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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适应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需要，根据审定通过的教师教育《三笔字书写课程标
准》，我们编写了《三笔字书写教程》，并配套编写了《楷书字帖》。

写好三笔字是从事教师教育工作者应该具备的基本功之一。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决
定了教师不仅是文化知识的传授者，也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与实践者。汉字是记
载五千年中华文明历史的重要工具，因其独一无二的音形义属性，在记录历史的过程中，
无数的先辈通过实践不断改变它的形体结构与笔画形态，或古拙或端庄或潇洒飘逸，使其
成为只有汉字才有的书写艺术———书法，成为世界艺术长廊中一颗灿烂辉煌的艺术瑰宝。
书法就在我们身边，熏陶就在眼前，韵染无处不在。它就在那些随处可见的石碑、石刻、牌
匾、装饰或书本、明信片、手机短信之中，“眼看得很近，手却离得很远”，这是当下较为普
遍存在的一种“有欣赏之趣，无动手之意”的现实表现。要改变这种状态，实现培养提高
中华民族汉字书写水平的目标，还得从学生的教育抓起。

2011 年教育部教基二［2011］4 号文件明确提出《关于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
其目的是“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年 － 2020 年) 》精神，全面实
施素质教育，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全面贯彻落实教育部的意见，关键在教
师。教师教育类院校一直以来重视学生的汉字书写能力锻炼，要教好学生写字，教师必须
能身体力行，以身示范。因此，教师具备较高水平的三笔字书写能力，对于培养提高学生
汉字的书写水平将起到至关重要的示范、指导和引领作用。本教程旨在为从事培养中小
学教学工作者的教师教育类院校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提供一个基础性的教材，同时也可
以作为书法爱好者自学的实用性较强的教科书。

本套教材的编写，注重理论阐述与训练实践。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强调规范。以传统
楷书字帖作为教学规范的基础，重点在基本笔画、间架结构、运笔方法及能力转化上，对学
生的书写训练提出严格的要求，并注意每一个环节的循序渐进。二是注重比较。包括不
同范本字帖( 颜、欧、柳、张玄墓志) 的比较，不同书体风格的比较，碑帖汉字与规范汉字的
比较等。三是适当拓展。要求进校前几乎没有正规写过字的学生在短期内达到较高的水
平，是不切实际的。因此，教材的拓展以养成学生良好的书写习惯、找到适合自己的三笔
字书写训练方法为前提，进而为达到更高的书写水平指明努力方向。
《三笔字书写教程》由九江职业大学傅义赣担任主编，由江西教育学院赣南分院胡克

龙、宜春学院高安校区谢春生、上饶师院小教分院邹华、井冈山学院小教分院左济良担任
副主编。萍乡高等专科学校邱仁根、景德镇高等专科学校汪开潮、南昌师范专科学校吴志
群、南昌师范专科学校莲塘校区谭兆云、赣南教育学院陈传夫、万年师范徐海泉、上饶师院
小教分院陈耀、宜春职业技术学院黄景平、九江职业大学慕静等参加了本教程的编写。
《楷书字帖》由傅义赣、胡克龙担任主编，邹华、谢春生、徐海泉担任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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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程的编写得到了各教师教育类院校的倾力支持，并参考了不同类型书法教材的
编写经验，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因编写时间仓促，不妥之处，敬请同行斧正，以便今后不断
修正和完善。

编 者
2012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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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课时安排建议】五年一贯制与高中起点三年制均为 1 课时。
【教学目标】让学生了解专科层次师范类专业学生掌握三笔字教程的课程性质、意义

和内容，并掌握书写训练的基本要求和方法。
【教学重点】课程的性质与书写训练方法。

第一节 课程的性质

教师教育类院校三笔字书写课程，是一门以提高学生的书写能力和提升综合素质为
基础，知识结构体系相对独立，融实用性与艺术性为一体，个体书写实践和技能培养相结
合的专业技能训练课程。

本课程力图通过技能训练使学生在三笔字( 毛笔、粉笔、钢笔) 书写方面达到一定水
平，即书写姿势正确，运笔方法正确，楷字书写工整，行楷字书写规范，兼备一定的书写速
度。简言之，就是要具有正确、工整、流利、美观的三笔字书写能力。同时，本课程要求指
导学生具有汉语言文字规范意识，较为完整的掌握汉字书写基础知识和传统书法历史与
理论知识，基本懂得对于传统书法艺术的审美与鉴赏，从而指导学生自己的书写与今后将
要从事的教育教学工作实践，以提高综合素质，以适应中小学教育教学工作的实际需要。

三笔字因其书写工具的差异，而带来书写技能的训练方式不同。但是，基于汉字形体
结构、章法布局及其笔画、笔法、笔顺书写的一致性，而有其相同的训练特征，即是从入帖
到出帖再到创作，直至形成自己独立的书写风格，这是一个基本的训练提高过程，不能缺
少其中任何一个环节。

本课程的独立性在于:书法是艺术类的范畴但又不同于绘画、雕塑、音乐等其他艺术
门类，其艺术特点表现在通过笔画线条表现书法家的灵性，体现其艺术价值。对于一幅书
法作品的欣赏是一个反向揣摩的心理历程，书法家由动到静，而欣赏者则需要由静止的笔
画线条去体会书法家的心路历程，更高水平的欣赏还需要借助于历代书法理论的指导。
同时，还必须弄清楚的是，书法作为一种艺术是有别于单纯写字的，但是书法又是以基础
性的写字水平提升为前提条件，只有达到一定的书写水平以后才能达到被称为“书法”的
高度。因此，本课程一是强调学生书写水平的提升，即是在掌握以汉字为书写对象，以笔
( 教学意义的毛笔、钢笔、粉笔) 为书写工具，以纸( 现代制造的毛边纸、宣纸、钢笔字纸等)
和黑板为书写材料的汉字书写方式的基础上，朝着书法艺术创作的方向打基础; 二是帮助
学生了解与书法有关的名家、名帖与书论，以增强对书法艺术的审美与鉴赏能力。

三笔字书写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书写者的技能训练是否得法、字外之功涉猎多少、意
志力与借鉴及创造力的强弱。因此，学好三笔字要在训练技法、字外之功和持之以恒的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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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上下工夫。“求上等技法”、“读字外之书”、“用超强之力”必能成就上好的文字书写水
平，从而实现从汉字书写到书法艺术的华丽转换。

第二节 课程的意义

本课程的开设对于教师教育类院校的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我们需要具有较高书
写水平和书法创作能力的教师，也需要这样的教师培养出能够继承与创新书法创作和书
论人才。

教师职业素养的形成更多的是在职前阶段，靠读书期间打下的基础、养成的习惯和积
累的经验阅历。把字写好需要一个长期的坚持训练过程，非一朝一夕之功，古人讲“字无
百日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培养锻炼学生能够做到“掌握基本技能、增强训练动
力、坚持练笔不辍”是本课程教学需要实现的目标之一。

写好三笔字是提高学生综合素养的重要途径，这是本课程需要实现的第二个目标。
汉字是表意文字，表意的突出表现是通过一定的形状了解它的意义，这是世界上现存的使
用文字中除汉字以外其他任何形式的文字所不具备的功能。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
一书中，将汉字的形体概括界定为“六书”，即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以及转注和假
借”。但从汉字造字的结构变化看，“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之法，而“转注和假
借”是用字之法。要把汉字写好，必须懂得它的意义。懂得字的意义有利于通过线条来
表现它的意义，这是一个充满继承传统、开拓创新与体现价值的过程，其中包含了技法、功
力与审美等综合素养。因此，简单地认为写字只是为工作或生活准备一个基本的工具，那
就很难把写字作为综合素养加以看重，从而失去把字写好的本来意义。

第三个目标是教师职业需要必备的基本功。“字是门面、书是屋”，“以字观人”，“字
如其人”是自古至今比较认同的观点。一个人汉字写得好与坏会得到截然不同的评价，
从中可以看出你的学识修养高低、文化底蕴厚薄与做事的严谨与执著，进而影响你的事业
进步、前途发展。而作为教师，更要有高于一般人的写字水平，不仅自己要把字写好，还要
教育指导学生把字写好，这样才能不愧于教师这个职业，否则将有“误人子弟”之嫌。教
师的板书、作业评语及其教案的编写都离不开汉字的书写，尤其是板书和评语是直接给学
生看的，工整、规范、漂亮的书写将会给学生带来示范、感染和美的享受，也将对每一个体
学生发现自己的书写天赋带来直接影响，进而产生把字写好的内在动力。可以毫不夸张
地说，书写水平较高的教师一定会给学生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总之，本课程开设与讲授仅仅作为工具性和实用性是浅显的，教师教育类院校的教师
尤其是从事书写教学的教师，要跳出写字看汉字，应该更多地从汉字与文化、与历史、与哲
学、与美学、与社会学以及与其他艺术门类的比较研究中，定位汉字书写乃至书法艺术的
作用与影响，从中寻找民族文化传统形成、发展与繁荣的本源。没有汉字的发展，不仅看
不到举世无双的书法艺术，更不会让我们自豪而欣慰地感受到几千年无断代文化脉搏的
律动。我们的教师要通过汉字的书写教学，通过书写训练教育让学生对汉字文化得到潜
移默化的熏陶和感染，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爱国主义意识和艺术情操，培养学生坚强
的品德意志和正确的审美观，从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完成教师职业所赋予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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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课程的内容

本课程基于专科层次教师教育的人才培养，坚持“强调规范、培养技能、碑帖为本、注
重比较和适当拓展”五个原则，为实现课程的基本目标而开设适合学生特点的课程内容。
这些内容包括楷体字书写训练、行楷字书写训练、书法历史知识、书写实践与应用四个方
面，分八个章节阐述。

从课程内容的编排看，以楷书和行楷作为训练的基本字体，是遵循一般写字教学的观
点。需要说明的是，本教程选取的楷书字体是传统楷体“颜欧柳和张黑女碑”，也有现代
的“规范楷体字”，出发点是在学习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鉴别能力和
创造能力，没有继承就不可能有创新。正如鲁迅先生所说: “新的艺术，没有一种是无根
蒂突然发生的，总承着先前的遗产。”如果单纯以现代的“规范楷体字”作为范本，就很难
让学生亲身感受传统楷书的风格与魅力，从书法后继人才培养的角度看，就缺少了认识并
继承传统书法这个环节，所以不仅要从教学的理念上跳出只是书写规范字的束缚，而且应
该在更高层次认识汉字书写与书法艺术。行楷字的范本选取也是同样的原则，在此不再
分述。

一、楷体字书写训练

楷体字书写训练包括书写工具材料、书写基本方法、楷体字基本笔画书写训练、楷体
字结构书写训练、传统楷书碑帖介绍及临习方法、规范楷体字书写训练等内容。

这些内容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基本思路是按照毛笔、钢笔、粉笔( 三笔) 同步的原则进
行编排，避免了三笔字书写分别编排带来的内容重复，缩短了篇幅内容，也便于学生比较
三笔字书写过程中的技法差异，加快了学生对三笔字书写技能掌握的时间进程，从而提高
学习效益。在楷书基本笔画和间架结构范本的选择上，选取柳公权《玄秘塔》的“柳体”作
为范字进行分析讲解，主要是从“柳体”的严谨与容易看出字的来源的角度加以考虑，并
非其他。为了给教师授课及学生学习带来更多的方便，不拘泥于一种楷书范字带来的局
限性，所以，本教程还安排了“颜欧柳和张黑女碑”四体的选帖介绍与临习方法的介绍。
也就是说，教师在选取讲解楷书范字时可以根据教师需要，任选一种传统楷书范字加以分
析讲解，给教师教学提供空间。同时，为了体现书写教学最终落脚写好规范字的要求，本
教程安排了规范字书写训练的内容。以上内容的安排，注重了传统楷书与现代规范楷体
字的联系、比较与区别，既有继承性原则，又有系统性、灵活性和实用性原则，体现了书法
教学的根本性要求。

二、行楷字书写训练

行楷字的书写是在具备楷书书写的基础上，进行的训练延伸与拓展。行楷字选取王
羲之《圣教序》作为范本字帖，也是按照毛笔、粉笔和钢笔( 三笔) 同步的原则进行编排。
同时，书中也安排了规范字行楷字的范本参照内容，提供教师讲授和学生练习。行楷字是
实用性最大的一种字体，因其美观、迅捷和易学而受到练习者欢迎。本教程对行楷字的概
念进行了界定，旨在提高学生的使用能力，也帮助学生提升把字写好的兴趣，增强学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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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三、书法历史知识

学习书法，离不开传统。中国的书法艺术源远流长，不同的时代呈现了不同的字体，
这些字体又产生了不同的风格和流派，构成了我国书法艺术绚丽多姿的繁荣局面。这些
字体为我们当今研究和学习书法艺术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其中包括甲骨文、青铜器铭
文、碑帖墓志、摩崖石刻、墨迹手稿以及大量的书法理论著作等，内容琳琅满目、浩瀚深奥。
基于学生需要掌握的内容，本教程以“精要、易懂和实用”为原则，概括并较为系统地介绍
了其中的主要内容，以便帮助学生了解传统书法知识与历史，也为学生发展才能和个性彰
显提供学习和借鉴的范本。

四、书写实践与应用

书写实践与应用所讲授的内容是本教程教学的最终目的。学以致用，学生通过一定
的书写技能训练，达到了一定的书写水平，最为关键的是要把学到的知识技能用于实践，
使之成为教师的一项基本技能。内容的编排分为“毛笔( 楷书、行书) 的章法布局与创作
实践、钢笔( 楷书、行书) 的章法布局与创作实践、粉笔( 楷书、行书) 的章法与课堂教学板
书设计、写字教学的意义与原则”四个方面，是学生书写能力锻炼的拓展应用。其中还包
括了三笔字的书法创作、课堂板书设计、班级教室黑板报设计及学生手抄报( 科技、文艺、
语数外等具有学科特点的自制报纸) 等内容的实践，为学生较好的对接中小学课程教学
需要，做了丰富的基础性材料收集，以便更好的用于指导教学实践。

第四节 书写训练要求与方法

一、书写的训练要求

抓好书写训练的各个环节是课程讲授的最基本要求。从书写训练的要求看，主要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楷行书基本笔画的过关书写要求; 二是汉字结构及笔顺书写规范要求;三是临摹
范本字帖的书写技能要求;四是书写格式、笔法、章法以及书写速度要求;五是对基础性书
法理论和书法简史的熟悉了解要求。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同时，在强调书写技能训练
的过程中，要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积极引导学生增强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并能够
清楚地认识到，把字写好不仅是个人生活或工作的需要，更是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
弘扬书法艺术的需要。尤其要认识到，作为教师职业所担负的育人之责。练就一手正确
规范、工整流利、美观实用的三笔字，成为学生榜样，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称得上是一名合
格的教师。

二、书写的训练方法

做事最要紧的是要讲究方法，尽管每个人对事物的认识各有不同，但是可以寻找相同
的实现目标任务、解决问题的方法。“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讲的就是方法问题。方法
得当可以事半功倍，效果明显;方法不当，事倍功半，效率低下。现在，由于普遍存在的大
学新生对于书写知识及技能掌握的水平偏低，有的甚至从来没有使用过毛笔写字，要在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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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的读书期间把字写好，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期间，他们需要克服“立新破
旧”两大难题:一是按照汉字书写规范要求重新建立自己的书写认知体系; 二是逐步的改
变以前不正确、不规范、随心所欲的不良书写习惯。因此，让学生掌握实用的训练方法十
分重要:

( 一) 由楷书入门，取法乎上
楷书又名“真书”、“正书”，是由隶书演变而成的一种书体。楷书形体方正、笔画分

明、结构严谨、体态端庄，融入了书写所应具备的各种用笔方法，是学习汉字书写的最佳范
本。但楷书中又有不同名家、不同的风格和不同的流派。在碑与帖之中均有不同水平的
范本，要选取上等的字帖作为范本，这就是要“取法乎上”。不能选取非名家字帖，更不能
把现在市场上出版的已经是变化之后的字帖当做范本( 尽管在你自己看来比较好) ，只有
这样才能把你的书写之路引进“正门”，而不是“歪门邪道”。一般把“颜欧柳赵”的楷书
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碑刻( 《张猛龙碑》、《张黑女墓志》等) 楷字作为范本，比较合适。

( 二) 从大楷入手，涨墨铺毫
从字的大小来看，一般来说毛笔楷书应先学大楷再学小楷。书写大楷字要求毛笔须

涨墨铺毫，中锋、侧锋并用，体现毛笔的张力和笔画大小变化之间的关系，能够掌握每一个
笔画书写过程中的运笔步骤，起、行、收笔的每一个步骤都能够做到有交代、不落空、不失
范。写大楷字还能锻炼腕力和臂力，笔画大的好处是，如有哪个笔画不到位，写得不好看，
在比较之中练习者自己就可以一下子看出来，从而有利于纠正错误。

( 三) 靠临摹起步，力求神似
无论是写大楷还是小楷，最基本的书写练习都要从笔画临摹书写开始。先学笔画，再

学笔顺、偏旁及结构，这个顺序只是认知的过程体现，而在对照一个字进行练习时，往往是
几个方面的内容一起完成的。所以也不能一味地强调先后的顺序关系，通过临摹理解掌
握了所写范字的神采，才是最好的效果。临摹什么样的范字就要像那个范字，力求神似，
而不是“照葫芦画瓢”没有韵味，这是比较高的要求标准。所谓“神似”，是指“外貌神情相
似”，即要从单一的笔画开始，到笔画组合成字的书写练习中，都要贯穿一个基本的理念:
“范字”体现的是静止状态，但是在形成范字之时应该是一个运动且有力度的状态，这种
状态就是范字表现出来的特点与特色。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这种特点和特色，它包括了
笔画的粗细大小、开张起合、圆方中侧、枯湿顿放、留空布白及其组合排列等方面的内容。
要学会读帖，在读帖的过程中感受范本字帖的魅力所在，在读帖过程中学会比较和鉴别。
只要下大力气解决了“神似”的问题，书写就一定可以看到明显的进步。

( 四) 楷行书兼练，持之以恒
写好楷体字是写好行书字的基础。我们讲先学楷书后学行书，不是说只有把楷体字

写好了才能练习行书，而是说在你比较熟练地掌握了楷体字的基本笔法和结构规则之后，
就可以练习行书。在此基础上，将楷书和行书交替兼顾练习，可以帮助你提高互相借鉴、
互相促进，从而加快提升书写水平的步伐。每一个要把字写好的人，都要有一个准备付出
较长时间的心理准备。因为它不可能一蹴而就、立竿见影，而需要一个勤学苦练的过程。
练习书写要有决心、恒心和毅力，许多书法家练习写字的故事都告诉我们，勤能补拙，只有
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才能实现把字写好的愿望。付出与收获是正比关系，想急功近利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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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径，是永远不会有出路的。

【思考与探究】

1．书写训练课的性质是什么? 谈谈自己对写好汉字的想法，并与老师沟通交流。
2．掌握汉字书写有哪些基本要求?
3．汉字书写训练对教师教育专业学生的素质培养有何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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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书写工具与材料

【课时安排建议】五年一贯制与高中起点三年制均为 1 课时。
【本章教学目标】了解三笔字的书写工具与材料的性能，学会选择、使用与保养这些

书写工具，为提高书写水平打下基础。

第一节 毛笔字书写工具与材料

【教学内容】笔、墨、纸、砚。
【教学重点】毛笔的选择、使用与保养。
【教学要求】了解笔、墨、纸、砚的选择与保养，熟悉毛笔字书写工具的性能。
毛笔书法是中华民族艺苑中的一朵奇葩，它创造了中国绵延几千年的文明史。至今，

这朵奇葩仍散发着特有的幽香，以其特有的笔墨情调和实用欣赏价值在我国乃至世界艺
坛上独领风骚。

练习汉字书写，要选择好书写工具———笔、墨、纸、砚，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文房四
宝”。我国汉字书法之所以成为东方独特的书法艺术，是与我们使用的这套独特的书写
工具分不开的。“惟笔软，则奇怪生焉”，以柔软的笔毫，写出苍劲遒丽的书法作品，使外
国朋友深感奇特奥妙，不可思议。历代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把它们当做艺术品一样珍爱、
收藏。因此，了解和掌握笔、墨、纸、砚的性能，更好地熟悉、选择、使用和保养这些工具，对
于写好毛笔字有着直接的关系。古人有句话说得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一、毛笔

图 1 － 1 毛笔

毛笔，顾名思义是用各种动物的毫毛制成的笔，它是我国传统书法的重要工具。也可
以说，书法艺术是毛笔的“产物”。在“文房四宝”中，毛笔堪称“宝中之宝”。

( 一) 毛笔的起源与发展
毛笔的起源历史悠久，相传笔是由秦代的蒙恬发明的。但从目前考古发掘的资料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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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可能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已有类似笔的书写工具，而发展到殷商时代以至战
国时期，各国都普遍使用了毛笔，只是名称各异: 楚国叫“聿”，吴国叫“不律”，燕国叫
“弗”，到了秦代“笔”始定名，一直沿用至今。另外，笔还有许多别称，如“管城子”、“中书
君”、“毛颖君”、“龙须友”、“尖头奴”等。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书法艺术的逐步成熟，制笔技术也逐渐精良，先后出现了一些
制笔中心和许多能工巧匠。魏晋时期有制笔名家韦昶，唐、宋时期，安徽宣州( 今宣城) 出
产的宣笔享有盛名。元代，浙江湖州的湖笔取代了宣笔的地位而驰名全国，久盛不衰，至
今仍不失为笔中佳品。

( 二) 毛笔的种类
1．按毛笔的原料和性能分类
以笔毫的原料和性能来分，毛笔有软毫、硬毫和兼毫三种。
( 1) 软毫是选取弹性柔弱、硬度较小，而显得柔软的动物毛制成，如羊毫、鸡毫等。这

种笔弹性较弱，但蓄墨量大。用软毫写字，易于锻炼腕力。其点画丰腴，风韵内蕴，然线条
也易软弱，不善掌握者写出的点线无筋无骨，被讥为“墨猪”。

( 2) 硬毫是用一种弹性较强、硬度较大的动物毛制作而成，如野兔毛、黄鼠狼毛、野马
毛等。这种笔弹性较强。用硬毫写字，对笔力软弱者有辅助之功，其点画易挺拔，精神外
拓;但不善用者，点画会显得瘠薄多角，字体无骨无肉，生硬平板。

( 3) 兼毫是用两种或两种以上弹性不同的动物毛，按一定比例配制而成的。如“大、
中、小白云”，“七紫三羊”，“五紫五羊”等都属于“兼毫”。它是一种介于软毫和硬毫之间
的中性笔。其特点是弹性适中，刚柔相济。初学书法者适合选用这类笔。

2．按笔锋的长短分类
以笔锋长短而分，有长锋、中锋和短锋三种。
( 1) 长锋笔所书点画富有弹性，提按幅度大，节奏感强，然不善驾驭者易产生信笔之

病，笔画拖沓。
( 2) 短锋笔所书点画易浑厚粗壮，然提按的幅度小，少灵动之气。
( 3) 中锋笔介于以上两者之间，实用性强，便于初学者使用。
3．按笔头的大小分类
以笔头的大小来分，有写小字的小楷笔;写中字的中楷笔;写大字的大楷笔;写特大字

的联笔、屏笔、楂笔等;写特小字的圭笔。另外，每种笔中又可分为一、二、三等若干种型
号，可根据写字大小选用。

( 三) 毛笔的选择
明朝屠隆说“制笔之法，以尖、齐、圆、健为四德”。“尖、齐、圆、健”四字既概括了好毛

笔的特性，也是选择毛笔的标准。
( 1) 尖:笔锋蘸墨聚拢后，笔颖尖锐，不秃不开叉，书写时笔画可粗可细，锋尖可藏可

露，劲键自如。
( 2) 齐:笔锋铺开时，锋毛平齐，分布均匀，无短毫、断毫，书写时可万毫齐力、四面停

均。
( 3) 圆:笔腹处丰满圆润，通体呈圆锥状，表面光滑，无凹凸不平现象; 笔毫平直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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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曲。书写时便于使转自如，一呼百应。
( 4) 键:笔毫要有良好的弹性，铺开后容易收拢，按下后易于复原。书写时提按顿挫，

得心应手，流畅自然。
另外，笔杆要直且圆，才便于执笔和书写。
( 四) 毛笔的使用和保养
毛笔是书法爱好者手中最珍贵的“武器”，平时要注意正确使用和保养。
新笔使用前，应将笔毫浸入清水中，待胶质溶化，笔毫全部化开，然后用纸将笔毫中的

水吸干，再蘸墨使用。切忌不洗净胶质直接使用，更忌为节省时间用热水浸泡。每次蘸
墨，都应顺着笔毫掭墨，顺便整好笔锋。毛笔用后，要及时洗净笔头上的墨渍，插入笔筒或
者悬于笔架上，以防胶粘笔毫或笔毛弯曲，不利于下次使用。

二、墨汁

一得阁墨汁 中华墨汁 曹素功墨汁
图 1 － 2 墨汁

( 一) 墨的起源与发展
墨是用来书写或绘画的黑色颜料。其主要成分是碳，碳的化学性质稳定，这也是中国

书法作品可以长期保存的原因之一。墨与笔差不多同时产生，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黑色
纹样以及殷商时甲骨文中就有墨的写画，当然，它不同于后世的“墨”，可能是一种天然的
碳素颜色。正式的墨出现于西周时期。据《述古书法纂》记载，距今 3000 多年前的西周
“邢夷始制墨，字从墨土，煤烟所成，土之类也。”先是用漆和木炭或石墨，后来人们发现可
用松烟代替石墨。自汉魏后，制墨名家辈出，制墨技术日臻发达，质量大为提高，墨如黑
漆，其色黝亮，其香不衰，书写效果极佳。

( 二) 墨的种类

1．根据制墨原料分
墨的种类很多，根据不同的制墨原料，大概可分为油烟墨、松烟墨、油松烟墨、选烟墨

四种。
( 1) 油烟墨，是用桐油、菜油烧烟加胶等原料制成的。其特点是: 质地细腻，坚实耐

磨，乌黑发亮。但新制的墨胶质较重，易于滞笔。
( 2) 松烟墨，是用松枝烧烟加胶等原料制成的。其特点是墨色黑、质细、色润、胶轻，

遇水易化，但缺乏光泽。
( 3) 油松烟墨，是用油烟和松烟混合而成的。其特点是胶不重，墨色乌黑，且有光泽。
( 4) 选烟墨，是用工业积灰加胶和香料制成的，是一种普通的墨，适宜于练字或一般

写字用。
9



2．其他分类方式
墨还可以产地命名，如“徽墨”等。旧时还有以制墨名匠命名的。
( 三) 墨的选用
墨的优劣直接影响字的神采，所以，历代书法家都很讲究选墨用墨。好墨的标准是:

质细、胶轻、色黑、声清、味香。即墨以细腻为上，粗糙为下;胶轻为上，胶重为下;以乌黑泛
紫光为上，青光次之，白光为下;击墨声以清脆为上，滞浊为下;墨味以香味浓郁为上，无香
味或有臭味为下。

初学书法或平常练习写字，用墨不必过于考究，只要选取烟细、胶轻、色黑的墨锭或普
通瓶装墨汁就可以了。正式的书法作品，用墨要尽量好一些，如:“中华墨汁”、“一得阁墨
汁”等都是上好的书画墨汁。

如果使用墨锭，则在研墨方面注意研墨的力量、墨身和磨行的方向、注水量三项。即
研墨力应下按而均匀;墨正慢行，磨行成圆形，不要频繁更换磨转方向;注水宜少、随研随
添，以浓度适宜为止。墨锭研完后，应擦干保存，防晒防湿。

不管是用墨锭或瓶装墨汁，均不可偏浓偏淡。太浓则易滞笔，笔毫不能挥洒自如; 过
淡则容易漫浸，字无神采。正如古人所说:“墨淡则伤神采，绝浓必滞锋毫”。

三、宣纸

图 1 － 3 宣纸

( 一)纸的起源与发展
纸是用植物类纤维质经过制浆、漂白、成型、燥干等多道工序制作而成的书写材料。

纸发明以前，如殷商时代，是用甲骨契刻文字。周秦时代发展到用简牍代替甲骨，即用竹
片或木片书写。但这些都比较笨重却不易书写，因而不能满足日趋频繁的社会交际的需
求。随着社会的发展，西汉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发明了造纸术。这一大发明，不仅推动了
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而且对世界文明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初期的纸质量较差，后来蔡伦
改进和提高制纸技术，造出了比较轻便和实用的纸，即“蔡侯纸”，为造纸术开辟了广阔的
前景。至明代宣德年间，开始制造宣纸。至此，书画家们才有了专供创作用的纸张。

( 二)纸的种类及选用
纸的种类和名称很多，以它的性能而言，则有硬性纸和软性纸两大类。硬性纸，如硬

黄纸、道林纸、油光纸等，其特点是纸质坚韧、透明度强、吸水性弱; 软性纸，如宣纸、元书
纸、毛边纸等，其特点是纸质柔软、透明度弱、吸水性强。

( 三)宣纸的种类
宣纸是我国特有的书画用纸，因产于安徽宣城而得名。宣纸以青檀树皮为主要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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