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法入门



第一章书法艺术的文房四宝
   

毛笔字的书写用具，主要是笔、墨、纸、砚，通常称“文房四宝”。要
学书法，就得了解这些文具，知道如何选择，怎样保护。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这是十分必要的。

   
笔
   

毛笔，相传是秦国大将蒙恬发明的。也有的说“虞舜造笔”。
其实，毛笔的历史比蒙恬、虞舜都早得多。原始文化的仰韶彩陶上，就

有用毛笔绘制的纹饰，露锋之处，一根根笔毛的痕迹都清清楚楚。它的历史
比文字还早，距今至少有 6000 多年了。

汉字书法之所以成为艺术，且饮誉世界，同采用了毛笔这种特制的书写
用具有莫大关系。毛笔笔头是用羊、狼、鼠、兔等的须毛制成，因其柔软，
可轻可重，可粗可细，方才可能写出天成人妙的奇异点画，形成出神入化的
艺术妙境。毛笔其他质料的工具，也可以写出各种漂亮的字体，但是却难以
取得有如毛笔书法这样高的艺术成就。

毛笔制作积几千年之经验，而最负盛名的当推湖笔。湖笔因产于古代湖
州而得名，创始于元代，距今有 700 多年历史。

毛笔有软毫、硬毫和兼毫之分。
软毫：性柔软，易濡墨；制作原料多选取羊毛，故俗称羊毫。书家有的

认为用羊毫易练出笔力，主张初学者以选用羊毫为宜。我的体会是，中小学
生习字，多从中楷开始，宜先求工整。羊毫虽佳，却难掌握，用兼毫较为合
适。

硬毫：性强劲，不能多含墨；选取黄鼠狼尾毫为主制成，故俗称狼毫。
练习小字，为求工整，宜用硬毫。

兼毫：属中性，刚柔兼济，是兼用羊毫与其他兽毫配制成的。野兔豪毛
色近于紫，故兔豪又称紫毫。依比例，有七紫三羊、三羊七紫、五羊五紫，
则称紫羊兼。

如何选笔？
一是大小软硬要合于实用。一般说，写大字用大笔、软笔；写小字用小

笔、硬笔。
二是笔尖要圆如锥，捺如凿，具备圆、尖、齐、健四个特点。圆，是笔

头圆聚饱满；尖，是指笔尖锋颖如锥；齐，是将笔尖润开捺平即捏扁，锋如
凿刃一样平齐；健，指笔锋有弹性，劲健有力。可将新笔蘸些唾液润开，在
大拇指甲上来回绕圈儿。若圆转自如，绕罢提起，笔尖自然收束，回复尖挺，
就可以。

如何护笔？
新笔启用，笔头上有胶，须先用温水（不能用热水）浸泡，让其发开，

名曰发笔。注意不可硬捻，更不能用牙咬开。小楷笔可发开笔头的 2/5，中
楷笔可发开 1/2，大楷笔可发开 2/3。一般说，毛笔不宜全发开，全发开则软
弱无力。发开多少合适，终归要看使用起来是否合适。

毛笔用过后，大字笔要用清水洗净，不留宿墨，再将笔头理顺，笔头向
下，悬挂起来。小字笔，要用笔套保护起来，以防笔豪胶结。若长期不用，



则要放入匣或囊中，放入樟脑，以防虫蛀。
   

墨
  

墨，相传周宣王时“邢夷始制墨”。有学古考证，邢夷当为刑夷，换言
之，即古代有了刑罚之后就有了墨。古籍记载，舜时有五刑，其中之一为墨，
就是在犯人额上刺绞，用墨涂上，也称黥刑。这样，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已有
墨了，约有 4000 年历史。商代甲骨背面也发现多有墨书。秦汉墨丸也有出土。

古代用墨非常考究。汉代隃麋（今陕西千阳）以制墨而闻名，故隃麋成
为古墨的代称。晋代女书法家卫夫人所著《笔陈图》说：“其墨取庐山之松
烟，代郡之鹿角胶，10 年以上，强如石者为之。”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
记载：当时制墨，不仅讲究墨烟，讲究用胶，还要放入珍珠、麝香等药物，
以增强墨的光泽，颜色，除祛异味，令有香气。唐末出现了以制墨而名闻于
世的墨工奚超、奚廷圭父子。

奚氏后南迁安徽歙县，奚廷圭被南唐后主李煜任命为皇家的墨务官，赐
姓李，故后世又称李廷圭。李廷圭所制之墨，香味浓郁，光泽如漆，当时就
与黄金等价。宋时已成为文林珍宝，已有“黄金易得，李墨难求”的感叹了。
宋人何薳著《墨记》、晁贯之著《墨经》，出现了制墨的专著。近世有人统
计，历代古人制墨所用药物，仅见诸记载的就有 50 多种。不难想见，古人是
多么重视墨这一用品了。

墨的常见品种，按制作用的主要原料，大致可分为三类：
松烟墨。主要是用松木烧烟，掺入适量的胶、药材和香料制成。而松烟

墨又以徽墨为上上之品。
油烟墨。即用油类烧烟制成，通常多用桐油、麻油、菜籽油，以及石油。

制墨时亦掺入适量的胶、药材、香料。
油松墨。以油烟及松烟混合制成。由于混合的比例不同，墨质有所不同。
如何选墨？
墨质优劣，从色泽与声音可以分辨出来。色泽以紫光为上，墨色次之，

青光又次之，白光为下。轻轻击墨，音清者为上，音浊者为下。研于砚，其
声细者为佳，粗者为次。

如何磨墨？
磨墨要用清水。清水以含有微量盐灰的水为优，次井水，次自来水，次

蒸馏水。注意不要用茶水，也不要用热水。
研磨时，墨要保持平正，要重按轻推，圈大力匀，平稳而缓慢。初研，

水宜少，磨浓了，再加水，再磨浓。墨磨得要浓淡适度，太浓易使笔锋胶涩
难用，太淡又易透纸。

墨湿而再干，则易碎裂。可在墨外裹上一两层纸。用时不污手指，也可
保护墨不碎裂。

平时练字，为了方便，多用墨汁。墨汁过浓。可倒出少许与清水在砚中
调和。注意不要往墨汁瓶中加水，那会使墨汁中的胶质腐坏发臭。

   
纸
  

纸，相传为东汉蔡伦所发明。考古发现，早在蔡伦之前 200 年，西汉初



期已有粗糙的麻纸了。但在已发现的多种古纸中。凡比蔡伦时代为早的纸，
如西安灞桥纸、陕西扶风纸，名为麻纸，实为絮团，上面都没有写字；而在
蔡伦之后的纸张，如新疆罗丰泊纸，甘肃武威旱滩坡纸，却都是用之于书写
的，上有墨迹可证。因而可以说、蔡伦是古代造纸术的革新家，古麻纸经蔡
伦革新制作技术，才便于书写了。称其为纸的发明者，也是不过分的。

纸的品类多不胜举，但用之于毛笔书法的纸张，历来以宣纸最著名。
据考证，宣纸创始于南朝，当时有凝霸、银光之名。
宣纸的集中产地在安徽泾县。泾县唐时属宣州管辖。后世泾县等地纸张

也集中到宣城外销，故有宣纸之名。
宣纸质地绵纫，纹理细密，宜于表达书画艺术的妙趣。同时，抗拉力强，

不易虫蛀，便于长期保存，故有“千年寿纸”之誉。
宣纸品类名称很多，如单宣、夹宣、罗纹宣以及珊瑚宣、虎皮宣、玉版

宣等等。以纸质区别，可概分为生宣、熟宣、半熟宣三类。
生宣，易吸水，渗墨，同时要注意墨的浓淡相宜。
熟宣，是生宣经加明矾、骨胶等处理而成，不易吸水，纸质较硬。
半熟宣，也是由生宣加工而成的，介于中性，能吸水，而不易渗化。
宣纸是书画用的较为贵重的纸，初学写字，用纸不必太考究，要选用比

较糙而涩的纸为好，通用的有元书纸、毛边纸、白麻纸均可。但不宜用过于
光滑的纸张，如油光纸、拷贝纸等。纸糙涩容易练出笔力，光滑则用于练笔
不利。

   
砚
  

砚，始于何时？古人不知，就将之归功于人文初祖的黄帝。东汉李尤撰
《墨砚铭》就说：“书契既造，砚、墨乃陈。”意思是发明了文字，就有了
砚和墨。其实，在世上还没有文字之前，已有了砚。砚，最初是用于绘画，
用以研磨颜料的。西安半坡发现有先民制陶时用以研磨颜料的石磨盘，且有
研磨痕迹。这是已知的原始石砚，距今约六七千年。比古史传说的黄帝时代
还要早一两千年呢！

1.端砚
端砚产于广东肇庆。那里有座斧柯山，山下有水名端溪，山上出端石，

制砚最佳，名曰端砚。
端砚，以紫色者为佳，紫如猪肝者最佳。发墨快，不损毫，有墨不易干，

天寒不易冻。
2.歙砚
歙砚，因所用砚材出之于唐代歙州而得名。歙州所辖多县均产歙石，但

以龙尾山（在今江西婺源）所产歙石最佳，故又称歙砚为龙尾砚。
歙石一般色泽黝黑，略显青碧，用碧云形容其色泽是很贴切的。歙石中

质地优异的多有金星、金晕等。金星、金晕，大的似豆，小的似鱼子。这金
色的星、晕，是硫化铁的点滴物，硬度大，既易挫墨，又易伤笔，但光泽闪
耀，灿若飞星，惹人爱怜。砚工精心布置，妙用瑕瑜，将星晕处雕作砚床，
而将无星晕之中心雕为砚堂。有若俏色玉雕，变瑕为瑜，相得益彰。

3.洮砚
产于古代洮州。今甘肃省卓尼县洮砚乡为洮砚的集中产地。洮砚是以洮



石制成的。洮石出之于临洮大河中，故以洮名。洮砚石质坚而润，发墨快，
蓄墨久而不下，固之成为名砚之一。

洮砚以绿洮、红洮最为著名。绿洮是用绿漪石制成。深绿的称鹦哥绿，
淡绿的称柳叶青，色绿带波，优美自然。红洮古称野鸭血：今称玫瑰红。色
红雅丽，细润纯净。

三大名砚的共同特点：砚石质地坚润而细腻，坚而不燥，腻而不滑。
坚润不燥则易于发墨。细腻不滑则出墨块。
初学写字，选购石砚，只要石质不大光滑，而又不过于粗糙，就可以使

用。但要选有砚盖的砚。这样的砚，便于蓄墨，可免于风吹墨汁干涸。砚用
后，要洗净。在砚心少贮清水以养砚。尤要防沾油污。



第二章如何学习书法
  

学习书法从哪种字体入手好呢？对于这个问题，书法家们各自有不同的
看法。有的说从篆书入手好；有的说从隶书入手好；有的说从行书入手好。
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认为从楷书入手较好。

我之所以不同意从篆、隶入手学书，是因为学篆书首先遇到一个难以认
识的问题，增加了学习的困难；其次，篆书兴起和通用的时代距离现在比较
遥远。现在的入们，绝大多数不识篆字。当今，篆书作为一种字体，仍有其
艺术欣赏价值，而其实用价值却已今非昔比。我认为，对于只想通过学习书
法写出工整美观的楷书、行书以适应学习、工作需要的人来说，可以不学篆
书。隶书比篆书易识易写，但与楷书比较起来，点画显得优柔有余，刚劲不
足，并且结构易于分布平正，学好隶书再学楷书难，而学好楷书再学隶书易
——这是就初学而言的，如果要想窥其堂奥，达到高深的艺术境界，学好任
何字体都不是轻而易举的。

宋代书法家苏东坡说：“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意思是楷书如站
立，行书如行走，草书如奔跑。楷在这里是楷模、典范的意思。楷书点画分
明，搭配匀称，形体方正，应规入矩，宜于初学。明朝书法理论家丰坊说：
“学书须先楷法⋯⋯楷书既成，乃纵为行书。行书既成，乃纵为草书。”对
于初学者来说，绕过楷书，直接学行书或草书，就会因为忽视了楷书的基本
点画、结构的训练、写出的字容易出现点画不规矩，笔力不刚劲，疏密不匀
称，结构不安稳，比例不适当等弊病。所以唐孙过庭说：“图真不悟，习草
将迷。”明代汪砢玉也说：“近世多尚行草，未始学真而先习草，如人未学
立而欲走，盖可笑也。”

对于初学书法从哪种字体入手为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必要也不
可能强求一致，只要得法并下得深功，从任何字体入手都能取得成就，可谓
殊途同归。但其所花费的时间精力，所走路程的远近曲直恐怕就大相径庭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固执地认为宜从楷入。

楷书从汉朝就已有其雏形，魏、晋大为盛行，至隋、唐乃集其大成，初
学者学习哪一朝代的为好呢？

我认为从唐楷入手学书，有法可依，能把笔画写得方中矩，圆中规，直
中绳，长短合度，轻重合宜，结构稳健，从而奠定坚实的基础。

有人认为，唐楷法度森严，学习时容易被那严格的规矩所束缚，而提出
初学应从魏晋入手，说这样可以把字写得天真烂漫，自由放纵。我认为要把
字写得或古拙，或俊俏，或庄重，或飘逸，或丰伟，或潇洒，或肃穆，或飞
动，总之具有一定的风格特色，是非常必要的。对于初学者却应力求结构的
工整规矩。正如孙过庭所说：“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
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学不学平正，字就会歪斜无仪；但过于平正，又
将呆板而无生气，所以又必须追求险绝；险绝过甚，便会狂怪无态，因此又
要归于平正。这就是学书循环往复，不断升华的过程。以平正论，唐楷当之

无愧。清代梁 说：“学书须临唐碑，到极劲健时然后归到晋人，则神韵
中自俱骨气，否则一派圆软，便写成软弱字矣。”先学法度森严的还是先学
自由放纵的，唐徐浩《论书》云：“初学之际，宜先筋骨，筋骨不立，肉何
所附。”这话很有见地。我赞成先从点画瘦硬的唐楷起步。

初唐书法家欧阳询的楷书，用笔洁净，结构精严，对后世影响很大。欧



书《皇甫君碑》最足以代表欧书险劲的风格，而且是已印行的欧体字中最清
晰、神气最完足的。《九成宫醴泉铭》用笔朴厚凝重而又挺拔劲健，结体平

稳中追求险峻。梁 对欧字极为推崇，说：“写透欧书，碑版皆可书矣。”
清朝杨守敬说：“欧阳信本之醴泉铭，赵子固推为楷法极则，人无异议。”
初学者学此二碑，可避免结构松散的毛病。

中唐书家颜真卿 44 岁时书写的《多宝塔碑》多用方笔，横轻竖重对比鲜
明，富于立体感，结构方整严谨，宜于初学。颜真卿晚年某些作品笔画丰满
雄强，结体宽舒，往往追求天真烂漫，返朴归真的意趣，初学易失于臃肿丑
怪，不宜作为入门途径。

晚唐书家柳公权所书《玄秘塔碑》、《神策军碑》用笔方圆兼备，点画
清劲，有如铮铮铁骨，结体中心紧聚，四外舒展，学之能够得到瘦硬的笔画
与严谨的结构。

以上所举各碑，只要教授得法，学者持之以恒，在半年至一年内“入帖”
是不成问题的。

   
执笔

  
执笔问题并不怎么玄奥。
人们拿东西都是用手指指肚部分，执笔也是用这个部分。执笔时用拇指、

食指、中指的指肚部分捏着笔管，用无名指指甲和肉相接的部分顶住笔管，
小指自然地附着在无名指下——这就是最通用的五指执笔法。

执笔的要领可以用“指实、掌虚、腕平、掌竖、身正、足安”来概括。
指实是执笔要松紧适当，过紧会僵死，又容易疲劳、抖动，过松写出的

点画又可能软弱无力。
掌虚是手指与手掌之间、拇指与食指之间要有空隙，不可大把攥。
指实掌虚的要求，就好比手里攥着一只小鸟，攥得太紧，鸟就会被攥死；

太松了，鸟又会飞掉。也就是说要松紧适度。
腕平是指腕上部两个骨节之间的平面与桌面大致平行，并且要腕低于

掌，这样掌也就竖起来了。写字是讲究腕力的，坐着写字，以肘着案如果不
做到腕平掌竖，写出的点画就可能软弱无力。腕平，指的是执笔时要接近平，
但运笔时却不需总是这样。执笔在于手，运笔在于腕，执笔要实，运腕要活。
运笔时手腕的左右两个骨节是在不停地上下转换着运动的，否则写字时就变
成了胳膊机械地平行移动了。

在执笔问题上，还有一点要说及的，就是我国汉字的构造及写法都是适
合右手执笔的。如果用左手执笔，书写时多有不便，如写横时就必须由左至
右推着笔运行，这样就显得笨拙。汉字下笔顺序有先左后右的原则，所以提
倡初学者用右手执笔。

身正就是写字时要坐端正，胸部自然挺起并与桌面保持一拳之隔。右手
书写时左手按在纸面上，以求力的均衡。写字时如果低头曲背，不但字写不
好，日久天长，视力和脊柱都会受影响。清朝末年，江苏武进县有个书法家
叫唐驼。唐驼学书勤奋，每日黎明即起，刻苦习书，寒暑无间，三年后楷书
大进，但因坐姿不正，致成驼背。这个教训值得学书同志记取。

足安就是写字时两脚微开，与肩同宽，平放地上，以保持身体安稳。
   



运腕
  

执笔在指间，指连于腕，腕连于肘，要想运笔灵活，必须指。腕、肘互
相配合，而关键在于腕的运动。赠送给别人的书法作品，上款有时题“某某
正腕”，就包含着请受书者指正腕的运用是否灵活或腕力是否雄强的意思。
运腕就是靠手腕的上下提按和前后左右起伏往返而操纵笔锋，写出合乎要求
的点画。书写时因手腕与桌面的距离不同而有几种不同的方法：

着腕：即手腕贴在桌面上写字。着腕法因腕与桌面接触，妨碍笔的运动，
写小楷时可用，写稍大的字就不适宜了。

枕腕；即用左手垫在右手腕下写字。这种方法与着腕法没有多大区别，
腕的活动仍受很大局限，而且一旦养成习惯，就扔不掉左手这根“拐棍”，
写大字时就感到力不从心。我曾见到一位老先生，写了一辈子字，左手仍垫
在右手腕下，小楷及一寸以内的字写得不错，但写二寸左右的字就缺乏气势
了。

提腕：即用肘部支撑在桌面上，而把手腕提起来，这是坐着写中字最多
见的腕法。

悬腕：写字时自腕至肘都不放置在桌面上叫悬腕。写大字必须悬腕，只
有悬腕，才能力从肩臂出而达于纸上，而且由于手臂不受桌面的阻障，笔的
纵横牵掣、上下提顿随心所欲，所以是最自由灵活的方法。

有的初学者问我：写蝇头小楷为什么不必悬腕？写盈尺大字为什么腕与
肘不依附桌面？我回答说：写小楷实无必要，写大字非悬不可。蝇头小楷笔
画短、字小，只需运指就足以应付，何必要悬起整个手臂？而且楷书在点画、
结构等方面要求极严，手臂全悬既不稳定，又不会持久，很难写好，为什么
说写大字肘部非离开桌面不可呢？大字笔画长，手臂不离开桌面，笔的挥运
就不自如，以写长横为例，假如以肘着案，如同以肘为圆心，以小臂为半径
循规作圆，这样写出的长横必然不能平直，如此写字，岂能写好？另外从字
体方面看，篆书、隶书、楷书在点画、结构等方面比起行、草书来，要求比
较严格，用笔较为规矩，腕与桌面的距离就要近些。行、草书则比较放纵飞
动，腕与桌面的距离就要远些。所以我认为腕肘离开桌面与否、离开桌面的
远近，要根据字的大小和字体而定，不可一概而论。

   
运笔

  
学会了执笔，就可以进一步学习运笔。学习写字，首先要学习点画，点

画犹如字的建筑材料。建造搂阁亭台，不准备好材料，或是准备的材料不合
乎质量要求，那搂阁亭台就不会美观坚固。学书亦然，点画写不好，字也肯
定不会美观。学习运笔，就是学习如何通过笔把墨落在纸上，形成合乎要求
的点画。

本文所述的运笔方法，主要以丁文隽先生的意见为依据。现将几种主要
的运笔方法介绍如下。

笔的运动可分为纵面运动和横面运动。纵面运动是指笔与纸面垂直方向
的高低运动。横面运动是指笔与纸面平行方向的前后左右的运动。

纵面运动主要有以下几种：
落笔：笔最初接触纸面叫落笔，也叫起笔。落笔一般较轻，像鸟儿由空



中落在枝头上。落笔是运笔的开始。
顿笔：把笔往下按叫顿笔。顿笔不可过重，过重了点画就会太肥。
提笔：把笔往起提叫提笔，一般在顿笔之后都要提笔。提笔如鸟儿将要

离地高飞。
横面运动主要有以下几种：
行笔：笔锋由一端到另一端叫行笔，行笔也叫走笔、过笔。
挫笔：笔顿后微提，使笔锋转动，微离顿处叫挫笔。挫笔大多用在笔画

转折处，如写口字的横折时，先提笔，用笔尖写出棱角，然后顿笔，这时把
笔微提，于是出现第二个棱角，再略微转动笔锋，使笔尖朝着笔画的上方—
—这时叫挫笔，最后继续行笔，横折就写成。

折笔：写点画时欲下先上，欲上先下，欲左先右，欲右先左，断然改变
方向，有意显露棱角叫折笔。如写横时先向左上方落笔，然后往右下折，写
出方棱来，即为折笔。

转笔：笔锋旋转叫转笔，转笔是为了写出不带棱角的点画，如写“马”
字第二笔或写“元”字第四笔时，为了使转折处不露棱角，就要像用圆规画
圆一样转动笔锋。

回笔：笔停后返回来时的方向叫回笔。回笔是为了“护尾以避免“折木”。
衄笔：笔下行而逆反叫衄笔，与回锋不同，回笔用转，衄笔用逆。如写

左竖钩，竖写至长短合度时，提笔左行再逆反使笔锋朝即将挑出的钩的相反
方向——此即为衄笔——

最后提笔挑出。
纵笔：笔锋边行边提，去而不返叫纵笔。
如写撇时，用笔由重到轻，最后出锋就用纵笔。
除了纵面运动和横面运动之外，还有一种介于二者之间的运笔方法，这

种笔法既不提也不顿，即不转也不行，而是笔停在纸上，这就叫驻笔。驻笔
是为了取势，即取得点画的某种态势。

以上讲的是几种常用的运筹方法，初学者在写字实践中，只要细心揣摩，
是会逐渐掌握更多的笔法的。

   
中锋与侧锋

  
历代书法家在讲用笔时都强调中锋行笔，什么叫中锋行笔呢？
毛笔笔头的尖端部分叫笔锋，又叫笔心，四外较短的毛叫副毫。中锋行

笔就是在写字时，笔锋经常在点画当中运行。这样顺着使用笔毛，笔毛平铺
在纸上，写出的点画看起来浑厚圆润，有立体感。

侧锋即偏锋，侧锋行笔就是在写字时，笔锋不在点画中间运行，而是偏
在点画的一侧，写横画时常偏在上边，写竖画时常偏在左边。侧锋行笔，起
笔处易见棱角，但点画往往缺乏立体感，而且由于没有顺着笔毛的方向用笔
而是横着刷，容易出现笔画一边整齐，另一边不整齐的现象。

富于变化是我国文字及书法的显著特色之一。从汉字的构造上看，横竖、
撇捺、繁简、宽窄、长短、斜正，各具其态；从用笔上看，提顿、行驻、纵
收、藏露、转折、疾徐，无所不用，因而使得点画的方圆、粗细、俯仰、曲
直变化多姿；从结构上看，疏密、开合、聚散、稳险，各尽其美；从用墨上
看，枯润、浓淡、干湿交映生辉；从章法上看，大小、虚实、断连，参差错



落。可以说，进行书法创作的过程，就是正确处理这一对立矛盾的过程。在
一幅好的书法作品中，这些矛盾都达到了对立统一。

中锋、侧锋也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两种用笔方法，只用中锋或只用侧锋都
显得单调，中锋取劲、侧锋取妍，中锋为主，侧锋为辅方能燕瘦环肥，各尽
其美。因此笔笔中锋实无必要，况且笔笔中锋也不可能，如果写字时，尤其
在写流速较快的行书、草书时，总是斤斤计较是否中锋行笔，肯定会影响到
行笔的疾徐，章法的错落，气韵的生动诸方面。试看被说成是笔笔中锋的怀
素《自叙帖》，不也是兼用侧锋的吗！所以明朝丰坊说：“古人作篆、分、
真、行、草书，用笔无二，必以正锋（即中锋）为主，间用侧锋取妍。分书
以下，正锋居八，侧锋居二，篆则一毫不可侧也。”

有人说，要保持中锋行笔，就要在写字时保持毛笔笔身的端正和笔头的
圆锥形态。这种说法不够确切。

丁文隽先生的《书法精论》说得更明确：“笔管直竖不欹，亦不能尽掠
磔波撇之势，除作古文籀篆外，不能始终用腕平管直之法”，“包世臣论此
法最精，他说：‘石工镌字画，右行者其錞必向左，验而类之，纸犹石也，
笔犹钻也，指犹锤也。锋既着纸，即宜转换，于画下行者管转向上，画上行
者管转向下，画左行者管转向右，是以指得势而锋得力’⋯⋯故管不能终直，
腕亦不能终平也。”

历代书家都强调运腕要轻灵虚活的作用。虞世南说：“用笔须手腕轻灵。”
康有为说：“左腕挺开贴案，则气势停匀，右腕益虚活，如此则八面完全，
险劲雄深，篆真行草，无不得势矣。”腕要轻灵“虚活”就不可能保持笔身
的端正，而要保持笔身的端正，腕将会何等僵死？据我临池的体会，笔身正，
写出的点画也可能是偏锋，笔身不正也可以写出中锋，笔在运行过程中，笔
身端正的时刻是短暂的，而上下左右倾倒则是经常的。

写字过程保持笔头的圆锥形态也不可能。严格地说，只要笔一着纸，圆
锥形态即遭到破坏。笔越下按，点画就越粗壮，笔毫也越平铺，此时笔头的
前端呈现的形状是齐而不是尖；反之，笔越上提，点画就越细瘦，笔毫也越
收拢，越接近圆锥形，但要保持笔头圆锥形态是不可能的。退一步说、即使
真能做到保持笔头的圆锥形状，也如清朝吴育所说：“专用笔尖直下，以墨
裹锋，不假力于副毫，自以为藏锋内转，只形薄怯。”

   
点画写法

  
我国历史上擅长楷书的书家众多，他们的书法作品各具风格，初学楷书

的同志，应该先学习点、横、竖、撇、捺、钩等基本点画的写法，然后再根
据自己的爱好，选择自己喜爱的碑帖临摹，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写出的点
画和结构就能逐渐接近所临的碑帖。

现将基本点画的写法列表说明：
撇的藏锋法：落笔、折笔与点的写法大致相同，然后向左逐渐提笔撇出，

速度既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太快了，尾部过尖过细，这样会形成病笔“鼠
尾”，并旦笔画的长短也不易控制；太慢了，尾部又会钝而无锋。

露锋法是笔锋直落，然后调整笔锋成中锋撇出。
横的藏锋法：逆锋起笔——欲右先左，到左端时折笔下顿，再轻提笔用

中锋向右行，至长短合度时先轻提笔用侧锋写出右上端的棱角，然后顿笔，



至右下端时转笔左收。
露锋法是笔往右下方一落在纸上，立即用中锋往右行，其余提笔、顿笔、

收笔都与藏锋法同。用露锋法写横时，特别要注意落笔不可过于往右下方切
锋，否则横的左端会菲薄虚浮。

点的藏锋法：逆锋起笔——欲下先上，到顶端折笔，不能用转笔法，转
则顶端不尖锐，然后往右下方行笔，至底部左下方转笔，最后往左上方收笔。
点的形状是上尖下圆，腹（左边）平背（右边）圆。

露锋法是顺锋直下笔——这种用笔法又称切锋，其余行笔、收笔都和藏
锋法相同。

捺的藏锋法：逆锋起笔——欲有先左，然后向上转笔（如用圆规画圆，
又像用毛笔画半个小圆点），再立即往右下行并逐渐按笔使笔画逐渐加粗，
将出锋时驻笔，最后顺势提笔出锋。书写的全过程可以用“逆入平出”来概
括。平出指的是捺角时不可以有折角。

捺中较陡直者称为纵捺，又称金刀，用于木、本、来、史等字；较平缓
者称为横捺，又称游鱼，用于走之等。凡纵捺首端与其他笔画相衔接而不外
露者，起笔可顺而不逆。

横捺的露锋法是顺锋直落，然后侧锋上行，其余行笔、驻笔、出锋均与
藏锋法同。

竖有悬针、垂露之异，下部收笔呈露水将滴状者称垂露部出锋尖锐如针
状者称悬针。

垂露竖的藏锋法：逆锋起笔，折笔向下，调整笔锋成中锋下行，至长短
合度时稍提笔往左（或右）回锋收笔。

露锋法是切锋直落，调整笔锋成中锋行笔，其余笔法均与藏锋法同。
悬针竖的藏锋法、露锋法起笔、行笔均与垂露竖同，至长短合度时缓缓

提笔出锋，其速度要求近似撇，但比撇更慢些。因为悬针竖如中流砥柱，中
正不欹，如果出锋过快，可能出现歪斜、虚飘的现象。悬针最难的是写得不
偏不斜，有如铁柱兀立而又不僵直，初学者只有勤学苦练才能得心应手。

钩的变化最多，这里先讲最基本的两种——左钩和右钩。
左钩和右钩都附属于竖。竖至下部将出钩时先微提笔向左下行（这样就

在竖的右方出现了棱角），至钩的底部时衄笔向左挑出即形成左钩。右钩与
左钩笔法同，只是方向相反。另有一种右钩，看上去像是两笔写成的，称之
为搭钩，用于辰、氏等右边有长捺或长戈等字。其写法是，竖至长短合度将
要写钩时，先驻笔，然后提笔左行，折笔下顿，最后提笔挑出。

学会了左钩、右钩之后，可进一步学习狮口、凤翅、宝盖、龙尾、直戈、
横戈等。

狮口的写法是：用笔如写横画，至转折处先提后顿，调整笔锋成中锋向
左下行笔，至长短合度时衄笔向上，顺势提笔挑出。狮口法用于句、匀、蜀、
南、马、为等字。

凤翅的写法是：用笔如同横画，至转折处先提后顿，调整笔锋成中锋，
然后中锋行笔如循规作圆，至长短合度时，衄笔顺势挑出。写凤翅时要求转
折处和将出钩处要粗些，中间部分要细些。凤翅法用于风、凤等字。

宝盖的写法分为方笔式和圆笔式：
方笔式：用笔如同横画，至转折处先提后顿，回锋至转折处再铺毫用中

锋或侧锋出钩。



圆笔式：用笔如同横画，至转折处先提后顿，用中锋回旋至转折处出钩。
此法多见于柳体。

无论方笔式、圆笔式，所出之钩宜平不宜垂，以便与宝盖下的部分相呼
应。宝盖法用于空、宝、予、冠等字。

龙尾的写法是：用笔如同竖画，转折时如循规作圆，边行边转动笔锋，
行过弯转处后用笔如同横画，至长短合度时觑笔上挑出钩。

龙尾的弯转处除欧体外都应作弧线，而不应作方角，此处运笔应稍快，
以表现铁画银钩的力感。过了弯转处如作横画的部分宜微上翘不可下垂，下
垂则有懈怠之感。龙尾用于也、元、见、笔等字。

直戈的写法是：起笔如竖，然后向右下方行笔，至长短合度时衄锋向右
上方挑出钩。

写直戈上段与下段宜稍直、稍粗，而中段宜稍曲、稍细。辟如人的身体，
肩宽臀丰腰细则健美，腰粗肩臀窄则显得笨拙。直戈不宜过直或过曲，过直
显得生硬，过曲显得柔弱，贵在刚柔相济。直戈用于戈、武、成、盛等字。

横戈的写法是：顺锋直落笔，以求尖锐，如循规作圆随行随转，行笔至
如新月形时即驻笔，然后衄笔向左上方出钩。

横戈宜曲不宜直，宜短不宜长，所出之钩较龙尾之尾略长横戈用于心、
必等字。

   
病笔

  
字的点画有方有圆，有斜有正，有直有曲，有粗有细，有锐有钝，有短

有长，但都必须符合一定的书写法则，才能各具意态，否则即为病笔。
实际上只要运笔失度，则百病齐生，如锯齿、钉头、僵直、枯瘦、臃肿、

散尾、凹腹、残缺、牛头、鼠尾、蜂腰、鹤膝、竹节、棱角、折木、柴担等
等。



第三章隶书
  

汉代留存下来的大量汉碑，在书法风格上呈现出了多姿多彩的面貌。清
代书法家王澍就说过：“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指出
了汉碑在书法风格上的多样性。

西汉的碑刻不多，隶书碑刻有《杨 买山地记》、《五凤刻石》、《麃
孝禹刻石》、《菜子侯刻石》、《霍去病墓石刻字》中的隶字。西汉碑刻隶
书，较多地受了篆书的影响，篆意很浓，笔画少有俯仰之势，是向成熟隶书
过渡的形态，有方劲古拙和质朴浑厚的风格。东汉的碑刻隶书已发展到了成
熟阶段，东汉碑刻隶书之美堪称一绝。汉碑的风格大致可分为：其中属于遒
丽秀美一类的有：《乙瑛碑》、《史晨碑》、《曹全碑》；骏发疏展一类的
有：《孔宙碑》、《韩仁铭》、《朝侯小子残石》；茂密雄浑一类的有：《鲜
于璜碑》、《郙阁颂》、《张迁碑》；古朴稚拙一类的有：《西峡颂》、《讳
三老忌日记》、《安阳残石》；端庄典雅一类的有：《华山碑》、《尹宙碑》、
《王舍人碑》；丰腴厚重一类的有：《衡方碑》、《鲁峻碑》、《校官碑》；
刚健劲拔一类的有：《礼器碑》、《郑固碑》、《张景碑》；奇肆放纵一类
的有：《石门颂》、《杨淮表纪》、《冯焕阙》；平正规整一类的有：《赵
宽碑》、《熹平石经》、《尚博残碑》；高古超逸一类的有：《开通褒斜道
刻石》、《梁祠画像榜题》、《刘平国刻石》。上述归纳了十种类型，每种
类型举出了有代表性的三件汉碑。其实是很难做到全面和准确的。对于“每
碑各出一奇”的汉碑说来，这样归类也难免有些牵强。对于隶书的爱好者说
来，在结构和运笔极尽变化、风格多样的汉碑面前，只能自己去心领神会了。

隶书的主要特点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隶书是小篆的省易写法，正如西
晋卫恒在《四体书势》中所说：“隶书者，篆之捷也。”隶书的捷是改篆书
圆转的笔画为方折，变弧线为直线，并截断了篆书的笔画，行笔中有停顿和
换笔。这些原因造成了隶书方正的体势，为方块形的汉字奠定了基础。隶书
还由于点画俯仰呼应的产生和波势挑法的确立，产生出了一波三折、蚕头雁
尾的横和分张外拓的撇捺，成为隶书最有特征的笔画。隶书由篆书的纵势逐
渐转向横势；形成了中宫紧密，重心偏低，字形宽扁的特点。在隶书对篆书
的简化过程中，发生了很多讹变，造成隶书一个字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写法，
这种现象称为异构。从书法的角度来看，异构丰富了字形的变化。在汉字形
体的演变过程中，隶书既有篆隶嬗变的痕迹，也受到了汉代草书的影响，还
出现了楷书的萌芽，所以在结体和用笔上篆韵、草情、楷法都可以在汉碑中
见到。

汉碑隶书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字最初经过书丹时是用笔写出，然
后再由石工镌刻。即使是技艺十分精湛的石工，也不可能将原来的笔意完全
表现出来。所以汉碑隶书的点画都有含蓄凝重之感，不像墨迹上的字笔画那
样纤巧，笔锋的使转那样清晰。汉碑由于年代久远，因剥蚀而产生的特殊效
果，形成了汉碑隶书独有的韵味。可是作为学习汉碑的人，还是应当透过刀
锋见笔锋，探求其内在的运笔技巧和艺术风味。

   
隶书的临摹和创作

  
初学隶书，首先要在数量众多、风格各异的汉碑中先选择一种来入手临



习。选帖的标准是，书法应规入矩，平正端严，存字较多，字口清晰，笔法
完备的汉碑，如《史晨》、（乙漠》、《华山》、《曹全》诸碑，当然选帖
也要根据每个人的笔性和喜好来加以取舍。字帖最好用初拓本，因初拓本较
好的保留了原碑书法的丰神。在好拓本不易得的情况下，可用影印本。

选好帖后，就可以开始临帖了。学习书法主要采用钩、摹、临三种方法。
钩是以透明的纸复在字帖上，把映出的字用很细的笔画钩出字形的轮廓，然
后再用墨填。不填墨的称为双钩。摹，也是用透明的纸复在字帖上，按照映
出的字形，摹写其笔画和位置。临，是把字帖放在面前，对照字帖上的字，
细心观察和领会字的点画形态，结体特点和运笔方法，细心仿照写出。用钩
的方法繁琐费事，摹和临也各有利弊，如姜白石《续书谱》就说：“临书易
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笔意。摹书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笔意。临书
易进，摹书易忘，盖临书经意而摹书不经意之故也。”所以临写的方法多为
人取。

临写之前，还应多读帖，所谓读帖，就是打开字帖，认真观赏，注意字
帖上每个字的笔顺、笔意点画和结构特征，乃至神韵。养成了读帖的习惯，
还可为背临即不对照字帖，用记忆的方法写帖上的字打好基础。

选定一种字帖后，要临写一个时期，能做到临写的字与原帖字体形态及
点画气势相象就可以了，并非要一一无差才可。总之，既不要见异思迁，也
不可一成不变。有了一定的根基，多换几种帖来写，对笔法、结构就掌握得
多些，还会避免专临一帖，跳不出去和过于甜熟的弊端。

在临写练习过程中还有几点要加以注意：临写时不要贪多，每次临写几
个字就可以。往往一次写几十个字，却一无所得，精意地临写几个字，反而
会有收获。临写的字最好比原帖上的字大，这样会使笔势展开，也易见骨力，
一般汉碑上有些字残损或漫漶，字形不完整，笔意不明显的可以不临，甚至
有些结构不美观的字也可以不临。

隶书从发展到嬗变、升华，已是有了定型的书体。对其加以变革和创新，
都相当困难，这就更需要每一个学习隶书者要提高艺术素养和审美能力。

我们应该尽可能对古今各种优秀的隶书作品反复观赏，提高欣赏能力，
从中不断汲取营养。书法之外的艺术也须学习和借鉴，这有助于丰富我们的
学识和提高创造能力。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随着书法艺术的不断发展，书法理论的学习与研究
越来越受到重视。古今有关隶书的理论，揭示出了隶书艺术的本质及其规律，
会给我们以启迪。

今天我们完全有能力创造出超越前人的隶书作品。
   

隶书名碑名家举要
  

我国古代隶书碑刻流传至今的有很多，现在仍有新的隶书碑刻不断发
现。尤以汉碑的隶书最为多姿多彩，各臻其妙。现选择可资取法借鉴的著名
汉碑，汉以后的隶书名碑和擅长隶书的历代名家及名作，加以介绍，仅供学
习者参考。

1.《石门颂》东汉建和二年（148 年）
隶书，22 行，每行约 30 字。为摩崖刻石。此刻石书法率意天真，妙趣

天成，笔画不像一般汉碑那样横平竖直，而是遒劲圆浑，并呈现出弯曲和波



势。章法也参差错落，天真烂漫。杨守敬《平碑记》以为“其行笔真如野鹤
闻鸣，飘飘欲仙，六朝毓秀一派皆从此出”。可见此刻石不仅在东汉摩崖刻
石中最有代表性，对后世的书法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2.《乙瑛碑》东汉永兴元年（153 年）
隶书，18 行，每行 40 字。碑在山东曲阜孔庙。此碑是汉隶成熟时期的

典型作品，笔画规矩而有法度，捺画沉着有力，用笔方圆结合。结体在谨严
方整中又有跌宕之姿。其骨肉匀适和凝炼的用笔，已开唐隶的先河。清方朔
《枕经堂题跋》评其碑：“字字方正沉厚，亦足以称宗庙之美。”

3.《礼器碑》东汉永寿二年（156 年）
隶书：16 行，每行 36 字；碑阴 3列，各 17 行；左侧 3列，各 4行；右

侧 4列、各 4行。碑在山东曲阜孔庙。此碑是著名汉碑之一。全碑书法的主
要特点是笔画瘦劲挺拔，波磔肥厚，结体富于变化，字形有长、有方、有扁、
有大、有小，极为生动。全碑的章法也时而端庄，时而放纵。所以前人研究
此碑书法，认为是出自多人之手。清王澍《虚舟题跋》认为：“隶法以汉为
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而此碑最为奇绝。瘦劲如铁，变比若龙，一
字一奇，不可端倪。”

4.《张景残碑》东汉延熹二年（159 年）
此碑又称《张景造土牛碑》。隶书，12 行，每行 23 字（下残），末行

存半字三。此碑1958 年在河南省南阳市郊区出土，是建国以来新发现的著名
汉碑之一。现在河南省南阳汉画馆汉碑亭。此碑虽已残损，但存字较多，而
且字口清晰。书法也颇具特色，字形宽扁，笔画劲健，碑中十行的府字右竖
下垂很长，饶有情趣。

5.《封龙山碑》东汉延熹七年（164 年）
此碑又称《封笼山颂》。隶书，15 行，每行 26 字。碑在河北省元氏县。

此碑结体宽博，通常汉碑中的波势挑法在此碑中并不显明，笔画多出尖锋，
垂笔近似悬针，显得犀利劲健。清杨守敬《平碑记》认为：“汉隶气魄之在
无逾此。”

6.《孔宙碑》东汉延熹七年（164 年）
隶书，15 行，每行 28 字。碑阴 3列，每列 21 行。有碑额，篆书两行共

10 字。阴额篆书 1行 5字。碑为孔子 19 世孙孔宙墓碑，现在山东曲阜孔庙。
此碑结体绵密，用笔圆转，横画很长，撇捺左伸右展，气势飘逸洒脱。碑阴
隶书却很规整，无左右分布。



第四章楷书
  

楷书的用笔和基本笔法
  

楷书的发展是从篆、隶而来，因此，在用笔和笔法上与篆、隶在原则上
是一致的，且有许多共同之处。如无往不收，无垂不缩，力求筋力内含，以
中锋运笔为主，提按、顿挫注重腕力，划点势尽力收之。成熟的楷书与篆、
隶相距较远，用笔也复杂起来，历来论书首举“永字八法”，即以“永”字
8 个笔画概括楷书用笔，以一赅万。古人举出笔画少，笔法多的永字很是难
得，但细为推敲，永字八法也只五法。

楷书笔画有点、横、竖、撇、捺、勾、折、挑，而这些笔画又有各种变
化，楷书之用笔又有方笔、圆笔、方圆兼备三种。其难度较篆、隶笔法要多
些。

我们分别列举魏碑中的《张猛龙》碑、唐碑中的《勤礼》、《神策军》
碑和北齐《泰山金刚经》为例。《张猛龙》以方笔为主，《勤礼》、《神策
军》方、圆兼之，《泰山金刚经》以圆笔为主，杂糅隶、篆，是隶变楷之代
表作。

点的写法有藏锋逆入和露锋落笔而入，收笔回锋、露锋挑笔之分。在楷
书中点的变化最多，书写时尤其注重变化和呼应，如轻重、大小、相向、相
背、方圆等。

1.《张猛龙》碑
先看凉字六个点，左旁三点水上、中点露锋顺笔而下，中段加力，收笔

回锋或不回锋亦可。下点顺锋向下顿笔后折锋向右上挑出，锋向与京上点呼
应。京上点逆锋起笔，有右下顿笔而后回锋向左下出锋。京左下点可与点水
下点同法，可向左下顺锋下顿笔后向右上回锋。京右下点露锋顺势右下，而
后回锋收笔。公、首、志的点应注意呼应和方劲。之的上点可逆起亦可先左
下露锋一顿而后折锋右下方出锋，写出三角形态。

2.《勤礼》碑
与《张猛龙》碑中的点不同之处，颜真卿书《勤礼》碑点大而圆劲，笔

笔藏锋逆入，圆点重顿回锋。相向、相背各尽姿态。
柳公权书《神策军》碑点法与颜书相同，比颜书的点又加重顿挫，再加

之长圆、方圆兼有。尤其宝盖上点和左竖点显示了柳字区别于颜字的风格。
《泰山金刚经》的点在隶、楷之间，浑厚圆劲，多以藏锋运笔气力内含，

笔道凝重安稳，隶法居多。
横画亦有藏、露起笔之分，但行笔都为中锋，收笔藏锋回收。形态上还

有上弧、下弧，粗、细，长、短之变化。
3.《张猛龙》碑
先看《张猛龙》碑中的四字，二字一短一长，一粗一细，上横上弧起笔

藏锋，下横下弧起笔露锋。年字三横中长上最短，上横上弧露锋起，中横藏
锋起下弧长等，下横露锋起下弧，三横分量相当。天字露锋重起上弧，下横
稍轻下弧，右上斜取势。万字横细腰长写。

4.《勤礼》碑
颜书横画起笔藏锋、露锋互用，变化无穷，书字可为代表。重点横收笔



回锋且重顿。
5.《神策军》碑
柳字横画外势同颜法又吸收了魏碑，一般起笔以方笔居多横画以上取

势、粗细变化明显。
6.《泰山金刚经》
《泰山金刚经》的横完全用隶法，无雁尾之横，圆起圆收皆藏锋，带雁

尾之横藏锋起笔，放锋收笔，参照隶书横法。
竖画有垂露、悬针之分，有弧向左、右之别。亦有露锋，藏锋，方笔、

圆笔，长、短，粗、细之变。还有与勾同连，或单独而置、贯横而过等。
7.《张猛龙》碑
《张猛龙》碑中竖画悬针为多，平、中，中竖修左竖都为悬针，书写时

运笔到未端逐渐将笔提起，令画变尖，行笔时应逐步减轻，不宜突然。修中
竖系垂露，收笔藏锋，顿后向上收笔。州为带勾竖，欲收笔，顿后向左上折
锋挑出。

8.《勤礼》碑
《勤礼》碑之竖画，宜饱满丰筋，圆中有骨而不臃肿。或悬针或垂露，

孤向多有变化。
9.《神策军》碑
柳字之竖与颜近似，起笔更重些，门字框左右竖向外做弧使字觉长健挺

拔。主竖长些写，作为字之支点。
《泰山金刚经》之竖划楷法起笔，行收如隶，行笔宜作迟缓，偶见出锋

如千字。
楷书中撇画有直、弯，长、短，轻、重，平、斜的不同。一般说书写时

起笔重些，行笔较快。永字八法称长撇为掠，短撇为啄，都有快的意思。
10.《张猛龙》碑
《张猛龙》大字的撇上直，中段开始弯，下部重行笔，出锋。人字撇较

大字撇稍斜。饮字欠上撇稍直，下撇上轻，中段后加重，祠字，衣旁撇上轻
下重稍长。千字撇平且短。像字多撇不重复各有姿态。《张猛龙》碑撇画起
笔如刀切，要写出方角。或逆入笔或一顿而入笔均可。也有顺锋入笔的，如
饮字欠之下撇，像字象左三撇。

11.《勤礼》碑
颜字《勤礼》中的撇一般较轻，起笔先回锋，行笔速度快，力量逐减。
12.《神策军》碑
柳字撇同颜字法，起笔重顿，力度稍强
13.《泰山金刚经》
《泰山金刚经》撇画在隶、楷之间，偏重于楷法。起笔回锋重顿，转锋

迟缓行笔，力量均匀。
捺画有斜捺、平捺、长捺、短捺、走之捺、反捺之分。捺画在楷书中书

写最慢，要徐徐而行，古人有称捺“一波三折”之势的说法，即起笔回锋，
折锋而行，捺中过笔蹲锋，收笔前蹲锋，后提笔折锋而捺脚。也有称为“一
波三过笔”者。此法颜字、柳字最明显。

《张猛龙》碑之捺，捺脚成三角形，角方内平。
颜字捺画，捺角处应有内弧，似月牙缺痕。即在收锋前顿笔提锋，转笔

出锋而成。



柳字与颜字捺同一法，唯柳字捺骨力更强，硬健挺拔。《泰山金刚经》
的捺画，捺角不明显，隶书成分多，分字直接是隶书写法。

所谓反捺，是在字中有重复捺笔时，将捺之次笔改写成点状，但按捺的
写法完成，不出捺角，如：蓬、遐。

勾划有竖勾、横勾、戈勾、横折弯勾、心字弯勾、乙字弯勾等。勾向左
右不同，各体勾法也不同。

14.《张猛龙》碑
《张猛龙》碑的幻多成三角，棱角明显，格外有力。
竖勾起笔如写竖，待勾时一顿笔，折锋向左上方挑出，行笔快而干净。

横勾“ ”多用，横画稍细写，待勾向下用力顿笔，而后向左下方迅速挑出。
竖带弯勾如浮字，子下勾，可露锋入笔，而后向左做弧，待勾先顿笔而后向
左上挑出。戈勾宜长写，入笔逆锋，转锋向右下做弧，不要过弯，弯大无力，
令笔画有弹性，似弯弓，待勾向右上方一顿后挑出。横折勾，与即横竖相连，
横末做折，顿笔后写竖而后向左挑勾。心勾露锋入笔，向右下做孤，较戈勾
势平，弯一些，而后向上挑出。乙匀称浮鹅勾，外形如鹅浮于水。风字先写
横，顿笔折锋向左下做弧，靠腕力带指而后顿笔向右上挑出。光下勾逆锋入
笔，靠腕力带指，先向下后转向右，顿笔后向上挑出。也字同法，只是横行
长于竖行。右向竖勾近似挑笔，竖完提锋在竖左下顿笔后迅速向上挑出。右
向竖勾较其他勾要大些。颜字勾与魏碑勾不同之处是每勾必有内弧，即前所
说如捺角，有月牙缺痕。待勾之前顿笔后做弧向挑锋。

柳字勾较颜字勾更丰厚，内弧月牙缺痕更大，竖勾起笔重如竖与颜之不
同，右向竖勾柳字有时单写以挑画代勾。柳字有时将字左撇写成竖勾，见风、
感等字。

《泰山金刚经》勾画很少，多数勾只做勾势而不勾出，则字是最突出的
代表，无字勾如同隶书，心字勾只写成捺而无勾。总之在勾的处理上，《泰
山金刚经》是直接隶书的笔法，竖勾稍有楷书意味。

折画有横折、竖折、撇折，所谓折就是折弯变向，笔画变向，同铁丝弯
折变向一样，不能断开。横折即横与竖连，也称横折竖，竖折也称竖折横，
因竖与横相连。横与撇相连称横折撇。折是有规律可循的，总的说，逢折必
顿。在折之前做一提顿动作，而不将笔画断开。

《张猛龙》碑的折棱角明显，书写时应注意外角尽量求方，魏书中如《杨
大眼造像》、《始平公造像记》、《张元祖造像铭》及元氏诸墓志的折画处
都是方硬见角。写这种有棱角的折画可在顿笔后转用侧锋、偏锋造出方角再
转用中锋行笔。

15.《勤礼》碑
颜《勤礼碑》折画较魏碑区别大，颜真卿写折时而一笔完成，时而分做

二笔为之。公字撇折可分二笔完成，其他如横折、竖折也有两笔完成的。颜
字折写得圆劲有力，下笔应重顿。

16.《神策军》碑
柳公权写折与颜真卿方法近似。横折横起方笔入，竖折可两笔完成，撇

折不用提，写成横势。
17.《泰山金刚经》
《泰山金刚经》折画参照篆、隶，隶法为主。圆转不顿或轻顿笔。写法

可参照隶书。



挑，永字八法中称为策，也可称提。此笔书写迅速，有以鞭策马之势。
即顿笔后速向右上挑出，露出矛利之笔锋。

18.《张猛龙》碑
《张猛龙》碑的挑，起笔见方如刀切割，笔锋矛利，有挺健之感，好像

力不可挡。
19.《勤礼》碑
颜《勤礼》碑的挑比起《张猛龙》碑不那么方角淋漓，但也要在书写时

注意力度和速度。
柳字写挑亦同颜法，但比颜粗壮，显得更有力些。
《泰山金刚经》的挑或写成横，或写成提，皆用篆、隶法。
楷书的笔画是写好楷字的关键。通过对楷书点画的练习，可以训练运笔

的能力。而运笔能力的高低又直接影响笔画及整个字型，这又是相辅相成的。
上述列举的四种风格的楷书具有代表性，代表了楷书方、圆及方圆杂兼三种
不同的用笔风格。《泰山金刚经》代表了隶变楷时代的楷书，其用笔方少圆
多，融隶、篆、楷为一体。《张猛龙》代表了南北朝时期方笔楷书的风姿。
《勤礼》、《神策军》代表了唐楷风范，方圆杂兼。从颜、柳两人书还可看
出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学书者可从中领悟其中运笔不同的奥妙，由于笔法不
同造成迥然不同的格调。

运笔也叫用笔。运笔包括：落笔，即运笔开端，笔初着纸。顿笔，按笔
就纸，腕力、指力达笔端，轻重应适度。提笔、顿笔后将笔稍提，笔尖不离
纸，高低掌握也要适当。过笔，也称行笔、渡笔，笔随手直道而行，不曲不
折。转笔，笔落后即转，或左而右亦或右而左，写点画或藏锋前使用此法。
折笔，行笔至画尽，要藏锋时笔锋稍返而止。挫笔、行笔中需转折时，将笔
稍顿，然后提笔微离原处再继续行笔为挫笔法。纵笔，行笔将尽，笔锋不收
而外露，随行随提笔，或左、右提挑，或下行露锋称纵笔法。驻笔，笔不离
纸亦不行进，做暂短停留，也不提顿称驻笔。

在运笔过程中，由于腕、手、笔在运动中形成不同的角度，而产生用笔
的正锋、偏锋、侧锋来完成不同效果的点画、字型。古人多否定偏锋、侧锋，
一味强调中锋行笔，甚至将偏锋贬为“心不正”。其实这未免太狭隘、偏激
了。在实际书写中，偏锋、侧锋是不可缺少的，楷书如此，行、草书使用更
多些。用笔时笔锋的偏、正、侧，造成笔画外形的方、圆不同效果，一般说，
偏、侧锋用笔宜写出方笔画，中锋用笔宜写出圆画。若写方、圆兼备的字，
就必须正锋、侧锋、偏锋并用，只用中锋就不易办到。书法之妙，全在用笔。
而用笔贵在用心，心能转腕，手能转笔。古人做书惟尚意在笔先，下笔有由，
从不虚发。故运笔的关键是要心、手、笔三者合一。

上述用笔法并无死规定，应灵活运用，随机应变，以适应多变的点画。
且各种动作不是单一的、分节的，要连续完成不间断。



第五章行书
  

行书技法
  

行书兼具楷书、草书的特点，但又绝非写好楷书便一定能写出一手漂亮
的行书字来，行书作为一种独立的书体，其发展过程中具有它自身的特点。
要学好行书，还要经过一段专门的临摹训练，以掌握它的笔法和结字的规律。

我们分两个方面介绍行书的技法特点：
笔法方面：
顺势入笔：行书笔法中不再如楷书那样，要求逆入回出，藏头护尾。而

是落笔便顺锋而入，行笔中锋行走，收笔多是顺势带出，或牵连下笔，或钩
挑出锋。不再回锋作顿。这样很多笔画发生了变异。如下页。

这样笔画多为露锋。笔势明显地流畅起来。也使行书中更多地形成了曲
笔，笔画不可过于平直，增加了点画的动感，使之不至僵滞。笔法上的这些
变化，就自然使书写的速度加快了许多。

点画呼应：由于行书收笔不再回锋作顿，而多是将笔锋提出，所以形成
了点画的附钩和挑趯，即上笔终了时顺势带下，而下笔自然承上，使点画之
间虽断似连，笔断意连，产生了明显的顾盼呼应关系。如 55 页。

显然这些顾盼揖让和呼应使字型增加了生动活泼的意趣。
牵丝引带：点画间的勾挑使之顾盼呼应，有时将这种呼应通过笔锋提写

出游丝，连接起来形成两笔或几笔，连续写出，一气呵成，使字显得连贯、
潇洒。如：

一般情况是凡字的固有笔画则重些，而两画之间的连接相应轻些，但不
可截然跳动，否则呆板无神。牵丝形成连的效果是行书的主要特征之一，但
却要运用得当。一味的牵连缠绕，当断不断，反而弄巧成拙，形成浮滑薄弱
之病，是行书书写中的大忌。一位书法家讲过“连与断效果不同，连易断难，
故当知断”。因此将牵丝引带与点画呼应分开来讲以区别它们的不同功用，
这是行书的又一重要特征。

简括省略：前面谈到连能把两笔或几笔连成一笔写下来，这其实已起到
了简化的作用，加快了书写的速度，但其原有笔画并未减少，只是笔画之间
有牵丝相连，不单独存在而已。在行书中还有更省简的情况，那就是索性合
并了原来的点画，形成行书中独有的写法。如

其中“無”字中间四竖和下边四点被一组相连的竖撇横代替了，既保持
了原字的面貌又起到了简化作用。其余各字也是用这种方式形成了现在的写
法。有时为了行笔的便利，行书字书写时，甚至可以改变原来的笔画顺序，
如：

收放变化：比较楷、隶、篆等规整严谨的字体，行书有一个与草书共同
的特点。即它可根据章法的需要和某字的特征，随时调整它的字形和笔画形
态。例如：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的之字，如：

既可收敛些又可放纵些，可以任意屈伸、收放，即可使之长，如 亦可

使之方如： 扁如： 这就是行书可收可放的特性。
离方遁圆：楷书方多圆少，折笔处多为方，即如赵孟頫的圆转为主的书



写也时露方意，这无疑是需要也使字增加了一定的力度。而行书则随笔顺势
转折，变化无穷，方圆兼用，灵活生动。如：

因此注意到方圆的变化，使之自然融汇，使书写的效果既有方笔的雄劲
力度，又富圆笔的通畅灵动。若一味方折，则显板滞、生硬，纯用圆转则又
俗滑、疲软。总之临习中要多观察，创作中要多思索。

重按轻提：楷书中的一些笔法，如顿笔回锋挫逆等，在行书的运笔中已
经不再应用或很少应用了，更多运用的是顺势提、按的运用。凡轻细之处需
收笔轻提起，速度稍快。而粗重处则需将笔重按下，速度稍缓，当然，笔画
轻重粗细的交替要有合理的起浮过程，不可大起大落，忽轻骤重，应使其自
然。提按处在行书中几乎随处可见，一字之内的提按变化如《集字圣教序》
中的：一画之内也当有轻重之别，如：

至于一篇之内的根据章法的需要而出现的轻重布局，也是行书作品中屡
见不鲜的。历代书家对此各有体会，我们仔细品味后面作品即可领会提按在
行书书写中的妙用。

运腕得宜：“书法之妙，全在用笔。”今天看来，有人以为前人这个论
断未免偏颇。其他如章法、墨法之类固然也很重要。但书法是线条的造型艺
术，提高线的表现力往往是书法家毕生追求探索的。章法、墨法之类也离不
开线条去完成表现，而线条的表现力全在于笔的运用，因此，前人的说法可
谓一语中的，不容忽视。

谈到用笔，不能不提到运腕，二者是不可分。这一点初学书法的人往往
容易忽略或不甚明确。

前面提到笔的运动可以组合出秀美、雄强、古朴、稚拙等不同风格的作
品，那么用笔的关键是什么呢？当然，是大脑，但大脑的设想是靠指、腕、
臂的合理配合来完成的，指过于细弱，精巧处或许尚可，总体上却力不从心。
谁也不能运指写出盈尺大字来。臂又过于粗大，写榜书或许差强人意，然要
精到完美却难尽如人意。那么只有腕居中承启，能兼领二者的功能。尤其是
行书的灵动精妙处，有时全凭腕的运动来完成。

运腕是指在书写过程中腕要有意识地指挥毛笔左右挥洒，疾徐提按，使
转变幻。以使书写效果灵动流畅。举例来说：写百字时百笔落纸后腕须往左
倾推笔向右，至横的末端即刻腕须转向右摆，提笔带过再向怀内压至小竖折
处提锋向右上，使转带下向内提笔作点收，这一系列的运动都是腕的左右推
移转动，如果光靠臂来运动则显然难以准确地使笔恰到好处地写出轻重变幻
的线条，一些灵巧之处更难准确地表现出来，写半尺以内的字则显得费力不
讨好了。当然如果写檗窠大字，则需臂的协助运动，而控制笔还靠腕来完成。
因此，运腕是行草至关紧要的练习课程。当然，腕与臂、指的相互配合亦是
不容忽视的。

   
选帖与临摹

  
有的朋友练字，喜欢随意挥洒，尽情抒发，这就创作而言是无可厚非的，

但练习字则不应如此。因为书法的练习，应是将前人好的字借鉴过来，掌握
它，使之变成自己的技艺，克服自己的不足，也是钻研任何一门学问应取的
态度。为什么要练呢？肯定是认识到自己有不足之处，但练习时不讲究方法
还是达不到目的的。常看到有的朋友抱一本帖写了很长时间，字的变化不大，



究其原因，不外是临习的方法问题。写字要临帖，这是常识。临就是对照字
帖上的字体会它的运笔方法和结字规律，必要时还要用薄纸收一些字钩摹影
拓下来熟记于心，运用于笔，从而改变自己的书写习惯，而不只是抄写帖上
的文字内容，有些同志临了一遍又一遍，枉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到头来还
是自己原来的模样，并无进展，这恐怕就不是临帖而是抄书所致。

在临帖练习中，对初学者或对原帖体会不深的同志，以选字放大为宜，
这样可以更好更清楚地体会分析原帖字的笔法与结构。对有些基础掌握了临
习方法的人则以原大通篇为宜，因为对他们来说，笔法与结字规律已经不是
问题，更重要的是体会原帖的气韵、章法或神采与风格了。

对初学行书者来说，临习中对原帖字形的外观、大小、聚散、攲正，笔
画的提按、收放、长短、角度、方圆、呼应等都是要仔细观察、分析、体会
的。我的体会是先选出一些结构与笔画均有代表性的字，按照以上方面进行
分析，有了印象之后即可动笔临习，临一遍后即对照原字进行比较，找出不
合原帖处再对照临习，这样反复几遍，逐渐与原帖接近或相似了，即可移开
原帖，背临一遍。



第六章草书
  

今草的点画
  

古人曾这样概括草书“匆匆不暇草书”。今人对这句话也有多种理解，
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这是在匆匆忙忙的速度下而书写草书，
有人则认为是匆匆忙忙是写不了草书的。我以为，对于掌握草书特有书写规
律而言，是要认真仔细钻研，而不可匆匆不暇的。而一旦掌握了这种规律，
成竹在胸时，在书写的时候总的节奏应该是匆匆不暇的，这样才便于体现草
书特有的飞动气势，尤其是狂草。

古人这句话，对于我们分析草书的点画特点，加深理解点画的处理内涵，
是大有好处的。狂草的点画犹如天马行空，又如飞花散雪，某些点画则如枯
藤老树，泻瀑鸣泉，其神韵无穷。

宋代姜夔《读书谱》中有这样一段话：“‘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何
尝苟且。其相连处，特是引带。尝考其字，是点画处皆重，非点画处，偶相
引带，其笔皆轻。虽复变化多端，未尝乱其法度。张颠怀素，最号野逸，而
不失此法。”

这里很清楚地说明了草书的点画和引带游丝的关系。今草和狂草都不例
外。孙过庭关于草书的点画也有很精辟的见解：“草以使转为形质，点画为
性情。”（孙过庭《书谱》。）

在草书中，没有笔直的竖画和横画，在转角时圆笔较多，钩画笔变化较
多，撇和捺都可以处理成点。点画相连也可以处理为坚画和横画。

现将孙过庭《书谱》中的一些字作为例字加以讲解。孙过庭草书直接取
法王羲之，而且是墨迹本，便于我们体会了解点、画和笔法动用及其变化。

1.点
①一笔点：今、分、云、互、谢、惊
互字的点为横写的点，谢字的点为竖写的点，其余均为斜写的点。其中

分字的起笔和收笔都露出笔锋即笔尖，今字的点收藏锋，体现出不同的形态。
另外由于草书的书写特点之一是点画相连，省略了不少笔画，也就出现了以
点代画的情况。例如今字的亠、谢字的言、驚字的灬，都被写成一点，十分
简练。

②两笔点：易、小、英、不、谏、著
易的两撇被写成两竖点，显得十分生动，两点之间相互揖让，第一点起

笔出锋，收笔藏锋；第二点起收都出锋，互有变化。小、英的两个点虽然中
间有竖画隔断，但都相互顾盼，笔断意连。著字的下面本是日字，但在这里
用两个竖点来处理，恰与上面的草头两点相呼应，既省了笔画，又协调统一。
谏字的两点一个是竖点，一个是斜长点，既有所变化，又突出了气势，形成
均衡之势。

③三笔点：所、峰、体、端、挫、态、心
草书的笔画相连也体现在点的运用上。比如三点水连成一条竖画，尾端

向右上挑。也可以写成不向上挑的竖面。孙过庭的写法比较认真，三点都交
代出来了。

体、峰的三点写法相同，都是第一点单独写，后两点相连，但都相互呼
应。所、峰、挫、态的三点写法都相近。引带关系清楚。但心字的写法比较



开放，第一点露锋点成圆笔后，再转锋向右下过渡，稍稍停顿后再向右上挑，
然后转锋，顿笔后向左边出锋收笔，整个过程既清楚，节奏又鲜明，形态也
很好。

2.横
草书的横画都不是很平的横，而且也不宜过长。写法往往根据字的结构

而定。灵活变化，不拘一格。
①亦、态、息、点
前面讲过，草书的特点是点画相连，而且以点代画、以画代点的情况也

十分常见。以上四个字都是以画代点的字。
亦字的下半均用一横画听取代，點的下面四点也是如此、态和息都是以

横画代替心字的三点，但写法都不相同，态的横画起笔重按，而收笔较轻，
形状像三角，息字的横画厚重，起收都回锋重按，形状梯形，其凝重的笔触
与上面灵动的笔画形成对比。

②一、古、工、丁、士、七、是
一字如一条扁豆，两边露尖，全身饱满，毫不板滞。而古字起笔一顿，

十分有力，再向右侧行笔时有个小弧度，最后则轻按收笔，这一笔与下面的
口相协调，照应得体。

工字横画多有变化，上面一横较规范，下面则与上面的竖笔相连，形成
一条弯曲的弧度，强调了对立变化。

士字和七字的横画部是露锋起笔，但士的横画显得稳重，在它起笔后立
即加重按笔，最后形成一个三角形，与下边的一横形成鲜明对照。

而七字的起笔则充满动感，起笔轻按并向右下画出一个孤；线，然后再
向上行笔，最后重按收笔，这很大的起伏既充满活力，又与下一笔竖弯相呼
应。

是字的横画写法与上面几个字的横都不同，它起笔重按并露锋，行笔很
有力，收笔也回锋重转，整个横画像个平放着的 S，但又和上下笔画相呼应，
笔断意连，因此十分自然。

3.竖
①顷、纠、诮、往、也
草书中以竖笔代替其他笔画的情况也很常见，以上五个字都是这种情

况。
②便、针、布、引、轩、於
草书因行笔速度较快，而且富于动感，因此，笔直的竖画在今草中不多，

在狂草中更是极少。而中锋运笔的基本要求就是写竖画的也较少见。便字的
竖画是中锋运笔，起笔露锋，上笔回锋成垂露。

针、布两字的两个长竖均为侧锋运笔，这从墨迹、线条的形态变化便可
看出，起笔时笔锋都向左侧指，然后向右下转去。

引字也是明显的侧锋行笔，由于按得较重，上端显得很饱满，向下逐渐
细小，最后出锋收笔。

轩字和上面的便字都是垂露，到下端后回锋收笔，但轩字是侧锋行笔，
因此富于动感。

於字的竖画起笔收笔均采用回锋转笔，两端都不露锋芒，线条又十分粗
重，因此显得很沉着、强健，与右边纤细多变的笔画形成对比。

4.撇



人、少、见、右、答
以上几个字的撇都各不相同，人字像箭头，少的飞白笔意如枯藤、树枝，

见、答两字如笔杆般直，在字的撇向左上抛并带出横画，各有形质，富于变
化。

5.捺
①反、史、萃、敷
这 4个字的捺笔均与上笔相连带，但收笔都又各有所别。如史字收笔为

重顿后略出锋芒，反字都藏锋不露，萃字向下撇钩，敷字转笔向上回钩。真
是随机应变，巧妙自如。

②文、尺、弊、伏
捺在草书中的写法也多种多样，随使转变化而变化。如文的捺笔为藏锋

起笔，向下行笔时线条由粗细，收笔时出锋，显得婀娜多变。尺字的捺恰与
文字相反，起笔出锋轻按，再逐渐加重行笔，最后转锋收笔。弊、伏字的捺
都处理为点，弊为短点，伏为长点，其长短变化均根据字的结构而定，弊字
下面写得比上部小得多，因此点也小；而伏字是左右组合的字，处理为长点
方与字形相吻合。可见，草书的一点一画，都是视需要而定，而不是任意涂
抹的。

③迷、迴、近、道、追
这五个字的走之均长捺，但都各不相同。如迷字的捺向下后转再回锋向

上略挑，而迴这字则向下捺既急转行笔，直至该收笔时突然向上重挑出锋，
颇似章草的走之。近字轻捺一下，都是出锋起收笔，十分灵巧。道字的捺很
像蜗牛抬头，收笔处拐个小弯出锋，很显生动。追字的捺与原字相连，一气
呵成，收笔时转向左下出锋，写成强有力的钩。

6.挑
抗、胜、孰、据、挥
草书的挑笔也写法不一，有的连带，有的不连。如抗、孰、挥上下都与

其他笔画相连接。而胜字则成为向右上的挑点，据字的挑势较明显，也很饱
满。

7.钩
①横钩
穷、学、赏、百、气：
穷、学、赏都是宝盖写法，也都上下连带。而气和百的横钩笔画都相同。
②竖钩
乎、用、图、伪、时：
以上都是右竖钩。乎、用、图均为方笔钩，外角尖锐、有力，有的角度

较小，有的角度较大。伪字为圆笔钩，时字的钩外圆内方，刚柔相济。
③戈钩
识、威、或、哉、成：
戈钩的处理形状也多种多样。识字的钩是较清楚、规范的。威字的钩则

变为重重的捺笔，而或字的钩很像碑刻中的棱角分明的捺笔，都没有出钩。
哉字和成字则恰恰相反，把戈钩变成倒钩，向左上钩了。

④背抛钩
规、绳、风、龟、既、究。
规字的背抛恰好相反写成，背抛变成了向下回钩。绳和风的钩都差不多



相同。龟字的钩向右出，既字在收笔前略微向回钩，形成不大的钩。究字的
钩则直向上挑。

8.转折
①转
画、有、南、速：
画、有、速在转时笔画提按交代清楚，有轻有重，南字转得较快，都是

圆笔转。
同、图、属、多：同、图、属、多等字的转都是方圆相济、圆中寓。图、

属两字是转中带折，如图的折笔即外口的最后转折处，属字的折笔上边两横
的连接笔处。

③折
行、调、书、际：
行的右上角、调的右半部周的右上角都是折笔，书的 3个转角和际的耳

刀旁都是方折笔。
   

今草的结构
  

草书的结构原则是以删繁就简、连绵不断、笔断意连、书写便捷而为目
的。尽管历史上各家草书的结构不尽相同，但草法的规律却基本一致，有许
多约定俗成的东西。因此，它的结构规律是严格的，正如前一节草书识辨中
所提到的那些结构方法。

1.删繁就简，点画相代
在诸种书体中，楷书是最规范、最标准的书体，行书则比楷书自由，增

加了笔画之间相连的游丝，但都省减了楷书中繁复和点画，而草书更为省减、
简练，它的一画可以代替四个点，一笔可以成一个字，可见其省略的程度，
而且，草书可以用一点代替一画，也可以用一画代替几点。在点画那一节中，
我们已经作过介绍。

2.圆转连绵，一气呵成
书的主要笔法是使转，因此在书写时点画随笔法的曲转而运动。它的线

条多为圆弧形，加上游丝牵引其间，所以写出来圆圈较多，加上行笔流畅舒
展，一笔甚至可以写好几个字，有时写下来就圈圈相套，一气呵成。

3.气势贯通，挪腾变化
由于草书的气势体现在一整篇上，对每个字的位置和重心都不一定要对

直和平稳，只要气势到了，上下有所呼应，整个看起来浑然一体也就可以了。
因此，有时字的挪腾很厉害，并不是上下对齐，而且字的形态也是千姿百态，
变化多端。有些字单独看是倾斜的，重心似乎不稳，但从整篇看则是均衡、
稳定的。因此，草书从欣赏到创作，尤其是大草，都要从整篇出发，照顾全
局。

   
草书的用墨和用笔

  
1.草书的用墨
书法的用墨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对于行草书，特别对草书而言，尤为重

要。草书丰富的笔法就决定了与用墨的质量如何关系甚大，如果不讲究用墨，



草书的丰富笔法则很难得以表现，写出黑乎乎的一片，就破坏了它的韵味。
市场上供应的墨汁含胶重，一般用来写字都要加水后才好用。加水的多

少要依宣纸的品种、渗水性能而定。生宣纸渗水较快，可加少量清水适量使
用；熟宣纸渗水较少，则可少加些水。特净皮、棉料等安徽宣纸纸质优良，
涸渗效果也较其他纸要好，加水比例也要适量掌握为宜。现在的墨汁因系工
厂生产，含有较多的胶质，在使用时显然不如墨锭。墨锭研墨后的效果比墨
汁更佳，墨色层次更丰富。如胡开文、曹素功及安徽的一些著名作坊生产的
油烟、松烟墨锭均可使用。

草书的书写速度较其他书体要快一些，而且运动感更强，加上笔法的多
种运用，唯有使用较好的墨方能方便笔法的运用，适量加水后的墨较为润泽，
书写时也不滞笔。反之，如果使用含胶重的墨写草字，一是笔拉不开，粘连
得厉害，二是写几画墨就干了，很难控制好笔锋，也会影响创作或书写时的
情绪。

好的墨因为层次丰富，墨彩纷呈。尤其作草书时更便于写出浓淡、干湿、
润燥、枯涩、淋漓等各种不同效果，更能使作品锦上添花。而有些低劣的墨
汁乌而不亮，稍一兑些颜色就又灰又无层次变化，在选用时一定要认真区别。
使用北京出品的中华墨汁或一得阁墨汁较好。

另外，在创作浓淡墨色对比较强烈的作品时，可使用宿墨，即放过一段
时间的墨。这种墨的水和胶质沉积物逐渐分离开来，使用时用较硬的笔去蘸
写，就可产生十分丰富的墨色变化。

可以说，墨的使用也是学习书法的一个重要内容。许多青年朋友学写字
往往只把注意力放在执笔、间架结构和临摹等方面而忽视了墨的运用。纸墨
相发才能创作出高水平的作品，这是我们学习草书时要引起注意的一个问
题。

2.草书的用笔
掌握草书的用笔，首先要熟悉草书的结构。孙过庭说“草以使转为形质，

点画为性情”。所谓使转，其实就是笔法，结构决定了笔法，笔法反过来影
响结构。

上面点画一节中，其实说的就是笔法，怎样取势、怎样入笔怎样收笔，
都讲得十分清楚。但用笔则要根据点画形状去体会、熟悉。例如写点，起笔
露锋，向下轻转形成一个小弧度，即一个小圈，收笔时有的点藏锋收，有的
点出锋收，根据字的需要而定。

写画的过程基本和点相同，要完成一个起行、转、收的过程，但其轻重、
急缓和方向则和写点不同。而且有些竖画和横画与上下笔相连带，就减少了
以上所说的基本动作，但都要注意使转的方法。

草书的行笔切忌平涂直抹，线条过分均匀光滑，或书写速度一味求快而
忽略了应有的转折、顿挫，形成上面所说的平匀光滑的线条，显得字迹油滑、
轻飘。反之，又要防止行笔过慢，线条臃肿肥大，显得肉乎乎的。这两种毛
病，都使线条的质量不高，没有力度和变化，是草书行笔的大忌。

还要注意的是笔画的转折处，有的是圆转，即转角是圆的；有的是方转，
即转角是方的；方圆并用的也有，如外方内圆或内方外圆，这就看对笔的掌
握熟练程度了。方圆兼施是较好的，一篇字中不可全是圆转，可适当掺些方
转，以增加骨力。

总之，草书的笔法是最丰富的，中锋、侧锋、方笔、圆笔、藏笔、露笔、



按笔、提笔、挫笔、搅转、翻笔等，是诸种书体中最集笔法大成的。因此，
草书的笔法又是学习的关键，“草乘使转，不能成字”。这一方面说的是结
构规律，一方面也说明了草书的笔法之重要，如果笔法不正确，也就不成其
为草书了。

要真正掌握草书丰富多变的笔法，就要严格按照草书的结构特点去琢磨
笔法，切不可粗率了事，以为越草越好，结果把手练坏了。

   
临帖和读帖

  
学习书法的重要途径就是对于古代优秀书法遗迹——传本碑帖的临摹的

学习。书法艺术是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传统艺术，要想学会并掌握它，没
有任何捷径可走，认真地、科学地对古代碑帖进行临摹，是学习书法的惟一
正确的道路。

当前，少数青年人不愿花费苦功去临写碑帖，而去一味照搬所谓现代书
法，搞些除了自己之外谁也难以辨读，没有任何美感可言的创新，根本舍弃
了书法艺术的基本组成要素，从而走上了歧途。

任何艺术，尤其是书法艺术，都有其特定的规律和创作规律，因此也就
有其特定的学习手段和方法，不掌握这些规律，不学会这些方法，就无从去
了解它，更谈不上去驾驭它。历史上得以流传至今的碑帖、法书名迹等都是
有着极其旺盛的艺术生命力的宝贵遗产，也是古代大师们在立足书法规律基
础上的创新之作，因此得以流芳百世，经久不衰。

对于书法这门传统艺术，只有老老实实地通过临摹碑帖，才能学会它，
并且在完全掌握，并能够背临后，才可能逐渐形成自己的个性。而如果方法
不当，或本人悟性不够时，也未必能够离开碑帖进入创作，也就更谈不上形
成自己的个性，再去创出新的风格了。

碑帖是我们学习书法艺术的最好老师。再高明的老师也只能教会你执
笔、运笔、临摹、学习书法的一些基本知识和要领。正所谓“师傅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老师只能起到一个引导、指路的作用，真正要临好、学好书
法，还得靠自己的主观努力。而优秀的古代碑帖，是我们的无言之师，我们
手头拥有一批碑帖，可以随时翻阅、临摹和查找生字，通过它，可以解决许
多疑难问题，既方便，又省时。

临摹碑帖的第一步是要选好碑帖。究竟选什么帖为好，这要根据每个人
的具体情况而定。由于脾气、秉赋和兴趣不同，每个人对碑帖的理解也不同。
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

   
结束语

  
初学书法，用惯了铅笔、钢笔、圆珠笔之类的硬笔，乍用柔软的毛笔，

手颤抖，点画软弱，力不从心，结构也不甚合乎法度，这时有的人就心灰意
懒，认为自己没有写字的天赋，就此搁笔了。实际上，这是每个学习书法的
人都会遇到的情况。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此时切不可失去信心，半途而
废，必须立定脚跟，不怕挫折，不怕失败，不怕嘲讽，用功愈勤。经过一段
时间的练习，定能驾驭这桀骛不驯的软毫笔，达到运用自如的程度。

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即便不是初学，而是有相当坚实基础甚至在书法



上卓有成效的人，也必须无间临池。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断无成效。我本
人就有过这样的教训。忆昔学书之时，每日黎明即起，染翰挥毫，寒暑无间，
十数年间不可谓不勤不苦，楷书功底也算较深厚了。一次因公出差，半月未
动笔墨。返京后一学员说“武”字之钩总写不好，我胸有成竹地调墨掭笔书
写范字，立刻感到手生，第一次未写好，第二次竟仍未写好，直至第三次才
写成功，不禁面有愧赧之色。自此以后，每次外出必携纸笔，日日；临池，
从无间断。

宋朝诗人陆游曾说：“功夫在诗外。”意思是说学做诗不要只在技法上
寻章觅句，更要注重诗外功夫的修养。学习书法，不妨可以说：“功夫在书
外。”书法离不开文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懂点文字学知识
对于学习书法尤其是学习篆书，是有益的。

书法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学书者具备些历史知识、文学知识，就
便于阅读古代书法理论著述，提高自己的书法理论水平，了解书法艺术发展
的历史，这对于学习书法无疑是大有稗益的。黄庭坚说：“退笔如山未足珍，
读书万卷始通神。”清杨守敬在论学书应具备的条件时，也十分强调“学富”，
他说：“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断未胸
无点墨而能超轶等伦者也。”这话很有见地。

学习书法，具备一定的鉴别、欣赏能力是十分重要的。鉴别、欣赏能力
高，就能趋优避劣，趋美避丑，不断缩小手低与眼高的差距，不断提高书艺；
鉴别、欣赏能力低，良莠不分，出手即俗，甚至会出现以丑为美，扬丑弃美，
致使丑怪丛生的现象。因此学书者可读些美学书籍，以提高美学修养，增强
艺术鉴赏力。

一切艺术都有相通之处，学习书法还应注意从书法的姊妹艺术中汲取营
养。如篆刻艺术以刀代笔，以石代纸，运巧思于方寸之地，变化万端，奇妙
无穷。懂点篆刻知识，对于吸取“金石气”，对于章法布局也大有补益。其
他如绘画、雕塑、摄影、音乐、舞蹈、戏曲等艺术形式，也能充实书法艺术
的内容。传说唐朝书法家张旭观看舞蹈家公孙大娘剑舞而得其神，于是草书
大进。这个故事颇能说明书法艺术与其他妹妹艺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
系。

总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掌握了基本技法以后，要想进一步提高
书法艺术水平，应书外求之，注视字外功夫的修养，就字论字就会受到局限。

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为了交流思想，通达感情，创造了语言。语言受
时间和空间所限，不能传之久远，文字则应运而生。文字产生之初，不过是
一种象形记事的符号，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文字不断充实完善，“六书”
形成。而我们祖先在书写文字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其中美的因素，并使之发
扬光大，经过几千年、若干代人的探索、挖掘、弘扬，逐步形成我国特有的
书法艺术。今天书法艺术已愈来愈受到世界人民的关注和爱戴。学习书法，
只有从用笔、点画、结构、章法、墨法、气韵等方面师承传统，才能窥其门
径，进而登堂入室。而有些人将我国精深博大的书法艺术看得过于简单，认
为中国人都会写中国字，聚墨成形，信笔作字，自认为已入书法之门；也有
人楷书功底尚未深厚，不明草法，不知草诀，即奔龙走蛇，无端牵连，任意
缭绕，故作新奇，时出怪笔，自诩为标新立异、破体创新，实则丑态百出，
俗不可耐；还有人受异国某某流派影响，不注重基本功的训练，却信手涂抹，
满纸污浊，还自鸣得意；更有人走回头路，回到远古时期依类象形的阶段，



画一些非字非画的东西，标榜为书画同源、古为今用、现代书法，而一些报
纸、杂志不加分辨，加以鼓吹，致使初学者迷途失路。俗话说“得病容易治
病难”，初学者一旦染上此类追狂逐怪之恶疾，便难以治愈，有志学书者不
可不警惕。

需要申明的是，我并非排斥、非难“现代书法”。笔墨当随时代，书法
艺术不应该也不可能一味追摹古人，抱残守缺，而应与世推移，跟上时代潮
流。我只是反对那种丢弃基本功、蔑视传统、任笔成形的所谓现代书法。因
为这种书法与真正的书法艺术毫无相通之处，并且易将初学者引入左道旁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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