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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 唐·虞世南            

鸟鸣涧 唐·王维               

终南望余雪 唐·祖咏     

绝句二首（其二） 唐·杜甫                   

塞下曲（其二） 唐·卢纶    

江上渔者 宋·范仲淹

梅花 宋·王安石 

山居杂诗（其一） 金·元好问

少年行（其一） 唐·王维

凉州词（其一） 唐·王翰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唐·李白

碛中作 唐·岑参

从军行（其四） 唐·王昌龄

早春 唐·韩愈

江南春 唐·杜牧

临平道中 宋·道潜

泊船瓜洲 宋·王安石

题西林壁 宋·苏轼

观书有感(其一)宋·朱熹

村居 清·高鼎 

水槛遣心(其一)唐·杜甫

秋登宣城谢朓北楼 唐·李白

书愤（其一）宋·陆游

[附] 赵孟 楷书笔画书写方法

[附] 赵孟 楷书结体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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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创提示】  此作品为条幅

款式，用大三尺宣纸竖裁而成（约

100 厘米 X34 厘米），折格或画格

书写。正文排成两行半，紧接着

题行书款，钤一方姓名印。题款

处须去除横界线，钤印不能低于

正文底端，也不能与正文齐底。

临创时，注意每个字在竖行

中的重心要对齐。结构简单和笔

画少的字应写得小而厚重，如

“出、自”两字。“响（响）、

声（声）、藉”等结构复杂、笔

画繁多的字须写紧凑，笔画宜有

轻重对比，结构要有穿插避让。

笔画之间和部件之间要自然呼

应，如“清、饮（饮）、秋”等字。

蝉
                     唐·虞世南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主题】 此诗描写了蝉“居

高致远”的特征，热情赞美了像

蝉那样立身高洁、品德高尚、声

名远播的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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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创提示】  此作为扇面中的折扇幅式，正文字的排列采用“3—

2”式交替推进的放射状形式，上下边缘呈圆弧形，与扇面的形状保

持一致，字行要对准潜在的圆心。落款可写成两行，以求左右平衡。

“人”字处可加盖引首章，既补虚空，又有首尾呼应的效果。

赵体楷书借鉴了行书的写法，有行书笔意，笔画之间多前后呼应，

笔意相连，如“静、空、时（时）”等字。创作前可多练习几遍，

这样方能字字生动，行行连贯，整篇流畅。除正中间的一行，其他

字行都有一定的斜度，可采用移动纸和转换角度的方法来写。此外，

书写时还要注意同旁异写、同字异形，以免雷同。

鸟鸣涧
           唐·王 维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主题】 这首诗以动写静，诗中有

画，运用平朴自然的语言描绘了一幅极静

绝俗的“春山月夜图”，表达了诗人热爱

大自然的情感。全诗幽美灵动，富有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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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创提示】  此作品为横幅款式，用大三尺宣纸纵向裁成 34

厘米 X100厘米的尺幅。正文排成七行，题款另占一行，使四角呈“实

三虚一”的格局，虚实相生，黑白分明。由于字行短，宜落穷款，

只写作者姓名，钤名章一方。

书写时，注意字距紧于行距，字的横、纵向重心都要对齐。字形

宜舒展，但不能松散。注意撇、捺、竖、竖弯钩等笔画要伸展自如，

“南、色”两字中宫稍收紧。许多字的横、竖、撇、捺等主笔厚重突出，

“秀、霁（霁）、暮”三个纵长字，要注意将各部分适当写宽写扁。

整体要尽量体现赵楷内紧外松、静中有动、气息流畅生动的特点。

终南望余雪

            唐·祖 咏

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

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主题】 这首诗描写了雪后晴天

终南山秀美的景色，表现了作者开阔

的视野、豪迈的胸襟、凌云的壮志和

忧民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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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创提示】  此作品为斗方幅式，可用 4 尺宣纸横对开，裁成

规格约为65厘米 X65厘米的尺幅。正文排成整4行，落款另占一行。

款文的上端比正文低半个字，下端不能齐底。款字比正文字小很多，

形成大小对比及参差之

美。印章大小不要超过落

款字大小。

此作中的笔画大都比

较厚重，间有轻细笔画，

尤其是“白、又、日”三

字笔画少、字形小，笔画

更应厚重，使字形更加紧

稳。左右结构的字宜紧凑，

上下结构的字宜舒展，整

幅作品要有大小、轻重、

纵横的对比效果。

绝句二首（其二）
           唐·杜 甫

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

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

【主题】 这首诗以胜景写哀情，

在描绘暮春赏心悦目景色的同时，以

反衬手法抒发了诗人浓浓的羁旅哀思

和归心似箭的思乡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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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创提示】  此作品为三尺

条幅款式，用大三尺宣纸竖裁而

成（100厘米X34厘米）画格书写。

正文排成两行半，采用纵有行、

横有列的章法形式，题款占半行，

印章不低于正文底端。书写时，

根据结构繁简和笔画多少的具体

情况，可大小错落，纵横相间。

此外，须突出字的主笔，彰显字

的精神，如“在、石”两字的撇画，

“林、夜、没、棱”四字的捺画，“军

（军）、引、平、中”四字的竖画，

“风（风）、明、寻（寻）、羽”

四字的钩画。

塞下曲(其二)
           唐·卢 纶

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

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

【主题】 这首诗通过描写一

个射箭场面，表现了汉代名将李广

的大将风度和神勇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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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创提示】  此幅作品采用扇面中的团扇幅式。团扇又称“纨

扇”“宫扇”，形状有正圆形、椭圆形、方圆形、梅花形等。此幅作

品采用的是方圆形，章

法布局采用竖有行、横

无列的形式。由于有圆

角，行有高低，字不必

横向对齐，只要留有适

当的字距及行距大于字

距即可。

此作中的“江、没、

波”三字应注意同旁异

形，其中“江”字要适

当写大些，否则难以管

领全篇，也无法与最后

的“里（里）”字平衡。

“鲈（鲈）”字宜左小右大、左靠上，横画的排叠须均匀紧密。

江上渔者

           宋·范仲淹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君看一叶舟，出入风波里。

【主题】 这首诗表现了渔民

在波峰浪谷中劳作的艰险，表达了

诗人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忧国忧民

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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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创提示】  此作为横幅款式，用大三尺纵向对开的宣纸折格

横式书写，规格为 34 厘米 X100 厘米。正文采用竖有行、横有列的

章法形式，排成七行，除最后一行外，每行三个字，落款用短款，

以适应横幅款式。作品中的左右结构的字居多，要注意穿插避让，

同时要有一定的收放、疏密对比，如“墙、数（数）、枝、梅、独（独）、暗”

六字。注意捺在不同字中的形态变化（斜捺、平捺、反捺、出锋反捺等），

如“凌（淩）、遥、不、来”四字。行与行之间可通过笔画（如撇、

捺）的伸展穿插来加强联系，如“枝、寒、遥、是、有”五字。

梅 花

          宋·王安石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主题】  这首诗以雪喻梅，赞

颂了梅花不畏严寒、特立独行的高节

劲操以及“暗香”浮动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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