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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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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是一座以隐士著称的城市。别的不说，在中国绘画史上，八大山人和黄

秋园绝对是绕不过去的人物。他们生前都隐居于南昌，并在南昌完成了他们的艺

术创造，从而闻名于世。南昌当今，还有没有隐士般未露头角却胸藏万壑、笔下

峥嵘的人物？像黄秋园，表面上仅仅是一所银行的普通职员，用他的千金之笔在

告示牌上写通知；像陶博吾，踽踽独行于老街旧巷，若干年后人们才发现他是被

艺术之神所青睐的大家巨匠。

丁慈孙先生长期公干于机关，上班时人们也只见他一脸和善的笑意和忙忙碌

碌的身影，看上去这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好人。某日，南昌重修千年绳金古塔，该

市市长亲自请他以一手金石味十足的楷书《重修绳金塔记》而作为南昌古今文化

四宝之一封存于绳金塔顶。丁先生干过此事，也只是笑笑，仍然上他的班，做他

的事。然而，有幸在绳金塔封顶之前目睹到丁先生书法的人，已隐约感到丁慈孙

的非同一般。

或许丁慈孙没有书法家协会的这样和那样的头衔，就像黄秋园一般，当年连

个市级美术家协会会员也不是，但这并不影响一个画家或书法家进行他的艺术创

作，并不影响他向艺术的深度和高度精进。

丁慈孙先生出身于书香门弟，其祖父丁笏堂为早期同盟会员，曾追随孙中山

从事国民革命，是武昌起义的筹划者和参与者之一，同时还是著名报人、书法家

与藏书家，其所藏碑帖千余种，典籍数千卷。三岁不到，丁慈孙就在祖父的严督

下习书，练成了一手“颜筋柳骨”的童子功；在书画大家的姑父胡献雅的指点

下，勤临魏碑，精研赵（孟頫）体。丁慈孙习魏碑把握对汉隶笔法的继承，在结

构严谨、笔势厚重、沉稳大方和雄健挺拔方面狠下功夫。60多年的功力造就了他

炉火纯青的书艺，丁慈孙的一笔行楷，雄壮、朴拙、深厚，笔画锋芒俱露、棱角

分明，自成一格，为人称道。

丁先生退休后仍不忘“书艺”的薪火相传之业，一如他当年的祖父，身教严

督学生习书。在教学实践和创作实践中他积累了丰富经验，为了便于初学者掌握

习书要领，丁先生在传统的基础上删繁就简，首创了一套“五笔法”用于教学，

或称“丁氏五笔习书法”。

丁先生将其归纳的书法学习经验付梓出版，授之于钟情于书艺的同道与后

学，是一种造福于人的美事。相信丁先生的书艺教学会给更多人以收益。在此表

示祝贺的同时，亦遵嘱草成此文以为序。

                                                                                                     2010年4月于南昌
                                                                                          （作者系江西省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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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传统文化，是为数不多的能够集中反映中国文

化特色和审美情趣的艺术品种之一。中国书法艺术底蕴深厚，群众基础广泛，历代学习书法

的人都很多。进入21世纪，随着中小学课程改革的深入，一批书法教育家普及书法教育，发

扬光大书法艺术的呼声日益高涨，表达了炎黄子孙继承传统的心愿与责任。书法是一门集哲

学思想、艺术法则、笔法技巧、个人修养于一体的文化艺术。由于各朝各代的书论家对书法

艺术的论述抽象高深，各家介绍的笔法繁多，语言晦涩难懂，这无形中给想进入书法殿堂的

现代习书人造成了障碍。为了帮助初学书法的朋友跨过这道障碍，笔者结合自身60多年的习

书心得，不惴浅陋把在十几年教学实践中潜心研究探索的“楷书五笔法”奉献出来，做一个

书法入门的向导。

根据毛笔书写和书法教育的实际需要，“楷书五笔法”从传统的数十种笔法中选出五种

要素笔法，用通俗的语言和形象的笔法图表示。初学者用一个来月的时间，集中精力训练笔

法，打好毛笔书法基础。掌握笔法后再进入汉字结构的练习，把笔法与间架结体结合起来，

加大习字难度，持续训练两三年，就可以收到书写自如的效果。这种从笔法而间架的训练方

法，体现了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教学原理，不仅降低了书法入门的难度，而且操作性强，

效果明显。笔者经过十多年的教学实践，已使数百学生获益。

正是看到如此的教学成绩，早在十年前，就有亲友和学生家长鼓励、催促我把“楷书五

笔法”的方法总结出来，以使更多的人受益，而这正是我—一个终生追寻书法真谛的“粉

丝”的心愿。南昌市政协傅侃先生、江西省方志办编审黎传纪先生是其中催促最力者。真正

开始动笔，是我2006年退休之后，断断续续经过三年，初稿成形。这期间，中国作协会员熊

相仔先生、省民革刘毅处长、省农工党罗小文处长、光华时报章国保先生都伸出热情的手，

他们或是帮我审稿，或是助我搜集整理图片；又承蒙挚友、省作协副主席程维先生拨冗作

序；老朋友、江西人民出版社编审涂明先生在最后成书和出版过程中不遗余力地给予帮助；

作为责任编辑，江西美术出版社编审李伍强先生认真负责的工作......由于得到诸多方面的帮

助，这本《楷书五笔法》才得以付梓问世，也了却我平生的一个愿望。在此，对所有关心、

支持本书写作、出版的亲友、学生及学生家长表示衷心的感谢！

鼹鼠饮河，不过满腹。《楷书五笔法》为笔者一家之言，遗漏与误谬在所难免。如果拙

作能够对初学毛笔的青少年朋友有所帮助，能够给从事书法教育的老师提供参考，能够在书

法论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笔者就甚感欣慰了！同时，如果广大读者在使用本书的过程

中，能够提出更好的建议，使“楷书五笔法”不断完善丰富起来，诚为笔者真切的盼望！

                                                                                                                     作  者
                                                                                                        2010年7月

第一章  笔  法

一、笔法概念

什么叫“笔法”？狭义的笔法是指人们写字作书落纸运笔时，用笔轻重、快慢、偏

正、曲直的方法；广义的笔法则包括执笔、运笔、点画等内容。本书所论的笔法是指用

传统毛笔写字的方法和技巧，也指用某种方法和技巧写出的毛笔字或书法作品所具有的

风格与特色。

如何写好毛笔字？几乎所有的书家墨客都认定，写好毛笔字有一个通式，即：

笔法 + 间架结体 + 苦练 = 写好毛笔字

按照这个通式，写毛笔字的第一道关就是笔法。

二、古今笔法理论著述

自古至今，凡书家必论笔法，因此有关笔法的论著很多。比较有影响的，如：李斯

的《用笔法》，王羲之的《书论》、《笔势论》，智永的《永字八法》，虞世南的《笔

髓论》，李世民的《指意》，孙过庭的《书谱》，颜真卿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

张怀瓘的《评书药石论》、《文字论》、《评书》，欧阳修的《八诀》，黄庭坚的《书

论》，米芾的《海岳名言》，董其昌的《画禅室随笔》，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刘熙

载的《书概》，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倪苏门的《书法论》，等等。名篇名著，浩

如烟海，内容丰富，阐述深刻，美不胜收。

在所有关于笔法的经典论述中，流传最广、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当属“永字八

法”。 由南朝陈与隋年间的僧人、王羲之第七代孙智永根据王羲之作品《兰亭序》第

一个“永”字，总结出“永字八法”而传开，到元代赵孟頫提出“千古用笔不易”，就

是指书法的用笔必须学王羲之，什么时候都不能改变，这对后世影响很大。习书者没有

练过这个“永”字的，恐怕是微乎其微。以后的书法论著中虽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法，

但都没有“永字八法”来得简洁、精练，这说明简洁、精练的方法适合用来指导大众习

字—这大概也是一个通式吧。

现代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茹桂先生的《书法十讲》，把写字的姿势、握笔位

置、执笔运腕、运气、用笔归于笔法一章，归纳出的用笔种类有：起笔、行笔、收笔、

提笔、按笔、顿笔、挫笔、方笔、圆笔、转锋、折锋、蹲笔、驻笔、抢笔、换笔、中

锋、侧锋、逆锋、顺锋、衄笔、疾笔、涩笔、战掣、绞笔、抡笔、拖笔、翻笔、抽笔、

裹锋、渴笔，计30种。研究之精，说明之细，引学书者进入琳琅满目的书法天地。刘小

晴先生在他整理编注的《中国书学技法评注》第三章中，用了七八万字，分13个小节论

述笔法，精到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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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习书人造成了障碍。为了帮助初学书法的朋友跨过这道障碍，笔者结合自身60多年的习

书心得，不惴浅陋把在十几年教学实践中潜心研究探索的“楷书五笔法”奉献出来，做一个

书法入门的向导。

根据毛笔书写和书法教育的实际需要，“楷书五笔法”从传统的数十种笔法中选出五种

要素笔法，用通俗的语言和形象的笔法图表示。初学者用一个来月的时间，集中精力训练笔

法，打好毛笔书法基础。掌握笔法后再进入汉字结构的练习，把笔法与间架结体结合起来，

加大习字难度，持续训练两三年，就可以收到书写自如的效果。这种从笔法而间架的训练方

法，体现了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教学原理，不仅降低了书法入门的难度，而且操作性强，

效果明显。笔者经过十多年的教学实践，已使数百学生获益。

正是看到如此的教学成绩，早在十年前，就有亲友和学生家长鼓励、催促我把“楷书五

笔法”的方法总结出来，以使更多的人受益，而这正是我—一个终生追寻书法真谛的“粉

丝”的心愿。南昌市政协傅侃先生、江西省方志办编审黎传纪先生是其中催促最力者。真正

开始动笔，是我2006年退休之后，断断续续经过三年，初稿成形。这期间，中国作协会员熊

相仔先生、省民革刘毅处长、省农工党罗小文处长、光华时报章国保先生都伸出热情的手，

他们或是帮我审稿，或是助我搜集整理图片；又承蒙挚友、省作协副主席程维先生拨冗作

序；老朋友、江西人民出版社编审涂明先生在最后成书和出版过程中不遗余力地给予帮助；

作为责任编辑，江西美术出版社编审李伍强先生认真负责的工作......由于得到诸多方面的帮

助，这本《楷书五笔法》才得以付梓问世，也了却我平生的一个愿望。在此，对所有关心、

支持本书写作、出版的亲友、学生及学生家长表示衷心的感谢！

鼹鼠饮河，不过满腹。《楷书五笔法》为笔者一家之言，遗漏与误谬在所难免。如果拙

作能够对初学毛笔的青少年朋友有所帮助，能够给从事书法教育的老师提供参考，能够在书

法论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笔者就甚感欣慰了！同时，如果广大读者在使用本书的过程

中，能够提出更好的建议，使“楷书五笔法”不断完善丰富起来，诚为笔者真切的盼望！

                                                                                                                     作  者
                                                                                                        2010年7月

第一章  笔  法

一、笔法概念

什么叫“笔法”？狭义的笔法是指人们写字作书落纸运笔时，用笔轻重、快慢、偏

正、曲直的方法；广义的笔法则包括执笔、运笔、点画等内容。本书所论的笔法是指用

传统毛笔写字的方法和技巧，也指用某种方法和技巧写出的毛笔字或书法作品所具有的

风格与特色。

如何写好毛笔字？几乎所有的书家墨客都认定，写好毛笔字有一个通式，即：

笔法 + 间架结体 + 苦练 = 写好毛笔字

按照这个通式，写毛笔字的第一道关就是笔法。

二、古今笔法理论著述

自古至今，凡书家必论笔法，因此有关笔法的论著很多。比较有影响的，如：李斯

的《用笔法》，王羲之的《书论》、《笔势论》，智永的《永字八法》，虞世南的《笔

髓论》，李世民的《指意》，孙过庭的《书谱》，颜真卿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

张怀瓘的《评书药石论》、《文字论》、《评书》，欧阳修的《八诀》，黄庭坚的《书

论》，米芾的《海岳名言》，董其昌的《画禅室随笔》，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刘熙

载的《书概》，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倪苏门的《书法论》，等等。名篇名著，浩

如烟海，内容丰富，阐述深刻，美不胜收。

在所有关于笔法的经典论述中，流传最广、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当属“永字八

法”。 由南朝陈与隋年间的僧人、王羲之第七代孙智永根据王羲之作品《兰亭序》第

一个“永”字，总结出“永字八法”而传开，到元代赵孟頫提出“千古用笔不易”，就

是指书法的用笔必须学王羲之，什么时候都不能改变，这对后世影响很大。习书者没有

练过这个“永”字的，恐怕是微乎其微。以后的书法论著中虽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法，

但都没有“永字八法”来得简洁、精练，这说明简洁、精练的方法适合用来指导大众习

字—这大概也是一个通式吧。

现代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茹桂先生的《书法十讲》，把写字的姿势、握笔位

置、执笔运腕、运气、用笔归于笔法一章，归纳出的用笔种类有：起笔、行笔、收笔、

提笔、按笔、顿笔、挫笔、方笔、圆笔、转锋、折锋、蹲笔、驻笔、抢笔、换笔、中

锋、侧锋、逆锋、顺锋、衄笔、疾笔、涩笔、战掣、绞笔、抡笔、拖笔、翻笔、抽笔、

裹锋、渴笔，计30种。研究之精，说明之细，引学书者进入琳琅满目的书法天地。刘小

晴先生在他整理编注的《中国书学技法评注》第三章中，用了七八万字，分13个小节论

述笔法，精到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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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五笔法概述

一、时代呼唤笔法改革

现代人学习书法，与古人学习书法有诸多不相同的地方。古人处于农耕时代，有更

多的闲暇时间钻研练习，有的人甚至可以穷尽一生，专攻书法。现代人面临的竞争激

烈，生活节奏快。喜欢写毛笔字的人，多是忙里偷闲，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沉浸在书

斋墨海之中，虽有研究，也不可能占用太多的时间去对古代那么多的笔法一一辨别研

习。正因为如此，很多爱好书法的人，只有等到老年退休，才来了却自己的宿愿，但

又可惜骨硬手僵，尽管刻苦认真，却难有长进。因为，书法也是“少年功夫老始成”

的，这也是书家历来看重“童子功”，书法界有“书必有年”古训的缘由。

我们不主张毛笔速成，写好毛笔字也不可能速成。但是，时代变了，作为不仅仅是

把书法当做个人爱好，而且还从事书法教育的人来说，必须考虑现代人的生活状况， 

与时俱进，寻找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写好毛笔字的途径和办法。这样，就自然而然地提

出了一个问题：面对古人留下的数十种笔法，如何在继承中根据现代生活的需要，加

以改革，使之易为今天的习书者学习掌握，以更广泛地让传统书法艺术得以普及，发

扬光大。笔者以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也是书法教育的自我挑战。

二、五笔法的形成过程

笔者幼承庭训，咿呀学语时，祖辈严令：“先抓好毛笔再抓筷子！”3岁开始描红

临帖，至今写字历史已过60年。学生时期书法作品多次获奖，参加工作后求字拜师的

人不少。回想当时学书时，笔者最感头疼的就是笔法，光是一个笔法不多的“永”字

写了不下千遍，却仍不见长进，对八种笔法“侧、勒、弩、趯（tì）、策、掠、啄、

磔（zhé）”，更是说不清，懵懵然，始终不得其解。书法的第一道门坎委实太高，

研习者多半望而却步，有幸迈过高坎的少数人又将面对浩瀚的汉字间架结体的研习。

市面上，除了古代、现代人的名家字帖和文言文诠释的笔法书论外，很难找到由浅入

深的书法读本。对初学者来说，笔法这道关迈不过，就难以树立学好书法的信心，特

别是中小学生，对那么多的笔法更是感到高深莫测。

20世纪80年代初，已近不惑之年的我，开始总结自己的经验，从“笔法”着手研

究，心中有两条标准：第一是精练好学，第二是用之有效。经过精心比较和研究，删

繁就简，合并同类，“楷书五笔法”渐显雏形。五笔法概括出五个要素笔法，就像绘

画中的红、黄、蓝三原色能调出各种各样的颜色，画出五颜六色的水彩画一样，五个

要素笔法融合了各种各样的笔法，能够书写出千种百样的汉字。将五笔法用于教学，

学生只要掌握了这五种基本笔法，在书写过程中就能够随字的变化而变化，写出一手

好字。这是笔法简洁、上手快捷的一种习字方法。

经过进一步完善，到80年代末，女儿豆蔻年华，虽说生长在书香之家，对于博大

精深的书法艺术，全若白纸，不会抓笔，不会舔墨，更不知道还有所谓笔法的“取

势”、“藏锋”。短短数日，用五笔法调教，其书法作品“兰为王者之香”六个大字

写得像模像样，并获得全校书法比赛第二名。这个意外的成绩，成为笔者潜心研究五

笔法的第一针“强心剂”。自此时开始，笔者以五笔法书写的作品也在牌匾、电影、

电视剧、报刊、霓虹灯广告、灯箱等诸多载体上与世人见面，一些亲友亦将笔者的五

笔书法作品作为藏品收藏。当然，给笔者带来莫大荣誉的还数世纪之交为南昌绳金塔

千年古塔金顶收藏的《重修绳金塔记》、2003年刻在南昌象湖公园西门石碑的作品

《重修万寿宫记》和2005年为南昌市委常委会议厅书写的巨幅《滕王阁序》。

三、五笔法的特点

笔者据习字、创作、教学的经验认为，写好毛笔字虽然不能速成，但可以速进，即

尽快入门。入门第一关遇到的就是“笔法”，因此，教人书法首先有必要对林林总总

的传统笔法的提法作一归纳、修正、规范或改革，尤其是教孩子学写毛笔字，更有必

要规范教学语言。如何规范，规范的原则是什么？“永字八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

贵经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五笔法”的三大特点：

第一，笔法更精简。减少笔法的数量，保留必不可少、且衍生力强的笔法，其他，

该减则减，该合并的就合并。学书者对笔法名词记得少，但都能够派上用场。

第二，演释更直观通俗。对笔法中的“取势”、“藏锋”等主要概念，要用现代语

言诠释，使之通俗易懂，学书者一听就懂；再加以具体的笔法演示说明，使之直观，

操作性强，学书者一学就会。

第三，运笔相对匀速。对传统书法提倡的“变速”运笔，操作时忽快忽慢，初学者

一时难以掌握，改为相对匀速运笔。

古人说“少年时将楷书写定，始是第一层手”（清•梁谳《学书论》），实是经验之

谈。如果我们依从这条有效的经验，从楷书开始训练，又精简笔法，学书者不仅方向

明确，还少了很多学习包袱，那么，用时短而收效快的习字理想，是可以达到的。因

为，这已经为笔者六十几年的书法实践和十几年的书法教育实践所证实。“楷书五笔

法”由此定名。

四、五笔法操作要义

“楷书五笔法”包括提笔、顿笔、中锋行笔、反笔回锋、顿笔扭笔，其操作要义

为：

1．提笔：提笔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原地将笔提起，比如写点画、复合笔画的转折

和某些笔画的收笔；另一种是笔一边运动一边将笔逐渐提起，笔画由粗渐细，比如写

悬针竖、挑画或两端粗中间细的笔画。

2．顿笔：顿笔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原地顿笔，此种情况即是传统笔法中的顿

笔，比如写点画；另一种是笔一边运动一边将笔逐渐向下顿，笔画由细渐粗，如写捺

画时便是这种笔法，这种笔法与传统笔法中的“按笔”同义。

3．中锋行笔： 运笔时笔锋在笔画的中间行笔，写出的笔画是等宽的，比如写横、

竖与弧线笔画是这种笔法，写长撇、回锋撇、悬针竖和回锋竖也可以用这种笔法。

4．反笔回锋：为收、起笔时藏锋而设立，也称“翻笔回锋”，与原运笔方向成

180度。比如写横、回锋竖、回锋撇的收笔都用这种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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