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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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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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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书概述

１　　　　

第一章　行书概述

第一节　行书的起源和发展

行书是继草书、楷书之后出现的一种书体。相传是后

汉桓、灵帝时一位书法家刘德昇所创，西晋时期卫恒的《四

体书势》里讲：“魏初有钟（繇）、胡（昭）两家，为行书法，具学

于刘德昇。”可惜刘德昇没有留下墨迹。

行书是在楷书的基础上进行较小的变化，使其书写起

来更便捷的书体，并与楷书同时流行开来。行书的书体介

乎草书和楷书之间，它不像草书那样难写难认，又不像楷书

那样严谨端庄。所以古人说它“非真非草”。它的特点是运

用了一定草法，部分地简化了楷书的笔画，改变了楷书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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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草化了楷书的结构。总之，它比楷书流动、率意、潇洒，

又比草书易认好写。

行书虽然是伴随着楷书产生的一种新书体，但在当时

并没有普遍的应用，直到晋朝王羲之时，它才盛行起来。

王羲之的行书与刘德昇、钟繇的行书一脉相承，并把行

书推到了相当成熟的高度。王羲之留下的真迹不多，多是

后人所摹。其行书帖有《姨母帖》《快雪时晴帖》《兰亭序》

《圣教序》等。其中，《兰亭序》为王羲之行书中最突出的代

表，被历代称为“天下行书第一”。《兰亭序》是东晋穆帝永

和九年（公元３５３年）三月三日，王羲之和其好友谢安等１２

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举行“祓禊”之会，饮酒赋诗，

各抒情怀，汇为《禊帖》。王羲之满怀激情，笔走龙蛇，为本

诗集写了序文，这就是光照千古的《兰亭序》。此帖体现了

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在用笔上有藏有露，侧笔取

势，遒媚劲健，自然精妙。结体上变化多姿，匠心独运，文中

２０多个“之”字，７个“不”字，虽重复出现，却无雷同。章法

上则疏密斜正，大小参差，敛放揖让，承接呼应，均极为奇

谲。古人称王羲之的行草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堪称绝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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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的比喻。可惜这件书林瑰宝，被唐太宗作为殉葬品，埋入

昭陵，从此真迹永绝于世。

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也极其擅长行书，其行草代表作

有《中秋帖》《鸭头丸帖》《新妇地黄汤帖》等。《中秋帖》是

“三希之一”。《鸭头丸帖》也是王献之行书墨迹中的佼佼

者。其用笔洒脱流利，与其他帖相比，此帖风格明显不同，

极其雅逸，随意中书写，而神韵自得。《新妇地黄汤帖》及

《廿九日帖》等也是王献之行书中的上乘之作。用笔秀劲飘

洒，灵动宜人。在王氏一门书翰中，还有一件弥足珍贵的墨

迹，就是王珣的《伯远帖》。王珣为王羲之的侄子，其书法遒

丽峭劲，潇洒流畅，“东晋风流，宛然在眼”。清代乾隆帝极

珍爱此帖，将其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同

藏于养心殿书房，并称此处为“三希堂”。所谓“三希”就是

三件稀世珍宝。该帖是存世最早的行书著名墨迹真本，极

是珍贵。其中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被列为“三希之首”。

到了唐代，唐太宗李世民尤喜行书，最为酷爱王羲之的

行书。由于唐太宗的提倡，更加稳定了行书在书法史上的

地位，尤其是二王体系的行书，笼罩了整个唐代，成为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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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范。他本人也是行书的高手，他的代表作品《温泉铭》，就

是学习二王的典范。此碑也是第一块将行书运用到碑版上

来的刻石。这在行书史上是一大飞跃，也为行书开辟了新

的领域。盛唐时，出现了一位书法大家，他将二王行书又推

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他就是李北海。

李北海，名邕，字泰和，因任北海太守，人称“李北海”。

李邕在继承二王同时，充分发挥自己的特点，将行书的笔意

融会到楷书的笔画中，将楷书的成分放入行书的结构中，从

而创立了“行楷”。虽然行楷这种字体在李北海以前就已经

有人尝试过，但在李北海笔下才真正成熟和统一。当时的

李阳冰称赞他为“书中仙手”。李北海一生写字甚勤，有人

说他平生书碑有八百多块，许多名碑都自书自刻。传世作

品有《麓山寺碑》《云麾将军李秀碑》《云麾将军李思训碑》

《法华寺碑》《东林寺碑》《叶有道碑》等等。其中《麓山寺碑》

最见风神。

唐代的另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就是颜真卿，颜真卿在我

国的书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不仅楷书艺术博大精

深，而且在行书上也有极高的成就。他的行书雄健刚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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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磅礴，不追求雕琢之气，通篇渗透着他那刚正的性格、豪

放炽热的情感。颜真卿所创立的自己的书法风格，对后世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著名行书作品有《祭侄稿》《争座位

帖》《刘中使帖》等。字体挺拔、气骨情真，为历代书家所称

颂。宋代米芾号称《争座位帖》为颜书第一。元人鲜于枢把

《祭侄稿》评为“天下第二行书”，有人将此帖同王羲之《兰亭

序》并列为世之“双璧”。

宋代，行书出现了新的面目。书法家往往借助书法来

表现个人的学识、个性和怀抱。所以古人评及宋人书法说

“宋人尚意”。能代表宋代风格要推举“宋四家”。宋四家指

的是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他学识渊博，在古文、诗词、

书法、绘画等方面都取得相当辉煌的成就，可以说他是历史

上少有的天才。他在书法上主张师化自然，所以他的作品

中有一种天真烂漫之气。代表作品有：《天际乌云帖》《寒食

帖》《赤壁赋》《杜甫桤木诗帖》等等。以《寒食帖》为世人

所重。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涪翁。他出自苏轼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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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他也具备多方才能，他的书法

追求跌宕态势，他的字“中宫敛结，长笔四展”。特点是中部

较紧实缜密，外围较开拓宽博。代表作品有：《松风阁诗》

《幽兰赋》等。

米芾，字元章，他的号很多，常见有襄阳漫士、海岳外

史。他在书法上的造诣，应居宋四家之首，最善临古，据说

传世二王墨迹，不少是他摹制的。代表作品有：《蜀素帖》

《苕溪帖》《方圆庵记》等。其中《蜀素帖》最能代表其风格。

全篇气韵高古，奔放潇洒，结字奇伟，翩翩若飞，用笔凌厉痛

快，有人将它奉为“宋代第一行书”并非虚誉。

蔡襄，字君谟，他的行书主要以平和蕴藉见称，宗法颜

真卿、虞世南，清秀圆润之中带有一种妍丽之质。米芾评他

的书法说：“蔡襄如少年女子，体态娇娆，行步缓慢，多饰繁

华。”代表作品有：《蔡襄自书诗帖》《谢郎帖》《离都帖》等。

行书在元朝，如同楷书一样，还是要首推赵孟頫。赵孟

頫的行书，一扫两宋书坛，独标晋唐风神。他对《兰亭序》深

有研究，他的临本可入晋唐之室，他也深得李北海之神髓。

无论知书与否，见到赵孟頫的行书，无不称绝。他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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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有《兰亭十三跋》《净土祠》《洛神赋》《中峰和尚寺》《心经》

等等，其《心经》以瞻其风采，此帖是他中年的作品，流丽娟

秀，字字可爱。

明代，文徵明以行书见长，他的行书作品主要有《文信

国诗》《满江红》《赤壁赋》《行书心经》《滕王阁序》等。其行

书用笔，法度精严，极少失度现象，中、侧锋运用自然得当，

深得笔势劲健之妙。

明代董其昌的行书也很为世人所推崇。他的行书，灵

秀天然，少有雕琢。墨色清润闲淡，结字奇宕潇洒，章法宽

绰而不凋疏。董其昌的行书传世甚多，代表作有《书宋词

册》等。

清代的傅山、王铎、郑板桥、何绍基都是行书大家。傅

山行书圆转自如，天真烂漫；王铎的行书气势连贯，节奏强

烈；郑板桥的行书隶、楷参半，间行、间草。何绍基的行书宗

法颜真卿的《争座位帖》和《裴将军诗》，卓然自成一家，世有

“何全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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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行书的风格体系

一、二王行书体系

二王行书并不是行书书体出现的源头，但是却是后世

行书“风格”的主要源头。被李世民认为“心摹手追，此人而

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王羲之传论》）的王羲之，以

创“新体”而成为领袖群伦的书史“第一人”。他所创的“新

体”之一，正是行书。

在王羲之之前，行书已经出现并作为了一种通行书体，

如汉朝简牍中的早期行书，后世已不能见但载于史册的刘

德昇、钟繇、胡昭以及王羲之师承的卫王，为王羲之以前的

行书勾勒了一条显明的线索，特别是由钟繇而下以至卫王

的行书风貌，在王羲之生活的早期，则是文人士大夫效法的

书写风范，是当时的一种“流行体”。从后世出土的《李柏文

书》可以推测出，这种“流行体”在笔画连带、体势增长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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