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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书法文化占据着主导地位。
这样说不是出于爱屋及乌的一己偏执， 而是因为书法本
身的文字功绩是承载记录中华民族全部的文化历史和先
民们的足迹。

智慧的先民将语言、行为付诸文字，文字作为载体将
人类的文化留存下来。 所以，今天我们能看到阴阳、五行，
《易经》所派生出来的哲学思想，这些思想贯穿于天文、地
理、兵法、文学、艺术、中医、武术、音律、围棋、算学、相术
等学科，汇成了中华文化的宝库。

书法是自成体系的文化，书法文化包含实用价值和审
美价值。 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就要走近书法，了解其中
的奥妙，只有能感悟到书法艺术美的人，才能够对民族文
化的魅力有更深刻的认识。 只有深刻地理解，才能激发学
生热爱祖国传统文化之情、爱国之情。这也是我们编撰“高
校公共艺术教育系列丛书”的初衷。
《大学书法教程》是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系列教材之一。

本教程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硬笔书法篇，下册为毛笔
书法篇。 除此，还著有《大学国画教程》《大学音乐欣赏教
程》等教材。 在教材编写之初，我们本着力争提高大学生
文化修养的原则，既注重教材的知识含量，又体现教材的
基础实践；既区别于艺术专业类教材的精、深、专，又考虑
到公共课层次性和鉴赏水平。

本教程从最基本的楷书基本点画和基础理论入门，由
浅入深、循序渐进地讲授。本书示范章节具有一定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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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书法教学规律。 其特色是本书全部古代碑帖临摹、字
例均由作者本人精心书写。

拙作虽尽作者之力，但仓促之下疏漏、瑕疵在所难免，
望广大读者和同仁批评指正，以利再版勘误。

编 者
二○一○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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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汉字的起源

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书法发展的历史与汉字发展的历
史并行不悖，所以，要了解中国书法的历史，首先要了解汉字的
起源。

一、汉字起源的传说

关于汉字的起源，早在战国时代就开始有人探索了。 历史
上关于汉字起源的传说有很多，如“仓颉造字说”“八卦造字说”
“书契说”等。

1.“仓颉造字”说
在我国，相传汉字是由黄帝的史官仓颉所造。 仓颉是传说

中的人物，传说他生有“双瞳四目”。 我们至今没有发现仓颉所
创造的字。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推断，汉字的诞生非一人
一手之功，是经过先民长期累积发展的结果。 假定真有仓颉其
人，他也是在人民群众创造汉字的基础上，对汉字进行搜集、整
理、加工和推广工作的人，可能是汉字整理的集大成者。 近代考
古发现了 3600多年前商朝的甲骨文、约 4000至 7000年前的陶



文、约 7000至 10000年前具有文字性质的龟骨契刻符号。 鲁迅在《门外文谈》中说：“但在社
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
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 中国文字的由来，恐怕也逃不出这个例
子。 ”郭沫若等人亦持此说。 仓颉以后的史籀造大篆、李斯造小篆、程邈作隶书、史游作急就
章（章草）、王次仲造楷书，情况大抵如此。

2.“八卦造字”说
相传伏羲首创八卦。 以八卦的形式表达和认识一切事物（如宇宙、自然、人事等现象）及

其规律的方法，比汉字要早 3000年。《周易·系辞》中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
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
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汉代孔安国在《尚书·序》中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
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可见，八卦造字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具有归类性是
汉字最显著的特征，然后依类派生“孳乳繁多”。 八卦原理讲究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的演变、
配伍，再演变、再相配，遵循规律又变化无穷。 而汉字正是符合、遵循了这个规律，于是八卦
理论就和造字方法相吻合了。

二、汉字的记事方法

1.结绳记事
结绳记事是原始社会氏族部落中普遍采用的一种实物记事方式。 结绳记事只能起到帮

助回忆的作用，而不能记录完整的事情，更不能表示固定的读音。 对表示事物、交流思想有
着相当的局限性，结绳只不过是纷繁复杂万物中的一种形式。《易经》说：“上古结绳而治，后
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结绳的方法已不得而知，后人只说是“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
结绳记事法虽然对汉字的产生有一定的影响，但并不能得出汉字起源于结绳记事的结论。

图 1-1 甲骨文字例

2.图画记事
图画在古代也是一种用来记事的重要方法。 文字的起源与图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原始图画是文字产生的母体，是文字的重要来源。 远古先民们出于最朴素的记录事物、交流
思想的需要而逐渐产生用图画记事的表达方式。 从古埃及、古巴比伦等古国发现的象形文
字，可以证明世界各国文字的起源都是从“画成其物，随体诘诎”的象形文字开始的。所以在
文字萌生的初级阶段，文字与图画的界限并不十分明确，随着文字的发展，其内涵也逐渐丰
富起来，文字的图画象形成分便随之简化和抽象化了。图画则逐渐走向更具象化。书与画分
道扬镳，各自成为一门独立艺术。

实物记事和图画记事都是帮助人们记忆的一种办法， 但是实物记事与文字的产生没
有什么关系，而记事的图画却是文字的前身。 如果把图形简化，一个图形记录语言中的一
个语素或词，那就产生了真正的文字。文字起源于图画，所以有人把记事的图画叫作“图画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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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字起源的实物考证

考古发现， 与原始文字有关系的资料主要是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陶器上刻绘的符号。
原始社会刻绘的陶器符号大体分为两类：一类形体简单，大多以几何形符号为主，主要见于
仰韶、马家窑、龙山和良渚等原始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符号，其年代最早，最受人注意。 这些符
号大多刻在陶器外口纹饰上，据科学测定，距今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 另一类是形体比较复
杂的形象符号，以山东大汶口陶器符号最为著名，据估计大约距今 5000年左右。

汉字的起源是多渠道的，但是主要起源于图画。 商代以前的几千年是汉字的萌生草创
时期，商代的甲骨文已经是成体系的成熟文字。 由此可以推断出图画文字与商代甲骨文之
间也应该有一种具有一定规模体系的过渡性文字，只是年代久远，已湮灭殆尽，无从考据。

第二节 商代书法

殷商时代的甲骨文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成体系的汉字， 主要出现在商代后期
200多年间。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汉字就是由甲骨文演变而来的。《尚书·多土》载，周公之言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文字是殷商先人创造使用的，中国书法也从这里开始起步。

一、甲骨文简介

清朝国子监祭酒王懿荣于 1899 年在河南安阳
小屯村的商都废墟首先发现了甲骨文。1903年，刘鹗
把所藏甲骨文著录成书籍《铁云藏龟》，公诸于世。 甲
骨文的发现使中国古文字的研究产生了一个新的分
支。 甲骨文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打开了观察 3000年前黄河流域人们生活的窗口。

甲骨文又称卜辞，是商、西周时期刻在龟甲、兽
骨上用于记录占卜内容的文字。 甲骨文的内容主要
是占卜。 殷人不论祭祀、征战、田渔、出入、收成、风
雨、疾病等都要占卜，并且把占卜的时间，占卜者的
姓名，占卜事情的结果、应验情况等用刀刻在龟甲或
牛骨上面。 因为多是与占卜有关的文字，因此甲骨文亦称“卜辞”或“龟甲”文字。

二、甲骨文的风格

甲骨文在商代的不同时期也存在着书写风格的差异。 甲骨学一代宗师董作宾先生把甲
骨文分为五期。 第一期：盘庚至武丁，书风雄浑；第二期：祖庚至祖甲，书风谨饬；第三期：廪
辛至康丁，书风颓靡；第四期：武乙至文丁，书风劲峭；第五期：帝乙至帝辛，书风严整。

甲骨文呈现出多种艺术风格：有的奇肆奔放，有的雄浑古朴，有的工整秀丽，有的委婉
清晰……由于甲骨文材质以及书刻工具和形式的限制，其线平行、规整、流畅，线条或直率

图 1-2 甲骨文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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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弯曲或由点构成，甚至有铲挖的面状，总之没有更多的修饰，更显得古朴自然。

三、甲骨文的结构和书写规则

从结构上看，甲骨文通过均衡、对称、和谐、有节奏感等美学形式，形成了上密下疏、下
密上疏、左右对称、大小参差、随字异形的结构特点。 在此基础上，力求稳中求险，直中求曲，
收中有放。

甲骨文的章法布局依龟甲兽骨的形状和占卜时烧烤的裂纹来安排， 行文上有左起行，
有右起行；纵有行，横无列，既有规整的一面，又有生动活泼的一面。 这种章法有利于大小、
穿插、避让的变化。 甲骨文的章法变化多端，自成一格：有的茂密、有的疏朗、有的错落，多变
性体现了甲骨文章法的基本特点，虽然为了占卜、记事，但是章法安排得非常协调。 甲骨文
单字数量多，字形结构复杂，有独特的书刻方式。 甲骨文不但开启了中国书法笔法、结构、章
法、风格的源头，也奠定了汉字以抽象的线条为造型语汇的基础。 从中可以看出先民们伟大
的艺术创造力和潜藏着东方民族审美的基础因素。

第三节 西周书法

商代后期铜的冶炼和青铜的铸造已十分发达。 西周时期的书法主要以在青铜器物上铸
刻铭文为主，所以西周的金文又称钟鼎文、铜器铭文。 青铜器历代出土数量很多，主要种类
有酒器、饮器、乐器、兵器、容器、祭器和生活用器等。许多青铜器上铸刻有铭文和铸刻图案、
纹饰。 青铜铭文的内容比甲骨文更加丰富，主要内容有祭祀、典礼、征伐、纪功、赏赐、册命、
训诰等。 金文是礼仪文化的体现，具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它构成了西周书法主体，形成
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在书法史上独树一帜。

西周后期，汉字演变为大篆。 大篆也称籀文。史料中有史籀造大篆的记载。《汉书·艺文
志》：“《史籀》十五篇，周室王太史籀作大篆。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史籀造大篆十
五篇，与古文或异。 ”《说文解字》中保留了籀文 225个，是今天研究大篆的主要资料。其真迹
一般认为是“石鼓文”。 大篆十五篇没有流传下来。

西周历时 350余年， 金文书法大体可分为三个
时期。

商朝金文和西周早期金文是金文的发展期。 西
周早期金文沿袭了商朝金文的特点，行笔方整，气度
雄伟，字形不够稳定，块面状笔画依然存在，也有一
定数量的合文字。 从笔画的风格上看，两头细、中间
粗，字形结构的大小随体而定，参差错落，朴茂自然，
章法奇肆活泼。

西周中期是金文的繁盛期。这一时期，青铜器数
量猛增，铭文普遍加长，鸿篇巨制增多，金文笔画线
条渐趋匀称规整，块面状笔画基本消失，字的大小渐 图 1-3 西周小克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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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一致，章法整齐平正，法度增强，标志着金文走向
成熟，达到鼎盛，体现出了金文浑朴敦厚、庄重肃穆
的风格。

西周晚期金文更加工整匀称和趋向法度化，字
形渐趋修长，大小力求一致，线条婉转流畅。 章法更
加规整，横成列、竖成行，行列齐整，井然有序，表明
金文书写技巧的熟练精到。 有些铜器铭文还加上界
格。 初期所表现的粗狂、浑厚、豪放、开张的气势在晚
期被削弱，代之以工整的秀美，出现了规范化、美术
化的倾向，富于装饰性和图案美。

金文是礼仪文化的产物， 要与礼器的形制和礼
仪的气氛相协调，因此，金文大多表现为端庄、稳重、
规整、肃穆的特征。 金文将由上而下、自右至左的排
列方式固定下来。 金文与甲骨文产生了截然不同的
效果。 金文的艺术特色是书写与铸造的结晶，是文人
工匠共同参与的结果，开“金石气”艺术风格的源头，

为中国书法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宗白华先生说：“我们要窥探中国书法章法、布白的美，探
寻它的秘密，首先要从青铜铭文入手。 ”

第四节 春秋战国书法

公元前 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阳，西周结束，东周开始。 东周分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是
一个政治动荡、王室衰微、群雄并起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空前活跃、百家争鸣的时代。 这种
时代特征表现在书法上，则是走出西周“大一统”的秩序，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绚烂多姿。 书法
的个性化、风格化逐渐显露出来。

一、春秋书法

春秋列国是由楚、齐、晋、秦等诸侯国组成。 各诸侯国之间为争夺势力范围，进行了激烈
的外交斗争和武力斗争。 互相征伐促进了民族间文化的渗透大融合，同时各民族也形成了
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导致了各具特点的区域文化和文字使用的差异，使书法呈现出地域
性的特点。

春秋初期，由于地域文化的形成而使书法呈现出地域性特点，其中尤以曾称霸一时的
大国楚、齐、晋、秦最为突出。 值得一提的是，秦国地处周朝故地，秦国文字忠实地承袭了周
朝文字的传统，其书法是周朝书风的自然延续。 秦系文字是以后汉字发展的主导，以后各时
期应用的汉字都与秦文字保持了一脉相承的关系。

春秋中晚期，金文普遍出现了长条化和整齐化的趋势，一些诸侯国的金文呈现出浓重
的装饰化和美术化的倾向。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鸟虫书的出现，鸟虫书是在文字中加鸟

图 1-4 墙盘铭文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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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虫形等纹饰。 春秋时期的鸟虫书多见于戈剑等兵器上，鸟虫书的出现表明：在春秋时期
铸刻文字不仅发挥了文字的应用功能，而且注重文字的美观性与装饰性。

春秋时期文字的主要载体仍然是青铜器，春秋晚期有石刻文字《石鼓文》和书写在玉石
版上的《玉石盟书》等。20世纪 60年代和 80年代先后在山西、河南出土的“侯马盟书”和“温
县盟书”是晋国遗物，以毛笔朱砂或墨书写而成，是商周以来难得的手书真迹。 盟书文字是
春秋俗体文字的具体表现，这种字体与后来的战国俗体文字一脉相承。 它表明战国文字大
分化的现象在春秋时期已经开始发生了，俗体字大量地使用正体文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促进了汉字的发展。

二、战国书法

以三家分晋（韩、魏、赵）为标志，中国社会进入
了战争频仍的战国时代，形成了七国争雄的局面。

春秋以前，文字为贵族所袭断。春秋战国时期，
文字开始扩散到民间，文字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使
用文字的人也越来越多，文字载体的样式也越来越
丰富，书法的形式和字体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
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俗体字的大量出现和迅
速发展上，形成了文字异形的局面。

春秋时代的诸侯国中，秦国文字一直延续西周
的金文。 到了战国时期，六国文字与秦系文字依然
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六国文字仍然存在着地域性的
特点，是春秋时期书风的延续。“秦系文字”指的是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使用的文字，也包括秦统一国家
建立秦朝后使用的文字。秦系文字的资料主要有金
文、石鼓文、诅楚文、简牍文字等。 秦国文字忠实地
继承了西周文字的传统。 与春秋时代相同，六国文
字之间的差异以及六国文字与秦系文字之间的差
异，使得战国文字字形多样、形态多姿、异彩纷呈。
战国时期的秦系文字占有突出地位，对以后文字的
发展起着支配的作用。 秦系文字从书法风格上大体有三种类型：一类是以金文、石鼓文为代
表，字形长方，工整秀丽；一类是凿刻的金文，字形方正，古朴端庄；一类是以简帛书为代表，
字形横向取势，笔画收缩省简，更加体现出笔墨的情趣。

战国时期的文字载体主要有：少量延续商周习俗的铜器铭文，刻、写、铸的兵器、权量、
玺印、陶器、货币、简牍、帛、石器、兵符、旗帜、玉器等。 其中，货币文字在战国文字中占有重
要地位，以刀、布铭文资料最多。 其次，玺印在春秋时已经出现，目前发现的先秦玺印多是战
国遗物。 简牍在战国时代已经盛行，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战国时期简牍实物大多是楚简
和秦简，此外还有打上玺印的陶文和帛书等。
《石鼓文》在初唐时期被发现，“石鼓”是因文字刻于十个鼓形的石头上而得名。《石鼓

文》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其笔法娴熟，笔画流畅中凝重，结构严谨，法度森严，字形方

图 1-5 战国竹简（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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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见长，书写者对线条和结体的把握具有深厚的功力和高超的技巧。《石鼓文》代表了春秋
战国时期书法的最高水平，是学习大篆的上佳模板。 秦国金文和《石鼓文》属于正体文字，为
秦统一后小篆的鼻祖。

在湖北省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竹简》和四川出土的《青川木牍》是战国晚期秦国的作品，
是当时的俗体字，也是隶书的导源。

第五节 秦汉书法

一、秦代书法

公元前 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秦朝，结束了诸侯割据争雄的局面。 随着国家的
统一，文字也逐步实现了统一。“书同文”是秦代统一法度量则的一个重要内容，文字的统一
使书法艺术从战国晚期的纷乱颓废回到了平正简质的道路，并为后世书体规范与法度的建
立奠定了基础。

1.小篆、刻石
统一后的官方正体文字为秦篆，又叫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变化

而来的。 秦丞相李斯对小篆的整理有杰出的贡献。 秦代小篆法度严谨，规整典雅，线条粗细
均匀，瘦硬坚挺，圆转流畅，字形长方取势，上收下放、上重下轻、上紧下松，富有对称性和图

案美，章法行列疏密有度，处处体现了皇家
的威严和国家一统天下的气势。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 219年），始皇
帝东巡所到之处多立石刻碑，以宣扬他统一
的功绩。 李斯为之书《琅琊台刻石》《泰山刻
石》和《峄山刻石》。 李斯的小篆被人们视为
“小篆极则”。

2.简牍和隶书的兴起
除了小篆为正统的官方字体以外，秦代

规定使用的字体有八种。《说文解字·序》说：
“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
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
书，八曰隶书。 ”基本概括了此时字体的面
貌。 从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来看，隶书作为
篆书的草体，在战国时期已逐渐萌芽，在秦
始皇时期发展迅速，这反映在秦系简牍墨迹
中，比如《青川木牍》《云梦睡虎地秦简》《里
耶秦简》等。 简牍、帛书一直作为俗体文字随
着正体字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促进着正体图 1-6 秦诏版（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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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革。 它对文字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并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简牍早在商朝就已出
现，秦朝的简牍也与其他文字载体形式同时并存。 从战国后期经秦至西汉前期的简牍、帛书
所反映的是隶书创始期的面貌，这一时期的隶书尚未成熟定型，被称为“古隶”或“秦隶”。

从出土简牍与文献记载来看，早期隶书应是在战国晚期到秦代时期，篆书在日益繁重
的日常书写中，由于省简趋便而逐渐产生的。 而史籍所载的程邈定隶的功绩，则应属整理、
规范在民间流传的隶书，并获得官方的认可而加以推广。 这种作为日常手写体的早期隶书
已获得秦朝官方的认可，并得以普及。 在现已出土的众多秦简墨迹中，见不到类似秦始皇刻
石那样的标准小篆体。 这表明小篆体应该是作为在某些庄重场合才使用的字体，而实际日
常生活广泛应用的应该是出土简牍中所见的秦隶。

二、汉代书法

汉代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关键性的一个时期。 汉代分为西汉和东汉，西汉 300余年间，
书法由籀篆变隶分，由隶分变为章草、楷书、行书，至汉末，我国汉字书体已基本齐备。 因此，
两汉是书法史上继往开来，由不断变革而趋于定型的关键时期。

1.汉代书法的分期
汉代的书法大体可分三期。 第一期为篆隶并行期；第二期为隶书成熟期；第三期为隶书

鼎盛期。
第一期：仍然沿用秦朝小篆，书风稍有变化，称为汉篆。
第二期：西汉中后期至东汉初期，是隶书的成熟期。 隶书走向成熟，隶书的字形和书写

特征已基本稳定。
第三期：隶书的鼎盛时期。 隶书成为正式官方正体，占据了汉字和书法的主导地位。 东

汉刻碑之风兴盛，碑石林立，洋洋大观。
2.隶书
隶书的出现是书法史乃至文字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 从此，书法告别了古文字时代而

开始了今文字新时期，字的结构不再有古文字那种象形的含义，而完全符号化了。 隶书承上
启下，上承篆书，下启楷书，是一个质的转变和过渡。 作为书法艺术，它打破了原来篆书单一
用笔的局限，而有了十分丰富的变化。 前人称篆书笔法为“玉箸”，即玉做成的筷子，横平竖
直，均匀圆润。字的结体规矩严谨，较少变化。隶书则不然，它的点画分明，粗细有致，蚕头燕
尾，一波三折。用笔有方有圆，或方圆兼济。结体或险峻跌宕、坚挺雄健，或秀丽工整、圆静妩
媚，或坚守中宫、凝重端庄，或大开大合、意气飞扬，可谓千变万化，各臻其极，是书法史上瑰
丽的一章。 汉代书法的雄强朴茂之风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 汉代隶书蕴含着一种博大的
气势，充溢着雄健的力量。 精美绝妙的汉隶至今仍然散发着无穷无尽的艺术魅力。

3.刻石
东汉是书法史上石刻书法的第一个高峰期（石刻的三个高峰期为东汉、南北朝、唐代）。

东汉实行厚葬，互相攀比，竞相为故人歌功颂德，立碑成为厚葬的重要组成部分。 于是东汉
大兴刻碑之风。 东汉刻石书法主要表现形式有刻碑和摩崖刻石，树碑刻石与祭祀、礼仪、歌
功。 目前能见到的汉代碑刻书法有两百余种，从书法艺术来看，既体现出统一的时代风格，
又每碑一奇，风格多样。 隶书的风格大抵可分为三个路数：隽永、秀整一路，以《曹全碑》《礼
器碑》《朝侯小子残石》为代表；方正、奇崛一路，以《张迁碑》《衡方碑》《鲜于璜》为代表；肆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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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纵、体势宽博、翩翩自得一路，以《石门颂》《陠阁颂》《西狭颂》为代表。 摩崖刻石虽不及碑
刻数量多，其艺术水平却独具特色。

4.简牍
汉代书法除碑刻外，还有书写在木板（北方）和竹板（南方）上的汉简。 汉代的竹木简出

土数量很多，木简多见于西北地区，竹简多见于江淮地区。 西北有甘肃、内蒙、青海等地，江
淮地区有湖南、湖北、安徽等地，中原及北方有河南、河北、山东等地。 简牍书法时间跨度大，
地域分布广泛，书体多样，又是日常应用之作，真实地展现出当时手书书法的面貌。 简板上
的汉隶远不像碑刻上的那样严整、肃穆、气势恢宏，而是活泼灵动、变化多端，甚至漫不经
意，富于幽默感。如果把碑刻喻为工笔，那么汉简则如同写意。汉简的字体自然天真，犹如粗
头乱服，不修边幅，甚至草率。 其中一些似乎透露了晋人行草的信息。

5.著名书家
汉代书法家有：西汉时的萧何，“工书，尤善署书，秃笔题额”；西汉元帝时人史游，善章

草，其作品《急就章》有宋代摹刻本。 东汉著名书法家有：曹喜，工篆隶，其篆书善用垂露悬针
之法；杜度、崔瑗善章草，崔瑗著有《草书势》，与杜度以草书称名于世，并称“崔杜”；张芝善
草书，书学“崔杜”，有“草圣”之称；师宜官善八分；蔡邕善篆隶，尤精八分，有《熹平石经》传
世，又创“飞白书”，著有《笔论》《九势》。

6.隶书的演化
在隶书走向成熟的同时，隶书的简牍演化

出了章草，使章草成熟起来。 隶书的成熟也催
生了楷书和行书。
楷书是中国汉字正体最后的定型字体，楷

书从隶书中萌生演变而来，又与草书、行书相
互影响。楷书作为正体由萌生到成熟再到法度
化构建的完结，历经了魏晋南北朝，初步形成
了基本模式，至唐代完成了法度的构建，达到
楷书的最后定型。

行书萌生于两汉，至魏晋开始成熟并盛行
起来。 史料中记载有“东汉刘德升造行书”。 行
书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具有中
介性和融合性， 是日常应用最广泛的俗体，行
书伴随着隶书和章草的发展，也在不断地改造
着隶书和章草，不断消弱隶意，为隶书楷化、章
草今化创造了条件。

草书在西汉产生，至东汉广泛流行。 草书
分为章草和今草，章草又由草隶演化而成。 现
能见到最早的章草作品是西汉元帝时期史游
所作的《急就章》。今草是在章草的基础上演化
而来的。今草去隶意加流转，更加连绵流畅，今
草在汉末魏晋时期成熟并广泛地流行起来。 图 1-7 汉代《石门颂》（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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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晋王羲之《兰亭序》（局部）

第六节 魏晋南北朝书法

自曹氏立国建魏，经过两晋、南北朝至隋统一，历经 400余年。 这一时期战事频繁，社会
动荡不安，而文化思想却非常活跃。魏晋时代是中国书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重要历史
阶段。 篆、隶、楷、行、草诸体具备，日臻成熟。 草书、行书、楷书得到迅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就，诞生了一批卓有成效的书法家，由此揭开了书法风格流派发展的历史。

一、三国书法

三国时期， 隶书开始由汉代的高峰地位降落衍变出楷书， 楷书成为书法艺术的又一主
体。 魏、蜀、吴三国以魏国书法成就最为突出。 曹魏建国中原，直接承袭汉代文化传统，紧接
东汉遗风。曹操又十分喜好书法，他不仅是诗坛的领袖，而且在书法上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他
招揽文士，对书法家尤为器重，使得许多著名书法家如钟繇、梁鹄、邯郸淳、卫觊、胡昭、韦诞
等均聚于他的麾下， 使得这些书法家能够施展自己的才华， 既承汉代书法遗风又能积极开
拓，推动魏国书法迅速发展。

魏国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书法家当首推钟繇。 钟繇是楷书的奠基人，在推进隶书楷化
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钟繇在民间流行的隶书中，把那些冲破了隶书规则，方正平直、简单易
写的成分集中起来，用楷书（当时称正书）的横、捺笔画取代隶书中的翻越笔画、蚕头燕尾，并
加入一些篆书、草书中的圆转笔画，促进楷书的定型化，建立一套楷书法则。这从他的楷书作
品《宣示表》《贺捷表》《力命表》等可以看出，
作品中隶书笔意已经很少，更多的是楷书的
用笔方法、结构特点，所以，《宣和书谱》称赞
他的《贺捷表》为“正书之祖”。钟繇的这种创
新和变革对正书这种书体的完善和推广起
了很大的作用。 他的书法———后人所称的
“钟书”———也成为后代学书者一心草写的
典范。 事实上，不仅钟繇等少数书法家的作
品具备了楷书书法的特征，整个曹魏书风都
体现了从隶到楷的汉字形体的变迁特点，魏
国在书法发展史上的另一杰出贡献是：在正
始年间（240—248）刊刻的《三体石经》（包括
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是汉字书法史
上又一件集大成作品，它收集整理了小篆之
前的战国时代六国古文，形体为长方形的汉
篆，并继《熹平石经》之书对隶书作了再一次
的规范和肯定。这种对字体的整理统一和定
型的工作，有助于汉字书法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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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地处江南，既受汉代文化影响，又受古楚文化影响。 其书法虽有自己的特色，却难
与魏国相匹敌。 吴国书法家皇象在书法上颇有成就。 皇象善篆书、章草。 吴国《天发神谶碑》
传为皇象所书，皇象还著有章草《急就章》。 吴国的《谷朗碑》是由隶书向楷书的过渡体，体现
出隶书楷化的面貌。

蜀国偏居西南，因不提倡刻碑，故见刻石少，曾有“蜀汉无片石”之说，能留下书名的书
法家也少。 诸葛亮、张飞的书法为后世所称道。 贵州习水和四川新律一带有摩崖刻石，直入
汉法。

二、两晋书法

1.西晋书法
西晋的书法艺术远远不及东晋时代那么兴盛。 西晋时期“隶楷”体受汉隶影响过大，字

体中隶书笔意还很明显，又缺乏才气出众、能够变革创新的书法大家，因此虽然处于汉字形
体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却很少有优秀的书法作品出现；而且西晋不提倡，甚至禁止一般人
立碑，所以我们很难见到西晋的碑刻书法，唯有为晋武帝曹丕即位所刻的纪念碑《皇帝三临
辟雍颂》比较著名。 西晋书法中最著名的是传为陆机所写的《平复帖》，一般人认为它是现存
最早的文人墨迹，用章草写成，用笔劲健，行气自然。

西晋历时虽然短暂，但在文化方面却有不少的贡献，书法艺术也取得了很大成就。 西晋
书法直承汉魏遗风，是章草向今草转化、行书从萌芽走向成熟的过渡时期。 这个时期出现了
以家族为主体的卓有成效的书法家群体：卫氏家族有卫觊、卫瓘、卫恒、卫铄等；索氏家族有
索靖、索永等；陆氏家族有陆机、陆云等。 其中最著名的书法家当推索靖和卫瓘，二人均以擅
长草书而名重当时，二人又同时在尚书省为官，时称“一台二妙”。 卫氏家族书法世代相传。
卫瓘之父卫觊、子卫恒、卫恒从妹卫铄均以善书而闻名于世。 卫夫人曾经是王羲之的老师，
卫门书法对王氏家族书法产生过一定影响。卫瓘师法张芝草书，又受家法影响。索靖传张芝
草法。 二人在草书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就。 西晋“永嘉之乱”，王廙携索靖书法作品渡江，并
传给王羲之，使索靖书法得以流传。 卫瓘书有《州民帖》，索靖书有《月仪帖》。

西晋时期是王门书法的开端。 王祥、王览兄弟地位显赫，位列三公。 王氏高门大族的地
位初步形成。 王门中王浑之子王戎为“竹林七贤”之一，王戎与“竹林七贤”首领阮籍交往甚
密。 阮籍、嵇康死后以王戎为首领，王氏家族由儒入玄。 王戎与从弟王衍成为魏晋玄学的领
袖之一。 在西晋浓重的文化氛围中，王门书法逐渐成长起来。

西晋后期，索靖去世，卫氏一门遭杀，书坛已无宗主，王氏家族书法群体也是在这个时
候开始崛起的，成为继卫氏之后新兴的书法世家。

西晋施行严格的禁碑制度，虽不免仍有私刻，终是数量大减。 随着纸的普遍使用，简牍
的使用已接近尾声。纸书墨迹书法作品增多，有尺牍、书札、写经等。陆机所作《平复帖》是迄
今能见到的最早的名家墨迹。 西晋写经已出现明显楷化的现象，少量的刻石多是日趋僵化
的篆隶之作。

2.东晋书法
西晋至东晋仍然存在着家族式书法家群体。 郗氏家族有郗鉴、郗愔等；庾氏家族有庾

亮、庾怿、庾冰、庾翼等；谢世家族有谢万、谢安等；王氏家族有王敦、王导、王旷、王廙、王羲
之、王献之、王珣等。 其中以王氏家族的书法地位最高，影响最大。 东晋的王羲之、王献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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