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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硬笔书法

你 知 道 汉 中 吗 ？ 汉 中

在我国历史上可出名了，汉

高祖刘邦就在这里做过“汉

王”。现在的汉中博物馆存

放着各种文物供游客观赏，

其中最有名气的就数《石

门十三品》了。《石门十三

汉 中 博 物 馆

钢笔是目前使用较为普遍的一种硬笔书写工具，发明于19世纪初，

现在已经产生出许多种类型。钢笔的笔管一般由金属制成，笔管中有一节

皮管用于吸存墨水，最常用的墨水有黑色和蓝色两种。而且钢笔还配有笔

帽，使用完毕可以盖住笔尖。使用钢笔练习书法有很多优点，如方便简

捷、流动性强、价格低廉等。钢笔的笔尖比较讲究，不同类型的笔尖可

写出不同效果的字，练习硬

笔书法时，大家可以根据自

己的爱好选用适合自己的钢

笔。

钢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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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

家王羲之，字逸少，又叫“王右

军”。他的字写得特别好，人们

都把他称作“书圣”。

有一次，他在学生家里，见

有一张新桌子又光滑又平整，他

突然就来了精神，叫学生拿来笔

墨，在桌面上写了几个字，漂亮极了。学生当然特别高兴了，能得到王羲

之的字，那可不一般啊！可谁知过了几天后，他的父亲收拾东西，看到干

净的桌面上竟然写上了毛笔字，就找来工具把字全都刮掉了。学生回到家

中，第一件事就跑到那张桌子前看老师写的字，却发现桌上的字已经不见

了。当他知道真相后，万分后悔没有及时保存起来，为此，他还烦恼了好

长时间呢！

书 几 被 刮

品》是古代刻在石头上的十三件书法作品的总称，这些作品向我们展示了

古代高超的书法水平，特别是《石门颂》《石门铭》，是汉、魏书法的代

表作品，受到国内外书法家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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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g b3

d3i 被包围部分较小，斜钩较长。 zh`o

戈字边：戈字边在字的右侧，斜钩要写长，从左上向

右下倾斜，撇要写在斜钩的中间，右上的点必须最后写。

笔顺：

夕字旁：“夕”字作偏旁，要写得略窄一些。整体向

左下角倾斜，点在第一笔和第二笔中间偏上的位置。

笔顺：

“戴”字斜钩要有弯度，左下角笔画多，要排布均匀，不应相互拥挤；

右上的点要与横画分开书写。“舞”字上部的四短竖方向不同，空间分配要

均匀，中横加长；底部的“夕”撇画要弯而舒展，不可僵直， “夕”和右边

宜分离，不可相犯。

戈字边 例字

夕字旁 例字

第一课 偏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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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字旁 例字

衣字底 例字

“装”字重心不稳，底部撇捺不对称，笔画形态不规范，上部的

“壮”也分得过开。“瓣”字左右不对称，左边斜撇过弯；中部的“瓜”

字要靠上书写，撇捺与左右穿插要合适；右侧的“辛”收笔应为悬针竖，

笔画直而有力。

h% 从左依次向右写，中部写小。 k6ng 左略低，右略高。

di9 w^ 中横长，四短竖间距要匀称。

qu- w0i 竖弯钩饱满。

t5ng c$

衣字底：“衣”字作底部要写扁，撇捺伸展，承托

上部，形成三角形底，对称稳定。

笔顺：

辛字旁：“辛”字作偏旁，竖写作撇，其他笔画与

独体字“辛”的写法相同。

笔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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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2 上部写作“而”，下部横画较长。 j#n

r5ng ji2

ch1o xi8

di3o l6ng

ch1 b3n 三部分紧密，两边狭长中部短。

zh2ng q& 捺要写长，被包围部分紧凑。

zhu`ng 上小下大，上部右边写作“士”。

“绒”字左边为绞丝旁，右边写作“戎（r5ng）”，是兵器，不能写

作“戒”或“成”字。

记一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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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字头 例字

爪字旁 例字

p1 “巴”字较小，被斜捺包围。 f8ng

d@ng s#

c`ng 下部为“仓”。 y2ng

第二课 偏旁（二）

爪字旁：上部窄小，下部宽大，呈稳定的三角形，

斜捺写长，跟“巴”字形成半包围之势。

笔顺：

“勇”字头：两笔写成，整体为较扁的三角形状，

下点写在横的正下方。

笔顺：

“爬”字捺画太长，收笔处没有按笔；被包围的“巴”字应写在捺的

上半部分。“勇”字顶部过小，中部太宽，底部偏右，未守住中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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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字头 例字

“孝”字头：整体宽大，两横略向右上斜，斜度要平

行，斜撇向左下运笔，与横交叉于竖中线，斜撇微弯且拉

长。

笔顺：

z1n f-n

j$ y6ng 字头与中部等宽，“力”倾斜。

bi3n 中部短小靠上书写，左右狭长。

比一比，再书写

止字头：“止”作字头，比独体字“止”宽扁，下横

写长，中竖和横画交叉于竖中线上。

笔顺：

“步”字上部松散，下部挤上，未守住竖中线。“者”字的撇画弯度

过大，长度不足，上部两横的距离过大，竖向上出头宜加长，长横应左低

右高。

止字头 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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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o 右侧靠下。 s3n

b& 下部不写作“少”，撇斜字正。 xi4ng

zh` hu7

zh0 上下中心对齐，重心平稳。 g2n

d~ 下点不可丢。 ch9ng

p%

“渣”字中的“日”宽扁；“者”“惜”二字中的“日”比较竖长；

“散”字中的“月”字在下，竖撇写作垂露竖；“胸”“脯”二字中的

“月”字在左，应写狭长。

找一找“日”和“月”
在字中写法的异同



9

“尾”字的第一种写法是面朝左的一个人，长了一条大尾巴。“尾”

字是象形字，意思就是指尾巴。现在的“尾”字上部写作尸字头，下部写

作“毛”。

“步”字最初写作上下两只脚的形状，上面是脚趾朝上的左脚，下面

是脚趾朝上的右脚，两只脚交替向前就叫“步”。第二种写法就更加形象

了，画出了两只脚的形状，代表“步”字。之后又经过很长时间的发展，

就成了今天的“步”字。

尾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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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部 例字

廾字底 例字

第三课 偏旁（三）

j~ 上大下小。 t$

3n b2i

n7ng 上部窄小，下部宽大。 zh^n 四横有变化。

“廾”字底：撇画弯度较大，竖画端正，撇、竖与横

画的交叉，把长横分成大致相等的三段。

笔顺：

部：由两笔组成，横折钩短小，竖弯钩较长、转弯

处圆转，整体呈半包围之势。

笔顺：

“弄”字上部“王”字三横的空间距离要匀，第二横最短，下部长

横应左低右高。“卷”字的撇捺要写长，以体现盖下的特点，捺不可写作

点；下部横折钩较小，与竖弯钩的竖段并不相连，竖弯钩横势过长；整个

字向左下歪斜，偏离竖中线，未守住中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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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 上大下小。 c-

ji`o ju2n 上大下小，上部覆盖下部。

li3ng 车字旁的最后一笔写作提。 m# 右边三点呼应。

z1 sh-

“震”字整体未守中宫，偏离竖中线，斜向左下了；上部雨字头不同

于独体字“雨”，第三画长了，把横钩写成了横折钩；下部的“辰”上窄

小下宽大，捺未向右下角伸展，写成了斜点。“卧”字偏离中宫，左右松

散，左部过长，右部过短，斜点不规范。

例字 例字

带有雨字头的“震”字笔画多，调匀点画，密处不

犯，结构竖长，中部内收，上部和下部向外放，撇捺舒

展。 “卧”字的卜字边，竖画写长，右点写短，竖与点分离，要特别注意

“卧”字的笔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