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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书写问题（代序）

文化失衡字可鉴——从文化视角审视手书的现状

一项针对书写的调查结果显示：38%的人经常提笔忘字，甚至很多不难的字都忘了怎么写；

23%的人要写字时首先想依靠的是电脑，而不是笔；15%的人觉得除了名字写得还行，其他字基本

没法看；13%的人去外面听课或者开会，最怕的就是记笔记。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患上“贫写

症”，甚至是“失写症”。

电脑与网络普及的时代，传统文化流失或被弱化的事实已经存在。有识之士不无担忧：长此以

往，人类文明必然有同质化的危险。这种危险的潜在危害在于，传统文明的多样性、丰富性正在消

失，人类的生活在现代文明的驱动下渐渐地趋于单一，人类的精神需求的多样化与层次化将加速衰

减甚至不复存在。究其本质，是人类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失衡。这种状况在教育上的体现是多

方面的，比如：学生的书写能力普遍下降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简单地看这只是书写技能的问题，

结合大背景来考量则是文化的弱化。

“从人类的文明史来看，对一个民族而言，有两种危机的爆发称得上是‘最危险的时候’：

一是遭受侵略，是谓亡国之险；一是文化衰微，是谓亡种之虞。而相较于因外族侵略引发的亡国之

险，因文化衰微而引发的亡种之虞其实更为堪忧，也更为可怕。”这是一位学者在《百家讲坛》

上的忧患之语。汉字是汉民族语言的载体，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元素。它不仅仅承担着表情达意的责

任，更是民族精神凝聚皈依的终极表达。全世界其他古老文字都在现代化大潮中被弱化、被边缘

化，汉字伴随我们走过数千年，不断演进更生，荣辱沉浮，历尽沧桑，终究共赴繁荣。汉字之美必

然是汉民族表情达意之上的共同审美追求，于是书法就有了它独特的存在。

近些年，对语文教育的批评声音从未停止，关于考试、教材、教学的质疑一直很多。其实，困

惑的根源在于我们忽视了汉字教育。守住汉字，呵护汉语，捍卫母语文化，是语文的本质和责任。

去年，中央电视台的《汉字听写大赛》成为热播节目，引起较为强烈的社会反响。其实，全社

会都应该反思汉字读写的问题。当然作为弘扬正能量的国家传媒机构，做到了引导公众把字写对已

经相当难得，教育机构和语文课程还应该致力于让“中国少年”把字写好。

据《中国钢笔书法》杂志调查，广东省中山市某小学五年级一个班里执笔方法正确的只有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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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个班级有四十名学生。这在一定意义上暴露了我们的基础教育基础崩颓的现状。各种竞赛，

巧立名目，超前培养，实为摧残。举国浮躁和为政者不作为，让孩子们过早跌入功利教育的苦海。

我们都知道写好字是一笔财富，是一种修养，但是我们的课程设置脱离了教育本身的规律，问题太

多。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笔者所在的吉林省和辽宁省偏远的农村小学正处穷乡僻壤，在土墙

草顶、禾门柴牖的教室里，居然还开设“描绿课”，这给许多中年人带来关于毛笔书法的美好回

忆。现在，语文新课标重新规划了写字教学，教育部出台了《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也算是

教育的自我补救和修复。

高分须从字中求——从实用的角度思考书写问题

爱书法的人常有高雅的志趣和脱俗的品性。雅趣添风采，好字伴一生，一支笔，可以构筑独属

于你的精神空间，也可以在考试中摧城拔寨，赢得头筹。

好作文可能有很多好的因素，不好的作文却往往先输在字上。从批阅作文的心理规律来看，视

觉上的第一眼即第一印象是评价的开始，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阅读者的好恶心理，并形成打分的

基础心态。我们把应试作文称为“双速”作文，速成加上速评，在这样一个前提下要有“第一眼作

文战略”，这个战略中写好字是首要条件。我们曾经做过深度调查和实验：其一，把同一篇高分作

文交由两个书写水平差距极大的学生重新誊抄，再分别交给若干老师和学生进行批分，结果是惊人

的，平均分差达4.4分（48.5∶44.1）。其二，与参加中高考批卷的老师进行探讨交流，他们在解读面

对作文的批阅心态时，同时把起评点放在了书写上。换言之，有好些孩子的作文“冤死”在书写上

却最终不知道症结所在。“妙笔生花”，在描述书写的重要性上再合适不过了——美妙的书写会使

作文增色。受吉林省教育学院的委托，我们对吉林省2013年部分中考答题卡进行复查复评，书写导

致的分数差异是惊人的。在对数百份中考作文试卷的阅卷者问卷调查中，大家发现对作文的第一关

注点都是在作文的书写上，而且因为字的问题导致分数差别之大比我们得出的结果还严重。

殚精竭虑成文易，草写乱书高分难。

我们再看正向的案例：2002至2007年，笔者二人搞了一次初高中衔接贯通的语文教改实验，

初高中贯通班从初一开设书法课一直坚持到高二，每周从正常的语文课时中抽出一节专门上书法

课——软笔硬笔同时进行。那届学生中涌现出高传炬等十八位被香港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录

取的品学兼优、尤善书法的高材生。这个实验的终极意义不在于高考有多好，而是证明了语文课没

有必要按照字词句篇、听说读写的方式进行知识化拆解，这是结构主义的语文模式。那样的语文课

多一节少一节并没有太大差别，语文如果不能还原其文化属性，那是对语文本身的扭曲。往深一点

说，学生在书法学习中完成的是对传统文化审美的探索和感知，这种过程的收获是远远超过对几篇

课文的教书匠式的解读的。这既是一种“曲径通幽”的美学历程，也是一种“达才成德”的人文积

淀。书写者在对线条的美学追求中达到自我升华和内心的安静，在摹碑习帖过程中对接并回归传统

文化，在创作和欣赏中浸润古典诗文的精华。

二○一四年甲午岁冬日于东北师大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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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性笔的构造原理与使用说明

现在市面上常见的字帖多是用经过特殊加工（磨尖）的钢笔（美工笔）写成的，多数的字

帖又经过对笔画线条进行电脑辅助修饰。同时，过于美化修饰的字体在实际运用中严重影响书

写速度，从起点上说，普通的书写者无法企及，增加了实现书写愿望的难度。多数的书家不是

中学一线教师，尤其不是语文教师，不能充分理解习字的苦衷。本帖的书写工具是在超市里买

的价格一元五角的最普通的中性笔，原始字稿是在两元一本的普通书法用纸上完成的。

人 类 的 书 写 工 具 ， 从 石 器 金 属

刻画状态到把鸟兽毛羽捆束成蘸水笔

是一大进步，从毛笔到钢笔是一大进

步，又从钢笔发展为今天普遍使用的

中性笔。中性笔由于结构和功能介于

钢笔和圆珠笔之间，墨水特质介于水

性和油性之间而得名。其基本结构特

征更接近圆珠笔，如图：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性笔的笔尖和笔珠，中性笔的笔芯贮存的墨水是液态的，比圆珠笔的

笔油更稀释，更流畅。笔珠镶嵌于笔尖的珠碗之中，三分之一的珠体露在外面，三分之二隐于

珠碗内，这就决定了中性笔的执笔方法与钢笔的执笔方法有所不同。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钢

笔的笔尖有方向性而且有一定的倾斜角度，所以，握笔时需要有相对固定的方向和倾斜角度，

不宜直立书写。钢笔的书写效果主要是通过笔尖与纸面之间滑动摩擦来表现，摩擦系数比中性

笔大得多，线条的质感和审美性也就大不相同。中性笔是靠笔珠滚动来书写的，由于笔尖部分

的结构决定了执笔的倾角要更大一些，大约在65度。如果倾角太小，笔杆置于手掌的虎口处，

就会造成滚珠与纸面接触不充分，滚动摩擦受限，笔尖的珠碗外壁与纸面之间形成滑动摩擦，

墨汁不畅，使书写速度和连贯性受影响。

仔细观察执笔图，其要领是：食指与拇指指肚均正面按在握笔处，因为人的指肚部分感觉神

经最密集、最敏感，在控制笔的过程中反应最敏锐，对笔的控制也就最有效。拇指和食指均自然

成弓状，只有这样，运笔时才能伸缩弹动自如。笔杆与纸面之间成大约65度倾角，保证笔尖运动

笔杆

笔芯

执笔辅助胶套

笔尖

笔尖

珠碗

笔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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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运笔基本功训练

1．左轻右重的力量变化（横画的基本功）

2．上轻下重的力量变化（垂露竖的基本功）

3．上重下轻的力量变化（悬针竖的基本功）

4．左上轻、右下重的力量变化（捺的基本功）

5．扇形射线内轻外重的力量变化

6．均匀浪线轻重变化练习

过程中平顺流畅。食指尖距离笔端2.5—3厘

米，不可太近或太远。中指、无名指和小指顺

次内收，掌型如握一枚鸡蛋，切忌将小指伸出

垫在纸上，在书写中比较浮滑，不稳不实。 

对于学硬笔字要先学钢笔字的提法，应

该科学分析，并要有新的认识。从书写工具

的进化过程来看，没有必要从毛笔字入手再

转学钢笔字；同样，也没有必要从钢笔字入

手再转学中性笔。主流书写工具的技巧形成

过程应立足于对其本身特质的研究，可以借

鉴从前而不是依赖从前。

两指均弯曲二段

食、拇指相对轻触或
微分

笔头靠着中指
第一关节中点处

笔杆斜靠食指根部

勿靠虎口底部

小指末端、手腕根部贴到纸面

掌心空、手指不可贴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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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点的写法

　　　侧点　因点取侧势，故名侧点。

　　　　　　写法是轻落笔，然后向右下按笔，用力停顿，迅速提笔。

　　　垂点　因形似垂露，所以叫垂点。

　　　　　　写法是轻落笔，向下按行，稍顿后即收笔。

　　　挑点　形似挑画，但比挑画短小。

　　　　　　写法是向右下落笔，稍顿后即用力向右上挑出。

　　　撇点　形似短撇，但比撇画短。

　　　　　　写法是向右下落笔，用力顿笔后向左下撇出。

2．横的写法

横有长横和短横两种。为了适应视觉效果，横要稍微写得左低右高，斜度大约5度，一般来

说短横比长横倾斜度略大。

　　　短横　因取仰势，故又名仰横。

　　　　　　写法是轻落笔，由左向右逐渐用力，稍顿笔后向左略回锋收笔。

　　　长横　写法是落笔后稍顿，随即由左向右行笔；收笔时用力顿笔后再回锋收笔。由 

于首尾用笔重，运笔速度慢；中间行笔时用力轻，速度快，因此，长横头尾

略粗，中间稍细，并且中间部分要稍微挺起，略呈弧形，有张力。

3．竖的写法

竖有悬竖和垂露两种。主要区别是：一如针尖下悬，一如水珠欲坠。

　　　悬针　形似一根缝衣针下悬。

　 　 　 　 　 写 法 是 向 右 下 落 笔 ， 稍 用 力 后 即 转 笔 垂 直 向 下 ； 力 量 由 重 而 轻 ， 最 后 

　　　　　　慢慢出笔渐提，收于空中，不可一味求快。

　　　垂露　形似一段细枝倒悬，上悬一露珠欲滴。

　　　　　　写法是向右下按笔，转笔直下。收笔时顿笔向上回锋。

4．撇的写法

　　　短撇　一般在字的顶部，常写得短而平，故又叫平撇。

写法是向右下落笔，稍顿后即转笔向左下方迅速提笔撇出，外形短平，尖锐

有力。

　　　斜撇　写法与短撇类似。不同之处是斜撇的行笔路线长，速度慢，斜度大，常有斜

　　　　　　捺与之呼应。

　　　竖撇　因上部如同竖，下半部分如同撇，故名。

　　　　　　撇的弧度与角度在不同的字里也略有不同，如“师”“夫”。

5．捺的写法

　　　斜捺　写法是轻落笔，向右下方缓慢行笔，渐用力，收笔时顿笔平向右迅速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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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力量变化可通过基本功强化训练来体会。

　　　平捺　写法是纵向落笔，向右横行，随即转笔向右下行笔，平中略斜，并且逐渐加

　　　　　　力，最后平向带出。

　　　直反捺　因用笔反捺而行，故名，写法是落笔轻，向右下方逐渐用力行笔，最后回

　　　　　　　锋收笔，如同侧点的延长。

6．挑（提）的写法

　　　短挑　写法是向右下落笔，稍顿后即向右上方提笔挑出。

　　　　　　形短而尖，用笔迅速果断。

　　　长挑　写法和短挑类似，只是行笔路线略长。

7．钩的写法

　　　竖钩　写法是侧落笔，顿笔后即向下行笔。收笔写钩时用力顿，然后再提笔向左迅

　　　　　　速钩出。

　　　横钩　写法是直落笔，稍用力后转笔右行，至所需长度迅速折向左下带出。

　　　提钩　首先落笔写竖，钩时顿笔后再向右上方提笔钩出。是竖法与提法的结合。

　　　斜钩　写法是落笔横向一顿，随即沿一定弧度，向右下行，钩时略顿，再翻笔向上

　　　　　　钩出。弧度不可过直或过软。

　　　卧钩　落笔要轻，慢慢向右下方形成弧状用笔，最后提笔向字心钩出，整个钩状形

　　　　　　似新月，具有包势。

　　　背抛钩　先写仰横，然后顿笔，随后向右下运笔形成弧状弯钩，最后提笔向上钩

　　　　　　　出，掌握好弧度是关键。

　　　竖弯钩　又名浮鹅钩，形如白鹅浮于水面，故名，写法是向右下落笔，稍顿笔后转

笔下行，方向略偏左；然后向右横行，至钩处用力向上挑出。

8．折的写法

　　　横折　先落笔写横，转折处用力顿笔，然后向下写竖，收笔时略顿。

　　　竖折　侧落笔，向下行笔写竖画，转折处用力顿笔，然后向右行笔写横，最后顿笔

　　　　　　回锋。

　　　撇折　写法是向右下落笔，稍微顿笔后向左下方写短撇，转折时用力顿笔一下，然

　　　　　　后向右上方挑出。

　　　斜折　由横画和撇画组成。写法是先落笔写横，然后顿笔，随即向左下方提笔撇

　　　　　　出。

　　　反折　是撇和反捺的组合，写法是先落笔写短撇，接着转笔写直反捺，两者之间夹

　　　　　　角约10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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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基本笔画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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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偏旁部首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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