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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中国书法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被誉为“东方

艺术之冠”。古人将“字”称为“人之衣冠”，可见学习书法不仅可以提

高文化素养，陶冶情操，体现人生价值，而且关系到祖国传统艺术的继

承和发扬。

我们结合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

（教基〔2013〕1 号）和浙江省教育厅《关于贯彻〈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

纲要〉的实施意见》（浙教基〔2013〕25 号）的精神，依据中职学校学生

特点，编写本书，本书内容包括钢笔书法的基本理论要领、技巧练习及

书写的实战训练和作品欣赏。前半册为正楷练习，后半册为行书练习。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练习书法，自然要从基本点画学起，而后

再到偏旁部首、间架结构的要领掌握。因此，本书内容从易到难，循序

渐进。其中实战训练范本为抄录《唐诗三百首》。只要结合范字用心揣摩，

意在笔先，就能做到落笔时心中有数。临写时须力求笔画组合、提按相

符等，通过反复临写和练习，才能做到越写越好。好字不是一天两天就

能练出来的，而是要通过坚持不懈地努力，持之以恒，才能练就。

书法是熔炉，可以锻炼意志 ；书法是清泉，可以涤去杂念 ；

书法是乐器，可以演奏心声 ；书法是享受，可以陶冶情操。

让我们随着《钢笔书法特色训练——方法·实战篇》，去领略国之瑰

宝的魅力，一步步向书法艺术的高峰攀登。

编  者

  二〇一四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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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学生学钢笔书法，这看似有点风马牛不相及，

因为中等职业教育是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是以培养一

线操作技术工人为目标的教育，但其实不然。德清县职

业中等专业学校的房春泉老师和卞晖老师编写了以“特

色训练”为理念的校本教材《钢笔书法特色训练》，让中

职学生学书法，具有独树一帜的意义。

练书法是一件很单调、枯燥的事。在很多人看来，

中职学生未必愿意去学，抑或未必适合去学。然而，练

书法需要意在笔先，需要反复临写，决非一日之功所能

成，这对于训练许多中职学生原本缺乏的意志力和持久

力可能是十分有用的，不失为提升中职学生综合素质的

一种途径。恰如编者所言，书法可以锻炼意志、涤去杂

念、演奏心声、陶冶情操。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让

中职学生练习书法也是一种很有创新意味的尝试，虽然

有时候“醉翁”之意并不在于“酒”本身。我们让学生

练钢笔书法，不是将学生培养成书法家，而是通过书法

教育培养学生内在的素质与品质，是为了“立人”。

本书有一个副标题，名曰“方法·实战篇”，这颇

具职业教育的特点。职业教育凡教必重实训，凡教必重

操作技能。书法，从形式上来看，显然也是一种技艺，

作为刚从职业学校校长位置上退下来的老校长，房春泉



老师显然深谙“动手”之于学生技能培养的意义与作

用。本书的最大特色是“边学边练”，“理”“实”一

体，而不像现在许多教材那样，先传授“系统”（或

者说“全面”）的知识，再让学生去做、去练。本书

几乎每一页都“留白”，留有让学生去练的空间，不

仅非常方便学生“实战”，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一种新

的教育理念 ：做中学。

职业教育涉及培养数以亿计的社会主义建设技能

型人才的大计，不久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将发展

职业教育的意义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提出以提高质

量、促进就业、服务发展为导向，加快建设与技术进

步和生产方式变革以及社会公共服务相适应、产教深

度整合的现代职业教育。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是建设

现代职业教育的前提，而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显然需

要我们从多个视角进行多种维度的探索。在这个意义

上，让中职学生从练书法中走向“成”人之路也是一

种有价值的尝试。

是为序。

方展画

  二〇一四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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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正楷钢笔书法基本理论

第一节  正楷钢笔书法的特点

正楷钢笔书法的特点有二 ：

1. 笔画横平竖直

“横平竖直”一直被认为是楷书用笔之要，即横要平（但不是水平）、竖要直

（但不是全都垂直），这里最讲究的是“平衡”，注重“落笔轻、着笔重、取势远、

出锋疾”的运笔规则，每一笔画都既严谨又富动态之美。

2. 结构端庄工整、对称均衡

结构端庄工整、欹中求正、对称均衡是楷书的第二特点。优美的点画如若没

有精美的结构组合，仍然是一盘散乱的珍珠，不能给人以美感。那么怎么组合呢？

独体字和合体字又分别怎样组合呢？总的原则就是对称均衡、端庄工整、符合黄

金分割律等。至于上紧下松、左放右收、中间紧外围松等都是这些原则的派生。

第二节  正楷钢笔书法的结构形式

正楷钢笔书法的结构形式有两种，即独体字和合体字。

第三节  正楷钢笔书法的结构搭配

（一）独体字的分类及书写方法

独体字是由一个或多个基本笔画组成的一个独立构成的汉字整体，不能再分

解，少者为一两画构成，如“一”“夕”“山”等字 ；多者可达十几笔，如“鼠”

等字。独体字大约有二百余个，在汉字中占较少的比例。独体字的书写要因字而

异，妙在自然。

独体字的外形是不一样的。有长形的，如“日”“月”；有扁形的，如

“四”“土”；有三角形的，如“人”“公”；有菱形的，如“十”“小”；有取斜势

的，如“戈”“夕”；还有梯形、多边形的。书写时要顺其自然，注意笔画的疏密

聚散、展敛开合和重心平稳，在统一中求变化，在对比中求谐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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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画少的字，笔画排列宜疏朗，布白要匀称，如“一”“三”“八”等。

笔画多的字，笔画排列要紧凑，笔画搭配要疏密匀称，如“重”“事”“垂”等。

方形结构的字，笔画长短要参差，力求横平竖直，方正平衡。如“正”“田” 

“虫”等。

长形结构的字，要写得瘦长，不宜短矮，笔画排列要匀称自然。如“日”“月” 

“自”等。

扁形结构的字，整体宜短矮，不宜窄长，笔画排列要疏朗秀逸。如“血”“七” 

“土”等。

有撇捺的字，左右要均衡，斜度要得当，撇捺要舒展，长短要适宜。如

“人”“天”“未”等。

结构斜、重心偏侧的字，斜势要自然，重心要平稳，斜中求正，偏中求平，

动势中寓平衡，如“夕”“飞”“乃”等。

多横或多竖的字，书写时注意笔画的参差变化，要突出主笔，错落有致。横

画之间或竖画之间的距离宜基本相等。如“圭”“垂”“世”等。

（二）合体字的分类及书写方法

合体字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部件构成。具体地说是由偏旁部首（左偏旁、右偏

旁）和其他结构单位组合而成。合体字结构包括 ：左右结构、左中右结构、上下

结构、上中下结构、半包围结构、全包围结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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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左右结构

左右结构的字由左右两个部件构成，系横向排列。书写时务必注意左右两部

分（偏旁和部件）结构间的大小、宽窄的比例关系，要注意或高或低、或长或短

的位置安排，要相互配合，穿插呼应。

（1）左右两部分的部件相同

这类字如“林”“羽”“竹”“朋”等，左右部件完全相同。书写时要以右为

主，以左让右，左稍小而右略大。如“林”字，左“木”竖画稍短，捺画变点以

让右 ；右“木”竖画略长，捺画向右下伸展，撇画插入左“木”点之下。“竹”

字左“ ”竖短，右“ ”竖钩下伸。“羽”字左短右长，右钩下伸，左“习”

占位少于二分之一。“朋”字左“月”比右“月”稍窄，且第二短横改为平挑与

右“月”首撇笔断意连。

（2）左右均等

这 类 字 左 右 部 件 形 虽 不 一 样， 但 左 右 两 部 分 所 占 位 置 基 本 相 等。 如

“朝”“短”“静”“辟”等字，根据左让右的原则，书写时要以右部为主，左为

辅。如“朝”字，左“ ”整体稍窄，下横左伸右缩并改为平挑以让右。又如

“静”字，左“青”的长横在书写时一般不超过中心线，稍让右部。

（3）左窄右宽

这类字右边笔画多，系字的主体部分，左边笔画少，多数为偏旁，左右部件

所占位置之比为 l∶2 或 1∶3。如“何”“接”“除”“博”等。具体比例因字而异。

（4）左宽右窄

这类字左大右小，以左为主，右为偏旁。左部笔画多且结构复杂，占位置较

多。左右所占位置之比约为 2∶1 或 3∶1。如“到”“郑”“勤”“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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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左短右长

这类字左边笔画少、字形小或笔画以横向为主，右部笔画较多且以竖向笔画

为主。书写时要将左部写得短些，右部长些，但上部要齐。如“吃”“峰”“难” 

“野”等。

（6）左长右短

这类字左部笔画较多或以竖向笔画为主，书写时应略长 ；右部笔画无竖画或

竖画很少、上下伸展的应写得短些。如“仁”“沁”“杜”“拉”等。

（7）左部有曲钩的字

这类字根据左让右的原则，钩画宜缩，不可伸，以让右。如“辉”“鸠”“鹉” 

“比”等。

2．左中右结构

左中右结构也属横向排列，由三部分构成，要注意三个部分的宽窄、高低、

大小等比例关系，伸缩避让，使之浑然一体。

（1）左中右大体相等

这类字三个横向排列的部位所占位置基本相等，中部宜正，左右侧呈向中间

躬揖之状，力求匀称，在匀称中富于变化。如“缴”“濉”“糊”“街”等。

（2）左窄中右宽

这类字左部较窄，中部和右部笔画多，结构较复杂，所占位置较宽。如果将

字五等分，左部约占五分之一，中部和右部约各占五分之二。如“做”“游”“懒” 

“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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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左中窄右宽

这类字左部和中部约占全字的二分之一，右部约占一半，三部分排列要紧

凑，要注意各部分的高矮、宽窄、大小的参差错落，笔画的避让伸缩。如“倾” 

“鸿”“滁”“瑕”等。

（4）中宽左右窄

这类字中间部分笔画多而繁，左右部分笔画较少，中间所占位置较多，约占

二分之一左右，左右各占四分之一。书写时中部笔画可稍细，左右笔画可稍粗。

如“衡”“撇”“坳”“掷”等。

（5）中窄左右宽

这类字中间部分笔画少，所占位置也少 ；左右部分笔画较多，结构复杂，所

占 位 置 较 多。 如 将 字 五 等 分， 左、 中、 右 三 部 之 比 约 为 2∶1∶2。 如

“班”“辨”“鞭”“衍”等。

（6）两侧长中间短

这类字两侧占地较少，但窄而长。中间部位需紧紧靠上，部件上部大体平齐

而下部参差错落。如“弼”“仰”“概”“僻”等。

3．上下结构

上下结构的字，取纵向排列，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书写时应注意上下两部分

之间的比例关系，要注意左右伸缩、上下收放的变化和重心的平稳。

（1）上下部首相同

这类字上下部首相同，书写时宜上蹙下展，上收下放，上部紧小，下部开朗，

上小下大。上部有钩者省钩，有捺者捺改为点。如“昌”“炎”“多”“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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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下相等

这类字上下部件虽不同，但上下部件笔画数量相仿，或下部笔画偏少者，上

下部件比例约为 l∶1。如“需”“要”“竺”“歪”等。

（3）上宽下窄

这类字，上部笔画较多且为横向排列，下部笔画少，结构简单，书写时应上

宽下窄，上部能盖住下部笔画，使之形成险峻之势。如“雷”“普”等。有的字

上部由左右两部分组成，书写时要把上部的左右处理好，使之左右匀称且让下，

下部居中略窄。如“资”“货”等。

（4）上窄下宽

这类字上部笔画少而纵向排列，下部笔画多而横向排列。书写时要上部窄而

下部宽，呈梯形结字，重心平稳。主笔一般在下部。如“盖”“集”字的长横，

“界”字的撇、捺。有的字下部分左右两部分，书写时左右要匀称稍宽以承托上

部，如“昆”等。

（5）上多下少

这类字上部笔画多，是字的主体部分，所占位置较多，约占字高的三分之

二。下部笔画较少，属字底，约占字高的三分之一，但也必须托稳主体。如

“想”“悬”“照”“旦”等。



第一章  正楷钢笔书法基本理论 007

（6）上小下大

这类字下部为主体部分，所占位置较大，约占字高的三分之二。以大托小，

但上部也不能过小，要注意上下部件的宽窄和比例，要掌握上收下放的尺度。如

“奇”“最”“吴”“晨”等。

（7）上下三部相同

这类字由三个相同的部件组成一上、二下的上下结构字。上部要居中，下部

左右要均匀，左小右大，左要让右。如“品”“晶”“森”“众”等。

4．上中下结构

上中下结构也是纵向排列，由上、中、下三个部分组成。书写时应掌握比

例，使上、中、下各部所占的大小、宽窄、长短匀称自然。要掌握重心，使字整

体平稳，上中下各部宜略扁，防止狭长。

（1）上中下相等

这类字上中下各占全字三分之一的高度。书写时应注意三部分宽窄的变化，

以免宽窄一样，过分狭长，单调呆板。如“意”“莫”“慧”“章”等。

（2）上中下不等

这类字上中下各部分的宽窄、高矮各不相同，书写时要因字而异，做到上中

下三部分中间对齐，左右匀称，并使各部分大小合适，疏密恰当，长短适中，宽

窄相宜，务必用心布局。从宽度看，如“鼻”字，上窄中下宽。从高度看，如

“褒”字，中下部各占字高的五分之二，上部仅占五分之一 ；“靠”字，上下各占

五分之二，而中部的“口”仅占五分之一的高度 ；而“曼”字下部的“又”字几

乎占二分之一。对上中下各部的高度，要根据字的具体情况予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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