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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经典碑帖笔法临析大全》是《大学书法教材系列》配套普及本书法教材。本套书从

历代数千种碑帖中精选出 50 余种，每种碑帖独立成册，每册皆为两章及附录：第一章针

对每一种碑帖笔法进行深入细致的解析，包括单钩摹、双钩摹、临写训练和综合练习；第

二章为书法作品创作样式例举；附录为学习书法的必要准备及有关常识。

编撰《经典碑帖笔法临析大全》的目的是让想学书法的人们“从零学书法，一看就

懂，一学就会”。

当代科技高速发展，电脑键盘输入替代了笔写汉字。由此，书写汉字从实用走向了艺

用，为实用而书写汉字的时代渐行渐远，人们提起笔写字主要是为了书法艺术。每一位中

国人与汉字都有着与生俱来的文化血缘。练字可以静心，书法艺术是中国人用来自我修养

身心的最佳方式、方法。于是，学书法者越来越多。

随着国家教育部规定在全国中小学开设书法必修课，众多家长为辅导孩子学书法也开

始了解书法，学习书法。然而，中国书法教学千百年来是以写字教学为基础的，即通过基

本点画、偏旁部首、间架结构的教学将字写好。写字是书法的基础，书法是使用汉字书写

的艺术，必定有其自身独立的艺术语言体系，就像文学是使用汉字写作的艺术一样。

文学是通过对汉字的遣词造句构成艺术语言，塑造艺术形象来打动人心。那么书法是

通过什么来打动人心的呢？书法是通过笔法、字法、章法等构成的艺术语言，塑造艺术形

象来打动人心的。文学和书法都是使用汉字进行创作的，文学是使用汉字文意创作的艺

术，书法是使用汉字书意创作的艺术。

书法的书意包含在笔法、字法、章法艺术语言之中。其中，笔法是书法艺术之灵魂。

书法艺术语言的最基本要素是笔法中的提、按、顿、挫，顺势贯气，通过这些要素来构成

书法笔法中的生命律动，同时将书写者的内心世界呈现出来。所谓“书如其人”也。所以

古人说：书法之难，难在笔法。

2005 年，我开始编写《大学书法教材系列》就一直在思考书法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

诸如执笔法，点画的基本笔法与基本形态及其变化原理，点画之间的构成原理，等等。这

些问题在 2011 年陆续出版的《大学书法教材系列》中讲述与解析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得

到业内好评。2013 年我的工作室与清华大学合作开办了第一期书法高级研修班，以培养研

究型书家为目标，招收了全国各地的 26 位书法家共同研究书法笔法、字法、章法等艺术

语言。学员们按教学要求研究书法本体语言，临摹经典碑帖，撰写研究性文章近百篇，发

表在书法专业报刊上，还在《书法报·书画天地》开设了《说临谈创》专栏。2014 年我的

工作室第二期开班，目标就是培养研究型书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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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愿望，就是让我们这批研究型书家参与编写一套浅显直白的与《大学书法教

材系列》配套的普及本书法教材。这个想法得到了北京艺美联艺术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曹

彦伟先生的大力支持。我们共同研究并策划了这套《经典碑帖笔法临析大全》。

《经典碑帖笔法临析大全》中之“临析”就是“临摹分析”。现代汉语大多是双音节

词，“临摹”一词在现代语中指“模仿（书画），临摹碑帖”。书法中的“临摹”概念是

从古代汉语中来的，古代汉语主要是单音节词，“临摹”在古代汉语中是两个概念，即

“临”与“摹”。临是临写，摹是摹写。摹是临的基础，是一种很有效的学习书法的方

法。在对经典碑帖笔法进行深入细致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大量单钩摹、双钩摹和临写训

练，达到对书法笔法的真正理解与把握。

在《经典碑帖笔法临析大全》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西泠印社执行社长、中国美院教

授刘江先生，西泠印社副社长、中国书协理事李刚田先生，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院院

长、中国书协理事骆芃芃女士的热情指导和帮助，深表感谢！胡惠芳女士和美编高扬先生

付出了大量劳动，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当和错漏之处，同行和读者们如有发现，敬请及时提出

意见，并通过电子邮件告知我，以便及时修正。谨表谢意！

洪　亮　    　　　　

2015 年 1 月于北京寓舍　　

  Email:cl-ho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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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 皇象 急就章

第一章　笔法解析与摹临

草书是最能抒发人们情感的书体。草书分章草、今草（小草）、狂草（大草）。草书是从篆隶书发

展而来，早期的草书有较多的篆书用笔，带有隶书的波磔笔法，变隶书的方折为转折，称为“章草”。

章草是篆书和隶书的快写融合而成，波挑鲜明，字字独立，字形扁方，保留了汉隶的横势。章草盛行于

汉魏时期。汉末，今草出现，今草也称为小草，是在章草的基础上脱去隶书的波磔笔法，变横势为纵

势，上下字之间笔势牵连贯通，偏旁部首简化。唐代，今草写得更加放纵，笔势连绵环绕，字形千变万

化，称为“狂草”，亦称大草。

《急就章》原名《急就篇》，是两汉元帝（公元前 48—前 33 年）时黄门令史游为儿童编的识字课

本。因篇首有“急就”二字得名。世传本共三十二章，每章六十三字。《急就篇》书名据宋王应麟解释

是：“急就谓字之难知者，缓急可就而求焉”。历代章草《急就章》写本，以传为三国时皇象所书最

古。

皇象，字休明，三国时吴国广陵江都人。官至侍中青州刺史。善八分、小篆，尤善章草。其章草妙

入神品，时有“书圣”之称。前人对皇象书法评价甚高，“似龙蠖螫启，伸盘复行”（唐窦臮《述书

赋》），“如歌声绕梁，琴人舍徽”（南朝梁袁昂《古今书评》）。皇象书法质朴古情，沉着痛快，文

而不华，质而不野。唐张怀瓘曰：“右军隶书，以一形而众相，万字皆别；休明章草，相众而形一，万

字皆同，各造其极。”南朝宋羊欣云：“吴人皇象能草，世称沉着痛快”；清包世臣甚至说：“草书唯

皇象，索靖笔鼓荡而势峻密，殆右军所不及”。

流传至今的章草刻本以明代吉水（今属江西省）杨政据宋人叶梦得颖昌本摹刻的最为著名。因刻于

松江，故名松江本。

此本章草字形规范，笔力刚健，寓变化于统一，结字略扁。各字间均不牵连，点画简约、凝重、含

蓄。笔意多隶，横、捺、点画多作波磔。整篇气息古朴浑厚，沉着痛快，纵横自然。①

为了更好的临习《急就章》，首先要掌握《急就章》的艺术特点和艺术风格。

一、以正寓欹，拙中见巧，匠心独运

从其实用的角度来分析，《急就章》本是一本识字教材，或是章草的正确写法，所以，一行草书边

上就有一行楷书的译文，是为了教学或垂范之用，写得笔笔不拘，字字独立。这里书家个性和追求是通

过每个字来反映的，基本上是一种长期训练后的积累或自然流露。既然是教学或垂范之用，就必须得中

规中矩，所以笔笔到位，字字精美，既无大小悬殊之别，也无跌荡起伏之姿。但结体上依然有欹侧，虽

①杨汉卿编《松江本皇象急就章》，以及百度《皇象 <急就章 >的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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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绰大气而灵动天成。

在布局上讲究横成行竖成列。因为具有规范性、可读性、教育性，虽说互相间并无连带关系，但这

也与章草保留了隶书笔意有关，如大多的字形收笔往右上出锋，具有雁尾状磔笔，所有字与字之间的笔

意连贯也自然没有了。

《急就章》字体结构，拙中见巧，平稳肃穆。点画间穿插避让，收放自如，字形体势以方扁为主，

笔短意长，并根据字形间有长方、正方、三角或不规则等形态，临摹时应注意协调变化，呼应连贯。

二、用笔厚重，不激不厉，风规自远

《急就章》用笔含蓄而厚重，有方有圆，方圆结合，从拓片上看，线条直而棱角分明，既有斩钉截

铁之果断，也有绵里藏针之柔媚，很少有纵逸之笔，放荡之姿。看似非常浑厚的笔画，有时动作却只在

一瞬间表达完成了。如收笔，看似要提按回三个动作，但只轻轻一顿就达到效果了。但这轻轻一顿却要

把提按回这三个动作都包容在一瞬间里面了。表达在线条形态上，对书法基本功没有长期训练是达不到

这一境界的。这很像武功，大师一发功，一棵大树已经倒了，而我们却看不出大师有什么大的动作。这

里就需要把距离的长短、力量的大小、时间的节点以及在纸上要达到的垂直力度和横向力度的大小，都

能运用得恰到好处，完美统一组合，做到增之一分则太多，减之一分则太少，达到妙到毫巅方为高手。

三、隶书遗韵，波磔分明，古趣盎然

《急就章》的结体和笔画都有其示范性，所以有“万字皆同”之评判。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

篆、隶严整规范、统一的间架结构，但仍保持了平正稳定的态势，显得浑穆古朴、生意盎然。

对于临习，唐孙过庭曰：“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

临摹字帖要达到的基本目标，既要形似，也要神似。形神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形是显见的，

写起来比较好把握；神则是内在的，包括骨、气、韵、意等，属于精神层面。临帖之最终目的，是通过

对“画”和“形”的研究，探索用笔的艺术规律。因此，在临帖中，要十分注意练其笔，悟其心，得古

人心手双双融于笔墨的诀窍。 ①

四、用心控墨，浓淡适度，饱满华滋

这里还有墨的枯湿浓淡程度的控制问题。毛笔在纸上所产生的拉力大小，黏度强弱，笔毫被控制的

用力程度，墨在纸上的停留时间长短，等等，都需要临习者用心把握。毛笔在纸上停留时长则淹，时短

则浮，需要平和心态，静而细精，躁而张怒。

应注意初蘸墨时笔饱，运笔宜快，继笔渴时宜慢，让墨有个流注的过程，与运笔速度相适应。心手

合一，眼到手到，最不可急迫也不可迟缓。深厚大气，筋骨内含，丰筋注神，精气充盈。要避免软弱、

臃肿。

临帖宜在半生半熟的宣纸上发挥。这样墨既可渗入纸背，产生厚度，使线条具立体感，也避免洇化

太过，导致笔路不清，或枯骨如柴，墨不入纸。

皇象《急就章》宜用狼毫小笔，软硬适度，每次饱蘸浓墨后掭笔再书，如此方能吐墨均匀，线条浑

厚中含挺拔，婉约处有筋骨，不经意处显精神。

①杨汉卿编《松江本皇象急就章》，以及百度《皇象 <急就章 >的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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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就章》整体以转笔为主。体现一种圆融、饱满、浑厚的审美情趣。运笔提按自如，以按为主，

以提为辅。转折处虽提亦按，无使提笔直过，务求扎实而圆润，体现的是一个“圆”字，以圆融含蓄为

美，笔以圆浑饱满为准。而宋克在其临作中悟到是一个“方”字，以夸张、外露为求，所以不同的人有

不一样的感悟。

皇象《急就章》虽然以规范性书写为主体，让人易认易读易记，但书法中的大小、高低、松紧、收

放、呼应、轻重、长短、提按、欹侧、向背、俯仰、斜正、疏密等元素，以及一切矛盾的设计与协调、

对比、统一也都俱备。除了线条的律动、节奏主旋律略觉平淡外，整体还是给人以内敛、古雅、静谧、

浑厚、雅致、高远的感觉，学者宜用心体会，务求形神兼备。

五、摹与摹写的几种方法

摹，就是用透明不渗透水的纸蒙在要摹写的字上，依影印上来的字形写出这个字来。

摹写的几种方法：

1. 蒙纸摹写。方法同上。

2. 单钩摹写。即用不渗透水的纸蒙在要摹写的字上，用笔按字的中心线单钩出来，这就叫单钩摹

写。单钩摹写出来的单钩字，还可以用毛笔在单钩的基础上临写一遍。

3. 双钩摹写。即用不渗透水的纸蒙在要摹写的字上，用笔按字的轮廓双钩出来，这就叫双钩摹写。

双钩摹写出来的双钩字，还可以用毛笔在双钩的基础上临写一遍。

摹是一种很好的学习书法的方法，不仅仅是初学者要用摹的方法来学，其实许多学有所成的书法家

在学习研究古代经典碑帖时也用摹的方法。摹这种方法，有利于对字的笔法、字法作深入细致地了解与

把握，从而解决笔法与字法中的基本问题。

六、临与临写的几种方法

临，就是看着字帖临写，无论是形态还是神态都尽可能写得接近原帖上的字。

临写的几种方法：

1. 对临。对临也称实临，是对字帖上的字一笔一笔地临写，一个字一个字地临写。对临一般要通临

全帖，从头到尾将字帖临一遍。当然，有些碑帖中的字模糊不清了，初学者不必去临。除了通临，还可

以选字、选词、选句、选段来临写。对临一段时间后，为了了解自己对所临字帖的掌握情况，可以用背

临的方法自查。

2. 背临。背临就是不看字帖，根据记忆将字帖中的字形默写出来，要求像对临一样准确无误。这就

促使在对临时应对所临字的笔法特征、字法特征有深入地观察与研究，并加深记忆。否则，离开字帖，

就无法背临，也就没有达到临帖之目的。

3. 意临。意临分二种，一是将字帖中没有的字，根据自己临帖所掌握的笔法和字法规律，将这些字

写出来。意临出来的字要在形态与神态上与原帖中的字一样，二是根据临写者个性发挥的需求对字帖进

行改变性书写，或舍形取神，或夸张笔法、字法以达到书写者意想效果。这样，就达到意临的目的，临

摹也就起到了作用。

临帖还有其他方法，这里不作介绍。宋代姜夔《续书谱》中专门谈到临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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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意与不经意也。夫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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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之际，毫发失真，则神情顿异，所贵详谨。”①临帖要想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法是临与摹的结合。

也就是在临帖的过程中，有临不像的字时，就马上再摹一遍，这样反复多次，就会不断发现自己在临帖

过程中哪些部位的笔法与字法存在问题。这样做临帖进步速度就会快起来。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学习

书法首先要入帖的第一个阶段。

临帖时要注意的问题：一是要用熟宣或者半生半熟的宣纸来作为临帖用纸；二是所临的字距、行距

要与原帖相近，否则也会影响原帖的布白效果，与原帖产生的意境大不相同。②

①《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90 页。

②洪亮著《大学书法教材系列·楷书篇个案·颜勤礼碑》，中国书店 2013 年 4 月第 1版，第 135 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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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点的形态与书写方法

章草中的基本点画与后来形成的楷书中的基本点画有相同的部分，但也有不相同的部分①。如“黄”

字，楷书中是“由”字，而章草中变为横折钩；又如“章”字，章草中出现了连笔。所以，我们称章草

的基本点画为基本点画形态。

在章草中，点可以起到活泼字形、增强节奏和调节气氛的作用。《急就章》中点的笔法比较丰富，

我们将其归纳为侧点、提点、撇点、横点、竖点、长点和点的组合来解析。

一、侧点

侧点是皇象《急就章》中常见的点，有其自身的浑厚、圆润、含蓄之美，显得较为安详。

下面我们以“厕”字侧点为例进行解析。

黄

侧点

章

厕

①

②

③

④

①楷书形成比章草要晚，但普及远比章草要广，为了便于学习，所以我们把章草的点画与楷书进行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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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纸 宣纸蒙在字上单钩摹 单钩摹效果

宣纸蒙在字上双钩摹 双钩摹效果 单钩摹、双钩摹效果

“厕”字侧点的书写笔法要领：

①逆锋起笔；

②往右轻按；

③向右下行；

④回锋收笔。

（一）侧点字摹写举例

为了初学者学习方便，我们选一个带侧点的“厕”字，解析单钩摹、双钩摹以及整个字的笔画顺序。

例 1：单钩摹

例 2：双钩摹

例 3：解析整个字的笔画顺序，五笔完成带侧点的“厕”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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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笔 第二笔 第三笔

第四笔 第五笔

（二）侧点单元练习

将下列带侧点的字进行单钩摹、双钩摹，并在此基础上临写。侧点会随着是否逆锋起笔、按笔的轻

重、回锋收笔还是出锋顺带下一笔而产生路线变化、长短变化、粗细变化，临写时应细加分析。

奇  众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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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点

提点也称“挑点”。章草中的提点，动感较强，具有跳跃性；一般与上一笔和下一笔有呼应关系。

提点往往与撇点连用。我们取“万”字提点进行解析。

 章   宋 高

“万”字提点的书写笔法要领：

①露锋往下落笔 ；

②往左下按；

③调整笔腹；

④向右上出锋。

（一）提点字摹写举例

为了初学者学习方便，我们选一个带提点的“万”字，解析单钩摹、双钩摹以及整个字的笔画顺序。

提点 万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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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纸 宣纸蒙在字上单钩摹 单钩摹效果

宣纸蒙在字上双钩摹 双钩摹效果 单钩摹、双钩摹效果

例 2：双钩摹

例 3：解析整个字的笔画顺序，五笔完成带提点的“万”字

第一笔 第二笔 第三笔

例 1：单钩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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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点单元练习

将下列带提点的字进行单钩摹、双钩摹，并在此基础上临写，注意每个提点的笔法和形态变化。

三、撇点

章草中的撇点，是一种短撇或短撇缩为点状的形态，并非完全是行楷书中的点画概念。章草中这种

撇点会随着下按力度的不同、出锋时的长短不一及出锋方向的改变而产生变化，下面我们取“第”字的

撇点进行解析。

第 急    罗

不  必 益

第四笔 第五笔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