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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说明

本套丛书自第一次正式出版以来，受到了广大师生的普

遍欢迎。写一手好字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应该掌握的一种基

本技能，本丛书针对书法教育重理论、实用性欠佳、不能承载

书法艺术之重的市场空缺，急读者所急，应读者所需。同时，

它对提升学生的书写能力，传承祖国优秀书法文化，培养高尚

的审美情操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应广大师生朋友的要求，紧跟教学的形势，使教与学起到

举一反三的作用，我们对本套丛书进行了重新编辑，以便突出

这套书的编写宗旨。我们将原来的一套３６本精简为２６本，

删繁就简，提炼原书的精华，并把原书内容按认知层次归类为

“入门篇”、“基础篇”、“提高篇”、“实践篇”、“欣赏篇”，功能明

确，更具针对性，从而达到引领学生登堂入室的效果。

我们的宗旨，是通过修订给广大师生朋友们提供更好的

１



切实的帮助和指导。限于水平和时间，书中如有不足之处，希

望广大师生在使用这套书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出宝贵意见，使

这套书更臻完善。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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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在中国传统文化链上，它是璀
璨夺目又至关重要的一环，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最令人神往
的瑰宝。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活跃于中国传教、办学、办报
领域的美国人福开森，甚至认定中国一切的艺术乃是中国书
法艺术的延长。毕加索也曾说过：“倘若我是一个中国人，那
么我将不是一个画家，而是一个书法家。我要用我的书法来
写我的画。”这位现代世界艺术大师对中国书法艺术的憧憬与
向往是坦诚的。

书法能够使人们在审美的基础上了解中国文化的发展，
进而了解东方人的精神境界和视觉审美的艺术趣味。书法像
其他艺术门类一样，体现了艺术的共性。作为艺术的一般形
式，像音乐一样，具有生动的节奏和韵律；像舞蹈一样，千姿百
态、飞舞跳跃；像建筑一样，具有丰富的形体和造型；像绘画一
样，追求气韵生动，形神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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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与经济交流更加广泛，东西方交融
加剧，我们需要接受的信息更多，当今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已
难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时间和机会，能够像古人一样从事专
门的书法研究与创作。这就要求我们转变观念，站在历史的
高度，重新认识书法，重新认识笔墨，重新认识实用与审美，重
新认识传统与现代，为书法艺术的发扬光大奠定基础。

书法文化教育作为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祖国
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写字不仅可以启发和引导学生的思
维，陶冶学生的情操，也是培养学生良好心理素质的重要手
段，还是培养学生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个性发展的一个新的
教育方式。

本套丛书分为入门篇、基础篇、提高篇、实践篇和欣赏篇，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分门别类，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汉字的起源
和各种字体的演变，教你如何正确书写各种字体，如何临帖等
等，也对中国书法作了历史的时代概述，并对各时代历史的亮
点给予了重点探索……读者通过鉴赏，既可对线条所构建的
黑白雅韵留下美好而完整的印象，又可感受到名家名作一瞬
间带给你的那种怦然心动。本套丛书将是广大学生的良师益
友。生活在２１世纪的人们，也不妨给书法艺术留点空间，让
我们一起来破译它的神秘，解读它的魅力，继承和发扬它，以
此提高我们的文化修养，开拓我们的审美境界。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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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草书概述

第一节　汉字形体演变

我们使用的汉字是世界历史上最为悠久的文字之一，

它的形体经历了多次明显的变异，先后出现了甲骨文、金

文、篆书、隶书、楷书五种正式字体，以及草书、行书等辅助

字体。其中汉代通行的隶书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汉字的

形体由此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开始向现行的汉字形

体过渡。从历史的角度看，殷商到秦汉时代是汉字形体变

化频繁的阶段，之后汉字的形体相对稳定，变化趋于缓慢。

汉字形体演变的总体趋势是朝着简便易写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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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骨文

甲骨文

最早的汉字字体是甲骨文。它是殷商时代通行的汉字

字体，因为这种文字通常被刻在龟甲和兽骨上，所以叫甲骨

文。从形体上看，甲骨文是象形字中图画性最强的，离事物

原形不远；结构尚未定型，同一个字可以有多种写法；字形

大多瘦长，大小不均；笔画细长方折，繁简不一。从记录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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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看，甲骨文的主要内容是卜辞，记录了商代王室占卜的

一些情况。它是２０世纪初才被人们发现的，还有大量的研

究工作需要去做。

二、金文

《大盂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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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是商代、西周以至春秋战国时期熔铸在钟鼎等青

铜器上的文字，因此金文又叫钟鼎文。金文的字形同甲骨

文接近，但象形符号的图画性有所削弱，字形渐趋匀称、整

齐、方正，笔画因熔铸而成的缘故显得肥丰圆转，异体字仍

然比较多。在文字构造上，形声字增多，汉字发展的形声化

趋势进一步明朗。

三、篆书

秦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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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书有大篆和小篆之分。大篆是春秋战国时代通行于

秦国的文字，小篆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采用的标准字体，所

以也叫秦篆，是在大篆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小篆以泰山

刻石为代表，主要特点是：图画性较弱，符号性增强，笔画比

大篆简化，线条柔婉、圆转，略带弧形，形体呈竖长方形，结

构整齐、匀称，偏旁写法、位置趋于定型。现在篆刻时主要

用的字体就是小篆，因此而被称为“篆”刻，并且沿用至今。

四、隶书

隶书最早产生于秦代，是在战国时代秦国简俗字的基

础上形成的。秦代的隶书称秦隶，后来到了汉代，字形有了

发展，更加简单易写，这种通行于汉代的正式字体叫汉隶。

与篆书相比，隶书主要特点是：打破了篆书的形体结构，改

造了篆书的偏旁，笔画进一步简化，线条平直、方折，并显出

波势，字形扁平，有棱有角。隶书对篆书的改造，为现行汉

字形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汉字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隶书字体古朴、典雅，其主要特点“蚕头雁尾”，使这种字体

显得更加庄重。现在许多匾额题字用的就是这种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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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迁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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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楷书、草书和行书

楷书、草书和行书都由隶书发展而来。

（一）楷书

《颜勤礼碑》

楷书是现代汉字的标准字体，又叫“真书”“正书”。楷

书保存了隶书的偏旁系统和基本结构，取消了隶书的波势

笔法，笔画平直，字形方正，易于书写。

（二）草书

草书形成于汉代，由隶书草化发展而成。草书分为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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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今草和狂草。

张旭《心经》

章草通行于汉魏，使用部分连绵笔，字与字之间不相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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