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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1年8月，教育部颁布了《关于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将书法教

育正式纳入中小学教学体系。2013年1月，教育部印发了《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

纲要》，就中小学书法教育理念及各阶段教学内容与目标提出明确要求。这表明

国家教育部门正在不遗余力地推进中小学书法教育。正是在这样的前提和背景

下，我们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和一线教师编写了这套教材。

本套教材以教育部文件精神为指导，严格按照《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

推荐范本和要求来编写。针对当前中小学书法教育的现状，兼顾不同书体与审美

需求，从而形成了本套教材独具特色的“模块”教学体系。“书法常识”旨在让

学生提高文化素养，养成良好习惯；“碑帖特色”旨在让学生领略碑帖的艺术魅

力，从而激发学习热情；“技法指导”详尽阐释碑帖基本技巧，使学生深刻掌握

碑帖艺术内涵；“章法训练”通过集字训练和风格模拟创作，使学生快速实现从

临摹到创作的转换；“艺术欣赏”通过对历代经典作品的解读，使学生深入了解

书法艺术发展脉络，提高文化素养与审美能力。“五大模块”相辅相成，循序渐

进，力求达到知识性与技巧性、实用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

中小学书法教育方兴未艾，教材建设则是真正实现教学目标的基础保证。目

前，市面上虽然不乏各式各样的书法教材，但缺乏统一的教学思想和学习理念，

质量参差不齐，与当前中小学书法教育的具体需求还相差甚远。相信本套教材的

出版，对中小学书法教育的开展势必起到积极促进的作用。

由于人力和时间限制，本套教材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真诚希望广大师生在

使用过程中，多提宝贵意见，以便进一步完善。

201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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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书法基础知识

第一章 书法基础知识

第一节 书体常识

中国书法艺术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商代的甲骨文。甲骨文是能够比较完

整地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三千多年以来，书法艺术的发展与汉字形体演变相适

应，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五大书体，即篆书、隶书、楷书、行书和草书。

一、篆书

篆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篆书包括秦之前通用的甲骨文、金文、籀文

和六国文字等。甲骨文是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通行于商代。金文为铸在青

铜器上的铭文，产生于商代后期，通行于周代。籀文又称大篆，是通行于春秋、

战国时代的一种字体。狭义的篆书是指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推行的标准字体，即

小篆。它由籀文演变而成，字体更加简化，写法相对固定，笔画匀实，线条流

畅，结体瘦长，章法整饬。小篆的出现，是中国历史上汉字的第一次大统一。

二、隶书

隶书是在篆书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始创于秦代，汉代日趋成熟，成为通行字

体。隶书与小篆相比有以下特点：一是基本笔画开始形成。小篆笔画屈曲圆转，

笔画连续，只有直线、弧线，隶书笔画平直方折，笔画断开，并形成横、竖、

撇、捺、点等笔画，基本完成了汉字由图形到符号的变革。二是结字趋于简便。

小篆中有的字结构复杂，比如“尘”字，写法为三只鹿在土上，意思是扬起尘

土，隶书写法则只取一只鹿。三是字形由长方变为扁方。小篆的结构为长方形，

隶书则是扁方形，为以后的方形楷书奠定了基础。隶书的出现是中国文字的又一

次大改革，使中国的书法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三、楷书

楷书由隶书演变而成，也称真书、正书。形成于汉代，盛行于魏晋南北朝，

到唐代达到顶峰。唐代初期，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楷书大家。唐

代中后期，相继出现颜真卿和柳公权两位楷书大家，号称“颜筋柳骨”。欧阳

询、颜真卿、柳公权和元代的赵孟 ，被称为“楷书四大家”。楷书的最大特点

是笔画定型，八法具备，法度严谨，可作楷模。楷书把隶书的波磔改为平直，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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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由扁方变为正方，形成了方块汉字，且字体简化，便于识记。楷书的出现，以

其独到的优越性成为应用得最多的字体，一直沿用到现在。

四、草书

草书源于隶书的草写，有章草和今草之分，始创于汉朝，盛行于晋、唐。章

草由隶书演变而来，通过减省笔画和互相连属，书写更为简便，但仍保留隶书波

磔，字和字不相连属。章草流行于东汉章帝时期，相传东汉张芝擅长章草，被誉

为“草圣”。今草到晋代走向成熟，笔画曲折，体势连绵，书写起来灵活流畅，

王羲之、王献之均为今草大家。到了唐代，草书达到第二个高峰，在今草中生化

出狂草，代表书法家有张旭、怀素，书法史上号称“颠张醉素”。草书，尤其是

今草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因此一直流传到现在。

五、行书

行书是介于草书和楷书之间的一种字体，产生于汉末，东晋时达到顶峰，代

表人物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唐及之后的宋元明清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尤以宋四家（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最为突出，对后世影响深远。书法

史上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宋代苏东坡的《寒食

诗帖》被誉为天下三大行书。行书因其实用性和艺术性较强，至今影响不衰，深

受广大书法爱好者和民众的喜爱。

第二节 文房四宝

我们的祖先在创造灿烂的书法艺术的同时，也创造了素有“文房四宝”之称的

书写工具——笔、墨、纸、砚。这四种工具与书法艺术，可谓是千秋共存，相得益

彰，同为中国文化史上的瑰宝。下面，简要介绍一下文房四宝的种类、性能和选用。

一、笔

中国的毛笔起源较早，流传较广的说法是秦代大将蒙恬“造笔”说。事实

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就已经制作和使用毛笔，只是名称不同，如楚

国叫“聿”，吴国叫“不律”，燕国叫“弗”等。秦统一六国后，毛笔始成定名。

因其重要产地在浙江湖州，故以“湖笔”最为著名。

1．毛笔的种类。毛笔按笔毫性能来分，有硬毫、软毫和兼毫三种。硬毫笔呈

刚性，有较好的弹性，常用黄鼠狼毛、野兔毛(紫毫)、鼠须、猪毛等制成。软毫笔

呈柔性，吸水性能好，但弹性弱些，常用山羊毛、黄羊毛和更软的鸡毛等制成。兼

毫笔由硬毫和软毫混合制成，刚柔、弹性介于软毫和硬毫之间，常见的有由狼毛和

羊毛合成的“白云”笔，兔毛和羊毛合成的“七紫三羊”“五紫五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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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笔按笔锋长短来分，有长锋、中锋、短锋三类。长锋笔笔锋长，锋腹较

柔，贮墨较多；短锋笔笔尖短，贮墨少；中锋笔介于两者之间。毛笔按书写字体

大小来分，有大楷、中楷、小楷三类。再大的笔有屏笔、联笔、提笔，最大的笔

叫揸笔，最小的笔有圭笔、须眉笔。

2．毛笔的选择。选择毛笔有四个标准：尖、健、圆、齐。“尖”是指笔锋尖

而不秃；“健”是指毛笔有弹性，笔毫铺开后宜于收拢；“圆”是指笔头呈圆锥

形，周围饱满圆润；“齐”是指捏扁笔头后，笔端整齐而无参差。另外，笔杆是

否顺直，笔头是否平正，笔毛是否匀细，笔头根部是否开裂，笔毫是否虫蛀脱落

等外部特征，在挑选时也要格外注意。

选择毛笔的依据：一是按所写字体大小来选择，即写大字用大笔，写小字用

小笔。需要指出的是，大笔也可以用来写小字，但切忌用小笔写大字。二是按照

所写书体特点来选择，书体笔画刚强有力、棱角分明，宜用硬毫笔，书体笔画圆

润、字形浑厚丰满，宜用软毫笔；笔画流畅生动的行草书，宜用软毫长锋，线条

凝练工整的楷书、隶书，宜用硬毫。

3．毛笔的保护。新笔使用前，用温水把笔泡开，将胶水慢慢挤出，再蘸墨

使用，不要用开水，以免烫曲笔毛，降低弹性。

毛笔用完清洗后，要从笔头根部到笔尖用手慢慢挤干、捋直，使笔锋聚拢后

小心地套上笔套或挂起。另外，洗笔时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一是不要用肥皂或

洗衣粉水泡笔，以免笔毛受碱变脆易折。二是不要把笔放入水中长期浸泡，以免

笔头根部的竹管轻易开裂使笔头脱落。

二、墨

我们现在练字使用的墨有两大类，一是各种形状的墨锭，二是大小瓶装的墨

汁。书法上讲的用墨知识，往往是指墨锭而言。我国墨的使用历史悠久，品种也

比较多，其中以产于安徽徽州的“徽墨”最为著名。

1．墨的种类和特性。墨因用料的不同可分为油烟墨、松烟墨、选烟墨三大

类。油烟墨主要是由桐油、菜籽油、麻籽油或猪油烧烟，然后加胶、药物、香料

制成，质地坚细耐磨，颜色黝黑有光泽，只是胶性较重。松烟墨是以松枝烧烟，

加胶、药物、香料制成，胶质轻，但入水易化，少光泽。选烟墨是用工业炭墨加

胶和香料制成，质地和颜色一般。

2．墨的鉴别与选用。好墨一般具有四大特点：质细、胶轻、色黑、声清。

质细是指磨出墨汁后，无渣滓，书写时流畅、润滑；胶轻是指墨的配制中胶的含

量小，磨出的墨虽浓，但不滞笔；色黑是指墨黑而有光彩，墨迹经阳光照耀，黑

中泛光；声清是指研墨或敲击墨块时，声音轻细而不浑浊。

选用成品墨汁应注意以下两点：初学书法，选择色泽黑亮、没有腐臭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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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汁即可；书法创作，要选择质量较高的品牌墨汁，因为墨汁质量不高容易分解

沉淀，作品不易长期存放；使用成品墨汁，书写后应立即将笔洗净，因为成品墨

一般含有防腐的化学药品，天长日久会损伤笔毫。

三、纸

我国是最早掌握造纸术的国家。书画专业用纸为宣纸，因产于安徽的宣城而

得名。宣纸是用檀树皮及稻草等为原料制成的，纸质洁白、细致、柔软，经久不

变，不易虫蛀，便于长期保存。

1．宣纸的种类及性能。宣纸有生宣、熟宣、半熟宣之分。生宣是指制成原

纸后未经加工的宣纸，特点是受墨后易洇渗散化，适用于行草书或写意画创作，

纸墨相应，能增加韵味，提高艺术效果。熟宣是指制成原纸后再用矾水加工而

成，特点是不易受墨和渗化，适用于楷书、隶书或工笔画创作，能增加工整清爽

的艺术效果。半熟宣，其性能介于生宣与熟宣之间，适用于一般的书法用纸和半

工笔画、写意画创作。

2．宣纸的选用。书法创作可依据书体和宣纸的性能来选择相应的宣纸。初

学书法，选用纸性较柔、易于吸墨的普通用纸亦可，如毛边纸、元书纸等。纸面

光滑的硬性纸不宜写毛笔字，因为这种纸不利于锤炼笔力和掌握笔法。

四、砚

砚，又称“砚台”。按原料不同可分为石砚、陶砚、砖砚、瓦砚、玉砚等，

其中以石砚最为常见。石砚以产于广东肇庆的“端砚”和产于安徽歙州的“歙

砚”最为有名。

好砚一般具备两个标准：细和腻。砚质细则出墨也细，砚质腻则易于下墨。

细与腻是一对矛盾，过于细不易下墨，过于腻墨汁有粗粒。现在多用成品墨，所

以用一般的石砚或瓷盘即可。

书写工具除了笔、墨、纸、砚外，还有其他的工具和用品。如放笔的“笔

筒”，涮笔用的“笔洗”，压平纸张的“镇纸”等。

第三节 执笔坐姿

一、执笔方法

晋代书法家卫夫人在《笔阵图》中说：“凡学书字，先学执笔。”初学书法，

掌握正确的执笔方法很重要，有利于发挥手和手臂各部位生理功能的作用，把字

写得稳健有力、流畅多姿。古往今来，关于执笔有许多种说法，较为常见和科学

的则为“五指执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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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指执笔法要领。按，是指大拇指的作用。拇

指前端稍斜而仰，紧贴笔杆内侧，出力方向由内向

外。压，是指食指的作用。食指第一节贴住笔管外

侧，与拇指内外配合，把笔捏住，出力方向由外向

内。钩，是指中指的作用。中指第一关节弯曲如钩，

钩在笔管的外侧，以加强食指方面的力量，出力方向

由外向内。顶，是指无名指的作用。无名指指甲根部

紧贴笔管右侧，用力把中指钩着的笔管顶住，出力方

向由右内向左外。抵，是指小拇指的作用。小指紧贴

在无名指下面起辅助的作用。这种执笔方法，能使五

个手指各就其位，把笔从前后左右控制起来，运笔时

可以做到“五指齐力”，挥洒自如。(图1-1)

2．执笔原则。执笔有两个原则，即指实、掌虚。

指实，就是指除小拇指外，其他四指第一关节前面触笔处，要切切实实地握住笔

管，这样才会使行笔稳健有力，不会出现飘忽轻软的笔画。掌虚，就是指执笔时

掌心要空虚，无名指和小拇指不要紧抠掌心，拇指与食指间的虎口要开阔些，这

样才能发挥手指和手腕的灵活作用，有利于指腕的运行，写出有力度、有生气的

线条。

3．执笔高低。执笔高低也是初学书法应该注意的问题。执笔高，便于挥

运，但笔锋易浮滑不稳；执笔低，较为稳定，但难于伸展，动作局促。执笔的高

低没有绝对的分寸，可根据字的大小和书体而定。写小字执笔可低些，无名指离

笔杆下端一寸左右即可；写大字，执笔应更高些；写特大的字，则应强调悬肘、

腕。书体不同，执笔高低也应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写楷、隶书稍低，可以使笔

力稳健；写行、草书宜高，便于行笔灵活、流畅。

二、书写姿势

毛笔书法的书写姿势有两种：立势和坐势。写

大字可选取立势，写小字可选取坐势。这里主要介

绍坐势。坐势的要领可概括为八个字：头正、身

直、臂开、足安。头正，就是头部要端正，略向前

倾，眼睛和纸面距离保持一尺左右。身直，就是身

子坐得要正直，两肩齐平，腰部挺起，胸部离桌面

一拳左右。臂开，就是两臂自然撑开，右手执笔，

左手按纸（纸要放正），成均衡之势。足安，就是

两脚自然地放平、踏稳，略与肩同宽。(图1-2)

图1-1 执笔方法

图1-2 书写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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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书写姿势是身心健康的需要，也是练好书法的基本保证。所以我们必

须时刻加以注意，以便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

第四节 运腕用笔

一、运腕方法

1．枕腕法。书写时，把手腕轻轻放在桌

上，或将左手平放在右腕之下，这种用腕方法

叫枕腕法。枕腕法支点稳定，适于写小字。

2．悬腕法。书写时，将右臂肘部轻轻放于

桌上，把腕部提起来，这种用腕方法叫悬腕

法。悬腕法可以增加运笔时的挥动能力，适合

写中字。(图1-2)

3．悬肘法。书写时，将肘部、腕部都提

起，腕随肘行，整个右臂离开桌面悬着书写，

这种用腕用肘的方法叫悬肘法。悬肘法便于挥

运，适合写大字。(图1-3)

二、用笔方法

1．藏锋与露锋。起笔时，入笔方向与行笔方

向相反、将笔锋藏入笔画之中即为藏锋，这种用笔给人比较含蓄厚重的感觉。起笔

时，入笔方向与行笔方向相同的尖锋入纸即为露锋，这种用笔给人爽直痛快的感觉。

2．中锋与侧锋。行笔时，笔锋始终保持在笔画中间即为中锋，这种用笔线

质圆润，有立体感。行笔时，笔锋偏向一侧即为侧锋（不要过偏，否则为偏

锋），这种用笔线质凌厉，有妍丽感。书法用笔以中锋为主，侧锋为辅。

3．回锋与出锋。收笔时，笔锋回转藏于笔画之内即为回锋，这种用笔给人

比较含蓄厚重的感觉。收笔时，笔锋直接顺势而出即为出锋，这种用笔给人爽直

痛快的感觉。

4．提笔与按笔。在行笔过程中，将毛笔轻轻提起叫提笔，将毛笔轻轻按下

叫按笔（如果按得较重，则叫顿笔）。在起笔、行笔、收笔和转折处，都会用到

提笔与按笔，对提按的微妙把握极其重要。

5．转笔与折笔。在行笔过程中，运笔方向发生改变，则需要转笔或折笔。

转则成圆，折则成方，其目的是将笔毫调顺，以保持中锋行笔。折笔需要先提后

顿，转笔需要转动笔杆（即捻管），两者均需要运腕的功夫技巧。

图1-3 悬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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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兰亭序》艺术特色

第二章 《兰亭序》艺术特色

行书是介于草书和楷书之间的一种字体，产生于汉末，东晋时达到顶峰，代表

人物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唐及之后的宋元明清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尤以

宋四家（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最为突出，对后世影响深远。书法史上，

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宋代苏东坡的《寒食帖》

被誉为天下三大行书。本书主要针对王羲之的代表作《兰亭序》进行讲解，通过

指点书写要领，讲述结构精要，总结章法布局，使学生能够在短期内达到登堂入

室的目的。

第一节 王羲之及其书法艺术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东晋著名书法家。出

身于王氏望族，其父王旷、伯父王导、叔父王廙皆为当时名流，并善书法。11岁时

随家族迁居建康（今江苏南京）。23岁前后出仕，历任秘书郎、西将军府长史、江州

刺史、会稽内史，拜右军将军，世称“王右军”。52岁时辞官，从此闲居会稽山阴，

寄情山水，过着安详闲散的晚年生活。59岁时病逝，葬于剡县金庭（今浙江嵊县）。

王羲之最初师从卫夫人学习书法，并借此学习由卫氏家族传承而来的锺繇的楷书

和行书，同时草书效法张芝，另外由于王氏一门多有善书者，所以王羲之不可避免地

受到了父辈们的影响，尤以叔父王廙对他的影响最大。王羲之之所以能被后世冠以

“书圣”之名，不单是因为他诸体皆善，关键在于他在继承和学习前辈书法家的基础

上，把自汉魏发展而来的楷、草、行书，融入自己的创新意识和时代精神，通过大胆

改造，开创“新体”。具体来说，楷书结体易扁为方，用笔脱去隶书笔法影响，增强变

化，使楷书的标准式样确定下来，代表作有《黄庭经》《乐毅论》等。草书用笔强调牵

丝连贯，俯仰呼应，打破章草字字独立和直线式布局，出现字与字相连的新面貌，最

终从章草中孕育出了今草，代表作有草书《十七帖》《初月帖》等。行书用笔中、侧锋

并用，骨质与妍丽兼具，结字上强调和突出大小、长短、开合、方圆等变化，章法在

改变隶书横式体系的同时，引入今草的章法表现形式，字与字之间或实连，或笔断意

连，以连贯的气势形成纵势，彰显节奏美。代表作有《兰亭序》《快雪时晴帖》《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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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得示帖》《二谢帖》等，而尤以《兰亭序》声名最著。

图2-1 兰亭序 王羲之

第二节 《兰亭序》艺术特色

《兰亭序》又称《兰亭集序》《临河序》等，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

初三，王羲之同名士谢安、孙绰等40余人在会稽兰渚山下的兰亭修褉（一种祓除疾

病和不祥的活动），期间众人饮酒赋诗，并请王羲之为诗集作序，王羲之即兴书

成此文。全文共28行，324字，既描写了当日“曲水流觞”的盛况，同时也抒发了

作者对于“生”“死”的人生感慨。因书文俱佳，历来备受推崇，被誉为“天下第

一行书”。王羲之之后，《兰亭序》一直被作为王家的传家珍宝所递藏，直到王羲之

的七世孙隋僧智永，智永圆寂时传于徒弟辩才，至唐初又为喜好王书的唐太宗李世

民所得，李世民遂命冯承素等钩摹多本，分赐诸王及近臣，真迹相传已陪葬于李世

民昭陵。存世《兰亭序》摹本以“神龙本”最为著名，因卷首有唐中宗李显神龙年

号小印而得名，此本摹写精细，不论笔法还是神韵，都较为接近原貌，是公认的最

佳摹本，今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摹本之外，又有石刻本，以《定武兰亭》最为有

名，传为据唐欧阳询摹本上石，因北宋时发现于定武而得名。

此帖通篇有如行云流水，浑然天成。用笔精严细腻，方圆兼备，行笔果断稳

健，下笔干净利落，遒劲自然；结体欹侧多变，疏密相间，注重字的姿态变化，

全篇21个“之”字均以不同形态呈现，其他重字同样构形巧妙；章法布局疏密

自然，字体大小参差，错落有致，各字间距随手所如，通篇气脉贯通，形神兼

具，于自然畅达中尽显作者的超逸和儒雅。

具体临习时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注意用笔的中、侧锋转化，体会由此

带来的丰富变化。二是注意结体上“欹斜反正”的特点，长短、大小、俯仰、开

合等变化的展露要自然、适度；反之，或导致字形不稳，或导致字体呆板、无

力。三是行书的章法的总体把握，行书流动性较强，字与字之间的连带关系、呼

应关系、大小变化较多，特别是在反复对比观察和实践的基础上，着重把握“笔

断意连”的用笔意图对于章法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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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兰亭序》笔画技法

1．露锋较多

行书在书写过程

中，由于书写速度相

对较快，起笔与收笔

时露锋出现的机会较

多。露锋起笔，书写

的点画灵动而流畅；

露锋收笔，便于笔画

转折和钩挑。

如“次”字左边

两 点 和 右 上 撇 画 ，

“大”字的撇画与横

画，“托”字的上点

与首横，“坐”字中

的两“人”，起笔处

均用露锋。

第三章 《兰亭序》笔画技法

中国汉字都是由笔画构成的，笔画是汉字的基本单位。行书的基本笔画有

点、横、竖、撇、捺、钩、折、提八种，但在具体应用过程中，由于长短、倾斜

度、弧度以及笔画的重新组合，又派生出许多种笔画类型。在行书书写中，需处

理好每一笔画的起、行、收三个要素，以及笔画之间的启承和呼应关系，做到整

个书写过程连贯、一气呵成。

第一节 行书笔法特征

《兰亭序》作为王羲之传世行书作品的典范，笔法丰富多变，行笔飘逸灵动，

字形俊逸潇洒。其用笔方法既遵从行书的整体规范，又有自身独到的基本特征，

在临摹过程中要细心体会。

次 大

坐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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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转折并用

“转”是用裹锋

提笔环转写出，线条

流畅圆润，行书中应

用较多。“折”是指

转角处先提后顿的用

笔方法，线条方整劲

健，一般在楷书中应

用较多。《兰亭序》

用笔以转为主，转折

并用恰到好处。

如“将”字右边

的横撇，“咏”字右

边的横折钩，都用转

法写；“犹”字左边

的弯钩用折法，右下

边的横折用转法，极

为精彩。

3．减省笔画

在行书中，为了

便于笔画的呼应，以

及上下字的联系，个

别笔画可以省略或

减少。

如“俯”字省去

一撇，“述”字右上

角省去一点，“世”

字 下 面 少 一 横 ，

“流”字省掉上点，

等等。这些字，虽说

省掉一些笔画，但笔

意自适，整体让人易

识易写，恰到好处。

将 犹

俯 述

流世

觞 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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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牵丝相连

行书与楷书最大

的不同在于笔画的连

贯性。行书为了书写

连贯，笔画与笔画之

间自然产生“牵丝”，

即一笔的结束处与另

一笔的开头处之间本

没有笔画，而书写时

顺势出现的细线。

牵丝可以实连，

也 可 以 虚 连 。 如

“长”字竖提与短撇

之间为实连，“是”

字下部笔画之间为虚

连，“其”字下面两

点、“以”字左右点

之间笔断意连。

5．多笔相连

楷书的起承转

合，需要笔笔清楚，

而行书为了书写速度

需要，常常出现多笔

相连，有时一笔可以

代替几笔。

如“迹”字内部

用一笔写成；“之”

字下部只用了一笔；

“临”字本是 18 笔，

现在仅用了3笔。

长 是

迹 之

临列

其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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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笔画替代

在行书中，由于

结体和笔势变化的

需要，经常用一种

简洁的笔画替换另

一种较为复杂的笔画

或部件。

如“契”字用向

下 的 斜 点 代 替 捺 ，

“老”字右边用点代

替短横，“死”字右

边 用 点 代 替 短 撇 ，

“为”字下面用短横

代替四点。

7．提按明显

提和按是书法常

用笔法，它可以产生

出粗细不同的点画线

条，从而有丰富的节

奏变化。行书的书写

速度较快，再加上书

写者个人习惯和感情

作用，往往提按的变

化较为明显，线条粗

细不一，具有强烈的

节奏感。

“然”字上重下

轻 ， 节 奏 鲜 明 ；

“于”字左重右轻，

点画连绵；“足”字

上轻下重，沉稳有

力；“少”字主笔突

出，潇洒飘逸。

老

然 于

少足

死 为

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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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改变笔顺

行书中很多字为

了便于笔画相连或者

提高书写速度，改

变了楷书的笔顺书

写方法。

如“无”字是写

完 三 横 后 再 写 竖 ，

“时”字右半部先写

竖 画 再 写 横 画 ，

“嗟”字右部先写竖

画再写横画，“或”

字先写斜钩后写包围

部分等。

1．长横

起笔略顿，中锋

向右行笔，中间略

细，收笔处略顿，回

锋收笔。

第二节 基本笔画写法

行书的基本笔画与楷书有许多不同之处。楷书的每一笔都可单独存在，笔画

之间没有连笔，每个字是用不同的笔画拼凑而成的。而行书的每一笔画均无法单

独存在，自起笔至收笔，有一条轨迹线贯穿起始。在用笔上多露锋起笔，收笔时

也多出锋或钩挑，笔画之间多牵丝映带。行笔的过程是中锋与侧锋交互变化使用

的过程，书写的速度也远远快于楷书。

无 时

有一

嗟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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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短横

落笔后中锋向右

行笔，行笔逐渐用

力，左轻右重，然后

略顿后回锋收笔。

4．横画带钩

顺锋入笔后向右

行笔，中间略轻，收

笔轻提再顿，折笔向

左下钩出。

3．横画带挑

顺锋起笔，轻顿

后右行，至收笔处稍

顿向左上挑出与竖画

相连。

5．垂露竖

逆锋起笔，略顿

后中锋下行，至收笔

处顿笔回锋。注意竖

的取势及粗细。

于 天

言 不

引仰

怀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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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悬针竖

逆锋起笔，略

顿，调整笔锋，中锋

向下行笔，至收笔处

逐渐提笔，出锋。

8．竖画带钩

逆锋入笔，然后

顿笔下行，收笔处顿

笔折锋，向左上钩

出，与下一笔呼应。

7．竖画带提

落笔略顿向下行

笔，至末端顿笔折

锋，后向右上提出，

与下一笔呼应。

9．平撇

逆锋入笔，折笔

轻顿，向左平势中

锋撇出。多用于字的

顶端。

毕 年

听 畅

欣和

俯 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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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兰亭序》练习指导

10．短撇

逆锋入笔，折笔

轻顿，向左下大概

45 度中锋撇出，宜

短不宜长。

12．撇画带钩

撇画带钩是为了

与下一笔画相联系，

注意笔画的长度与

角度。

11．斜长撇

逆锋入笔，折笔

轻顿，向左下中锋撇

出，注意粗细变化和

倾斜的角度。

13．斜捺

露锋起笔，向右

下行笔，边行边按，

要写得舒展流畅，至

末端出锋或回笔。

竹 形

风 有

又今

不 少

-- 16



第三章 《兰亭序》笔画技法

14．平捺

带势逆锋起笔，

稍顿后右偏下行笔，

至收笔处向右逐渐提

笔捺出。

16．右点

露锋起笔，顿笔

回锋向左下方钩出。

右点带钩，目的是与

下一笔相连。

15．反捺

如写长点状，自

左上往右下落笔，由

轻到重，由细到粗，

然后顿笔回锋。

17．竖点

侧逆锋入笔，然

后略顿后向下稍行，

顿笔向上收回。多用

于字的顶端。

之 迁

亭 之

宙室

大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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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左右点

左点向右上提

出，右点回锋向左下

钩出。两点中间是笔

断意连。

20．相向点

左点左下顿，然

后向右上提笔，右点

右下顿，左下回锋撇

出，呈八字状。

19．上下点

上点略顿向下顺

势写出下点，一般两

点呈上下并列状，有

时相离，有时相接。

21．横折

横末顿笔后向下

行笔，至收笔处回

锋，一般横细竖粗，

注意竖笔的角度变化。

兴 未

尝 惓

目曲

终 于

-- 18



第三章 《兰亭序》笔画技法

22．竖折

顺锋入笔后下

行，略顿后转笔右

行，至收笔处顿笔回

锋。注意横笔的长度。

24．横钩

起笔如同长横，

然后向右行笔，至收

笔处折笔，向左下方

钩出。

23．撇点（折）

分为向右下折和

撇提。注意撇折和提

的角度，收笔处回锋

和出锋的变化。

25．竖钩

逆锋顿笔后下

行，至收笔处回笔，

然后单独向左上钩

出，竖要写直。

世 山

尝 寄

水事

妄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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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斜钩

顺锋入笔，略顿

后向右下方行笔，至

收笔处，顿笔向上

钩出。

28．竖弯钩

逆锋顿笔后向下

直行，转折处圆润流

畅，至收笔处稍停，

回锋向左上钩出。

27．卧钩

露锋入笔，向右

下弧形，渐行渐按，

至收笔处稍驻笔，向

左上方钩出。

29．横折钩

横轻竖重，转折

交代清楚，至收笔处

略顿，然后向左上钩

出，注意竖的角度。

哉 感

也 死

向同

惠 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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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兰亭序》笔画技法

30．横撇弯钩

属复合笔画，有

时横撇与弯钩相连，

有时分两部分完成。

32．提

逆锋起笔，顿笔

向右上提笔出锋，出

锋要果断有力。注意

与其他笔画的关系。

31．横折斜钩

接上笔顺势右上

行笔，至肩部顿笔转

锋向右下弧形运笔，

末端左上方钩出。

33．竖提

先以短竖入笔，

至收笔处略顿，折笔后

自左下向右上方钩出。

随 陈

或 抱

朗怀

气 风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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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人旁

撇与竖或连或

断，撇有时出锋，有

时顿笔回锋，竖或用

垂露竖，或竖画带挑。

2．双人旁

借鉴草书写法，

古时双人旁与三点水

写法类似，写成点带

竖提。

第四章 《兰亭序》偏旁技法

偏旁是构成汉字的基本单位。写好偏旁是写好合体字的前提和基础。汉字的

偏旁很多，这里我们根据偏旁在组字中出现的位置,分左偏旁、右偏旁、字头、字

底和字框五大类分别介绍。

第一节 左偏旁

汉字的偏旁中，以左偏旁最多。左偏旁大多由独体字变形而来，书写时一般

比原字要窄、要收，使所配合的结构单位便于安排。左偏旁一般向右有所呼应，

对整个字形起到“领”的作用。

仰 信

得后

-- 22



第四章 《兰亭序》偏旁技法

3．两点水

两点上下呼应，

上点向下撇出；下点

为点提，向右上提笔

出锋。

5．竖心旁

两点之间或断或

连，竖直中寓曲，为

与右边呼应，有时竖

写成竖提。

4．三点水

第一点为启下

点，第二点与第三点

相连，有时写成竖

提，三点紧密呼应。

6．左耳旁

横 撇弯 钩 较短

小，一笔写成，然后

写垂露竖，注意竖的

粗细和弧度变化。

次 况

悼 悟

随陈

清 湍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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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木字旁

横短竖长，撇与

点一般连笔写成撇

提。注意用笔的轻重

变化。

9．提手旁

先写短横然后写

竖钩，再写提，钩有

时与提相连。

8．禾木旁

第一笔为平撇，

第二笔横要左长右

短，撇与点一般连笔

写成撇提。

10．口字旁

首笔为短竖，然

后写横折提，体型较

小，位置偏上，上宽

下窄，有时写成点状。

林 相

抱 揽

嗟喻

和 稽

-- 24



第四章 《兰亭序》偏旁技法

11．日字旁

首笔较长，横折

较短，点提可相连，

整体为长方形，比

较窄。

13．方字旁

主要指“于”字

的写法，先横后竖，

有时带钩，然后撇出

或写成撇提。

12．歹字旁

横撇连横，翻笔

向上写竖撇，书写时

注意左旁的起笔的轻

重和位置的高低。

14．绞丝旁

两个撇折注意轻

重和角度变化，最后

三点有时用提表示。

时 映

于 于

终丝

列 殊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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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弓字旁

三个横折一笔写

成，比较瘦长，注意

横与竖的倾斜角度，

末笔有时带钩。

17．衣（示）字旁

点向下呼应，横

撇飘逸，竖用垂露，

两点要收。有时写成

点、横折、撇提。

16．矢字旁

前两笔写成撇

折，下横右上带钩写

撇，最后写点。

18．言字旁

首点要居中靠

右 ， 第 一 横 略 长 ，

二、三横如点状，口

部横折变成横折提。

弦 引

初 视

短 知

诸诞

-- 26



第四章 《兰亭序》偏旁技法

19．角字旁

前三笔可连写，

然后写横折钩，再写

中竖，最后两横变点

提向右呼应。

20．申字旁

首笔短竖略向右

下倾斜，横折左包，

两横顺势带竖，竖画

收笔有时左上出钩。

21．其字旁

先写横再写两

竖，然后中间两横连

写，最后三笔连写，

收笔右上出锋。

第二节 右偏旁

右偏旁根据笔顺原则是最后写上的，位于字的右侧。书写时，右偏旁一般左

缩右伸，写得宽博舒展，同时还要注意大小、高低、收放等变化。最后写完时，

相对左边要起到“衬”的作用，使整个字形更加完美。

觞 觞

期斯

畅 畅

--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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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字旁

字形瘦长，承上

笔，顺势写竖撇，向

上带钩与横折钩呼

应，然后写两横。

1．反文旁

撇与横连笔写

成，撇捺连笔写成，

注意最后一笔有时用

反捺，有时用斜捺。

3．又字旁

先写横撇再写

捺，有时一笔写成，

有时捺改成点，或者

用撇点代替。

4．三撇儿

三撇或断如楷

法，分上中下三层，

笔笔独立；或一气呵

成，笔画连绵。

朗 期

取叙

故 放

形 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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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兰亭序》偏旁技法

6．页字旁

字形瘦长，首笔

横画较短，短撇带

竖，横折长而挺拔，

三横与撇连写，最后

写点。

5．见字旁

上面如目部写

法，均匀紧凑，下面

是“儿”，撇细长而

伸展，竖弯钩右展。

7．欠字旁

撇与横钩有时连

写，然后写下部撇

捺，最后一笔一般用

点代替捺。

8．隹字旁

撇竖写成撇折和

竖的连写，省略点画

直接写横、竖，最后

写三横。

类 领

次欣

视 观

虽 虽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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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字头

右点与横画有时

单写，看似分开，但

笔意相连；有时借用

草书写法，写成竖折。

1．山字头

先写中竖，次写

竖折，后写右竖。有

时竖折写成竖提，最

后一笔向左下撇出。

3．宝盖头

上点向左下撇

出，然后先左点，再

写横钩，注意横向宽

度，因字而异。

第三节 字 头

字头居于字的顶端，对其下面要起到“管”的作用，使整个字各部分协调起

来。字头的大小、宽窄、长短，都要在下笔前想好。一般说来，字头要写得扁平

些，给所配合的部件创造适合安排的条件。写下面的部分时，要注意与字头连接

紧密，不要使整个字形过于窄长。

言 亦

室宇

岁 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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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兰亭序》偏旁技法

4．常字头

先写中间短竖，

左右点连写，宝盖横

钩要写长，覆盖住下

面笔画。

6．人字头

撇捺要写开，如

伞状把下面笔画全部

盖住，宜长不宜短，

宜宽不宜窄。

5．草字头

一般是先横再

竖，再写横带撇，有

时用点、撇、横连笔

写成。

7．厶字头

先写撇折，然后

点变撇向左下撇出，

与下部呼应。注意用

笔时的提按变化。

尝 当

今 合

矣矣

万 茂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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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八字底

第一笔为点提，

第二笔为点钩，属左

右点关系，两点距离

要分开，支撑有力。

1．心字底

点与卧钩有时单

写，有时连笔写成，

后两笔写成左右呼应

点，注意字底宽度。

3．木字底

横长而飘逸，竖

画带钩，撇捺变为左

右点，距离适度，连

贯自然。

第四节 字 底

字底居于字的底部，大多由单字变形而来。字底对整个字要起到“托”的作

用，如同器物的底托，或宽或窄，或扁或长，撑住上边所配合的结构单位，书写

时注意字底要与上部连接紧密，不使分离。

其 与

乐集

惠 感

-- 32



第四章 《兰亭序》偏旁技法

4．土字底

书写时改变笔

顺，先写竖再写两横。

作为主笔时一般要写

大，但也有时会写小。

6．四点底

一般连写成三

点，也有时用一横代

替，用笔要连贯、自

然、流畅、潇洒。

5．皿字底

上部布置均匀紧

凑，下横要长，属于

典型的托举型，字形

状不宜过宽。

7．日字底

首笔为竖，然后

写横折，最后写两

横，形状不可写得扁

宽，应该略瘦长。

坐 至

无 然

昔暮

盛 尽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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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门（同）字框

横折钩折笔后直

下用笔，至收笔处向

左上钩出。注意把竖

写直，不可倾斜。

1．走之底

首笔单写，第二

三笔相连，平捺一定

要写长，注意收笔处

出锋还是回笔。

3．国字框

整体偏长，横折

的竖笔一定要垂直，

不可向左倾斜，注意

四角连断关系。

第五节 字 框

字框分两面包围、三面包围、四面包围三种。书写时，字框对所配合的结构

单位要搭配紧密，真正起到“包”的作用。左下包一般字框左缩下展，上包下和

全包围一般字框左右对称。

间 同

因固

游 述

-- 34



第五章 《兰亭序》结构技法

1．正方形

该类字的边缘笔

画多为横或竖画，致

使字的外形大致呈方

形，但要注意各部分

间的相互关系，布白

要均匀。

2．扁方形

该类字横向取

势，书写时横向拉

长，纵画变短，压缩

横向笔画的间距，使

字形呈扁方形。

第五章 《兰亭序》结构技法

汉字的结构可分为独体字和合体字两大类。独体字一般由笔画直接组成，相

对较为简单；合体字则是由偏旁与部件等共同组成，笔画较多，相对较为复杂。

行书的结构变化应突出一个“变”字，严谨中见疏放，平整中含险峻，大小轻重

适当，长短纵横合理，疏密黑白相间，左右欹正相呼应。

第一节 独体字结构

独体字结构一般笔画较少，其主要笔画在上下伸缩和左右侧摆中的变化，将

直接影响字的整体构型。因此，从字的外形和主笔入手，来分析和掌握独体字的

结构，更能抓住主要矛盾。

内

水之

世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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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长方形

该类字一般横向

笔画较多，书写时横

向笔画较短，竖向笔

画拉长，使字外形呈

长方形，注意横向笔

画的间距要均匀。

5．梯形

该类字一般上部

有横，下部为横或撇

捺。上部书写时宜收

缩，下部书写时宜

伸展放开，保持字形

平稳。

4．三角形

该类字下部一般

有长横或左右伸展的

撇捺，而上部多呈尖

状，使之外形呈三角

形，该类字一般横向

取势居多。

6．圆形

该类字中间一般

有长横、长竖或伸展

的撇捺，上下笔画较

短，字的外形轮廓大

致呈圆形。书写时，

整体宜写得饱满、

匀称。

目

又

永

山 人

死

事

右

--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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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横为主笔

该类字重在突出

横画，书写时横画

不但要写得长，而且

还需平稳，以增加

整个字形的稳定、平

衡感。

9．撇捺为主笔

该类字书写时撇

捺向左右两侧舒展，

而其他较短宜收，使

字形均衡平稳。撇宜

流畅自然，捺宜饱满

挺健。

8．竖为主笔

该类字的竖画一

般在字的中心线上，

书写时横画收缩变

短，竖画加重拉长，

且垂直挺拔，起着支

撑、平衡的作用。

10．钩为主笔

该类字书写时一

般突出钩笔，全字的

神采尽在这一钩之

中，做主笔的钩有多

种，均要写得饱满有

力，动态十足。

可 言

事也

年 毕

夫 天

-- 37



王羲之《兰亭序》练习指导

2．相随结构

这类字左右两部

分结构相同，书写时

形态应求变化，一般

是左边较小右边略

大，左边收缩右边

伸展。

1．左右相等

这类字的左右两

部分所占比例大致相

等。但要注意左右

两部分轻重、收放

的变化，穿插避让

合理。

3．左窄右宽

这类字左边一般

为偏旁，左收右放，

左紧右松，左边占

字的三分之一，不宜

太宽。

第二节 左右结构

左右结构的字由左右两部分组成。结字时，首先要将两部分所占比例处理得

体，在此基础上，一般本着左紧右松的原则来布置，同时还要注意左右两部分的

主次、长短、高低等变化，做到穿插避让，浑然一体。

竹 林

湍映

短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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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左宽右窄

这类字一般左边

笔画较多，为主体，

书写时左边宜写得端

正，右边为辅，向左

呼应配合。

6．左大右小

这类字左边形态

较大，为主，右边形

态较小，为辅。书写

时左边宜舒展、端

正，右边宜收、略

重且靠下安排，以

求平衡。

5．左小右大

这类字左边形态

较小，为辅，右边形

态较大，为主。书写

时左边短小的部分

宜靠上安排，还要

注意左右部分用笔的

轻重。

7．左右相向

这类字左右两部

分笔画相向，书写时

注意左右两部分中间

笔画宜参差错落、避

让穿插有序，不可冲

撞、交叉。

形 彭

和 取

诸叙

嗟 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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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左右相背

这类字左右两部

分笔画向相反的方向

伸展，书写时注意处

理好左右两部分的距

离、呼应关系，做到

背而不离。

1．左中右相等

这类字左中右三

部分大致相等，书写

时应各占其位，还要

注意三部分之间高低

错落、穿插避让、呼

应连带。

2．左中右不等

这类字左中右三

部分变化较大，书写

时注意其组成部分之

间的宽窄、收放、长

短、间距、呼应、轻

重等变化。

第三节 左中右结构

左中右结构由左、中、右三部分组成。结字时需注意三点：一是各部分宽窄

要得体，二是各部分高低要错落，三是各部分要向中心攒聚。左中右结构的字容

易写得宽而肥大，书写时要注意左中右三部分之间要收紧，互相穿插避让合理，

使之结字紧凑，不松散。

引 作

仰 慨

修 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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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小下大

这类字的下半部

分多为伸展的撇捺，

而上半部分形态较

小，形成上小下大之

势，书写时上部宜小

而收，下部宜展而放。

1．上下相等

这类字上下两部

分所占的比例大致相

等，书写时要注意上

下两部分的宽窄、轻

重、 倾 斜 度 变 化 ，

上下中心对正，字

形平稳。

3．上大下小

这类字一般上半

部分形态较大，所占

比例也较大，而下半

部分则笔画较少，所

占比例也较小，注意

两部分的宽窄变化。

第四节 上下结构

上下结构由上下两部分重叠组成。书写时注意三点：一是上下两部分所占比

例要合理，二是上下重心要对正，三是上下两部分有宽有窄要自然。在此前提

下，一般本着上紧下松的原则来布置，上下穿插避让，连接紧凑，呼应连带合

理，避免字形过长。

矣 足

异乐

契 妄

-- 41



王羲之《兰亭序》练习指导

4．上宽下窄

这类字亦称“天

覆”，一般上边的部

分宽而覆下，下边的

部分窄而靠上。上边

宜写得宽大，下边部

分宜收而小。

5．上窄下宽

这类字亦称“地

载”，一般上部分较

窄，下部分宜写得宽

而舒展，以平稳承托

上部，注意两部分所

占比例。

1．上宽中下窄

这类字上部宜宽

大，向左右伸展以覆

下，中间和下部没有

左右伸展的笔画，宜

窄小而收缩。

第五节 上中下结构

上中下结构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书写时要注意四点：一是各部分比例

关系要合理，有大有小，收放自然；二是适当压缩横向笔画之间的距离，避免字

形过于狭长；三是这类字一般各部分宽窄不一，错落有致，生动自然；四是根据

字势的需要调整好上中下三部分的重心。

宙 春

当会

集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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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宽上下窄

这类字上下两部

分没有伸展的笔画，

书写时中间部分较

宽，标志字的宽度。

3．上中宽下窄

这类字中上部有

舒展的笔画，书写时

中上部分宽而舒展，

所占比例较大，下半

部分竖笔较长或较

重，支撑有力，使字

形较稳。

1．左上包右下

部首在左上方，

书写时宜写得宽而

展，被包围部分适当

向右下偏移，可以伸

展或略为夸大。注意

里外用笔的粗细对

比。

第六节 包围结构

包围结构由内外两部分组成，包括全包围结构和半包围结构。半包围结构又

包括左上包右下、右上包左下等多种形式。书写时需处理好包围部分与被包围部

分的位置关系，包括外框的大小、形状和内部的大小、位置，整体书写要有伸有

缩，有避有让，包容相称，和谐统一，切忌各自为政。

管 崇

虚痛

带 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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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右上包左下

部首在右上方，

书写时要突出向右

下 方 伸 展 的笔画；

被包围部分适当向左

下偏移，但向右上呼

应，以求字形对称、

平稳。

4．上包下

部首在上方，书

写时注意包围部分左

右相对，右边略强；

被包围部分大小适

中，居中靠上安排，

不可伸出外框。

3．左下包右上

部首在左下方，

书写时要突出平捺，

被包围部分靠紧，形

状要略小或狭长，宽

度不可超出平捺，字

整体内紧外松。

5．全包围

外框较为方正，

书写时外框较重，被

包围部分大小合适，

基本居中，整体笔画

排列均匀，端正平

稳，包和被包协调统

一。

或 气

风 同

固因

迁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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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今”字异构

前者撇捺用笔较

重，末笔为竖；后者

则撇捺细长，右点变

成短横，末笔呈竖钩

状。前者字形较方，

后者字形较扁。

3．“世”字异构

前者用笔略重，

竖画分布均匀，竖折

一笔完成；后者用笔

除长横外均略轻，三

个竖画疏密有别，竖

折分两笔完成。

第七节 同字异构

行书重在变化，字的形态各异，才会更加丰富多彩。相同的字，要呈现不同

的形态，这在《兰亭序》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同字异构可以表现在轻重、疏密、

斜正等多个方面。但必须遵循两个原则：一是“美”的原则，即不是为变化而变

化，变化的每一笔都要符合美的规律；二是“和”的原则，是指无论个体多么具

有个性，但必须保持共性，既要变化丰富，更要统一和谐。

2．“亦”字异构

二者书写笔法虽

较为相近，但用笔力

度不同，前者轻快灵

动，整个字一笔完

成，后者用笔凝重稳

健，分两笔完成。

亦 亦

世世

今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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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之”字异构（一）

在《兰亭序》中

“ 之 ” 字 的 写 法 最

多，出现频率也较

多。全文共有 21 个

“之”字，写法有的

如楷，有的是行，有

的又状如草书。分三

种情况介绍，以研究

其内在规律。第一类

“之”字的外形结构

和用笔方法均与楷法

相同或相近，书写时

宜端正平稳，但注意

粗细与大小。

5．“之”字异构（二）

这一类“之”字

的外形结构和用笔方

法属于标准行书类

型，点、横撇、捺之

间呼应连带自然，捺

一般写作反捺。注意

与上下字的衔接关

系，用笔轻重变化丰

富。此四个“之”字，

反捺均写得厚重，前

两个回锋收笔，后两

个出锋收笔。

之 之

之 之

之之

之 之

-- 46



第五章 《兰亭序》结构技法

6．“之”字异构（三）

这一类“之”字

书写时速度较快，笔

法与外形均与草法相

同或相近，与上下字

连贯性较强。此四个

“之”字，均用笔轻

快流畅，撇与反捺连

接处不断笔，以圆笔

为主，夹角较大，笔

画轻重变化不大，形

态宜小不宜大，结构

宜长不宜扁。

7．“人”字异构

第一个“人”字

接近楷法，写得沉着

稳健；第二、三个

“ 人 ” 字 为 行 楷 写

法，撇画出锋，捺画

回锋收笔；第四个

“ 人 ” 字 为 行 书 写

法，捺为反捺，如柳

叶顺势出锋。注意四

个“人”字，均是撇

短捺长，前两个字捺

的起笔在撇的偏上部

位，后两个字捺的起

笔在撇的偏下部位。

之 之

人 人

人人

之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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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不”字异构

前两个“不”字

接近楷法，笔画粗细

变化不大，笔画之间

呼应不太明显，厚重

平稳；后两个“不”

字为行书写法，用笔

轻灵飘逸，笔法灵

活，笔画首尾呼应连

带明显，长撇轻盈顺

势出锋或回锋与下笔

相连，长点或顺势出

锋或向左下带钩。

9．“以”字异构

第一个“以”字

用楷法，写得轻巧灵

动；第二个“以”字

为行楷写法，右部撇

与捺连写；第三、四

个“以”字为行书写

法，左部变为两点相

连与右部呼应，右部

撇与点写成竖折。四

个“以”字，均是左

低右高，左小右大，

横向取势，左右两部

分距离较大。

不 不

以 以

以以

不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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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为”字异构

前者用笔圆笔较

多，笔画轻灵飘逸，

字形修长；后者方笔

多，用笔略重，醒

目突出，字形横向

取势。

12．“兴”字异构

前者字势左低右

髙，略向左斜；后者

平稳，字势略向右

斜，用笔路线相近。

但两个字最后两点大

小、轻重、收笔不同。

11．“有”字异构

前者撇末回锋收

笔，横短撇长，字形

整体向左倾斜；后者

横与撇均接近楷法，

横长撇短，字形端正

平稳。

13．“和”字异构

第一个位于篇

首，笔画较重，字形

厚实，用笔沉稳；第

二个笔画较细，笔法

轻 灵 ， 注 意 右 部

“口”的写法不同。

为 为

兴 兴

和和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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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清”字异构

前者三点水后两

点写作竖提，整字用

笔凝重；后者三点水

后两点相连，整字用

笔较轻，末两横写法

也有所不同。

16．“修”字异构

前者用笔轻灵，

字形较长，纵向取

势；后者用笔略重，

字形扁方，中宫宽

博，横向取势。

15．“所”字异构

此二字的书写笔

法较为相近，前者用

笔相对沉着，长横较

为凝重；后者因受

行末空间影响，较

为小巧秀气，与上部

呼应。

17．“怀”字异构

前者右部用笔轻

快，露锋较多；后者

右部用笔厚重沉稳，

方笔较多。两个竖心

旁的竖画前者向右带

挑，后者回锋收笔。

清 清

修 修

怀怀

所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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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知”字异构

二者字形相似，

前者用笔稍沉着 ，

“口”部用楷法，笔

笔清晰；后者则较

轻灵生动，“口”部

末笔向下个字带钩

呼应。

20.“殊”字异构

前者左旁较长，

向左下伸展，左低右

高，左放右收，突出

左部；后者左小右

大，突出右部，字形

平稳端正。

19．“流”字异构

前者用笔轻快，

字形较小；后者较为

凝重，字形较展。前

者左右部分相离，笔

断意连；后者左右笔

画相连，气脉相通。

21．“列”字异构

前者用笔沉着稳

健，左重右轻，左长

右短，左主右辅；后

者整体用笔轻快流

畅，左短右长，末笔

竖钩变为悬针竖，挺

拔舒展。

知 知

殊 殊

列列

流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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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至”字异构

前者字势略左倾

斜，用笔略重，头重

脚轻；后者字势略向

右倾斜，上展下收，

两个字均字形窄长，

纵向取势。

24．“事”字异构

前者用行书笔

法 ， 连 绵 自 如 ，

“口”部以短横代

替；后者则接近楷

法，笔笔精到，竖钩

收笔处钩法也不同。

23．“感”字异构

前字竖撇与横相

连，斜钩较短，整体

上扬；后者竖撇与横

不连，斜钩较长，整

体下沉，挺拔有力。

第八节 行书结构规律

楷书的结构规律，行书同样可以适用，但行书又有自己独特的构字规律，其

要领就是一个“变”字。从一般的审美规范出发，我们把行书结构归纳为欹侧变

化、疏密变化等六大规律，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这六大规律，对于进一步认识行

书结字特点，增强自身的结字能力，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至 至

事 事

感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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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欹侧变化

重心平稳是汉字

结体中具有普遍意义

的一条规律，行书也

不例外。但是，行书

结体的平稳，不像楷

书那样“四平八稳”，

多是在点画欹侧和

字形变化的基础上

求得平稳，既要把点

画安排得俊巧，又要

做到形态自然，不失

重心。

2．疏密变化

行书的布白不能

满足于均匀，在均匀

的基础上，往往还讲

究疏密变化。疏和密

是相对的，没有疏也

不成密。点画写得紧

密，容易表现严紧、

厚重；点画布置疏

朗，便于显示开阔、

舒畅。所以要注意恰

如其分地使用疏密，

使它们互相衬托，相

映成趣。

况

情 悼

虽 揽

时 集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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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俯仰变化

上下堆积的字要

想写得生动传神，在

保持重心平稳的前提

下，追求的是上下要

有俯仰之势。俯是向

下的意思，仰是向上

的含义，俯仰也就是

要求上下要有互相呼

应之势。采用俯仰变

化，打破平庸、机械

的格局，使字的结构

更加紧凑、生动。

4．迎让变化

行书结体中，迎

让变化表现得更为突

出，它表现为笔画之

间的迎与让和各个组

成部分之间的迎与

让。一般字的主要部

分占的空间要大些，

主笔写得要夸张一

些；与之相配合的次

要部分或次要笔画就

要相应地收缩，以显

出对主要部分或主要

笔画迎让的姿态。

亭 会

稽 湍

管 带

清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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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向背变化

相向是指一个字

左边与右边的笔画向

中间环抱，这种方法

在行书中是非常普遍

的，如“娱”“骸”

两字。相背是指一个

字左边与右边的笔画

向两边伸展，书写这

类字的关键是依靠笔

势的牵连作用，使相

背的两部分产生呼

应，背而不离，如

“化”“外”二字。

6．参差变化

作为艺术，书法

最忌讳的就是雷同与

刻板。因此在行书练

习和创作中，遇到相

同或相近的笔画或部

首时，应呈现出参差

错落的变化或不同的

姿态。而要做到这一

点，必须经过长期不

间断的临帖练习，从

而逐步掌握行书的变

化规律与协调方法。

娱 骸

其 事

竹

化 外

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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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兰亭序》章法训练

第一节 书法章法概述

中国书法的构成有三大要素，即笔法、结构、章法。笔法美、结构美是局部

美，而章法美是整体美。一幅成功的书法作品，不仅要求笔法精到、结构优美，

还要求章法得体、通篇协调。艺术大师罗丹曾经说过：“一件真正完美的艺术

品，没有任何一部分是比整体更加重要的。”可见，章法在书法创作中的地位是

极为重要的。

书法章法是指对书法作品整体布局的处理方法。通俗地讲，就是整篇字的写

法。书法章法有三大要素，即正文、落款和印章，三者缺一不可，否则章法就不完

整。章法的基本要求就是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疏密得体、揖让有致、顾盼生姿，将

通篇的气韵和节奏展现出来，给人以美的享受。在具体的章法安排过程中，涉及的

内容相当广泛，如内容选定、排列方式，以及作品幅式、落款、盖章等。

一、内容选择

书写内容虽然不是决定作品艺术价值高低的重要因素，但也是书法作品的重

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创作前必须有所准备，书写内容选择得当，能给作品增加

一层意趣，同时也能表现出创作者的思想感情和修养水平。具体到书法家创作

时，在内容选择上一般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指定内容，应邀受托书写，一般内

容也是指定的；二是自选内容，要注意完整性，不要断章取义；三是自作内容，

即书写者因景生情，因情作文，然后借助书法这种艺术形式表达出来。

二、幅式确定

书法幅式，即书法作品的章法格式。在中国书法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

多别具特色的章法格式，现在虽然有些形式已经失去了它产生时期的外部条件，

但是这种形制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特殊的审美规范和艺术效果，仍然被书法创作

者使用，成为传承传统书法文化不可或缺的因素。这些经典幅式有中堂、条幅、

斗方、条屏、对联、横幅、长卷、扇面等，我们在进行书法创作时可根据具体情

况来选用。

三、排列方式

传统的书法排列方式主要采取竖式，横式排列只限于题写匾额或斋名等。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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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排列的书写顺序是从上向下、从右向左，具体有以下三种：

1．横成行竖成列。这是楷书、隶书、篆书等规矩字体常用的一种创作排列

方式。这种排列方式字距与行距匀整，横有行，竖有列，井井有条，整齐大方。

2．纵有行横无列。这是行书、草书创作时常常使用的一种排列方式。这种排

列方式字距较近，行距较远，甚至行与行之间可用竖线分割。书写时，字的大小

纯任自然，也不必考虑左右是否相对，追求的是参差错落、姿态活泼的艺术效果。

3．纵无行横无列。这种排列方式一般只出现在极为率意的行草作品中，创作情

绪所致，不受行列限制，字形极力夸张，上下左右任意驰骋，错落有致，浑然天成。

四、落款方法

落款是正文以外的文字说明，一般包括正文出处、创作时间、地点和作者署

名等。但并不是所有作品都需署上某年某月某地某人书的套话，而是根据作品布

白的需要，该长则长，该短则短。落款也是对作者创作水平和艺术修养的一种检

验，落款处理得好，不仅能起到补空填白的作用，还能让人从中得到与正文相关

的知识与见识，因而也是作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款文的分类。款文分上款和下款两类，上下款都落的称“双款”，只落下

款的叫“单款”。落款文字多的称“富款”，只署姓名的为“穷款”。上款一般写

索书者的名字、称呼和谦词，称呼和谦词使用要得体，赠与长辈、平辈、晚辈须

各有不同。下款主要写书写时间、地点以及书写者的姓名等。

2．款文的大小与书体。一般说来，款字的字径应适当小于正文的字径，以

求宾主相安。落款的书体一般应比正文字体活泼、生动，而不应比正文字体还古

拙。一般来讲，篆书、隶书、楷书落款的字体一般为楷书、行楷或行书，以求与

正文形成动静对比、丰富全幅的效果。行书、草书落款的字体一般为行书或行草

书，与正文风格相一致，避免过于呆板。

五、钤章要求

印章也是章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印章起源较早，秦汉时期就已经广泛使用，

其刻法一般为阴刻和阳刻，即形成所谓的白文印和朱文印。印章虽然较小，但其

色彩红艳，十分醒目，让人赏心悦目，给人以特有的美感。印章运用得当，在一

幅书法作品中往往起到活跃章法、协调平衡的作用。因此，历代书法家都十分注

重印章的使用。书法作品用章，根据其作用分姓名章和闲章两种。

1．姓名章。姓名章主要刻写姓名，有的刻姓氏，有的刻名号、斋号。姓名

章一般盖在款文下边，以相当于或略小于款字大小为宜。同一作品如钤两方姓名

章，最好大小一致，一朱一白，两章之间距离为一个印章的空位。

2．闲章。闲章分为引首章和腰章两种，形制多为长方、圆形、椭圆或不规

则形，刻写内容为名言、警句、成语或地名、年代等。引首章盖在第一行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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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主要用于字画右上部的空旷或点题。腰章一般盖在作品的中间位置，主要用

于填补空白、活跃章法，或起到调整平衡的作用。

第二节 《兰亭序》集字训练

一、斗方集字训练

方形或接近方形的书法幅式称为斗方。斗方源于古时文人雅士的尺牍和手稿，

尺幅较小，或方形或长方或扁方。古时的斗方作品多为实用，利于携带和把玩，一

般不适用于展览。随着时代的发展，物质生活的改善和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大

量的书画斗方作品在大型展

览中出现，并从展厅走向家

居或厅堂。斗方作品因其幅

式的特点非常适宜普通家居

环境，吸引了许多书法家在

斗方创作方面大胆创新。

此幅斗方作品(图 6-1)

为《兰亭序》集字，通篇布

置为 5 行，纵有行，横无

列，字的大小、轻重、宽

窄，以及字距和行距的处

理，完全取法原帖。最后两

行小字落款，为了使整体章

法显得灵动，两行落款左低

右高，左边款下盖章，整体

十分和谐。

二、扇面集字训练

扇面书法作为欣赏和收藏之用，有其独到的艺术特色，给人以美的享受。扇

面有折扇和团扇两种，而以折扇最为常见。折扇相传是宋代由日本传入我国，到

明代时被广泛使用。由于折扇上宽下窄，又有折线自然成行，因此书写难度较

大，但若布置得体，却十分优美。团扇的制作与使用比折扇早，现存团扇书法最

早应为宋徽宗的《掠水燕子诗》。扇面形制有很强的审美价值，明清时期留下了

大量的扇面书法作品。

图6-1 斗方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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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面创作，在字数的安排上，只求章法的匀称，不受诗词句式的约束。如果

正文字数较少，可采用短行相等法，即只把字写在上方，两字一行，或者一字一

行，从右至左，依次安排；如果字数较多，通常采用长短行相隔的方法排列。团

扇为圆形或椭圆形，书写时依形构图，以求充实饱满，也可圆中取方，以求变化。

此幅扇面作品（图6-2），集“惠风和畅”四字。章法安排上，沿扇面的弧

形顺势展开。字形大小、轻重、欹侧，富于变化。“惠”字较轻，“风”字较重，

“和”字横向取势，“畅”字纵向取势，通篇疏朗有致，风神洒落。落款为穷款，

款下盖章一方，与引首章相映成趣。

图6-2 扇面集字

三、横幅集字训练

横幅与条幅恰恰相反，整张宣纸纵向对裁，竖用为条幅，横用为横幅。横幅

组成形式呈横向，横长纵短，横向取势。横幅的书写内容广泛，字数可多可少，

多者可以几十字、数百字、上千字，少者可以四字、三字、两字。不论字数多

少，布局上应该考虑横式要求，根据字数多少、大小的不同，行与行之间，字与

字之间，要做到神情洋溢，气势通畅。

此幅横幅作品（图6-3），内容为“天朗气清”。章法布局从右向左“一”字

图6-3 横幅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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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开。为了避免因字数少而造成的作品单调，四个字在宽窄、疏密、轻重等方面

进行调整，整体张弛有度，收放自如。落款为穷款，简洁明了，款下盖章。

四、对联集字训练

对联又称楹联。对联的基本

要求是，上下联字数相等，平仄

相对，相同字不重复出现。对联

的字数有多有少，常见的是五

言、七言，有少至三言的，也有

多至十几言、几十言甚至百言

的。对联章法对书写内容规定极

为严格，只能是对联的作品，才

能采取对联的幅式。

对联创作分上下两联布置，

上联写在右边，下联写在左边。

十言以上可分行书写，少则两

行，多则数行，上联自右向左，

下联自左向右，俗称“门对”。

字数很少的三言、五言对联，可

将款题于正文下部，分二、三行

书写，这种章法称为“琴对”。

此副对联作品（图 6-4），

正文内容为《兰亭序》集字：

“文生于情有春气，兴之所至无

古人。”笔画较少的字，如

“文”“人”，写得舒展大方，与

笔画繁多的字相互搭配，疏密

得宜，恰到好处。上下字距离

较远，但笔意有承接，上下联

有呼应，首尾相映，贯通一

气。落款上款可为正文出处，

下款可为书写时间和姓名，上

款位置偏高，下款位置偏低，

款下盖章两方。 图6-4 对联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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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兰亭序》模拟创作

一、中堂风格模拟创作

中堂一般指挂在厅堂墙壁正

中的大幅书画作品，作品两侧还

常常配有对联。中堂的正式出

现，应在元明期间，其幅式长与

宽比例大致为二比一，往往是使

用整张宣纸，三尺、四尺或五

尺、六尺不等。中堂作品的特点

是形制较大，可以写较多文字内

容，形式庄重，气势宏伟，观赏

性强。因此，各种书法展览中，

常常以中堂作品居多。另外，借

鉴中堂幅式的特点，近年出现幅

式比例接近中堂的小幅作品，我

们权且称之为小中堂。小中堂书

写一些少字数作品，悬于居室或

案头，雅致而新颖。

此幅中堂（图6-5），内容为

杜甫《江南逢李龟年》。由于作品

的字数多，幅式大，为创作带来

许多难度，如果处理不佳，便会

松散无神，流于恶浊。创作之

前，首先要根据书写内容的字

数，确定书写的行数，并适当留

出落款的位置。此作正文布置成3

行，每行9～10字，字距较近，行

距较远，另起一行落款，注明内

容出处、创作时间及作者，款下

钤印，整体和谐自然，章法完整。 图6-5 中堂创作 张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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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条幅风格模拟创作

条幅又称立轴，原指挂在房山墙上的书

画作品，因山墙较高，所以其幅式一般窄而

长。条幅长与宽的比例大致是四比一，一般

将宣纸长向对折使用，有三尺对折、四尺对

折、六尺对折等，具体可视书写的内容、用

途及构思来确定其长度。条幅出现于宋元

之际，至明代大型条幅已成为书法家主要

创作格式。

条幅创作，主要取纵势，不论是多字数

还是少字数，都要力求做到纵向上的气势贯

通。具体创作时，不管是多字数的，还是少

字数的，从首字的推敲，到尾字的收笔，都

要精心构思。多行创作既要注意上下字之间

的联系，又要照顾到行与行之间的相互穿插

映带及节奏变化。

此幅条幅作品(图6-6)，书写古诗二首。

用笔结字取法二王，笔法精到，结字工稳，

从容不迫。因为字数较多，整体布局难度较

大。此作正文最后一句，改为小字，以落款

形式补出。落款形成小字两行，高低错落，

款下盖章。

三、条屏风格模拟创作

条屏由多个条幅组成，个数一般为偶

数，如四条屏、六条屏、八条屏等等。条屏

的书写内容，多选取字数较多的诗词、歌赋

等，通过多个条幅共同连缀成篇。条屏也可

以是每屏内容独立，但几个条幅之间必须保

证意义相近或相关，并不是随便把几个条幅

挂在一起就是条屏。条屏作品一般采取风格

相近的同一种书体来创作，统一安排行列与

落款。但内容相对独立的条屏作品也可以独

立成篇，采用真、草、隶、篆各种书体，如 图6-6 条幅创作 张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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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绘画中的梅、兰、竹、菊四条屏一样。

条屏章法创作，首先需要根据书写内容的多少，确定创作几屏，每屏书写几

行。一般来说，每屏书写三行、四行居多，也有书写一行、两行或五行、六行

的。条屏创作，其关键是做到前后格式的统一和气势的贯通。

此幅条屏作品（图6-7），内容节选自《兰亭序》，共书4屏，每屏3行，每行

15～20字不等。作品用笔、结字完全取法原帖，但又融进了作者的理解和情性，

较原帖相比，字形的大小、收放，用笔的粗细、浓淡，更加得到强化和夸张，其

字势、疏密、气韵以及字与字间、行与行间、屏与屏间的照应等，都做到了整体

关照，表现了作者对原帖的熟练掌握程度。最后一屏留出半行用于落款，款字比

正文略小，注明正文出处、创作时间和作者姓名，款下盖印章一方。

图6-7 条屏创作 禹中秋

四、册页风格模拟创作

册页尺幅较小，或方形，或长方，或扁方，分单片册页、单片套装、连续

折叠等数种。单片册页演变为后来的小斗方或镜心。单片套装更适合于出版。

连续折叠册页是受后来装裱技术影响产生的一种格式。册页根据实际情况，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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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先装裱后书写，也可以先书写后装裱。册页作品便于携带和把玩，一般不适用

于展览。

创作册页作品时，内容要雅致，字形不要过大。如果是先书写后装裱，一般

先根据内容设计纸面大小和行列关系，尺幅不要过大，形式或正方或长方。每页

少则两三行，多则五六行，篇章布局应强调上下左右的大小、开合、呼应、节奏

以及长短变化等。稍大的册页创作，要注意正文与落款的主次关系，款字一般小

于正文，可写在正文末行的下方，也可在正文后面另占一行或两行，与正文互为

参差，生动自然。

此幅册页（图6-8），书《兰亭序》集联数则，通篇用笔、结体均有意追摹

原帖，力求形神兼备，章法纵有行，横无列，行距大于字距，气息顺畅、清朗。

落款用楷书，庄重自然，点明创作时间、地点及作者，款下盖章两方，间距较

大，否则容易导致款文整体落入呆板。

图6-8 册页创作 杨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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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清
流
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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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文
︓
湍
︐
映
带
左
右
︐
引
以
为
流
觞
曲
水
︐
列
坐
其
次
︒
虽
无
丝
竹
管
弦
之
盛
︐

一
觞
一
咏
︐
亦
足
以
畅
叙
幽
情
︒
是
日
也
︐
天
朗
气
清
︐
惠
风
和
畅
。
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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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文
︓
观
宇
宙
之
大
︐
俯
察
品
类
之
盛
︐
所
以
游
目
骋
怀
︐
足
以
极
视
听
之
娱
︐
信

可
乐
也
︒
夫
人
之
相
与
︐
俯
仰
一
世
。
或
取
诸
怀
抱
︐
悟
言
一
室
之
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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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文
︓
或
因
寄
所
托
︐
放
浪
形
骸
之
外
︒
虽
趣
舍
万
殊
︐
静
躁
不
同
︐
当
其
欣
于

所
遇
︐
暂
得
于
己
︐
快
然
自
足
︐
不
知
老
之
将
至
；
及
其
所
之
既
倦
︐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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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文
︓
随
事
迁
︐
感
慨
系
之
矣
︒
向
之
所
欣
︐
俯
仰
之
间
︐
已(

以
︶
为
陈
迹
︐
犹

不
能
不
以
之
兴
怀
，
况
修
短
随
化
︐
终
期
于
尽
！
古
人
云
︓
﹃
死
生
亦
大
矣
﹄
，
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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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文
︓
不
痛
哉
︕
每
览
︵
揽
︶
昔
人
兴
感
之
由
︐
若
合
一
契
︐
未
尝
不
临
文
嗟
悼

︐
不
能
喻
之
于
怀
︒
固
知
一
死
生
为
虚
诞
︐
齐
彭
殇
为
妄
作
︒
后
之
视
今
︐

-- 70



附录一 冯承素摹本《兰亭序》

释
文
︓
亦
犹
︵
由
︶
今
之
视
昔
，
悲
夫
︕
故
列
叙
时
人
︐
录
其
所
述
︐
虽
世
殊
事
异
︐

所
以
兴
怀
︐
其
致
一
也
︒
后
之
览
︵
揽
︶
者
︐
亦
将
有
感
于
斯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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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
遂
良
临
摹
︽
兰
亭
序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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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
遂
良
临
摹
︽
兰
亭
序
︾︵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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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
遂
良
临
摹
︽
兰
亭
序
︾︵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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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
遂
良
临
摹
︽
兰
亭
序
︾︵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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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
遂
良
临
摹
︽
兰
亭
序
︾︵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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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
遂
良
临
摹
︽
兰
亭
序
︾︵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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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
遂
良
临
摹
︽
兰
亭
序
︾︵
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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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武
兰
亭
拓
本
︵
一
︶

附录三 定武兰亭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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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武
兰
亭
拓
本
︵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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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武
兰
亭
拓
本
︵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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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武
兰
亭
拓
本
︵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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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武
兰
亭
拓
本
︵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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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武
兰
亭
拓
本
︵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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