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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篆书系列中，《石鼓文》作为先秦刻石，具有独特的个性风貌。它既不同

于金文，亦不同于小篆。由于《石鼓文》的载体（石鼓）与金文（青铜器）、小

篆（秦代碑版刻石）的不同，所以在线条、结构、章法的表现上都具有其自身的

独特特征。

在线条表现形态上，《石鼓文》线条自然纯厚、质朴遒劲、骨力雄强。比如

竖线既有垂直线，也有相背、相向和对称弧线等，圆润饱满，笔力劲健。横线则

粗细均匀，内含骨力，圆润流畅。

在结构造型上，《石鼓文》略呈长方形，匀称自然，舒展大方。张怀瓘《书

断》云：“体系卓然，殊今异古。”比如：①方形组合的字如“田、止”等字；

②圆环形组合的字如“帛、吾”等字；③欹侧与欹正组合的字如“孔、好”等

字。张怀瓘《书断》云：“落落珠玉，飘飘缨组，仓颉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称

书，遗迹石鼓。”

第一章  《石鼓文》概述

①

②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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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章法构筑上，《石鼓文》布白均匀，左右相兼，开合有度，气势壮阔。

《石鼓文》在用笔、结构和章法上都有其自身的鲜明特色，它既有金文的浑

厚雄强、气度非凡之风，又启秦代小篆工稳、匀称之势，在先秦刻石中有着无法

替代的审美意义与价值。它的技法、技巧比较严谨，这一点，在秦代篆书中表现

得尤为突出。因此，我们在分析、欣赏《石鼓文》书法风格的同时，特别是在进

行技法解说、技法训练中，应与秦代刻石中的小篆进行比较，不仅从线条、结构

方面，还要从章法、风格方面，从而掌握其技法特征，深入地探讨它们所具有的

审美价值，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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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锋圆笔为主，提按均匀

藏锋、裹锋圆笔

《石鼓文》笔法中，用笔以中锋、藏锋、裹锋为主，兼有提按、圆转、方

折、顿挫、左圆转、右圆转种种笔法。

临习提示：起笔多用中锋、藏锋笔法，运笔中锋、裹锋并用，提按幅度均

匀，均速运笔，收笔回锋。圆转、方折、顿挫笔法多用于线条转折、交叉处。

用笔分解范字示意

第二章  用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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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转、顿挫用笔

方折、顿挫用笔

左圆转用笔

右圆转用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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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线　条

《石鼓文》线条形状粗细基本均匀，横线方向基本平直，竖线方向有垂直、

左倾斜、右倾斜、相向、相背、弧形等多种；线条律动平稳，节奏均匀；线条构

成平行、交叉、倾斜、分割，方向端庄、自然；线条质量厚重、遒劲、浑圆、古

朴。

临习提示：

临习《石鼓文》对线条的把握，要注意中锋、藏锋、提按、顿挫、圆转、

方折种种笔法与线条形状、律动、构成、质量之间的种种对应构成关系。水墨适

中，提按幅度均匀，运笔节奏以个人书写习惯而宜，缓急相兼，用心体验、感

受、表现《石鼓文》线条厚重、遒劲、浑圆、古朴的质感。如果有兴趣，也可以

用浓墨、重笔，稍快的运笔节奏，体验吴昌硕所写《石鼓文》古朴、厚重、水墨

淋漓的线条质感和雄浑大气的风格。

线条分解范字示意

1．线条方向

横线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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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线斜势

竖线垂直

竖线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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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线条形状

3．线条构成

长短

弧形

直曲

收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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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线条律动

5．线条质量

缓与疾

匀速与加速

圆浑

古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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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结　构

临习《石鼓文》，对结构关注，应注意如下方面技术要点：1．线条对内空间

分割的方向感，比如平行、交叉、疏密等。2．线条对外空间分割的方向感，比如

收放、倾斜、相向、相背等。3．方整、圆环、圆弧、欹侧、欹正不同形状造字规

律。4．空间疏密关系与空间收放关系处理。

字的结构分解范字示意

方整

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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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形

弧形

欹侧

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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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

上下

左中右

上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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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朗

茂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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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偏旁部首

《石鼓文》偏旁部首与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不同，它遵从小篆构字法

则、规律，极富个性特征，又充满变化，具有汉字工稳、对称、端庄之美。

《石鼓文》偏旁部首临习，一是注意用笔起、运、收方向及行笔过程；二是

注意用笔圆转、方折笔势；三是注意用笔提按、顿挫幅度；四是注意不同线条走

势、方向；五是注意偏旁、部首之间的呼应相向关系；六是注意局部与字结构整

体之间构成相向关系的统一。

偏旁部首分解示意

1．三点水  三点水临写：先写中间长竖线条，后写左右四个短竖。中锋、藏锋

圆意起笔，从上至下，匀速运笔，节奏平缓，收笔回锋，使线条末端呈圆意。

2．木字旁  木字偏旁临写：先写中间长竖线条，再写左上半弧线、右上半弧

线，后写左下半弧线、右下半弧线。竖线临写，中锋、藏锋起笔，运笔节奏稍快，

收笔回锋果断，线条末端呈圆意。上下半弧线临写，应注意圆转时毛笔转锋的提按

幅度，与竖线交叉处当不露痕迹。临写顺序，上半弧、下半弧均从上向下行笔。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