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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楷书技法知识

，说它是“墨道之最”。

书法是我们中华民族一种悠久的传统艺术，现在学习书法的人越来越多。许多青少年喜欢学

书法，不仅因为练好一笔字是当代青年具有文化素养的表现，同时也是为了掌握一门艺术，立足

于社会。许多老年人也喜欢学习书法，因为他们从中可以得到乐趣，有益身心的健康，把余热献

给一门传统艺术。虽然他们都初学书法，但是由于学习时的条件和目的不尽相同，所以应该说，他

们学习的途径是不完全一样的。学习书法首先要练好基本功。书法的基本功有两个方面：一是要

熟练地掌握书写的技法；二是要不断地提高文化艺术的素养。编写本书的目的，是指导初学者如

何从学楷书入手，掌握书法技法方面的基本功。

（一）学书法宜从楷书入手

种字体发展过程来看，楷体正好处在中间阶段，楷书是从隶书发展变化而

学习书法从什么字体入手，似乎有各种说法。如有人主张从隶书入手，说隶书容易掌握，也

能练好基本功；也有人主张从练魏碑开始，说便于练基本功；还有人说你喜欢什么体就从练什么

体入手。所以有这种种不同说法，是因为各人在学习书法过程中体会不同造成的，这都是个人的

经验。那么，学书法在它的入门阶段，即掌握基本技法当中有没有客观规律呢？应该说是有的，这

就是当前大多数人所主张的从学楷书入手。为什么说学书法从楷书开始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呢？从

篆、隶、楷、行、草

来的，掌握了写楷书的技法，如再把楷书写成偏扁结构，加上波磔的笔法，即是隶书。如果将楷

书写得简便流动一些，即是行书。将行书再写得更简便流动一些，即是今草。可见掌握了楷书的

技法，便于掌握其它字体的笔法。而且楷书的笔法比其它字体要丰富，结构法度较标准，便于初

学者掌握基本技法。隶书笔法较简单，行草书结构形态可变性强，对初学者练基本技法都是不利

的因素。但是，话又说回来，每个人体会、认识角度不同，从何种字体开始学习书法，不必强调

一致。

（二）楷书的笔法

学楷书首先要从学点画开始，因为点画是构成字的间架结构的材料。练好点画的写法，在临

写时就可以更多地注意结体。

种笔画的写法。即所称“永字八法”（图古人把楷书的笔法归纳为

种笔画的写法。了解永字八法，对我们临写范本、掌握笔法是有好处的。“永字八法”指的是以下

向右，逆锋入笔往右按，它的形态像一只鸟在翻身往上飞（图

一是点的写法。古人称点为侧，即不是正势而是侧势，用笔时斜下笔，笔锋侧向左，笔肚子

。这只是指一般的写法，并不是

一切有中心点的字都必定这样写，还要看字的结构不同而用不同的写法。如欧阳询的《九成宫醴

泉铭》中的“之”、“信”、“交”、“字”、“充”等字的中心点，结构不同，写法也各异。这里讲的

点的写法，是古人对一般的中心点的审美理解和它的用笔方法，如鸟的翻身，又像从空中落下的

陨石的形态。



收笔时停顿回锋收笔，竖画的入笔和收笔都是上逆下逆如弩

二是横画的写法。古人称横画的写法为勒，像

“悬崖勒马”，即是说，下笔时要逆入后往下顿，然

后平拉向右运行，收笔停顿时，即勒住回锋收笔。在

往右运行时要有一种涩劲，像“千里阵云”（图

但因每个书法家字的风格不一样，虽然都是这种用

笔，由于逆入、下按、停顿、回锋微妙的变化，往

右运行时曲直粗细的不同，就出现不同的艺术效果。

如以颜、柳、欧、赵四家的横画写法比较，就可看

出这种写法上的微妙变化，以及所造成风格的不

同。

三是竖画的写法。古人称竖画为弩。竖画的上

下头有曲势，不能直上直下，运笔时笔逆锋向上往

左后往右顿笔再往下运行。在往下运行时，笔杆因用力自然微倾前而

成涩笔

的两端造成逆势，不过收笔时有“悬针”、“垂露”两种笔法。所谓

“悬针”笔指的如悬吊着的针头。收笔时笔锋一直往下收锋，越来越细，

收笔时暗回锋如针尖。“垂露”则收笔时如露珠，收锋下按时间稍长，

回锋明显（图

图

四是挑笔，即俗称跳钩的写法。古人

为什么称钩为跳？大概有三层意思：一是

竖画收笔回锋时即要为钩作准备；二是笔

锋停顿转笔后即要猛然挑出，犹如人的踢

腿；三是收锋后不能露锋，要稍稍地收回，

使笔画显得含蓄有力。但实际上各书家在

挑笔的具体运用时都会有所不同，才显示

出个性和个人风格。如柳字的挑笔，竖笔

收笔时回锋停顿时间长，出挑时短促向上，

显得有力雄劲；欧字竖画收笔

在向左挑出时短促而锐，显得

刚劲挺拔；赵字在竖画收笔回

锋时无甚停顿即挑出，长而锐，

显得奔放。一般反挑往往采取

两种写法：一种是竖笔和挑笔

分两笔来写；一种是两笔中间

不断笔，竖笔收笔后即挑出

（图 。

五是左上撇笔（提、策）的

写法。古人认为，左上撇笔像

用马鞭策马之势，逆笔向下按 图 竖画及挑钩写法

横画的写法

点的写法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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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左下撇笔的如“为（ ）”、“束”、

右上撇写法图

右下捺写法图
戈法图

停顿，仰笔铺毫而上，到笔画末端收笔暗收锋，其力量在末端的锋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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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之”等字的撇笔的笔法也大体相同。

六是左下撇笔的写法。古人称它的写法如飞鸟的鸟翼掠过，由大到小，

笔势轻捷险劲。运笔时先逆笔向上入笔，停顿后回锋往左下运行要轻捷，至

收笔时暗回锋，有险峻之势（图

“合”、“来”等字的撇笔。

。如“承”、“物”、“家”等字。虽部位不相同，但笔法要求都

七是右上撇笔的写法。古人称它如鸟啄物，腾凌而速进，是一种从右

上方腾空而来的短撇。运笔时下笔蹲锋而速进，因笔画短故收笔时要急速

收锋（图

是差不多的。

八是右下捺笔的写法。古人称捺笔的写法如同割裂牲口的态势。运笔

时逆笔向上，停顿回锋，往下右行时笔毫逐渐铺开，到将近收笔时，转笔

向右逐步收锋，到尖锐状时回锋暗收笔，回锋时也可成锐角状（图

种笔画的基本写法外，还有戈、折的写法。戈法可分两种：一除以上

是横画较长，斜竖笔下笔时逆笔上行，顿笔回锋后往右斜下行，至停顿挑

出收锋，成两个小曲弧度；另一种横画短的字，只有一个弧度（图

折

法（图

）法。横画收笔停顿回锋转笔后进入竖画，笔锋不离纸面，这是一笔转折法。横画收

笔后转入竖画时，笔锋稍离纸面再起笔写竖画，实际上采用两笔写出折，是两笔转折法。写时笔

锋外露成方折称方笔；转折时笔锋不露而圆转称圆笔。竖画呈往外弧曲势，称为外拓法；竖画呈

往内的弧势称内

图

欧、赵、颜、柳

“闻”（ 聞）”、

“问（

“ 间（ 間 ）”、

”笔

法示意图

括号内的字是前面字的繁体、异体字，下同。

《胆巴碑》 《颜家庙碑》 《神策军碑》《九成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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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横画转到竖画（图

折笔两法图顿笔图抢 笔 图 图

地压铺在纸面上，达到一定的深度，成顿笔状（图

过多，时间长，就会出现点画肥滞。

挫笔

蹲笔。运笔如顿笔，然而力度轻于顿笔，按时在著力与不著力之间，运笔也比顿笔快。

指顿笔后略提起，使笔锋转动，微离顿处。多用于笔画的转折处。

衄笔。笔锋去而逆回。

折笔。指笔锋或上或下、或左或右逆返。折锋可以方折，也可圆折。方折则出现方棱，圆折

则不露锋，成为圆转（图

图

转笔。指笔锋回旋。回旋时藏锋不露棱角，不露笔锋。

翻笔。指笔锋在第一笔势未尽时，即趁势翻转到第二笔，

在运笔过程中，有两种笔法最为重要。一种称提按。任何笔画都是复杂的提按运动过程。提

和按不能只作机械的理解，似乎只是笔锋的提起和往下按，实际上运笔时的提和按都不是在一个

点上，都是运行时的运动过程，笔画的粗细、顿挫是笔锋提按运动的表现。笔锋按下去，越按得

深笔毫着纸的面积越多，笔画即粗重、浑厚而有力。笔锋提起，笔毫着纸少或只有笔尖在运行，笔

画即表现出细而轻快。笔锋的停顿、转折、逆锋、回锋等均贯注着提按的运动。每个字的笔画都

有许多提按过程。根据笔势的需要，提和按的时间有长有短，笔锋升降有高有低，笔毫着纸面有

多有少，运行时有快有慢，着力程度有轻有重，就形成笔画的刚柔、粗细、流畅与枯涩等等的变

化。因此，自觉地理解、掌握、研究提按运动的变化，对掌握笔法是很重要的。

其次是逆入回锋笔法，即米芾所说的“无垂不缩，无往不收”。说的是笔画的起笔、收笔都要

逆入回锋。所谓逆入是笔锋向相反的方向下笔，然后下顿回行，收笔时往下顿回锋。逆入回锋的

作用，一是使笔画起止具有完整性和力度。相反，笔画则容易如同火柴棒一样，笔画突然来又突

然止，力量无从表现。起收笔逆入回锋，藏锋运笔，要求中锋用笔，这样造成笔画的厚重坚实，有

浮雕感。二是逆入回锋用笔使笔画具有姿态，抢笔逆锋而入，转笔而顿笔或蹲笔而锋回，一去一

回一顿就产生多种多样的笔痕姿态，回转停顿的时间长短和笔锋所占面积的大小，露锋或藏锋等

等的不同，笔画的形态也就各异，引起字的姿态千变万化。

中国书法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极为丰富的笔法技巧，每一种用笔都有它的专门名

词和内涵。写楷书的笔法就极繁多，如抢笔、顿笔、蹲笔、挫笔、衄笔、折笔、转笔、翻笔、绞

笔、行笔、驻笔等等。

抢笔。指入笔前笔锋不落纸而作折势的一种下笔前的准备动作（图

顿笔。指笔锋下按时，受下按时的压力垂直落纸之后，受到纸面的阻力，使弹性的笔毫不断

。顿笔力度要恰当，如果过重时，笔毫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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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楷书的结构

图 翻笔图

绞笔。指笔锋绞动。

行笔。指笔毫正在向前运行。

驻笔。不提不顿，不转不动，笔锋着纸，停以取势。

临

以上所讲的这些笔法知识，不是机械地去理解和练习，而是在

写范帖过程中都会碰到的，在写点画中很自然地用这些方法。有

些教师在指导学员临帖中只是讲怎样去临，却不说明有关的笔法基

本知识，使学员只是盲目地去模仿，却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写。不懂

得笔法的基本知识，就不知道笔法的基本概念。为了临好帖，就要

懂得笔法的基本知识和笔法技巧，然后临写范帖，进行实践，才会

加速临写范帖的过程，加速基本功练习的速度。

。现分述如下：

初学书法者在临帖时很容易盲目照着范帖一笔一画地摹仿，不理解楷字的大结构，因而不容

易掌握字的全局结构的搭配，效果往往不好。只有对汉字的结构有个大体的认识，学习的收效才

会大。汉字的大结构，可分为单体结构、双体并列结构、双体上下结构、三体并列结构、三体上

中下结构、三角结构、四角结构、包围结构、参错结构、多体结构等（图

单体结构。由单体组成，一般笔画较少，如“九”、“文”、“米”、“下”等字。单体字在安

排笔画时要注意结体平整，重心稳定，笔画之间要呼应、搭配。

双体并列结构。即由两个单体组成一左一右并列的结构。这种结构又可分成若干种。

（馳

第一种是左为副右为主结构。以偏旁为副，另有单体为主，如“休”、“枝”、“矿（礦）”、“驰

等字。偏旁约占总体面积的三分之一，主体单字约占三分之二。双体之间，要注意避就和

呼应，整体结构才能严紧。不要使偏旁过疏，使主体局促。笔画之间要穿错，互有呼应、有联系。

第二种是双体同等结构。即两个单体各占面积的一半，如“好”、“殷”、“鸭（鴨）”、“明”等

字。这种结体的字，要求匀称中求变化，呼应中求集中。

在双体同等结构的字当中，有一种重字双合结构，如“朋”、“林”等字，本来双体所占比例

相等，为了使对称中有变化，往往变成主副结构，即左侧单体写得比右侧单体部分窄，两个单体

相同的笔画，也要写得有变化，不能雷同。如“朋”字的四笔竖画和六笔横画，不能写成均匀死

板。

第三种左主右副结构。即和第一种相反，如“即”、“剑（劍）”、“鄂”、“歌”等字，左侧单体

笔画多，右侧是偏旁，笔画少。左旁占面积三分之二，右偏旁占三分之一，笔画之间要注意避就

”字应往上，“呼应和变化。如“即”字，左右都同一方向，“ ”字往下，避免并列呆板上实

下虚，右体横短画对着左侧二、三短横画间，下部分趋向中心点，使两个单体在精神上统一到字

的中心。

双体上下结构。即两个单体字一上一下组成。这种结体有三种结构。

第一种是上主下副结构。如“墅”、“态（態）”、“墨”、“羔”等字。上部分单体字笔画多而下

部分单体字笔画少，所以上下部分所占面积约二比一，两部分笔画应有呼应联系。

第二种下主上副结构。这和前一种相反，即下部分单体字笔画多，上部分笔画少，如“奈”、

“宫”、“筐”、“竟”等字。这种结体的字，是依靠上下两部分有关笔画，通过有形无形的中轴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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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囱”等字。前两字为横势，

字体结构分类举例

两部分呼应和统一为整体。以“奈”字为例，“大”

字交错的中心点，通过“示”字的下竖笔贯穿在一

条中轴线上。

賢第三种是双体上下同等比例结构。如“贤

絜”、“劣”、“柔”等字。两部分笔画差不多，处理时要

注意笔画间匀称，重心稳定，高宽比例适宜，取纵势

而不修长，似乎有个中心点往外发射。

樹　 璈”等字。这种结体的字笔画较

三体并列结构。由三个单体并列组成，如“树

掰　

多，特别要注意左中右笔画间的避让，左右两侧要相

呼应并有变化。注意不要写成扁形，三部分要写成纵

势，才能形成方形。

“丛

三体上中下结构。这是由上中下三部分单体

组合成的字，笔画繁多，如“罴（羆）”、“艺（藝

叢 釁衅 ”等字。上中下三部分笔画要写得紧

密匀称，有俯有仰，相互呼应，上下穿插，使重心稳

定，成为统一整体。

三角结构。是指具有三角几何形结构的字。

有的是三部分同体结构，有的是独体结构，如

“晶”、“山”、“磊”、“幽”等字。这种结体的字，要

求平稳中求变化，匀称中求不同，重心稳定。

四角结构。指呈四角形状的字，如“器”、

“噩”、“绵（緜）”、“琶”等字。这种结构具有上下

左右四个部分，对称组成。书写时要注意四部分笔

画的变化，不能平均对待，避免呆板，要相互接应，

参错交差。

图包围结构。又分半包围、全包围结构两种。

半包围结构。是指四周笔画上下左右只有三面成半包围状态的字，如“匡”、“同”、“门

（門）”、“风（風）”等字。由于三面呈半包围状，故应注意外框横竖的长短比例和变化，根据框内

的笔画结构形态来确定外框的长短曲直，框内的笔画则要写得充实。

全包围结构。指四周包围成框的字，如“田”、“四”、“国（國

后两字处纵势。不论横势、纵势的字都要注意横竖的比例，曲直要根据框内笔画结构来确定，框

内的笔画也要写得充实。

“爽”等字。由于笔参错结构。这种结体的笔画斜正参错，如“戎”、“参”、“飞（飛

画的纵横斜曲杂乱，笔画安排较困难。要做到参错而不紊乱，变化而有秩序，笔画既相让又呼应，

多样而能统一。

多体结构。指三个单体以上组成的字，如“纛”、“嬴”、“雾（霧）”、“邌”等字。由于多

体结构，笔画多而又不规则，处理不当容易产生紊乱和臃肿。因此处理笔画时，要注意单体字之

间的比例和协调，笔画的穿插要进退有序，此去彼来，你进我退，四面匀称，变化而能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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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楷书的源流

（一）楷书是由隶书演变来的

临帖过程中，只要能自觉地去分析这些结构类型，就容易掌握大的结构。

以上 种结构，还不能包括全部汉字的结构，只是一般字体的结构分类。但是在我们类

我们要通过练习楷书掌握书法艺术的技法基本功，就要对楷书怎样演化来的有个认识，以深

化对楷书的理解。

文字产生以后还在点画符号的时期，就逐渐有书法。到商周、秦汉，古文字已从大篆和小篆

而演变为隶书，当时书法作为艺术还不完全自觉，但是已经形成一套书写技法，也有书法理论出

现，善于书法的文人已经对书法优劣有评价。如传秦国丞相李斯见到周穆王的书法以后，观赏兴

叹了七天，忧悒自己写的字太没有骨力。可见，从那时起书法的好坏，写的是否有骨力，就是评

价书法的一种标准。不过那个时候，书法的好坏并不影响实用，因为它还不是以艺术品出现，不

是以观赏为主要功能。

文字的变化总是和实用不可分，简化笔画，方便书写是文字演变的一种规律。所以文字演变

往往从民间开始，约定俗成，经过官方加工整理并确认，就成为官方文字，成为大家共同承认的

规范化的文字。汉末草书的出现，书法就成为观赏艺术品，成为人们收藏欣赏的宝物。从此以后，

一方面是以实用为主的书法；另方面名家作品也成为历代宝藏的艺术品、文物。

，如

汉代隶书已经比篆书笔画简化，书写也容易得多。但是，写波磔的笔法还是很麻烦，所以在

实用当中自然会出现简便的写法，即是楷书。楷书传说是汉上谷人王次仲开始作楷法，少波势，字

以方广，字方八分。可见最初的楷书体是缺少波磔的隶书，如武威汉简中这些字（图

等成熟隶体相

果用逆入回锋等楷书笔法来写就是楷书。从这变化中，可以看出楷书笔法比隶书要复杂和丰富。所

以，隶书在楷化过程中，往往是先在结构上变化成接近楷书。和《韩仁铭》（图

比，既可看出墨迹和碑刻的不同，也可看出民间、下属写的和上层官府书家写的区别。

楷书化进一步发展，楷书的结构和笔法更成熟，隶书的成分越来越少。传说汉魏的钟繇，对

使楷书脱去隶书的影响起了重要作用，被称为“楷圣”。现在留存他的作品，大都是晋唐人的临本，

但总留有原笔迹的基本面貌。如《宣示表》（图 《还示帖》（图《荐季直表》（图

。从这三件作品来看，《宣示表》受唐人书风影响较大，但是总的讲都还受隶书影响，留有它

的遗意，如结体趋横势，笔画左轻右重，挑钩不露，捺笔重，等等，和三国吴《谷朗碑》（图

的字体接近。

（图

到了东晋以后，楷书已进一步成熟，如王羲之的《东方朔画赞》、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

相比，点、横、钩、撇、捺已是完全楷书的笔法，结体也由横势成为纵势。但是还存在那

个时期的风格影响，如横画顺锋入笔笔力轻、线条细，右边收笔重、线条重，暗锋收笔，笔力也

多种多样的风格。如隋代的《董美人墓志》、《苏孝慈墓志》（图

稍重，挑钩已露锋但不长等。到了隋唐时期，在继承传统当中不断发展，楷书已高度成熟，出现

等。前者书法端庄劲挺，结体

严紧工整而富于变化，风格清丽明快。后者结体精密，笔画精到，风格秀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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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韩仁铭》

图图 武威汉简（一） 武威汉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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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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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楷书作品欣赏

楷书从魏晋脱离隶书影响，成为一种楷书独立书体以后，到近代，由于它结构端正，线条明

确，风格多样，成为实用性很强的一种书体。在许多严肃的场所如题匾、公文、墓碑等，都常常

用楷体。留存下来楷书作品极为丰富，风格多姿多态，前面所举的作品也都是当时的代表作。除

此以外，如颜、柳、欧、赵也是著名楷书家，将在本书第四部分专门介绍。下面，再介绍一些楷

书代表作品，进行分析和欣赏，以丰富我们对楷书的认识。

年）立于云南陆良县贞元堡。清代阮元于《爨龙颜》。南朝宋时著名碑刻，宋大明二年（公元

道光七年刻跋文称“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被称为“云南第一古石，其永宝护之”。康有为说此

碑的书法“下画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为精工画人，各有意度”。结体茂密奇趣，如“君”字之

“尹”字第一横画短，而第三画却过长，形成强烈对比，下边口字偏扁偏右，而第二横画长而势趋右，

故重心稳重，趣味横生。笔法方圆并举，横两端方棱突出而重，中间细劲，每一点均成三角而势不同。

钩挑收笔后随意猛挑而出锋，风格温淳古朴。（图

年）镌刻，文辞为华阳真逸《《瘗鹤铭》。据宋人黄长睿考证，认为是南梁天监十三年（公元

朗

碑

苏

孝

慈

墓

志

图

谷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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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字粘为一

图

撰，上皇山樵书。有人认

为两者都是同一人，系

梁武帝时有“山中宰相”

之称的陶弘景所书撰。

此石原在江苏省镇江市

焦山西麓崖石上，后坠

在江中，碎成五石。宋代

拓本只有十至数十字。

元

清代康熙五十二年（公

年），陈鹏年捞

出碎石存焦山西南观音

庵，将

石。此铭书法结体宽绰

洒脱，气势充足，运笔潇

洒，线条飘逸，风格飞逸

雄伟，淡远萧疏，格调高

雅。（图
图图 《郑羲下碑》始平公造像记》《龙门二十品

《瘗鹤铭图《爨龙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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