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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朗月行（节选）

               唐·李 白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

【主题】  此诗以浪漫手法，借助神

奇的想象，描写了童年诗人对月亮的幼稚、

美好的认识及儿童特有的好奇心理，表现

了天真可爱的童趣。

【创作提示】 此作为三尺横幅，用大三尺宣纸竖对开（34 厘米

×100 厘米）书写。正文七行，每行只有二三字。因为每行字数少，

行气易松散，故要特别注意字与字之间的连接及行与行之间的联系。

如首行三字字形偏扁，彼此之间靠笔势呼应来连通。其余各行的字

主要以大小、纵横的节奏变化来连接，如第四行三个字是“大—小—

大”，第六行三个字是“小—大—小”。各行之间的联系主要通过

布局时黑白、疏密的处理而产生的虚实关系来实现。此外，穿插和

照应也是强化行间联系的有效方式，如“识（识）、又、台（台）、

在”等字的放笔指向邻行的空虚处，使行间关系更为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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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

          唐·虞世南

垂 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主题】  此诗描写了蝉“居

高致远”的特征，热情赞美了像

蝉那样立身高洁、品德高尚、声

名远播的君子。

【创作提示】  此作为三尺

条幅，用大三尺宣纸竖对开而成

（100 厘米 ×34 厘米）。章法

采用常见的竖有行、横无列的形

式，正文布局采用“实三虚一”

的格式，左下角留空。条幅要注

意纵向行气的贯通，上下字之间

要有呼应，如此作的“垂、（緌）、

饮（饮）、清”四字。其次，还

可以通过浓淡相间的墨法以及笔

画轻重、字形大小的连接来达到

行气的畅通。行与行之间也可以

通过首末字的呼应连接、大小连

接来贯通，使通篇气息流畅，和

谐统一。此作由于剩余空间很小，

宜在左下角落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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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句二首（其二）                     

                唐·杜 甫

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

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

【创作提示】 此作为二尺斗方，用四尺宣纸横对开而成（68 厘

米 ×68 厘米）。正文以“实三虚一”的格式排列，第四行留空，以

放纵“年”字，形成一泻千里之势。行数多的作品，每行的首字须

大致齐平；每行长短可根据

实际情况决定；末字可高低

错落，不必齐平。创作时，

一些笔画少、字形小的字不

必刻意拉大，可通过浓墨重

笔的处理加强分量，以达到

视觉均衡。另外，书法作品

讲求“首字管领”“首尾呼应”，

如此作中的“江”字宜写得

大且重，“年”字也不能示弱，

两字势态一横一纵，各得其

趣。

【主题】   这首诗以胜景写愁绪，

描绘了暮春时节赏心悦目的景色，表

达了诗人浓浓的羁旅愁思和归心似箭

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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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子冈　

          唐·裴 迪

落日松风起，还家草露晞。

云光侵履迹，山翠拂人衣。

【主题】  这首诗描绘了华子冈

美丽的山林景色，表现了诗人清幽

恬淡的情怀，抒发了诗人对大自然

深深的陶醉之情。

【创作提示】   此作为扇面中的折扇幅式，正文字的排列采用

“3-2”式交替推进的放射状形式，每行方向聚指潜在的圆心，上下

边缘要呈圆弧形，与扇面形状保持一致。基于扇面书写的排布特点，

上下字之间应有呼应，左右字之间宜有穿插避让，部首之间、单字

之间、各行之间均要有一定的疏密、虚实对比，使整篇章法气势连贯，

疏密有致，虚实相生。末尾“衣”字宜重收、大收，以呼应起首“落”

字。两行落款宜长短错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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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座右铭（节选）

             唐·白居易

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尘。

吾道亦如此，行之贵日新。 

【主题】  这首诗通过绝妙

的比喻，说明人的道德修养要

像远行那样一步步向前，要像

高山一样一点点堆积，做事贵

在持之以恒，每天都有长进。

【创作提示】  此作为二尺

条幅，用 68 厘米 ×34 厘米的

宣纸书写。对字、行不多且每

行也不长的作品，应根据实际

情况处理章法。首先，应做到

主从协调，即全篇突出一个主

笔和一个主字，让它们成为引

人注目的主角，如此作的“微”

字和“道”字的平捺。其次，要

通过笔法轻重、墨色浓淡的对

比，求得虚实相生之妙，如此

作的第三行。另外，可通过大小、

纵横、收放、疏密、虚实等节

奏变化，增强章法的艺术性，

使全篇参差错落，气息流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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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秋望

         唐·杜 牧

楼倚霜树外，镜天无一毫。

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

【主题】  诗人高瞻远瞩，描写

了峻拔高耸的终南山，也展现

了高远明净的秋色，表现了他

高拔绝俗的胸怀。

【创作提示】 此作取用本

诗的后两句写成书法对联。因

为是五言联，内容较少，写成

三尺幅面较为适宜，宽度也相

应收窄（100厘米×24厘米），

但章法仍须用心经营。上下两联

的字要相对齐整、匀称。字的

笔画多寡不一，书写时顺势为

之即可，不必刻意写大或写小，

但笔画较少的字要适当加重用

笔，给人以视觉上的平衡感，

如“山、色、两”三字。“南”

字作为首字要统领全篇，宜适

当写大写粗。“高”字作为尾字，

要收束全篇，同样不能示弱，

要与“南”字大致均衡。此联

字行短，布局宜适度疏朗，忌

松散。落款要相应地减少字数，

以凸显空灵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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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诗二十三首（其五）
                  唐·李 贺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

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

【主题】  这首诗描绘了边地战场

萧杀凄凉的景色，表达了诗人渴望驰

骋沙场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抒发了

诗人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情。

【创作提示】  此作为二尺横幅（34厘米×68厘米），用四尺

宣纸横裁成四张，取其一即可。此作每行字很少，贯气难度大，宜

在字的收放与轻重上做些调整，其中“大、雪、何、脑（脑）、秋”

等字刻意放大或加重书写，“山、络、踏”等字相应缩小或细化，

形成大小、虚实的节奏变化，加上纵横、呼应连接及撇捺舒展穿插，

使整篇书法行气贯通，艺术感强。“大、秋”两字用笔加重，以追

求“首字管领”“终篇收势”和“首尾呼应”的章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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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见

           清·袁 枚

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

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

【创作提示】  在实际创作

中，有时将长宽接近的作品也

称为斗方。此作为四尺三开的

斗方，规格为 68 厘米 ×45 厘

米。此作前三行字的笔画较多，

书写时注意控制字形大小，不

要冲破行气。字间的连带呼应

较为含蓄，形未到而意至，书

写时要注意表现。行内小章法

宜用心经营，应通过大小、纵横、

轻重、虚实等对立因素的协调

处理，使字与字之间的连接方

式多样化、节奏化，使行气畅通。

此外，应通过舒展笔画的穿插，

强化行与行之间的联系，以弥

补连带和呼应的不足。末行只

有两个笔画很少的字，须加重

分量，以免行气飘忽。同时，

宜紧接着落款钤印。

【主题】  这首诗生动地描写

了牧童唱歌、捕蝉的有趣场面，

传神地表现了牧童的童心和稚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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