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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悠悠五千年的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灿烂辉煌，她以独特的东方气

质和神韵，堪称世界艺苑的奇葩。书法艺术又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

重要组成部分。书家在书法创作中，把天道、自然、人生感悟和情感

凝聚升华，汇成一种激情和创作冲动，顷刻间宣泄在纸上，凝结成为

之感动、为之陶醉的艺术作品。一幅好的书法作品，不仅展现“笔墨

精神”，而且是生命和感情的再现，猛烈地撞击着赏读者的心灵。沈

尹默先生曾经说过：“世人公认中国书法是最高艺术。就是因为它显

示惊人的奇迹，无色而具图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引人欣

赏，心旷神怡。”对美的追求，可以说是人的天性。追求美好，热爱

生活，作为炎黄子孙就应该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发扬光大。

中国书法是一门古老的艺术，从甲骨文、金文演变为大篆、小篆、

隶书，至定型于东汉、魏、晋的草书、楷书、行书诸体，书法一直散

发着其独特艺术魅力。 

中国书法历史悠久，以不同的风貌反映出时代的精神。浏览历

代书法，“先秦尚象，秦汉尚势，魏晋尚韵，唐代尚法，宋代尚意，

元明尚态，清代尚朴”。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引领晋人尚韵书风；

欧阳询、颜真卿奠定唐楷尚法的书法基调；苏东坡、米南宫等四大家

刮起尚意旋风；赵孟 、鲜于枢开辟书法尚态如妙境界；董其昌、张

瑞图打造书法尚势的新式格局；王觉斯、傅青竹强化纵横取势、视觉



冲击势态效果；何绍基、康有为坚守返璞归真的尚朴情怀。追寻三千

年书法发展的轨迹，我们清晰地看到它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步，强烈

地反映出每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书法艺术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瑰宝，

是中华文化的灿烂之花，它具有世界上任何艺术都无与伦比的深厚群

众基础和艺术特征。因此，书法艺术愈加受到世人的青睐。在《易经·系

辞》中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说，“形而上”意

为精神本体，“形而下”是派生出来的具体事务。中国书法正是以具

体的笔墨展现出自然的无限，在有形的笔墨之外，给人以自由想象的

精神空间，畅游在浩瀚的艺术世界里，思想境界也得以升华。

说起书法创作，必然涉及到形式，也可称为格式，或品式、幅式，

是书法篇幅的规格。形式是书法创作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大

体上可分为条幅、中堂、条屏、对联、横披、册页、手卷、手札、斗

方、扇面和匾额等。

本套丛书介绍了各个书体的起源、演变与发展，以及技法解析、

经典碑帖欣赏，同时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书法创作的不同形式，并提供

了大量创作形式作为参考，有助于广大书法爱好者根据书写内容或不

同要求，创作出满意的书法作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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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隶书概述

第一节   隶书的起源

相传，秦末一个叫程邈的狱吏，因得罪始皇而下狱，在狱十年中，将篆书进行

整理，去繁就简，把小篆匀圆的线条变成平直方正的笔画，使字形优美，扁而较宽，

并改“连笔”为“断笔”，从线条向笔画，更便于书写，故称为隶书，也叫“佐书”。

隶书分“秦隶”（也叫“古隶”）和“汉隶”（也叫“今隶”）。隶书的出现，

是书法的一次大变革。书写效果略微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呈长方形状，讲究“蚕

头雁尾”“一波三折”。到东汉时，撇、捺、点等画美化为向上挑起，轻重顿挫富

有变化，风格也趋多样化。

 横画的“蚕头雁尾”“一波三折”（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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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隶书的演变与发展

作为初创的秦隶，留有许多篆意，后不断发展加工。打破周秦以来的书写传统，

逐步奠定了楷书的基础。在“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思想统一下，汉代隶书逐

步发展定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书体，同时，派生出草书、楷书、行书各书体，为

艺术奠定基础。

西汉初期仍然沿用秦隶的风格，到新莽时期开始产生重大的变化，产生了点

画的波尾的写法。

西汉中期，隶书脱去篆体而独立，不但结构全变，从字形来讲也全成方形或

扁方形，笔势则为长波，更自然横出。

到东汉时期，隶书产生了众多风格，并留下大量石刻。《张迁碑》《曹全碑》

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张迁碑（局部）（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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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隶在笔画上具有波、磔之美。“波”指笔画左行如曲波，后楷书中变为撇 ；“磔”

指右行笔画的笔锋开张，形如“雁尾”的捺笔。写长横时，起笔逆锋切入如“蚕头”，

中间行笔有波势俯仰，收尾有磔尾。在用笔上，方、圆、藏、露诸法具备， 笔势飞动，

姿态优美。在结构上，初变为正方，再变为横势扁方。汉隶具有雄阔严整而又舒展

灵动的特点。 

汉隶主要有两大存在形式，即石刻与简牍。汉隶在碑刻中更显其宽博的气势

和独特的韵味。

魏晋时也称楷书为隶书，因别称有波磔的隶书为“八分”，以示区别。八分

是隶书的一体，也称“分隶”“分书”。

魏晋以后，草书、行书、楷书迅速形成和发展。唐代面对积弱已久的隶书，

 史晨碑（局部）（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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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力恢复传统法理，使隶书再次出现了繁荣景象，在唐代书坛争得了一席之地。宋、

元、明书法宗帖，行草兴盛，隶书复归沉寂。到了清代，在碑学复兴浪潮中隶书

再度受到重视， 出现了邓石如、伊秉绶、金农等书法家，在继承汉隶的基础上加

以创新。

第三节   隶书的艺术内涵

两汉时期，隶书不但通过隶变

过程最终形成自己的独立品格和美学

特征，同时还有着向草率和规范两极

方向发展的整体趋势。

两汉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极为

重要的发展时期。精美质朴、气势恢

宏是汉代文化艺术共同的特征，在汉

代的书法艺术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表

现。这种文化审美倾向的形成，跟汉

代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强盛有关，

跟汉代人开拓进取的文化心态更有直

接的关系。从对汉代器皿、瓦当的研

究来看，当时的民宅已广泛流传以吉

祥语或祷颂词作文字装饰刻铸在瓦当

上的风俗。从官方到民间对文字的钟

爱，反映出了当时民众对文字的审美

需求。

大量汉简的出土问世，展示了 甘谷汉简（局部）（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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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碑、帖以外的另一个系统的墨迹书法世界，从汉简帛书的书风来看，时空的差异

和文字内容的差异均对其纷杂的书法风格有着很大的影响。从总体上说，大多出自

社会下层者之手，又因日常功用而写，非为艺术而书，是一种本色的呈现，新鲜活

泼，生气勃勃。其总的特色是，不掩饰而尽露天性，质朴无邪。

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东汉末年，经

汉灵帝的提倡，文学和艺术在形式上开始发生了变革，这就是原来寓巧于拙、寓美

曹全碑（局部）（图 1-5）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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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朴的作风，现在开始变为拙朴渐消、巧美渐增的作风。”汉代书法强调“力”“势”，

用具有劲健飞动之美的形象来比拟书法。隶书是汉代最具时代性的书法审美形态。

崖刻隶书与碑刻隶书又是汉隶书法中成就突出、影响最大的代表。隶书是汉代最具

时代性的书法审美形态，《张迁碑》的质朴奔放、浑厚博大，《曹全碑》典雅华美、

俊秀温润。这些不同风格、不同结体和不同审美取向的经典刻石书法，蕴含着无穷

的美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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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隶书的技法解析

第一节   隶书的基本笔画

隶书点画的写法于篆书有明显的不同，篆书的点画可概括为点、直、弧三种，

而发展到隶书已经具备了永字八法中的八种笔画。在用笔上，篆书多为圆笔，而隶

书已有方圆并用之笔，并且笔画有了粗细变化。

点：隶书的点有中点、上点、左点、右点和横点的不同。

挑：隶书中的左下挑、右下挑的写法与左点、右点写法相似，不同处是末笔

出锋较长。

竖：隶书竖的写法并不复杂，于篆书大体相同。

横：隶书的横有短横和长横两种，短横起笔逆入平出，横末护尾，略似篆书。

长横起笔藏锋向上逆入，成“蚕头”的起笔，收笔处稍向上翘出锋，形成“雁尾”，

又称为波磔。

（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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捺：捺与长横的写法相似，只是笔势向右下，较横更舒展。

撇：撇的写法，与写左下挑大体相同，起笔后用过笔向左下行笔，笔画末端

外旋，回笔收锋。

书写时应该注意，“蚕头”“雁尾”在一个字中只能出现一次，否则就会影

响字的美观，所以古人说“蚕无二设，雁不双飞”。

第二节   隶书的结构特点

（一）字形扁方左右分展。以横向取势，

造成字形尚扁方。

（二）起笔蚕头收笔雁尾。这是隶书的

典型特征，特别是隶字中的主笔横、捺画几

乎都用此法。

 （三）化圆为方化弧为直。隶书中的直

画或方折，还包藏着篆字的弧势，带有明显

的波动性。

（四）变画为点变连为断。隶书不但点

法丰富，还将篆字中许多一笔盘旋连绵写成

的笔画断开来写。

（五）提按粗细有变化。隶书用笔的纵

向强调提按动作，形成笔画轨迹显著的粗细、

转承变化。

（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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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隶书的临习

要学好书法，临帖是必不可少。将字帖置于案前，观察字的形态、结构、笔画，

领会其精神，再下笔仿写。临帖，容易掌握字帖的笔意，但对把握字的结构位置不

足，但临帖仅是初学者很重要的学习方法。学习书法，要把临帖看作是登堂入室的

钥匙，是打基础。临的次数越多、临的范围越广，基础就越牢固。临帖需眼到手到、

眼准手巧，眼里看到的，笔端都能够表达展示出来。

正确的临帖方法，对于学书者来说是一个首要的前提，这样才可以保证循序

渐进。学习书法历来都重视向古人的优秀范本学习，也就是古人说的“取法乎上”。

学习书法，究竟从什么体入手？有人说要从楷书入手，有人说要按书法的发

展先写篆书，有人认为先学行书最好，也有人认为可从隶书入手。其实，从什么书

体入手得看自己的喜好。从隶书入手有三个好处：一是隶书笔法简易。隶书笔法在

于一家一主笔的蚕头雁尾，即一波一磔，而无楷书笔法繁杂的点勾撇折，初学者可

较快掌握隶书的笔法结构。二是隶书造型古朴，字体规矩有则，扁平大方。三是隶

书自由度大。隶书虽然笔法单一，但古朴大方，灵活自然，求法度而又不严格，只

要在主干笔法上作些特殊强调，整个字不论构架还是笔意就基本成立了。

初临隶书可选择《乙瑛碑》《礼器碑》《张迁碑》《曹全碑》《史晨碑》等碑。

临写看来是一种死功夫、笨功夫，但熟能生巧，写熟了就能化于心变为己用。

林散之临《礼器碑》（图 2-3）



书 法 学 习 与 创 作 形 式 图 解 隶 书

SHUFA XUEXI YU CHUANGZUO XINGSHI TUJIE

010

胡
小
石
临
汉
隶
之
二
（
图2-

5

）

胡
小
石
临
汉
隶
之
一
（
图2-

4

）



第二章    隶书的技法解析

011

胡
小
石
临
汉
隶
之
三
（
图2-

6

）

胡
小
石
临
汉
隶
之
四
（
图2-

7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