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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我目前是一个小学书法老师，研究学科的教学教法问题是工作的要求，

怎样才能让自己好教，学生好学，自己讲得清，不费劲；学生喜欢学，学

得会，这是研究的一个目的。当然做研究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希望不要教错，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应不遗余力。

什么是书法，这一直是书法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本书的主旨是探

讨书法的生成及规律，希望能搞清楚书法究竟是怎么回事，怎样学才好学，

学得会，在当下教育中有什么价值，目的是希望应用于书法教育，能解决

当下书法及书法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时希望能和同行进行一些交流

探讨，希望能得到大家还有相关专家及学者领导的关注及指导。

这本书我把它叫做书法基本原理，原来的名称是“书法基本原理研讨

材料”，这个名称更确切些，因为出书，就自定为了书法基本原理。这个

原理是我提出来的，既然是原理，它就应该涵盖和控制一切的书法行为，

但这个原理是否成立，是真还是伪，是全还是缺，能不能厘清书法中的各

种问题，对于指导实践是否有用，这些还有待于社会来作出检验和评判。

                                    

                                                                                               武洪伟

2015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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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书法

书法并不需要西方的理论和眼光来参与，它原本就是通的，说不清楚

的原因我个人认为是我们没有把它简单的来头和简单的结构法则弄清楚，

以至于混乱。我相信它一定是很简单，简单才是它的根本属性，它应该是

一种能让普遍的中国人学会（正如王羲之笔势论中说：“存意学者，两月

可见其功，无性灵者，百日亦知其本。”），入门简单，但又可以提供让一

些人的生命内涵得以腾挪施展修养提高的足够广阔的空间，让一些人的才

情智慧得以充分发挥的这样的一种事物，简单说就是既有广大共性，又呈

现独特个性的事物，当下的书法教育，就是要着眼于解决好这个共性。

什么是书法，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搞清楚它的来路。

汉字的基础构件我们叫做“笔画”，笔画怎么来的呢，很简单，笔画

就是“笔划”，用笔随便“一划”，就有个笔迹，末端常常带出点尖，这

个尖就叫笔锋，这样的笔画，不管什么工具，不管什么人划都差不多，这

是很自然的事情，人人都会。这样的锋尖在早期的甲骨文中就有，从出土

的甲骨及拓片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起初这样的锋尖很随意，并没人在意，

有没有无所谓。

这里就要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自然界的草木，它们的

叶子主要是尖的，它们的叶子为什么是尖的呢？这个问题看似很一般，但

它却大有奥妙，这个问题里，就蕴藏着书法的基本原理，书法的奥妙，就

与这个问题紧密相关着。

树叶子为什么是尖的，有的说它是为了雨水打在叶面上，方便淋走雨

水，这个不对，草叶子向着天，怎么淋雨水？这个尖是由于力学的原理形

成的，这个还差不多，有这个尖的作用是比如容易克服生长过程中的阻力，

这样解释更容易让人接受，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尖是客观存在了。这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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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力学的原因造成的，但在这个尖的形成过程中，应该有内外两方面的原

因存在，首先是一株植物要生长，生命要展开，这是内因，地球引力是外因，

这就像一座山峰的形成，（山峰就是山尖），首先是地壳内部能量的冲突

和释放造成造山运动，地面突起，然后凸起部分的两侧的土石因为重力跨

落，这样就形成了山峰，如果没有地球内部能量的冲突这个内因，力学只

会导致地面是一个球形，一个圆，就像太极的圆，不可能有山峰这个事物。

山峰的形成，是由于地面一种向上的力量突起的结果，这个向上的力量突

起，中国人就把它叫做“势”，所以在中国人这里，山就有个山势、形势，

中国人把事物向某一个方向运动的这种力量和趋向、走向就叫做“势”（关

键在于“运动”），一般叫做势力、形势或者叫做势理，峰就是由“势”

形成的，峰（锋）又叫做势头或者风头（锋头），这是一种简单的经验认

识论，但这样的认识显然抓住了事物的内因，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起着决

定性作用，而“势”字常常与力、理、形等字连在一起使用，这样，外因

也就自然地暗含在内了，这种认识与说法比较直观简单，但有它的道理，

尽管早先人们并不知道地球引力这种说法，但对事物的认知通过现象和经

验来归纳，这个办法并不一定就不科学。

中国人形容植物的生长，就用“长势”两个字来概括，比如“长势喜人”，

植物叶子的这个尖或者小麦锋芒的形成，自然就是长势所形成的，势会形

成锋，这可以说是一种基本的经验和认识，而这种经验具有普遍的合理性，

植物讲势，动物讲势，山川河流自然星宿讲势，比如“如初月之出天涯，

众星之列河汉”，这就是一种势，这些势都有可能形成锋。人就更是讲势，

这个中国人都是很明白的，所谓有钱有势，势就会形成锋，人是有锋的，

比如锋芒毕露，威风，实际就是“威锋”。应该说在中国人这里，自然万

物皆有个“势”，世界就是“势界”，当你站在高山顶上俯瞰脚下万物时，

这样的感受会更明显。势会形成锋是一种基本规律，普遍现象，但也不是

所有的势都会形成锋，就比如有的人也很有势力，但他就不喜欢出锋、耍锋、

露锋，但你不要以为他没有锋，只是他藏锋含蓄而已。

汉字笔画末端笔锋形成的原理与自然界的草木的叶子大多是尖的道理

是一样的，草木叶子会尖是由于它的“长势”自然形成的，同理，汉字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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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末端的笔锋是由于笔运行时的“笔势”所造成的。这样，在汉字最初的

“一划”里，为什么画，是有意还是无意，这就是最原始的“笔意”，划

时候笔的运行走向、趋向就叫做“笔势”，笔势又形成了笔划末端的笔锋，

在划的时候用力是轻是重，这就是笔力，这样，在一划之中，就包含了这

四个基本的要素，这四个要素就是这么来的，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生在一起

的东西，一点不奇怪。但奇怪就出在这个不奇怪之中，原因是这个一划，

可是不简单。石涛在《石涛话语录》一画章里说过这样一段话：“太古无法，

太朴不散，太朴既散，而法立矣，法于何立，立于一画。一画者，众有之本，

万象之根。”这里的一画其实就是“一划”，而不是一画，现在所见的文

本中都写作“一画”，实际应作“一划”，这个“一划”才是“众有之本，

万象之根”，就是这个一划划出了书画的天地，书画之源，就在这里，它

的道理就是笔势形成了笔锋，中国人就是用这个东西来概括天地万物及各

种生命形态，书法之所以成为书法，原因就在这里，很简单。历朝历代的

书论都十分重视势这个概念，《笔阵图》其实就是“笔势图”，因为“阵势”

连用，《九势》、《笔势论》等，都反复提及这个“势”字。唐朝有两句诗，

叫“笔锋回日月，字势动乾坤。”可以说是对书法最好的形容，其间的笔锋、

字势（总势而不是分势）正是书法的要害。笔锋如此重要，原因就在于它

在根本上是由“势”所生，是势之所用，而势是生命展开的一种基本形式，

生命万物，由弱到强，由盛到衰，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就是一个“势”字。

书法正是通过这个“一划”与天地万物相通，这个一划，既可以是一

片叶子，一根树枝，也可以是一个石块，一根羽毛，一根毛发，当然还可

以是其它，总之万事万物包含了一划，一划也可以构成万事万物，书法和

国画中的万事万物，就是“一笔一画（其实是一划）”，“写、划”出来的，

这样一来，书法与草木鸟兽一样，是一种有生命的活物，书法与万物特别

是生命事物是相通的，它们是用一划来相通，如此，我们就能轻易理解古

人对书法的欣赏与形容为什么用“龙跳天门，虎卧凤阙。”“鸿飞兽骇之

姿，鸾舞蛇惊之态”之类来比方，西方人搞不懂不认可中国书法，可能与

他们没有搞懂书法形成的原理有很大的关系，他们可能从来没有发现世界

原来还有这样的一种概括与认知方式。（圆球等事物怎么画，仍然是一划，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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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是用一划去概括。）

这个一划并不是总是平直单一的，它是一个活物，它总在灵活变化，

变化方式是波折和逆反等，它的变化及毛笔的使用还有笔意的作用，使笔

画的形态大大丰富起来，正是它的变化及它的锋芒，创造了汉字灿烂的书

法文化，正是它的变化及它的锋芒推动了汉字的隶变及汉字从隶书后的一

系列的发展演变。

开初的一划工具与我们今天的钢笔差不多，后来随着毛笔的使用，本

来在“一划”中毫不起眼的“笔锋”这个东西就逐步跳出来，成为书法中

十分重要的一个事物，正是“是锥子总是要露出尖的”。它是怎么跳出来的，

其实也比较简单，毛笔的使用，自然使笔画“宽、肥”起来，笔画末端的“收”

使这个地方成为笔意及精气神更加凝聚之处，这个地方就在对比之下显眼

和突出出来，如果笔画没有了这个地方，把这个末端砍掉，笔画可以成为

笔画，但书法就不能成其为书法，可见书法中这个笔锋的重要性，笔锋也

因此成为了书法最要害的形式因素，成为汉字是不是书法字的重要判断标

准。

我们再来看毛笔，笔的种类多了，但不知怎么的，中国祖先就选择使

用了毛笔这样形态的笔，而不是其它。毛笔本身是一个锥形，俗名毛锥子，

它本身就是“一划”，末端有个笔锋，它与其它工具相比有着最优势的一点，

就是它可以让一划产生最复杂，最多样化的形态变化，可大可小，可粗可细，

可轻可重，可长可短，世界上没有再比它更优越的能使一划产生这样复杂

丰富形态变化的工具，这就是毛笔的长处。汉字是今天的模样，与毛笔的

使用完全分不开，汉字的演变及所形成的灿烂的书法文化，就与毛笔的使

用及它笔下一划的变化有着最根本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追问组成汉字的

三十多个笔画到底是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它就是一划的演变物，也可以看

做是毛笔自身形态在纸面上的反映，毛笔在纸上摆的“pose”。

除了毛笔的使用，另一种工具在书法文化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就是

刀、刻刀，实际上刀和笔在书法中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的共同点是都

有“锋”，都是要发挥锋的作用，从这里也可看出，锋这种东西，在汉字

书法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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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书的点横竖撇捺（也叫永字八法），它们是毛笔在草书过程中势、

力充足的状态下诞生出来的，是从若干笔画形态中提炼与修饰、规范出来

的“标准”形态，它们都是由最初的“一划”变来的，一划是有锋的，笔

画中有的有锋，有的没有锋，比如横就没有笔锋，这是因为横的笔势被勒

回去了，笔锋被藏起了，但藏起不等于没有。分析笔锋，我们就可以发现，

在笔画构成的四个要素中，有笔意笔势笔力不一定有笔锋，因为笔势可以

控制，笔势一控制，笔锋就出不来。但要有笔锋，就一定要有其它三要素

参与，少一样都不行，这样，在书法中，对一个初学者来说，抓住了笔锋，

就等于抓住了其它要素，也就抓住了要害，笔画的笔锋是要害，毛笔的使

用其要害也在使用笔锋（笔尖及笔尖连带的笔身），二者被统一在一起。

以前在农村说一个人的字写得好，会说有笔锋，笔锋很在，或者说字

写得很“硬帚”，他们知道写字要写得有笔锋，硬帚点才好，硬帚其实就

是有笔力，显然农村的说法有道理。

上面说的是笔画的来头及毛笔的作用，这些可以看作书法物质存在和

客观因素。

在书法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笔意，这是一个完全来自于人的

主观意识的东西。

什么是笔意，笔意是什么，人能意识到的客观及人之所想，及想要表

达的主观都可以称为意，也叫意思。“人各有意”是意的一个重要特性，

研究笔意，把它放在中国“意”的这个大背景中研究可能会容易且有效，

我们平时的意是用神色、语言、语气来表达的，而书法中的笔画，还可以

当做“笔话”来讲，二者是相通的，也讲气，也讲锋，所谓话锋使转，说

话偏锋，文章中也讲笔锋，笔锋犀利。书法中的笔意具体内涵有哪些，这

个要另外研究，简单说就是枯湿浓淡、清浊雅俗、藏露巧拙、方圆曲直、

刚柔疾涩、轻重缓急、抑扬顿挫、儒释道精神等，颜真卿在《述张长史笔

法十二意》中，把用笔，结构都归结为意。另外，笔意还可以是一种意象，

比如千里阵云、万岁枯藤、锥画沙、屋漏痕、鸿飞兽骇等，古人讲书法常

常和这些形象联系在一起，但这些形象对于书法重要的并不在于其形，而

在于取其意、其势、其力、其锋，取这些内在相通的东西，所以书法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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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意指的是会其“意”的意，包括意象、意气等。笔意这个东西在书法中

起着总领全局的作用，书法有“意在笔前”，书法“七分意三分写”的说法，

它不但影响着笔画形态，还影响到字的结构，书法的修养之一就是笔意的

修养。

接下来说结构。

汉字的结构，从甲骨文开始，就是横竖（斜）交叉的思维模式，尽管

甲骨文中还掺杂有一些象形字，但结构横竖斜交叉，方块字的模式已经完

全建立起来，在甲骨文中，一横是一，一竖是十，横与竖都有独立的构字

能力，在现在的汉字几十个笔画中，唯一有独立构字能力的就是一横，一

横是一字，这个“一”字，在中国文化中，在许多地方，地位都非同寻常。

所有汉字就是在一横一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整个汉字的发展演变，就

是到了简化字，不管体式怎么变，横竖（斜）交叉的思维模式始终没有变，

早期的象形字，也逐渐被这种思维取代，不再象形，完全走到了这种思维

模式之下。

横竖交叉的结构方式必然导致一、方向；二、中心；三、相反相成，

对立统一这三个特点，在书法中，就上升演变为三大法则：一是笔势的统

一变化法则，二是中心攒聚法则，三是相反相成法则（也叫和谐法则，表

现为多种对立统一关系的放入和体现）。三大法则就是由横竖（斜）交叉

必然产生的，它的来路简单清晰，正是这三大法则，成了汉字书法结构的

最高法则，比如“三”字，主要就是笔势统一法则及相反相成中的主次法则，

“大”字，主要就是运用中心攒聚法则。书法的法，除了一划演变的法而外，

也可以看作就是这三大法则，古今书法没有人能够超出这三大法则，只有

暗合与违背两种情况。汉字的结构原本是“六书”造字的结果，但六书最

后要服从三大法则。汉字的结构还受到笔意、人为规定等的影响，但这些

最后仍然要服从三大法则。

书法简单说就是用三大法则去管控笔势和笔锋。

三大法则是既有区别又紧密联系，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连在

一起的整体，应用时它们之间可以相互变换，融汇贯通，书法中的每一个

字就是楷书字，结构并不是死的，而是灵活的，可以千变万化，就是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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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书家，写同一个字，也不尽相同，加上书体也是多种多样，书法就千姿

百态起来，但不管怎么变，万变不离其宗，天下书法就是同宗同源，千家

万家最终就是一家，这跟中华民族讲同宗同源的观念是一致的。

三大法则是书法法则，但同时也是一种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与自然

社会是相通的。比如自然中的一棵草，一棵树，它先是由一个中心成长而来，

展开后它就有个长势，每一片叶子都有一个来头，并且都是由一个中心控

制着，叶子与叶子之间是俯仰向背，相争相让，相反相成，这样不管有多

少片叶子，它都不会乱，并且是和谐生长的。社会呢，比如我们当下追求“中

国梦”，这就是中国当下整体的趋向，是总势，社会单位团体个人就是分势，

分势服从总势，就顺应整合了天下大势。然后我们社会每一个单位都有一

个中心管着，小中心之上有一个大中心，最后有一个中央，全国要团结在

习总书记的周围，这样就有了凝聚力。最后，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和谐”

实际上就是相反相成（百度百科关于和谐的阐释），实际生活中，社会中

的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总是相反相成的，这些，与书法道理是一致的。

最后，就是书法的灵魂，叫做“气”，气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

有气才有生命，气的来头本书认为有两个。书法中的力也很重要，力的来

头认为有三个。中国力与气紧密相联，平时叫做力气，因此我把力提出来

与气合在一起。

这些，都是典型的纯粹的中国理论、中国思维，与西方理论是不同的，

书法是我们国家的一种重要的文化，有的说书法就是写字的方法，但这个

方法是什么？说不清了。有的讲笔法墨法章法，具体是些什么法，也无法

交代清。说汉字的书写就是书法，大街上写标语的师傅，字写得很好，我

问过他们，他们说自己写的不是书法，叫美术字，与书法不同。学生做作

业也不叫书法，很多人也感觉到写字与书法并不是一回事，区别究竟在哪

里？搞明白了书法是怎么一回事，我想这些问题也就不难回答了。

一般认为，除了用笔，临摹、结构、脱帖等都是书法学习的难题，我

个人认为这些问题存在的根本还是在于没有把书法看清弄明，弄明白了书

法是怎么一回事，按照道理去做，方法对头，大部分人应该都能克服这些

困难，甚至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大家都遇到这样的问题，原因有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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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认识和思路上存在了这种思路上所必然要存在的障碍、问题，于是

很多人去就都遇到了，不遇到还不正常，不遇到的是特殊的人了。按基本

原理做会不会遇到问题，是不是就一定畅通无阻，也可能会遇到问题，比

如三大法则，要掌握还是有一个过程，有的人可能还是觉得很难。但一个

事物如果找到了真正的规律，按规律去做，遇到问题也应该属于正常的问

题，而不是那种可能是走了弯路，钻了胡同（不是死胡同）的问题，我们

现在就是想要找到真正的规律，想把书法先弄清楚再说，所以它同时有别

于独家的偏方、秘诀之类。

中小学书法从楷书学起，笔画形态相对固定，从实践来看，学会基本

的点画，灌输好三大法则，大部分学生是可以学会并写好毛笔字的。书法

学通了，就可以达到得心应手、随心所欲，无法而有法，有法而无法。但

这个原理成不成立，全不全面，指导书法学习好不好学，灵不灵，还有待

社会的检验。

书画同源，书法与国画中的写意画，这两种事物在根本上是相通的，

只要书法破解，就意味着国画也破解，按照书法思维去画国画，很快就能

找到法门。如果这个基本原理正确，从基本原理可知，中国写意画最重要

的形式因素是笔锋，并不是水墨，不用墨，同样可以画中国画的，为什么

要用墨，因为黑与白是阴阳的代表，中国人认为阴阳涵盖了世间一切，万

事万物就是在阴阳两极中演化的，水则可以助其演化。水墨画与西画有很

多相通的地方，比如都讲虚实，这样水墨画与西画稍不小心就搅在了一起。

中国画人讲笔墨，这个没错，但“笔墨”两个字很笼统，一不小心就演变

成了“水墨”，现代水墨画几乎用水墨形式替代了笔锋，讲究水墨效果，

画法上讲点线面高光线条等，而笔意笔势笔力几乎不太讲了，纵横聚散、

抑扬顿挫不太讲了，道理修养不太讲了，很多西画的东西跑了进来，很类

似水彩画，于是具有纯粹中国精神的国画少了，结果就“好看但不耐看”了，

中国画问题出在了在哪里，目前可能还没有找到病根，我想还是要把基本

原理搞懂，按照本书的观点，病根认为首先就是忽视了笔锋这个最主要的

形式因素。从画的角度来说，怎么好看怎么画，什么受欢迎画什么，这个

是实际的道理，但从发扬国粹，弘扬精神，守住传统文化，净化其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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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国粹传承给子孙后代，让后代能够认识和认可，区分得清中外的文化差

异，既学西方，也学传统，从这个角度出发，找到失落的国画精神，是很

有意义和必要的。目前是一边倒的学西方，对自己的传统，学习传承明显

不足，现在我们讲中国精神，中国精神首先要有正确通顺的中国理论作为

支撑，才能有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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