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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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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隶书概述

从文字学角度来讲，隶书经历了由“书体—字体—书

体”的发展过程。战国时期，隶书书体开始萌芽发展；秦至

西汉时期，隶书书体逐渐演变为隶书字体并替代了篆书，成

为社会主流文化的传播媒介和载体；东汉时期，隶书字体和

书体相互融合，但隶书字体仍是这时期主流文化和艺术的

重要象征，在此阶段完成了隶书的审美艺术的转换；魏晋以

后，隶书作为字体使用的频率逐渐变小，渐渐地丧失了其主

流文化的地位，被与此同时出现的楷书所替代，但作为书体

仍在发展演变，虽然这种发展演变比较曲折，但仍没有改变

它在书法艺术中的重要地位。

隶书书体的起源及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时期：隶书的

形成时期；隶书的辉煌时期；隶书的式微时期；隶书的复兴

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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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隶书的起源

隶书的形成，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草篆阶

段；另一阶段是隶化阶段。

草篆是隶体的母体，虽然其字体结构仍是大篆，但字势

已慢慢由扁阔而趋向横势，笔画已露出波动的运动感，已有

明显的笔画之间的映带势态，初步构成了笔画化的趋向。

例如：１９６５年在山西省侯马市原晋围都城新田遗址出土

的《侯马盟书》，朱墨书玉、石片、片形大小各异，字数少则

１０余字，多则２００余字，可读识的有近７００片。据学者考

证这是公元前４９７年至公元前４８９年时期的盟书，主盟人

则是春秋晚期晋国六卿之一的赵鞅（赵简子）。盟书手迹，

点画流动，落笔重，收笔轻，侧锋入笔时略带扁方形，其状如

魏晋行书的入笔运锋法，收笔出锋尖锐，略似钉头鼠尾，圆

转处运笔饱满。

１９７９年，在河南温县出土了一本晋国遗书———《温县

盟书》，此书为玉石片，时代与《侯马盟书》相近，写得比《侯

马盟书》还要草率，有很多明显的连笔，应该是在急速之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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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完成的，体势也较宽博。

１９３４年在长沙楚墓中发掘了一本帛画书———《战国长

沙子弹库楚帛书》（《楚缯书》）。该书书画并存，中央部分大

约７５０字，四周绘有很多动植物图像，有配写图像说明文字

约２５０余字，全书共计１０００多字。郭沫若对此评价说：“体

式简略，形态扁平，接近于后代的隶书。”

另外还有《长沙仰天湖楚简》（１９５３年出土）、《河南信

阳长台关简》（１９５７年出土）、《湖北江陵望山简》（１９６５年出

土）、《曾侯墓竹简》（１９７８年出土）等，均为战国时期的书

迹。虽然楚简的运笔速度没有《侯马盟书》快捷，但也明显

有着笔势展开过程的速度感。所以，中国台湾学者张光宾

认为：“楚简书‘开秦隶的先声’，《侯马盟书》‘在汉初隶草中

微示端倪’。”

上述草篆书体基本上出现在晋、楚两国。而隶化书体，

至今所发现的都是秦简，从战国晚期到秦代初期，就已构成

了较为完整的隶化书体系列。

１９８０年初在四川省青川县郊郝家坪的秦墓中出土的

《青川木牍》木牍，共有两件。一件已残损无法识读，一件较

完整，正面３行墨书共达１００余字，背面还有４行字迹共

２０余字，经专家研究属秦武王二年（公元前３０９年）之物。

这件牍书字迹有明显的隶化结构和笔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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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年在甘肃一墓中出土的《天水秦简》，共４６０枚竹

简，字迹清楚，包括《墓主记》《日书》等。据《墓主记》的内容

推测，这批秦简写在秦始皇八年（公元前２３９年）之前，墓主

为名丹，书体也已隶化，比《青川木牍》要粗重草率些。

另外，《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发掘是震惊海内外的又一

重大发现。它于１９７５年底在湖北云梦城西睡虎地出土，其

中包含了１１００余枚竹简，刚出土时还以为是西汉之书，研

究后才知是秦书。包括《编年记》、《秦律杂抄》、《秦律１８

种》（原释为《治狱程式》）、《效律》、《法律问答》、《封诊式》、

《为吏之道》、《语书》（原释《南郡守滕文书》）、《日书甲》、《日

书乙》等１０种。

以上各种秦简，按时间顺序分别为青川木牍———天水

秦简———黑夫家书———云梦秦简，前后持续近百年，空间

存在非常广泛，北至甘肃、西到四川、南至湖北，隶化方

式基本相同，即隶化字体的内部结构方式基本相同。大篆

的内部结构方式，被简化了。如果说，草篆阶段仅是在书

体的外部向隶体的横势扁阔进行隶变的话，那么隶化阶段

就是在书体的内部向隶体的构成进行了隶变。这种由外而

内的隶变进程，无不在运笔的笔势机制中产生。秦简虽然

已隶化了，但还带有相当部分的篆字结构，这说明文字的

结构方式也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存在物，由草篆演变为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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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体，也是一种思维方式的演变过程，不可能是旦夕之间

判若两样。

第二节　隶书的辉煌时期———汉代

两汉既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也是书

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两汉书体形成了篆、隶、楷、

行、草并存而互为影响的复杂格局。其中篆书的生存空间

逐渐变小，因受到隶书笔法的影响，一般它仅用于碑额、印

铭、砖瓦和少量刻石帛书上，这时隶书和草书已成为通行书

体，极为兴盛。隶书是两汉时期的主流文化，以简帛墨迹和

刻石碑铭为两大存在方式，并发展为高度艺术化和风格化

的书体，在隶书和草书的互相激荡下，行、楷书体也孕育

而生。

两汉隶书的发展及兴盛，主要包含墨迹和铭刻两大类。

一、两汉墨迹

汉人墨迹和甲骨文几乎是同时发现的，是近百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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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２０世纪最重大的考古新发现之一。其文化冲击波由

史学、文字学、文化古籍而辐射到文学、书法等领域。就发

现的空间地域来说，集中有江淮流域和西北地区。物质材

料不仅有大量的简书，还有帛书和少量的纸书。书迹在东

西两汉均有所发现。

１．《长沙马王堆汉帛书》。１９７３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

汉墓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帛书》，据考证是汉文帝前元十

二年（公元前１６８年）钦侯墓葬，属西汉早期之物，共有《老

子》甲本、《老子》乙本，《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天文气

象杂占》等。这些帛书内容都是重要的文化典籍，所以用贵

重的帛作为书写材料，很可能是墓主及其近臣幕僚的手迹。

２．《汉悬泉置遗址纸帛书》。它于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１年间

被发现，遗址在敦煌附近，除出土了大量的简牍书之外，还

发现了两件西汉宣帝年间的帛书和４件宣帝至新莽时期的

纸书。

汉悬泉置遗址共发现２４件与简牍放在一起的麻纸，其

中４件麻纸上有墨书，是至今发现的最早的纸书。西汉麻

纸早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就已发现，但无一有书迹，所以有人

认为麻纸不是用来书写的“纸”。这４件纸书，其中３件属

西汉时期所作，少则几字，多则１０余字，书体为隶草。另外

１件属新莽时期所作，残存３０字左右，疑是书信，书体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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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楷之间，可作为书体楷化的物证。

３．西北汉简。西北地区的甘肃、内蒙古、青海、新疆等

出土的汉简，大多为木简，早在２０世纪初就已发现，后陆续

大量被发现，那是成为汉简出土量最多的地区。

《居延汉简》，内蒙古额济纳河旁的居延城建于汉武帝

时期，是敦煌、武威之间的军事重镇，１９３０年中国西北科学

考察团在此发现１００００余件木简，１９７２年和１９７４年又发

现２００００余件，是西北地区发现汉简最多的地点。大多是

西汉简书，也有东汉简书。简牍内容有报告、公文、书信、历

书、急就篇、律令、药方等。书体有隶书和草书。隶书体貌

斑杂，有的粗俗草率，有的笔精体密，其精美者与东汉隶碑

一脉相通。

４．江淮汉简。近３０年来，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

东、安徽等地先后出土了许多汉简，不仅突破了汉简出土的

地域性限制，而且形成了明显与西北汉简不同的江淮汉简

体系，其影响之大，震动了文史界，开辟了汉文化研究的新

领域。

二、两汉铭刻

历来人们把两汉铭刻作为研究汉隶的主要对象，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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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是书艺风格流派发展演变的源头，标志着书法艺术发

展的第一个高峰。现今尚有２００余种，有的原石已不存，仅

留拓本。其中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是西汉刻石极少；二

是大多集中在山东、山西、陕西、河北、河南等中原地区，尤

以山东境内最多，达１００多种。现按“西汉刻石”“东汉崖

刻”“东汉碑刻”分别述之。

１．西汉刻石。《鲁孝王刻石》是西汉隶简书未发现之前

最著名的西汉隶刻，金代明昌二年（１１９１年）修理孔庙时在

鲁灵光殿址西南钓鱼池石块中发现，属汉宣帝五凤二年所

刻。书体近似先秦隶书，波挑含蓄，古拙朴厚，两个“年”字

带纵长的竖画，与居延汉简中的一些字体相似，此刻石与西

汉《鲁灵光殿址刻石》《祝其卿坟坛刻石》《上谷府卿坟坛刻

石》等均在山东曲阜。

西汉刻石文辞简短，大多无“碑”的形制，其功用中的礼

仪文化色彩远不能与东汉碑刻相比。刻工时用单刀冲刻

法，呈现出一种拙朴苍劲的本色，很少带有精美的人文色

彩。在布局上，时用竖线界格，人为地把扩充了的书刻空间

缩小了，似受简牍书写习惯所拘，这也与东汉碑刻不同，东

汉碑刻几乎很少用界格。这是研究两汉隶书审美视觉变化

的重要依据之一。《莱子侯刻石》《麃孝禹刻石》就是界格西

汉刻石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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