社 ” 、 “ 出 ” 、 “ 生 ” 等 字 都 是 收 笔 时 

入 横 画 。 故 主 要 看 各 字 竖 画 的 起 笔 的 用 笔 和 笔 画 的 态 势 。 “ 书 ” 字 因 多 横 画 ， 线 条 细 ， 故 中 心 竖 画 起 

笔 重 ， 粗 壮 有 力 ， 犹 如 插 进 一 根 钉 子 。 “ 之 ” 字 笔 画 少 ， 故 线 条 粗 壮 中 有 变 化 ， 竖 画 以 方 转 中 带 有 圆 转 

笔 。 “ 上 ” 字 只 三 画 ， 两 笔 横 画 厚 重 方 整 ， 故 竖 画 起 笔 圆 转 。 “ 社 ” 字 根 据 笔 画 造 型 ， 竖 画 起 笔 从 逆 笔 向 

左 返 笔 往 右 上 蹲 ， 又 转 笔 往 左 下 行 成 曲 线 。 “ 出 ” 字 中 心 竖 画 挺 直 而 细 ， 而 四 笔 短 竖 起 收 笔 和 形 态 、 笔 

势 都 尽 量 变 化 ， 形 成 鲜 明 对 比 。 “ 生 ” 字 也 是 横 画 规 整 ， 故 竖 画 写 得 有 变 化 ， 似 分 两 次 起 笔 才 写 完 。 

第 四 种 是 围 框 两 边 的 竖 画 ， 其 中 有 全 围 框 和 半 围 框 ， 即 是 说 半 围 框 两 竖 画 有 起 笔 或 收 笔 。 全 围 

框 的 竖 画 起 收 笔 都 和 横 画 相 衔 接 。 隶 书 全 围 框 左 右 两 竖 画 除 粗 细 变 化 以 外 ， 从 《 张 迁 碑 》 笔 法 看 ， 上 

下 起 收 笔 在 与 横 画 相 接 时 ， 都 采 取 方 笔 中 稍 带 圆 转 ， 如 图 69“ 囚 ” 、 “ 国 ” 、 “ 相 ” 等 字 。 其 中 “ 囚 ” 、 “ 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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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右 竖 笔 是 在 横 画 收 笔 时 ， 提 笔 后 转 竖 画 ， 起 笔 时 往 横 画 右 逆 上 ， 后 右 平 蹲 转 笔 下 行 ， 至 收 笔 时 顿 笔 

后 接 横 画 。 左 竖 画 按 笔 顺 是 先 写 ， 起 收 笔 都 要 写 得 完 整 ， 如 以 横 画 为 主 则 盖 住 左 竖 画 的 起 收 笔 ， 如 以 

竖 画 为 主 ， 横 画 则 接 竖 画 即 可 。 半 围 框 如 “ 其 ” 字 有 起 笔 则 应 注 意 两 竖 画 起 笔 笔 势 要 呼 应 。 半 围 框 下 

通 的 有 收 笔 的 左 右 两 竖 画 ， 左 竖 画 收 笔 时 往 左 有 曲 笔 ， 如 “ 周 ” 、 “ 有 ” 、 “ 门 ” 、 “ 朝 ” 等 字 ， 但 曲 弧 度 不 

同 ， 收 笔 时 有 用 圆 笔 ， 有 用 锋 尖 ， 这 其 中 的 变 化 也 很 多 样 ， 要 根 据 字 势 和 章 法 需 要 来 决 定 。 右 竖 画 收 

笔 时 都 是 方 中 带 圆 笔 ， 也 有 如 “ 周 ” 字 那 样 出 锋 成 锐 角 的 ， 用 笔 要 与 左 竖 画 相 呼 应 和 协 调 。 （ 见 图 69） 

（ 4） 隶 书 撇 捺 的 笔 法 

撇 捺 笔 在 隶 书 中 用 的 很 多 。 在 楷 书 中 也 许 并 不 是 撇 捺 笔 法 ， 是 斜 画 挑 钩 ， 或 是 抛 钩 ， 或 是 点 画 ， 

而 在 隶 书 中 都 可 能 变 成 撇 捺 笔 。 其 次 有 意 强 调 撇 捺 笔 ， 使 其 在 字 的 全 体 笔 画 中 显 得 特 别 重 要 ， 具 有 

强 烈 的 装 饰 美 的 效 果 。 第 三 种 情 况 是 有 的 字 在 楷 书 中 是 明 显 的 撇 捺 笔 法 ， 而 在 《 张 迁 碑 》 中 变 成 横 竖 

画 ， 如 “ 永 ” 、 “ 兆 ” 等 少 数 字 ， 目 的 也 是 为 了 使 字 的 形 体 更 富 有 装 饰 美 感 。 下 面 我 们 就 《 张 迁 碑 》 中 有 关 

字 例 进 行 具 体 的 分 析 。 

第 一 种 情 况 如 图 70中 的 “ 九 ” 、 “ 既 ” 、 “ 戎 ” 、 “ 不 ” 、 “ 徵 ” 、 “ 芬 ” 、 “ 懿 ” 、 “ 纯 ” 、 “ 乾 ” 、 “ 是 ” 等 字 。 “ 九 ” 

字 的 抛 钩 ， 现 写 成 粗 捺 笔 ， 显 得 非 常 厚 重 粗 壮 。 “ 既 ” 字 的 抛 钩 ， 变 成 两 笔 ， 撇 笔 和 捺 笔 。 “ 戎 ” 字 的 戈 

笔 成 为 长 捺 笔 。 “ 不 ” 字 右 点 变 成 长 捺 。 “ 徵 ” 字 双 人 旁 竖 画 变 成 撇 笔 。 “ 芬 ” 字 中 的 “ 刀 ” 字 曲 笔 也 变 

成 曲 撇 笔 。 “ 纯 ” 字 的 抛 钩 变 成 折 捺 笔 。 “ 乾 ” 字 右 边 的 “ 乙 ” 字 变 成 曲 撇 笔 。 “ 是 ” 字 的 “ 且 ” 字 下 的 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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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画 变 成 右 短 撇 。 这 些 变 化 都 是 从 隶 体 特 点 来 的 ， 使 字 写 成 扁 横 体 形 又 要 使 它 不 呆 板 而 有 活 力 。 

第 二 种 突 出 撇 捺 笔 ， 由 于 某 些 字 没 有 波 磔 笔 ， 所 以 夸 张 撇 捺 笔 成 为 字 的 主 笔 ， 造 成 一 种 波 势 ， 突 

出 隶 书 的 特 色 ， 使 结 体 具 有 美 感 。 如 图 71中 的 “ 吏 ” 字 ， “ 史 ” 与 横 画 相 呼 应 ， 突 出 了 捺 笔 。 “ 民 ” 字 捺 

笔 更 突 出 ， 形 成 一 种 很 大 的 波 势 。 “ 不 ” 字 的 撇 捺 笔 ， 使 全 字 结 体 都 展 开 了 。 “ 良 ” 字 为 了 突 出 捺 笔 ， 不 

仅 上 下 部 分 离 开 ， 并 重 新 安 排 了 笔 画 ， 显 示 了 捺 笔 的 力 度 。 “ 人 ” 字 只 撇 捺 两 笔 ， 但 写 得 十 分 有 气 势 ， 

有 意 将 捺 笔 加 以 强 调 ， 突 出 了 捺 笔 的 力 度 。 “ 多 ” 字 ， 本 来 是 四 撇 中 一 短 一 长 两 组 ， 这 里 写 成 四 撇 都 一 

样 长 ， 不 仅 增 强 了 全 字 的 笔 势 的 奔 放 ， 也 增 强 了 飘 逸 的 美 感 。 “ 然 ” 字 使 两 个 撇 笔 、 一 个 捺 笔 占 据 了 字 

的 中 心 ， 使 上 下 点 画 变 成 配 角 。 从 以 上 字 例 可 以 看 出 ， 写 好 撇 捺 笔 在 隶 书 中 的 重 要 作 用 ， 适 当 夸 张 也 

是 十 分 需 要 的 。 

第 三 种 如 以 楷 书 看 ， 应 是 撇 捺 笔 ， 而 不 写 撇 捺 笔 反 写 成 其 他 笔 画 ， 如 图 72中 “ 永 ” 字 左 右 撇 ， 左 

撇 变 成 横 画 ， 右 撇 变 成 竖 画 。 “ 兆 ” 字 的 左 撇 没 有 了 ， 只 有 短 竖 画 ， 右 边 增 加 一 短 竖 ， 使 左 右 结 体 平 衡 。 

“ 西 ” 字 中 间 本 应 是 左 撇 右 捺 ， 现 变 成 两 竖 画 ， 只 是 粗 细 变 化 。 

（ 5） 走 之 笔 的 笔 法 

隶 书 走 之 笔 是 比 较 难 写 的 笔 画 ， 《 张 迁 碑 》 中 有 走 之 笔 的 字 却 写 得 多 种 多 样 ， 变 化 丰 富 ， 就 以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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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的 “ 迁 ” 、 “ 建 ” 、 “ 远 ” 、 “ 送 ” 、 “ 迁 ” 、 “ 远 ” 、 “ 近 ” 、 “ 道 ” 等 有 走 之 笔 的 字 为 例 ， 可 以 看 出 所 写 走 之 笔 没 

有 一 个 是 重 复 的 ， 不 仅 有 方 圆 笔 的 差 别 ， 收 笔 的 造 形 也 极 不 相 同 ， 笔 势 的 曲 弧 度 也 相 差 甚 远 ， 至 于 走 

之 笔 上 两 点 ， 处 理 也 尽 量 变 化 ， 或 形 体 不 同 、 用 笔 多 样 ， 或 远 近 位 置 有 高 有 低 ， 笔 画 也 有 增 减 ， 或 一 点 

或 二 点 。 可 见 在 隶 书 创 作 中 也 有 宽 广 的 想 像 天 地 。 

（ 6） 曲 钩 笔 的 笔 法 

隶 书 没 有 楷 体 概 念 中 的 钩 笔 ， 只 有 曲 笔 ， 但 有 的 捺 笔 也 颇 像 楷 书 中 的 钩 ， 如 图 74中 “ 龙 ” 字 的 抛 

钩 笔 。 “ 良 ” 字 竖 画 下 部 分 的 横 撇 ， 也 是 楷 书 中 的 钩 笔 。 “ 张 ” 字 下 部 分 竖 画 往 右 的 反 钩 ， 现 写 成 由 左 

往 右 下 的 短 撇 样 子 ， 实 际 上 即 是 钩 笔 。 “ 游 ” 字 的 “ 子 ” 字 更 是 像 楷 体 钩 。 “ 问 ” 、 “ 守 ” 字 的 右 竖 收 笔 也 

像 钩 。 但 是 在 大 多 数 情 况 下 ， 隶 书 都 采 用 曲 笔 或 折 笔 表 示 钩 ， 如 “ 孝 ” 、 “ 弟 ” 、 “ 氏 ” 、 “ 对 ” 、 “ 子 ” 、 “ 诗 ” 、 

“ 于 ” 、 “ 利 ” 、 “ 享 ” 、 “ 节 ” 、 “ 表 ” 、 “ 刊 ” 等 。 一 般 讲 ， 隶 书 的 左 钩 都 是 曲 笔 ， 右 钩 都 是 斜 撇 或 横 撇 。 即 使 是 

像 楷 书 的 钩 ， 其 笔 法 也 仍 然 是 隶 书 的 笔 法 ， 而 不 是 楷 书 钩 的 笔 法 ， 很 少 用 顿 笔 、 回 锋 、 出 锋 等 笔 法 。 不 

过 这 种 左 曲 右 折 的 笔 法 ， 其 势 态 都 不 很 相 同 ， 有 的 方 笔 收 笔 ， 有 的 圆 笔 收 笔 ， 也 有 的 曲 笔 曲 度 大 ， 有 

的 曲 度 小 ， 当 然 粗 细 也 不 同 ， 行 笔 时 顺 势 有 提 有 按 。 右 折 笔 也 有 长 短 ， 仰 、 平 不 一 样 。 转 折 时 弧 度 也 

有 大 小 。 

以 上 我 们 分 析 了 隶 书 的 点 画 用 笔 ， 概 括 地 说 ， 隶 书 的 笔 法 要 注 意 以 下 规 则 ： 一 是 恰 当 地 处 理 好 

起 收 笔 的 藏 锋 和 露 锋 的 关 系 。 藏 锋 者 易 显 沉 着 、 含 蓄 、 圆 润 ； 露 锋 者 易 露 神 采 、 锋 锐 、 活 跃 。 但 是 藏 锋 

过 多 则 神 采 不 露 ， 而 易 造 成 沉 闷 、 肥 浊 ； 露 锋 过 多 则 锋 芒 毕 露 ， 而 易 造 成 浮 躁 、 轻 薄 。 故 用 笔 要 有 藏 有 

露 ， 藏 锋 也 要 外 圆 内 方 ， 有 骨 有 肉 ， 特 别 在 点 画 竖 的 起 收 笔 中 ， 多 用 这 种 笔 法 ， 而 撇 、 捺 和 部 分 点 画 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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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的 收 锋 时 往 往 采 用 露 锋 收 笔 ， 这 样 既 藏 又 露 ， 藏 露 结 合 ， 辩 证 统 一 ， 沉 着 痛 快 。 二 是 提 按 有 度 ， 表 现 

点 画 的 变 化 。 如 无 提 按 ， 笔 画 径 直 ， 如 同 棍 棒 。 但 提 按 过 多 ， 则 非 隶 笔 ， 而 是 楷 书 用 笔 ， 圭 角 过 多 则 缺 

韵 味 。 一 味 提 笔 ， 线 条 细 弱 飘 浮 ； 一 味 只 按 ， 点 画 肥 厚 浑 浊 。 提 按 适 度 ， 轻 重 适 宜 ， 起 伏 自 然 ， 则 节 奏 

韵 味 均 在 其 中 。 提 和 按 在 运 笔 中 是 个 运 动 的 过 程 ， 提 则 线 条 细 和 轻 ， 按 则 线 条 粗 和 厚 ， 故 提 按 在 转 换 

过 程 中 要 自 然 ， 要 有 层 次 ， 不 可 乍 提 乍 按 。 每 种 范 帖 的 提 按 都 有 自 己 的 特 点 ， 学 书 者 不 可 不 研 究 。 三 

是 运 笔 有 快 慢 疾 涩 之 分 ， 其 效 果 是 不 同 的 。 快 疾 笔 易 灵 动 、 流 畅 、 生 气 勃 勃 ， 而 涩 笔 则 有 内 涵 韵 味 。 姜 

夔 《 续 书 谱 》 在 谈 到 “ 迟 速 ” 时 说 ： “ 迟 以 取 妍 ， 速 以 取 劲 。 先 必 能 速 ， 然 后 为 迟 。 若 素 不 能 速 而 专 事 迟 ， 

则 无 神 气 ； 若 专 务 速 ， 又 多 失 势 。 ” 故 疾 速 主 动 ， 属 阳 ； 迟 涩 主 静 ， 属 阴 。 刚 柔 相 济 ， 阴 阳 互 动 则 神 采 朗 

然 。 只 迟 涩 则 神 采 不 生 ， 笔 画 易 于 滞 浊 ， 故 用 笔 不 可 一 味 迟 涩 。 也 不 可 一 味 疾 速 ， 一 味 疾 速 则 易 于 流 

滑 ， 故 用 笔 不 可 一 味 轻 快 。 必 须 两 者 结 合 ， 细 而 不 滑 ， 粗 而 不 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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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迁 碑 》 是 汉 碑 中 的 名 碑 之 一 ， 它 是 风 骨 凌 厉 朴 茂 一 类 的 代 表 作 ， 目 前 学 隶 书 的 人 临 摹 此 碑 的 

人 数 很 多 ， 我 们 在 上 面 以 《 张 迁 碑 》 为 字 例 ， 解 剖 和 分 析 了 隶 书 各 种 笔 画 的 用 笔 ， 并 且 深 入 分 析 了 出 

现 各 种 笔 画 和 笔 法 的 原 因 和 用 笔 的 基 本 规 律 ， 使 我 们 明 确 了 以 下 几 个 问 题 ： 

第 一 ， 通 过 对 《 张 迁 碑 》 字 例 的 各 类 点 、 横 、 竖 、 撇 、 捺 、 弯 钩 、 转 折 及 走 之 等 笔 画 的 笔 法 的 详 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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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分 析 ， 学 会 如 何 临 摹 范 帖 的 道 理 和 技 法 。 改 变 临 摹 中 的 盲 目 性 ， 改 变 照 葫 芦 画 瓢 的 习 惯 ， 增 强 对 范 

帖 的 理 解 和 认 识 ， 提 高 临 摹 的 速 度 和 效 率 ， 节 省 过 程 和 时 间 ， 增 添 临 摹 的 兴 趣 ， 更 快 地 掌 握 范 帖 。 

第 二 ， 通 过 这 些 字 例 的 解 剖 和 分 析 ， 我 们 可 以 比 较 深 入 地 了 解 古 人 的 笔 法 技 巧 ， 并 不 是 为 技 法 

而 技 法 。 有 些 学 隶 书 的 人 ， 以 为 只 要 一 遍 一 遍 地 临 摹 即 可 掌 握 ， 其 实 不 然 。 我 们 从 《 张 迁 碑 》 的 字 例 

笔 法 的 分 析 介 绍 ， 可 以 看 出 古 人 写 字 的 笔 法 和 字 的 结 体 、 章 法 是 分 不 开 的 ， 把 它 们 两 者 结 合 起 来 ， 又 

把 笔 法 、 结 体 、 章 法 和 艺 术 风 格 结 合 起 来 ， 才 可 能 形 成 自 己 的 风 格 神 韵 。 例 如 笔 画 的 粗 拙 细 秀 ， 曲 弧 

线 和 平 直 线 ， 方 笔 和 圆 笔 ， 线 条 的 长 和 短 ， 结 体 的 大 小 和 纵 势 横 势 ， 点 画 的 增 减 和 移 位 ， 形 态 和 位 置 

等 等 的 处 理 ， 都 是 与 艺 术 神 韵 不 可 分 的 ， 只 有 懂 得 其 中 的 道 理 和 规 律 ， 才 能 对 隶 书 的 笔 法 技 巧 有 真 

正 的 理 解 。 我 们 详 细 分 析 、 解 剖 此 碑 字 例 点 画 的 笔 法 技 巧 ， 目 的 是 提 高 我 们 的 眼 力 。 只 有 高 的 眼 力 

才 能 懂 得 鉴 别 书 艺 的 水 平 ， 分 得 清 优 劣 ， 这 对 临 摹 范 帖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 对 于 隶 书 的 创 作 就 更 为 重 要 

了 。 只 有 提 高 对 隶 书 的 技 法 的 具 体 理 解 ， 提 高 对 隶 书 艺 术 的 修 养 ， 又 通 过 不 断 地 临 摹 ， 精 熟 地 掌 握 隶 

书 的 技 法 ， 才 能 不 断 提 高 隶 书 的 临 摹 和 创 作 水 平 。 

第 三 ， 我 们 说 《 张 迁 碑 》 是 汉 隶 书 碑 中 的 一 种 ， 我 们 对 它 的 点 画 笔 法 等 作 了 具 体 的 分 析 和 介 绍 ， 

使 我 们 了 解 隶 书 的 一 般 笔 法 规 律 性 ， 但 是 这 只 是 一 种 风 格 。 它 可 以 代 表 一 类 风 格 ， 但 不 能 代 表 汉 隶 

书 名 碑 范 帖 的 所 有 风 格 。 掌 握 《 张 迁 碑 》 的 技 法 和 风 格 ， 这 是 进 入 隶 书 艺 术 的 重 要 的 一 步 。 我 们 借 用 

《 张 迁 碑 》 的 笔 法 、 结 体 等 技 法 所 创 作 的 隶 书 作 品 ， 也 只 能 说 是 模 仿 性 的 ， 要 探 索 性 地 创 作 具 有 自 己 

个 性 或 独 特 性 的 风 格 ， 还 要 继 续 研 究 其 它 隶 书 范 帖 和 汉 隶 名 碑 。 何 况 每 个 人 因 经 历 、 审 美 兴 趣 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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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个 人 选 择 的 名 碑 范 帖 也 会 不 一 样 。 所 以 我 们 同 时 也 要 提 醒 学 习 者 ， 要 通 过 我 们 介 绍 剖 析 《 张 迁 

碑 》 的 笔 画 笔 法 ， 触 类 旁 通 ， 要 学 会 研 究 分 析 笔 画 等 技 法 的 方 法 ， 并 不 是 说 只 提 倡 大 家 都 去 学 《 张 迁 

碑 》 ， 这 是 要 特 地 说 明 一 句 ， 我 们 将 在 以 后 篇 幅 中 对 此 加 以 探 讨 和 弥 补 。 

第 四 ， 我 们 在 分 析 介 绍 《 张 迁 碑 》 的 笔 法 当 中 已 涉 及 到 此 碑 结 体 的 一 些 问 题 ， 例 如 根 据 章 法 上 下 

字 的 大 小 、 笔 势 要 求 ， 此 碑 作 者 是 如 何 处 理 字 的 结 体 构 架 的 ， 如 何 影 响 大 小 、 粗 细 、 位 置 和 用 笔 的 。 但 

是 毕 竟 不 是 全 面 的 研 究 《 张 迁 碑 》 的 结 构 间 架 的 。 结 体 和 笔 法 虽 然 作 为 研 究 来 说 是 可 以 分 别 加 以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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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的 ， 但 实 践 证 明 ， 笔 法 和 结 体 是 很 难 分 开 的 。 一 种 作 品 的 独 特 风 格 总 是 和 它 的 结 体 、 笔 法 不 可 分 

的 ， 至 于 结 体 和 笔 法 对 书 法 艺 术 那 种 更 为 重 要 ， 书 界 常 常 出 现 不 同 的 看 法 ， 其 实 这 是 很 难 说 的 ， 作 为 

艺 术 风 格 有 机 组 成 的 结 体 和 笔 法 ， 同 样 都 是 很 重 要 的 。 不 过 ， 从 传 统 观 点 上 说 ， 都 认 为 笔 法 最 为 重 

要 ， 而 现 代 有 的 名 书 家 认 为 结 体 更 为 重 要 ， 认 为 结 体 符 合 美 的 规 律 就 已 经 成 功 一 半 。 在 实 践 中 ， 如 何 

使 隶 书 的 结 体 美 ， 自 然 是 重 要 的 ， 但 是 如 果 笔 法 不 得 当 ， 仍 然 不 能 达 到 写 好 字 的 目 的 。 何 况 对 如 何 符 

合 美 的 规 律 ， 各 人 有 各 人 的 看 法 。 例 如 有 人 主 张 只 要 结 体 符 合 黄 金 分 割 律 就 是 符 合 美 的 规 律 ， 是 写 

好 书 法 作 品 的 一 条 基 本 规 律 ； 有 人 则 认 为 残 缺 也 是 一 种 美 ， 具 有 金 石 趣 味 ， 更 能 吸 引 人 。 其 实 ， 规 矩 

完 整 符 合 规 律 固 然 是 美 的 ， 而 残 缺 错 落 突 破 常 规 何 尝 不 具 有 艺 术 性 ， 只 是 每 人 审 美 兴 趣 不 同 而 已 ， 

不 必 绝 对 化 。 但 是 初 学 者 还 是 要 先 从 平 正 规 矩 的 范 帖 入 手 。 下 一 节 我 们 将 对 隶 书 结 体 和 章 法 进 行 

分 析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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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隶 书 的 结 体 和 章 法 

字 的 结 体 犹 如 建 筑 的 结 构 和 构 架 ， 它 决 定 建 筑 的 基 本 风 貌 ， 如 民 房 、 楼 台 、 佛 殿 、 教 堂 的 构 架 都 

不 同 ， 它 会 影 响 和 决 定 建 筑 的 基 本 格 调 。 但 它 不 是 影 响 和 决 定 建 筑 基 本 风 貌 的 唯 一 因 素 ， 材 料 、 装 

饰 、 工 艺 水 平 等 等 都 是 影 响 和 决 定 风 貌 很 重 要 的 因 素 。 所 以 ， 字 的 结 体 的 点 画 间 架 安 排 和 笔 法 、 墨 

色 ， 与 书 法 的 风 貌 都 有 着 重 要 的 关 系 。 如 汉 碑 隶 书 中 《 张 迁 碑 》 、 《 石 门 颂 》 、 《 曹 全 碑 》 、 《 封 龙 山 碑 》 等 

等 ， 间 架 点 画 安 排 均 不 同 ， 所 以 风 貌 都 不 一 样 ， 当 然 这 都 与 笔 法 技 巧 、 章 法 不 可 分 的 。 正 因 为 结 体 是 

这 样 的 重 要 ， 学 习 隶 书 必 须 先 研 究 隶 书 各 种 范 帖 结 体 的 特 点 。 临 摹 一 种 范 帖 ， 也 要 先 研 究 范 帖 的 结 

体 有 哪 些 特 点 。 譬 如 《 张 迁 碑 》 的 朴 茂 苍 浑 ， 《 石 门 颂 》 的 舒 展 飘 逸 ， 《 曹 全 碑 》 的 紧 密 秀 巧 等 等 风 格 。 它 

们 的 结 体 点 画 安 排 如 何 表 现 出 不 同 的 风 格 以 及 它 们 的 艺 术 趣 味 ， 对 此 ， 如 果 我 们 都 理 解 了 ， 并 知 道 

它 们 处 理 的 规 律 和 道 理 ， 那 么 我 们 不 管 是 临 摹 或 创 作 ， 写 起 来 就 会 心 中 有 数 ， 不 会 盲 目 了 。 

隶 书 结 体 也 和 其 它 书 体 一 样 ， 其 点 画 安 排 大 体 说 来 也 可 分 两 大 类 ： 一 类 是 比 较 平 整 规 矩 的 ， 如 

《 礼 器 碑 》 、 《 曹 全 碑 》 、 《 封 龙 山 碑 》 、 《 张 景 碑 》 等 等 ， 其 点 画 结 体 都 是 在 平 整 规 矩 中 的 变 化 ， 或 笔 画 写 

的 收 敛 紧 缩 ， 或 写 的 外 展 开 扩 ， 但 点 画 安 排 都 是 比 较 平 整 。 另 一 类 是 点 画 安 排 错 落 变 化 的 ， 如 《 张 迁 

碑 》 、 《 鲜 于 璜 碑 》 、 《 石 门 颂 》 、 《 衡 方 碑 》 等 等 ， 或 点 画 错 落 ， 或 章 法 、 大 小 变 化 ， 是 在 错 落 中 求 平 衡 统 

一 。 当 然 ， 这 两 类 结 体 均 不 是 绝 对 的 ， 只 是 从 大 格 调 中 的 结 体 倾 向 来 说 ， 每 种 范 帖 的 技 法 都 会 千 差 万 

别 ， 很 少 雷 同 的 。 

隶 书 的 结 体 和 章 法 ， 不 管 是 基 本 平 整 结 构 或 是 错 落 结 构 ， 都 会 有 它 们 的 共 同 规 律 。 如 因 字 立 形 、 

主 偏 结 体 的 独 立 和 避 就 、 点 画 的 交 错 和 呼 应 ， 结 体 点 画 的 收 和 放 、 疏 和 密 等 等 ， 都 是 结 体 时 规 律 性 的 

法 则 ， 在 书 写 过 程 中 是 离 不 开 这 些 法 则 的 。 

隶 书 的 章 法 是 与 字 的 结 体 不 可 分 的 。 因 为 章 法 是 由 每 件 作 品 中 的 每 个 字 组 成 的 ， 从 某 种 意 义 

说 ， 字 的 结 体 决 定 了 章 法 。 如 笔 画 少 、 结 体 小 ， 就 会 产 生 疏 、 虚 ； 字 体 大 、 笔 画 多 就 会 产 生 密 、 实 。 所 谓 

“ 计 白 当 黑 ” 就 是 这 个 道 理 。 字 写 得 密 、 实 ， 即 黑 多 白 少 ， 反 之 则 白 多 黑 少 ， 就 形 成 章 法 中 茂 密 和 疏 朗 

两 种 倾 向 。 但 茂 密 中 也 要 有 疏 朗 之 处 ， 疏 朗 中 也 要 有 茂 密 之 处 ， 这 才 是 符 合 自 然 规 律 。 如 隶 书 结 体 

因 字 立 形 ， 即 根 据 字 的 结 体 或 纵 势 或 横 势 ， 或 平 整 或 错 落 ， 哪 些 笔 画 放 ， 哪 些 笔 画 收 ， 点 画 的 态 势 ， 穿 

插 呼 应 ， 这 些 都 会 和 章 法 的 疏 密 、 平 整 和 错 落 有 着 密 切 的 关 系 。 这 是 指 结 体 和 章 法 的 关 系 来 说 。 章 

法 也 有 自 己 的 规 律 ， 由 于 隶 书 是 扁 方 形 ， 故 字 距 一 般 比 行 距 偏 大 。 字 距 、 行 距 的 大 小 决 定 章 法 疏 密 的 

不 同 ， 又 形 成 作 品 风 格 的 不 同 。 结 体 小 ， 字 距 、 行 距 大 ， 则 属 疏 朗 的 ； 字 体 大 而 外 拓 ， 字 距 、 行 距 又 比 较 

小 ， 则 属 茂 密 的 。 这 是 指 总 体 而 言 ， 其 中 有 的 字 距 大 、 行 距 比 较 小 的 ， 也 有 字 距 行 距 相 等 的 ， 还 有 行 距 

大 于 字 距 的 等 等 不 同 。 还 有 种 章 法 错 落 ， 字 距 行 距 无 规 则 的 茂 密 布 局 ， 如 《 开 通 褒 斜 道 刻 石 》 那 种 较 

罕 见 的 早 期 章 法 。 下 面 就 隶 书 的 结 体 和 章 法 的 有 关 问 题 做 一 些 解 释 。 

1． 隶 书 的 结 体 

隶 书 的 结 体 ， 有 单 体 的 ， 有 多 体 的 ， 其 中 有 左 右 ， 有 上 下 ， 有 错 综 由 多 个 部 分 组 成 的 ， 这 多 种 结 体 

又 要 求 平 衡 中 求 变 化 ， 变 化 中 求 平 衡 。 不 管 是 平 整 的 或 错 落 的 结 构 ， 都 要 求 统 一 中 求 变 化 。 如 何 才 

能 做 到 字 的 结 体 中 各 个 笔 画 既 要 组 成 平 衡 统 一 ， 又 要 在 平 衡 统 一 中 有 丰 富 的 变 化 ， 就 要 靠 各 个 点 画 

中 的 收 和 放 ， 密 与 疏 ， 长 和 短 ， 斜 和 正 ， 粗 和 细 ， 挪 让 和 呼 应 ， 纵 势 和 横 势 等 辩 证 地 统 一 成 整 体 。 

（ 1） 单 体 结 构 

单 体 结 构 的 字 ， 一 般 笔 画 较 少 ， 反 而 不 容 易 安 排 ， 难 度 大 。 要 注 意 字 的 重 心 稳 定 ， 笔 画 间 的 长 短 、 

斜 正 、 粗 细 等 都 要 注 意 变 化 和 呼 应 ， 特 别 要 注 意 适 度 ， 即 是 说 ， 笔 画 的 长 短 、 斜 正 、 粗 细 都 要 非 常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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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 ， 不 可 超 越 度 数 。 超 越 了 即 会 产 生 重 心 不 稳 定 ， 点 画 不 协 调 。 如 ： 

“ 人 ” 字 只 两 笔 ， 左 短 右 长 ， 左 收 右 放 ， 左 撇 收 笔 藏 锋 ， 右 捺 笔 收 笔 出 锋 ， 斜 曲 合 度 ， 故 重 心 稳 定 又 

有 变 化 。 其 左 “ 人 ” 字 态 势 左 撇 短 ， 捺 笔 向 右 直 伸 而 取 右 势 。 其 右 “ 人 ” 字 ， 左 撇 短 而 重 ， 特 别 在 收 笔 处 ， 

而 右 捺 笔 起 笔 时 有 个 往 上 曲 笔 曲 势 ， 笔 画 也 较 长 而 重 ， 全 字 平 整 中 有 变 化 。 《 张 迁 碑 》 仅 两 笔 的 “ 人 ” 

字 写 出 如 此 丰 富 的 变 化 是 极 不 容 易 的 。 （ 见 图 75） 

“ 上 ” 字 三 画 ， 一 竖 两 横 ， 左 收 右 放 ， 左 轻 右 重 ， 重 心 稳 定 ， 左 右 拓 展 ， 方 中 有 圆 ， 方 圆 并 用 。 竖 笔 是 

关 键 ， 竖 笔 适 度 才 能 重 心 稳 定 。 就 两 个 “ 上 ” 字 看 ， 右 “ 上 ” 竖 画 偏 中 ， 结 体 较 平 整 ， 上 边 竖 画 和 短 横 笔 

画 较 重 ， 下 长 横 画 起 收 笔 重 ， 一 波 三 折 较 平 衡 ， 故 显 得 平 整 稳 重 。 左 “ 上 ” 字 竖 画 偏 左 ， 但 由 于 波 磔 笔 

起 笔 重 ， 中 间 曲 度 大 ， 线 条 细 ， 而 燕 尾 收 笔 重 但 收 笔 出 锋 平 整 ， 故 笔 势 向 右 但 能 平 衡 ， 重 心 也 能 稳 定 。 

“ 上 ” 字 虽 笔 画 少 结 体 简 单 而 变 化 则 多 。 （ 见 图 76） 

“ 八 ” 字 两 笔 ， 或 左 重 右 轻 ， 或 右 重 左 轻 ， 或 右 长 左 短 ， 三 个 “ 八 ” 字 三 种 态 势 、 三 种 笔 法 而 都 能 重 

心 稳 定 。 起 笔 时 左 撇 右 捺 相 互 呼 应 而 且 用 笔 细 致 巧 妙 ， 收 笔 时 形 态 各 异 ， 或 出 锋 ， 或 方 笔 ， 或 方 中 带 

圆 。 右 “ 八 ” 字 笔 画 较 平 正 ， 使 撇 捺 笔 往 左 右 拓 展 ， 重 心 在 虚 处 的 中 心 ， 笔 画 端 丽 稳 妥 。 中 “ 八 ” 左 撇 起 

笔 高 ， 用 笔 厚 重 ， 收 笔 时 朴 拙 ， 右 捺 笔 画 短 ， 用 笔 浑 朴 而 处 横 势 ， 能 做 到 纵 横 协 调 ， 险 中 化 夷 ， 重 心 靠 

左 。 左 “ 八 ” 字 又 是 一 种 态 势 ， 结 体 扁 平 ， 左 右 拓 展 ， 右 捺 起 笔 稍 高 ， 收 笔 往 上 挑 出 锋 ， 左 撇 起 笔 低 ， 态 

势 往 右 ， 用 笔 方 中 有 圆 ， 重 心 靠 右 。 结 体 和 笔 法 都 十 分 用 心 考 究 。 （ 见 图 77） 

“ 中 ” 字 四 笔 ， 是 纵 势 的 独 体 字 。 四 周 有 框 线 ， 中 间 一 竖 画 ， 易 于 重 心 稳 定 ， 没 有 多 大 的 困 难 。 但 

是 如 何 变 化 写 的 不 呆 板 就 不 太 容 易 了 。 右 “ 中 ” 字 ， 边 框 四 角 不 仅 用 笔 变 化 ， 形 态 也 不 同 。 有 方 笔 转 

角 ， 用 几 次 转 折 成 两 个 斜 角 ； 有 的 方 中 带 圆 笔 ； 有 的 起 笔 出 锋 成 锐 角 。 中 间 竖 画 用 笔 厚 重 ， 上 短 下 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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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笔 方 中 有 圆 ， 收 笔 圆 笔 ， 显 得 力 量 下 沉 ， 重 心 稳 定 。 左 “ 中 ” 字 写 的 较 小 ， 四 角 基 本 是 方 中 带 圆 笔 ， 只 

有 上 横 画 有 提 按 变 化 ， 有 趣 的 是 中 间 竖 画 ， 上 起 笔 纯 是 方 笔 直 角 ， 下 收 笔 方 中 有 圆 斜 向 左 ， 像 一 个 木 

桩 ， 本 来 竖 画 下 部 分 短 ， 重 心 不 易 稳 定 ， 而 这 样 处 理 倒 加 重 稳 定 感 。 （ 见 图 78） 

“ 月 ” 字 结 体 是 纵 势 半 围 框 ， 一 般 说 重 心 也 容 易 稳 定 ， 但 并 不 容 易 变 化 。 右 边 “ 月 ” 字 右 竖 笔 往 里 

倾 ， 用 笔 又 细 还 有 涩 笔 ， 左 竖 画 也 往 内 斜 下 后 才 用 曲 笔 往 左 上 ， 这 两 竖 画 往 内 下 就 产 生 平 中 变 奇 ， 重 

心 不 大 稳 定 ， 犹 如 一 个 快 散 腿 的 柜 子 ， 但 由 于 内 倾 斜 度 掌 握 得 好 ， 又 加 上 左 竖 曲 笔 的 曲 势 和 厚 重 ， 这 

样 又 增 加 稳 定 感 ， 像 一 个 跛 足 ， 虽 是 跛 但 还 是 化 险 为 夷 站 住 了 。 左 边 “ 月 ” 字 写 的 较 平 稳 ， 笔 画 也 较 匀 

称 ， 只 是 左 撇 的 曲 笔 增 加 其 变 化 ， 故 重 心 更 为 稳 定 ， 是 一 种 平 整 中 的 变 化 。 （ 见 图 79） 

“ 公 ” 字 为 五 笔 横 势 的 独 体 字 。 从 字 结 体 来 说 ， 左 右 笔 画 均 匀 对 称 ， 故 易 于 平 正 ， 重 心 也 容 易 稳 

定 ， 但 如 何 写 的 不 呆 板 而 有 变 化 就 不 容 易 了 。 右 边 “ 公 ” 字 ， 上 边 左 撇 右 捺 ， 写 的 开 阔 拓 展 ， 左 撇 稍 长 ， 

右 捺 稍 短 但 中 间 厚 重 ， 起 收 笔 都 出 锋 ， 厚 重 中 有 秀 巧 。 左 撇 稍 长 ， 起 收 笔 都 方 中 有 圆 ， 其 起 笔 势 往 上 

延 伸 ， 重 心 正 对 下 部 分 锐 角 中 心 的 上 面 。 重 心 稳 重 ， 下 部 分 成 正 三 角 ， 中 心 是 锐 角 ， 左 右 用 方 笔 或 方 

中 带 圆 ， 右 角 转 折 有 个 变 化 ， 因 有 这 些 笔 法 上 变 化 ， 所 以 虽 是 正 三 角 ， 但 不 显 呆 板 ， 上 放 下 收 ， 上 密 下 

疏 ， 但 总 的 说 ， 此 “ 公 ” 字 写 得 平 正 拓 展 ， 落 落 大 方 。 左 边 “ 公 ” 字 变 化 更 加 丰 富 ， 为 了 使 两 个 “ 公 ” 字 写 

得 不 同 ， 有 变 化 ， 将 此 “ 公 ” 字 上 撇 捺 写 得 更 平 ， 左 重 右 轻 ， 右 起 笔 成 方 笔 ， 收 笔 出 锋 ， 左 撇 起 笔 成 出 锋 

锐 角 ， 收 笔 藏 锋 成 顿 笔 回 锋 势 ， 这 样 写 是 为 下 面 三 角 ： 一 是 将 三 角 的 笔 画 写 的 很 满 ， 占 据 上 两 画 下 面 

所 有 空 间 ， 并 将 上 角 提 高 到 撇 捺 起 笔 的 高 度 ， 上 密 下 疏 。 二 是 三 角 的 右 画 用 中 锋 回 撇 ， 线 条 粗 重 和 左 

边 形 成 粗 细 对 比 。 下 两 角 的 左 角 方 笔 的 笔 画 细 ， 右 角 圆 笔 的 笔 画 粗 ， 形 成 多 种 的 变 化 。 （ 见 图 80） 

我 们 举 了 以 上 单 体 字 例 子 ， 其 妙 处 不 是 都 能 用 文 字 表 达 出 来 的 ， 读 者 需 细 细 观 察 体 会 ， 深 入 认 

识 ， 从 中 体 察 其 法 则 和 规 律 的 具 体 运 用 。 

（ 2） 并 列 结 构 

在 并 列 结 构 的 结 体 字 中 ， 也 有 许 多 种 情 况 。 有 主 副 并 列 的 ， 副 笔 有 在 左 边 或 在 右 边 的 ， 有 双 体 并 

列 的 ， 有 三 体 并 列 的 等 等 结 体 。 

左 副 右 主 并 列 结 构 ， 如 “ 陈 ” 字 ， 双 耳 旁 ， 是 左 副 右 主 的 结 构 ， 左 旁 约 占 全 字 三 分 之 一 位 置 ， 右 主 

约 占 三 分 之 二 。 这 里 “ 陈 ” 字 写 成 正 方 形 ， 故 耳 旁 沿 用 篆 书 习 惯 写 成 一 竖 二 口 ， “ 东 ” 字 上 下 收 紧 ， 中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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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 ” 字 上 端 横 画 左 短 右 长 ， 左 短 是 为 了 避 让 耳 旁 ， 使 两 者 中 有 个 空 间 ， “ 东 ” 字 左 撇 略 伸 进 耳 旁 下 部 

空 处 ， 既 增 加 主 副 间 的 联 系 ， 又 不 使 耳 旁 空 间 过 空 ， 但 斜 撇 不 能 过 长 ， 故 起 笔 紧 靠 主 体 的 竖 画 ， 使 耳 

旁 下 部 留 有 一 定 空 间 ， 否 则 全 字 就 过 实 而 密 。 右 捺 则 离 中 心 竖 画 远 才 起 笔 ， 略 伸 外 面 ， 使 主 体 “ 东 ” 字 

左 右 平 衡 ， 重 心 稳 定 。 长 竖 收 笔 往 左 撇 ， 也 是 使 右 边 让 出 空 间 ， 与 左 边 空 间 产 生 平 衡 ， 形 成 有 疏 有 密 

的 黑 白 关 系 （ 见 图 81- ① ） 。 “  ” 、 “ 阳 ” 字 属 同 类 型 的 。 

“  ” 字 强 调 耳 旁 ， 占 了 五 分 之 二 位 置 ， 笔 画 粗 拙 ， 都 是 方 笔 ， “ 巿 ” 字 除 三 笔 竖 笔 笔 势 斜 往 左 ， 与 

左 耳 旁 竖 笔 笔 势 一 致 外 ， 笔 画 之 间 都 似 乎 相 对 独 立 ， 但 总 体 看 仍 然 是 个 整 体 。 这 除 主 副 两 体 笔 画 之 

间 笔 断 意 连 的 因 素 以 外 ， 主 要 原 因 是 主 副 两 体 间 的 空 间 适 度 。 距 离 近 了 则 感 到 结 体 紧 促 ； 距 离 大 了 

则 主 副 之 间 又 分 成 两 部 分 。 （ 见 图 81- ② ） 

“ 阳 ” 字 笔 画 多 ， 特 别 是 下 部 分 “ 勿 ” 字 笔 画 紧 密 ， 所 以 耳 旁 竖 画 拉 长 可 以 让 出 大 块 空 间 ， 收 笔 又 

用 往 外 曲 笔 ， 使 空 间 有 变 化 ， 使 上 部 分 “ 日 ” 字 与 耳 旁 之 间 方 形 的 空 白 上 下 呼 应 ， 形 成 全 字 的 疏 和 密 。 

主 副 之 间 主 要 通 过 “ 勿 ” 字 第 一 笔 伸 入 耳 旁 相 粘 连 ， 如 无 这 笔 联 系 主 副 之 间 就 分 开 了 。 （ 见 图 81-③ ） 

“ 隐 、 除 、 陕 ” 三 字 耳 旁 是 当 时 的 一 般 写 法 ， 现 代 还 在 沿 用 ， 这 当 然 是 为 了 避 免 重 复 太 多 。 从 这 三 

字 主 副 结 构 中 明 显 地 看 出 避 就 关 系 ， 如 “ 隐 ” 字 ， 耳 旁 竖 画 短 而 斜 向 左 收 笔 ， 主 体 第 三 横 画 长 ， 上 两 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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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 短 ， 让 耳 旁 第 一 横 画 伸 进 主 体 部 分 ， 看 出 其 点 画 避 就 的 关 系 ， 全 字 左 疏 右 密 ， 特 别 “ 心 ” 字 三 点 处 

理 ， 左 虚 右 实 ， 形 成 虚 实 变 化 。 “ 除 ” 字 耳 旁 短 ， 伸 入 “ 余 ” 字 左 撇 的 上 空 。 “ 陕 ” 字 的 上 横 画 左 短 右 长 都 

是 为 了 避 就 关 系 。 （ 见 图 81-④ ～ ⑥ ） 

“ 治 ” 字 是 左 副 右 主 并 列 结 构 ， 通 过 笔 势 的 呼 应 ， 使 主 副 两 部 分 成 一 整 体 。 三 点 水 长 短 不 同 ， 但 总 

的 笔 势 的 趋 向 都 指 向 主 体 部 分 ， 笔 断 意 连 。 三 点 水 旁 第 一 点 是 短 撇 点 ， 笔 势 朝 “ 台 ” 字 三 角 的 正 锐 角 ， 

第 二 长 撇 收 笔 部 分 笔 势 也 指 向 “ 台 ” 字 三 角 的 正 锐 角 ， 第 三 撇 的 收 笔 则 和 “ 口 ” 字 左 上 角 相 呼 应 ， 重 心 

稳 定 而 笔 画 变 化 ， 但 结 体 总 的 是 平 整 的 。 （ 见 图 82-① ） 

“ 落 ” 字 把 三 点 水 放 在 “ 草 ” 头 的 下 面 ， 像 把 伞 将 主 副 两 部 分 组 成 一 个 整 体 ， 上 部 分 笔 画 开 放 ， 三 

点 水 只 写 成 小 点 ， 而 “ 各 ” 字 则 笔 画 多 且 收 得 紧 密 ， 形 成 疏 密 、 虚 实 的 变 化 。 （ 见 图 82-② ） 

“ 温 ” 字 三 点 水 和 横 长 画 是 避 就 关 系 。 形 成 左 疏 右 密 的 虚 实 ， 而 主 体 部 分 的 “ 内 ” 和 “ 四 ” 字 左 边 写 

成 一 笔 竖 画 ， 形 成 弯 曲 ， 但 右 边 竖 画 却 是 平 直 ， 分 两 笔 写 ， 上 细 下 粗 ， 上 竖 往 里 ， 下 竖 往 外 ， 最 后 一 横 

画 左 边 超 长 ， 重 心 稳 定 ， 形 成 结 体 的 独 具 特 点 。 （ 见 图 82-③ ） 

“ 汉 ” 字 三 点 水 旁 前 二 点 笔 势 往 外 ， 只 有 第 三 点 才 往 里 ， 似 乎 与 主 体 部 分 脱 离 ， 但 因 下 部 分 采 用 

左 右 两 点 ， 而 上 边 写 成 草 字 头 ， 形 成 一 个 上 、 左 、 下 各 点 画 组 成 的 半 围 框 ， 因 而 在 视 觉 上 造 成 整 体 感 。 

结 体 平 整 中 有 变 化 。 （ 见 图 82-④ ） 

“ 淑 ” 字 点 画 安 排 非 常 讲 究 ， 三 点 水 旁 各 点 形 态 不 同 但 统 一 ， 笔 断 意 连 ， 通 过 上 点 和 下 点 又 与 主 

体 发 生 联 系 ， 主 体 部 分 点 画 纵 横 穿 插 ， 相 互 呼 应 ， 疏 密 变 化 ， 收 放 结 合 ， 短 长 相 间 ， 形 成 很 有 趣 的 布 

局 。 （ 见 图 82- ⑤ ） 

“ 流 ” 字 ， 水 旁 三 点 态 势 都 向 主 体 上 面 中 心 点 ， 使 主 副 两 部 分 呼 应 统 一 ， 再 加 主 体 下 部 分 两 点 组 

合 成 一 个 角 形 ， 与 曲 钩 形 成 平 衡 一 致 ， 结 体 平 整 。 （ 见 图 82-⑥ ） 

“ 张 ” 字 ， 也 是 主 副 并 列 结 构 。 《 张 迁 碑 》 在 处 理 此 字 时 ， 有 意 放 开 “ 弓 ” 旁 ， 甚 至 比 “ 长 ” 主 体 更 大 更 

拓 展 。 左 放 右 收 ， 左 疏 右 密 ， 结 体 上 化 平 为 奇 ， 奇 正 相 间 。 其 实 此 字 用 笔 很 随 意 、 自 然 ， 趣 味 自 生 ， 主 

副 之 间 只 有 横 画 联 系 ， 便 形 成 整 体 感 。 “ 长 ” 字 下 部 分 的 右 撇 改 写 为 一 点 ， 也 极 有 趣 味 ， 唯 独 此 点 在 全 

字 笔 画 中 最 小 ， 但 它 却 更 加 突 出 ， 更 为 有 趣 。 有 趣 在 于 所 有 笔 画 都 是 大 笔 落 墨 ， 唯 独 此 点 却 惜 墨 如 

金 ， 这 就 是 艺 术 中 平 中 有 奇 ， 表 现 出 作 者 的 艺 术 才 华 。 （ 见 图 83-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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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弦 ” 字 也 是 弓 字 旁 ， 结 体 安 排 点 画 “ 疏 能 走 马 ， 密 不 通 风 ” ， 线 条 穿 插 ， 刚 柔 并 济 ， 上 紧 下 疏 ， 主 副 

之 间 没 有 线 条 交 错 ， 只 是 上 头 画 横 靠 近 些 ， 而 下 部 分 则 距 离 大 。 本 来 “ 玄 ” 字 收 笔 只 是 短 竖 ， 现 改 写 曲 

钩 ， 这 样 两 个 曲 钩 的 笔 势 一 致 ， 使 主 副 形 成 一 体 ， 故 此 笔 是 平 中 之 奇 笔 ， 确 有 出 奇 制 胜 之 妙 。 （ 见 图 

83-② ） 

“ 疆 ” 字 “ 弓 ” 下 尚 有 “ 土 ” 字 ， 此 处 省 减 ， 两 字 通 用 ， 故 也 是 “ 弓 ” 字 旁 ， 字 本 身 主 体 笔 画 多 ， 副 体 笔 

画 少 ， 如 一 般 处 理 的 话 ， 则 把 “ 弓 ” 字 写 大 了 ， 以 便 和 主 体 相 称 ， 但 是 《 张 迁 碑 》 作 者 却 相 反 ， 把 “ 弓 ” 字 

写 得 更 小 ， 笔 画 收 紧 ， 而 “  ” 字 写 得 堂 堂 正 正 ， 把 收 笔 的 波 磔 笔 拉 长 ， 形 成 让 就 ， 使 “ 弓 ” 字 成 为 真 正 

的 陪 衬 ， 又 是 一 种 出 奇 制 胜 。 （ 见 图 83-③ ） 

“ 练 ” （ 繵 〈 音 缠 ， 两 字 相 通 〉 、 縺 、 绪 、 绥 、 纯 ） ， 纟 旁 ， 主 副 结 构 ， 副 旁 笔 画 放 而 结 体 小 ， 线 条 细 ， 主 体 

“ 东 ” 笔 画 多 而 主 要 笔 画 线 条 粗 重 ， 形 成 对 比 。 总 的 讲 笔 画 比 较 平 整 ， 重 心 稳 定 ， 虽 然 主 副 中 间 间 隔 较 

大 ， 但 斜 度 一 致 ， 又 因 “ 东 ” 字 左 撇 和 副 体 第 三 点 有 所 穿 插 ， 故 虽 然 虚 实 明 显 ， 但 仍 然 构 成 一 个 统 一 整 

体 。 （ 见 图 84-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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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笔 法 已 是 隶 书 的 写 法 。 在 这 里 所 以 用 古 体 之 形 ， 是 为 了 与 主 体 部 分 相 一 致 ， 《 集 韵 》 说 ： “ 缠 即 是 

“ 繵 ” 的 “ 糸 ” 旁 写 法 ， 沿 习 篆 字    “ ” 字 写 法 而 来 的 。 可 见 隶 书 中 有 部 分 字 还 保 持 篆 字 的 形 体 ， 



繵 ” ， 是 古 字 形 。 两 部 分 协 调 ， 结 体 平 整 ， 古 雅 古 韵 。 （ 见 图 84-② ） 

“ 縺 ” 字 ， 写 的 很 率 意 ， 副 旁 结 体 小 而 笔 势 向 主 体 ， 笔 画 收 紧 ， 秀 巧 。 主 体 “ 车 ” 字 结 体 紧 密 ， 而 主 副 

之 间 多 空 白 ， 形 成 左 右 紧 密 、 中 间 空 虚 ， 达 到 虚 实 变 化 。 从 左 到 右 成 为 一 头 小 一 头 大 的 斜 横 长 方 形 。 

虽 然 主 副 之 间 无 线 条 联 系 ， 但 从 态 势 上 形 成 统 一 结 体 。 （ 见 图 84-③ ） 

“ 绪 ” 字 主 副 之 间 ， 有 “ 者 ” 字 第 二 笔 长 横 画 穿 插 ， 各 点 画 笔 势 间 的 呼 应 ， 左 短 右 长 的 整 体 ， 统 一 中 

有 变 化 。 如 果 “ 纟 ” 旁 也 写 成 与 主 体 一 样 长 ， 结 体 就 会 呆 板 了 。 （ 见 图 84-④ ） 

“ 绥 ” 字 左 收 右 放 ， 副 体 小 主 体 大 ， 形 成 一 种 对 比 ， 而 副 体 下 收 上 放 ， 主 体 则 上 收 下 放 ， 又 形 成 一 

种 对 比 ， 使 整 体 虚 实 相 间 ， 点 画 洒 脱 有 序 。 （ 见 图 84-⑤ ） 

“ 纯 ” 字 副 旁 笔 画 多 而 主 体 却 笔 画 少 ， 故 成 并 列 结 体 ， “ 纟 ” 旁 笔 画 收 紧 中 也 有 下 收 上 放 ， 主 体 笔 

画 少 而 匀 称 ， 左 实 右 虚 ， 主 副 之 间 只 有 副 体 下 三 点 的 第 三 点 往 上 一 撇 与 主 体 呼 应 ， 形 成 一 体 。 （ 见 图 

84-⑥ ） 

左 主 右 副 并 列 结 构 。 如 ： 

“ 别 ” 是 左 主 右 副 结 构 ， 这 种 结 体 的 字 相 比 之 下 较 少 一 些 。 “ 别 ” 字 笔 画 较 少 ， 并 采 取 省 笔 的 写 法 ， 

把 “ 力 ” 字 写 成 一 曲 一 撇 ， 支 撑 上 边 的 “ 口 ” ， 本 来 重 心 不 稳 ， 但 因 有 右 边 两 笔 往 左 的 曲 笔 ， 从 整 体 看 重 

心 稳 定 ， 右 副 短 竖 连 长 竖 ， 加 曲 钩 使 两 笔 连 系 起 来 ， 如 分 开 则 散 了 。 主 副 间 空 白 大 ， 但 因 两 个 曲 笔 故 

能 和 主 体 形 成 一 体 ， 主 体 笔 画 厚 重 ， 副 体 线 条 较 细 且 少 ， 一 实 一 虚 ， 虚 实 相 间 。 （ 见 图 85） 

“ 孔 ” 字 也 是 左 主 右 副 结 构 ， 笔 画 也 较 少 ， 副 体 

只 是 一 竖 一 横 ， 写 得 较 小 ， 竖 笔 短 ， 横 捺 长 ， 两 者 长 

短 一 致 ， 形 成 一 个 方 形 的 空 间 。 “ 子 ” 字 横 画 和 斜 笔 

组 成 曲 笔 ， 横 斜 穿 插 ， 下 部 曲 钩 笔 画 厚 重 ， 故 能 重 

心 稳 定 。 左 右 结 体 虚 实 相 间 ， 大 小 协 调 。 （ 见 图 

86） 

左 右 并 列 结 构 ， 如 ： 

“ 讳 ” 字 ， 左 右 并 列 结 构 ， 各 占 空 间 比 例 一 半 。 

这 是 个 笔 画 很 容 易 平 板 的 字 ， 由 十 一 笔 横 画 和 七 

笔 短 竖 与 一 长 竖 画 组 成 ， 横 画 多 而 无 斜 捺 撇 笔 穿 

插 ， 故 不 易 变 化 。 此 字 笔 画 平 整 ， 全 靠 起 收 笔 和 线 

条 曲 直 、 粗 细 的 用 笔 来 加 以 变 化 ， 仍 能 不 显 得 呆 

板 ， 是 在 结 体 笔 画 平 正 中 的 变 化 。 如 “ 言 ” 旁 的 六 笔 横 画 ， 有 平 正 的 ， 有 弯 曲 的 。 在 用 笔 上 也 有 平 直 的 ， 

有 凝 重 的 。 “ 韦 ” 字 主 体 横 画 和 竖 画 的 笔 势 都 不 同 。 上 两 横 画 起 笔 笔 势 呼 应 形 成 一 组 ， 中 间 两 横 画 组 

成 “ 口 ” 字 一 组 ， “ 巾 ” 字 两 短 竖 与 “ 言 ” 字 “ 口 ” 字 笔 势 呼 应 ， 这 种 在 结 体 基 本 平 正 中 的 微 妙 变 化 ， 是 靠 

临 场 处 理 的 随 机 应 变 的 结 果 。 （ 见 图 87） 

“ 县 ” 字 ， 左 右 并 列 结 构 。 此 字 点 画 写 的 秀 巧 ， 在 平 正 笔 画 中 尽 可 能 加 以 变 化 。 如 左 旁 “ 县 ” 字 上 

部 “ 目 ” 不 仅 两 竖 画 写 成 斜 曲 笔 ， 上 大 下 小 ， 四 横 画 粗 细 、 曲 势 都 不 同 ， 且 三 、 四 横 画 间 加 上 短 竖 联 系 ， 

成 两 个 小 口 ， 笔 画 上 下 放 ， 中 间 紧 密 ， 左 旁 收 ， 右 边 放 ， 右 旁 又 是 上 放 下 收 ， 收 收 放 放 ， 形 成 虚 实 疏 密 

的 变 化 ， “ 幺 ” 部 分 写 的 很 平 直 ， 而 下 部 分 三 点 加 旁 两 点 写 的 很 有 变 化 ， 上 下 错 落 、 左 右 呼 应 、 方 圆 并 

用 ， 灵 巧 多 变 ， 多 姿 多 态 。 （ 见 图 88） 

“ 斯 ” 字 也 是 并 列 结 构 ， 左 密 右 疏 ， 上 放 下 收 。 “ 其 ” 字 四 横 画 的 上 下 长 画 起 笔 一 致 ， 收 笔 笔 画 、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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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不 同 而 态 势 一 致 ， 两 短 横 粗 细 不 同 且 下 短 横 和 

下 长 横 相 连 ， 形 成 下 密 上 疏 ， 下 两 撇 收 紧 而 背 势 。 

“ 斤 ” 字 笔 画 少 而 结 体 也 小 ， 左 边 竖 撇 写 的 较 短 ， 起 

收 笔 往 左 成 曲 势 ， 与 “ 其 ” 字 两 长 横 收 笔 呼 应 ， 特 别 

是 将 横 画 往 下 压 ， 空 出 上 面 大 块 空 间 ， 使 撇 点 处 其 

上 而 姿 态 像 只 小 帽 子 盖 其 上 ， 甚 有 趣 味 。 下 部 分 竖 

画 处 理 特 别 厚 重 ， 似 根 粗 柱 ， 并 顺 势 往 右 带 出 ， 使 

下 部 分 空 间 挤 满 ， 形 成 上 疏 下 密 ， 虚 实 相 间 ， 全 字 

结 体 基 本 平 正 而 变 化 ， 但 又 能 统 一 。 （ 见 图 89） 

“ 贱 ” 字 是 左 右 并 列 结 构 ， 两 部 分 笔 画 繁 杂 ， 左 

边 “ 贝 ” 字 自 然 结 体 平 正 ， 而 右 旁 “ 戔 ” 字 左 右 撇 捺 

穿 插 ， 这 种 结 构 的 字 如 何 结 体 造 型 有 趣 ， 是 很 难 布 

局 的 。 此 字 结 体 很 巧 妙 ， 平 中 有 奇 ， 奇 正 相 间 ， 奇 能 

平 正 。 左 旁 “ 贝 ” 字 ， 本 是 平 正 自 然 结 体 ， 而 写 得 奇 

险 ， 将 “ 贝 ” 字 左 右 竖 笔 本 是 直 竖 反 而 写 成 斜 竖 画 ， 

并 将 右 竖 起 笔 出 头 ， 收 笔 连 同 下 部 捺 笔 成 一 笔 ， 并 

将 左 撇 往 右 竖 笔 靠 近 ， 腾 出 左 边 空 间 ， 成 为 左 虚 右 

实 ， 上 放 下 收 。 而 右 旁 左 右 斜 撇 捺 穿 插 ， 故 结 体 反 

而 平 正 ， 所 以 能 够 重 心 稳 定 ， 尤 其 第 二 “ 戈 ” 字 的 捺 

笔 写 的 特 别 厚 重 ， 更 加 强 稳 定 感 ， 与 “ 贝 ” 字 斜 竖 笔 

形 成 一 个 “ 人 ” 字 的 态 势 ， 使 全 字 结 构 平 中 有 奇 ， 化 险 为 夷 ， 奇 正 相 间 。 （ 见 图 90） 

“ 乾 ” 字 左 右 并 列 结 构 ， 左 旁 “  ” 笔 画 多 ， 右 旁 “ 乞 ” 字 笔 画 少 。 左 旁 结 体 平 整 ， 右 旁 结 体 也 可 以 写 

得 平 整 ， 但 因 笔 画 少 ， 处 理 不 当 即 会 单 调 。 此 字 左 实 右 虚 ， 左 密 右 疏 ， 左 正 右 奇 ， 形 成 结 体 正 奇 相 间 ， 

疏 密 协 调 ， 平 中 有 险 ， 化 险 为 夷 。 左 旁 笔 画 厚 重 ， 起 笔 圆 ， 收 笔 方 ， 形 体 方 正 厚 重 ， 而 右 旁 “ 乞 ” ， 转 折 方 

硬 ， 上 部 分 笔 重 笔 画 粗 ， 下 部 分 起 笔 细 而 收 笔 捺 撇 重 ， 与 上 面 呼 应 ， 结 体 态 势 斜 而 能 中 心 稳 重 。 形 成 

全 字 奇 正 结 合 ， 疏 密 变 化 ， 虚 实 相 间 。 （ 见 图 91） 

三 体 并 列 结 构 ， 如 ： 

“ 徵 ” 字 三 体 并 列 结 构 ， 由 三 部 分 组 成 多 体 字 ， 这 种 结 体 的 字 ， 笔 画 多 ， 结 构 繁 杂 ， 需 要 精 心 安 排 。 

此 字 就 是 经 过 精 心 安 排 的 ， 将 双 人 旁 拆 开 与 中 心 部 分 笔 画 连 起 来 ， 把 双 人 旁 的 竖 画 改 为 撇 笔 并 与 中 

心 “ 王 ” 字 上 横 画 相 连 ， 将 上 部 分 二 撇 与 “ 王 ” 字 上 边 “ 山 ” 字 写 成 六 笔 撇 点 ， 相 互 呼 应 ， 长 短 错 落 ， 形 成 

上 密 下 疏 的 变 化 。 用 笔 方 面 ， 方 笔 圆 笔 相 互 结 合 ， 形 成 多 种 的 变 化 ， 给 人 造 成 左 主 右 副 结 构 的 印 象 ， 

实 际 都 是 三 体 并 列 的 变 化 结 果 。 右 旁 “ 文 ” 字 上 部 分 笔 画 平 正 ， 下 部 分 撇 捺 交 错 时 撇 笔 却 转 了 个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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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 ， 似 乎 没 有 多 少 道 理 ， 但 细 致 看 起 来 ， 如 无 这 弯 曲 笔 占 据 空 间 ， 全 字 就 显 得 松 散 了 ， 这 样 加 强 了 密 

度 正 好 与 左 边 上 部 分 密 集 点 相 照 应 ， 全 字 结 构 就 协 调 了 ， 所 以 这 笔 曲 钩 还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 见 图 92） 

“ 弼 ” 字 也 是 三 体 并 列 ， 两 旁 同 为 “ 弓 ” 字 ， 中 间 是 “ 百 ” 字 ， 按 自 然 结 体 很 容 易 写 成 平 正 呆 板 ， 但 经 

过 安 排 ， 此 字 能 在 平 正 中 极 尽 笔 画 的 变 化 ， 非 常 有 趣 味 。 二 张 “ 弓 ” 写 成 左 小 右 大 ， 左 “ 弓 ” 笔 画 收 紧 ， 

然 而 方 笔 居 多 ， 有 棱 有 角 ， 很 是 精 神 。 而 右 “ 弓 ” 旁 笔 画 放 开 ， 圆 笔 居 多 ， 方 圆 并 用 ， 正 与 左 “ 弓 ” 旁 形 成 

左 密 右 疏 ， 左 收 右 放 。 中 间 的 “ 百 ” 字 左 靠 左 “ 弓 ” 旁 而 笔 势 却 向 右 “ 弓 ” ， 整 个 形 态 左 长 右 短 ， 正 与 左 右 

“ 弓 ” 字 形 体 相 反 ， 安 排 非 常 巧 妙 。 （ 见 图 93） 

“ 卿 ” 字 也 是 三 体 并 列 结 构 ， 左 右 字 结 体 是 不 一 样 的 ， 左 边 是 “  ” ， 右 边 是 “ 卩 ” ， 而 此 字 处 理 ， 虽 

然 笔 画 未 见 增 删 ， 但 形 体 变 了 ， 把 左 右 两 个 不 同 形 体 偏 旁 写 成 左 右 对 称 的 “ 卩 ” 字 ， 左 放 右 收 ， 左 大 右 

小 ， 左 疏 右 密 。 其 实 也 有 区 别 ， 两 笔 竖 画 ， 左 竖 有 曲 笔 。 中 间 “ 艮 ” 字 ， 把 上 部 分 写 得 很 放 ， 占 据 大 部 分 

空 间 ， 而 下 空 部 分 的 两 点 写 成 很 小 的 两 撇 点 ， 腾 出 大 部 分 空 间 ， 造 成 全 字 上 部 分 密 集 ， 下 部 分 多 是 空 

白 。 而 上 部 分 又 是 左 右 两 个 大 小 不 同 的 空 间 方 块 。 整 字 结 体 方 正 中 有 变 化 ， 虚 实 相 间 ， 平 衡 呼 应 中 

有 斜 曲 、 疏 密 、 大 小 、 黑 白 的 变 化 ， 显 得 结 体 大 方 、 拓 展 、 洒 脱 而 有 韵 味 。 （ 见 图 94） 

“ 职 ” 字 是 “ 身 ” 、 “ 音 ” 、 “ 戈 ” 三 字 并 列 结 构 。 此 字 基 本 处 理 是 中 间 密 集 收 紧 ， 左 右 旁 笔 画 放 而 疏 ， 

形 成 “ 放 收 放 、 疏 密 疏 ” 的 节 奏 。 在 点 画 处 理 上 ， “ 身 ” 字 上 撇 提 高 ， 与 下 部 分 撇 笔 相 呼 应 ， 左 竖 画 伸 出 

横 短 画 ， 右 长 竖 画 的 收 笔 有 个 往 左 的 曲 势 照 应 。 “ 音 ” 首 笔 原 是 点 写 为 短 横 ， 六 个 横 画 都 成 不 同 度 数 

的 曲 笔 ， “ 日 ” 字 上 宽 下 窄 ， 同 首 横 画 曲 弧 度 相 呼 应 。 “ 戈 ” 字 上 横 画 和 下 部 分 撇 构 成 斜 角 ， 形 成 中 间 的 

大 块 空 白 ， 使 左 旁 显 得 疏 空 。 但 全 字 结 构 基 本 是 平 整 中 的 变 化 ， 靠 虚 实 、 点 画 的 呼 应 构 成 整 体 协 调 和 

节 律 感 与 韵 味 ， 全 字 格 调 洒 脱 伸 展 。 （ 见 图 95） 

（ 3） 上 下 结 构 

上 下 结 构 一 般 讲 是 自 然 结 体 中 纵 势 的 字 ， 也 分 上 下 两 体 结 构 ， 也 有 上 中 下 三 体 结 构 的 。 笔 画 较 

多 ， 不 易 安 排 ， 特 别 是 隶 书 字 形 扁 方 ， 要 使 纵 势 压 缩 成 扁 方 的 体 势 就 更 难 了 。 

上 下 两 部 分 结 构 

“ 声 ” 是 由 上 下 两 部 分 组 成 的 ， 上 部 分 为 “ 殸 ” ， 下 部 分 为 “ 耳 ” 。 上 部 分 笔 画 多 而 密 ， 下 部 分 长 而 

狭 。 故 此 字 安 排 ， 将 “ 殳 ” 字 延 长 ， 将 “ 耳 ” 字 深 入 中 心 ， 适 当 压 缩 ， 成 为 扁 方 形 ， 左 密 右 稀 ， 上 下 呼 应 ，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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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更 紧 密 ， “  ” 字 左 撇 往 左 ， “ 又 ” 字 捺 笔 往 右 ， 左 右 呼 应 ， 虚 实 相 间 ， 全 字 笔 画 穿 插 呼 应 ， 统 一 协 调 。 

（ 见 图 96） 

“ 震 ” 字 ， 由 “ 雨 ” 和 “ 辰 ” 字 上 下 两 部 分 组 成 。 是 个 纵 体 字 。 《 张 迁 碑 》 这 “ 震 ” 字 是 通 过 省 减 笔 画 的 

办 法 来 协 调 上 下 两 部 分 结 体 的 空 间 。 写 得 有 龙 虎 之 姿 ， 雄 强 威 武 ， 极 赋 精 神 。 它 把 “ 雨 ” 字 中 间 四 点 

省 减 成 一 横 画 ， 把 两 个 横 画 相 连 ， 两 个 竖 画 两 头 往 外 伸 中 间 内  ， 显 示 出 雄 强 的 架 势 。 下 部 分 “ 辰 ” 字 

三 横 画 增 加 一 竖 ， 使 与 上 面 呼 应 ， 长 撇 写 得 十 分 厚 重 往 外 拓 成 曲 势 ， 捺 笔 加 重 ， 与 撇 相 照 应 ， 其 它 笔 

画 收 的 紧 ， 有 张 有 弛 。 上 部 分 雨 字 四 画 与 下 部 分 的 撇 捺 极 力 写 得 雄 强 有 姿 往 外 伸 展 ， 构 成 外 围 的 架 

势 ， 中 心 笔 画 极 力 收 缩 ， 形 成 疏 密 、 虚 实 的 空 间 ， 可 说 是 经 过 十 分 精 心 设 计 的 。 （ 见 图 97） 

“ 崇 ” 字 由 “ 山 ” 和 “ 宗 ” 上 下 字 组 成 。 全 字 笔 画 较 少 ， 结 构 比 较 简 单 ， 但 要 写 出 格 调 和 趣 味 也 不 容 

易 。 此 字 写 法 ， 上 收 下 放 ， 上 紧 密 下 疏 宽 ， 把 “ 山 ” 字 尽 量 压 缩 空 间 ， 使 它 密 得 不 能 再 密 了 ， 并 与 “ 宗 ” 字 

通 过 中 心 竖 画 连 在 一 起 ， 而 左 右 两 竖 画 把 下 面 空 间 框 住 ， 如 果 二 横 画 写 长 了 就 将 全 字 写 笨 了 ， 故 将 

两 画 写 的 不 长 不 短 ， 恰 到 好 处 ， 上 画 起 笔 靠 左 ， 下 画 收 笔 靠 右 ， 两 横 画 稍 错 开 ， 避 免 平 正 呆 板 ， 把 “ 小 ” 

字 写 成 三 点 ， 与 上 两 横 画 形 成 静 动 的 对 比 。 二 横 画 相 比 之 下 处 于 静 态 ， 三 点 显 示 出 动 态 ， 并 与 “ 山 ” 字 

左 右 两 斜 点 相 呼 应 。 全 字 形 成 虚 实 、 动 静 的 节 奏 。 （ 见 图 98） 

“ 鲁 ” 字 由 上 部 分 “ 鱼 ” 字 和 下 部 分 “ 日 ” 字 组 成 。 此 字 不 易 写 好 ， “ 田 ” 和 “ 日 ” 字 上 下 叠 起 很 容 易 呆 

板 。 《 张 迁 碑 》 鲁 字 （ 右 ） 和 《 鲜 于 璜 碑 》 背 阴 鲁 字 （ 左 ） 的 对 比 ， 从 结 构 来 说 ， 《 鲜 于 璜 碑 》 由 于 “ 日 ” 字 左 

移 过 多 ， 且 左 长 右 短 ， 重 心 不 太 稳 定 ， 有 倾 斜 欲 倒 的 态 势 ， 但 因 “ 田 ” 字 平 正 ， “ 田 ” 和 “ 日 ” 之 空 间 有 四 

点 填 补 ， 故 尚 能 稳 住 ， 风 格 较 粗 拙 。 《 张 迁 碑 》 的 “ 鲁 ” 字 态 势 较 稳 定 ， 雄 强 中 有 灵 秀 。 上 部 分 左 放 右 收 ， 

起 笔 长 横 撇 压 住 “ 田 ” 字 左 角 ， 有 种 稳 定 感 ， 而 下 四 点 则 左 收 右 放 ， 形 成 收 放 虚 实 变 化 。 下 部 “ 日 ” 字 右 

竖 较 细 ， 左 竖 较 粗 。 这 种 微 妙 的 变 化 ， 使 全 字 雄 强 中 有 灵 秀 。 （ 见 图 99） 

“  ” （ 音 密 ， 与 觅 同 ） 字 ， 《 张 迁 碑 》 此 字 的 结 构 安 排 ， 上 下 四 角 写 得 很 放 开 ， 向 外 伸 展 ， 显 得 从 容 

宽 大 。 中 间 部 分 收 得 很 紧 ， 在 密 密 麻 麻 的 横 线 和 竖 线 中 ， 有 粗 有 细 ， 有 曲 有 直 ， 特 别 是 “ 见 ” 字 的 上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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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两 撇 捺 写 得 细 长 ， 左 边 短 撇 ， 右 边 则 是 右 粗 左 细 的 横 画 ， 造 成 与 “ 目 ” 字 笔 画 的 变 化 。 中 间 的 线 条 与 

上 下 四 角 流 畅 的 线 条 形 成 一 种 对 比 ， 宽 厚 平 直 的 线 条 和 曲 细 线 相 互 映 衬 ， 既 平 整 宽 厚 又 有 粗 细 曲 直 

线 的 变 化 ， 这 种 经 过 严 密 经 营 的 结 构 ， 非 常 值 得 人 们 借 鉴 。 （ 见 图 100） 

“  ” 字 ， 由 上 部 分 “ 禾 ” 、 “ 勿 ” 与 下 部 分 “ 牛 ” 字 组 成 。 上 部 分 笔 画 多 ， 且 多 撇 笔 ， 下 部 分 笔 画 少 ， 都 

是 横 竖 画 。 上 下 部 不 易 协 调 。 《 张 迁 碑 》 此 字 经 过 精 心 安 排 ， 点 画 处 理 得 非 常 有 趣 味 。 在 无 意 中 ， 中 

心 成 一 个 由 周 围 笔 画 构 成 的 正 三 角 形 空 白 。 将 上 部 分 斜 撇 笔 画 都 处 理 成 细 笔 画 ， 在 收 笔 时 都 按 中 心 

的 三 角 形 排 列 。 这 个 三 角 形 以 “ 牛 ” 字 第 一 横 画 作 底 线 ， 是 个 正 三 角 形 空 白 ， 右 角 边 线 有 所 穿 插 ， 牛 字 

竖 画 正 插 入 空 白 中 心 ， 使 上 下 两 部 分 联 系 起 来 成 一 个 整 体 ， 形 成 上 部 分 笔 画 十 分 密 集 ， “ 密 不 通 风 ” 。 

下 部 分 笔 画 伸 展 ， 线 条 平 直 ， 显 得 疏 虚 。 形 成 上 密 下 虚 、 粗 细 相 托 的 整 个 布 局 ， 在 平 正 中 有 丰 富 的 变 

化 。 （ 见 图 101） 

“ 书 ” 字 由 “ 聿 ” 和 “ 曰 ” 两 部 分 组 成 ， 由 八 笔 横 画 和 四 笔 一 长 三 短 的 竖 画 组 成 ， 所 以 是 个 平 正 的 结 

体 。 这 种 结 构 如 何 写 得 有 变 化 ， 固 然 可 以 依 靠 笔 画 的 粗 细 曲 直 的 变 化 ， 但 是 这 种 变 化 总 是 较 为 简 单 

的 。 《 张 迁 碑 》 此 字 笔 画 的 安 排 ， 一 是 靠 横 画 起 收 笔 的 长 短 错 落 ， 从 上 到 下 向 左 倾 ， 右 边 靠 第 二 横 画 的 

伸 长 波 磔 笔 和 短 竖 撇 的 转 折 突 出 ， 以 取 得 平 衡 ； 二 是 靠 笔 画 的 粗 细 ， 上 首 的 横 画 和 长 竖 画 粗 重 ， 像 个 

十 字 架 ， 用 来 作 为 骨 架 ， 下 部 分 “ 曰 ” 字 上 横 和 左 右 竖 成 粗 重 的 半 围 框 ， 与 上 面 “ 十 ” 字 相 呼 应 ； 三 是 起 

收 笔 的 方 圆 笔 的 变 化 ， 故 虽 平 整 而 能 错 落 ， 上 收 下 放 ， 平 整 而 有 变 化 。 （ 见 图 102） 

“ 气 ” 字 ， 上 由 “ 气 ” ， 下 由 “ 米 ” 组 成 ， 是 个 笔 画 难 安 排 协 调 的 字 。 经 作 者 处 理 ， 将 上 部 分 横 画 改 为 

三 点 ， 而 且 写 的 很 小 很 细 ， 显 得 很 空 灵 ， 上 下 两 横 画 很 粗 重 ， 形 成 粗 细 轻 重 的 对 比 ， 撇 点 处 其 中 ， 上 部 

分 既 稳 重 又 空 灵 。 把 抛 钩 写 成 短 曲 画 ， 腾 出 下 面 空 间 ， 使 “ 米 ” 字 写 得 很 伸 展 ， 特 别 是 右 捺 变 成 长 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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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据 大 半 个 空 间 ， “ 米 ” 字 右 上 点 写 的 很 小 ， 使 横 画 往 上 部 分 挤 ， 左 点 已 损 ， 也 应 是 小 点 撇 ， 这 样 腾 出 

下 部 分 空 间 ， 以 便 使 “ 米 ” 字 下 边 撇 捺 展 开 ， 尤 其 使 捺 笔 超 长 ， 既 与 上 部 分 协 调 、 呼 应 ， 又 显 得 十 分 气 

派 。 全 字 笔 画 粗 细 、 大 小 交 错 ， 上 收 下 放 ， 轻 重 协 调 ， 重 心 稳 定 。 （ 见 图 103） 

上 中 下 三 部 分 结 构 

“ 奋 ” 字 由 “ 大 ” 、 “ 佳 ” 、 “ 田 ” 三 部 分 组 成 。 《 张 迁 碑 》 此 字 将 “ 大 ” 字 改 为 “ 六 ” 字 ， 腾 出 空 间 ， 使 “ 佳 ” 

字 撇 笔 延 长 ， 删 去 一 横 画 ， 将 “ 田 ” 字 写 为 “ 臼 ” 字 ， 使 它 空 灵 ， 又 使 “ 佳 ” 字 中 间 竖 画 写 成 往 左 的 曲 笔 ， 

与 上 面 的 撇 笔 成 “ 入 ” 字 姿 态 ， 加 强 呼 应 。 本 来 此 字 笔 画 多 ， 除 首 起 左 右 两 撇 捺 以 外 ， 都 是 横 竖 直 笔 ， 

很 难 写 出 空 灵 、 变 化 ， 最 多 是 长 短 、 粗 细 ， 起 收 笔 的 变 化 。 而 现 在 经 过 这 一 番 从 结 构 上 的 处 理 ， 则 完 全 

不 一 样 了 ， 在 点 画 上 起 了 很 大 的 变 化 ， 小 点 、 长 画 、 长 撇 ， 省 减 、 断 画 ， 在 形 态 上 就 有 许 多 的 花 样 ， 也 有 

虚 实 的 关 系 ， 中 心 稳 定 但 不 呆 板 ， 点 画 很 潇 洒 ， 结 构 也 紧 密 。 （ 见 图 104） 

“ 幕 ” 字 由 草 头 、 “ 日 ” 、 “ 大 ” 、 “ 巾 ” 组 成 纵 字 结 构 。 由 多 种 撇 、 捺 、 横 竖 画 组 成 。 笔 画 均 匀 ， 比 较 好 

安 排 。 全 字 结 构 也 易 平 衡 稳 定 。 但 是 就 这 样 结 构 的 字 如 何 使 平 正 中 有 险 奇 ， 险 奇 中 有 平 正 ， 而 且 符 

合 收 放 、 疏 密 、 虚 实 ， 粗 细 、 曲 直 等 规 律 则 不 简 单 。 《 张 迁 碑 》 此 字 进 行 了 大 胆 的 结 构 安 排 ， 将 下 部 分 笔 

画 收 缩 得 不 能 再 紧 了 ， 像 负 重 的 小 架 ， 上 面 体 大 量 重 ， 眼 见 要 倾 斜 倒 塌 ， 但 是 却 立 得 很 稳 ， 重 心 稳 定 ， 

这 就 靠 笔 画 匀 称 和 平 衡 ， 上 下 的 两 长 横 画 ， 上 细 下 粗 ， 下 横 画 的 收 笔 燕 尾 似 乎 破 坏 了 平 衡 ， 但 首 笔 

撇 ， 就 像 横 扛 上 加 块 砖 ， 和 下 横 画 的 燕 尾 呼 应 ， 加 强 了 险 中 的 平 衡 ， 上 头 右 撇 短 ， 但 下 横 画 起 笔 部 分 

也 短 ， 下 部 分 左 撇 也 加 粗 重 ， 与 上 首 右 撇 又 有 呼 应 ， 右 捺 笔 细 长 又 与 上 横 画 细 笔 画 相 呼 应 ， 由 于 下 部 

分 “ 巾 ” 字 占 的 比 例 很 少 ， 而 上 面 大 部 分 都 是 左 右 能 平 衡 ， 重 心 稳 定 ， 故 下 部 分 的 “ 巾 ” 字 中 心 竖 画 起 

笔 细 而 斜 ， 左 短 竖 粗 而 长 ， 右 短 竖 细 而 短 ， 就 像 人 体 两 只 脚 虽 然 右 脚 略 残 ， 但 站 着 还 不 影 响 平 衡 ， 还 

能 站 稳 一 样 。 故 上 部 分 “ 日 ” 字 左 右 竖 画 粗 而 直 ， 上 宽 下 窄 ， 笔 势 向 中 心 ， 横 画 平 直 ， 都 是 为 了 上 部 分 

全 字 的 稳 定 感 。 全 字 结 构 造 成 “ 疏 能 走 马 ” ， 如 上 下 两 横 画 很 长 ， 两 者 中 间 有 大 块 空 间 ； “ 密 不 通 风 ” ， 

如 下 部 分 左 右 撇 和 “ 巾 ” 字 的 点 画 的 稠 密 度 极 高 ， 上 放 下 敛 ， 上 粗 下 细 ， 上 长 下 短 ， 上 大 下 小 ， 上 正 下 

斜 ， 平 奇 结 合 而 能 稳 定 。 （ 见 图 105） 

“ 兰 ” 字 由 草 头 、 “ 门 ” 、 “ 东 ” 等 部 分 组 成 纵 体 态 势 的 字 ， 也 可 说 半 围 框 的 结 构 ， 由 外 围 和 内 部 两 部 

分 组 成 。 这 是 种 比 较 平 正 的 结 构 。 《 张 迁 碑 》 此 字 写 的 平 正 端 庄 ， 灵 巧 秀 丽 。 在 结 体 方 面 ， 外 框 笔 画 

写 得 外 展 大 方 ， 线 条 平 直 ， 在 写 起 收 笔 时 稍 加 变 化 ， 如 方 笔 圆 笔 ， 出 锋 藏 锋 ， 起 收 笔 的 波 曲 等 。 框 内 

“ 东 ” 字 则 笔 画 收 紧 ， 露 出 框 内 左 、 中 、 右 三 块 空 白 ， 显 得 很 空 灵 ， 不 拥 挤 ， 而 “ 东 ” 字 用 笔 都 是 方 笔 ， 有 

棱 有 角 ， 或 方 中 有 圆 ， 线 条 粗 细 变 化 ， 但 主 要 笔 画 线 条 粗 细 都 较 均 匀 ， 只 有 “ 东 ” 字 的 首 起 横 画 和 撇 捺 

较 细 小 ， 以 增 加 变 化 ， 又 不 影 响 大 的 格 调 。 （ 见 图 106） 

（ 4） 多 体 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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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体 结 构 情 况 较 复 杂 ， 概 念 不 很 清 楚 ， 没 有 明 确 的 范 围 ， 一 般 指 结 构 较 复 杂 的 多 体 字 。 如 三 角 、 

四 角 结 构 ， 围 框 、 半 围 框 结 构 等 等 也 可 算 多 体 结 构 ， 当 然 还 有 其 它 各 种 多 体 结 构 。 

“ 迁 ” 字 ， 由 “ 西 ” 、 “ 大 ” 、 “ 巳 ” 、 “ 辶 ” 四 体 组 成 ， 是 个 多 体 比 较 难 安 排 的 字 ， 笔 画 受 限 制 ， 不 能 自 由 

地 收 和 放 ， “ 西 ” 与 “ 巳 ” 之 间 有 “ 大 ” 字 处 其 中 ， 又 有 “ 辶 ” 旁 半 包 围 。 所 以 局 限 较 大 。 《 张 迁 碑 》 此 字 安 

排 结 构 内 紧 外 放 ， “ 西 、 大 、 巳 ” 笔 画 收 紧 ， 平 正 中 用 笔 稍 有 变 化 ， 故 左 右 基 本 平 衡 中 右 紧 左 放 ， “ 辶 ” 旁 

笔 画 伸 展 ， 实 虚 协 调 ， 不 显 呆 板 。 （ 见 图 107） 

“ 德 ” 字 ， 由 双 人 旁 和 “  ” 、 “ 心 ” 等 组 成 ， 笔 画 正 斜 交 错 ， 也 难 安 排 。 《 张 迁 碑 》 此 字 删 去 一 竖 撇 ， 变 

为 “ 西 ” 字 ， 这 样 就 成 为 三 部 分 ， 除 “ 西 ” 字 笔 画 收 紧 外 ， 其 它 笔 画 放 开 ， 特 别 是 五 笔 点 撇 的 态 势 ， 上 下 、 

左 右 呼 应 ， 似 静 而 动 ， 静 中 有 动 ， 如 同 游 鱼 ， 尤 如 落 叶 ， 使 “ 西 ” 字 处 在 动 态 点 画 之 上 ， 使 全 字 结 构 上 

实 、 左 和 下 均 虚 ， 形 成 收 放 、 实 虚 的 变 化 。 由 于 这 七 笔 在 态 势 上 相 呼 应 ， 故 虽 散 落 却 成 为 一 个 相 互 呼 

应 的 整 体 ， 形 成 既 平 正 又 变 化 的 整 体 ， 格 调 潇 洒 飘 逸 ， 平 正 中 可 见 空 灵 秀 气 。 （ 见 图 108） 

“ 载 ” 字 由 “ 土 ” 、 “ 戈 ” 、 “ 车 ” 三 部 分 交 错 组 成 ， 笔 画 较 多 ， 处 理 不 好 容 易 呆 板 。 《 张 迁 碑 》 此 字 写 得 

并 无 多 少 巧 妙 之 处 ， 但 是 仍 然 十 分 注 意 笔 画 的 收 放 、 疏 密 的 变 化 ， 右 边 “ 戈 ” 部 分 写 的 宽 松 放 开 ， 而 两 

笔 中 又 捺 笔 收 撇 笔 放 ， 上 边 横 画 拉 长 ， 点 收 紧 粘 横 画 ， 虽 然 只 四 笔 ， 而 虚 实 处 理 十 分 讲 究 。 而 左 边 

“ 土 ” 、 “ 车 ” 字 自 上 到 下 七 笔 横 画 ， 只 能 靠 长 短 的 空 间 错 落 ， 笔 画 之 间 隔 的 疏 密 、 粗 细 的 变 化 ， 起 收 笔 

不 同 姿 态 以 及 横 画 的 曲 直 变 化 ， 也 使 容 易 写 得 板 滞 的 结 构 ， 写 出 丰 富 的 变 化 。 特 别 是 竖 画 ， 如 果 按 一 

般 写 法 一 定 写 的 笔 直 收 笔 ， 如 果 是 这 样 就 比 较 呆 板 了 ， 而 现 在 竖 画 收 笔 时 采 取 往 左 一 撇 ， 既 与 戈 笔 

的 撇 笔 态 势 一 致 ， 又 使 右 边 更 疏 朗 。 全 字 在 平 正 中 有 着 多 方 面 的 变 化 。 （ 见 图 109） 

“ 筹 ” 字 笔 画 多 ， 繁 体 字 达 二 十 二 画 ， 纵 横 穿 插 ， 上 下 叠 起 ， 纵 长 结 构 。 《 张 迁 碑 》 此 “ 筹 ” 字 的 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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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了 不 少 调 整 。 “ 竹 ” 字 头 变 成 两 个 “ 十 ” 字 ， “  ” 改 成 “ 冂 ” ， 把 “ 口 ” 和 “ 寸 ” 字 上 横 画 连 在 一 起 ， 经 过 这 

些 变 化 ， 形 成 上 下 两 个 部 分 。 上 、 下 两 头 笔 画 疏 松 ， 中 间 部 分 笔 画 稠 密 ， 左 旁 紧 密 ， 右 边 又 较 疏 松 ， 横 

画 错 落 有 序 ， 竖 画 穿 插 其 中 ， 左 竖 撇 而 右 竖 直 ， 虽 然 横 画 多 但 毫 不 板 滞 。 这 不 仅 笔 画 长 短 、 粗 细 、 曲 直 

等 不 同 ， 起 收 笔 也 不 一 样 ， 如 横 画 转 竖 画 的 转 折 ， 左 边 直 角 ， 右 边 圆 折 ， 右 边 穿 出 竖 画 成 捺 笔 ， 与 左 竖 

撇 呼 应 ， 注 意 到 每 笔 和 全 体 的 关 系 ， 这 样 使 全 字 处 理 得 既 统 一 又 有 变 化 。 （ 见 图 110） 

我 们 上 面 以 《 张 迁 碑 》 字 体 为 例 ， 以 大 量 例 字 ， 单 体 、 并 列 、 上 下 、 多 体 字 结 构 ， 通 过 省 减 笔 画 和 合 

并 、 移 位 、 连 结 等 手 段 ， 适 当 、 合 理 的 调 整 字 的 笔 画 结 构 并 加 以 艺 术 的 处 理 ， 有 收 有 放 ， 疏 密 相 间 ， 有 

虚 有 实 ， 黑 白 协 调 ， 造 型 优 美 ， 平 中 有 奇 ， 奇 正 相 间 ， 笔 画 呼 应 ， 挪 让 有 理 。 并 注 意 笔 法 的 变 化 ， 方 笔 圆 

笔 ， 方 中 有 圆 ， 粗 细 、 曲 直 协 调 ， 斜 正 配 合 。 通 过 字 例 的 分 析 ， 我 们 学 习 、 理 解 这 些 道 理 ， 无 论 临 摹 、 创 

作 隶 书 作 品 都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 

2． 隶 书 的 章 法 

章 法 是 指 一 幅 字 的 整 个 布 局 。 我 们 前 面 已 经 以 大 量 字 例 分 析 了 结 构 如 何 做 到 有 收 有 放 ， 有 疏 有 

密 ， 章 法 的 布 局 是 与 字 的 结 构 一 致 的 ， 也 是 有 收 有 放 、 有 疏 有 密 ， 不 可 平 均 呆 板 ， 整 齐 划 一 。 收 放 疏 密 

形 成 艺 术 变 化 ， 它 影 响 书 法 艺 术 风 格 ， 所 以 章 法 布 局 （ 布 白 ） 是 很 重 要 的 。 临 摹 以 范 本 作 根 据 ， 也 不 可 

随 意 改 变 章 法 。 特 别 是 创 作 时 ， 章 法 布 局 在 下 笔 前 就 要 经 营 妥 当 ， 心 中 有 数 ， 胸 有 成 竹 。 因 此 ， 我 们 

必 须 研 究 借 鉴 古 代 隶 书 作 品 中 的 章 法 布 局 。 从 大 量 汉 碑 隶 书 作 品 中 看 ， 大 体 上 有 以 下 几 种 情 况 ： 

（ 1） 汉 代 不 少 隶 书 碑 的 章 法 都 是 字 距 大 于 行 距 　 如 《 张 迁 碑 》 、 《 礼 器 碑 》 、 《 曹 全 碑 》 、 《 鲜 于 璜 

碑 》 、 《 封 龙 山 碑 》 、 《 孔 宙 碑 》 、 《 史 晨 碑 》 、 《 韩 仁 铭 》 等 等 。 但 其 中 有 的 字 距 大 ， 虽 然 隶 书 左 右 张 开 ， 但 因 

字 距 大 ， 纵 势 的 字 也 加 以 调 整 ， 写 的 较 平 正 ， 显 得 疏 朗 ， 如 《 曹 全 碑 》 （ 见 图 111） 、 《 礼 器 碑 》 （ 见 图 

112） 。 第 二 种 情 况 总 的 讲 字 距 大 于 行 距 ， 但 是 纵 势 字 虽 然 往 左 右 有 张 力 ， 但 仍 然 保 持 自 然 结 体 的 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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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 ， 且 笔 画 上 收 放 鲜 明 ， 结 体 变 化 丰 富 ， 章 法 较 错 落 ， 显 得 较 茂 密 而 有 变 化 ， 有 密 有 疏 ， 有 小 有 大 ， 横 

向 错 落 ， 这 种 章 法 较 难 经 营 ， 但 艺 术 性 高 ， 如 《 张 迁 碑 》 （ 见 图 113） 、 《 鲜 于 璜 碑 》 （ 见 图 114） 。 第 三 种 情 

况 如 《 封 龙 山 碑 》 （ 见 图 115） 、 《 鲁 峻 碑 》 （ 见 图 116） ， 字 距 大 于 行 距 ， 但 相 差 不 是 很 大 ， 字 距 之 间 纵 势 

或 横 势 的 字 基 本 按 其 自 然 结 体 ， 因 此 在 字 距 中 空 白 有 大 有 小 ， 错 落 其 间 ， 章 法 比 较 饱 满 。 所 以 字 距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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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字 距 和 行 距 差 不 多 　 如 《 熹 平 石 经 》 （ 见 图 117） 、 《 三 老 赵 宽 碑 》 （ 见 图 118） 、 《 西 狭 颂 碑 》 （ 见 

图 119） 、 《 石 门 颂 碑 》 （ 见 图 120） 等 碑 的 隶 书 作 品 ， 应 该 说 字 距 和 行 距 是 差 不 多 的 ， 章 法 属 于 茂 密 饱 

满 的 ， 但 是 因 为 结 字 和 笔 法 的 不 同 ， 这 种 茂 密 章 法 的 风 格 也 极 其 不 同 。 如 《 熹 平 石 经 》 是 当 时 官 方 立 

的 文 字 ， 传 说 是 蔡 邕 等 名 家 写 的 ， 是 当 时 标 准 的 隶 体 ， 所 以 结 体 严 谨 ， 笔 法 收 敛 ， 线 条 较 匀 称 ， 章 法 显 

得 茂 密 。 《 西 狭 颂 碑 》 笔 画 较 自 由 ， 熟 练 而 率 意 ， 纵 体 结 体 尽 量 往 左 右 伸 展 ， 章 法 也 较 茂 密 。 《 三 老 赵 

宽 碑 》 则 又 是 一 种 ， 它 尽 量 将 一 些 横 势 字 往 纵 势 拉 ， 使 纵 横 字 势 的 字 都 处 理 得 比 较 接 近 ， 字 距 之 间 空 

白 比 较 平 均 ， 使 章 法 布 局 比 较 丰 满 。 《 石 门 颂 碑 》 从 结 体 来 说 写 得 十 分 气 派 ， 饱 满 伸 展 ， 但 线 条 细 长 飘 

逸 ， 相 互 穿 插 ， 所 以 章 法 虽 然 丰 满 而 能 空 灵 ， 这 种 章 法 布 局 更 难 。 我 们 细 致 考 察 章 法 布 局 虽 然 可 以 大 

体 分 类 ， 但 从 实 际 作 品 看 是 各 不 相 同 的 。 当 然 还 有 许 多 巧 妙 的 似 同 而 实 不 同 之 处 。 这 只 有 读 者 细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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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行 距 的 章 法 并 非 都 是 疏 朗 的 布 局 ， 也 有 比 较 茂 密 的 丰 满 的 布 局 。 这 与 作 品 风 格 和 审 美 追 求 有 着 必 

然 的 联 系 ， 我 们 在 所 举 的 各 碑 隶 书 作 品 中 可 以 看 出 风 格 差 异 是 很 大 的 。 



的 玩 赏 才 能 得 其 妙 趣 。 

（ 3） 字 距 间 隔 少 于 行 距 ， 章 法 布 局 比 较 疏 朗 　 如 《 尹 宙 碑 》 （ 见 图 121） 、 《 五 凤 刻 石 》 （ 见 图 122） 、 

《 三 老 讳 字 忌 日 刻 石 》 （ 见 图 124） 等 。 《 尹 宙 碑 》 由 于 横 势 的 字 处 理 比 较 往 纵 势 方 面 拉 长 ， 字 距 间 隔 较 

匀 称 ， 波 磔 和 撇 捺 笔 比 较 收 敛 ， 造 成 行 间 距 离 空 白 较 多 ， 章 法 疏 朗 。 《 五 凤 刻 石 》 和 《 三 老 讳 字 忌 日 刻 

石 》 ， 似 乎 是 按 刻 石 原 石 的 面 积 来 布 局 的 ， 内 容 是 按 一 定 规 格 布 署 的 ， 字 距 较 紧 ， 行 距 较 宽 。 这 种 行 距 

宽 字 距 窄 的 布 局 不 是 特 别 的 多 。 这 种 布 局 与 当 时 盛 行 的 竹 简 有 关 系 。 有 部 分 竹 简 和 木 牍 较 宽 ， 可 以 

写 两 行 三 行 ， 因 顺 手 从 上 往 下 写 ， 字 距 容 易 写 得 密 ， 行 间 距 离 要 宽 一 些 ， 才 能 分 清 行 次 ， 这 样 就 成 为 

此 种 章 法 布 局 。 有 些 碑 刻 就 受 这 种 章 法 影 响 。 

（ 4） 字 距 行 距 无 一 定 规 则 的 茂 密 结 构 　 如 《 开 通 褒 斜 道 刻 石 》 （ 见 图 123） 。 此 刻 石 刻 于 汉 中 褒 斜 

道 。 为 开 通 褒 斜 纪 功 ， 可 能 因 岩 石 面 积 的 关 系 ， 故 无 行 距 ， 只 是 顺 行 而 写 ， 又 由 于 石 质 坚 硬 ， 凿 刻 困 

难 ， 基 本 上 只 能 刻 出 细 线 条 ， 反 而 形 成 独 特 的 章 法 和 风 格 。 这 种 章 法 较 为 特 殊 和 罕 见 。 由 于 顺 行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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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而 下 刻 下 来 ， 大 小 参 错 ， 相 互 避 让 ， 章 法 满 而 空 白 多 ， 颇 具 独 特 的 风 格 。 











（ 5） 竹 简 、 木 牍 的 章 法 与 碑 刻 自 然 不 同 　 碑 刻 是 宣 扬 统 治 阶 级 的 产 物 ， 具 有 一 定 的 严 肃 性 ， 碑 文 

内 容 都 有 一 定 程 式 。 当 时 的 统 治 者 都 非 常 重 视 ， 请 名 家 撰 碑 文 、 书 写 、 刻 石 立 碑 扬 名 。 简 牍 是 日 常 用 

品 。 因 用 途 不 同 而 有 不 同 形 式 。 当 时 纸 张 尚 未 流 行 ， 日 常 书 写 主 要 用 简 。 简 分 为 竹 和 木 两 种 。 竹 经 

过 杀 青 后 破 成 长 条 ， 木 牍 则 破 成 薄 片 ， 这 种 薄 片 大 小 不 一 致 。 竹 木 简 因 在 一 定 的 宽 度 下 书 写 ， 故 右 边 

笔 画 重 ， 特 别 是 捺 笔 、 横 画 的 收 笔 ， 笔 势 往 往 左 高 右 低 ， 时 也 有 左 低 右 高 ， 字 距 较 密 ， 但 有 的 写 的 较 好 

和 规 矩 者 ， 也 有 字 体 间 隔 较 大 的 。 如 《 阜 阳 汉 简 》 、 《 河 北 汉 简 》 ， 一 部 分 居 延 、 敦 煌 出 土 汉 简 也 大 致 如 

此 。 木 牍 、 竹 简 中 的 章 法 布 局 根 据 内 容 如 纪 年 、 书 籍 、 账 目 等 等 不 同 ， 各 有 区 别 。 竹 木 简 的 隶 书 往 往 

出 现 长 笔 画 ， 如 “ 年 ” 字 将 长 竖 画 写 得 超 长 ， 有 时 也 将 捺 笔 写 的 非 常 伸 展 。 字 距 密 的 也 有 错 落 的 ， 如 两 

行 笔 画 左 右 穿 插 的 ， 如 《 居 延 汉 初 元 四 年 简 》 、 《 敦 煌 汉 五 凤 元 年 简 》 （ 见 图 125） 等 等 。 总 之 ， 简 牍 中 的 

章 法 布 局 是 根 据 实 用 的 内 容 不 同 ， 书 写 者 水 平 不 同 ， 章 法 布 局 有 规 整 和 草 率 的 两 种 ， 其 中 既 有 字 间 

隔 大 的 ， 疏 朗 的 ， 也 有 字 间 隔 密 的 ， 章 法 密 集 的 。 字 体 有 严 谨 恭 正 的 ， 也 有 错 落 的 粗 细 变 化 的 。 我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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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隶 书 的 起 源 和 沿 革 

（ 一 ） 隶 书 的 出 现 

学 习 汉 简 书 法 时 ， 切 不 可 机 械 地 模 仿 ， 只 能 从 规 律 性 的 颇 有 艺 术 价 值 的 特 点 中 吸 取 。 

隶 书 章 法 应 包 括 题 款 、 印 章 ， 这 是 一 幅 作 品 和 谐 统 一 的 一 部 分 。 古 代 碑 刻 无 落 款 ， 而 现 代 创 作 的 

作 品 就 有 落 款 印 章 ， 它 是 创 作 一 幅 隶 书 作 品 不 可 分 割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落 款 和 印 章 既 是 作 品 主 体 的 

补 充 ， 弥 补 主 体 部 分 的 不 足 ， 也 可 以 使 作 品 由 于 题 款 、 印 章 更 加 有 神 韵 ， 如 果 主 体 部 分 写 得 板 拙 ， 可 

通 过 题 款 、 印 章 使 其 活 泼 空 灵 ， 相 互 衬 托 ， 巧 拙 相 映 ； 如 果 主 体 部 分 写 得 较 得 意 ， 用 上 题 款 、 印 章 ， 会 

使 作 品 更 为 完 美 。 我 们 这 么 说 只 是 说 明 落 款 印 章 重 要 ， 在 书 写 当 中 要 非 常 重 视 、 认 真 ， 不 可 以 为 题 

款 、 印 章 就 可 以 随 便 、 任 意 。 更 不 要 使 题 款 喧 宾 夺 主 ， 超 过 主 体 部 分 。 详 细 内 容 在 “ 隶 书 的 创 作 ” 中 再 

介 绍 。 

我 们 学 习 隶 书 必 须 知 道 隶 书 的 起 源 和 沿 革 。 掌 握 更 多 的 知 识 ， 知 道 更 多 隶 书 作 品 的 面 貌 ， 才 能 

有 利 于 学 习 ， 有 利 于 创 作 ， 才 能 提 高 自 己 的 眼 力 。 有 比 较 才 有 鉴 别 ， 有 研 究 才 能 吸 取 。 那 种 只 注 意 范 

帖 笔 画 的 摹 写 而 不 注 重 学 习 研 究 是 很 难 学 好 隶 书 的 。 

隶 书 的 出 现 ， 据 汉 许 慎 《 说 文 · 叙 》 说 ： “ 是 时 秦 烧 灭 经 书 ， 涤 除 旧 典 ， 大 发 隶 卒 ， 兴 役 戍 ， 官 狱 职 

务 繁 ， 初 有 隶 书 ， 以 趣 约 易 ， 而 古 文 由 此 绝 矣 。 自 尔 秦 书 有 八 体 ： 一 曰 大 篆 ， 二 曰 小 篆 ， 三 曰 刻 符 ， 四 曰 

虫 书 ， 五 曰 摹 印 ， 六 曰 署 书 ， 七 曰 殳 书 ， 八 曰 隶 书 。 ” 卫 恒 的 《 四 体 书 势 》 也 说 ： “ 秦 既 用 篆 ， 奏 事 繁 多 ， 篆 

字 难 成 ， 即 令 隶 人 佐 书 ， 曰 隶 字 。 汉 因 用 之 ， 独 符 玺 、 蟠 信 、 题 署 用 篆 。 隶 书 者 ， 篆 之 捷 也 。 ” 这 是 说 ， 隶 

书 出 现 在 秦 时 ， 由 于 战 事 频 繁 ， 狱 吏 公 务 多 ， 而 古 文 、 篆 书 写 来 非 常 麻 烦 ， 从 篆 书 趋 向 简 易 出 现 隶 书 

体 ， 传 说 是 狱 吏 程 邈 在 狱 中 经 过 多 年 删 改 而 成 。 这 只 能 说 ， 由 于 社 会 生 活 的 发 展 ， 从 民 间 开 始 ， 篆 书 

由 于 圆 转 纵 势 笔 画 多 ， 难 以 写 成 ， 遂 变 成 方 扁 横 势 ， 由 多 笔 画 加 以 省 减 成 便 于 书 写 而 成 隶 书 。 但 是 最 

初 的 隶 书 仍 然 没 有 脱 离 篆 书 的 影 响 ， 隶 书 成 熟 过 程 是 渐 变 的 过 程 ， 成 熟 以 后 也 在 变 化 ， 逐 步 走 向 衰 

落 ， 它 始 终 处 于 演 变 当 中 。 我 们 可 以 从 大 量 留 存 下 来 的 隶 书 实 物 证 明 这 点 。 湖 北 云 梦 县 西 睡 虎 地 的 

秦 律 简 ， 是 秦 始 皇 三 十 年 （ 公 元 前 217年 ） 时 的 秦 隶 ， 书 体 还 保 留 有 篆 书 结 体 的 遗 意 ， 但 是 已 经 隶 化 

（ 见 图 126） 。 秦 律 简 的 隶 书 ， 结 体 虽 然 还 有 篆 书 圆 转 的 影 响 ， 但 已 经 基 本 方 正 ， 笔 画 虽 还 带 有 曲 势 ， 

但 已 基 本 平 直 ， 可 以 看 出 是 在 隶 化 过 程 中 。 又 如 秦 代 的 陶 文 （ 见 图 127） ， 其 中 “ 宫 ” 、 “ 疆 ” 、 “ 咸 阳 ” 等 

字 ， 虽 也 有 篆 书 遗 意 ， 但 笔 画 简 便 化 了 ， 即 是 说 有 隶 书 的 笔 味 。 又 如 秦 始 皇 时 刑 徒 墓 瓦 志 刻 文 （ 见 图 

128） ， 也 是 明 显 的 秦 隶 ， 结 体 方 整 处 纵 势 ， 笔 画 方 折 ， 平 入 平 出 。 因 为 是 砖 刻 ， 不 可 能 刻 出 圆 曲 笔 画 ， 

要 刻 也 很 难 ， 且 是 刑 徒 不 会 那 么 下 功 夫 ， 直 来 直 去 是 最 简 便 不 过 的 刻 法 。 同 时 说 明 ， 这 种 出 现 的 新 俗 

体 ， 既 能 在 刑 徒 墓 中 出 现 ， 其 它 民 间 用 途 也 会 使 用 。 可 见 篆 书 的 隶 化 是 民 间 先 开 始 ， 是 为 了 实 用 的 简 

便 ， 才 逐 步 演 变 而 来 ， 又 经 过 当 时 文 化 层 对 民 间 的 这 种 写 法 加 以 整 理 ， 成 为 一 种 官 方 承 认 的 秦 书 八 

体 之 一 的 新 俗 体 ， 即 是 秦 隶 ， 也 称 佐 书 ， 佐 吏 书 写 的 书 体 ， 也 可 理 解 “ 佐 ” 为 辅 助 性 的 意 思 ， 即 篆 是 正 

体 ， 隶 书 只 是 辅 佐 之 书 。 所 以 早 期 的 隶 书 只 是 篆 书 的 简 捷 。 秦 代 隶 书 ， 云 梦 秦 律 简 的 秦 隶 是 有 代 表 

性 的 。 横 画 已 有 波 磔 笔 的 笔 意 ， 撇 笔 轻 捷 ， 捺 笔 厚 重 ， 但 提 按 尚 单 调 ， 竖 画 起 收 笔 也 较 随 意 ， 尚 无 成 熟 

时 隶 书 起 收 笔 的 笔 法 丰 富 。 转 折 尚 是 圆 转 笔 势 ， 竖 、 撇 笔 的 收 笔 处 都 是 偏 左 的 尖 状 ， 但 结 体 从 整 体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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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东 汉 是 隶 书 的 高 峰 期 

已 成 方 形 。 所 以 秦 隶 是 隶 书 处 在 初 期 阶 段 。 但 作 为 审 美 来 说 ， 秦 律 简 的 隶 书 具 有 典 雅 美 ， 与 东 汉 成 

熟 时 期 的 隶 书 的 风 韵 是 不 同 的 。 秦 律 简 是 秦 人 亲 笔 所 书 的 墨 迹 ， 古 雅 自 然 ， 东 汉 多 是 石 刻 ， 故 刀 味 较 

重 ， 风 格 多 样 。 

汉 承 秦 制 ， 西 汉 初 期 实 行 六 书 ， 隶 书 已 成 为 官 书 ， 经 过 汉 初 整 理 推 广 ， 出 现 许 多 优 美 隶 书 作 品 。 

康 有 为 在 《 广 艺 舟 双 楫 》 中 说 西 汉 “ 绝 无 后 汉 之 隶 ” ， 西 汉 前 期 的 隶 书 没 有 发 展 到 后 汉 时 那 样 成 熟 是 

事 实 ， 但 西 汉 晚 期 隶 书 也 已 基 本 成 熟 ， 已 接 近 东 汉 成 熟 的 隶 书 ， 因 为 字 体 的 发 展 不 会 因 朝 廷 变 化 而 

截 然 分 开 、 断 裂 ， 总 是 渐 变 的 过 程 。 如 果 论 其 艺 术 、 风 格 水 平 不 如 后 汉 则 不 尽 然 。 如 长 沙 马 王 堆 汉 墓 

（ 汉 文 帝 前 元 十 二 年 ， 公 元 前 168年 ） 出 土 的 帛 书 、 简 牍 ， 虽 然 尚 留 有 篆 书 的 遗 意 ， 但 和 秦 律 简 相 比 ， 

这 种 遗 意 已 少 多 了 ， 已 是 隶 书 的 写 法 ， 结 体 也 已 是 扁 方 形 ， 转 折 也 已 方 折 ， 横 画 的 波 势 明 显 ， 其 中 《 老 

子 》 乙 本 ， 字 体 结 构 严 谨 ， 端 正 秀 丽 ， 取 势 自 然 ， 大 小 、 粗 细 变 化 ， 疏 朗 明 快 ， 赋 有 书 卷 气 （ 见 图 129） 。 

《 老 子 》 甲 本 、 《 战 国 策 》 （ 见 图 130） ， 则 写 的 较 有 草 意 ， 自 然 率 意 。 安 徽 阜 阳 汉 文 帝 前 元 十 五 年 （ 公 元 

前 165） 汉 简 ， 结 体 处 纵 势 ， 波 磔 分 明 ， 撇 捺 笔 收 笔 重 ， 方 圆 笔 并 用 ， 线 条 均 匀 ， 风 格 古 雅 ， 已 向 成 熟 隶 

书 发 展 ， 这 种 基 本 成 熟 的 隶 书 ， 虽 然 体 势 纵 长 ， 那 是 适 应 竹 简 的 长 条 的 形 制 （ 见 图 131） 。 河 北 定 县 出 

土 的 汉 宣 帝 （ 公 元 前 73－ 前 49年 ） 时 的 竹 简 ， 已 完 全 摆 脱 篆 书 的 影 响 ， 已 是 成 熟 的 定 型 的 隶 书 体 ， 

与 东 汉 的 碑 刻 隶 书 已 无 不 同 了 ， 只 是 石 刻 和 墨 迹 的 区 别 （ 见 图 132） 。 敦 煌 出 土 的 “ 天 凤 五 年 简 ” （ 公 

元 18年 ） 等 以 字 体 论 都 是 成 熟 的 隶 体 ， 只 是 书 写 水 平 不 同 而 已 （ 见 图 133） 。 可 见 西 汉 晚 期 的 隶 书 已 

经 成 熟 ， 如 果 碑 刻 盛 行 ， 已 有 可 能 出 现 后 汉 的 碑 刻 隶 书 了 。 不 过 西 汉 时 期 物 质 相 对 说 还 不 甚 丰 富 ， 统 

治 者 的 奢 侈 之 风 尚 不 如 后 汉 ， 立 碑 的 习 俗 尚 未 形 成 。 然 而 西 汉 也 留 下 少 数 刻 石 ， 其 中 如 著 名 的 《 五 凤 

刻 石 》 ， 公 元 前 56年 立 ， 是 汉 代 最 早 留 下 的 一 块 刻 石 （ 见 图 122） ， 也 是 篆 隶 的 过 渡 体 。 全 石 疏 密 相 

间 ， 纵 横 交 错 ， 虚 实 变 化 ， 特 别 是 “ 年 ” 字 竖 笔 超 长 的 写 法 ， 受 汉 简 写 法 的 影 响 ， 颇 有 特 色 ， 为 后 人 仿 

效 。 《  孝 禹 刻 石 》 也 是 较 早 的 一 块 刻 石 ， 为 河 平 三 年 （ 公 元 前 26年 ） 刻 ， 尚 有 篆 字 结 体 遗 意 （ 见 图 

134） 。 又 《 孟  残 碑 》 ， 河 平 四 年 （ 公 元 前 25年 ） 刻 ， 是 根 据  死 于 丙 申 之 岁 二 月 推 算 出 来 的 。 罗 振 玉 

考 证 “  ” 字 同 “  （ 琼 ） ” 字 ， 书 风 宽 博 雄 伟 古 穆 （ 见 图 135） 。 《 莱 子 侯 刻 石 》 是 西 汉 最 著 名 的 刻 石 ， 天 

凤 三 年 （ 公 元 16年 ） 刻 ， 在 山 东 邹 县 ， 杨 守 敬 认 为 此 刻 石 书 风 苍 劲 简 质 ， 是 汉 隶 中 最 古 最 高 的 石 刻 ， 

艺 术 性 强 。 线 条 刚 劲 ， 收 放 有 序 ， 疏 密 相 间 ， 错 落 变 化 ， 但 不 适 宜 初 学 临 习 （ 见 图 136） 。 《 三 老 讳 字 忌 

日 刻 石 》 （ 见 图 124） ， 石 在 杭 州 西 泠 印 社 ， 隶 书 ， 线 条 简 直 刚 硬 ， 结 体 自 然 随 意 ， 古 朴 肃 穆 。 《 鄐 君 开 通 

褒 斜 道 刻 石 》 ， 永 平 六 年 （ 公 元 63年 ） 刻 ， 原 刻 在 岩 石 壁 上 ， 现 已 移 至 汉 中 博 物 馆 。 由 于 石 质 坚 硬 ， 线 

条 细 瘦 ， 结 体 大 小 、 长 短 、 宽 窄 不 一 ， 形 成 满 盘 布 局 ， 但 因 线 条 细 硬 ， 所 留 空 白 多 ， 故 又 显 得 空 灵 ， 结 字 

古 拙 ， 章 法 奇 特 ， 风 格 有 趣 ， 但 不 宜 初 学 （ 见 图 137） 。 

从 西 汉 时 期 的 竹 简 和 刻 石 的 隶 书 看 ， 由 于 两 者 书 写 工 具 、 材 料 不 同 ， 在 结 体 、 笔 法 、 风 格 方 面 都 

有 各 自 特 点 。 简 书 在 狭 窄 的 长 条 竹 木 片 上 用 毛 笔 书 写 ， 决 定 了 书 写 和 书 体 的 某 些 特 点 。 书 写 水 平 也 

有 高 低 之 分 ， 如 写 简 册 、 文 献 的 书 者 一 般 水 平 较 高 ， 字 体 恭 正 ， 格 调 典 雅 ， 属 上 品 ； 而 敦 煌 等 西 北 地 区 

出 土 的 一 般 属 于 下 级 军 吏 所 书 公 务 、 生 活 的 简 牍 ， 书 写 水 平 就 不 那 么 高 ， 当 然 也 有 写 得 很 好 的 。 西 汉 

时 期 简 牍 书 的 特 点 ： 一 是 早 期 简 牍 隶 书 ， 在 结 体 、 笔 法 上 还 留 有 篆 书 的 遗 意 ， 晚 期 的 隶 书 才 摆 脱 这 种 

情 况 ， 成 为 成 熟 的 隶 书 体 。 二 是 简 牍 隶 书 一 般 都 有 倚 侧 取 势 ， 或 左 高 右 低 ， 或 右 高 左 低 ， 用 笔 或 撇 笔 

重 ， 或 捺 笔 重 ， 横 画 则 或 起 笔 轻 收 笔 重 ， 或 起 笔 重 收 笔 轻 ， 已 有 明 显 的 波 势 或 蚕 头 燕 尾 ， 竖 笔 往 往 出 

现 超 长 的 笔 画 。 章 法 字 距 较 大 ， 显 示 舒 松 的 布 局 ， 也 有 字 距 紧 密 的 。 而 西 汉 刻 石 则 变 化 比 较 丰 富 ，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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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也 有 篆 书 遗 意 ， 但 不 多 ， 大 小 、 纵 横 变 化 ， 结 体 随 自 然 结 体 ， 转 折 方 圆 笔 共 用 ， 线 条 较 匀 称 ， 无 简 牍 

中 隶 书 的 笔 画 轻 重 变 化 悬 殊 ， 具 有 明 显 的 刀 味 ， 这 就 是 西 汉 时 期 隶 书 的 概 况 。 

东 汉 是 隶 书 的 高 峰 期 。 那 时 虽 然 有 纸 了 ， 但 质 量 、 数 量 都 远 不 能 满 足 社 会 需 要 ， 除 了 简 牍 以 外 ， 

东 汉 碑 刻 所 留 存 隶 书 成 为 主 要 的 资 料 。 《 文 心 雕 龙 》 说 ： “ 自 后 汉 以 来 ， 碑 碣 云 起 ” ， 纪 功 述 德 的 风 气 盛 

行 。 所 谓 碑 ， 指 长 方 形 的 条 石 ， 分 碑 额 、 碑 身 、 碑 座 。 碑 上 所 刻 文 字 称 碑 志 ， 其 序 为 传 ， 其 文 称 铭 ， 有 碑 

阳 碑 阴 之 分 ， 两 侧 为 碑 侧 。 立 于 墓 道 称 神 道 碑 ， 埋 于 墓 里 称 墓 志 ， 或 称 墓 志 铭 、 圹 铭 。 圆 顶 的 石 碑 称 

碣 。 东 汉 留 存 下 来 的 碑 碣 数 量 很 大 ， 隶 书 风 格 丰 富 多 采 ， 有 的 秀 丽 多 姿 ， 有 的 粗 犷 厚 重 ， 笔 法 多 样 ， 所 

以 清 代 王 澍 在 《 虚 舟 题 跋 》 中 说 ： “ 隶 书 以 汉 为 极 ， 每 碑 各 出 一 奇 ， 莫 有 同 者 ” 。 东 汉 时 期 留 存 下 来 的 碑 

刻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约 170余 种 ， 现 分 类 简 介 如 下 ： 

第 一 类 ， 雄 强 博 大 ， 浑 厚 古 朴 。 此 类 碑 刻 的 书 法 ， 结 体 宽 博 ， 笔 画 厚 重 ， 笔 力 雄 强 ， 布 局 茂 密 ， 气 势 

磅 礴 ， 古 朴 有 趣 。 如 《 祀 三 公 山 碑 》 ， 元 初 四 年 （ 公 元 117） 立 ， （ 见 图 138） 是 东 汉 时 期 最 早 的 一 块 碑 ， 书 

体 多 直 线 ， 但 有 篆 书 萦 带 笔 意 ， 运 笔 自 由 ， 尚 处 于 篆 隶 过 渡 阶 段 ， 气 格 博 大 ， 雄 伟 古 朴 。 但 不 适 宜 初 

学 。 《 封 龙 山 碑 》 （ 见 图 139） ， 立 于 延 熹 七 年 （ 公 元 164） ， 是 河 北 元 氏 县 五 大 名 碑 之 一 ， 是 成 熟 的 隶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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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 结 体 宽 博 优 美 ， 线 条 平 直 ， 波 磔 明 显 ， 笔 力 遒 劲 挺 拔 ， 撇 笔 飘 逸 ， 捺 笔 厚 重 ， 章 法 茂 密 中 有 疏 朗 ， 风 

格 雄 强 中 有 秀 逸 ， 是 隶 书 成 熟 早 期 的 代 表 作 。 《 嵩 高 庙 求 雨 铭 》 ， 刻 于 熹 平 四 年 （ 公 元 175） ， 为 堂 谿 典 

求 雨 而 刻 ， 堂 是 《 熹 平 石 经 》 厘 正 和 书 写 人 之 一 ， 石 经 有 部 分 与 此 铭 书 风 一 致 ， 是 名 家 手 笔 ， 线 条 平 

直 ， 结 体 严 谨 ， 笔 力 强 劲 ， 竖 画 厚 重 ， 章 法 丰 满 ， 但 少 韵 致 （ 见 图 140） 。 《 衡 方 碑 》 立 于 建 宁 元 年 （ 公 元 

168） ， 在 山 东 济 宁 市 ， 记 守 卫 宫 门 卫 尉 卿 衡 方 生 平 事 迹 ， 用 笔 平 正 强 劲 ， 波 磔 飘 洒 自 然 ， 特 别 是 碑 额 

题 字 ， 方 圆 结 合 ， 极 有 趣 味 ， 刚 柔 并 济 ， 伸 展 舒 畅 ， 曲 直 自 如 ， 错 落 有 致 （ 见 图 141） 。 《 西 狭 颂 》 刻 于 建 

宁 四 年 （ 公 元 171） ， 记 修 治 西 狭 险 道 纪 文 ， 在 甘 肃 成 县 。 刻 有 “ 从 史 位 ， 下 办 仇 静 字 汉 德 书 文 ” 的 题 

名 ， 汉 碑 少 有 题 名 ， 这 是 其 中 之 一 。 结 体 宽 博 ， 笔 画 挺 拔 舒 展 ， 章 法 疏 朗 错 落 ， 书 风 雄 劲 古 穆 ， 气 势 宏 

大 （ 见 图 142） 。 《 郙 阁 颂 》 ， 摩 崖 刻 石 ， 建 宁 五 年 （ 公 元 172） 刻 ， 在 陕 西 略 阳 县 ， 颇 似 《 西 狭 颂 》 ， 方 正 沉 

雄 ， 古 朴 厚 重 。 康 有 为 在 《 广 艺 舟 双 楫 》 中 说 ： “ 吾 常 爱 《 郙 阁 颂 》 结 体 茂 密 ， 汉 末 已 渺 ， 后 世 无 知 者 ， 惟 

平 原 （ 颜 真 卿 ） 章 法 结 体 独 有 遗 意 。 ” 说 似 《 西 狭 颂 》 ， 但 两 者 比 较 ， 也 大 有 差 别 ， 前 者 挺 拔 远 胜 此 碑 （ 见 

图 143） 。 《 鲁 峻 碑 》 立 于 熹 平 二 年 （ 公 元 173） ， 在 济 宁 市 博 物 馆 ， 雄 伟 丰 腴 ， 劲 拔 古 雅 ， 然 而 损 毁 严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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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 图 144） 。 《 樊 敏 碑 》 建 安 十 年 （ 公 元 205） 立 ， 宋 后 碑 佚 ， 清 道 光 重 现 四 川 ， 但 系 重 刻 本 。 结 体 宽 博 

雄 强 ， 古 朴 浑 穆 。 （ 见 图 145） 

第 二 类 ， 方 正 端 直 ， 劲 健 峻 拔 。 此 类 碑 刻 的 结 体 虽 有 大 小 错 落 ， 但 总 的 方 正 劲 直 ， 笔 画 挺 拔 ， 以 方 

笔 或 方 圆 并 用 为 主 ， 起 收 笔 劲 利 峻 爽 ， 圭 角 森 严 ， 风 骨 凌 厉 朴 茂 。 如 《 张 迁 碑 》 ， 立 于 中 平 三 年 （ 公 元 

186） 。 据 考 证 碑 文 中 “ 既 、 且 ” 两 字 系 “ 暨 ” 字 之 误 ， 又 按 帖 本 第 十 二 页 “ 东 勒 九 夷 ， 荒 远 既 殯 ” ， “ 殯 ” 

（ 殡 ） 字 应 是 “  ” （ 滨 ） 字 才 通 ， 又 文 中 “ 有 张 是 辅 汉 卅 载 ” 句 ， “ 是 ” 应 “ 氏 ” 字 ， 翁 方 纲 认 为 是 后 人 立 碑 

时 因 撰 者 、 书 者 轻 率 造 成 的 错 误 ， 认 为 书 法 “ 古 直 苍 浑 ” ， “ 端 直 朴 茂 ” 。 是 碑 书 法 水 平 较 高 ， 结 体 善 于 

变 化 ， 笔 法 丰 满 ， 章 法 虚 实 错 落 （ 见 图 146） 。 《 乙 瑛 碑 》 ， 立 于 永 兴 元 年 （ 公 元 153） ， 在 曲 阜 碑 林 ， 是 汉 

名 碑 之 一 。 结 体 严 谨 ， 收 放 适 度 ， 纵 横 协 调 ， 笔 画 劲 直 ， 线 条 平 正 ， 转 折 奇 变 ， “ 口 ” 字 成 偏 斜 角 ， 赋 有 装 

饰 趣 味 ， 挺 健 华 丽 ， 是 学 书 者 的 重 要 范 本 ， 适 宜 于 初 学 隶 书 。 何 绍 基 《 分 隶 偶 成 》 说 ： “ 朴 翔 捷 出 ， 开 后 

来 隽 利 一 门 ， 然 肃 穆 之 气 自 在 ” 。 清 方 朔 跋 云 ： “ 《 乙 瑛 》 立 于 永 兴 元 年 ， 在 三 碑 （ 另 指 韩  、 史 晨 两 碑 ） 

为 最 先 ， 而 字 的 方 正 沉 厚 ， 亦 足 以 称 宗 庙 之 美 ， 百 官 之 富 。 王 蒻 林 太 史 谓 雄 古 ， 翁 覃 溪 阁 学 谓 骨 肉 匀 

适 ， 情 文 流 畅 ， 汉 隶 之 最 可 师 法 者 ， 不 虚 也 ” （ 见 图 147） 。 《 鲜 于 璜 碑 》 刻 于 延 熹 八 年 （ 公 元 165） ， 现 存 

天 津 文 管 会 。 结 体 严 紧 中 能 宽 绰 ， 任 其 纵 横 大 小 ， 自 然 取 势 ， 协 调 一 致 ， 体 态 庄 重 ， 笔 画 浑 厚 ， 转 折 斩 

钉 截 铁 ， 遒 劲 挺 拔 ， 凝 重 中 时 出 奇 趣 ， 尤 其 碑 阴 ， 结 体 奇 变 ， 错 落 有 致 ， 更 赋 奇 趣 。 整 饰 端 庄 可 学 碑 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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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 趣 变 化 可 学 碑 阴 （ 见 图 148、 149） 。 《 张 寿 碑 》 ， 立 于 建 宁 元 年 （ 公 元 168） ， 原 在 山 东 城 武 县 。 清 方 朔 

认 为 此 碑 “ 字 体 遒 紧 方 整 ， 起 笔 作 势 皆 可 法 ， 与 《 武 荣 碑 》 的 碑 额 相 似 ， 汉 隶 中 之 妙 品 也 。 ” 据 传 邓 石 如 

三 十 岁 以 后 学 此 碑 ， 日 日 临 写 ， 才 得 其 趣 。 杨 守 敬 认 为 “ 书 法 开 北 魏 楷 书 先 路 ， 要 自 古 雅 。 ” 结 体 紧 密 

中 放 纵 ， 收 放 鲜 明 ， 富 有 姿 态 ， 时 出 奇 变 ， 笔 画 方 峻 ， 其 钩 笔 甚 似 魏 碑 体 中 的 方 笔 。 其 结 体 放 纵 ， 歪 斜 

长 短 皆 成 趣 ， 在 不 正 中 求 正 ， 手 段 与 图 194、 195的 “ 二 爨 ” 有 异 曲 同 功 之 妙 （ 见 图 150） 。 《 礼 器 碑 》 立 

于 永 寿 二 年 （ 公 元 156） ， 在 曲 阜 碑 林 ， 是 汉 代 名 碑 之 一 ， 被 评 为 汉 碑 第 一 品 。 四 面 环 刻 ， 清 王 澍 称 有 

“ 五 节 八 变 ” 之 妙 。 说 第 一 节 第 一 变 是 碑 文 的 “ 序 ” ， 笔 力 劲 挺 ， 力 在 画 外 ， 姿 态 秀 美 ； 第 二 节 第 二 变 为 

铭 文 ， 纤 劲 秀 丽 ， 清 超 绝 尘 ； 第 三 变 为 韩 勒 题 名 ， 笔 法 飘 逸 ， 波 捺 如 韭 叶 ； 第 四 变 为 韩 勒 后 八 人 题 名 ， 

风 韵 曲 雅 ， 清 圆 超 妙 ， 自 然 生 动 ； 第 三 节 第 五 变 为 碑 阴 八 人 题 名 ， 韵 味 甜 美 ， 更 为 自 然 飘 动 ， 天 真 烂 

漫 ， 行 文 左 右 错 列 而 不 离 中 心 线 ， 妙 趣 无 穷 ； 第 四 节 第 六 变 为 碑 的 左 侧 ， 笔 致 纵 绝 ， 别 开 生 面 ， 清 劲 超 

越 ， 放 纵 而 不 离 规 矩 ； 第 七 变 为 碑 的 右 侧 ， 兴 味 甜 足 ， 清 秀 劲 挺 ； 第 五 节 第 八 变 为 后 增 提 名 部 分 ， 字 体 

斜 侧 ， 笔 法 自 然 ， 别 有 妙 趣 。 翁 方 纲 认 为 是 七 人 所 书 。 王 澍 说 ： “ 隶 法 以 汉 为 极 ， 每 碑 各 出 一 奇 ， 莫 有 

同 者 。 而 此 碑 尤 为 奇 绝 ， 瘦 劲 如 铁 ， 变 化 若 龙 ， 一 字 一 奇 ， 不 可 端 倪 ” （ 《 虚 舟 题 跋 》 ） 。 杨 守 敬 也 认 为 ： 

“ 汉 隶 如 《 开 通 褒 斜 道 》 、 《 杨 君 石 门 颂 》 之 类 ， 以 性 情 胜 也 ， 《 景 君 》 、 《 鲁 峻 》 、 《 封 龙 山 》 之 类 ， 以 形 质 胜 

者 也 ， 兼 之 者 惟 此 碑 ， 复 而 论 之 ， 寓 奇 险 于 平 正 ， 寓 疏 秀 于 严 密 ， 所 以 难 也 ” 。 难 在 情 趣 和 法 度 之 统 一 ， 

能 相 互 融 合 ， 故 此 学 者 必 须 注 意 两 者 的 关 系 ， 善 于 观 察 其 结 合 点 ， 如 果 只 注 重 法 度 ， 则 易 于 呆 板 ； 如 

果 只 注 意 情 趣 ， 则 易 于 潦 草 ， 如 果 能 得 两 者 ， 则 能 得 此 碑 之 精 髓 （ 见 图 151、 152） 。 《 孔 宙 碑 》 ， 立 于 延 

熹 七 年 （ 公 元 164） 。 孔 宙 为 孔 子 十 九 世 孙 ， 孔 融 之 父 ， 是 泰 山 郡 治 安 官 ， 碑 在 曲 阜 碑 林 ， 是 汉 碑 中 名 

碑 之 一 。 杨 守 敬 认 为 书 法 “ 波 撇 并 出 ， 八 分 正 宗 ” ， “ 无 一 字 不 飞 动 ， 仍 无 一 字 不 规 矩 ” 。 朱 竹 坨 也 认 为 

“ 书 法 纵 逸 飞 动 ， 神 趣 高 妙 ” ， 更 有 说 它 “ 规 矩 整 齐 ， 一 笔 不 苟 ， 而 姿 态 却 自 横 溢 ， 有 《 卒 史 》 之 雄 健 而 去 

其 板 滞 ， 化 《 韩  》 之 方 辐 而 有 其 清 真 。 ” 康 有 为 认 为 此 碑 “ 碑 阴 笔 意 深 ， 昔 人 以 为 如 蛰 虫 盘 屈 。 ” 可 见 

其 书 法 高 深 ， 字 字 韵 味 甜 足 ， 精 彩 动 人 ， 又 不 离 法 度 ， 适 合 初 学 者 （ 见 图 153） 。 《 郑 固 碑 》 ， 延 熹 元 年 

（ 公 元 158） 立 ， 在 山 东 济 宁 市 。 清 万 经 评 说 此 碑 “ 笔 法 坚 劲 ” ， 杨 守 敬 称 ： “ 是 碑 古 健 雅 洁 ， 在 汉 隶 亦 称 

杰 作 ， 尤 少 积 气 ， 《 礼 器 》 之 雅 也 ” 。 翁 方 纲 认 为 其 “ 密 理 纵 横 兼 之 ， 此 古 隶 第 一 ” 。 笔 画 放 纵 而 有 姿 态 ， 

结 构 严 密 而 符 合 法 度 ， 适 合 做 范 本 ， 但 学 习 时 既 要 注 意 严 密 法 度 ， 更 要 注 意 灵 动 恣 致 之 处 （ 见 图 

154） 。 《 韩 仁 铭 》 ， 立 于 熹 平 四 年 （ 公 元 175） ， 原 在 河 南 荥 阳 县 。 杨 守 敬 认 为 此 碑 “ 清 劲 秀 逸 ， 无 一 笔 尘 

俗 气 ， 品 格 当 在 《 百 石 卒 史 》 之 上 。 其 碑 额 篆 书 九 字 ， 其 结 构 随 字 自 然 结 体 ， 纵 横 体 势 ， 变 能 统 一 ， 行 间 

茂 密 ， 与 碑 文 为 同 一 人 书 ， 可 称 双 绝 ” 。 避 免 俗 气 ， 可 学 此 碑 （ 见 图 155） 。 《 校 官 碑 》 ， 光 和 四 年 （ 公 元 

181） 立 ， 在 江 苏 溧 阳 孔 庙 。 清 方 朔 认 为 此 碑 “ 字 体 方 正 淳 古 ， 有 西 京 篆 初 变 隶 风 范 。 东 京 中 惟 《 衡 

方 》 、 《 张 迁 》 二 碑 如 其 结 构 。 ” 杨 守 敬 跋 云 ： “ 方 正 古 厚 ， 已 导 《 孔 羡 碑 》 之 先 路 ， 但 此 浑 厚 ， 彼 峭 厉 耳 ” 

（ 见 图 156） 。 《 夏 承 碑 》 ， 建 宁 三 年 （ 公 元 170） 立 ， 原 在 河 北 永 年 ， 久 佚 。 清 王 澍 认 为 ： “ 此 碑 字 特 奇 丽 ， 

有 妙 必 臻 ， 无 法 不 具 。 汉 碑 之 存 于 今 者 唯 此 绝 异 ， 然 汉 人 浑 朴 沉 劲 之 气 ， 于 斯 雕 刻 已 尽 ， 学 之 不 已 便 

不 免 堕 入 恶 道 ， 学 者 观 此 ， 当 知 古 人 有 此 奇 境 ， 却 不 可 用 此 奇 法 ” 。 明 王 世 贞 跋 云 ： “ 其 隶 法 时 时 有 篆 

籀 笔 ， 与 钟 （ 繇 ） 、 梁 （ 鹄 ） 诸 公 小 异 而 骨 气 洞 达 ， 精 彩 飞 动 。 ” 可 见 此 碑 有 早 期 篆 变 隶 的 笔 意 ， 笔 画 圆 

转 ， 用 笔 奇 丽 ， 但 少 规 正 ， 不 宜 初 学 ， 学 则 易 落 斜 路 恶 道 （ 见 图 157） 。 

第 三 类 ， 法 度 森 严 ， 秀 丽 多 姿 。 重 法 度 ， 重 规 范 ， 或 纤 劲 有 力 ， 或 秀 丽 姿 致 ， 奇 姿 多 态 但 都 在 规 范 

中 变 化 。 如 《 曹 全 碑 》 ， 中 平 二 年 （ 公 元 185） 立 ， 在 西 安 碑 林 。 对 此 碑 ， 历 来 评 价 很 高 。 如 清 万 经 说 它 

“ 秀 美 飞 动 ， 不 束 缚 ， 不 驰 骤 ， 洵 神 品 也 。 ” 孙 退 谷 认 为 “ 字 法 遒 秀 逸 致 ， 翩 翩 与 《 礼 器 碑 》 前 后 辉 映 ， 汉 

石 中 至 宝 也 。 ” 杨 守 敬 跋 说 ： “ 前 人 多 称 其 分 法 之 佳 至 以 之 比 《 韩  》 、 《 娄 寿 》 ， 恐 非 其 伦 。 常 以 质 之 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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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 孺 初 曰 ： ‘ 分 书 之 有 《 曹 全 》 ， 犹 真 ， 行 之 有 赵 （ 孟 頫 ） 、 董 （ 其 昌 ） ’ 。 可 谓 知 言 。 ” 此 碑 结 体 严 谨 收 敛 ， 

甚 有 规 矩 法 度 ， 笔 画 伸 展 而 有 姿 致 ， 秀 美 遒 逸 （ 见 图 111） 。 《 史 晨 碑 》 ， 两 面 刻 ， 前 碑 立 于 建 宁 二 年 （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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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169） ， 后 碑 立 于 建 宁 元 年 （ 公 元 168） ， 在 曲 阜 碑 

林 。 以 书 风 论 ， 两 碑 似 一 人 书 ， 是 汉 隶 代 表 作 之 一 。 法 

度 森 严 ， 刻 工 精 细 ， 但 损 泐 严 重 ， 乾 隆 时 曾 洗 碑 、 提 升 

过 碑 身 ， 建 国 后 又 提 升 过 。 故 拓 本 有 卅 五 字 和 卅 六 字 

之 别 。 清 万 经 《 分 隶 偶 存 》 说 此 碑 “ 修 饬 紧 密 ， 矩 度 森 

然 ， 如 程 不 识 之 师 ， 步 伍 整 齐 ， 凛 凛 不 可 犯 。 ” 方 朔 跋 

云 ： “ 书 法 则 肃 括 宏 深 ， 沈 古 遒 厚 ， 结 构 与 意 度 皆 备 ， 

洵 为 庙 堂 之 品 ， 八 分 正 宗 也 。 ” 杨 守 敬 《 平 碑 记 》 云 ： 

“ 昔 人 谓 汉 隶 不 皆 佳 ， 而 一 种 古 厚 之 气 不 可 及 ， 此 种 

是 也 。 ” 其 书 法 具 有 典 型 、 肃 穆 ， 学 此 碑 不 会 走 斜 路 ， 

但 要 注 意 勿 拘 束 （ 见 图 158、 159） 。 《 熹 平 石 经 》 ， 刻 于 

熹 平 四 年 至 光 和 六 年 （ 公 元 175－ 183） ， 包 括 《 易 

经 》 、 《 尚 书 》 、 《 诗 经 》 、 《 礼 记 》 、 《 春 秋 》 、 《 公 羊 传 》 、 《 论 

语 》 等 内 容 。 东 汉 灵 帝 时 ， 由 堂 谿 典 、 杨 赐 、 马 日  等 

文 人 对 五 经 文 字 正 定 后 奏 请 朝 廷 批 准 ， 立 于 太 学 前 。 

因 熹 平 年 间 刻 立 ， 故 称 《 熹 平 石 经 》 。 《 后 汉 书 》 曾 误 记 

为 三 体 ， 与 曹 魏 《 正 始 石 经 》 混 同 。 到 宋 时 赵 明 诚 才 辨 

别 。 此 石 经 传 为 蔡 邕 书 ， 其 实 是 和 堂 谿 典 等 多 人 所 

书 。 此 石 经 书 法 应 规 入 矩 ， 讲 究 法 度 ， 结 构 紧 密 ， 收 放 

有 度 ， 运 笔 从 容 ， 但 行 笔 造 型 比 前 成 熟 代 表 作 已 有 变 

化 ， 如 出 现 折 刀 头 的 用 笔 。 已 趋 向 后 期 的 风 格 （ 见 图 

160、 161） 。 《 华 山 碑 》 ， 延 熹 八 年 （ 公 元 165） 立 ， 原 在 

陕 西 华 阴 县 西 岳 庙 中 ， 明 代 毁 于 地 震 。 末 行 有 “ 郭 香 

察 书 ” ， 有 谓 书 者 ， 也 有 谓 郭 香 者 “ 察 书 ” 也 。 清 朱 彝 尊 

评 说 ： “ 汉 隶 凡 三 种 ， 一 种 方 整 ， 一 种 流 丽 ， 一 种 奇 古 。 

惟 延 熹 华 岳 碑 正 变 乖 合 ， 靡 所 不 有 ， 兼 三 者 之 长 ， 当 

为 汉 隶 第 一 品 。 ” 此 碑 结 体 严 谨 ， 收 放 、 疏 密 、 粗 细 变 

化 适 度 ， 运 笔 沉 稳 ， 笔 力 遒 劲 ， 笔 法 细 腻 灵 动 ， 古 朴 中 

有 流 丽 ， 方 整 中 有 秀 巧 （ 见 图 162） 。 《 张 景 碑 》 立 于 延 熹 二 年 （ 公 元 159） ， 书 风 近 似 《 韩 仁 铭 》 ， 潇 洒 秀 

雅 ， 雄 强 气 魄 差 于 《 封 龙 山 》 ， 结 体 紧 密 ， 布 局 匀 称 ， 线 条 秀 逸 ， 富 于 神 采 ， 学 习 时 要 精 细 （ 见 图 163） 。 

《 孔 彪 碑 》 ， 建 宁 四 年 （ 公 元 171） 立 ， 在 曲 阜 碑 林 。 清 孙 承 泽 跋 此 碑 说 ： “ 书 法 娟 美 ， 开 钟 元 常 法 门 矣 。 ” 

杨 守 敬 跋 云 ： “ 碑 字 甚 小 ， 亦 剥 落 最 甚 ， 然 笔 画 精 劲 ， 结 构 谨 严 ， 当 为 颜 鲁 公 所 祖 。 ” 李 瑞 清 跋 云 ： “ 此 碑 

用 笔 沉 着 飘 逸 ， 大 得 计 白 当 黑 之 妙 ， 直 与 刘 熊 抗 衡 ， 学 者 得 此 可 以 尽 化 板 刻 ， 脱 尽 凡 骨 矣 ” （ 见 图 

164） 。 《 汉 朝 侯 小 子 碑 》 ， 西 安 出 土 ， 无 年 月 。 秦 文 锦 跋 文 称 ： “ 书 体 在 《 孔 宙 》 、 《 史 晨 》 之 间 ， 逊 其 浑 厚 

而 劲 利 过 之 ， 亦 妙 刻 也 。 ” 结 体 严 紧 ， 运 笔 爽 利 ， 笔 画 利 索 ， 意 态 文 雅 （ 见 图 165） 。 《 杨 叔 恭 残 碑 》 ， 建 宁 

四 年 （ 公 元 171） 立 。 清 方 朔 评 论 说 ： “ 书 法 古 雅 秀 挺 ， 有 合 《 韩  》 、 《 史 晨 》 二 家 意 思 。 碑 侧 题 名 则 跌 宕 

疏 秀 ， 不 拘 故 常 ， 亦 不 异 《 韩  碑 》 阴 、 《 史 晨 碑 》 末 ， 可 宝 也 ” 。 杨 守 敬 、 康 有 为 也 都 认 为 此 碑 书 法 古 雅 

端 正 ， 碑 侧 则 纵 肆 姿 意 （ 见 图 166） 。 《 子 游 残 石 》 ， 元 初 二 年 （ 公 元 115） 立 ， 现 存 河 南 安 阳 市 文 化 馆 。 康 

有 为 认 为 《 子 游 残 石 》 有 拙 厚 之 形 而 气 态 浓 深 ， 笔 颇 而 骏 ， 殆 《 张 黑 女 碑 》 所 从 出 也 。 ” 结 体 横 扁 ， 纵 横 

自 然 ， 笔 画 厚 拙 而 骏 利 ， 风 格 挺 峻 （ 见 图 1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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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类 ， 舒 展 峻 拔 ， 飘 逸 洒 脱 。 此 类 书 体 

结 构 舒 展 ， 自 然 率 意 ， 笔 画 方 折 峭 拔 ， 纤 劲 飘 

拂 ， 笔 势 放 纵 。 如 《 石 门 颂 》 亦 称 《 杨 孟 文 颂 》 ， 

摩 崖 类 隶 书 ， 建 和 二 年 （ 公 元 148） 刻 ， 原 在 陕 

西 褒 城 县 褒 斜 谷 石 门 崖 ， 现 移 至 汉 中 博 物 馆 。 

书 体 宽 博 舒 展 ， 气 势 宏 大 ， 用 笔 圆 劲 自 然 ， 含 

蓄 蕴 藉 ， 挥 洒 自 如 ， 奇 趣 跌 宕 ， 独 具 风 格 ， 被 誉 

称 为 “ 隶 中 草 书 ” 。 《 金 石 萃 编 》 著 者 王 昶 称 ： 

“ 是 刻 书 体 劲 挺 有 姿 致 ， 与 《 开 通 褒 斜 道 》 摩 崖 

隶 书 字 疏 密 不 齐 者 ， 各 具 深 处 ， 推 为 东 汉 人 杰 

作 。 ” 杨 守 敬 说 ： “ 其 行 笔 如 野 鹤 闲 鸥 ， 飘 飘 欲 

仙 ， 六 朝 毓 秀 一 派 皆 从 此 出 。 ” 清 张 祖 翼 说 ： 

“ 三 百 年 来 习 汉 碑 者 不 知 凡 几 ， 竟 无 人 学 《 石 

门 颂 》 者 ， 盖 其 雄 厚 奔 放 之 气 ， 胆 怯 者 不 敢 学 ， 

力 弱 者 不 能 学 也 。 ” 此 刻 写 法 颇 为 特 殊 ， 既 是 

隶 书 结 体 笔 法 ， 而 行 笔 却 具 草 情 ， “ 命 ” 等 下 垂 

超 长 之 笔 是 刻 石 罕 见 之 笔 。 其 结 体 收 放 变 幻 

莫 测 ， 时 出 奇 趣 ， 潇 洒 飘 逸 ， 天 趣 盎 然 。 用 笔 柔 

中 有 刚 ， 含 蓄 蕴 藉 ， 凝 滞 中 挺 拔 流 畅 ， 收 敛 中 

能 放 纵 。 学 此 碑 需 要 有 一 定 基 础 后 才 可 学 （ 见 

图 168） 。 《 杨 淮 表 记 》 ， 摩 崖 刻 石 ， 在 陕 西 褒 城 

石 门 西 壁 。 书 法 与 《 石 门 颂 》 相 伯 仲 ， 康 有 为 称 

为 “ 润 泽 如 玉 ， 出 于 《 石 门 颂 》 而 又 与 《 石 经 

论 语 》 近 ， 但 疏 荡 过 之 。 ” 结 体 错 落 胜 于 《 石 门 

颂 》 ， 隶 体 草 情 ， 天 真 浪 漫 ， 中 锋 用 笔 ， 起 收 随 

意 ， 刚 硬 古 拙 ， 不 宜 初 学 （ 见 图 169） 。 《 阳 嘉 残 

碑 》 ， 阳 嘉 二 年 （ 公 元 133） 立 ， 结 体 方 正 挺 劲 ， 

古 拙 天 真 ， 线 条 质 直 ， 纤 劲 有 力 ， 可 治 多 肉 软 

骨 病 （ 见 图 170） 。 《 沈 府 君 神 道 阙 》 ， 无 年 月 ， 

在 四 川 达 县 ， 左 右 两 阙 。 康 有 为 认 为 是 “ 隶 中 

之 草 ” ， 结 体 严 谨 之 处 收 得 紧 ， 放 时 纵 情 而 去 ， 

撇 捺 超 长 ， 犹 如 弯 刀 ， 锋 锐 劲 利 。 笔 意 爽 骏 ， 秀 

丽 飘 逸 （ 见 图 171） 。 《 武 荣 碑 》 ， 无 年 月 ， 在 山 

东 济 宁 县 。 额 阳 文 隶 书 “ 汉 故 执 金 吾 丞 武 君 之 

碑 ” （ 见 图 172） 。 清 万 金 认 为 ： “ 额 字 极 秀 逸 可 

爱 ， 碑 文 字 拘 迫 不 甚 工 ， 逊 额 远 甚 。 ” 杨 守 敬 则 

认 为 “ 淳 古 而 峭 健 ， 流 丽 而 圆 结 ， 汉 碑 佳 品 亦 

分 法 正 宗 ， 不 得 以 字 少 而 忽 之 。 ” 碑 额 结 体 错 

落 而 规 正 ， 笔 画 劲 丽 而 秀 逸 。 碑 文 则 较 古 拙 ， 

有 淳 古 之 趣 （ 见 图 1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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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三 国 、 西 晋 时 期 的 隶 书 

隶 书 经 过 东 汉 时 期 发 展 到 高 峰 后 ， 到 三 国 魏 晋 以 后 就 逐 步 起 变 化 。 这 时 期 的 楷 、 行 、 草 书 已 日 渐 

成 熟 ， 特 别 是 行 、 草 书 ， 在 实 用 中 已 逐 步 代 替 隶 书 。 如 草 书 ， 东 汉 光 和 （ 公 元 178－ 184） 时 人 赵 壹 在 

《 非 草 书 》 中 说 草 书 “ 鄉 邑 不 以 此 较 能 ， 朝 廷 不 以 此 科 吏 ， 博 士 不 以 此 讲 试 ， 四 科 不 以 此 求 备 ， 征 聘 不 

问 此 意 ， 考 绩 不 课 此 字 ， 善 既 不 达 于 政 ， 而 拙 无 损 于 治 。 ” 说 明 社 会 对 草 书 态 度 认 为 毫 无 社 会 价 值 。 可 

是 到 了 西 晋 ， 卫 恒 在 他 的 《 四 体 书 势 》 一 文 中 已 完 全 不 一 样 了 ， 他 说 ： “ 草 书 之 法 ， 盖 又 简 略 ， 应 时 谕 

指 ， 用 于 卒 迫 ， 兼 功 并 用 ， 爱 日 省 力 ， 纯 俭 之 变 ， 岂 必 古 式 。 ” 只 经 过 百 余 年 ， 社 会 对 草 书 的 态 度 和 草 书 

的 价 值 已 大 变 ， 草 书 已 成 “ 应 时 谕 指 ” 、 “ 兼 功 并 用 ” 的 书 体 了 。 又 如 楷 书 ， 到 三 国 曹 魏 时 的 钟 繇 已 写 出 

《 宣 示 表 》 那 样 的 楷 书 了 。 所 以 隶 体 的 日 渐 衰 落 就 是 自 然 的 了 ， 是 字 体 随 着 社 会 发 展 的 必 然 趋 势 。 从 

书 体 本 身 发 展 看 ， 东 汉 时 已 达 “ 每 碑 各 出 一 奇 ” 的 高 度 ， 不 可 能 长 久 地 保 持 这 种 盛 况 ， 总 是 要 转 化 发 

展 。 隶 字 作 为 文 字 的 社 会 功 能 方 面 ， 东 汉 以 后 已 基 本 或 者 说 已 逐 渐 完 成 它 的 历 史 作 用 ， 已 被 楷 、 行 、 

草 体 所 代 替 ， 虽 然 它 是 逐 渐 的 过 程 。 但 是 隶 书 作 为 一 种 字 体 还 存 在 ， 作 为 书 法 艺 术 的 一 种 书 体 还 有 

它 的 魅 力 ， 还 要 长 期 继 续 下 去 。 

在 学 习 隶 书 中 经 常 会 遇 到 “ 八 分 书 ” 的 说 法 ， 究 竟 什 么 是 八 分 书 ， 历 史 上 有 多 种 说 法 。 卫 恒 在 《 四 

体 书 势 》 说 ： “ 隶 书 者 ， 篆 之 捷 。 上 谷 王 次 仲 始 作 楷 法 ， 至 灵 帝 好 书 ， 时 多 能 者 ， 而 师 宜 官 为 最 。 ” 又 说 ： 

“ 鹄 弟 子 毛 弘 教 于 秘 书 ， 今 八 分 皆 弘 之 法 。 ” 又 唐 代 张 怀  《 书 断 》 引 王 愔 的 话 说 ： “ 次 仲 以 古 书 方 广 ， 

少 波 势 。 建 初 中 ， 以 隶 草 作 楷 法 ， 字 方 八 分 ， 言 有 楷 模 。 ” 这 两 段 话 的 意 思 是 ， 隶 书 是 篆 书 之 简 捷 写 法 ， 

王 次 仲 把 隶 书 写 成 规 范 化 ， 在 灵 帝 时 多 能 书 者 ， 写 的 最 好 是 师 宜 官 ， 他 的 弟 子 梁 鹄 和 梁 的 弟 子 毛 弘 

写 八 分 书 。 所 谓 八 分 书 是 隶 书 的 一 种 写 法 ， 少 波 势 。 在 篆 书 隶 化 的 过 程 中 ， 如 秦 时 始 皇 陵 刑 徒 砖 中 

的 “ 里 ” 字 等 ， 由 于 刻 砖 难 刻 波 势 ， 只 能 刻 出 无 波 势 的 直 画 ， 极 像 后 来 的 楷 书 ， 王 次 仲 等 就 采 用 民 间 这 

类 新 俗 体 加 以 整 理 ， “ 字 方 八 分 ， 言 有 楷 法 。 ” 启 功 先 生 在 《 古 字 体 论 稿 》 中 论 及 八 分 书 时 说 ： “ 其 笔 画 

更 轻 便 ， 例 如 汉 碑 中 字 横 画 下 笔 处 下 垂 的 顿 势 ， 所 谓 ‘ 蚕 头 ’ ， 收 笔 处 上 仰 的 捺 脚 样 子 ， 所 谓 ‘ 燕 尾 ’ 都 

没 有 了 。 这 种 新 俗 体 盛 行 以 后 ， 为 了 区 别 ‘ 蚕 头 燕 尾 ’ 的 原 隶 体 ， 故 取 名 八 分 书 ， 即 八 成 古 体 或 雅 体 的 

意 思 。 ” 这 种 没 有 波 磔 的 隶 书 的 发 展 ， 就 逐 步 变 成 如 钟 繇 《 宣 示 表 》 那 样 的 新 俗 体 楷 书 了 。 

这 时 期 的 隶 书 ， 初 期 沿 习 汉 隶 ， 有 很 明 显 的 波 磔 笔 的 隶 书 ， 后 来 变 成 如 杨 守 敬 所 说 的 折 刀 头 的 

写 法 ， 以 至 出 现 后 来 如 《 谷 朗 碑 》 那 样 近 似 楷 书 的 隶 书 。 如 《 受 禅 碑 》 、 《 公 卿 上 尊 号 奏 》 ， 两 碑 立 于 三 国 

魏 黄 初 元 年 （ 公 元 220） 。 传 为 钟 繇 和 梁 鹄 书 ， 但 无 确 据 。 康 有 为 在 《 广 艺 舟 双 楫 》 中 说 ： “ 《 尊 号 》 、 《 受 

禅 》 分 属 钟 （ 繇 ） 、 卫 （ 觊 ） 。 ” 此 两 刻 书 风 相 近 ， 结 体 方 正 ， 笔 画 劲 利 。 杨 守 敬 在 《 书 学 迩 言 》 中 说 ： “ 《 上 尊 

号 》 、 《 受 禅 表 》 下 笔 如 折 刀 头 ， 风 骨 凌 厉 ， 遂 为 六 朝 真 书 之 祖 ， 学 八 分 书 者 ， 从 之 入 手 ， 绝 少 流 弊 。 ” 胡 

小 石 也 在 《 书 艺 略 论 》 中 说 ： “ 二 刻 书 体 ， 皆 肃 括 方 严 ， 骨 气 洞 达 ， 波 挑 俯 彻 ， 如 翚 斯 飞 ， 出 入 分 明 ， 有 

‘ 八 角 垂 芒 ’ 之 妙 ” 。 学 此 两 刻 无 软 骨 之 弊 （ 见 图 174、 175） 。 《 孔 羡 碑 》 ， 黄 初 元 年 （ 公 元 200） 立 ， 在 山 

东 曲 阜 碑 林 。 康 有 为 说 ： “ 昔 人 评 其 书 有 ‘ 龙 震 虎 威 ， 气 雄 力 厚 ， 魏 刻 之 冠 。 ’ ” 其 书 与 《 上 尊 号 》 一 致 ， 古 

质 遒 劲 ， 气 势 雄 强 ， 笔 画 呈 折 刀 头 ， 质 朴 厚 重 （ 见 图 176） 。 《 黄 初 残 石 》 ， 黄 初 五 年 （ 公 元 224） 立 。 在 陕 

西 郃 阳 县 。 与 《 上 尊 号 》 等 书 风 属 另 一 种 ， 纯 美 秀 丽 ， 《 金 石 补 录 》 评 论 说 ： 其 书 “ 高 妙 醇 朴 ， 书 体 酷 似 

《 酸 枣 令 》 ， 他 碑 未 及 也 。 ” 书 风 娟 美 纯 朴 （ 见 图 177） 。 《 曹 真 残 碑 》 ， 立 碑 年 月 已 泐 。 曹 真 死 于 太 和 五 年 

（ 公 元 231） 三 月 ， 立 碑 当 离 此 不 久 。 现 藏 故 官 博 物 院 。 杨 守 敬 评 其 书 说 ： “ 分 法 与 《 王 基 碑 》 同 ” 结 体 宽 

博 ， 笔 法 强 劲 中 飘 逸 ， 有 较 强 装 饰 味 （ 见 图 178） 。 《 范 式 碑 》 ， 三 国 魏 青 龙 三 年 （ 公 元 235） 立 ， 在 山 东 济 

宁 。 翁 方 纲 评 其 书 法 说 ： “ 是 碑 于 劲 利 之 中 出 以 淳 朴 ， 而 顿 挫 节 制 ， 神 彩 焕 发 ， 实 出 汉 末 皇 象 、 梁 鹄 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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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之 上 ” （ 见 图 179） 。 《 正 始 石 经 》 ， 无 年 月 ， 但 《 魏 书 · 江 式 传 》 、 《 晋 书 · 卫 恒 传 》 记 载 立 于 三 国 正 始 

年 间 （ 公 元 240～ 249） ， 石 早 佚 。 原 在 洛 阳 。 清 光 绪 年 间 曾 出 土 《 尚 书 · 君 奭 篇 》 残 石 ， 后 又 有 《 无 逸 · 

君 奭 》 残 片 、 《 春 秋 · 僖 公 · 文 公 》 残 石 等 出 土 。 分 古 文 、 小 篆 、 隶 书 三 体 蝉 联 书 刻 。 书 体 精 美 工 整 ， 是 

当 时 官 方 标 准 写 法 （ 见 图 180） 。 《 王 基 碑 》 景 元 二 年 （ 公 元 261） 立 ， 在 河 南 洛 阳 。 书 法 与 《 曹 真 碑 》 相 

似 ， 流 美 过 之 （ 见 图 181） 。 《 张 君 残 碑 》 ， 无 年 月 ， 藏 故 宫 博 物 院 。 吴 士 鉴 跋 云 ： “ 观 其 字 体 峻 整 ， 已 开 《 任 

城 孙 夫 人 碑 》 之 先 河 ， 为 魏 刻 无 疑 ” 。 严 峻 方 折 ， 雄 强 劲 利 （ 见 图 182） 。 《 谷 朗 碑 》 ， 三 国 吴 凤 凰 元 年 （ 公 元 

272） 立 ， 此 少 数 吴 碑 之 一 。 隶 楷 过 渡 体 。 属 隶 书 。 康 有 为 称 其 书 古 厚 ， 为 真 楷 之 极 （ 见 图 183） 。 《 任 城 

孙 夫 人 碑 》 ， 据 考 证 为 西 晋 泰 始 八 年 （ 公 元 272） 立 ， 在 山 东 任 城 县 。 清 代 严 可 均 评 其 书 点 画 严 整 ， 颇 似 

《 范 式 碑 》 笔 意 。 包 世 臣 说 ： “ 《 孙 夫 人 碑 》 是 《 孔 羡 》 法 嗣 ， 开 笔 沉 着 不 减 而 体 稍 疏 隽 ” （ 见 图 184） 。 《 龙 兴 

皇 帝 三 临 辟 雍 碑 》 ， 西 晋 咸 宁 四 年 （ 公 元 278） 立 。 罗 振 玉 认 为 此 碑 为 晋 碑 之 冠 。 结 体 伸 展 ， 起 收 笔 厚 重 

方 折 ， 峻 利 雄 强 ， 气 宇 昂 扬 （ 见 图 185） 。 《 吕 望 碑 》 ， 西 晋 太 康 十 年 （ 公 元 289） 立 ， 穆 子 容 书 ， 在 河 南 汲 县 

孔 庙 。 清 钱 大 昕 认 为 此 碑 “ 字 画 颇 古 雅 ， 不 似 东 魏 的 率 意 ” ， “ 其 虽 峻 逸 殊 科 ， 而 皆 曲 折 顿 宕 ， 姿 致 天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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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 图 186） 。 《 郭 槐 墓 志 》 ， 晋 元 康 六 年 立 （ 公 元 

296） ， 结 体 处 纵 势 ， 点 画 夸 张 ， 华 丽 俊 逸 （ 见 图 

187） 。 《 左 棻 墓 志 》 ， 永 康 元 年 （ 公 元 300） 立 ， 河 

南 偃 师 蔡 庄 出 土 。 书 法 强 劲 峻 拔 ， 笔 画 如 刀 砍 

（ 见 图 188） 。 《 荀 岳 墓 志 》 ， 永 安 元 年 （ 公 元 304） 

立 ， 河 南 博 物 馆 存 。 书 法 结 体 严 谨 ， 笔 画 精 到 ， 峻 

拔 中 有 秀 逸 ， 是 晋 代 佳 作 （ 见 图 189） 。 《 石 尠 

（ 鲜 ） 墓 志 》 ， 永 嘉 元 年 （ 公 元 307） 刻 ， 现 存 于 河 

南 博 物 馆 。 书 法 结 体 精 密 ， 大 小 错 落 ， 疏 密 结 合 ， 

笔 工 精 到 ， 法 度 森 严 （ 见 图 190） 。 《 刘 韬 墓 志 》 无 

年 月 ， 刘 为 晋 人 ， 故 证 为 西 晋 墓 志 。 书 法 精 熟 ， 劲 

挺 流 畅 ， 雄 强 挺 拔 （ 见 图 1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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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东 晋 、 南 北 朝 时 期 的 隶 书 

这 时 期 的 行 、 草 书 已 经 高 度 成 熟 ， 楷 书 也 已 日 益 成 熟 ， 如 出 现 王 羲 之 、 王 献 之 为 首 的 东 晋 书 家 群 

体 ， 他 们 至 今 尚 留 有 许 多 墨 迹 足 可 证 明 。 可 是 ， 从 民 间 的 文 书 、 写 经 、 墓 志 铭 等 看 ， 还 是 留 有 隶 书 的 遗 

意 ， 但 是 再 也 不 会 出 现 东 汉 时 代 那 样 高 度 精 熟 的 隶 书 作 品 了 。 如 果 说 这 时 期 还 有 隶 书 的 话 ， 就 只 有 

那 种 说 是 隶 书 又 不 是 原 来 那 种 隶 书 ， 说 是 楷 书 又 带 有 隶 意 的 不 成 熟 的 楷 书 ， 是 一 种 隶 书 向 楷 书 的 过 

渡 体 。 这 种 隶 楷 结 合 的 书 体 ， 形 成 自 己 独 特 的 书 体 和 美 感 。 《 邓 太 尉 祠 碑 》 ， 东 晋 太 和 二 年 （ 公 元 

367） 立 ， 在 陕 西 蒲 城 。 对 此 碑 前 人 有 不 同 看 法 ， 赵 绍 祖 在 《 金 石 文 钞 》 中 说 ： “ 前 半 颇 有 法 度 ， 后 半 自 

‘ 军 参 事 ’ 题 名 以 下 极 丑 恶 ， 似 出 两 人 所 书 。 ” 隆 曾 祥 则 说 ： “ 隶 书 略 涉 放 纵 ， 仍 不 失 汉 人 矩 矱 ， 赵 氏 据 

以 丑 恶 诋 之 ， 非 余 所 知 焉 。 ” 从 碑 看 ， 结 体 紧 密 ， 笔 画 放 纵 ， 虽 不 失 隶 矩 ， 但 已 是 隶 书 发 展 的 强 弩 之 末 

（ 见 图 192） 。 《 好 大 王 碑 》 ， 据 考 证 为 东 晋 义 熙 十 年 （ 公 元 414） 立 。 吉 林 集 安 县 出 土 。 隶 书 ， 四 面 环 刻 。 

实 际 并 不 是 典 型 的 隶 体 ， 似 隶 似 楷 ， 在 隶 楷 之 间 。 结 体 扁 方 ， 起 收 笔 方 中 带 圆 ， 无 明 显 波 势 ， 方 整 纯 

厚 ， 遒 古 朴 茂 （ 见 图 193） 。 《 爨 宝 子 碑 》 ， 东 晋 义 熙 元 年 ， （ 公 元 405） 立 ， 在 云 南 宁 城 出 土 。 在 曲 靖 一 中 。 

结 构 和 用 笔 来 自 隶 体 。 康 有 为 说 此 碑 “ 端 朴 若 古 佛 之 容 ” ， “ 朴 厚 古 茂 ， 奇 姿 百 出 ， 与 《 灵 庙 》 、 《 彦 鞠 

云 》 皆 在 隶 楷 之 间 ， 可 以 考 见 变 体 源 流 。 ” 结 体 奇 变 ， 奇 趣 横 生 ， 浑 厚 方 整 ， 刚 劲 凝 重 。 但 学 则 很 难 。 笔 

画 、 结 构 易 学 ， 但 奇 趣 难 掌 握 （ 见 图 194） 。 《 爨 龙 颜 碑 》 ， 刘 宋 大 明 二 年 （ 公 元 458） 立 ， 碑 原 在 云 南 陆 凉 

州 死 者 墓 前 。 清 桂 馥 认 为 碑 “ 文 为 爨 道 庆 作 ， 正 法 兼 用 隶 法 ， 饶 有 朴 拙 之 趣 。 ” 阮 福 跋 云 ： “ 字 体 方 正 ， 

在 楷 隶 之 间 ， 毕 有 北 魏 各 碑 北 派 书 法 。 碑 文 体 制 古 茂 ， 得 汉 碑 遗 法 ， 非 唐 、 宋 人 所 及 ， 此 乃 滇 中 最 古 之 

行 ， 极 可 宝 贵 。 ” 范 寿 铭 说 ： “ 此 碑 与 《 嵩 高 灵 庙 碑 》 同 时 所 树 ， 南 北 两 碑 ， 遥 遥 耸 峙 ， 淳 朴 之 气 则 《 灵 庙 》 

为 胜 ， 隽 逸 之 姿 则 《 爨 碑 》 为 长 ， 盖 由 分 入 隶 之 始 ， 开 六 朝 、 唐 、 宋 、 元 无 数 法 门 ， 魏 晋 以 还 ， 此 两 碑 实 书 

家 之 鼻 祖 也 。 ” 康 有 为 盛 赞 “ 下 笔 如 滚 刀 刻 玉 ， 但 是 浑 美 ， 布 势 如 精 工 画 人 ， 各 有 意 度 ， 当 为 隶 楷 极 

则 。 ” 多 变 不 失 法 度 ， 夸 张 不 离 规 矩 ， 奇 变 不 亚 《 宝 子 》 ， 古 朴 略 逊 ， 隽 逸 则 胜 之 （ 见 图 195） 。 此 路 书 法 

的 发 展 ， 进 一 步 规 范 化 、 法 度 化 ， 就 产 生 像 北 魏 《 张 猛 龙 碑 》 这 样 的 楷 体 ， 此 碑 立 于 北 魏 正 光 三 年 （ 公 

元 522） ， 在 山 东 曲 阜 碑 林 。 康 有 为 在 《 广 艺 舟 双 楫 》 中 称 为 “ 精 品 上 ” 。 说 它 “ 如 周 公 制 礼 ， 事 事 皆 美 

善 ” 。 认 为 结 构 精 绝 ， 变 化 无 端 ， 是 正 体 变 态 之 宗 （ 见 图 196） 。 

（ 五 ） 隋 、 唐 时 期 的 隶 书 

隋 、 唐 时 期 隶 书 已 是 强 弩 之 末 ， 虽 然 墓 志 当 中 沿 习 传 统 写 隶 书 ， 但 很 著 名 的 隶 书 碑 则 为 稀 有 。 唐 

代 更 是 楷 书 甚 至 行 书 入 碑 的 多 ， 但 也 有 一 些 专 长 隶 书 的 书 家 ， 不 过 其 书 体 已 无 汉 隶 那 样 正 宗 ， 更 少 

雄 强 和 多 变 的 时 代 气 息 。 这 当 然 是 时 代 变 化 了 ， 同 时 也 是 字 体 自 身 的 发 展 规 律 的 结 果 。 从 字 体 发 展 

由 繁 到 简 便 于 书 写 的 实 用 规 律 看 ， 隶 书 写 来 毕 竟 费 时 费 事 ， 故 已 成 古 体 ， 而 行 、 草 、 楷 书 ， 特 别 是 楷 书 

如 同 隶 书 在 汉 代 一 样 ， 在 隋 、 唐 之 际 已 高 度 成 熟 。 近 人 马 宗 霍 在 《 书 林 藻 鉴 》 “ 叙 论 ” 中 说 ： “ 自 魏 晋 讫 

于 南 北 朝 ， 流 传 书 迹 ， 以 真 行 草 为 大 宗 ， 篆 成 绝 响 ， 八 分 亦 下 坠 如 缕 ， 隶 书 之 称 ， 或 与 真 混 ， 或 与 八 分 

混 ， 久 已 不 复 别 出 矣 ！ 惟 各 体 皆 有 名 家 。 ” 韩 择 木 、 蔡 有 邻 、 李 潮 、 史 惟 则 四 人 成 为 唐 分 书 “ 工 者 四 家 ” ， 

“ 结 体 、 运 笔 皆 大 变 汉 法 ” ， 加 上 徐 浩 、 玄 宗 李 隆 基 也 善 八 分 书 ， 也 就 如 此 而 已 。 隋 代 的 如 《 太 平 寺 碑 》 ， 

隶 书 ， 开 皇 元 年 （ 公 元 581） 立 。 此 碑 书 法 结 体 方 正 带 纵 势 ， 用 笔 方 折 刚 硬 ， 线 条 纤 劲 ， 与 唐 代 褚 遂 良 

《 伊 阙 佛 龛 碑 》 相 近 似 ， 华 艳 方 硬 （ 见 图 197） 。 与 此 碑 风 格 相 近 的 还 有 《 沣 水 桥 记 》 ， 据 考 证 为 开 皇 十 

六 年 （ 公 元 596） 前 刻 ， 在 河 北 南 和 县 。 结 体 方 整 处 纵 长 ， 笔 画 纤 细 中 带 飘 逸 （ 见 图 1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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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代 徐 浩 是 著 名 隶 书 家 ， 他 书 《 嵩 阳 观 记 》 是 有 代 表 性 的 作 品 。 唐 天 宝 三 年 （ 公 元 744） 刻 ， 李 林 

甫 撰 文 ， 在 河 南 登 封 嵩 阳 书 院 。 徐 浩 字 季 海 ， 越 州 （ 今 浙 江 绍 兴 ） 人 ， 官 至 中 书 舍 人 ， 诏 令 皆 出 其 手 。 

《 旧 唐 书 · 本 传 》 称 他 ： “ 工 草 隶 ， 又 工 楷 隶 ” ， 又 说 ： “ 始 ， 浩 父 峤 子 善 书 ， 以 法 授 浩 ， 益 工 ， 尝 书 四 十 二 

幅 屏 ， 八 体 皆 备 ， 世 状 其 法 曰 ： 怒 猊 抉 石 ， 渴 骥 奔 泉 。 ” 颇 受 历 代 书 家 好 评 。 《 说 嵩 》 称 ： “ 惟 是 碑 为 徐 定 

公 浩 古 隶 ， 笔 法 遒 雅 ， 姿 态 横 生 ， 法 遒 理 整 ， 无 一 懈 笔 ” 。 明 王 世 贞 评 论 说 ： “ 徐 浩 古 隶 与 帝 （ 玄 宗 李 隆 

基 ） 隶 法 绝 相 类 。 ” 清 王 澍 在 《 虚 舟 题 跋 》 中 说 ： “ 唐 人 隶 书 之 盛 无 如 季 海 ， 隶 书 之 工 ， 亦 无 季 海 。 ” （ 见 图 

199） 。 唐 代 另 一 名 家 史 惟 则 也 善 隶 书 专 名 。 史 惟 则 书 《 大 智 禅 师 碑 》 ， 立 于 唐 开 元 二 十 四 年 （ 公 元 

736） ， 在 西 安 碑 林 。 对 他 的 书 法 ， 历 来 有 许 多 评 论 。 《 吕 总 续 书 评 》 说 ： “ 惟 则 八 分 书 ， 如 雁 足 印 沙 ， 深 

渊 鱼 跃 。 ” 宋 《 集 古 录 》 说 ： “ 唐 世 分 隶 ， 名 家 者 四 人 而 已 ， 韩 择 木 、 蔡 有 邻 、 李 潮 及 惟 则 也 。 ” 赵 明 诚 《 金 

石 录 》 云 ： “ 惟 则 八 分 书 ， 字 画 工 妙 可 喜 。 ” 《 书 小 史 》 也 说 ： “ 惟 则 工 八 分 ， 颇 近 钟 （ 繇 ） 书 ， 发 笔 方 广 ， 字 

形 骏 美 ， 亦 为 时 所 重 。 ” 《 书 史 会 要 》 则 说 他 “ 如 王 公 大 人 ， 进 退 有 度 。 ” 明 王 世 贞 说 ： “ 惟 则 《 大 智 禅 师 

碑 》 行 笔 绝 类 《 泰 山 铭 》 ， 而 缜 密 过 之 。 ” 赵 子 涵 《 石 墨 镌 华 》 则 批 评 说 ： “ 瘦 而 少 态 。 ” 而 《 金 石 存 》 则 反 驳 

说 此 碑 “ 老 劲 庄 严 ， 此 书 骨 力 参 以 和 缓 之 致 。 乃 赵 子 涵 反 谓 瘦 而 少 态 ， 何 也 ！ ” 看 来 后 者 所 说 公 允 ， 此 

碑 书 法 庄 重 而 有 力 ， 方 整 而 严 峻 ， 结 体 严 紧 ， 笔 法 灵 动 ， 确 是 唐 代 名 作 （ 见 图 200） 。 唐 玄 宗 李 隆 基 的 

隶 书 肥 厚 而 健 挺 ， 他 写 的 《 石 台 孝 经 》 ， 天 宝 四 年 （ 公 元 745） 刻 ， 自 己 撰 序 ， 注 并 书 ， 现 在 西 安 碑 林 。 

《 旧 唐 书 · 本 纪 》 称 ： “ 开 元 应 乾 ， 神 武 聪 明 ， 风 骨 巨 丽 ， 碑 牌 峥 嵘 ， 思 如 泉 而 吐 风 ， 笔 为 海 而 吞 鲸 。 ” 《 古 

今 法 书 苑 》 云 ： “ 唐 明 皇 工 八 分 ， 章 草 ， 丰 茂 英 特 。 ” 明 王 世 贞 在 《 弇 州 仙 人 稿 》 称 其 书 “ 丰 妍 匀 适 ， 与 《 泰 

山 铭 》 同 ” （ 见 图 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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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宋 、 元 、 明 时 期 的 隶 书 

五 代 时 间 短 ， 且 战 乱 不 止 ， 政 局 动 荡 ， 书 家 中 除 杨 凝 式 ， 无 可 称 者 。 宋 、 元 、 明 三 代 ， 包 括 辽 、 金 ， 书 

家 大 都 重 楷 、 行 、 草 书 ， 有 的 也 写 隶 书 ， 但 少 有 专 长 。 如 宋 初 的 徐 铉 长 篆 书 ， 李 建 中 专 行 书 ， 但 两 家 亦 

写 隶 书 ， 只 是 “ 亦 工 ” 而 已 。 李 宗 谔 “ 工 隶 书 ” ， 但 不 以 书 家 著 称 。 在 宋 一 代 ， 大 概 如 此 。 元 代 赵 孟 頫 提 

倡 复 古 ， 《 元 史 · 本 传 》 称 “ 孟 頫 篆 、 籀 、 分 、 隶 、 真 、 行 、 草 无 不 冠 绝 古 今 。 ” 隶 书 稍 可 观 。 虞 集 被 《 书 史 会 

要 》 称 为 “ 古 隶 为 当 代 第 一 。 ” 《 元 史 · 本 传 》 称 泰 不 华 “ 善 篆 隶 ， 温 润 遒 劲 。 ” 元 代 如 此 。 明 代 “ 于 时 帖 学 

最 盛 ” ， 自 然 篆 隶 就 不 盛 了 ， 因 为 所 谓 “ 帖 学 ” ， 主 要 都 是 行 草 书 汇 集 的 刻 帖 。 但 名 家 中 也 有 善 隶 和 八 

分 的 记 载 ， 如 明 初 赫 赫 有 名 的 书 家 沈 度 。 杨 士 奇 称 ： “ 度 善 篆 隶 真 行 八 分 书 ， 婉 丽 飘 逸 ， 雍 容 巨 度 ， 八 

分 尤 为 高 古 ， 浑 然 汉 意 。 ” 《 书 史 会 要 》 记 程 南 云 说 ： “ 隶 、 草 俱 有 古 意 ， 又 善 大 字 。 ” 祝 允 明 也 说 ： “ 程 氏 

父 子 篆 隶 擅 长 ， 斯 业 既 鲜 ， 不 得 不 与 。 ” 又 《 明 史 · 本 传 》 载 李 东 阳 “ 工 篆 隶 书 ， 流 播 四 裔 ” 。 写 隶 书 的 自 

然 还 有 人 ， 但 也 不 过 寥 寥 数 名 家 ， 至 于 他 们 留 下 隶 书 作 品 更 是 屈 指 可 数 。 故 研 究 隶 书 者 ， 都 以 汉 碑 为 

宗 范 ， 此 后 似 不 足 学 。 但 为 了 解 隶 书 的 源 流 兴 衰 ， 现 将 此 时 期 作 品 略 作 简 介 。 

俞 和 所 写 《 篆 隶 千 字 文 册 》 ， 篆 隶 间 行 书 ， 末 后 署 款 说 ： “ 天 爵 贤 良 嗜 予 篆 隶 ， 因 书 此 为 赠 。 时 至 正 

甲 午 岁 一 月 三 日 也 。 清 隐 散 人 俞 和 识 。 ” 元 代 至 正 甲 午 年 为 公 元 1354年 。 书 时 四 十 八 岁 。 俞 和 （ 公 

元 1307－ 1384年 ） 。 字 子 中 ， 号 紫 芝 生 、 清 隐 散 人 等 。 杭 州 籍 。 书 学 赵 孟 頫 ， 他 不 仅 “ 行 草 逼 真 文 

敏 ” 且 能 写 章 草 、 隶 书 、 篆 书 各 体 ， 对 明 初 书 法 也 有 影 响 。 此 册 书 法 结 体 简 洁 ， 随 自 然 取 势 ， 无 匠 气 ， 用 

笔 劲 挺 秀 丽 ， 自 有 一 种 韵 味 和 书 卷 气 ， 吸 取 了 魏 晋 时 期 写 经 的 意 趣 （ 见 图 202） 。 明 代 沈 度 所 书 的 《 归 

去 来 辞 轴 》 ， 是 留 存 下 来 少 数 隶 书 之 作 。 写 的 甚 有 法 度 ， 结 体 端 庄 严 紧 ， 用 笔 强 劲 到 家 ， 富 有 力 度 ， 华 

贵 婉 丽 （ 见 图 203） 。 沈 度 （ 公 元 1357— 1434年 ） ， 字 民 则 ， 号 自 乐 ， 华 亭 （ 今 上 海 松 江 ） 人 。 善 篆 隶 真 行 

草 八 分 书 。 明 成 祖 爱 书 ， 诏 能 书 者 入 翰 林 院 ， 沈 度 与 选 ， 最 为 帝 赏 ， 名 出 朝 士 右 ， 日 侍 便 殿 ， 官 至 侍 讲 

学 士 ， 与 弟 沈 粲 俱 以 书 名 ， 时 号 大 小 学 士 。 帝 称 为 “ 我 朝 王 羲 之 ” 。 书 风 婉 丽 ， 雍 容 矩 度 ， 隶 书 高 古 ， 具 

有 汉 意 。 王 文 治 在 《 论 书 绝 句 》 中 说 他 的 书 法 “ 端 雅 正 宜 书 制 诰 ， 至 今 馆 阁 有 专 门 。 ” 即 是 说 适 合 于 写 

文 告 的 馆 阁 体 。 明 代 宋 珏 所 书 《 七 言 律 诗 》 ， 现 藏 故 宫 博 物 院 。 笔 法 沉 厚 ， 苍 劲 雄 健 ， 笔 力 强 劲 ， 但 结 

体 欠 严 谨 ， 体 势 受 楷 书 影 响 （ 见 图 204） 。 宋 珏 （ 公 元 1576— 1632年 ） ， 名 一 作  （ 珏 ） ， 字 比 王 ， 号 荔 枝 

仙 ， 莆 阳 老 人 ， 福 建 莆 田 人 ， 流 寓 金 陵 （ 今 南 京 ） ， 为 国 子 监 生 。 善 小 诗 、 山 水 画 ， 出 入 二 米 （ 米 芾 、 米 友 

仁 ） 、 吴 镇 、 黄 公 望 ， 亦 画 松 ， 兼 刻 印 ， 有 “ 莆 田 派 ” 之 称 。 工 书 ， 尤 擅 隶 书 ， 师 《 夏 承 碑 》 。 明 末 王 铎 是 著 

名 书 家 ， 他 所 书 《 五 溪 朱 词 文 》 属 《 拟 山 园 帖 》 卷 四 中 一 帖 ， “ 崇 祯 十 七 年 （ 公 元 1644） 春 书 于 丰 沛 舟 

中 。 ” 书 体 结 构 严 谨 ， 笔 法 纤 劲 匀 称 ， 能 纵 能 收 ， 文 则 线 条 流 畅 遒 劲 ， 收 能 紧 密 严 谨 ， 点 画 精 细 ， 有 《 曹 

全 》 、 《 史 晨 》 遗 意 （ 见 图 205） 。 王 铎 （ 公 元 1592— 1652年 ） 字 觉 斯 ， 孟 津 （ 今 属 河 南 ） 人 。 明 末 官 至 大 学 

士 ， 后 降 清 。 各 体 书 法 皆 精 ， 尤 以 草 书 著 名 。 《 砥 斋 题 跋 》 称 ： “ 文 安 学 问 才 艺 ， 皆 不 减 赵 承 旨 （ 孟 頫 ） ， 

特 所 少 者 蕴 藉 也 。 ” 王 铎 自 论 书 云 ： “ 书 法 之 始 也 难 以 入 帖 ， 继 也 难 以 出 帖 ” 。 清 代 倪 粲 在 《 倪 氏 杂 记 笔 

法 》 中 说 ： “ 王 觉 斯 写 字 课 ， 一 日 临 帖 ， 一 日 应 请 索 ， 以 此 相 间 ， 终 身 不 易 。 ” 既 重 视 临 摹 又 重 视 创 作 ， 并 

把 两 者 结 合 ， 这 是 一 种 提 高 书 艺 的 好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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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清 代 的 隶 书 

清 代 号 为 “ 书 法 中 兴 ” 。 嘉 庆 、 道 光 以 前 ， 帖 学 盛 行 。 清 入 关 以 后 ， 实 行 残 酷 的 统 治 ， 文 化 专 制 ， 大 

兴 文 字 狱 。 同 时 充 分 利 用 汉 族 思 想 文 化 ， 政 治 典 章 ， 为 巩 固 其 封 建 统 治 服 务 。 当 时 书 法 名 家 ， 如 明 末 

留 清 的 傅 山 、 王 铎 、 宋 曹 、 孙 承 泽 、 高 士 奇 、 周 亮 工 、 汪 士 鈜 、 姜 宸 英 、 陈 奕 禧 等 一 大 批 人 都 是 继 承 明 代 

耽 于 帖 学 。 尤 其 是 康 熙 的 老 师 张 照 ， 崇 尚 董 其 昌 ， 得 康 熙 赏 识 。 “ 圣 祖 则 酷 爱 董 其 昌 书 ， 海 内 真 迹 ， 搜 

访 殆 尽 ， 玉 牒 金 题 ， 汇 登 祕 阁 。 董 书 在 明 末 已 糜 于 江 南 ， 自 经 朝 睿 赏 ， 声 价 益 高 。 ” 然 “ 董 之 纤 弱 ， 渐 不 

压 人 之 望 ， 于 是 香 光 告 退 ， 子 昂 代 起 ， 赵 书 又 大 为 世 贵 。 ” （ 马 宗 霍 ： 《 书 林 藻 鉴 》 ） 康 熙 、 乾 隆 以 后 ， 大 兴 

文 字 狱 所 带 来 的 思 想 禁 锢 ， 知 识 界 口 若 寒 蝉 ， 都 潜 心 于 考 古 ， 研 究 古 籍 经 史 ， 考 证 金 石 文 字 ， 补 正 史 

书 之 不 足 和 纠 其 谬 误 。 随 着 金 石 出 土 日 多 ， 金 石 学 兴 盛 ， 摹 拓 之 术 日 盛 ， 为 书 法 界 扩 大 了 视 野 ， 碑 学 

趁 帖 学 之 衰 兴 起 ， 于 是 写 篆 隶 的 人 日 多 ， 成 就 也 高 ， 与 号 为 “ 书 法 中 兴 ” 名 实 相 当 。 

清 代 隶 书 直 追 汉 代 ， 但 在 创 新 在 审 美 观 上 有 很 大 的 变 化 ， 个 性 方 面 更 加 突 出 ， 可 称 为 在 继 承 汉 

代 隶 书 又 赋 予 新 的 时 代 气 息 的 新 的 隶 书 。 卓 有 成 就 擅 长 隶 书 的 名 家 的 人 数 也 是 汉 以 后 历 代 所 不 可 

比 拟 的 。 如 郑 簠 、 金 农 、 邓 石 如 、 伊 秉 綅 、 陈 鸿 寿 、 何 绍 基 等 都 以 专 长 隶 书 而 著 名 。 而 且 各 有 自 己 的 个 

性 和 面 貌 。 其 他 如 郭 宗 昌 、 傅 山 、 王 时 敏 、 万 经 、 巴 祖 慰 、 姚 元 之 、 陈 豫 钟 、 张 廷 济 、 俞 樾 、 翁 同 和 、 杨 岘 

等 ， 其 隶 书 也 很 可 观 。 王 时 敏 书 《 五 言 对 联 》 ， 取 势 纵 长 ， 结 体 紧 密 ， 笔 法 劲 健 ， 风 格 浑 雄 古 趣 （ 见 图 

206） 。 王 时 敏 （ 公 元 1592— 1680年 ） ， 字 逊 之 ， 号 烟 客 ， 又 号 西 庐 老 人 。 江 苏 太 仓 人 ， 以 荫 官 至 太 常 寺 

少 卿 。 早 年 有 文 采 ， 画 得 董 其 昌 传 授 ， 又 广 收 名 迹 ， 对 黄 公 望 更 有 研 究 。 晚 年 爱 才 若 渴 ， 四 方 工 书 画 

者 均 求 其 门 ， 得 其 亲 授 ， 名 扬 于 时 。 清 秦 祖 永 《 桐 阴 论 画 》 说 时 敏 “ 隶 书 追 秦 汉 ， 榜 书 、 八 分 为 近 代 第 

一 ， 名 山 梵 刹 ， 非 先 生 书 不 足 为 重 也 。 ” 郑 簠 书 《 浣 溪 纱 词 轴 》 ， 后 款 “ 戊 辰 八 月 望 后 漫 书 ” ， 戊 辰 应 是 公 

元 1688年 （ 康 熙 二 十 七 年 ） ， 是 年 四 十 六 岁 。 郑 簠 （ 公 元 1622－ 1693年 ） 字 汝 器 ， 号 谷 口 ， 江 苏 上 元 

人 。 其 书 甚 得 书 家 为 重 。 清 方 朔 《 枕 经 堂 题 跋 · 曹 全 碑 跋 》 云 ： “ 国 初 郑 谷 口 山 人 专 精 此 体 ， 足 以 名 家 ， 

当 其 移 步 换 形 ， 觉 古 趣 可 挹 。 至 于 连 篇 大 书 ， 则 又 笔 墨 俱 化 烟 云 矣 ” ， 又 同 书 《 史 晨 碑 跋 》 云 ： “ 本 朝 习 

此 体 者 甚 众 ， 而 天 分 与 学 力 俱 至 ， 则 推 上 元 郑 汝 器 ， 同 邑 邓 顽 伯 。 汝 器 戈 撇 参 以 《 曹 全 碑 》 ， 故 沈 而 飞 

舞 。 ” 清 梁  《 论 书 帖 》 说 ： “ 郑 簠 八 分 书 学 汉 人 ， 间 参 草 法 ， 为 一 时 名 手 ， 王 良 常 不 及 也 。 然 未 得 执 笔 

法 。 虽 足 跨 时 贤 ， 莫 由 追 踪 前 哲 。 ” 清 张 在 辛 在 《 隶 法 琐 言 》 中 说 ： “ 作 字 正 襟 危 坐 ， 肃 然 以 恭 ， 执 笔 在 

手 ， 不 敢 轻 下 ， 下 必 迟 迟 ， 敬 慎 为 之 。 ” 就 坐 取 笔 搦 管 ， 作 制 敌 之 状 ， 半 日 一 画 ， 每 成 一 字 ， 必 气 喘 数 刻 ， 

始 知 前 辈 成 名 ， 原 非 偶 然 。 ” 作 品 结 字 点 画 讲 究 ， 有 浓 厚 的 装 饰 味 （ 见 图 207） 。 金 农 所 书 《 隶 书 册 》 和 

《 四 言 对 联 》 是 他 的 代 表 性 之 作 （ 见 图 208、 209） 。 他 的 隶 书 很 有 特 色 ， 但 不 宜 学 。 金 农 （ 公 元 1687－ 

1762年 ） ， 号 稽 留 山 民 、 曲 江 外 史 、 龙 梭 仙 客 等 等 ， 浙 江 仁 和 人 。 布 衣 ， 被 荐 不 就 ， 好 学 癖 古 ， 储 金 石 千 

卷 。 弱 冠 学 于 何 焯 的 门 下 ， 诗 文 、 金 石 、 书 画 皆 精 ， 中 年 游 迹 半 海 内 ， 客 居 扬 州 ， “ 扬 州 八 怪 ” 之 一 。 长 

碑 学 ， 用 笔 扁 方 ， 号 为 “ 漆 书 ” 。 五 十 岁 后 始 作 画 ， 初 写 竹 后 写 梅 、 马 、 佛 ， 性 怪 ， 世 以 迂 怪 视 之 。 常 自 称 

“ 余 夙 有 金 石 文 字 之 癖 ” 。 清 江 湜 在 《 跋 冬 心 随 笔 》 时 说 ： “ 冬 心 先 生 书 ， 淳 古 方 整 ， 从 汉 人 分 隶 得 来 ， 溢 

而 为 行 草 ， 如 老 树 著 花 ， 姿 媚 横 出 。 ” 杨 守 敬 说 ： “ 板 桥 行 楷 ， 冬 心 分 隶 ， 皆 不 受 前 人 束 缚 ， 自 辟 蹊 径 ， 然 

以 为 后 学 师 范 ， 或 堕 魔 道 。 ” 此 话 很 中 肯 。 邓 石 如 所 书 《 颜 氏 家 训 隶 书 轴 》 是 少 见 到 的 作 品 （ 见 图 

210） ， 甚 得 汉 隶 意 趣 ， 遒 丽 浑 逸 ， 极 有 法 度 ， 笔 工 到 位 。 邓 石 如 （ 公 元 1743－ 1815年 ） 初 名 琰 ， 字 石 如 ， 

后 改 顽 伯 ， 号 完 白 山 人 等 ， 安 徽 怀 宁 人 。 布 衣 ， 家 贫 ， 劳 动 之 余 得 父 教 ， 学 篆 刻 ， 得 江 宁 梅 氏 赏 识 ， 留 梅 

家 ， 见 众 多 碑 帖 ， 大 开 眼 界 ， 遍 临 数 十 百 遍 ， 为 他 的 篆 隶 书 打 下 传 统 功 夫 。 包 世 臣 在 他 的 《 邓 石 如 传 》 

中 说 ： “ 山 人 篆 法 以 二 李 （ 李 斯 、 李 阳 冰 ） 为 宗 ， 而 纵 横 阖 僻 之 妙 ， 则 得 之 史 籀 ， 稍 参 隶 意 ， 杀 锋 以 取 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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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隶 书 艺 术 形 式 和 风 格 的 关 系 及 三 种 汉 碑 的 比 较 

（ 一 ） 隶 书 艺 术 形 式 和 风 格 的 关 系 

折 ， 故 字 体 微 方 ， 与 秦 汉 瓦 当 额 文 为 尤 近 。 其 分 书 则 遒 丽 淳 质 ， 变 化 不 可 方 物 ， 结 体 极 严 整 ， 而 浑 融 无 

迹 。 ” 他 的 隶 书 取 《 史 晨 》 的 娟 秀 ， 得 《 曹 全 》 的 遒 丽 ， 用 《 衡 方 》 的 淳 厚 ， 借 《 石 门 颂 》 的 纵 肆 和 《 夏 承 》 的 

奇 瑰 。 结 体 严 紧 ， 遒 丽 浑 逸 ， 渗 有 魏 碑 意 趣 ， 揉 进 篆 书 笔 法 ， 气 势 雄 强 ， 笔 法 峻 拔 ， 起 落 笔 浑 鸷 。 比 金 

农 更 具 传 统 ， 比 翁 方 纲 、 黄 易 、 伊 秉 绶 更 有 新 意 ， 邓 石 如 隶 书 在 清 代 可 算 独 树 一 帜 ， 对 后 人 颇 有 影 响 。 

伊 秉 绶 是 清 代 具 有 特 色 的 隶 书 家 ， 他 书 的 《 四 言 对 联 》 是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作 品 。 笔 法 精 熟 ， 结 体 宽 博 方 

正 ， 线 条 粗 细 变 化 ， 笔 画 强 劲 ， 具 有 磅 礴 气 势 （ 见 图 211） 。 伊 秉 绶 （ 公 元 1754－ 1815年 ） ， 字 组 似 ， 号 

墨 卿 ， 默 庵 ， 福 建 宁 化 人 。 官 至 杨 州 知 府 ， 以 廉 吏 善 政 称 ， 以 隶 书 著 名 。 赵 光 说 ： “ 墨 卿 遥 接 汉 隶 真 传 ， 

能 拓 汉 隶 而 大 之 ， 愈 大 愈 壮 。 ” 何 绍 基 《 东 洲 草 堂 诗 抄 》 说 ： “ 丈 人 八 分 出 二 篆 ， 使 如 漆 楮 如 简 ” 。 《 王 椒 

畦 诗 》 说 ： “ 墨 卿 作 书 亦 如 画 ， 笔 墨 之 外 能 通 神 。 ” 清 蒋 宝 龄 《 墨 林 今 话 》 说 他 “ 尤 以 篆 隶 名 当 代 ， 劲 秀 古 

媚 ， 独 创 一 家 。 ” 清 陈 鸿 寿 被 称 为 “ 酷 嗜 摩 崖 碑 刻 的 隶 书 家 。 ” 他 写 的 《 五 言 对 联 》 ， 可 见 他 的 一 般 书 风 

（ 见 图 212） 。 陈 鸿 寿 （ 公 元 1768－ 1822年 ） ， 字 子 恭 ， 号 曼 生 ， 浙 江 钱 塘 （ 杭 州 ） 人 。 官 至 江 南 海 防 同 

知 。 清 蒋 宝 龄 在 《 墨 林 今 话 》 中 说 他 ： “ 酷 嗜 摩 崖 碑 版 ， 行 楷 古 雅 有 法 度 ， 篆 刻 得 之 款 识 为 多 ， 精 严 古 

宕 ， 人 莫 能 及 。 其 言 曰 ： ‘ 凡 诗 文 书 画 ， 不 必 十 分 到 家 ， 乃 见 天 趣 ’ ， 询 通 论 也 。 ” 清 方 朔 《 枕 经 堂 题 跋 · 

开 通 褒 斜 道 石 刻 跋 》 说 ： “ 明 以 前 无 人 肆 习 此 体 ， 近 则 钱 塘 陈 曼 生 司 马 心 摹 手 追 ， 几 乎 得 其 神 骏 ， 惜 少 

完 白 山 人 之 千 钧 力 耳 。 ” 这 些 评 论 都 很 中 肯 。 特 别 是 他 本 人 关 于 “ 到 家 ” 和 “ 天 趣 ” 关 系 的 观 点 十 分 精 

到 。 何 绍 基 是 清 后 期 著 名 的 书 家 ， 也 长 于 隶 书 ， 他 写 的 《 七 言 隶 书 联 》 ， 代 表 它 的 隶 书 面 貌 （ 见 图 

213） 。 何 绍 基 （ 公 元 1799－ 1873年 ） ， 字 子 贞 ， 号 东 洲 ， 又 号 蝯 叟 ， 湖 南 道 州 人 。 道 光 进 士 ， 官 编 修 。 博 

涉 群 书 ， 尤 精 小 学 ， 旁 及 金 石 碑 版 文 字 。 据 何 氏 《 自 评 》 说 ： “ 余 学 书 四 十 余 年 ， 溯 源 篆 、 分 、 楷 法 则 由 北 

朝 求 篆 、 分 八 真 楷 之 绪 。 ” 清 杨 翰 《 息 柯 杂 著 》 说 ： “ 何 贞 老 书 专 从 颜 清 臣 问 津 ， 积 数 十 年 功 力 ， 探 源 篆 、 

隶 ， 入 神 化 境 。 ” 近 人 马 宗 霍 《 霎 岳 楼 笔 谈 》 道 ： “ 道 州 早 岁 宗 兰 台 《 道 因 碑 》 ， 行 书 宗 鲁 公 《 争 座 位 帖 》 、 

《 裴 将 军 诗 》 ， 骏 发 雄 强 ， 微 少 涵 渟 。 中 年 极 意 北 碑 ， 尤 得 力 于 《 黑 女 志 》 ， 遂 臻 沈 境 ， 晚 喜 分 ， 周 金 汉 石 

无 不 临 摹 ， 融 入 行 楷 ， 乃 自 成 家 。 ” 说 明 何 绍 基 的 隶 书 带 楷 意 ， 笔 法 雄 劲 ， 形 成 独 自 风 貌 。 清 晚 期 的 赵 

之 谦 ， 是 当 时 隶 书 名 手 。 他 写 的 《 隶 书 中 堂 》 ， 可 见 其 隶 书 面 貌 。 赵 之 谦 （ 公 元 1829－ 1884） 初 字 益 甫 ， 

号 冷 君 ， 后 改 字  叔 ， 号 悲 盦 ， 别 号 无 闷 ， 憨 寮 ， 浙 江 会 稽 （ 绍 兴 ） 人 。 咸 丰 时 举 人 ， 官 至 南 城 县 官 。 对 

他 的 书 法 ， 康 有 为 《 广 艺 舟 双 楫 》 云 ： “  叔 学 北 碑 ， 亦 自 成 家 ， 但 气 体 靡 弱 。 今 天 多 言 北 碑 ， 而 尽 为 靡 

靡 之 音 ， 则  叔 罪 也 。 ” 马 宗 霍 也 说 ： “  叔 书 家 之 乡 学 也 ， 其 作 篆 隶 ， 皆 卧 豪 纸 ， 一 笑 横 陈 ， 而 亦 自 足 

动 人 。 行 楷 出 入 北 碑 ， 仪 态 万 方 ， 尤 取 悦 众 目 。 然 登 大 雅 之 堂 ， 则 无 以 自 容 矣 。 ” 他 重 姿 态 ， 偏 锋 行 笔 ， 

有 软 弱 之 弊 。 然 此 作 结 体 宽 扁 ， 笔 画 肆 意 ， 但 少 数 笔 画 柔 弱 ， 虽 有 姿 态 但 过 于 柔 媚 （ 见 图 214） 。 

艺 术 风 格 ， 内 蕴 是 通 过 形 式 得 以 表 现 ， 而 形 式 是 技 巧 造 成 的 。 形 式 既 是 技 巧 的 表 现 ， 又 是 艺 术 家 

审 美 趣 味 、 艺 术 文 化 素 质 特 别 是 个 性 的 反 映 。 明 代 项 穆 《 书 法 雅 言 》 “ 资 学 ” 中 说 ： “ 书 之 法 则 ， 点 画 攸 

同 。 形 之 楮 墨 ， 性 情 各 异 ， 犹 同 源 分 派 ， 共 树 殊 枝 者 。 ” 唐 张 怀  《 文 字 论 》 中 说 的 更 概 括 ： “ 书 则 一 字 已 

见 其 心 。 ” 他 们 的 言 论 强 调 ， 书 法 是 书 者 心 灵 的 表 现 ， 艺 术 的 形 式 和 内 涵 包 括 风 格 都 是 书 者 的 主 观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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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 即 人 的 心 灵 的 反 映 。 唐 孙 过 庭 在 《 书 谱 》 中 说 ， 书 法 “ 虽 学 宗 一 家 ， 而 变 成 多 体 ， 莫 不 随 其 性 欲 ， 便 

以 为 资 ” 。 项 穆 在 《 书 法 雅 言 》 中 也 说 ： “ 人 品 既 殊 ， 性 情 各 异 ， 笔 势 所 运 ， 邪 正 自 形 。 ” 说 明 人 品 、 性 格 对 

笔 势 所 起 的 支 配 作 用 。 孙 过 庭 在 《 书 谱 》 中 还 分 析 了 九 种 不 同 性 格 的 人 在 书 法 点 画 运 笔 中 表 现 出 不 

同 的 笔 势 。 他 说 ， 性 格 耿 直 的 人 ， 书 势 挺 直 而 乏 遒 丽 ； 性 格 刚 强 的 人 ， 笔 意 倔 强 而 乏 温 润 ； 矜 持 谨 慎 的 

人 ， 用 笔 周 到 而 过 于 拘 谨 ， 无 生 气 ； 轻 率 随 便 的 人 ， 运 笔 则 易 任 意 随 便 ， 易 脱 离 规 矩 ； 性 情 温 柔 的 人 ， 

毛 病 出 于 软 漫 ； 急 躁 勇 猛 的 人 ， 运 笔 过 于 急 迫 ； 多 疑 的 人 ， 缺 乏 自 信 ， 易 沉 溺 于 疑 滞 迟 涩 ； 迟 缓 笨 拙 的 

人 ， 最 终 困 于 迟 钝 ； 轻 浮 烦 琐 的 人 ， 多 受 流 俗 的 影 响 。 人 的 性 格 、 作 风 对 操 作 笔 势 有 如 此 影 响 ， 自 然 这 

也 不 是 绝 对 化 ， 但 是 这 些 历 史 上 著 名 书 论 家 的 观 点 是 有 他 的 道 理 的 。 人 的 性 格 、 作 风 甚 至 文 化 素 养 ， 

除 遗 传 因 素 以 外 ， 主 要 是 后 天 环 境 造 成 的 。 它 是 受 工 作 、 教 育 、 生 活 环 境 的 影 响 ， 是 长 期 不 知 不 觉 养 

成 的 。 自 觉 地 认 识 自 己 的 性 格 特 点 ， 扬 长 避 短 ， 对 掌 握 、 提 高 书 法 艺 术 有 特 别 重 要 的 意 义 。 如 有 坚 定 

毅 力 的 人 ， 就 能 较 快 地 掌 握 书 法 的 技 法 ， 肯 动 脑 子 肯 钻 研 的 人 ， 就 能 不 断 发 现 自 己 的 短 长 ， 就 能 不 断 

地 深 入 迅 速 提 高 自 己 的 技 法 和 神 韵 。 要 使 自 己 的 书 法 能 成 功 并 取 得 成 就 ， 就 要 不 断 培 养 自 己 的 性 

格 ， 不 断 地 学 习 ， 不 断 提 高 修 养 。 

形 式 当 然 有 自 己 的 规 律 ， 如 虚 实 、 疏 密 、 粗 细 、 刚 柔 、 曲 直 、 长 短 、 反 正 、 纵 横 、 繁 简 等 等 ， 用 对 比 、 

呼 应 、 协 调 、 统 一 等 组 成 完 美 的 艺 术 形 式 。 当 然 在 运 用 这 些 艺 术 手 法 时 ， 各 种 艺 术 又 有 自 己 的 特 殊 形 

式 和 规 律 。 在 运 用 这 些 手 法 时 ， 一 是 要 看 各 人 掌 握 技 法 的 熟 练 程 度 ； 另 外 即 要 看 作 者 的 艺 术 修 养 和 

审 美 情 趣 与 艺 术 追 求 。 隶 书 的 特 殊 形 式 ， 即 隶 书 的 笔 画 的 结 体 、 笔 法 、 章 法 ， 如 何 运 用 前 面 所 说 的 艺 

术 手 法 ， 对 每 个 作 者 是 不 同 的 。 每 个 人 都 会 产 生 自 己 的 形 式 和 风 格 ， 正 如 俗 语 所 说 ： “ 戏 法 人 人 会 变 ， 

各 有 巧 妙 不 同 ” 。 从 前 一 节 所 讲 历 代 隶 书 作 品 的 不 同 风 格 就 证 明 了 这 个 道 理 。 这 些 作 品 能 长 期 为 人 

称 道 ， 说 明 是 中 国 书 法 艺 术 宝 库 中 的 瑰 宝 。 但 是 它 们 的 品 味 也 存 在 不 同 层 次 ， 有 所 长 短 。 

书 法 是 抽 象 的 造 型 艺 术 。 自 然 界 的 具 体 形 象 经 过 作 者 主 观 的 认 识 ， 成 为 抽 象 化 的 意 象 ， 如 山 川 

的 起 伏 形 势 ， 曲 折 的 线 条 ， 高 耸 的 山 峰 ， 雄 伟 的 气 势 ， 形 成 一 种 抽 象 的 意 象 感 觉 ， 积 累 下 来 ， 通 过 书 法 

艺 术 形 式 ， 即 结 构 和 点 画 ， 不 知 不 觉 地 表 现 出 来 ， 也 反 映 出 作 者 的 审 美 情 感 和 意 趣 ， 传 递 给 读 者 。 这 

就 成 为 书 法 艺 术 的 形 式 和 内 涵 、 格 调 。 

书 法 的 各 种 书 体 都 有 自 己 的 特 点 ， 如 主 静 为 主 还 是 主 动 为 主 ？ 隶 书 、 篆 书 、 楷 书 这 些 书 体 是 主 静 

为 主 ， 行 书 、 草 书 是 主 动 为 主 。 它 们 的 结 构 布 局 和 笔 法 是 不 同 的 。 主 静 为 主 的 书 体 主 要 靠 横 竖 画 以 

及 撇 捺 等 组 成 构 架 、 布 局 ； 主 动 为 主 的 书 体 则 主 要 靠 曲 弧 线 和 笔 画 联 带 组 成 构 架 和 布 局 。 不 同 书 体 

在 结 构 和 布 局 上 又 可 以 分 为 两 种 ： 一 种 是 以 平 整 为 主 的 结 构 布 局 ， 一 种 是 以 错 落 为 主 的 结 构 布 局 。 

按 书 体 的 特 点 ， 隶 书 属 主 静 为 主 的 结 构 布 局 ， 主 要 靠 占 主 要 笔 画 的 横 竖 画 的 巧 妙 安 排 ， 点 、 撇 、 捺 、 曲 

钩 等 是 结 构 不 可 分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是 横 竖 线 条 构 架 辅 助 笔 画 ， 两 者 相 互 配 合 、 协 调 组 成 构 架 的 动 

静 变 化 。 结 构 布 局 是 组 成 书 法 艺 术 形 象 的 主 要 构 架 。 书 法 造 型 的 秀 、 拙 、 雅 、 俗 ， 构 架 布 局 是 基 础 。 比 

如 ， 是 严 密 的 结 构 布 局 还 是 松 散 的 结 构 布 局 ； 是 均 匀 呆 板 的 结 构 布 局 还 是 虚 实 变 化 的 结 构 布 局 ； 是 

笨 拙 的 结 构 布 局 还 是 秀 巧 的 结 构 布 局 。 如 此 等 等 ， 便 构 成 书 法 艺 术 形 象 的 基 本 格 调 。 构 成 书 法 艺 术 

形 象 和 基 本 格 调 的 还 包 括 笔 法 和 线 条 。 在 传 统 书 论 中 ， 对 书 法 的 线 条 的 质 量 要 求 是 很 讲 究 的 。 清 代 

姚 配 中 说 ： “ 字 有 骨 肉 筋 血 ， 以 气 充 之 ， 精 神 乃 出 。 ” 刘 熙 载 在 《 艺 概 》 中 说 ： “ 书 之 要 ， 统 于 ‘ 骨 气 ’ 二 

字 。 ” 所 以 线 条 的 质 量 在 于 骨 力 。 线 条 质 量 的 力 度 、 遒 劲 、 凝 重 、 轻 飘 、 挺 拔 等 等 均 是 由 用 笔 造 成 的 。 传 

为 卫 夫 人 的 《 笔 阵 图 》 说 ： “ 下 笔 点 画 波 撇 屈 曲 ， 皆 须 尽 一 身 之 力 送 之 。 ” 又 说 ： “ 善 笔 力 者 多 骨 ， 不 善 笔 

力 者 多 肉 ” ， “ 多 力 丰 筋 者 胜 ， 无 力 无 筋 者 病 。 ” 可 见 线 条 的 筋 骨 是 质 量 的 重 要 标 准 。 蔡 邕 在 《 九 势 》 一 

文 中 说 ： “ 藏 头 护 尾 ， 力 在 其 中 ， 下 笔 有 力 ， 肌 肤 之 丽 ” 。 所 谓 “ 藏 头 护 尾 ” 是 用 笔 的 方 法 ， 即 是 起 笔 逆 入 

藏 锋 ， 收 锋 回 转 ， 即 宋 米 芾 所 说 ： “ 无 往 不 收 ， 无 垂 不 缩 ” 。 这 种 中 锋 藏 锋 的 笔 法 写 出 来 的 线 条 显 得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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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三 种 汉 碑 的 比 较 

整 浑 厚 ， 有 骨 力 有 筋 肉 。 此 外 ， 如 提 按 适 度 ， 用 笔 的 涩 劲 和 流 畅 ， 如 撇 笔 即 需 要 流 畅 飞 动 ， 捺 笔 则 要 涩 

笔 徐 行 。 丰 富 的 笔 法 造 成 了 对 线 条 的 丰 富 表 现 力 ， 造 成 了 多 种 的 线 条 美 感 。 项 穆 在 《 书 法 雅 言 》 中 说 ： 

“ 人 之 于 书 ， 得 心 应 手 ， 千 形 万 状 ， 不 过 曰 中 和 ， 曰 肥 ， 曰 瘦 而 已 。 若 而 书 也 ， 修 短 合 度 ， 轻 重 协 衡 ， 阴 阳 

得 宜 ， 刚 柔 互 济 ， 犹 世 之 论 相 者 ， 不 肥 不 瘦 ， 不 长 不 短 ， 为 端 美 也 。 此 中 行 之 书 也 ” 。 又 说 ： “ 若 专 尚 清 

劲 ， 偏 于 瘦 矣 。 瘦 则 骨 气 而 劲 ， 而 体 态 多 瘠 。 独 工 丰 艳 ， 偏 于 肥 矣 。 肥 则 体 常 妍 ， 而 骨 气 每 弱 ” 。 他 又 

说 ： “ 使 骨 气 瘦 峭 ， 加 之 沈 密 雅 润 ， 端 庄 婉 畅 ， 虽 瘦 而 实 腴 也 。 体 态 肥 纤 ， 加 之 便 捷 遒 劲 ， 流 丽 峻 结 ， 虽 

肥 而 实 秀 也 。 瘦 而 腴 者 ， 谓 之 清 妙 ， 不 清 则 不 妙 也 。 肥 而 秀 者 ， 谓 之 丰 艳 ， 不 丰 则 不 艳 也 。 ” 项 穆 把 书 

法 形 体 的 造 型 美 分 为 三 类 ： 肥 、 中 、 瘦 。 他 崇 尚 中 和 端 庄 美 。 如 果 瘦 峭 ， 则 要 沈 密 雅 润 ， 瘦 腴 则 是 美 的 

形 象 ； 如 果 肥 纤 ， 要 流 丽 ， 才 是 丰 艳 美 的 形 象 。 所 以 瘦 和 肥 都 可 以 是 美 的 。 但 不 可 以 瘦 骨 嶙 嶙 ， 也 不 

可 肥 而 拙 ， 这 都 是 不 美 的 ， 是 书 法 造 型 上 的 弊 病 ， 应 该 避 免 。 

要 掌 握 形 式 和 格 调 美 ， 一 是 学 习 传 统 的 造 型 的 技 法 ， 临 摹 研 究 范 帖 的 结 构 布 局 和 笔 法 ， 并 要 不 

断 临 习 、 对 照 、 比 较 、 研 究 ， 还 要 研 究 其 他 好 的 碑 帖 的 结 构 布 局 、 笔 法 的 造 型 美 。 二 是 要 在 不 断 临 摹 和 

创 作 中 总 结 经 验 、 体 会 ， 提 高 对 隶 书 造 型 美 的 眼 力 和 技 法 的 表 现 力 。 三 是 随 着 隶 书 艺 术 的 发 展 ， 敢 于 

创 新 ， 敢 于 发 展 ， 只 有 这 样 才 能 使 表 现 手 段 更 加 丰 富 ， 使 形 式 和 造 型 更 加 新 颖 。 

对 传 统 隶 书 技 法 ， 既 要 不 断 的 临 摹 ， 能 入 帖 ， 在 掌 握 范 帖 书 体 以 后 ， 还 要 能 出 帖 ， 不 能 只 被 范 帖 

所 束 缚 ， 要 不 断 加 进 新 的 意 趣 。 我 们 选 择 东 汉 的 《 曹 全 碑 》 、 《 鲜 于 璜 碑 》 、 《 石 门 颂 》 三 种 不 同 风 格 、 写 

法 的 碑 刻 ， 拿 相 同 或 接 近 的 字 加 以 比 较 ， 分 析 它 们 的 结 体 、 笔 法 的 异 同 。 研 究 不 同 结 体 、 笔 法 如 何 造 

成 风 格 和 意 蕴 的 不 同 ， 以 提 高 分 析 能 力 。 

1． 单 体 结 构 的 字 例 

（ 1） “ 之 ” 字 

《 曹 全 碑 》 的 “ 之 ” 字 以 二 圆 点 起 头 ， 下 为 一 撇 一 捺 ， 在 点 画 安 排 上 ， 左 紧 右 疏 ， 上 紧 下 疏 ， 布 局 灵 

秀 ， 疏 密 协 调 。 用 笔 方 中 带 圆 ， 运 笔 周 到 圆 润 ， 显 得 纤 劲 秀 丽 ， 法 度 严 谨 ， 秀 丽 中 见 端 严 。 

《 鲜 于 璜 碑 》 的 “ 之 ” 字 ， 也 是 以 两 短 画 起 笔 ， 上 收 下 放 ， 笔 画 较 粗 ， 捺 笔 粗 重 ， 用 笔 以 方 笔 为 主 ， 厚 

重 方 正 ， 浑 厚 端 庄 中 有 灵 巧 ， 丰 腴 中 有 秀 气 。 

《 石 门 颂 》 的 “ 之 ” 字 ， 也 是 两 短 画 起 笔 ， 笔 势 往 下 集 中 在 撇 笔 ， 形 成 一 个 中 心 ， 布 局 也 是 上 收 下 

放 ， 疏 密 对 比 强 烈 ， 捺 笔 超 长 ， 用 笔 有 方 有 圆 ， 笔 画 放 纵 ， 遒 劲 飘 逸 ， 似 乎 较 散 ， 但 在 这 种 笔 画 松 散 放 

纵 中 ， 却 有 严 密 处 ， 中 宫 紧 密 而 点 画 伸 展 ， 故 纵 逸 而 能 收 紧 。 （ 见 图 215） 

（ 2） “ 也 ” （ 地 ） 字 

《 曹 全 碑 》 的 “ 也 ” 字 ， 其 结 构 比 较 端 正 ， 用 笔 认 真 ， 笔 笔 中 锋 ， 以 圆 笔 为 主 ， 线 条 瘦 劲 ， 含 蓄 蕴 藉 ， 

风 格 秀 美 ， 文 质 彬 彬 。 

《 鲜 于 璜 碑 》 的 “ 也 ” 字 ， 结 体 方 正 ， 上 面 两 短 竖 笔 势 上 同 下 不 同 ， 与 横 竖 画 曲 直 构 成 对 比 变 化 ， 上 

收 下 放 ， 横 竖 线 条 强 劲 ， 似 有 千 钧 之 力 ， 转 折 成 方 ， 如 同 金 刚 力 士 撑 拳 ， 气 势 恢 宏 。 

《 石 门 颂 》 中 无 “ 也 ” 字 ， 但 “ 地 ” 字 中 有 “ 也 ” 字 ， 因 左 旁 有 “ 土 ” 字 ， 结 构 上 受 点 影 响 ， 成 为 纵 势 的 结 

构 ， 上 方 三 个 短 竖 排 列 ， 起 笔 收 笔 态 势 不 同 ， 如 同 “ 柴 爬 ” ， 用 笔 顺 锋 而 入 ， 收 笔 也 顺 锋 而 出 ， 潇 洒 随 

意 ， 风 度 翩 翩 。 

同 一 字 ， 三 种 结 构 ， 三 种 笔 法 ， 有 三 种 意 蕴 和 风 格 ， 从 中 可 以 领 会 到 不 同 结 构 、 用 笔 构 成 艺 术 形 

象 的 不 同 ， 形 式 的 变 化 ， 导 致 情 调 、 趣 味 和 风 格 的 差 异 。 （ 见 图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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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子 ” 字 

《 曹 全 碑 》 的 “ 子 ” 字 上 面 起 笔 起 伏 变 化 大 ， 重 轻 粗 细 的 变 化 说 明 提 按 转 换 快 ， 手 腕 的 灵 活 ， 上 部 

分 笔 画 收 紧 ， 安 排 妥 贴 ， 逆 笔 往 左 ， 下 蹲 回 转 向 右 ， 提 笔 成 波 形 ， 右 下 转 笔 左 下 行 收 ， 再 向 左 上 顺 锋 下 

笔 转 右 下 到 横 画 ， 此 为 全 字 中 心 ， 横 画 成 波 状 ， 两 边 对 称 ， 下 部 分 “ 了 ” 字 伸 展 放 开 ， 又 端 庄 又 舒 展 。 

《 鲜 于 璜 碑 》 的 “ 子 ” 字 ， 左 边 起 收 笔 都 是 厚 重 的 方 笔 ， 斩 钉 截 铁 ， “ 了 ” 字 像 把 弯 刀 ， 厚 重 锋 利 ， 显 

示 出 力 度 ， 右 边 转 折 、 收 笔 都 是 圆 笔 ， 形 成 左 右 鲜 明 对 比 ， 全 字 端 庄 厚 重 ， 风 韵 强 劲 厚 重 ， 有 无 穷 力 

量 。 

《 石 门 颂 》 的 “ 子 ” 字 ， 笔 画 如 同 蟹 足 ， 刚 中 有 柔 ， 灵 动 活 泼 ， 由 于 运 笔 中 有 种 遒 劲 ， 故 线 条 虽 瘦 细 ， 

并 无 瘦 峭 之 感 ， 还 是 大 气 磅 礴 ， 洒 脱 奔 放 。 （ 见 图 217） 

（ 4） “ 光 ”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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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西 ” 字 

《 曹 全 碑 》 的 “ 光 ” 字 ， 点 画 布 局 较 匀 称 ， 笔 画 占 有 的 空 间 较 对 称 ， 结 构 较 严 谨 ， 应 规 入 矩 ， 笔 画 谨 

慎 而 流 畅 ， 书 卷 气 浓 ， 文 雅 秀 丽 。 

《 鲜 于 璜 碑 》 的 “ 光 ” 字 ， 笔 画 粗 壮 ， 占 有 空 间 较 满 ， 用 笔 左 方 方 直 ， 右 边 收 笔 方 中 带 圆 ， 故 强 劲 而 

能 温 润 ， 结 构 布 局 和 笔 画 线 条 都 厚 重 ， 似 水 泥 柱 子 ， 敦 实 而 强 劲 。 

《 石 门 颂 》 的 “ 光 ” 字 ， 其 结 构 布 局 ， 以 笔 画 的 汇 集 处 为 中 心 点 ， 线 条 曲 折 地 往 上 下 左 右 展 开 ， 形 成 

圆 转 的 动 感 ， 如 同 一 只 火 球 ， 把 主 静 的 隶 体 写 出 主 动 的 线 体 ， 又 能 保 存 隶 意 。 （ 见 图 218） 

《 曹 全 碑 》 的 “ 西 ” 字 ， 结 构 布 局 右 松 左 紧 ， 波 磔 笔 画 是 主 要 笔 画 ， 起 笔 突 出 往 下 按 顿 ， 形 成 一 波 三 

折 的 “ 蚕 头 燕 尾 ” ， 左 边 转 折 方 笔 ， 右 边 则 内 方 外 圆 ， 结 构 紧 密 秀 丽 ， 线 条 秀 巧 。 

《 鲜 于 璜 碑 》 的 “ 西 ” 字 ， 结 构 布 局 平 整 浑 厚 ， 波 磔 笔 虽 有 波 势 但 基 本 平 稳 ， 结 构 严 谨 ， 线 条 匀 浑 ， 

故 显 得 非 常 壮 重 厚 实 ， 但 不 野 而 有 文 雅 气 息 。 

《 石 门 颂 》 的 “ 西 ” 字 ， 其 结 构 布 局 也 很 均 衡 ， 上 头 横 画 两 头 稍 仰 而 波 磔 不 显 ， 结 构 平 淡 ， 但 运 笔 曲 

折 、 粗 细 、 内 压 、 外 拓 ， 形 成 丰 富 的 线 条 变 化 ， 因 而 影 响 到 字 的 形 象 ， 平 淡 中 的 变 化 ， 显 得 十 分 有 气 势 。 

（ 见 图 219） 

（ 6） “ 平 ” 字 

《 曹 全 碑 》 的 “ 平 ” 字 ， 结 构 布 局 端 正 ， 其 点 画 三 层 构 成 宝 塔 形 ， 最 后 长 横 画 是 波 笔 ， 上 两 撇 点 和 下 

横 画 相 呼 应 ， 有 静 中 之 动 感 ， 所 以 能 在 端 庄 中 有 灵 气 。 

《 鲜 于 璜 碑 》 的 “ 平 ” 字 ， 左 松 右 紧 ， 笔 画 丰 厚 雄 劲 ， 上 短 横 是 圆 笔 ， 两 撇 点 采 用 方 笔 ， 主 笔 横 画 ， 很 

强 调 起 收 笔 的 造 型 波 势 ， 特 别 是 收 笔 处 ， 成 为 高 高 挑 起 的 像 狐 狸 尾 巴 似 的 曲 线 ， 打 破 了 平 正 的 结 构 ， 

造 成 平 直 中 有 曲 势 的 变 化 ， 丰 腴 中 有 种 灵 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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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 门 颂 》 的 “ 平 ” 字 ， 结 构 布 局 奇 险 ， 左 低 右 高 ， 竖 笔 不 直 ， 但 因 中 间 左 撇 点 高 右 撇 点 平 而 低 ， 故 

重 心 能 稳 定 ， 两 横 画 起 笔 一 仰 起 一 俯 下 成 背 势 ， 但 中 间 撇 点 起 笔 处 其 中 而 得 到 统 一 协 调 ， 右 边 收 笔 

都 成 上 仰 的 波 势 ， 但 中 间 撇 点 则 俯 下 而 得 到 协 调 ， 通 过 这 些 笔 画 故 能 化 险 为 夷 。 

从 三 字 的 结 构 布 局 的 平 险 的 处 理 ， 可 以 看 出 结 构 布 局 总 是 要 平 奇 结 合 。 （ 见 图 220） 

（ 7） “ 马 ” 字 

《 曹 全 碑 》 的 “ 马 ” 字 ， 写 的 十 分 严 密 ， 上 部 分 四 横 画 长 短 、 粗 细 、 间 隔 都 差 不 多 ， 左 边 短 竖 把 左 边 

封 住 ， 中 间 短 竖 把 四 横 画 隔 成 两 部 分 ， 平 衡 严 密 ， 空 间 少 ， 笔 画 收 得 紧 ， 下 四 点 笔 画 态 势 各 有 呼 应 ， 空 

白 较 大 ， 显 得 疏 松 ， 结 构 布 局 形 成 上 紧 下 疏 的 变 化 ， 线 条 纤 劲 ， 平 正 秀 丽 。 

《 鲜 于 璜 碑 》 的 “ 马 ” 字 横 粗 竖 细 ， 中 间 竖 画 靠 左 ， 显 得 不 平 衡 ， 故 右 旁 又 加 一 细 竖 画 ， 虽 然 不 甚 合 

字 的 自 然 结 体 笔 画 ， 但 它 不 影 响 字 形 的 大 局 ， 没 有 猜 别 的 字 的 可 能 ， 也 许 还 可 容 许 。 第 四 横 画 起 笔 重 

中 间 细 ， 转 折 后 逐 步 下 按 加 重 成 为 曲 笔 ， 打 破 了 结 构 过 于 平 正 无 变 化 ， 下 边 四 点 态 势 各 异 ， 背 势 呼 应 

鲜 明 ， 显 得 动 感 强 ， 错 落 有 致 ， 形 成 上 部 分 平 正 ， 下 部 分 错 落 ， 雄 强 生 动 而 有 趣 味 。 

《 石 门 颂 》 的 “ 马 ” 字 的 艺 术 处 理 ， 和 《 鲜 于 璜 碑 》 的 “ 马 ” 字 有 异 曲 同 工 之 妙 。 上 部 分 五 横 画 虽 有 长 

短 错 落 但 线 条 平 整 ， 间 隔 一 致 ， 第 五 横 画 曲 连 竖 画 往 外 有 出 奇 制 胜 效 果 ， 使 下 四 点 散 开 ， 疏 朗 舒 畅 ， 

线 条 遒 逸 ， 结 体 恢 宏 。 （ 见 图 221） 

（ 8） “ 兴 ” （ 与 ） 字 

《 曹 全 碑 》 的 “ 兴 ” 字 ， 横 画 上 部 分 横 竖 笔 画 多 ， 结 构 茂 密 ， 横 直 平 整 ， 笔 画 收 紧 ， 波 笔 也 平 整 ， 点 画 

应 规 入 矩 ， 其 布 局 值 得 注 意 之 处 是 下 两 撇 笔 的 写 法 ， 上 窄 下 宽 但 角 度 较 直 ， 上 部 分 完 全 靠 下 两 撇 撑 

立 起 来 ， 才 使 “ 兴 ” 字 重 心 稳 重 ， 显 得 结 体 挺 拔 ， 加 上 线 条 纤 细 ， 使 全 字 俏 俊 巧 丽 。 

《 鲜 于 璜 碑 》 无 “ 兴 ” 字 只 有 “ 与 ” 字 ， 体 形 笔 画 大 体 一 致 。 其 上 部 分 不 同 之 处 是 横 竖 笔 画 错 落 ，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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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张 网 络 ， 左 边 部 分 横 粗 竖 细 而 长 ， 右 边 横 竖 画 收 缩 ， 竖 画 收 笔 也 不 落 在 横 波 主 笔 上 。 横 波 笔 特 厚 

重 ， 左 端 方 头 起 笔 ， 右 成 波 形 。 上 下 繁 简 对 比 鲜 明 ， 下 部 分 像 一 个 可 撑 千 斤 之 力 的 木 架 ， 撑 起 一 个 柴 

火 堆 ， 兴 味 甜 足 。 

《 石 门 颂 》 的 “ 兴 ” 字 ， 笔 画 对 称 ， 线 条 粗 细 、 曲 折 丰 富 ， 显 得 十 分 活 跃 ， 具 有 一 种 浪 漫 意 味 ， 上 下 之 

间 空 出 一 点 间 距 ， 似 连 似 断 ， 横 波 笔 波 势 有 趣 ， 上 密 下 疏 ， 使 横 和 竖 比 例 合 适 ， 笔 画 错 落 而 重 心 稳 定 。 

（ 见 图 222） 

（ 9） “ 安 ” 字 

《 曹 全 碑 》 的 “ 安 ” 字 采 取 对 称 结 构 ， 这 种 对 称 的 结 构 可 以 造 成 稳 定 、 端 庄 的 效 果 。 如 果 绝 对 对 称 

则 显 呆 板 ， 笔 画 的 长 短 、 疏 密 、 曲 折 方 面 应 有 穿 插 ， 才 能 达 到 对 称 中 又 有 变 化 。 

《 鲜 于 璜 碑 》 的 “ 安 ” 字 的 结 构 布 局 纵 向 偏 左 ， 左 半 边 纵 长 而 右 半 边 反 短 ， 横 向 方 面 ， 左 边 短 而 右 

边 伸 长 ， 形 成 结 构 中 的 变 化 ， 就 没 有 《 曹 碑 》 端 庄 而 显 得 险 中 的 平 正 。 

《 石 门 颂 》 的 “ 安 ” 字 ， 有 意 将 宝 盖 和 波 笔 写 得 一 样 宽 ， “ 女 ” 字 两 撇 捺 笔 偏 右 ， 显 得 左 边 空 白 多 ， 但 

起 笔 点 和 “ 女 ” 下 边 交 叉 点 几 乎 处 在 同 一 线 上 ， 故 重 心 稳 定 ， 显 得 结 构 布 局 险 奇 。 加 上 线 条 的 变 化 ， 故 

大 而 不 单 调 ， 线 条 瘦 细 而 不 像 饿 汉 。 这 是 难 处 理 之 点 。 （ 见 图 223） 

（ 10） “ 字 ” 字 

《 曹 全 碑 》 的 “ 字 ” 字 ， 属 端 正 结 构 ， “ 子 ” 字 中 间 横 画 ， 左 长 右 短 ， 形 成 两 块 空 白 。 右 边 除 中 间 横 画 

打 入 一 个 楔 子 外 都 是 空 间 ， 虽 然 比 较 狭 窄 ， 但 无 线 条 分 割 ， 故 能 和 左 边 对 称 、 平 衡 ， 显 得 端 正 。 

《 鲜 于 璜 碑 》 的 “ 字 ” 字 ， 结 构 布 局 奇 险 ， 其 险 在 “ 了 ” 字 的 竖 画 变 成 斜 撇 ， 就 像 一 支 凳 子 靠 一 条 斜 

腿 作 支 架 ， 那 么 为 什 么 没 有 要 倾 倒 的 感 觉 呢 ？ 这 是 因 为 “ 子 ” 字 横 画 以 上 部 分 的 点 对 着 三 角 是 对 称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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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 的 ， 其 次 撇 笔 的 落 脚 点 偏 中 心 不 远 ， 故 右 边 尽 是 空 白 ， 也 只 是 五 分 之 二 长 度 ， 就 是 说 五 分 之 三 点 画 

是 平 衡 的 ， 故 不 影 响 视 觉 的 平 衡 感 。 

《 石 门 颂 》 的 “ 字 ” 字 右 紧 左 松 ， 笔 画 的 态 势 向 左 ， 但 是 中 心 稳 定 ， 全 字 比 此 碑 其 它 字 收 得 紧 ， 除 了 

某 些 笔 画 用 笔 变 化 外 ， 总 的 较 平 整 。 （ 见 图 224） 

2． 左 右 并 列 结 构 的 字 例 

左 右 并 列 结 构 的 字 ， 有 右 主 左 副 、 左 右 均 衡 、 左 主 右 副 等 三 种 ， 还 有 左 中 右 三 体 并 列 的 结 构 等 。 

左 副 右 主 并 列 结 构 的 字 例 

（ 1） “ 德 ” 字 

《 曹 全 碑 》 的 “ 德 ” 字 ， 左 疏 右 密 ， 双 人 旁 写 得 平 正 ， 首 笔 撇 出 ， 次 画 右 平 撇 ， 两 笔 间 只 是 态 势 对 应 

但 笔 画 均 匀 。 竖 画 成 曲 钩 ， 成 半 弦 月 空 间 ， 显 得 端 正 又 有 变 化 ， 主 体 部 分 结 构 严 密 ， 笔 画 均 匀 ， 只 是 

“ 心 ” 字 的 捺 笔 稍 伸 长 ， 线 条 纤 劲 ， 秀 巧 平 整 。 

《 鲜 于 璜 碑 》 的 “ 德 ” 字 ， 起 笔 即 厚 重 ， 三 笔 副 体 横 短 画 长 短 粗 细 不 同 ， 但 都 在 左 边 一 个 斜 线 和 右 

边 收 笔 竖 线 上 ， 三 笔 线 条 比 较 均 匀 ， 所 以 结 构 保 持 基 本 平 正 。 主 体 部 分 笔 画 分 粗 细 两 部 分 ， 以 方 笔 为 

主 ， “ 心 ” 字 左 点 和 抛 钩 成 往 上 的 厚 重 的 方 笔 曲 笔 ， 非 常 突 出 ， 使 结 构 增 加 了 色 彩 ， 浑 厚 有 力 。 

《 石 门 颂 》 的 “ 德 ” 字 ， 结 体 外 拓 伸 展 ， 使 副 体 的 二 横 画 和 竖 的 曲 笔 在 不 松 散 的 度 数 上 尽 量 往 左 伸 

展 ， 显 得 舒 展 疏 朗 。 右 边 主 体 笔 画 写 得 开 展 而 严 紧 、 端 正 。 为 了 结 构 安 排 有 趣 ， 使 “ 四 ” 字 四 竖 画 都 出 

头 ， “ 心 ” 字 分 两 组 ， 左 边 的 一 笔 成 往 右 的 小 曲 钩 ， 然 后 一 笔 长 捺 ， 右 边 空 间 成 为 一 组 短 竖 和 短 撇 占 据 

其 间 ， 结 构 布 局 拓 展 ， 笔 画 笔 法 变 化 丰 富 ， 从 而 构 成 自 己 的 特 色 。 全 字 布 局 气 势 恢 宏 ， 线 条 飘 逸 。 （ 见 

图 225 ） 

（ 2） “ 汉 ” 字 

《 曹 全 碑 》 的 “ 汉 ” 字 副 旁 三 点 水 收 得 很 紧 ， 布 局 靠 上 ， 收 缩 一 角 。 为 主 体 多 横 画 安 排 可 以 顺 次 排 

列 。 使 横 波 笔 左 右 伸 长 写 ， 下 两 点 和 上 两 点 呼 应 ， 结 构 严 紧 ， 大 风 格 统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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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清 ” 字 

《 鲜 于 璜 碑 》 “ 汉 ” 字 的 三 点 水 与 主 体 拉 得 较 开 ， 三 笔 之 间 虽 然 用 笔 有 变 化 ， 态 势 不 同 ， 但 是 平 整 

而 收 得 较 紧 。 而 下 两 点 不 仅 形 象 较 小 且 紧 贴 长 横 画 ， 像 人 的 短 腿 ， 以 造 成 上 面 部 分 的 重 量 ， 给 人 有 极 

重 压 力 的 感 觉 ， 是 造 成 强 力 度 的 一 种 艺 术 手 段 。 

《 石 门 颂 》 的 “ 汉 ” 字 写 得 很 大 气 ， 笔 画 伸 展 ， 三 点 水 短 横 画 写 得 开 阔 ， 主 体 部 分 五 个 横 画 加 两 短 

竖 画 形 成 一 个 宝 塔 形 ， 结 构 布 局 显 得 气 势 宏 大 ， 最 后 波 笔 横 长 画 成 为 曲 势 ， 为 下 两 点 “ 八 ” 字 的 两 撇 

笔 的 灵 巧 、 活 泼 、 动 感 的 造 型 安 排 一 个 适 合 的 空 间 ， 形 成 全 字 的 动 静 变 化 。 （ 见 图 226） 

（ 3） “ 后 ” 字 

《 曹 全 碑 》 的 “ 后 ” 字 ， 非 常 强 调 双 人 旁 的 笔 画 ， 占 有 明 显 位 置 ， 笔 笔 加 强 ， “ 文 ” 字 上 头 的 “ 幺 ” 字 笔 

画 像 个 绳 结 ， 下 边 撇 捺 就 似 散 出 去 的 绳 头 ， 此 字 一 改 《 曹 全 碑 》 的 平 整 规 矩 的 布 局 结 构 ， 变 成 富 有 奇 

趣 的 布 局 和 写 法 。 

《 鲜 于 璜 碑 》 “ 后 ” 字 的 结 构 和 布 局 与 《 曹 全 碑 》 有 异 曲 同 工 之 妙 。 双 人 旁 似 个 人 形 ， 头 、 手 、 脚 、 身 

躯 的 简 化 造 型 ， 主 体 部 分 也 似 绳 结 ， 按 照 此 碑 习 惯 写 法 ， 捺 笔 厚 重 ， 加 强 主 体 部 分 的 厚 重 和 力 量 ， 与 

其 它 字 风 格 统 一 。 

《 石 门 颂 》 的 “ 后 ” 字 ， 不 仅 把 双 人 偏 旁 写 得 很 大 ， 且 与 主 体 部 分 距 离 拉 得 很 开 ， 腾 出 空 间 ， 使 主 体 

下 部 分 两 撇 一 捺 极 度 地 扩 张 伸 展 ， 上 收 下 放 ， 密 疏 相 间 ， 体 势 宏 伟 。 上 边 造 型 像 个 葫 芦 也 极 有 趣 ， 结 

构 布 局 奇 变 。 （ 见 图 227） 

《 曹 全 碑 》 之 “ 清 ” 字 三 点 水 旁 收 得 紧 缩 成 左 旁 一 角 ， 与 主 体 三 横 画 相 对 ， 上 部 分 成 一 个 “ 注 ” 字 ， 

下 部 分 空 间 大 ， 故 “ 月 ” 字 左 撇 就 写 成 向 左 弯 钩 ， 右 边 直 笔 直 伸 下 部 ， 与 三 点 水 组 成 大 斜 曲 弧 线 ， 但 因 

上 部 分 结 构 端 正 ， 故 不 失 全 局 端 庄 格 调 ， 这 就 是 布 局 上 奇 正 结 合 。 

· 125· 



《 鲜 于 璜 碑 》 的 “ 清 ” 字 三 点 水 强 调 点 画 的 力 度 ， 像 射 出 三 枝 箭 ， 处 在 上 部 中 间 ， 方 笔 劲 挺 ， 极 有 动 

感 ， 而 主 体 上 部 分 三 横 画 则 处 静 态 ， 起 收 笔 强 劲 ， 大 体 都 是 方 笔 ， 下 部 “ 月 ” 字 左 竖 撇 略 成 曲 势 ， 弥 补 

左 下 部 分 空 间 ， 右 竖 笔 则 稍 短 ， 使 整 个 字 的 结 体 方 正 、 浑 厚 、 有 力 。 

《 石 门 颂 》 的 “ 清 ” 也 是 强 调 三 点 水 旁 的 独 立 和 力 度 ， 稍 离 主 体 ， 主 体 上 三 横 画 成 塔 形 的 顶 座 ， 异 

常 稳 重 ， 下 部 “ 月 ” 字 处 中 强 调 横 势 ， 占 据 下 部 分 空 间 ， 是 《 石 门 颂 》 中 一 部 分 结 体 最 稳 重 的 字 之 一 。 

（ 见 图 228） 

左 主 右 副 并 列 结 构 的 字 例 

（ 5） “ 部 ” 字 

《 曹 全 碑 》 “ 部 ” 字 稍 损 泐 ， 点 画 安 排 平 整 ， 主 体 部 分 除 中 间 两 横 画 的 起 、 收 笔 势 略 处 背 势 外 ， 其 它 

笔 画 都 是 平 直 的 ， 只 是 副 旁 “ 了 ” 字 写 得 流 畅 有 动 感 ， 全 字 布 局 循 规 蹈 矩 。 

《 鲜 于 璜 碑 》 的 “ 部 ” 字 ， 主 副 两 部 分 结 构 错 落 ， 但 两 部 分 接 近 ， 无 多 少 空 间 ， 故 未 分 离 成 两 字 ， 主 

体 “ 音 ” 部 分 结 构 平 整 ， 笔 画 厚 重 ， 右 副 体 竖 画 朴 拙 而 “ 了 ” 字 运 笔 流 畅 ， 但 全 字 结 构 布 局 似 乎 不 甚 协 

调 ， 显 得 过 拙 。 

《 石 门 颂 》 “ 部 ” 字 的 结 体 ， 显 得 草 率 随 意 ， 但 两 部 分 协 调 ， 强 调 了 右 副 部 分 ， “ 阝 ” 写 得 既 随 意 潦 草 

又 夸 张 ， 形 成 左 密 右 疏 ， 笔 画 有 流 动 感 ， “ 阝 ” 旁 线 条 强 劲 有 力 ， 形 体 有 趣 ， 像 只 胖 人 耳 朵 。 左 边 却 像 微 

笑 滑 稽 的 一 张 脸 面 。 （ 见 图 229） 

（ 6） “ 尉 ” 字 

《 曹 全 碑 》 的 “ 尉 ” 字 本 是 主 副 结 构 而 写 成 并 列 结 构 。 左 旁 笔 画 多 故 收 得 紧 ， 上 四 短 横 画 并 列 ， 下 

“ 小 ” 字 成 三 竖 点 ， 只 是 长 撇 波 势 往 左 ， 而 “ 寸 ” 字 横 波 笔 往 右 ， 左 右 背 势 而 能 呼 应 。 全 字 点 画 匀 称 ， 笔 

画 圆 润 ， 端 严 而 秀 丽 。 

《 鲜 于 璜 碑 》 的 “ 尉 ” 字 ， 左 旁 点 画 上 下 左 右 错 落 ， 而 右 旁 “ 寸 ” 字 则 端 庄 ， 形 成 斜 角 对 称 结 构 ， 左 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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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动 ” 字 

笔 右 短 横 画 相 背 势 ， 把 重 心 拉 向 两 旁 ， 使 全 字 结 构 具 有 强 力 ， 与 其 用 笔 力 度 一 致 ， 雄 强 厚 重 。 

《 石 门 颂 》 的 “ 尉 ” 字 结 体 方 正 ， 两 部 分 联 系 紧 密 ， 笔 画 呼 应 避 让 ， 形 成 一 个 整 体 布 局 ， 只 是 笔 画 有 

密 有 疏 ， 有 收 有 放 ， 点 画 粗 细 和 起 收 笔 变 化 多 端 ， 所 以 平 正 中 又 具 变 化 ， 线 条 浑 厚 中 又 有 洒 脱 。 （ 见 图 

230 ） 

左 右 双 体 并 列 结 构 的 字 例 

（ 7） “ 功 ” 字 

《 曹 全 碑 》 的 “ 功 ” 字 ， 由 于 撇 笔 的 超 长 ， 似 乎 成 为 主 副 结 构 ， 按 自 然 结 体 应 是 左 右 双 体 并 列 结 构 ， 

这 是 因 为 从 造 型 需 要 出 发 ， 长 撇 超 长 ， 左 边 空 间 扩 大 ， 使 “ 工 ” 字 下 横 画 也 拉 长 ， 全 字 就 成 为 上 收 紧 下 

伸 展 ， 上 实 下 虚 ， 既 平 正 又 独 特 的 结 体 。 

《 鲜 于 璜 碑 》 的 “ 功 ” 和 《 曹 全 碑 》 的 “ 功 ” 字 结 体 有 异 曲 同 工 之 妙 ， 都 是 把 撇 笔 延 伸 ， 只 是 斜 度 不 一 

样 ， 此 碑 的 撇 笔 更 平 斜 ， 所 以 上 部 分 “ 工 ” 字 较 平 正 ， 结 体 斜 正 相 间 ， 线 条 错 落 ， 平 正 而 能 巧 妙 ， 浑 厚 而 

有 趣 。 

《 石 门 颂 》 的 “ 功 ” 字 虽 然 斜 撇 也 超 长 ， 但 比 较 平 整 。 “ 工 ” 字 中 间 短 竖 不 同 于 平 时 往 左 斜 而 是 往 右 

斜 的 特 殊 写 法 ， 两 横 画 平 整 ， 上 横 和 “ 力 ” 折 笔 相 连 形 成 半 围 圈 。 结 构 很 平 ， 布 局 匀 称 呼 应 ， 但 很 大 气 ， 

线 条 舒 展 而 飘 逸 。 （ 见 图 231） 

《 曹 全 碑 》 的 “ 动 ” 字 ， 是 双 体 并 列 结 构 的 布 局 。 两 体 起 笔 部 分 势 背 ， 而 收 笔 部 分 则 相 互 呼 应 。 但 

点 画 写 得 不 平 直 ， 左 部 分 横 画 起 收 笔 态 势 各 异 ， 上 两 短 横 和 下 两 短 画 起 收 笔 有 呼 应 ， “ 田 ” 字 左 右 竖 

笔 势 也 相 一 致 ， 所 以 全 字 的 笔 画 安 排 紧 密 而 小 变 化 很 多 ， 笔 很 灵 动 。 

《 鲜 于 璜 碑 》 的 “ 动 ” 字 结 构 显 得 古 拙 ， 两 部 分 底 线 较 平 ， 笔 画 厚 重 无 甚 变 化 。 

《 石 门 颂 》 的 “ 动 ” 字 的 结 构 两 部 分 协 调 ， 左 密 右 疏 ， 左 端 正 右 曲 折 ， 左 主 静 右 主 动 ， 形 成 整 体 协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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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富 变 化 。 （ 见 图 232） 

左 中 右 三 体 并 列 结 构 的 字 例 

（ 9） “ 职 ” （ 识 ） 字 

《 曹 全 碑 》 的 “ 职 ” 字 左 中 两 部 分 靠 紧 ， 而 “ 戈 ” 字 成 副 旁 ， 形 成 左 紧 密 ， 右 疏 朗 的 结 构 ， 如 果 将 所 有 

笔 画 都 收 紧 ， 只 有 密 密 麻 麻 的 线 条 排 列 ， 使 人 看 了 气 闷 ； 如 果 将 所 有 笔 画 都 稀 稀 拉 拉 组 成 ， 则 会 感 到 

松 散 。 故 有 收 有 放 ， 有 虚 有 实 是 结 构 布 局 的 规 律 。 “ 戈 ” 笔 的 捺 向 右 与 “ 身 ” 旁 的 左 撇 虽 背 势 但 有 呼 应 ， 

形 成 不 均 衡 的 平 衡 。 但 两 部 分 不 是 很 协 调 ， “ 音 ” 的 “ 日 ” 和 “ 戈 ” 的 撇 笔 相 互 联 系 不 足 ， 下 部 分 显 得 有 

点 散 了 。 

《 鲜 于 璜 碑 》 的 “ 职 ” 字 三 部 分 联 系 紧 密 ， 形 成 扁 方 形 的 整 体 ， 结 构 紧 密 ， 布 局 合 理 ， 转 折 和 笔 画 以 

方 折 为 主 ， 少 数 笔 画 采 用 圆 笔 ， 使 方 硬 和 圆 润 笔 法 相 结 合 ， 特 别 笔 画 安 排 ， 如 将 中 间 部 分 的 上 部 分 

“ 立 ” 简 化 省 略 笔 画 ， 又 将 其 短 横 和 “ 戈 ” 笔 联 成 一 笔 处 理 很 巧 妙 ， 空 出 右 上 角 ， 使 方 正 布 局 起 到 变 化 ， 

有 透 气 孔 。 显 得 结 构 方 整 而 有 变 化 ， 线 条 强 劲 厚 重 。 

《 石 门 颂 》 的 “ 识 ” 字 布 局 完 整 ， 线 条 安 排 适 度 ， 结 构 宏 大 而 疏 朗 ， 起 收 笔 变 化 多 端 ， 有 大 将 风 度 。 

（ 见 图 233） 

3． 上 下 结 构 的 字 例 

（ 1） “ 君 ” 字 

《 曹 全 碑 》 的 “ 君 ” 字 ， “ 尹 ” 、 “ 口 ” 上 下 两 部 分 在 布 局 上 ， 上 部 分 态 势 往 左 ， 下 部 分 “ 口 ” 字 往 右 ， 但 

非 常 适 度 ， 与 上 部 分 横 画 相 取 齐 ， 成 为 笔 画 错 落 扁 方 形 布 局 ， 上 紧 下 放 ， 上 密 下 疏 ， 结 体 端 庄 ， 笔 画 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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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 于 璜 碑 》 “ 君 ” 字 布 局 与 前 碑 的 “ 君 ” 字 有 所 不 同 ， 上 部 分 “ 尹 ” 字 本 身 即 平 衡 ， 横 画 右 边 延 长 ， 

丽 。 



（ 2） “ 圣 ” 字 

与 撇 笔 相 协 调 ， 故 “ 口 ” 字 处 其 中 偏 右 ， 左 短 内 线 是 中 心 线 ， 也 就 是 全 字 的 重 心 ， 所 以 此 字 显 得 更 为 端 

庄 、 浑 厚 、 结 实 。 

《 石 门 颂 》 与 《 曹 全 碑 》 布 局 大 致 一 样 ， 上 部 分 态 势 更 往 左 ， 撇 笔 向 左 ， 中 间 横 画 右 边 不 出 竖 线 ， 故 

下 部 分 “ 口 ” 字 往 右 安 排 ， 中 心 线 正 在 “ 口 ” 字 左 短 竖 和 上 部 长 撇 的 上 部 分 竖 线 上 。 结 构 更 加 方 扁 ， 显 

示 出 全 字 的 气 势 恢 宏 ， 大 气 磅 礴 ， 而 线 条 飘 逸 ， 雄 强 中 有 秀 逸 的 氛 围 。 （ 见 图 234） 

《 曹 全 碑 》 的 “ 圣 ” 字 的 布 局 ， 上 横 画 和 下 横 画 左 边 两 画 的 起 笔 和 下 横 画 的 右 收 笔 ， 形 成 三 个 角 往 

外 的 拉 力 ， 使 中 间 笔 画 拉 成 倒 左 往 右 的 斜 笔 画 ， 但 是 全 字 却 是 方 正 的 ， 这 就 是 方 中 有 斜 ， 直 中 有 曲 的 

布 局 。 端 正 而 有 变 化 。 

《 鲜 于 璜 碑 》 的 “ 圣 ” 字 大 胆 变 形 ， “ 耳 ” 之 上 横 短 画 写 成 长 横 画 ， 盖 住 下 边 两 部 分 ， “ 日 ” 和 “ 口 ” 字 ， 

成 为 大 小 不 同 的 方 形 ， 下 部 分 “ 王 ” 字 省 成 两 横 画 ， 下 横 成 为 长 波 笔 ， 像 个 柜 形 ， 端 庄 、 厚 重 、 平 直 而 不 

板 滞 。 

《 石 门 颂 》 的 “ 圣 ” 字 的 笔 画 有 删 有 加 ， “ 耳 ” 字 右 竖 一 直 延 伸 下 两 横 画 ， 省 去 一 横 一 竖 笔 ， 又 将 

“ 口 ” 字 加 一 尾 巴 ， 完 全 为 了 填 补 “ 口 ” 下 部 分 空 间 ， 布 局 奇 特 ， 三 笔 横 长 画 ， 使 结 体 往 外 扩 展 ， 显 示 宏 

大 气 势 。 （ 见 图 235） 

（ 3） “ 曹 ” 字 

《 曹 全 碑 》 的 “ 曹 ” 字 ， 将 横 画 及 下 “ 曲 ” 字 写 成 两 个 “ 东 ” 字 ， 沿 用 篆 体 。 上 部 布 局 写 得 平 正 ， 只 是 下 

部 “ 日 ” 字 右 短 竖 往 内 斜 ， 就 成 上 正 下 歪 ， 但 全 字 看 尚 成 整 体 。 

《 鲜 于 璜 碑 》 的 “ 曹 ” 字 ， 上 横 画 是 波 笔 左 短 右 长 ， 但 全 字 是 循 规 入 矩 的 长 方 形 结 构 ， 厚 实 端 正 ， 力 

度 很 强 。 

《 石 门 颂 》 的 “ 曹 ” 字 把 上 部 的 “ 曲 ” 字 分 成 为 两 部 分 ， 变 成 横 画 下 的 两 个 “ 由 ” 字 ， 且 两 部 分 拉 得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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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 下 部 分 “ 日 ” 字 占 据 下 面 的 空 间 。 全 字 笔 画 用 笔 多 样 ， 线 条 造 型 多 样 ， 并 各 有 巧 妙 之 处 。 布 局 上 

密 下 疏 ， 上 收 下 放 ， 上 部 重 点 在 左 ， 下 面 “ 日 ” 字 则 靠 右 ， 在 变 化 中 求 统 一 。 （ 见 图 236） 

（ 4） “ 丰 ” 字 

《 曹 全 碑 》 的 “ 丰 ” 字 的 造 型 最 完 整 ， 横 竖 笔 画 对 称 ， 在 对 称 中 用 笔 方 面 又 有 微 妙 的 变 化 ， 故 让 人 

耐 看 ， 端 庄 秀 美 ， 灵 巧 多 变 。 

《 鲜 于 璜 碑 》 的 “ 丰 ” 字 是 在 错 落 扭 曲 中 求 平 整 协 调 ， 上 部 分 “ 曲 ” 字 把 三 横 画 分 为 一 横 和 下 部 分 

之 “ 口 ” 字 横 竖 画 扭 斜 ， 右 宽 左 窄 ， 不 规 正 中 求 大 的 规 正 。 求 布 局 的 变 化 和 奇 突 。 

《 石 门 颂 》 的 “ 丰 ” 字 的 布 局 也 在 追 求 新 奇 的 变 化 ， 把 上 部 的 “ 曲 ” 字 的 两 竖 画 中 加 上 一 短 横 画 ， 使 

两 笔 联 系 起 来 ， 像 把 叉 子 插 在 横 画 中 间 ， 下 部 “ 口 ” 字 右 竖 斜 收 笔 也 是 为 了 布 局 的 奇 特 。 也 是 在 不 平 

衡 中 求 平 衡 。 （ 见 图 237） 

4． 半 包 围 结 构 的 字 例 

（ 1） “ 司 ” 字 

《 曹 全 碑 》 的 “ 司 ” 字 的 布 局 是 求 巧 丽 ， 半 外 框 写 成 45度 曲 角 ， 曲 处 太 窄 里 面 横 画 只 能 往 左 伸 展 ： 

一 是 为 布 局 扁 平 ； 二 是 照 顾 到 下 面 的 “ 口 ” 字 的 安 排 。 这 样 就 有 长 短 画 的 错 落 。 简 单 的 结 构 布 置 得 很 

有 变 化 ， 变 成 端 正 秀 巧 的 布 局 。 

《 鲜 于 璜 碑 》 的 “ 司 ” 字 的 布 局 则 求 平 整 中 的 圆 润 ， 故 将 “ 司 ” 字 半 围 框 写 成 钝 角 曲 弧 ， 像 张 弓 形 ， 

横 画 直 写 到 曲 线 ， “ 口 ” 字 平 正 ， 方 折 和 圆 曲 的 结 合 ， 半 围 框 内 布 局 丰 满 紧 密 ， 端 正 厚 重 。 

《 石 门 颂 》 的 “ 司 ” 字 布 局 是 追 求 方 直 大 气 ， 半 围 框 写 的 很 大 ， 成 三 边 围 框 。 在 转 折 处 都 求 方 折 中 

的 圆 笔 ， 如 半 围 框 、 “ 口 ” 字 等 转 折 都 是 方 折 中 的 圆 笔 ， 是 方 圆 结 合 的 办 法 ， 既 方 正 大 气 ， 又 圆 润 飘 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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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 图 238） 

（ 2） “ 遗 ” 字 

《 曹 全 碑 》 的 “ 遗 ” 字 纵 势 布 局 ， 这 是 因 为 横 画 多 ， 为 了 上 下 笔 画 粗 细 变 化 ， “ 中 ” 字 笔 画 重 ， “ 贝 ” 字 

笔 画 轻 细 ， 又 将 “ 走 之 ” 旁 加 点 ， 以 免 上 部 分 过 空 。 而 且 笔 画 稍 重 ， 形 成 上 中 下 粗 笔 画 包 围 细 笔 画 

“ 贝 ” 字 ， 捺 笔 伸 展 ， 犹 如 一 把 柄 ， 是 端 正 平 稳 布 局 中 出 奇 制 胜 一 画 。 使 结 构 起 变 化 。 在 笔 法 上 ， 笔 画 

的 收 笔 都 顺 锋 出 尖 状 ， 以 造 成 秀 丽 的 感 觉 。 

《 鲜 于 璜 碑 》 的 “ 遗 ” 字 的 布 局 使 下 部 分 重 心 往 下 移 ， 使 “ 走 之 ” 笔 画 往 下 压 ， 把 右 边 的 “ 贝 ” 字 写 得 

很 紧 密 ， 突 出 “ 中 ” 字 上 部 ， 有 种 高 耸 的 气 势 ， “ 走 之 ” 捺 笔 平 直 伸 长 是 为 了 全 字 稳 定 ， 都 是 为 了 力 度 重 

量 ， 全 字 稳 定 坚 实 ， 很 注 意 点 画 的 态 势 变 化 和 造 型 ， 如 “ 走 之 ” 四 笔 的 态 势 、 造 型 的 多 样 ， “ 贝 ” 字 的 右 

捺 点 的 用 笔 都 是 突 破 一 般 用 笔 ， 都 是 为 了 结 构 的 稳 重 又 具 变 化 。 

《 石 门 颂 》 的 “ 遗 ” 字 布 局 ， 也 是 使 周 围 笔 画 宽 松 ， 处 中 间 的 “ 贝 ” 字 则 笔 画 细 ， 结 体 小 ， 前 者 是 为 了 

布 局 有 气 势 ， 后 者 的 细 小 布 局 是 为 了 结 构 有 变 化 ， 收 放 结 合 。 “ 走 之 ” 旁 捺 笔 的 超 长 是 为 了 结 体 稳 定 

和 具 有 不 可 收 拾 的 气 势 。 也 很 注 意 点 画 的 态 势 、 造 型 的 变 化 ， 这 种 变 化 既 为 了 全 字 气 势 饱 满 ， 又 为 了 

平 整 中 的 多 样 化 。 （ 见 图 239） 

（ 3） “ 周 ” 字 

《 曹 全 碑 》 的 “ 周 ” 字 的 围 框 端 正 ， 左 右 的 撇 竖 画 起 笔 厚 重 ， 收 笔 尖 锐 。 既 浑 厚 又 秀 巧 ， 下 部 分 

“ 口 ” 字 则 不 平 正 ， 右 竖 长 左 竖 短 ， 与 上 部 分 有 正 斜 的 变 化 。 

《 鲜 于 璜 碑 》 的 “ 周 ” 字 ， 布 局 很 特 别 ， 除 左 竖 撇 写 成 斜 曲 笔 外 ， 其 他 笔 画 大 多 是 粗 壮 的 竖 横 笔 画 ， 

显 得 方 正 厚 重 ； 又 把 最 上 横 画 写 成 缺 一 个 角 ， 形 成 一 种 曲 折 的 变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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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学 习 隶 书 的 步 骤 和 方 法 

做 任 何 事 情 都 有 它 的 步 骤 和 方 法 ， 学 隶 书 也 一 样 ， 也 要 非 常 重 视 学 习 的 步 骤 和 方 法 。 

《 石 门 颂 》 的 “ 周 ” 字 ， 布 局 基 本 平 正 ， 左 竖 撇 长 笔 ， 起 收 笔 成 曲 笔 ， 对 字 的 格 局 起 到 定 势 的 作 用 ， 

其 它 横 竖 笔 画 都 比 较 平 整 ， 只 是 粗 细 、 曲 直 、 笔 势 的 局 部 变 化 ， 显 得 平 易 、 大 方 、 稳 定 、 飘 逸 。 （ 见 图 

240） 

以 上 我 们 对 三 种 名 碑 四 类 七 种 结 构 中 的 二 十 六 字 的 结 构 和 用 笔 作 了 比 较 分 析 ， 可 以 看 出 它 们 

的 不 同 结 构 布 局 、 笔 法 和 对 笔 画 的 不 同 处 理 ， 所 造 成 不 同 的 书 法 艺 术 的 内 涵 、 神 韵 和 风 格 。 从 中 可 以 

看 出 它 们 所 采 取 的 艺 术 手 法 如 笔 画 的 收 和 放 、 疏 和 密 ， 直 和 曲 、 粗 和 细 、 长 和 短 、 呼 和 应 、 俯 和 仰 ， 夸 

张 和 删 简 ， 等 等 ， 这 些 既 矛 盾 又 依 存 的 法 则 ， 创 作 出 具 有 个 性 的 神 韵 ， 审 美 意 味 的 艺 术 造 型 ， 从 中 得 

到 启 发 ： 第 一 ， 学 习 传 统 技 法 不 应 该 盲 目 地 模 仿 ， 要 对 传 统 范 帖 的 技 法 和 艺 术 风 格 进 行 观 摩 、 研 究 ， 

认 识 其 特 点 ， 包 括 结 构 、 用 笔 和 所 形 成 风 格 的 特 点 ， 这 样 临 摹 、 学 习 起 来 就 能 得 心 应 手 ， 也 容 易 背 记 ， 

容 易 取 得 成 功 。 第 二 ， 在 学 习 传 统 技 法 比 较 有 基 础 的 过 程 中 ， 也 学 习 到 前 人 艺 术 手 段 ， 学 会 认 识 和 观 

察 的 方 法 、 知 识 ， 对 创 作 自 己 的 艺 术 风 格 就 有 门 路 了 。 当 然 ， 个 人 的 书 法 艺 术 风 格 的 形 成 总 是 有 个 过 

程 ， 从 初 步 形 成 到 成 熟 ， 需 要 不 断 探 索 ， 不 断 学 习 ， 把 前 人 的 成 功 经 验 ， 把 适 合 自 己 的 技 法 运 用 到 个 

人 创 作 中 去 。 只 有 这 样 才 能 不 断 提 高 自 己 的 书 艺 。 所 以 如 何 认 识 古 人 的 创 作 技 法 、 手 段 和 艺 术 品 味 

是 学 书 者 学 习 古 代 书 法 包 括 隶 书 的 首 要 问 题 。 眼 高 才 能 手 高 ， 认 识 是 指 导 实 践 的 ， 没 有 认 识 ， 没 有 这 

方 面 的 知 识 ， 完 全 靠 临 摹 中 逐 步 的 认 识 ， 必 然 是 事 倍 功 半 ， 决 非 学 习 隶 书 的 科 学 方 法 。 孙 过 庭 《 书 

谱 》 说 ： “ 任 笔 为 体 ， 聚 墨 成 形 ， 心 昏 拟 效 之 方 ， 手 迷 挥 运 之 理 ， 求 其 妍 妙 ， 不 亦 谬 哉 。 ” 

（ 一 ） 慎 重 选 帖 

学 隶 书 从 何 入 手 呢 ？ 从 隶 书 的 源 流 沿 革 来 看 ， 东 汉 是 隶 书 发 展 成 熟 时 期 ， 学 隶 当 从 汉 开 始 ， 学 汉 

隶 又 当 从 东 汉 隶 书 碑 开 始 。 西 汉 以 前 的 隶 书 ， 刚 从 篆 书 脱 胎 出 来 ， 在 演 变 过 程 中 ， 从 结 构 和 用 笔 都 带 

有 更 多 的 篆 书 的 遗 意 ， 是 汉 隶 的 滥 觞 时 期 ， 这 时 期 的 隶 书 还 不 是 如 东 汉 发 展 到 高 峰 期 的 标 准 汉 隶 。 

东 汉 隶 书 碑 不 仅 数 量 多 ， “ 碑 碣 云 起 ” 造 就 了 上 百 通 的 著 名 隶 书 碑 ， 而 且 正 如 清 王 澍 所 说 ： “ 隶 法 以 汉 

为 极 ， 每 碑 各 出 一 奇 ， 莫 有 同 者 。 ” 东 汉 各 种 碑 刻 虽 然 风 格 各 有 不 同 ， 但 是 ， 这 些 著 名 碑 刻 也 有 各 种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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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重 在 临 摹 ， 讲 究 方 法 

况 ， 有 的 结 构 比 较 平 正 ， 法 度 森 严 ， 格 调 也 高 ； 有 的 结 构 险 奇 ， 不 很 符 合 一 般 技 法 ， 个 性 很 强 ， 个 人 面 

貌 很 突 出 。 初 学 隶 书 在 这 两 类 隶 书 碑 帖 中 应 选 用 那 一 类 作 为 范 帖 呢 ？ 孙 过 庭 在 《 书 谱 》 中 说 ： “ 至 如 

初 学 分 布 ， 但 求 平 正 ， 既 知 平 正 ， 务 追 险 绝 ， 既 能 险 绝 ， 复 归 平 正 ” 。 学 隶 书 也 当 从 平 正 开 始 ， “ 从 规 矩 

入 ” ， 才 能 “ 从 规 矩 出 ” ， 这 是 学 习 的 一 般 规 律 。 如 《 礼 器 碑 》 、 《 史 晨 碑 》 、 《 曹 全 碑 》 、 《 张 迁 碑 》 、 《 华 山 

碑 》 、 《 乙 瑛 碑 》 、 《 鲜 于 璜 碑 》 等 都 比 较 平 正 ， 是 适 合 学 基 本 技 法 的 隶 书 碑 。 可 以 从 中 选 一 种 临 摹 。 初 

时 ， 我 们 对 隶 书 的 认 识 还 很 不 深 刻 ， 即 使 有 所 认 识 ， 有 所 喜 爱 ， 但 毕 竟 缺 少 实 践 ， 还 不 能 熟 练 地 掌 握 

隶 书 的 技 法 ， 还 没 有 多 少 基 本 功 夫 ， 如 对 隶 书 的 点 画 撇 捺 钩 折 的 结 构 布 局 的 安 排 ， 结 体 的 造 型 ， 笔 画 

的 收 放 呼 应 等 ， 又 如 运 笔 的 技 巧 ， 线 条 的 力 度 、 起 收 笔 的 用 笔 和 姿 态 、 笔 势 ， 运 行 当 中 的 提 按 的 轻 重 

等 ， 都 不 谙 熟 。 选 择 比 较 平 正 的 隶 书 ， 法 度 严 格 的 隶 书 范 帖 作 为 临 摹 的 对 象 ， 是 比 较 适 宜 的 。 有 的 喜 

欢 险 绝 或 个 人 面 貌 强 的 隶 书 碑 ， 这 种 爱 好 是 完 全 可 以 的 。 但 要 达 到 这 种 风 格 ， 还 是 要 从 平 正 的 隶 书 

学 习 开 始 。 因 为 险 绝 的 隶 书 都 是 个 性 很 强 ， 格 调 较 特 殊 ， 学 起 来 进 得 去 就 很 难 出 来 ， 像 学 楷 书 以 欧 阳 

询 的 楷 书 碑 作 范 帖 ， 进 去 了 就 很 难 摆 脱 欧 体 的 法 度 。 往 往 学 这 种 范 帖 ， 一 辈 子 沿 着 前 人 的 脚 步 走 ， 摆 

不 掉 古 人 的 巢 臼 。 当 然 ， 学 得 好 也 是 好 的 ， 但 难 度 就 更 大 了 ， 往 往 这 种 书 体 的 优 点 没 有 学 精 到 ， 而 它 

的 不 足 面 则 把 它 发 展 了 。 同 时 ， 现 在 也 有 一 种 舆 论 ， 认 为 现 代 人 的 书 法 能 看 出 它 的 出 处 、 源 流 ， 看 出 

是 学 哪 家 帖 就 是 比 较 好 的 作 品 了 ， 这 当 然 也 有 它 的 道 理 。 因 为 能 看 出 传 统 的 出 处 ， 说 明 曾 对 前 人 的 

范 帖 下 过 功 夫 ， 但 也 要 看 学 得 如 何 了 。 但 是 ， 作 为 真 正 的 艺 术 创 作 ， 借 鉴 别 人 毕 竟 只 是 一 种 手 段 ， 最 

根 本 的 是 要 写 出 能 反 映 自 己 的 审 美 趣 味 并 有 独 自 特 色 和 面 貌 的 作 品 来 。 这 种 作 品 品 味 高 ， 是 具 有 传 

统 功 夫 ， 又 有 丰 富 的 艺 术 内 含 和 意 蕴 的 ， 经 得 起 欣 赏 者 考 验 的 艺 术 作 品 。 这 当 然 是 不 容 易 的 事 ， 但 是 

“ 千 里 之 行 ， 始 于 足 下 ” 。 学 书 法 ， 学 会 容 易 ， 精 熟 太 难 。 所 以 孙 过 庭 说 ： “ 心 不 厌 精 ， 手 不 忘 熟 ， 若 运 用 

尽 于 精 熟 ， 规 矩 闇 于 胸 襟 ， 自 然 容 与 徘 徊 。 意 先 笔 后 ， 潇 洒 流 落 ， 翰 逸 神 飞 ” 。 当 然 ， 选 范 帖 也 有 个 人 

兴 趣 、 爱 好 的 问 题 。 对 于 艺 术 美 每 个 人 都 有 个 人 不 同 的 理 解 和 爱 好 ， 我 们 应 当 尊 重 这 种 个 人 的 喜 好 。 

有 了 这 种 喜 好 和 兴 趣 ， 更 能 够 充 分 地 调 动 学 习 的 积 极 性 和 能 动 性 。 但 是 ， 这 种 爱 好 和 兴 趣 往 往 需 要 

加 以 引 导 ， 特 别 对 初 学 者 更 是 如 此 。 因 为 初 学 者 对 书 体 的 知 识 和 认 识 ， 都 存 在 较 大 的 局 限 ， 他 们 此 时 

的 个 人 喜 爱 大 都 是 从 有 限 的 感 性 出 发 ， 而 不 是 建 立 在 理 性 的 基 础 上 ， 所 以 不 免 带 有 较 大 的 盲 目 性 。 

这 就 需 要 进 一 步 地 学 习 ， 需 要 丰 富 知 识 ， 开 阔 眼 界 ， 提 高 艺 术 美 的 欣 赏 与 鉴 别 能 力 。 理 解 加 深 了 ， 认 

识 提 高 了 ， 个 人 喜 好 便 会 随 之 而 出 现 相 应 的 变 化 。 在 新 的 基 础 上 形 成 的 具 有 更 高 艺 术 品 味 的 个 人 喜 

好 ， 无 疑 是 更 加 可 贵 的 ， 因 为 它 体 现 了 一 种 由 盲 目 状 态 到 自 觉 状 态 ， 从 不 成 熟 到 越 来 越 成 熟 的 变 化 。 

选 帖 即 定 ， 重 在 临 摹 ， 要 下 功 夫 掌 握 一 体 一 帖 ， 打 好 基 础 。 在 着 手 临 摹 时 ， 情 况 各 有 不 同 ， 有 的 是 

没 有 摸 过 毛 笔 刚 要 入 门 的 ； 有 的 是 已 有 一 定 基 础 的 ， 有 的 虽 未 写 过 隶 书 但 写 过 行 草 书 ， 后 者 由 于 对 

笔 墨 性 能 和 临 帖 已 有 一 定 经 验 ， 临 摹 起 来 相 对 比 较 容 易 。 对 前 者 就 困 难 得 多 了 ， 往 往 是 热 情 高 希 望 

大 而 不 得 法 。 但 不 管 临 摹 者 情 况 如 何 ， 对 掌 握 一 门 新 的 书 体 ， 都 不 能 对 范 帖 不 先 做 一 番 观 察 、 分 析 和 

研 究 ， 不 能 拿 起 笔 来 就 照 猫 画 虎 地 临 。 

有 些 学 书 者 临 摹 前 也 看 看 范 帖 ， 但 不 知 要 看 哪 些 方 面 ？ 在 下 笔 前 ， 要 研 究 观 察 要 临 摹 部 分 字 的 

结 构 特 点 ， 字 的 点 画 布 局 ， 造 型 态 势 ， 笔 画 的 收 放 情 况 ， 哪 些 笔 画 收 紧 ， 哪 些 笔 画 放 开 等 。 其 次 要 看 笔 

法 ， 起 收 笔 的 变 化 ， 是 何 种 转 折 ， 笔 画 的 提 按 、 转 笔 ， 要 一 次 次 地 看 ， 一 次 次 地 记 ， 然 后 才 能 动 手 临 摹 

下 笔 ， 这 叫 “ 不 打 无 准 备 的 仗 ” 。 

其 次 要 重 视 方 法 。 方 法 对 头 事 半 功 倍 ， 方 法 不 对 头 事 倍 功 半 。 临 摹 应 从 少 而 精 开 始 ， 从 一 少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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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力 求 精 熟 

分 一 少 部 分 开 始 。 有 人 在 临 摹 时 ， 从 帖 的 首 字 开 始 ， 每 天 换 一 次 ， 直 到 临 完 最 后 一 字 ， 然 后 再 重 新 开 

始 ， 临 完 一 帖 已 有 许 多 日 子 ， 临 到 后 面 忘 记 前 面 ， 花 时 间 不 少 ， 精 力 花 的 更 多 ， 可 是 见 效 甚 微 ， 有 些 人 

就 因 此 而 影 响 兴 趣 ， 怀 疑 能 不 能 学 出 来 。 学 书 如 同 打 仗 ， 全 线 出 击 ， 不 如 突 破 一 口 ， “ 伤 其 十 指 ， 不 如 

断 其 一 指 ” 。 吃 饭 如 果 不 是 一 口 口 地 咬 烂 ， 准 得 胃 病 。 应 当 先 临 一 部 分 ， 反 复 进 行 ， 直 到 纯 熟 为 止 ， 然 

后 再 临 一 部 分 。 譬 如 全 帖 有 一 千 字 ， 每 天 临 三 十 字 ， 每 天 换 一 回 ， 要 一 个 多 月 才 能 临 完 一 遍 ， 经 过 月 

余 时 间 再 从 头 临 起 ， 第 一 遍 所 临 的 早 已 没 有 什 么 印 象 了 。 如 只 选 三 十 字 ， 坚 持 反 复 临 ， 一 个 多 月 就 可 

以 临 三 十 遍 。 经 过 三 十 遍 反 复 临 摹 以 后 ， 应 该 能 比 较 熟 练 了 。 有 了 这 三 十 字 的 临 摹 基 础 ， 再 临 下 面 

的 字 就 打 了 个 基 础 。 因 为 汉 字 结 构 、 偏 旁 共 同 的 多 ， 你 掌 握 一 种 偏 旁 ， 同 一 偏 旁 的 字 就 有 把 握 多 了 。 

这 种 步 步 为 营 ， 稳 扎 稳 打 的 方 法 ， 极 容 易 见 效 。 看 到 自 己 进 步 ， 学 习 兴 趣 就 更 高 了 。 这 种 方 法 看 起 来 

慢 ， 实 际 却 是 快 。 

为 了 临 摹 到 家 ， 笔 画 精 到 ， 在 临 摹 方 法 上 还 可 以 多 想 办 法 ， 开 始 时 可 以 采 取 双 钩 后 再 写 ， 以 训 练 

眼 力 、 感 觉 、 手 准 。 每 次 临 完 要 检 查 、 对 照 ， 以 纠 正 不 足 和 错 误 。 总 之 ， 在 开 始 阶 段 ， 切 勿 贪 多 贪 快 ， 只 

讲 速 度 ， 不 求 质 量 和 效 果 。 欲 速 则 不 达 。 

书 法 学 会 容 易 ， 精 熟 难 。 孙 过 庭 《 书 谱 》 说 ： “ 夫 运 用 之 方 ， 虽 由 已 出 ， 规 模 所 设 ， 信 属 目 前 ， 差 之 一 

毫 ， 失 之 千 里 ， 苟 知 其 术 ， 适 可 兼 通 。 心 不 厌 精 ， 手 不 忘 熟 。 若 运 用 尽 于 精 熟 ， 规 矩 闇 于 胸 襟 ， 自 然 容 

与 徘 徊 ， 意 先 笔 后 ， 潇 酒 流 落 ， 翰 逸 神 飞 。 ” 意 思 是 如 何 运 用 技 法 完 全 出 于 个 人 ， 但 可 看 见 的 规 模 ， 如 

果 差 之 一 毫 则 会 失 之 千 里 ， 只 有 深 知 其 术 ， 才 能 善 于 运 用 。 所 以 心 要 不 厌 精 ， 手 要 不 忘 熟 ， 假 若 运 用 

尽 于 精 熟 ， 规 矩 藏 于 胸 襟 ， 自 然 从 容 ， 反 复 思 考 ， 意 先 笔 后 ， 即 可 达 到 潇 洒 流 落 ， 飘 逸 有 神 。 孙 过 庭 所 

要 求 的 精 熟 是 很 高 的 ， 不 仅 指 技 法 ， 且 包 括 运 用 ， 也 就 是 说 在 创 作 中 能 纯 熟 地 运 用 技 法 创 作 出 高 水 

平 的 作 品 。 也 可 以 说 这 是 我 们 学 习 最 终 的 目 的 。 

那 么 在 我 们 临 摹 阶 段 应 有 什 么 要 求 呢 ？ 孙 过 庭 也 曾 说 ： “ 察 之 者 尚 精 ， 拟 之 者 贵 似 ” 。 观 察 要 精 

到 ， 临 摹 模 仿 要 贵 似 ， 在 实 际 操 作 中 要 做 到 这 两 点 都 是 很 难 的 。 观 察 ， 模 仿 都 有 一 个 从 粗 到 细 ， 下 笔 

也 有 一 个 由 不 到 位 到 准 确 的 过 程 。 我 们 的 要 求 即 是 要 缩 短 这 个 过 程 ， 能 尽 快 地 达 到 能 进 行 模 仿 性 的 

创 作 。 这 要 求 在 观 察 时 必 须 知 道 观 察 什 么 。 观 察 大 体 可 分 两 个 方 面 ： 一 是 结 构 布 局 ， 如 结 构 造 形 态 

势 ， 形 象 的 特 点 ， 纵 势 横 势 ， 在 章 法 中 的 位 置 和 作 用 ， 笔 画 的 分 布 收 放 情 况 ， 哪 部 分 笔 画 收 紧 ， 安 排 严 

密 ； 哪 部 分 笔 画 放 开 ， 安 排 的 疏 朗 伸 展 。 二 是 对 笔 法 的 观 察 ， 起 收 笔 的 笔 法 和 形 象 姿 态 ， 线 条 的 提 按 

粗 细 ， 凝 重 或 流 畅 ， 力 度 的 强 弱 ， 方 笔 或 圆 笔 ， 或 方 圆 并 用 ， 长 短 向 背 ， 避 就 呼 应 的 用 笔 等 等 ， 都 是 我 

们 要 细 致 观 察 研 究 的 范 围 ， 只 有 经 过 仔 细 精 到 的 观 察 、 记 忆 ， 下 笔 才 能 做 到 心 中 有 数 。 

观 察 只 停 留 在 认 识 上 ， 要 “ 拟 之 者 贵 似 ” 就 更 难 了 。 为 此 ， 一 是 要 少 而 精 ； 二 是 要 反 复 临 、 反 复 与 

范 帖 对 照 检 查 ； 三 是 要 不 断 修 正 ； 四 要 反 复 记 忆 ； 五 在 一 定 熟 练 基 础 上 要 背 临 、 意 临 。 这 样 较 容 易 精 

熟 。 

学 习 从 来 就 是 一 件 严 肃 的 事 情 ， 学 习 隶 书 也 是 如 此 。 因 此 ， 要 端 正 心 态 。 学 习 书 法 、 学 习 隶 书 都 

会 有 各 方 面 的 人 ， 当 然 会 有 各 种 心 态 。 但 就 学 习 隶 书 来 讲 ， 一 种 以 为 隶 书 较 容 易 学 ， 结 构 笔 法 较 简 

单 ， 因 为 “ 轻 敌 ” ， 既 缺 少 方 法 ， 也 不 作 研 究 ， 买 本 帖 就 写 ， 一 感 到 见 效 慢 ， 写 不 好 ， 就 没 有 信 心 ， 那 点 热 

情 随 之 也 冷 淡 下 来 ， 这 自 然 是 很 难 成 功 的 。 二 是 急 躁 情 绪 ， 急 于 求 成 ， 草 率 进 行 ， 自 以 为 是 ， 草 率 结 

束 。 三 是 学 习 不 经 心 ， 不 严 肃 认 真 ， 三 天 打 鱼 两 天 晒 网 ， 兴 趣 来 了 一 气 写 不 少 ， 顾 不 上 时 一 拖 半 个 月 ， 

这 样 也 难 成 功 。 四 是 趋 时 求 功 ， 粗 临 几 遍 ， 心 中 无 数 ， 急 于 投 稿 ， 滥 写 滥 投 ， 自 然 难 于 进 步 提 高 。 这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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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隶 书 的 创 作 

（ 一 ） 临 创 结 合 

心 态 都 不 利 于 取 得 成 就 ， 自 然 也 难 达 到 精 熟 的 地 步 。 学 习 隶 书 也 需 树 立 认 真 严 肃 的 态 度 ， 踏 踏 实 实 ， 

甘 于 寂 莫 ， 持 之 以 恒 ， 善 于 坚 持 ， 以 科 学 的 态 度 和 科 学 的 方 法 ， 不 怕 时 间 少 ， 日 积 月 累 ， 自 然 能 精 熟 ， 

能 取 得 成 就 。 

书 法 的 临 摹 传 统 范 帖 和 进 行 创 作 是 相 互 促 进 、 逐 步 提 高 的 过 程 。 是 从 不 会 到 精 熟 ， 从 依 靠 传 统 

技 法 到 创 新 形 成 自 己 面 貌 的 过 程 。 这 个 过 程 因 人 而 异 ， 有 聪 明 善 悟 者 ， 这 种 过 程 可 能 缩 短 ， 取 得 成 就 

更 快 更 高 ； 也 有 靠 勤 奋 而 达 到 彼 岸 者 ， 相 对 讲 虽 然 速 度 慢 一 些 ， 但 靠 孜 孜 以 求 的 不 倦 的 精 神 ， 也 可 以 

取 得 很 大 的 成 就 。 孙 过 庭 在 《 书 谱 》 中 阐 述 这 过 程 时 说 ： “ 初 谓 未 及 ， 中 则 过 之 ， 后 乃 通 会 。 通 会 之 际 ， 

人 书 俱 老 ” 。 初 学 之 时 ， 对 书 体 还 不 会 ， 当 然 远 不 及 前 人 的 范 帖 ， 但 经 过 一 段 时 期 的 临 摹 ， 遍 览 各 种 范 

帖 加 以 吸 收 融 会 ， 如 果 功 夫 到 了 ， 自 然 就 超 过 范 帖 。 但 是 要 真 正 取 得 成 就 ， 就 必 须 “ 通 会 ” ， 经 过 长 期 

学 习 、 实 践 创 造 ， 日 积 月 累 ， 反 复 体 会 领 悟 ， 不 仅 在 理 论 修 养 上 丰 厚 ， 且 在 技 法 笔 墨 方 面 都 有 深 厚 的 

功 夫 ， 运 用 起 来 随 手 可 得 ， 自 然 得 意 得 趣 ， 就 达 到 人 书 俱 老 最 后 阶 段 了 。 这 就 是 书 法 创 作 上 从 无 法 到 

有 法 ， 从 有 法 到 无 法 ， 和 “ 意 在 笔 先 ” ， 到 “ 无 意 乃 佳 ” 的 创 作 规 律 。 从 不 会 到 会 ， 从 不 懂 技 法 到 掌 握 技 

法 这 一 阶 段 ， 都 非 常 注 意 法 度 ， 在 创 作 时 也 注 意 “ 意 在 笔 先 ” ， 经 过 长 期 实 践 创 作 ， 包 括 创 作 过 程 中 继 

续 充 实 技 法 ， 不 仅 一 体 一 帖 的 技 法 ， 而 且 多 方 面 吸 收 多 体 多 帖 的 技 法 ， 达 到 融 会 贯 通 ， 就 到 达 无 意 无 

法 阶 段 ， 这 种 无 意 无 法 ， 使 书 法 创 作 达 到 最 高 境 界 ， 即 随 意 写 来 都 内 含 法 度 和 意 趣 ， 就 已 十 分 精 熟 

了 。 

（ 二 ） 模 仿 性 创 作 

在 临 摹 和 掌 握 一 体 一 帖 过 程 中 ， 初 期 我 们 不 赞 成 搞 创 作 ， 要 求 集 中 精 力 、 时 间 到 临 摹 上 。 道 理 很 

简 单 ， 还 没 有 创 作 的 基 本 条 件 ， 也 谈 不 上 创 作 。 只 有 掌 握 了 创 作 的 基 本 手 段 ， 基 本 上 掌 握 到 一 体 一 帖 

的 技 法 和 功 夫 以 后 才 能 进 行 模 仿 性 的 创 作 。 有 些 人 临 摹 了 一 段 以 后 ， 心 里 总 是 痒 痒 的 想 搞 创 作 ， 而 

实 际 上 还 不 行 。 只 有 比 较 熟 练 地 掌 握 了 范 帖 技 法 ， 在 没 有 范 帖 的 情 况 下 都 可 以 背 写 范 帖 以 后 ， 才 可 

以 着 手 进 行 模 仿 性 的 创 作 。 所 谓 模 仿 性 的 创 作 ， 即 以 范 帖 的 结 构 和 笔 法 进 行 练 习 性 的 创 作 。 

进 行 习 作 也 要 从 易 到 难 ， 从 难 到 更 难 。 如 开 始 时 ， 可 以 选 择 范 帖 中 的 字 编 成 联 语 或 短 句 进 行 ， 既 

可 进 行 学 习 文 字 ， 又 可 以 练 习 创 作 ， 如 从 《 曹 全 碑 》 的 语 句 中 摘 编 的 ： “ 风 雨 时 节 获 丰 年 （ 豊 字 ， 《 说 文 》 

云 ， “ 豐 ” 为 “ 豊 ” 本 字 ， 两 者 通 ） ， 农 夫 织 妇 戴 恩 德 ” （ 见 图 241） 。 在 这 基 础 上 ， 还 可 以 根 据 自 己 的 意 图 

进 行 艺 术 处 理 ， 大 小 、 方 笔 圆 笔 ， 轻 重 、 浓 淡 都 可 以 进 行 变 化 ， 将 《 曹 全 碑 》 摘 编 联 语 改 成 用 方 笔 ， 并 适 

当 写 得 粗 一 些 ， 在 风 格 上 就 有 了 变 化 （ 见 图 242） 。 这 种 临 摹 性 的 练 习 创 作 ， 不 仅 促 进 对 临 摹 范 帖 的 

理 解 ， 加 强 认 识 和 记 忆 ， 又 学 会 了 在 创 作 时 对 形 式 和 技 法 的 艺 术 的 处 理 。 这 种 模 仿 性 的 创 作 ， 技 法 和 

格 调 起 步 高 ， 能 够 保 证 不 会 写 庸 俗 了 ， 走 了 歪 路 ， 远 远 超 过 由 于 技 法 不 熟 练 、 眼 力 不 高 随 意 乱 写 。 这 

样 ， 经 过 相 当 时 期 的 临 摹 和 模 仿 性 的 习 作 的 练 习 ， 技 法 就 比 较 熟 练 了 ， 或 者 说 已 基 本 掌 握 范 帖 的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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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第 二 段 的 临 摹 性 创 作 是 自 选 内 容 ， 这 自 然 更 难 了 ， 因 为 它 包 括 范 帖 中 没 有 的 字 。 但 是 有 前 段 临 

摹 的 基 础 ， 有 背 临 意 临 的 能 力 ， 也 就 容 易 进 行 了 。 但 是 应 有 更 高 的 要 求 ， 应 该 在 技 法 上 和 艺 术 格 调 上 

要 求 再 前 进 一 步 ， 能 把 自 己 对 艺 术 的 趣 味 和 追 求 融 合 进 作 品 中 去 。 只 要 不 断 进 行 这 样 的 练 习 ， 即 会 

越 来 越 熟 练 ， 这 是 对 传 统 技 法 学 习 掌 握 以 后 ， 经 过 消 化 、 融 合 ， 使 掌 握 的 技 法 能 熟 练 地 运 用 到 创 作 实 

践 中 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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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索 精 神 ， 作 为 艺 术 家 、 书 法 家 是 非 常 需 要 的 。 经 过 临 摹 和 模 仿 性 创 作 练 习 ， 已 经 熟 练 地 掌 握 一 

种 写 法 ， 创 作 也 形 成 习 惯 ， 有 些 人 就 不 愿 再 进 行 探 索 ， 而 满 足 于 习 惯 写 法 了 。 其 实 历 史 上 有 成 就 的 书 

（ 三 ） 探 索 性 创 作 



法 家 总 是 在 不 断 探 索 的 。 孙 过 庭 《 书 谱 》 说 ： “ 是 以 右 军 之 书 ， 末 年 多 妙 ， 当 缘 思 虑 通 审 ， 志 气 和 平 ， 不 

激 不 厉 ， 而 风 规 自 远 。 ” 为 什 么 王 羲 之 书 法 末 年 多 妙 ， 是 他 不 断 探 索 所 取 得 的 ， 是 经 过 长 期 审 视 研 究 

思 虑 后 所 得 到 的 创 作 自 由 。 又 如 米 芾 “ 书 效 王 羲 之 ” ， “ 晚 年 出 入 规 矩 ， 深 得 意 外 之 趣 ” ， “ 妙 于 翰 墨 ， 得 

王 献 之 笔 意 ” 。 苏 轼 “ 少 日 学 《 兰 亭 》 ， 故 其 书 姿 媚 似 徐 季 海 ” ， “ 中 岁 学 颜 鲁 公 、 杨 风 子 ， 其 合 处 不 减 李 

北 海 。 ” 赵 孟 頫 “ 行 书 诣 《 圣 教 序 》 而 入 其 室 ” ， “ 晚 年 则 稍 入 李 北 海 ” 。 董 其 昌 “ 初 师 颜 平 原 《 多 宝 塔 》 ， 又 

改 学 虞 永 兴 ， 以 为 唐 书 不 如 晋 魏 ， 遂 仿 《 黄 庭 经 》 及 钟 元 常 《 宣 示 表 》 、 《 力 命 表 》 、 《 还 示 帖 》 、 《 丙 舍 帖 》 ， 

凡 三 年 ， 自 谓 逼 古 ， 不 复 以 文 征 明 、 祝 希 哲 置 之 眼 角 ” 。 “ 比 游 嘉 兴 ， 尽 睹 项 子 京 家 藏 真 迹 ， 又 见 右 军 

《 官 奴 帖 》 于 金 陵 ， 方 悟 从 前 妄 自 标 许 ， 从 此 渐 有 小 得 。 ” 这 些 名 家 所 走 过 的 学 书 道 路 ， 都 经 过 漫 长 时 

间 探 索 、 思 虑 ， 日 渐 形 成 自 己 的 风 格 ， 明 确 自 己 要 走 的 道 路 ， 故 能 取 得 杰 出 的 成 就 。 学 隶 书 当 然 也 不 

例 外 ， 也 要 不 断 地 探 索 。 

那 么 如 何 来 进 行 探 索 呢 ？ 我 们 再 以 清 代 邓 石 如 为 例 。 邓 石 如 是 个 布 衣 ， 初 时 从 事 篆 刻 学 篆 书 ， 

被 梁 同 书 称 为 “ 此 子 未 谙 古 法 ， 其 笔 势 浑 鸷 ， 余 所 不 能 。 ” 于 是 在 梅 镠 家 对 《 石 鼓 文 》 、 《 峄 山 碑 》 、 《 泰 山 

刻 石 》 、 《 汉 开 母 石 阙 》 、 《 敦 煌 太 守 碑 》 、 《 天 发 神  碑 》 、 《 城 隍 庙 碑 》 、 《 三 坟 记 》 ， 临 摹 各 百 本 ， 又 临 写 了 

《 史 晨 前 后 碑 》 、 《 华 山 碑 》 、 《 白 石 神 君 碑 》 、 《 张 迁 碑 》 、 《 校 官 碑 》 、 《 孔 羡 碑 》 、 《 受 禅 表 》 、 《 大 飱 碑 》 各 五 

十 本 。 他 从 篆 书 吸 取 隶 书 笔 法 笔 意 ， 创 造 了 自 己 的 特 色 ， 又 从 隶 书 吸 取 篆 书 的 笔 意 ， 形 成 了 自 己 隶 书 

的 风 格 。 包 世 臣 在 总 结 他 的 书 法 时 说 ： “ 山 人 篆 书 以 二 李 （ 李 斯 、 李 阳 冰 ） 为 宗 ， 而 纵 横 阖 辟 之 妙 ， 则 得 

之 史 籀 ， 稍 参 隶 意 ， 杀 锋 以 取 劲 折 ， 故 字 体 微 方 ， 与 秦 汉 瓦 当 、 额 文 为 尤 近 。 其 分 书 则 遒 丽 淳 质 ， 变 化 

不 可 方 物 ， 结 体 极 严 整 ， 而 浑 雄 无 迹 ， 盖 约 《 峄 山 》 、 《 国 山 》 之 法 而 为 之 ” 。 我 在 一 篇 评 论 邓 石 如 的 文 章 

（ 见 拙 著 《 论 古 代 名 家 书 法 》 一 书 ） 中 说 过 ： “ 他 的 隶 书 取 《 史 晨 》 的 娟 秀 ， 得 《 曹 全 》 的 遒 丽 ， 用 《 衡 方 》 之 

淳 厚 ， 借 《 石 门 》 的 纵 肆 和 《 夏 承 》 的 奇 瑰 ， 为 其 所 用 ， 结 体 严 谨 ， 遒 丽 浑 逸 ， 参 有 魏 碑 意 趣 ， 揉 进 篆 书 笔 

法 ” ， “ 结 体 气 势 雄 强 ， 笔 法 峻 拔 ， 起 笔 浑 鸷 ” 。 “ 他 的 隶 书 脱 胎 于 汉 ， 而 用 魏 隶 笔 意 ， 接 近 八 分 书 ， 波 磔 

不 显 ， 结 体 方 整 ， 线 条 浑 厚 ， 独 具 个 性 。 本 来 三 国 魏 的 隶 书 ， 如 同 杨 守 敬 所 说 折 刀 头 笔 法 ， 气 格 不 如 汉 

隶 。 但 在 邓 石 如 的 笔 下 ， 以 汉 隶 作 底 韵 ， 又 用 篆 书 圆 转 的 笔 意 加 以 改 造 ， 就 成 为 另 一 种 自 己 独 特 的 面 

貌 。 ” 当 然 ， 邓 石 如 出 身 穷 苦 ， 幼 年 学 习 环 境 比 较 差 ， 主 要 靠 勤 奋 ， 苦 下 功 夫 ， 取 得 浑 厚 造 诣 ， 成 为 “ 清 

代 隶 书 第 一 人 ” 。 从 古 人 所 走 的 道 路 中 ， 我 们 可 以 具 体 领 悟 如 何 进 行 探 索 性 的 创 作 。 

探 索 性 的 创 作 要 有 较 高 的 鉴 赏 能 力 和 明 确 的 审 美 观 点 和 情 趣 。 人 的 审 美 趣 味 是 由 个 性 决 定 的 ， 

但 是 要 发 展 审 美 观 则 需 要 知 识 和 实 践 。 学 习 隶 书 ， 追 求 隶 书 的 艺 术 美 ， 就 必 须 对 隶 书 的 源 流 各 种 碑 

刻 ， 竹 简 的 隶 书 美 ， 有 研 究 ， 有 认 识 ， 这 就 需 要 在 创 作 过 程 中 继 续 临 摹 ， 了 解 它 们 的 形 式 和 技 法 的 特 

点 。 我 们 前 章 对 《 曹 全 碑 》 、 《 鲜 于 璜 碑 》 、 《 石 门 颂 》 的 同 个 字 进 行 了 具 体 分 析 ， 就 是 为 了 通 过 具 体 分 析 

提 高 鉴 赏 能 力 。 邓 石 如 对 各 种 隶 书 碑 进 行 了 五 十 遍 的 临 摹 ， 掌 握 了 这 些 碑 的 书 风 特 点 ， 自 然 就 容 易 

吸 收 到 自 己 创 作 中 去 。 不 断 地 临 创 结 合 是 探 索 性 创 作 主 要 的 办 法 。 这 样 就 能 不 断 充 实 创 作 ， 突 破 前 

期 初 学 阶 段 的 书 风 ， 使 它 起 变 化 ， 更 加 丰 富 。 

探 索 性 创 作 是 根 据 自 己 审 美 的 追 求 ， 不 断 融 合 、 吸 收 各 碑 的 形 式 ， 如 结 构 、 笔 法 、 章 法 、 墨 法 的 过 

程 ， 但 这 种 融 合 和 吸 收 并 不 简 单 ， 不 是 简 单 的 组 合 。 有 些 人 要 改 体 觉 得 非 常 困 难 ， 本 来 已 写 得 很 熟 练 

的 面 貌 ， 一 改 体 反 而 不 行 了 ， 这 是 为 什 么 ？ 这 是 简 单 地 去 组 合 ， 使 两 种 不 同 的 结 体 和 笔 法 拼 合 ， 这 样 

自 然 就 不 自 然 了 ， 融 化 、 吸 收 之 后 应 该 达 到 自 然 的 结 合 。 这 就 要 对 各 体 的 形 式 的 特 点 作 充 分 的 研 究 

和 掌 握 ， 从 自 己 审 美 兴 趣 出 发 ， 吸 收 、 融 化 一 部 分 ， 如 用 笔 的 方 圆 、 粗 细 、 长 短 等 ， 或 者 结 构 方 面 的 险 

奇 、 平 整 等 ， 而 且 在 吸 收 融 化 以 后 知 道 形 式 和 风 格 上 会 起 到 的 变 化 ， 这 样 就 不 会 出 现 生 硬 的 并 合 了 。 

探 索 性 创 作 的 关 键 在 于 提 高 自 己 的 文 化 艺 术 修 养 、 专 业 知 识 和 技 巧 。 如 对 艺 术 的 形 式 美 （ 美 

学 ） 、 诗 词 、 文 字 学 、 艺 术 鉴 赏 等 等 都 应 有 所 研 究 。 探 索 自 己 的 书 法 的 艺 术 风 格 是 长 期 努 力 的 事 ， 学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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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关 于 隶 书 的 字 体 

和 提 高 自 己 的 修 养 也 是 长 期 的 。 

隶 书 创 作 还 有 些 一 般 的 知 识 ， 如 格 式 ， 有 中 堂 、 条 幅 、 对 联 、 斗 方 、 横 卷 、 匾 额 等 ， 由 于 格 式 不 同 ， 

它 对 章 法 、 布 局 都 造 成 影 响 ， 字 数 的 多 少 、 大 小 都 要 根 据 格 式 来 进 行 布 局 。 一 般 讲 ， 一 幅 作 品 总 有 主 

体 部 分 和 题 款 部 分 的 空 间 ， 两 者 位 置 要 安 排 好 。 题 款 部 分 不 能 空 间 很 窄 ， 要 和 主 体 部 分 成 比 例 ， 协 

调 。 题 款 字 体 也 应 和 主 体 部 分 不 同 ， 主 体 是 隶 书 ， 主 静 的 ， 题 款 应 是 行 书 或 行 楷 ， 主 动 ， 否 则 题 款 用 楷 

书 ， 也 是 主 静 的 ， 失 去 画 面 补 充 灵 动 气 氛 。 还 有 字 体 的 大 小 问 题 ， 题 款 的 字 体 应 比 主 体 部 分 小 ， 也 要 

互 相 协 调 ， 不 可 主 体 字 很 大 ， 题 款 却 是 很 小 的 字 ， 那 样 就 不 合 乎 协 调 的 原 则 ， 显 得 对 比 太 强 烈 了 。 当 

然 ， 题 款 字 多 ， 那 么 留 的 空 间 也 要 适 当 多 一 些 。 但 如 果 主 体 字 少 ， 最 好 题 款 字 不 要 太 多 ， 而 且 要 视 章 

法 安 排 。 此 外 ， 写 隶 书 体 一 般 要 叠 格 或 画 格 ， 以 求 大 的 平 整 中 的 变 化 。 叠 格 要 计 算 好 整 个 章 法 布 局 

的 位 置 ， 包 括 字 距 和 行 距 的 距 离 ， 只 有 计 算 好 了 才 合 适 ， 这 对 于 创 作 一 幅 好 的 作 品 是 必 要 的 步 骤 ， 特 

别 是 经 验 还 不 丰 富 的 人 。 

关 于 题 款 和 印 章 。 题 款 分 单 款 和 双 款 。 单 款 指 作 者 所 写 内 容 的 来 处 ， 写 于 何 年 何 季 何 地 和 姓 名 。 

双 款 包 括 赠 予 人 的 姓 名 加 谦 辞 ， 如 “ 指 正 ” 等 等 ， 或 “ 惠 存 ” 、 “ 嘱 书 ” 之 类 。 对 联 则 将 赠 予 人 的 姓 名 写 上 

联 的 右 边 空 处 ， 下 款 写 下 联 左 边 。 中 堂 、 斗 方 、 条 幅 、 横 轴 等 可 以 安 排 在 写 完 主 体 部 分 后 的 左 边 。 印 

章 的 大 小 和 颗 数 也 要 视 题 款 而 定 ， 如 是 题 款 后 余 下 空 白 多 ， 名 章 后 可 以 再 盖 名 号 章 。 一 般 应 先 盖 白 

文 再 盖 朱 文 章 ， 先 小 后 大 。 引 首 章 是 闲 章 ， 盖 在 起 首 右 边 离 首 字 下 边 空 白 处 。 印 章 要 盖 正 、 清 楚 。 题 

款 和 印 章 和 主 体 收 尾 不 要 出 现 从 左 到 右 一 条 斜 线 ， 主 体 收 尾 这 行 要 稍 高 ， 题 款 行 要 稍 低 ， 这 样 有 个 

左 行 低 、 右 行 高 ， 再 右 行 到 底 线 成 为 一 个 反 马 鞍 形 。 处 理 好 印 章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这 是 一 幅 作 品 的 画 龙 

点 睛 部 分 。 印 章 的 方 圆 、 椭 圆 、 大 小 要 视 章 法 布 局 而 定 。 这 些 都 是 创 作 的 一 般 知 识 和 程 式 ， 当 然 也 可 

以 有 创 造 ， 但 要 与 章 法 布 局 协 调 。 

学 习 书 法 包 括 学 隶 书 ， 各 人 都 有 自 己 的 体 会 和 认 识 ， 但 是 也 有 它 的 客 观 规 律 ， 也 有 它 的 科 学 性 ， 

所 以 虽 然 各 人 说 法 不 同 ， 就 其 实 际 内 容 也 是 大 同 小 异 ， 故 不 应 因 说 法 不 同 而 产 生 疑 虑 。 当 然 ， 对 于 别 

人 的 经 验 ， 即 使 是 正 确 的 ， 也 需 要 通 过 自 己 的 实 践 来 鉴 别 。 此 外 ， 还 要 注 意 总 结 更 多 个 人 的 经 验 和 学 

习 方 法 ， 以 供 更 多 的 人 学 习 参 考 。 这 也 是 当 前 很 需 要 的 。 

在 隶 书 的 学 习 中 ， 不 论 是 临 摹 和 创 作 ， 对 隶 书 字 体 的 认 识 和 选 择 都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 在 古 代 隶 书 

字 帖 中 的 字 体 ， 大 约 可 分 几 种 情 况 ， 一 种 写 法 是 接 近 篆 体 的 ， 只 是 由 于 形 体 的 变 化 ， 笔 画 的 写 法 不 

同 ； 另 一 种 接 近 楷 体 的 ， 占 大 多 数 ， 这 是 约 定 俗 成 的 ； 还 有 一 种 是 由 篆 书 变 化 而 来 的 ， 只 是 省 减 笔 画 

而 成 ； 有 少 部 分 字 体 部 首 和 形 体 做 了 移 位 ； 还 有 一 种 是 别 体 字 ， 这 种 别 体 字 同 一 个 即 有 几 种 写 法 ， 篆 

书 就 有 了 ， 隶 书 就 更 多 了 。 

一 般 讲 ， 早 期 的 隶 书 字 体 接 近 篆 书 的 多 ， 到 了 东 汉 后 期 的 碑 刻 ， 由 于 约 定 俗 成 ， 接 近 楷 书 的 字 就 

多 起 来 。 例 如 《 曹 全 碑 》 立 于 公 元 148年 （ 东 汉 中 平 二 年 ） ， 接 近 篆 书 的 字 体 比 晚 二 十 一 年 立 的 《 史 晨 

碑 》 （ 立 于 公 元 169年 ， 东 汉 建 宁 二 年 ） 就 要 多 ， 这 虽 然 很 难 准 确 地 统 计 ， 但 是 只 要 作 一 番 对 比 就 可 以 

看 出 这 种 倾 向 。 《 曹 全 碑 》 中 的 “ 曹 ” 字 ， 有 “  ” 、 “ 曺 ” 两 种 写 法 ， 前 种 写 法 接 近 篆 体 ， 篆 字 写 成 “  ” ； 

后 一 种 写 法 省 略 了 笔 画 ， 接 近 楷 体 。 前 者 隶 体 和 篆 体 的 形 体 几 乎 相 同 ， 只 是 体 势 和 笔 法 不 同 ， 隶 书 的 

体 势 成 扁 方 的 横 势 ， 篆 书 成 圆 转 的 纵 势 ； 篆 书 线 条 连 接 ， 隶 书 线 条 不 连 而 断 ； 篆 书 用 笔 不 露 锋 而 无 顿 

挫 提 按 ， 隶 书 用 笔 有 提 按 有 顿 挫 。 《 史 晨 碑 》 的 “ 晨 ” 字 ， 写 成 “ 晨 ” ， 篆 体 则 写 成 “ ” ， 虽 然 笔 画 无 增 

减 ， 但 形 体 相 差 甚 远 ， 隶 书 写 法 接 近 楷 体 ， 显 然 是 隶 化 以 后 约 定 俗 成 ， 楷 书 只 是 沿 袭 隶 体 而 来 。 “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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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史 晨 隶 书 字 体 一 部 分 是 在 篆 书 体 的 基 础 上 省 减 笔 画 而 成 的 。 如 “ 墙 ” 字 ， 《 曹 全 碑 》 写 作 “ 

碑 》 写 作 “ ” ， 篆 书 写 作 “ ” ， 隶 书 的 字 体 是 在 篆 书 字 体 的 基 础 上 对 笔 画 做 了 大 量 的 省 减 ， 省 减 去 

左 旁 “ 爿 ” ， 又 将 上 部 分 笔 画 省 减 成 为 三 横 一 竖 一 撇 一 点 。 （ 见 图 245） 

隶 书 中 有 些 字 偏 旁 位 置 会 移 位 。 如 “ 嶽 ” 字 ， 《 曹 全 碑 》 写 作 “  ” ， 把 “ 山 ” 字 由 顶 上 移 到 下 面 ， 篆 书 

写 作 “ ” ， 按 篆 字 隶 体 也 有 写 成 “ 獄 ” （ 见 图 246） 。 但 不 是 任 何 字 都 可 以 随 便 移 位 的 ， 字 的 结 构 如 不 

可 分 割 的 就 不 能 移 位 。 移 位 了 和 别 的 字 混 同 ， 会 造 成 混 乱 。 

在 隶 书 碑 刻 中 经 常 会 遇 到 异 体 字 ， 如 《 曹 全 碑 》 中 有 “  勒 国 王 和 德 ， 杀 父 篡 位 ” 句 ， “  ” 字 的 写 

法 ， 既 不 同 于 “ 戮 ” 字 ， “ 戮 ” ， 篆 写 作 “ ” ， 为 “ 杀 戮 之 戮 ” ， 从 “ 戈 ” 从 “ 翏 ” 。 又 不 似 杀 字 ， 隶 书 “ 杀 ” 字 有 

多 种 写 法 ， 如 “ ” 等 写 法 都 是 “ 杀 ” 字 的 异 体 字 。 “ 杀 ” 字 ， 篆 书 写 作 “ ” ， 从 “ 殳 ” ， 从 “ 杀 ” ， 

故 “  父 ” 之 “  ” 应 是 “ 戮 ” 的 异 体 写 法 。 戮 者 ， 杀 也 。 《 晋 语 》 云 ： “ 杀 其 生 者 而 戮 其 死 者 以 报 焉 。 ” 

（ 见 图 247） 

所 以 ， 在 临 摹 范 帖 时 ， 要 对 字 体 尽 可 能 地 研 究 清 楚 ， 这 也 是 一 种 学 习 。 在 创 作 中 ， 还 要 随 时 注 意 

积 累 这 方 面 的 知 识 ， 搜 集 这 方 面 的 资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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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 懂 得 它 的 来 源 演 变 （ 见 图 244） 。 

《 曹 全 碑 》 写 成 “ ” ， 篆 书 写 成 “ ” ， 隶 书 的 形 体 接 近 篆 体 ， 这 种 类 形 隶 书 的 字 体 要 认 识 ， 就 需 查 篆 

体 一 致 ， 只 是 写 法 不 同 （ 篆 字 是 假 借 字 又 作 “ ” ， 后 一 字 形 体 与 楷 书 “ 災 ” 字 形 体 一 致 ） 。 又 “ 斥 ” 字 ， 

是 义 符 ， “ 辰 ” 是 声 符 ， 是 形 声 字 （ 见 图 243） 。 “ 災 ” 字 ， 《 曹 全 碑 》 写 成 “ 灾 ” 形 ， 篆 书 写 成 “ ” ， 篆 隶 形 



隶 书 “ 杀 ” 字 几 种 异 体 写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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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全 碑 “ 嶽 ” 字 

曹 全 碑 “ 灾 ” 字 
篆 书 “ 灾 ” 字 

篆 书 “ 灾 ” 字 

另 一 种 写 法 

曹 全 碑 “ 斥 ” 字 篆 书 “ 斥 ” 字 

图 244

曹 全 碑 “ 墙 ” 字 　 史 晨 碑 “ 墙 ” 字 

图 245

隶 书 “ 嶽 ” 字 篆 书 “ 嶽 ” 字 

图 246

篆 书 “ 杀 ” 字 

图 247

楷 书 “ 杀 ” 字 

楷 书 “ 戮 ” 字 篆 书 “ 戮 ” 字 曹 全 碑 “ 戮 ” 字 

楷 书 “ 嶽 ” 字 

篆 书 “ 墙 ” 字 　 楷 书 “ 墙 ” 字 

楷 书 “ 斥 ” 字 

楷 书 “ 灾 ”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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