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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书法基础理论

１　　　　　

书法基础理论

中国书法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它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

而发展。

世界上，拥有书法艺术的民族屈指可数，中国书法，具有

悠久的历史。

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具有很深的玄妙。从甲骨文、金

文演变而为大篆、小篆、隶书，到东汉、魏、晋时期，草书、楷书、

行书诸体基本定型，书法时刻散发着古老艺术的魅力。为一

代又一代人们所喜爱。

书法，是在洁白的纸上，靠笔运动的灵活多变和水墨的丰

富性，留下斑斑迹象 ，在纸面上形成有意味的黑白构成，所

以，书法是构成艺术；书法家的笔是他手指的延伸，笔的疾厉、

徐缓、飞动、顿挫，都受主观的驱使，成为他情感、情绪的发泄，

所以，书法也是一种表现性的艺术；书法能够通过作品把书法

家个人的生活感受、学识、修养、个性等悄悄地折射出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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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常有“字如其人”、“书为心画”的说法；书法还可以用于

题辞、书写牌匾，因此，也是一种实用性的艺术。总之，书法，

是具有更强的综合性艺术，是更倾向于表现主观精神的艺术。

书法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艺术的基本特征。正像在西方美

术中建筑和雕塑统领着其他门类造型艺术一样，书法和绘画

则统领着中国美术的其他门类，而列为中国美术之首。当把

书法与绘画并提时，又将书法摆在绘画前面，称之为“书画”，

如“书画同源”、“琴棋书画”、“书画缘”、“能书会画”等等。书

法与传统中国画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特别是在宋元文人画

出现以后，绘画用笔讲究从书法中来，水墨写意与书法的行草

意趣相通。中国古代雕塑中也蕴含着书法的特征。中国古代

雕塑的纹理即是线的组合，造型的装饰性与书法中的篆隶保

持着内在联系。中国古代建筑从布局到主体的梁柱结构，都

遵循对称、均衡、主从关系等法则，园林建筑中的含蓄、借景，

以及亭、台、楼、榭追求的空灵、飞动等都与书法的结体、章法

和节奏、气韵密切相关。至于工艺美术和民间美术，也不同程

度地受到书法的影响。书法可以视为中国美术之魂。

中国书法历史悠久，艺术青春常在。在每个时代，社会环

境不同、人们的审美欣赏角度不同，又随着文化的发展不断融

入新的内容，使书法有着自己的特点，并不断完善。浏览历代

书法，“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为精辟的

总结。

晋人尚韵———晋代书法流美妍媚，风流潇洒，反映了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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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阶级的清闲雅逸，流露出一种娴静的美。

唐人尚法———唐代书法法度严谨、气魄雄伟，表现出封建

鼎盛时期国力富强的气派和勇于开拓的精神，具有力度美。

宋人尚意———宋代书法纵横跌宕、沉着痛快的书风，正是

在“国家多难而文运不衰”的局面下，文人墨客不满现实的个

性书法，以书达意，表达一种心境。

元、明尚态———元、明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停滞不前，江河

日下，反映在书法上则是崇尚摹古，平庸无奇。

至于明末书坛“反流俗”的狂飚，以及清代后期崇尚碑版

金石之风的兴起，正如地下奔突的岩浆，黑夜中闪掣的电光或

是火石，折射出一个社会巨大变动的征兆。真所谓“披图幽

对，思接千载”。

追寻三千年书法发展的足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与

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步，强烈地反映出每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中国书法是我们民族永远值得自豪的艺术瑰宝。它具有世界

上任何艺术都无与伦比的深厚的群众基础和高级艺术的特

征。书法艺术在群众中已逐步普及，也愈加受到大家的

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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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书法基本理论

一、书法理论的起源

书法理论的原初存在形态是泛化的，这不仅表现在观念的

多维性方面，也表现在书法的物态化与文字工具性矛盾所导致

的理论阐释的融合性方面。也就是说，最初对书法的论述就未

必一定是一个纯粹的课题。或者说，对文字的论述同样为最初

的书法理论所包容，书法理论中对造字神话的赞美和对文字书

写中政治意义的颂扬都反映了文字与书法的不能分割，混沌模

糊包罗万象是最初理论的一大特征，如果硬要从中分缕出这是

文字的研究或这是书法的研究，不但不符合理论的原初状态，

而且对书法起源的认识也未必会有多大益处。

正是在这个认识前提下，我们摒弃了一般书法理论史截

源取流的述史模式，而是将书法理论史的起源推溯到上

古———西周时期，以便获得一个全历史的立场和观念。如上

所述，在上古的书法理论进程中，书法理论与文字理论始终处

于一种高度融合的状态。因此，从书法理论史的立场观照，早

期文字理论实际上即是陈振濂主编《书法学》。书法理论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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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形态。文字与书法虽然属于两个不同的审美系统，但两者

的生存状态却是密切相关的———文字构成书法的物质载体；

书法是文字的艺术表现形式，两者缺一不可。正是文字与书

法这种互补的合二为一的存在关系，决定了早期书法理论与

文字理论的高度融合。

中国书法理论的起源可推溯至西周时期，这个时期出现

的六书理论构成书法理论的起源形态。在西周时期，六书作

为“六艺”中的一艺，成为贵族教育的必修学科。“六书”一说

最初见之于《周礼》，但只有六书之名，没有具体的内容，后经

汉代学者阐释才得以厘清。“在过去，我们对六书理论常常偏

于从古文字学立场去加以探讨，而很少从书法美学、艺术学立

场观照它的价值，因此书法家们大都视它为一种专门之学，甚

至有误认为只有专攻篆书者才有必要深究它，而习行草书者

与它基本无关碍，但事实上，六书理论可以说是最早奠定了中

国书法的基本观念与审美立场的奠基学说。

二、“六书”理论的主要内容

作为中国书法的奠基学说，六书理论从空间结构、审美观

念两个方面确立了书法理论的基点。“六书”理论的“象形”、

“指事”、“会意”构成空间结构的三大基本元素，而“转注”、“假

借”、“形声”虽然在结构形态方面并不完全是“观物取象”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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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但表现在结构形态方面也还是视为立足的根基。

“六书”理论对空间结构的关注和阐释是与汉字———书法

的物态化相一致的，中国文字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一门艺术，

正是它的形式自律所造成的。但书法的形态结构，并不是纯

粹形式化的，它是一种象与意的有机结合，“六书”理论对文

字———书法的批评立场正显示出这样一种辨证观念。首先，

书法是“象形”，即“观物取象”的结果，但书法的“象形”并不是

对自然万象的机械模拟，而是一种主体的抽象化提取———立

象见意。这在文字早期发展中就已显露出端倪。从距今约

４８００年的半坡仰韶陶器刻画符号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时期

的文字符号都是极其抽象化的，表现为纯粹的结构组合，而同

一时期的仰韶半坡陶器纹饰、彩绘则显示出写实的典型的绘

画意识。这说明文字与绘画在取象方面从一开始就走上两条

截然相反的道路———文字注重对自然的主体意义的抽象化提

取；而绘画则注重模拟、再现自然。正是文字的这种抽象化性

质，奠定了书法艺术的物质基础。

但不可否认，文字在早期抽象化发展进程中，曾陷入进退两

难的窘境。过于的抽象化，使文字的空间造型语汇趋向贫乏、单

一，在这种情形下文字为摆脱困境而不得不向绘画靠拢。由绘画

渠道构成的文字形态，大约可分为三类：１．是从图画直接引进、构

成地道的象形文字；２．是从上古的图腾、族徽造型受到启发而形

成的象形文字；３．是从祭祀过程中而来的一些象形文字。

文字向绘画寻求创造契机的结果不仅使文字摆脱了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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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机，也使得文字的空间构成趋向繁富，这对书法的未来发

展不啻是一个福音。但就文字自身的历史发展而言，文字与

绘画的这种结合、取舍毕竟是短暂的。文字在借助绘画摆脱

了早期困境并建立起初步的象形体系之后很快便与绘画分道

扬镳，又回归到原初的抽象立场。这个时期，文字主要从抽象

意蕴方面加强自身建设。“六书”中的“象意”、“象事”即是从

理论批评立场对文字———书法早期发展中所呈现出的这一艺

术审美特征的高度概括。

“六书”理论作为上古书法理论的起源，它在很大程度上

确立了书法理论的基础，同时它也是对从仰韶半坡彩陶刻画

到商周甲骨金文书法发展的系统理论总结。与汉代崛起的书

法本体论相比较，“六书”理论尚处于文字———书法结构理论

阶段，还未上升到书法本体论的高度，这是为书法早期发展内

容所规定的。

先秦时期书法本体演变趋于激化，这主要表现在书法结

构的嬗变方面，从仰韶半坡彩陶刻画到殷商甲骨金文、战国隶

变，书体的进化演变构成这个时期书史的主体内容。由于书

体处于一种不稳定的亟变状态，因此，表现在批评观念方面具

有形而上意义的审美话语便无从构建，理论观念与书体衍变

的现时性处于一种共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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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书同文”对书法的影响

在书法理论的早期发展进程中，继“六书”理论之后，秦统

一后“书同文”的举措是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秦始皇二十六

年：“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

同文。”

“书同文”的文化举措结束了战国时期言语异声、文字异

形的纷乱局面，使文字统一于规范化的小篆：

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李斯作《仓颉

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毒敬作《博学篇》皆

取史籀大篆，或颇有改所谓小篆者也。

“书同文”虽然并不具有直接的理论意义，但作为一种文

化举措它却对书法理论史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书同文”使

文字形态从此获得了一次极正规化的技术整理，诚如文字学

家所认为的那样，文字发展只有到秦始皇“书同文”之后才算

定型。那么以书法与文字密切相关的立场来看，文字的定型

至少也部分地标志着书法艺术结构的定型。其次，“书同文”

对文字造型，象的取舍，形式构成的归纳，整理与分门别类，使

书法理论家们从中看到了空间观念的正规化与法则化。这种

正规化与法则化是凭借着文字发展几千年以来的丰富积累而

得以完成的。在一些较纯粹的被浓缩的造型结论背后包孕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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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无数人在无数可能环境下所作出的无数努力以及对造

型、立象的种种潜在审美思考。而这种种思考，正是书法批评

史在早期发展过程中的最有价值的内容之一，那么，我们完全

可以把“书同文”在“立象”确立文字格式方面的法则化努力看

作是书法艺术结构观念的统一化、正规化和法则化。“书同

文”不仅上承“六书”理论对书法的“象”、“意”做了更为抽象的

提取，而且直接为书法理论由上古向今古过渡奠定了书法物

质基础。

第二节　书法基础知识

一、硬笔字的写法与练习

硬笔主要指的是铅笔、钢笔、圆珠笔等。由于这些笔便于

携带，书写也方便，所以是人们目前应用最多的书写工具。记

笔记、写文章等都离不开它们。应该说硬笔的书写，在目前主

要是侧重于应用。人们平时写字，在应用的同时，也会对它产

生审美的心理，希望书写的文字美观耐看。又因为不管用什

么笔写字，汉字的结体都是一样的，先练好硬笔字（铅笔、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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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圆珠笔等），解决了字的造型美（间架结构）问题，对学习毛

笔书法也是有促进作用的。所以，先向大家介绍一下硬笔字

的写法与练习。

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由于年岁小，运用毛笔和水墨的能

力不强，所以先进行铅笔字的练习比较适宜。一边识字，一边

掌握字的间架结构，还可以为练习毛笔字打下基础。

二、为什么要学习书法

有那么多人喜爱中国的书法，学习它、研究它，是因为它

不仅仅是艺术，而且还有广泛的实用性。

从艺术的角度来看，书法有它自己的艺术规律，又不同于

一般的写字。

一般写字只要求正确无误、整洁清楚，在应用上不发生错

误就可以了。而书法艺术还要在这实用性之外，更好地运用

“法”———书法的艺术规律和表现手段，着眼于形式美的创造，

追求内容的典雅，用笔的变化，字形的安排和通篇的布局等

等。这就更需要我们下功夫去学习、研究它了。

从实用的角度来看，也要求我们很好地学习书法。这是

因为书法是来源于文字的。有了文字然后才可以谈到书法，

如果没有文字，书法也就不存在了。大家都知道，文字和语言

同样都是人们用来表达感情、交流思想、传播文化的工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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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是语言是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而文字就不受这个限制。

譬如古代人讲话，我们今天听不见，但是，如果古人把要

说的话，用文字书写出来传到现在，我们看见不就跟听到古人

讲话一样吗？又譬如甲乙两地相隔很远，甲地的人说话，乙地

的人听不到，如果甲地的人将要说的话写成书信寄到乙地，乙

地的人收到信就可以知道甲地的人要说的话了。所以，文字

在人们的生活中是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的。既然人们要经常

写字，也就希望把字写好。一篇文章内容很好，但书写得很

乱，字形狂怪难认、歪歪斜斜，使人看起来非常吃力，还容易发

生错误；相反，如果文章不仅内容好，并且字写得也很漂亮，使

别人读起来心情舒畅，能准确、快速理解所写的内容，还可以

欣赏到书法艺术，那不是更好吗？因此，不管我们将来做什么

工作或学习哪一门学科，都应该把字写好，都应该抽些时间来

学学书法。

三、各种书体简介

书法是我们伟大祖国所特有的艺术瑰宝，它有着悠久的

历史。我们的祖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创造并使用着不同的

书体，如人们常说的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等。同时

也随之出现了许多杰出的书法家。他们的风格各不相同，产

生了不同的流派，前后相望，佳作如林，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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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贵的艺术遗产———各种碑、帖、书法墨迹，供我们学习与欣

赏。下面就各种书体的源流作一简单的介绍：

（一）甲骨文

关于书法艺术的起源，要从陶器文字和甲骨文谈起。由

于陶器时期距现在太久远了，而且根据目前已发表的资料来

看，陶器文字尚未形成体系，在此就不作介绍了。这里我们主

要谈谈甲骨文字。１９世纪末叶，在河南安阳县小屯村（殷商

故都遗址）发掘出许多龟甲和兽骨，上面刻有文字，这就是甲

骨文字。经过考古学家和文字学家研究，证明它是殷朝后期

（即从殷王盘庚迁都直到殷亡的２７３年间）殷王室占卜记事的

文字，即卜辞。（占卜就是古人在做一件事之前想预知“凶吉”

的一种迷信活动。占卜以后把结果记录下来就是卜辞）。这

些文字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笔画单细、挺直，露锋芒，转向

时以方折为主。在今天看到的汉字中，甲骨文是最古的文字。

（二）金文

金文也叫钟鼎文，主要是指商代早期至西周时期，在青铜

器上刻或铸的铭文。商末周初时期，青铜器上的铭文字体凝

重，行笔方整，有竖行无横行，如《大盂鼎》。到西周盛世及后

期，青铜器制作日益精美，金文也更加成熟，行笔上变方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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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润，结体也更紧密、平正，且竖有行横有距，如《散氏盘》、《毛

公鼎》等。

（三）石鼓文

唐朝初年，在陕西凤翔县发现了十个像小圆桌那么大的

鼓形石头墩子，上面刻有文字人们称它们为石鼓文，现收藏在

故宫博物院。在每个石鼓上刻有一首四言诗。石鼓上的文字

是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籀文（籀，ｚｈòｕ，就是大篆）。据考

古学家研究，这些石鼓是春秋末到战国初年秦国的产物。

石鼓文，笔画圆润而且庄重，字体大小匀称，并有一定的

规律，为秦朝统一文字打下了基础。

（四）小篆

小篆也叫秦篆。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为

了巩固政权，发展经济与文化，秦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

中之一就是要求“书同文”。

把原来六国通行的各种同义而不同形的异体字和繁难的

文字废除，规定以小篆为全国统一的标准字体。从书法上看，

它的笔画基本上粗细均匀，而且圆润，很像箸（ｚｈù，筷子），因

此又称之为“玉筯篆”。字形略长，注重均衡、对称。如《泰山

刻石》、《琅琊刻石》等，相传是秦朝宰相李斯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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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隶书

在篆书盛行的时期，还有一种叫“隶书”的书体在民间流

行着。传说秦代有一个叫程邈的狱吏把民间流行的草率的篆

书进一步简化、规范，变圆为方、变曲为直，以加快书写速度，

形成一种新的书体。当时的“徒隶”一类小吏，书写公文也喜

欢用这种字体，因此被称为“隶书”。我们能见到的隶书种类

很多，秦和西汉初期的隶书与篆书相近，也称为古隶。到了西

汉晚期，以至东汉，隶书逐渐成熟了，形成了相背开张的字势，

用笔上出现波磔（ｚｈé）的笔画。由于隶书是在汉代广泛使用

并得到蓬勃的发展，所以它也往往被称为“汉隶”。如《石门

颂》、《乙瑛碑》、《曹全碑》、《礼器碑》、《张迁碑》等。

（六）章草

草书是指文字书写的简捷草率，因此，从广义上来说，无

论哪种字体都有它的草体。我们在大量出土的汉朝的竹、木

简中可以看到许多书写简化而草率的隶书，这就是草隶。东

汉三国时期出现了为学习草隶而编成的习字范本《急就章》。

汉章帝非常喜欢当时书法家杜度写的这种草书，并准许他用

草隶写奏章，后来，人们就称这种经过规范化的隶草为“章

草”。可以说，章草是对隶书的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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