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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一门特殊的艺术，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传承，是

东方艺术体系中的典型代表之一。众所周知，线条造型是东方艺术的典型手段

之一，抽象观念一直贯穿于书法之中，古往今来，从未改变。书法艺术所走的

道路，是从实用到艺术，以发展的状态延续至今。过去以实用为主，学习写字

是人生必修课，尤其是文人或欲成为文人的人，因为这是进入上流社会的阶梯。

试想一下，如果写不成一手好字，如何能在科举中脱颖而出？不能高中如何能

进官场？如何能出人头地？第一眼打动考官的就是一手好字，然后才是文章。

古人若是取得了功名，又能写手好字，自然会有人找你求一幅半条的，悬挂在

家里，以增加文化气氛并满足美观之需要，久而久之，你便是当时当地的写字

圣手了。所以古时候有点文化的人，一般字都写得不错。

人类在不断进步，社会在不断发展，新技术的应用和普及，给人们带来了

方便和享受。电脑的出现，使我们能坐在家里便纵观世界风云，了解过去。即

时通讯可以与对方直接交谈，在电脑上还能写作、绘图、创意、设计。总之，

电脑无所不能。我们真不敢想象，再过五年、十年，电脑这个“怪物”将会发

展成什么样子。届时，写字将成为奢侈，甚至成为多余。因为有电脑这个既廉

价又忠实的仆人为你效劳，写字越来越失去了实用性。

现在的日常生活中，不说很多人的字写得很难看，有的甚至难以辨认，就

说他们的执笔方法，有些看着就十分难受。早些时候，我看到有些小孩儿是这

样执笔的：食指勾着，用指前第一个关节处抵住笔管，其他手指全部蜷着。写

字本来是一个需要全手的指、掌、腕协调的运动，只用食指拇指能写出好字来，

引 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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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才是怪事了。父母老师在写字这个问题上放任失职，难以指导孩子，早已是

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后代的写字问题和书法艺术的传承问题越来越为有识之士所忧虑。难道创

造了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书法艺术，真的会断送在我们手中吗？我想不会

的，理由如下：其一，即便科技如何发达，电脑如何普及，字还是要写的，起

码领导签字、自己签名，还是要有的，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终归不是什么

光彩的事。写一手好字是人格、品位、气质等综合素质的象征；其二，计算机

的时代即便用手书写汉字完全失去了它的实用价值，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书法艺

术还有继承和传播的需要，艺术院校还会设书法艺术专业，以传授书法技法，

研究书法理论；其三，书法艺术所承载的美学价值对人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

书法对人有启迪、教育的作用，尤其是能提高审美水平的价值，是其他艺术形

式所无法相比的。所以，我们大可不必担心写字乃至书法艺术的消亡，它们只

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发展和繁荣。  

过去的书法以实用为主，现代的书法以美化为主。人们练习写字，有的是

为了成名，作品能卖个好价钱；有的是为了本人的爱好和追求；有的则纯粹为

了强身健体，老有所为；还有一些人是为了陶冶情操，完善人生。总之，学习

书法的益处是多方面的，只要持之以恒，潜心努力，虽不一定成名成家，但也

能在原有起点上有所提高。

书法艺术的传承，离不开书法教育。近些年来，全民的书法教育正在有

效地进行，主要有学龄前的启蒙教育（儿童的各种书法班）、普通的学校教

育（书法进课堂）、高等院校教育和美院的专业教育等。另外，民间的社会

教育也办得有声有色，培养了许多书法人才，其大功不可埋没。随着教育部《中

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的下达，书法进入中小学课堂已成大势所趋。借这

个东风，我们要把书法艺术传播、发展和弘扬下去，别让我们的孩子成为书

法盲。于此，我们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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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书法常识

一、何谓“书法”

简单地说，“书法”即“写字的方法”，深层次来讲，书法是中国的一门传

统艺术，就是把汉字的书写升华到艺术层面，不完全是书写的方法或笔墨纸砚运

用的技法问题。再进一步讲，可以下这样一个定义：书法是以汉字为载体书写的，

具有四维特征的抽象线条艺术，它是一种既体现了万事万物对立统一的基本规律，

又反映了人的精神、气质、学识和修养的，带有强烈个人特点的艺术形式。

二、书法的起源

书法是以汉字为载体的书写艺术。换言之，没有汉字，就没有书法。关于

汉字的起源，历来有多种说法，如天书说、仓颉造字说、劳动创造文字说等。

笔者比较倾向于后者。

远古时期，人类的生存条件比较艰苦，生活用品和劳动产品的获得普遍需

要交换或借用，生活中有诸多事情需要记录，因此，人们发明了结绳记事法，

即在绳子上系个疙瘩。但是，随着时间的增长，疙瘩系多了，便不易区分具体

事情，因此，人们又采用了画图形的方式。例如：马就画个 ，鸟就画个

，羊就画个羊头 ，牛就画个牛头 等，如此就比结绳记事方便了。目前流

传下来的古代岩画，就印证了文字图形产生的理论。如西班牙著名岩画《受伤

的野牛》以及我国许多狩猎等题材的岩画，都属此例。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

画图形需有些绘画天分，若把“牛”画成了“羊”，将“鸭”画成了“鸡”，

岂不误事？在生活和交流中，人们又将绘图简化成带有一些具有象形意味的笔

画，如马 ，鸟 等。为了方便，再一步简化和规范，将“马”字立起来写

成 ，“鸟”字也立起来写成 ，这就形成了早期的象形文字。殷商的文字有
许多象形的成分，又因大量刻在龟甲和牛骨上，所以也叫“甲骨文”。甲骨文

主要是记录上古时期统治阶层占卜内容的文字，内容涉及狩猎、祭祀、农业等

方面，河南安阳曾大量出土。（ 图 1-1） 

第一章  书法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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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坡文化”遗址发现了大量的陶器，上面绘有具备文字属性特征的简易

图画和符号，这些图画文字和字符称为陶文。在山东莒县，也发现了“大汶口

文化”晚期的陶文，也类似象形文字，它比甲骨文还要早一千多年。（图 1-2、

图 1-3）

 图 1-1  殷墟“甲骨文”

图 1-2  大汶口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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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半坡彩陶

商周时期，占卜、祭祀活动普遍增多，文字已经相对成熟，而纸张尚未出现，

于是人们便将文字先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因雕刻之前写手须先用“毛笔”或

其他书写工具书写文字，再由史官或刻工刻画，所以，文字和书法是不可分开

的，同根同源的。 “文”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错画也”，有美化装饰的

作用。所以把文字写得潇洒、漂亮，须得法、有法。如此，书法便产生了。可见，

生产和劳动创造了文字，美化和装饰创造了书法。

三、书法是一种“个性化”的艺术

我们说，所有的艺术都带有个性，能够顽强表现自我。可以说，没有自我，

便没有了艺术。“自我”这个词，我们可以狭义地理解为特色、特点或风格。

晋代王羲之、王献之，虽为父子，用笔相近，然其风格手法各有特色。颜有颜法，

柳有柳韵，苏有苏风，黄有黄意……这些艺术大师们都各有特点，各有风格，

如果作品缺失了独具匠心的艺术性，这些艺术家也不过是哼小曲的唱工、卖画

的画匠、代写书信的写字匠罢了。

王羲之何以名垂千古，为历代所推崇？首先，他有独特的个人艺术风格，

一篇《兰亭序》虽为应时之作，但其中的文理精华、山川美景、友人相与，

描写得入时入理；其次，其书法美感超出了历史的界限，时空的间隔，这种

高层次的艺术享受、天人合一的艺术创造、完全彰显自我的艺术魅力，至今

无人企及，据说就连王羲之本人也书写了多遍《兰亭序》，没有一遍能超越

第一遍。他以聪慧的个性，在继承古法的基础上，开创一代新风，成为了千

古“书圣”。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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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中国书法个性发展的高峰。唐太宗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

也是一位对书法产生过很大影响的书法家，他崇尚王羲之的书法艺术风格，他

开馆授法，使书法之路逐渐规范化，唐代书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逐步形

成了“尚法”的书风。中唐时期的颜真卿，晚唐时期的柳公权，“草圣”张旭，

以及怀素等人，皆以其独特的个性盛传于世。先说颜真卿，其为人性格刚正不阿，

不畏权势，忠肝义胆。体现在他的书法上，颜字点画深厚饱满、转折顿挫多变、

结体端正宽博、章法充实茂密，形成了雄健刚毅、庄严肃穆的书风。“草圣”张旭，

是另一代表人物，他工楷书，尤擅草书，生性自由浪漫、狂放不羁，嗜酒狂书，

因而被称作“张癫”。张旭的草书打破了中国汉字的基本结构，线条飞舞，超

越今古。他的狂草虽奇态百出，但有章可循，这个“章”就是中国文化的心理

形式和感情的宣泄，是“心迹”、“心画”的外在表象，而不是文字的线条形

状和组合方式，这正是艺术个性的充分体现，也是唐人书法“尚法”之外的又

一种精神气象。

宋代书法虽不及唐代的辉煌，但苏、黄、米、蔡四家的出现，以其个性

化的艺术把宋代书法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们推崇“尚意书风”。其一，

主张师意而不师形；其二，以“尚意”对抗“尚法”，“我师意造本无法”，

我笔书我情、达我意，以创新来代替成法；其三，以今意对抗古意，以己意

否定时风，力图创造时代书风和个人风格，特立独行，别开生面；其四，追求“无

意”、“天成”，反对刻意求工，把“妙手偶得”看成是最佳的创作境界。

宋代以后也不乏讲求个性的书法大家，如元代的杨维桢、明代的徐渭、清

代的“扬州八怪”等，他们都在书法的个性表现上成就斐然，各领风骚。

总之，书法是种“个性化”的艺术。孜孜不倦对个性的追求，是我们学习

书法的终极目标之一。

   四、中国书法发展简况

殷商时期至周代以后，青铜器开始大量使用，人们把文字铸造在铜器上，

歌功颂德，这种铸造的文字，我们叫做“钟鼎文”或“金文”。也有刻在石

头石鼓上的，我们称之为“石鼓文”（图 1-4 至图 1-6）。春秋战国时期，

大小诸侯国林立，各有各的文字，较为混乱。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他让丞

相李斯等人把各诸侯国的文字整理归纳，以秦国的文字为基础，形成了统一

全国的文字——小篆，也叫秦篆（图 1-7）。此时的书法特点是：结构繁复，

象形的程度大大降低；线条简单、纯朴，没有明显的粗细变化，有点、竖、横、

弯，但没有撇、捺等笔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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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4  散氏盘（金文）

 图 1-5  石鼓   图 1-6  石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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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泰山刻石

从战国时期直到汉代，人们为了书写的方便，将繁复的笔画简单化，如改

盘曲为直线、改方为圆等。书写的技法也开始出现多样化，如开始出现撇捺等

笔画。最终形成了结构由长变扁，用笔由圆变方，有提按转顿等特点的新书体，

这就是隶书。隶变是文字发展史上的一大变革。隶书在东汉时期形成了一个高

峰。现在可观的惟碑文石刻，最著名的有《曹全碑》、《石门颂》（图1-8）、《礼

器碑》、《张迁碑》（图 1-9）等。这些碑刻，有的放达，有的雄健，有的质朴，

有的简约，有的秀丽，风格迥异，将汉代隶书推向了登峰造极的高度，后代书

家难以企及。

汉代不但发展成熟了隶书这一书体，另外由篆书、古隶等草化减省而形成

的章草书在汉代末期发展成熟，并逐渐演变为今草，出现了皇象、索靖、张芝

等草书代表人物。三国时期的蔡邕、钟繇等书家，不仅在书法艺术上有所成就，

还对书法理论的阐述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蔡邕的《笔论》和《九势》对书

法艺术的发展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见解。楷书在这个时期也初步形成，“楷书之祖”

钟繇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至此，汉字由篆向隶发展彻底完成，行书、草书发

展已趋成熟，由隶书向楷书的过渡也渐近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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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汉隶：“石门颂”  图 1-9  汉隶：“张迁碑”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书法艺术承上启下的时期，社会混乱，战争不断的社会

现状，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促使知识分子和书法家得以摆脱统治者的

思想控制，形成了自由、包容的文化风气，为打破书坛沉寂提供了可能。自王

羲之、王献之后书法艺术的发展便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一时期的书法以“尚

韵”为特色，一直影响后世书坛。

王羲之，字逸少，官至右军将军，又称王右军。王姓是山东琅琊显赫士族。

西晋灭亡后，东晋建都建康（今南京），王羲之的伯父王导以开国功臣的身份

被封为丞相，王氏家族的社会地位迅速上升为东晋贵族之首。王羲之生于动乱

年代，少年时随族迁往南京，住在乌衣巷，后移居会稽，最后卒于此地。王羲

之是书法个性审美意识觉醒的先行者。他一方面刻苦学习，以池洗砚，池水尽黑；

另一方面又遍访名师名家，先师从于卫铄卫夫人，后学钟繇正书，再学张芝草书，

博采众长，推陈出新，突破了汉魏以来古朴呆板的书风，形成了妍美典雅的新

体书风。王羲之是书法全才，尤擅真、行、草。梁武帝评论王羲之书法为：“字

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由于他大胆创新、成就非凡，自成一路，

最终被尊为“书圣”。 

王羲之一生留有大量墨迹，后梁元帝举火焚书，其书法大量被毁。唐初，太

宗李世民下令大量收购王羲之书作，但得之寥寥，于是下令当时书家高手冯承素、

虞世南、褚遂良等临摹，但已难得当年王羲之的神韵了。李世民曾写文赞曰：“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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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古今，研精篆隶，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呼！”把王羲之书法的个性化特点推

向了空前的高度，“书圣”之名渐成，传承之人更多，学书之人更是趋之若鹜。

（图 1-10）

图 1-10  王羲之《兰亭序》

王献之是王羲之的儿子，字子敬，官至中书令，世称“王大令”。他继承

了其父的禀性，书法也继承和发扬了其父的风格，后又学张芝、卫夫人等名家，

自成体系。张怀瑾说：“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

皆古今之独绝也。”简单两句话，道出了父子各具其长，而又相得益彰的承袭

关系。

南北朝时期，中原文化与西北的少数民

族文化相融合，佛教造像之风日盛，刻碑之

气渐浓，一种特殊的书体出现了，这就是“魏

碑”。“魏碑”在北朝尤为突出，石刻文字

留下最多的当属洛阳，著名的《龙门二十品》

即为代表。康有为曾评价说：“自为一体，

意象相近，皆雄俊伟茂，极意发宕，方笔之

极轨也。”（图 1-11）

魏碑书风典型，方俊爽利，风骨峥嵘，

结构精绝，变化无端。主要代表有方笔为主

的《张猛龙碑》、圆笔为主的《石门颂》和

风格介于隶楷之间的《泰山经石峪刻经》等。

魏碑对唐代书法影响很大，尤其对唐代尚法

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作用。

隋代书法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建树，也没

有留下多少书法家的姓名，只有智永、丁道图1-11   《龙门二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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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等少数书家略有可述。

唐朝是中国封建史上最辉煌、最灿烂的时期。国势强盛 ，经济繁荣，社会

安定。唐代的书法艺术也如日中天，放射出万丈光芒。唐代书法的兴盛，首先，

源于良好的社会环境；其次，是承魏晋南北朝书法繁荣的余韵；另外，是唐朝

皇帝李世民酷爱书法，使得唐朝贵族、臣子及文人雅士无不学习书法，上行下效，

推动了唐代书法一步步走向繁荣。

初唐名家，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这四位为代表被称为“初

唐四家”。四家在李世民崇王的大旗下，对魏晋风格技巧和方法的研习达到了“精

微”的程度，因而也启迪了唐代“尚法”的新貌。（图 1-12）

欧
阳
询
︽
九
成
宫
醴
泉
铭
︾  

褚
遂
良
︽
孟
法
师
碑
︾

虞
世
南
︽
孔
子
庙
堂
碑
︾

薛
稷
︽
信
行
禅
师
碑
︾ 

图 1-12  “初唐四家”书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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