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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硬笔书法

泰山经石峪

泰山是我国的“五岳”之首，也是最美的、最令人震撼的十大名山之

一。在泰山斗母宫东北1千米处山谷的溪床上，现存有1400多年前北齐时期

古人镌（ j u ` n）刻

的《金刚般若波罗蜜

经》的部分经文，每

个字有50厘米见方，

原有2500多字，现尚

存1067字。经石峪石

刻是现存摩崖石刻

中面积最大、字数最

多、气势最恢宏的。

我国历代书法家都对

泰山经石峪的书法赞

不绝口，清代书法家

杨守敬认为泰山经石

峪用写小字的笔法写

出如此恢宏的大字是

非常了不起的。作品

整体用笔安详从容，

雍 （ y 4 n g ） 容 大

气，充满个性，因此

被誉为“大字鼻祖”

和“榜书之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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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何深思题匾

萧何（前257－前193年），西汉杰出的政治家，汉初三杰之一。他的主

要成就是辅佐刘邦建立汉朝，制定了汉律。由于他随刘邦南征北战立下了盖

世的功勋，汉朝建立后，任西汉朝丞相。萧何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而且是一

位书法家，尤其擅长用秃笔在牌匾上题写大字，书法水平十分高超。

有一次，有人

请 萧 何 给 一 座 新

建 成 的 宫 殿 题 写

殿 名 ， 他 苦 思 冥

想了三个月后才动

笔。书写时，只见

萧何如同带兵打仗

一样，手腕的变动

好像是在指挥千军

万马，写出来的字

好像他所带领的文

臣武将，字字有气

势。

匾额写好后，萧何的书法吸引了许多人前来观赏，观赏者络绎不绝、川

流不息，人们从那气息连绵、大气雄浑的字中似乎可以想象到萧何在书写时

激昂慷慨和意气风发的神态。观赏者无不为他那高超独绝的书法艺术所折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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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字的纵收（一）

上面收

横的纵收

例字

例字

y`o 捺应写长，托住上方。 f^ 左边偏旁的竖不宜过长。

p& 右下方不能写成“水”。 qi3o 左边偏旁较扁，右边长。

合体字各组成部分有主有次，有让有就。如“蕴”

字，整体要收左让右，收上纵下。此外，局部也要讲究纵

收，“蕴”字下部右边是上下结构，收上纵下。

笔画之间也有纵收的变化，“津”字整体左收右纵，

右半部分有五个横画，第二横和末横放得较开，其他横画

紧收，悬针竖舒展以突出其关键地位。

就字的结构而言，“纵收得体”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构形法则和审美理

念。纵指放纵，也就是书写时笔画要放得开；收指收敛，也就是能敛住气

息。

“蕴”字上部笔画少，宜收；下部笔画多，宜纵；上下两部分要守住中

宫。

“津”字右部的五个横画没有写出纵收的变化；长竖应收上放下，并且

写在竖中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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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左边长于右边。 j~n 先写完横，最后写竖。

y&n 下面两部分，收左放右。 xi1 左右两部分不要碰撞。

右边收 例字

“勤”字左部笔画密集，书写时略高一些；右部略向

左下倾斜，撇画穿插到左侧的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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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右上方是“必”，不是“心”。 xi3ng 下面是“巳”，不是“已”。

qi3o “肖”部的上方稍宽一些。 d7u 先写“豆”，后写“辶”。

p1ng 注意其中三个撇的方向。 h4ng “火”最后一笔变捺为点。

k2o 右边是“考”，不是“孝”。 y&n 右部是“匀”，不是“勺”。

q!n 左边的最后是提，不是横。 mi2n 被包围的“力”要收紧。

w0n “口”应该往上提。

“谧”字让右，收左纵右。右部为上下结构，收上纵

下；上部的撇画和底部的横画放得较开，但相近的笔画不可

触犯，整体结构要得体。左边收 例字

这两个字都没有处理好各部分的纵收关系。“勤”字左下部分的两个横

画距离要适当，不可互相触犯，末笔应写作提。

“谧”字左边偏大，右部底横宜纵不宜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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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字的纵收（二）

上面纵

下面收

例字

例字

“劣”字上纵下收，上面的撇画较长，斜度较大；下

面的撇画较短，斜度较小。

有些字上部有左撇右捺覆盖下部，这类字一般捺画

放纵，撇画稍短，整体纵上收下，以突出盖下之势，如

“岔”字。

这两个字比例失调。“劣”字应纵上收下，上面的撇写短了，整个字形

会显得不协调。

“岔”字也应纵上收下，上部捺画过短，且形状不规范；下部“山”字

的竖画方向变化过于夸张。

sh~ 最后一笔要放开。 n1o 左窄右宽。

y4ng 中间是一个长竖,不是两个短竖。 ji`n 右部是“艮”，不是“良”。

y# 左右两部分切勿碰撞。 ch2n 右边的撇穿插到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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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两个撇不平行。 r0 上窄下宽。

j~ 注意左右两部分的穿插。 ji`ng 上面要扁一些。

ch3 上放下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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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收

中间收

例字

例字

“挚 ”字上下结构的两部分大小相当，上部左收右

纵；中部笔画略微让下；下部末横和弯钩充分放开，突出

主次。

“斑”字是左中右结构，三个部分穿插避就，协调和

谐，占位基本相当，有细微的纵收变化。左部和中部紧

收，中部略高，右部略纵，形体宽扁而不过分。

“挚”字纵收过度，重心下移，下部的横画和弯钩不突出。

“斑”字偏离中宫，中间大了，左部宽了，右部没有纵开，整体不协

调。

zh# 不要忘记写一点。 q@n 注意上面不要写太宽。

p!n 最后一点应该收。 m9ng 左右之间不要触犯。

l5ng 左窄右宽。 q~ 左边是两点。

b`n 中间的“文”要收紧。 pi`n 收上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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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是会意字，它的本意是弱小，由“少”“力”组合而成，表明缺

少力气就弱了。后来引申为恶、坏等意思。

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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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字的纵收（三）

中间收

右边纵

例字

例字

“裹”字中间部分要收紧，守住中宫，下部整体宽

扁，撇画和竖提收敛，捺画放纵，地位突出。

有一类字中包含左右同形的部件，左右两部分写法略

有不同，一般要收左纵右，如“淋”字，中间的“木”写

小，变捺为点，右边的“木”略放纵，撇画向左下穿插，

捺画舒展。

“裹”字中间和下部的收放关系失当；重心偏下，上部过大。

“淋”字左右同形的部分写法不可相同，笔画要避免触犯。

g8 左窄右宽。 ti1n 左边的部首要上提。

yu3n 注意右上方不是“巳”。 xi`n 中间的“斤”要收紧。

`i 收上放下。 gu6 中间的“果”要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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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 先写“鬼”，后写“斗”。 w% “吾”部应是上放下收。

l!n 中间的“木”，变捺为点。 s~ 中间的“其”要收紧。

m9i 上面要写宽。 l_ 下面是“心”，不是“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