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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书按字形大小分为大楷、中楷、小楷。小楷形成于魏晋，锺繇《宣示表》《荐

季直表》《贺捷表》，王羲之《黄庭经》《东方朔画赞》《乐毅论》，王献之《洛神赋》

等，均是早期的小楷名作。隋唐时期，在“尚法”风气影响之下，小楷有了进一步发

展，隋代无名氏《董美人墓志》、唐代锺绍京《灵飞经》以及《唐人书妙法莲华经》等，

是这一时期杰出的小楷作品。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科举考试要求士子能写出

工整秀丽的蝇头小楷，擅长小楷的书家日益增多。其中，元代赵孟 和明代宋克、祝允

明、文徵明、王宠、董其昌等均颇有建树，留下了很多精妙的小楷作品。

小楷以其实用性和秀丽、典雅的格调，成为书法艺术园地中的一朵奇葩。在古代，

小楷不仅用于科举考试、书写公文信札、抄录诗文等多种实用场合，而且用于书写长卷、

扇面、册页等书法作品。在今天，广大小楷书法爱好者将临习古代名家小楷作为学习

小楷的不二法门。不少书法家也喜欢用小楷书写长卷、斗方、扇面、册页等多种形式

的书法作品，喜欢用小楷给师友写信，谈艺论道。许多书法家常常把学习小楷当作练

眼力、强功力、积学养的重要途径。众多大中楷书法爱好者则从小楷书法中汲取营养，

将学习小楷视为进一步提高书法技能的有效门径。众多的硬笔书法爱好者喜欢追学古

代经典小楷，以进一步提升硬笔书法的表现能力。学习工笔画的人为了锤炼掌握线条

的功夫，也往往临摹古代的小楷法帖。这些现象说明，当今时代，小楷虽然从书法的

实用领域退出而主要成为书法艺术的专用书体，适用范围不如古代那样广泛，但仍然

表现出郁勃的艺术生命力。

“书圣”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云：“大小尤难，大字促之贵小，小字宽之贵大，

自然宽狭得所，不失其宜。”宋代文坛领袖欧阳修《跋茶录》说:“善为书者，以真楷为难，

而真楷又以小字为难。”大文豪苏轼《东坡集》云：“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

于宽绰而有余。”“书法当自小楷出，岂有未有正书而以行草称也？”尚意书法大师

米芾《海岳名言》云：“世人多写大字时用力捉笔，字愈无筋骨神气，作圆笔头如蒸饼，

大可鄙笑。要须如小字，锋势备全，都无刻意做作乃佳。”以上古代书法圣贤的精辟

之论，形象而生动地阐述了小楷的书法地位及其在书法学习和书家成长历程中的重要

性，揭示了小楷书法要义及其与大楷书法的辩证关系。历代书法名家大都具有小楷功底，

而且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小楷经典之作。

然而，历代名家小楷由于字径只有数分，形体很小，行笔短促，其丰富的书法内

涵难以让人观察清楚，初学者往往困惑不解，望而却步。另外，对写大楷的书法爱好

者来说，要想涉猎小楷经典、汲取书法营养也绝非易事，因为小楷的提按、顿挫、藏

露等动作往往在暗中稍作转换就完成了，不像大楷那样明显。相对于大楷和中楷，小

楷技法更加精熟。众所周知，书法是一门非常强调技法训练的传统艺术。然而，当今

书法爱好者们大都是上班族、在校学生及老年朋友，他们要么少有余暇，要么年老眼花，

迫切希望拥有一套既能大处着眼、观察入微、临写方便，又能小处入手、功效明显的

小楷实用读物。

本套丛书的编辑出版，适应了目标读者群体的迫切需求。每本字帖均选择传世善

本为蓝本，充分运用现代电脑技术，对古代名家小楷法帖适度放大，传真呈现，使其

形体面貌、书法细节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便于读者读帖和临习。原帖呈现引领读者

回归原帖，追学原帖的书法神韵。同时，书中还提供了简繁并陈的书法释文和原文通读，

以满足读者背临和创作所需；编排了具有很强针对性、指导性、可读性的引文，为读

者营造临习氛围，指点学习路径。祈望本丛书能成为广大小楷书法爱好者临习名家小

楷的良师益友，为大中楷书法和硬笔书法爱好者提供有益的学习借鉴。

出版说明



文徵明及其小楷《落花诗》

文徵明（1470-1559），原名壁，字徵明,后以字行，更字徵仲，号衡山居士，

世称“文衡山”。正德末以岁贡生来到都城，授翰林院待诏，故又称“文待诏”，

长州（今江苏苏州）人。文徵明擅长诗文书画。在诗

文方面，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

在绘画方面，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吴门四家”；

在书法方面，与祝允明、王宠合称“吴中三子”，是

明代书法中兴的代表人物。

文徵明于行书、草书、楷书无所不精，小楷书法

更是出类拔萃。在 50岁以前写的楷书里，文徵明主要

受欧阳询和赵孟 的影响，字里行间偶或有颜真卿和倪

瓒的面貌。文徵明这一时期的小楷，起笔露锋，结体方

正中略呈扁势、严整规范。在 50岁至 60岁这个时期，

文徵明整体的小楷书法风格已经确立，并开始广泛涉猎晋唐小楷，在继承传统的

基础上有所创新，一改“台阁体”所形成的沉闷板滞的风气，笔力趋于劲健、超

迈、洒脱，结体谨严、自然，逐渐形成自家风格，如书《道德经》《佛遗教经》等。

60岁以后，文徵明的小楷创作可谓“人书俱老”。在这一时期，他的小楷书法迅

速脱去宋元藩篱，径造晋唐堂奥，深得《黄庭》《乐毅》章法，字体精细秀雅、韵

致妍美，客观上已经步入了他小楷书法创作的高峰期。

文徵明小楷《落花诗》是其著名代表作之一，传世墨本有苏州博物馆藏本（苏

博本）和香港艺术馆藏本（香港本）。其中，香港本被当代书法大师启功认定为

文徵明真迹，也是本书依凭的蓝本。其用笔特点是：点画露锋起笔，运笔微按，

头尖尾圆，圆润秀美，如“方”字上点是侧点，收笔出锋，引带横画；“小”字

左点运笔下按，向右出锋很长，呼应右点；“共”字下为八字点，左为撇点；“泪

（涙）”字左下是挑点，向右上出挑很长。横画露锋起笔，起笔多尖细，如“方、江、

看”的长横；有的横画起笔稍蹲，再向右运行，如“玉、共、工”的下横，收笔

微按提收。竖与撇的起笔都比较重，起笔多侧锋、斜按呈斜势或横势，然后转笔

向下或向左下运行。“那”字右为悬针竖，“村”字左为垂露竖，起头是平的。“南”

字上为重头竖，起头是斜的；左下是尖头竖，上尖下圆，较短。撇画的种类很多，“老”

字是斜直撇，斜按后调峰向左下运行，出锋尖锐；“春”字是兰叶撇，弯度较大，

状如兰叶；“香”字上为平撇；“史”字中为竖撇，上段取直势，到末段才向左

撇出。捺画起笔尖细，捺脚较粗，曲度柔和，形如飘带，如“夫”字右下是斜捺，

捺脚呈雁尾之势；“还（还）”字下为平捺，起笔接上画而来，向下斜按成小点，

提笔右运行；“来”字右下为反捺，尾圆。挑画起笔都较重，运笔有力，在字中



起联络作用，如“好、堪”两字。钩画出钩尖细，锋芒毕露，平添字的神采，如“付”

字竖钩向上微挫，向左出钩；“空”字横钩下按微提出钩；“先”字竖弯钩底平，

微停笔向上起钩；“成、急”两字出钩较长，折多按笔外拓再下行。

其结体特点是：（一）方正匀称，严谨精炼。如“树（树）”字左右两部分

对称，上下齐平，中部的上下有横相阻，故结体扁方；“沟（沟）”字左疏右密，

右部空间分割十分均匀，上下诸竖相顶，故结体长方；“桥（桥）”字左疏右密，

左右上下齐平，故结体正方。（二）险中求稳，奇正相生。如“惊（惊）”字把“苟”

字写大，将“攵”写小，造成险势；下部“马（马）”右移直对“攵”，下横左伸，

整体返归平稳。“锡（锡）”字左斜右正，右部横折钩圆劲右展，使字显正。（三）

主笔伸放，疏朗萧散。如“老”字“土”部宽大，右下窄小，长撇向左下极伸，

字势活泼。“成”字“戈”钩向右下极放，字势开阔萧散。（四）疏密映衬，张

弛协调。如“色、袅（袅）”两字均上密下疏、上紧下松，但整体显得疏密得体、

张弛得宜。其章法特点是竖有行、横有列，如精兵列阵，个个神采奕奕，风姿飒爽。

全篇气势流畅，韵致妍美，温纯秀美，颇具清淡虚和之趣。

文徵明小楷书法对当时和后世影响巨大且深远。王宠、陈师道、陈道复、王

祥、彭年、周天球、钱 等名家都是他的追随者。文徵明小楷书法，不仅名动

海内，而且饮誉海外，在当时的日本、朝鲜等国拥有不少的崇拜者。时至今日，

书法爱好者仍把文徵明小楷奉为学习小楷的圭臬，视为提高书艺水平的有效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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