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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一词，涵义丰富。其本来意

义是关于汉字书写的规则或技法。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书法的对象是汉字，其目的是将

汉字写得正确清楚、美观快速，同时强调书

法的文字记录功能，即书法的实用性。然

而，汉字书写在此基础上尚可引入一个新境

界：书写者将笔的性能、笔法技巧与极尽变

化的汉字形态、表达空间以及高尚的审美理

想高度融合，创作出一幅幅独特的令人赏心

悦目的文字画面。这个意义上的书法称为艺

术，它已成为中国艺苑中的一朵奇葩。尤为

可喜的是，中国汉字书法伴随数千年文明的

积淀，作为中国人的人文精髓之一，在今天

衍化为一门学问，即“书学”。现在，书法

在许多高校由一门课程建设成一门专业，不

仅为大学生的素质培养立功，而且为祖国的

精神文明建设培养艺术人才和研究专家。因

此，书法是以汉字书写与研究为核心内容的

一门技能、一门艺术、一门学问。

本书是赣南师范学院教材基金资助项

目，所编内容适应当前我国师范学生技能教

育与语文基础教育的要求。教育部于1992年

和1994年先后颁发了《高等师范院校学生教

前 言

师职业技能训练要求》和《高等师范院校学

生教师职业技能训练大纲》，对师范生汉字

书写技能教育作了明确要求。之后，教育部

2001年和2003年又先后颁发了《全日制义务

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

文课程标准〉》，明确了识字与书写教育的

基础地位，并强调了书法学习的实用与美育

意义，对书法教学提出了指导性意见。鉴于

以上要求，可知师范高校的书法教育不容忽

视，尽管当前书写工具已不限于各类笔墨，

但执笔书写仍意义重大。绝大多数师范院校

仍然重视书法教育。作为书法教学的理论与

实践的依据——教材的编写，也被迫切地提

到重要日程。

本书分为理论篇与实践篇，系统性较

强，知识讲授与技能解析相结合，强调其应

用性；技法中介绍了毛笔字、硬笔字、粉笔

字的书写，突出毛笔字、硬笔字楷书与行书

技法学习的基础作用；附图选用字形方正的

碑帖，方便对临；语言表达简洁，概念解析

充分、准确；适用于师范类院校学生的书写

技能教学和广大书法爱好者的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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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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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一）汉字字体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数千

年来，我国虽屡经朝代变更，汉字却很好地

按照一定的规律发展、演变。中华文明的传

承，汉字功不可没。即便是今天，我们看秦

汉乃至先秦时期的文字都不会觉得很陌生。

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汉字发展、演变的延续

性。

汉字字体的演变，大致经历了甲骨

文——金文——小篆——隶书——草书——

行书——楷书这么一个过程。这个演变有一

个核心，就是规范、便捷。或者说，汉字字

体的演变，是汉字自身的发展规律的结果，

更是人们追求快速、美观与规范书写的结

果。

文字书写的首要目的，是服务于实际

应用，而非艺术。既然是为了实用，就有便

捷、规范的需求。因为追求便捷，才有草

篆、草隶、草书、行书的出现；因为追求规

范，才有整齐划一的秦小篆、端庄整饬的汉

隶、字字独立的章草、法度森严的唐楷；因

为追求美观，各种字体的书写均可成为艺术

表现的对象。

一般认为，“隶变”是汉字古今演变

的关键。确实，“隶变”之前的甲骨文、金

文、小篆属于古文字范畴，书写方式相对单

一。“隶变”以后，汉字书写方式转变了，

字形也多样化了，这才有了隶书、草书（包

括章草和今草）、行书和楷书，我们把这些

文字统称为“今文字”。

汉字字体的演变，最迟在隋唐时期即已

完成。此后的汉字，只有书写风格的不同，

再无新的字体出现。

（二）汉字的艺术特质

书法是书写汉字的艺术。换句话说，脱

离汉字，书法也就无所谓艺术了。汉字书写

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一门艺术，在于

汉字固有的艺术特质。

以形表意是汉字最显著的特点。许慎说

过：“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

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

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

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史官仓颉，

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可相别异也，初造

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

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许慎

一、汉字字体及其艺术特质

在这里说得非常明白，我们的先民们创造文

字的最初依据，就是“形”与“象”，是以

形象表意。这和西方表音文字有着根本的不

同。表音文字仅是音义关系密切，汉字则是

形、音、义的统一体。

汉字以“形象”为成字方式，是从简单

到复杂，从少到多，逐渐发展而成的。它们

自成系统，非常严密。

因为汉字以“形象”为成字核心，而

“形象”又仅有相对的规范和统一，这就给

汉字书写预留了无穷的塑造空间。小小的一

个方块字，未必就得写成方块状。后代的书

法家面对同一个方块字，可以写出多种形貌

来，或长，或扁，或成规范多边形，或成不

规则几何图形。加上粗细变化，虚实变化，

墨色浓淡变化，方圆变化等等，可谓变化多

端，不可细数。单字尚且如此，字组又当如

何？篇章又当如何？书家可以无限地去发

挥。

当然，成功的汉字书写之所以能够成

为艺术创作，单有文字外观的塑造及组合是

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文学形象的美与之结

合，方可能完成。我们无法想象，一组不成

字、不成文的笔墨线条的组合是些什么书法

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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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中国古代书法，其书写或铸刻的载

体大致有甲骨、钟鼎、钱币、摩崖、碑石、

木简、竹简、绢帛、纸张等等。相应地，我

们大体可以把传世中国书法分为甲骨文、钟

鼎文、碑刻、摩崖、造像记、简牍书、尺牍

书等类型。书写原本只是为了传递、记录信

息，以实用为目的，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

书写逐渐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书写的形式

不断地得以丰富。现存了历代书迹，原本或

纯为实用，或纯为艺术，或实用和艺术兼

顾，其中的精品共同构成了中国书法艺术的

宝库，是我们学习书法的良好范本。

（一）先秦书迹

先秦包括商、西周、春秋战国，约自公

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221年。这一时期留下

的书迹，主要有甲骨刻辞、金石玉器文字、

简牍帛书墨迹等。

1.甲骨文

甲骨文是中国商代后期王室用于占卜记

事而刻（或写）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又

称“殷墟文字”、“殷契”，19世纪末发现

于河南安阳小屯村，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

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

甲骨文 金文

石鼓文

来的考古考证认为是秦穆公时代的作品。石

鼓文布局匀称规整，体势整肃，笔力雄健，

充满古朴凝重之美。石鼓文是我国最早的石

刻文字，世称“石刻之祖”。现藏故宫博物

院。

（二）秦汉书迹

秦（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是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国祚虽

短，却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这一时期留下

的书迹主要有官方文诏、刻石、符印等。汉

（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继秦而兴，初

用篆书，后来隶书充分发展直至鼎盛，章草

在这一时期成为比较成熟的一种字体，楷书

和行书开始萌芽。这一时期留下的书迹主要

有篆书刻石、隶书刻石、砖文、瓦当、汉简

等等。

4.《泰山刻石》

小篆，传为李斯所书。又名《封泰

山碑》，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

年），始皇巡狩泰山时所立，是泰山石刻中

时代最早的作品。刻石现存于山东泰安岱

庙。

峄山刻石

袁安碑 袁敞碑

二、历代重要书迹简介

2.金文

金文即青铜器上的文字，铸在青铜器

物上。著名的有《大盂鼎铭》、《毛公鼎

铭》、《虢季子白盘铭》、《散氏盘铭》

等，《大盂鼎》、《毛公鼎》、《虢季子白

盘》、《散氏盘》在清代有“四大国宝”的

美誉。

3.石鼓文

大篆，刻于10座花岗岩石上，因石墩

形似鼓，故称为“石鼓文”。它处于承前启

后的时期，承秦国书风，为小篆先声。现存

的石鼓文是宋朝收集的十石鼓，上面刻有文

字，当时认为是描述周穆王出猎的场面，后

5.《峄山刻石》

小篆，传为李斯所书。又名《峄山

碑》，是秦始皇东巡时（秦始皇二十八年，

公元前219年）所立的最早刻石。原石相传

已在曹操登山时令人毁掉。今以宋摹刻本为

最好。现藏于西安碑林。

6.《袁安碑》

小篆，东汉永元四年（公元92年）立。

民国十八年被发现，为世所重。现藏于河南

省博物馆。

7.《袁敞碑》

小篆，东汉元初四年（公元117年）

立。1923年出土于洛阳，篆法与《袁安碑》

相似，流畅而厚重。袁敞为袁安之子。后多

以“二碑”并称。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8.《石门颂》

摩崖隶书，东汉建和二年（公元148

年）11月刻，又称《杨孟文颂》。刻石在陕

西汉中市褒河区石门崖壁上，为东汉著名摩

崖刻石之一。文辞为王升撰。此摩崖刻字书

写较随便，不刻意求工而流露出恣肆奔放、

天真自然的情趣，为后世书家所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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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乙瑛碑》

隶书，立于东汉永兴元年（公元153

年），全名《汉鲁相乙瑛请置百石卒史

碑》，又名《百石卒史碑》、《孔和碑》，

是东汉隶书兴盛时期的著名碑刻之一。何绍

基说此碑“横翔捷出，开后来隽利一门，然

肃穆之气自在”。原碑现藏于山东曲阜孔

庙。

10.《礼器碑》

隶书，立于东汉永寿二年（公元156

年），全名《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

是东汉隶书兴盛时期的著名碑刻之一。全碑

书法雄健端庄，兼有厚重、流利之美。原碑

现藏于山东曲阜孔庙。

11.《史晨碑》

隶书，前碑立于东汉建宁二年（公元

169年），后碑立于东汉建宁元年，前碑

全称《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后碑全称

《鲁相史晨飨孔子庙碑》，通常称《史晨后

碑》，两碑同刻一石，前后碑的书风一致，

当为一人手书。此碑结体方整，端庄典雅，

波折分明，有凝重肃穆的法度。原碑现藏于

山东曲阜孔庙，与《礼器》、《乙瑛》并称

为“孔庙三大名碑”。

石门颂 乙瑛碑 礼器碑 史晨碑

曹全碑 张迁碑

主，结体取势平直饱满，笔致质朴古拙，变

化多端。原碑现存于山东泰安岱庙。

（三）魏晋南北朝书迹

从魏文帝曹丕称帝（公元220年），至

隋文帝取代北周建立隋朝（公元581年）为止

的361年，史称“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

楷、行、草等字体在广泛应用中得到完善，

出现了多位在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大书法

家，对后世书法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

留下的书迹，主要有三国时的碑刻（隶书为

主）和钟繇小楷、西晋时的章草、东晋时的

小楷和行草书（以“二王”行草书为突出代

表）、南北朝时的写经书和碑刻（以楷书为

主）等等。

14.《天发神谶碑》

篆书。传为华核文、皇象书。三国•吴

天玺元年(公元276年)立。此碑笔意在篆、隶

之间，字体奇伟，为古代名碑之一。

15.《急就章》

章草，相传为皇象所书，原称《急就

篇》，为汉史游作，以松江本最为著名。米

芾《书史》有“皇象《急就》，唐摹奇绝”

的记载。此帖点画简约、凝重，又多隶书笔

意，结字工整，法度森严，气息古朴温厚，
天发神谶碑

急就章 荐季直表

12.《曹全碑》

隶书，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十

月,由王敞等人镌立，全称《汉郃阳令曹全

碑》。该碑是汉代隶书的重要代表作品，在

汉隶中此碑独树一帜，是保存汉代隶书字数

较多的一通碑刻，以风格秀逸多姿和结体匀

整著称于世。原碑现藏于西安碑林。

13.《张迁碑》

隶书，立于东汉中平三年(公元186

年 )，全称《汉故郃城长荡阴令张君表

颂》，亦称《张迁表颂》。此碑书法以方为

是学习章草的优秀范本。

16.《荐季直表》

小楷，钟繇书于魏黄初二年(公元221

年)。此书布局空灵，结体疏朗、宽博，体

势横扁，尚有隶意，天趣盎然。

17.《宣示表》

小楷，钟繇书。始见于宋《淳化阁

帖》，共18行。后世阁帖、单本多有翻刻。

此书端正古雅，结体略呈扁形，笔法质朴浑

厚，雍容自然，是元常的杰作，也可以说是

楷书之祖。梁武帝萧衍赞其“势巧形密，胜

于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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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发神谶碑

急就章 荐季直表

12.《曹全碑》

隶书，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十

月,由王敞等人镌立，全称《汉郃阳令曹全

碑》。该碑是汉代隶书的重要代表作品，在

汉隶中此碑独树一帜，是保存汉代隶书字数

较多的一通碑刻，以风格秀逸多姿和结体匀

整著称于世。原碑现藏于西安碑林。

13.《张迁碑》

隶书，立于东汉中平三年(公元186

年 )，全称《汉故郃城长荡阴令张君表

颂》，亦称《张迁表颂》。此碑书法以方为

是学习章草的优秀范本。

16.《荐季直表》

小楷，钟繇书于魏黄初二年(公元221

年)。此书布局空灵，结体疏朗、宽博，体

势横扁，尚有隶意，天趣盎然。

17.《宣示表》

小楷，钟繇书。始见于宋《淳化阁

帖》，共18行。后世阁帖、单本多有翻刻。

此书端正古雅，结体略呈扁形，笔法质朴浑

厚，雍容自然，是元常的杰作，也可以说是

楷书之祖。梁武帝萧衍赞其“势巧形密，胜

于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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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平复帖》

章草，传为陆机所书。内容是作者问候

友人的平常手札。《平复帖》是草书演变过

程中的典型书作，犹存隶意，但又没有隶书

那样波磔分明，字体介于章草、今草之间。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19.“二王”尺牍

行草书。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均善尺

牍，风流妍妙，后人对其崇拜，达到寸纸

必珍的程度。王羲之尺牍代表作有《姨母

帖》、《平安帖》、《何如帖》、《奉橘

帖》、《二谢帖》、《初月帖》、《寒切

帖》、《快雪时晴帖》、《行穰帖》、《得

示帖》、《频有哀祸帖》、《孔侍中帖》、

《远宦帖》等等，王献之尺牍代表作有《鸭

头丸帖》、《中秋帖》、《地黄汤帖》、

宣示表 平复帖 二王尺牍 黄庭经

序》、《禊帖》。其文其书均具有极高的艺

术价值，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真迹不

传，仅有部分摹本和刻本流传，其中禇遂良

摹本、“神龙本”（唐冯承素摹本）、“定

武本”最为著名。

23.《唐怀仁集王书圣教序》

行书，唐咸亨三年十二月刻。太宗李

世民撰序，高宗李治撰记，怀仁集晋王羲之

书，诸葛神力勒石，朱静藏镌字，书法高雅

整练。现藏于西安碑林。

24.《十七帖》

王羲之草书代表作，因卷首有“十七”

二字而得名。此帖为王羲之写的一组书信，

原墨迹早佚，仅有刻本流传。

25.《伯远帖》

行书，是东晋王郃写的一封信。此书风

格峭劲秀逸，与陆机《平复帖》为现今仅存

的两件晋代名人法书，是东晋书法艺术稀有

珍品。

26.《爨宝子碑》

楷书，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

年）立。此碑虽为楷书，但却带有十分浓重

的隶意，表现在横画的收笔上波捺飞起，纯洛神赋 兰亭序

唐怀仁集王书圣教序 十七帖 伯远帖
《廿九日帖》等等。时至今日，“二王”遗

迹早已失传，我们所能看到的墨迹，大都是

唐人双钩填墨的摹拓本。

20.《黄庭经》

小楷，传为王羲之书。原本为黄素绢

本，在宋代曾摹刻上石，有拓本流传。

21.《洛神赋》

王献之小楷代表作。因原迹残存13行，

所以又称《十三行》。传世《洛神赋十三

行》刻本有两系统，一为唐临本上石；一从

真迹摹出，世称《玉版十三行》。《洛神

赋》笔画飘逸灵动，风格秀美，深得自然洒

脱之气，被誉为“小楷极则”。

22.《兰亭序》

行书，传为王羲之书。又名《兰亭集

序》、《兰亭宴集序》、《临河序》、《禊

爨宝子碑

用方笔，峭劲古朴，结字则大小错落，奇正

相参，极富古拙之趣。与刻于南朝刘宋大明

二年（公元458年）立在云南凉州蔡家堡爨

君墓前的《爨龙颜碑》并称“滇中双爨”。

27.《张猛龙碑》

楷书，全称《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

碑》，北魏正光三年（公元522年）刻立。

其用笔、结构都极谨严，笔画多用方笔，书

势绵密险峻，气势雄强。被誉为“魏碑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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