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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人近三十年来一直从事美术、书法教学，多年来，有一个夙愿，那就是能为广大教师和师范院校的学生出一本《粉笔字》教材。目前

条件终于成熟，如我所愿。

本书以楷书为主，包括隶书、行书、魏碑和瘦金书五种字体，既有简明的理论，又有大量的临习字例。本书第一部分为粉笔字理论概述；

第二部分为楷书笔法、笔顺、汉字结构规律，以及楷书作品欣赏（临本）；第三部分为隶书教学和作品欣赏（临本）；第四部分为行书教学

和作品欣赏（临本）；第五部分为魏碑教学和作品欣赏（临本）；第六部分为瘦金书教学和作品欣赏（临本）。

本书五种书体皆为规范的简化字。克服了传统字帖多繁体字的问题，实用价值高，便于普及。也突破前人字帖字体单一的问题，让广大

师生在学书法时有更多的选择，满足不同的兴趣和爱好。

这本书，既是教材，又是字帖；既可作为各级各类学校教师的粉笔字培训教材，也适用于师范院校的书法教学；既是粉笔字专用教材、

字帖，也能指导其它硬笔书法教学。

通过此书的出版发行，希望能填补我国粉笔字教学无字帖或无好字帖的空白。

由于本人才疏学浅，书法功力有限，虽有热情，但不一定能达到目的，望大家在使用此书的过程中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为再版修订做

好准备，更好地服务于书法教学！

作者

2013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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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楷书即书法的楷模，汉代末年，楷书的笔法、形体趋于成熟，期间钟繇（图1）、卫觊被后人

尊为正楷书体的始祖。东晋王羲之（图2）的楷书师法钟繇，书法成就主要表现在楷书和行草上，成

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书法家 ，被后世尊为书圣。南北朝时期，各种书体已齐全 。北朝（北

魏）碑刻极盛 ，史称魏碑，属楷书的一种。唐代书法承袭六朝和北魏遗风 ，欧阳询（图3）、虞

世南（图4）、褚遂良（图5）、薛稷为初唐四家，将楷书写到严密、精细和工整的程度，为后人立下

了标准与法则，被后人当作师法的典型和楷模。中唐的颜真卿（图6）对楷书的发展贡献最大，其

后又有柳公权（图7）为楷书发展作出了努力，形成自家面目。中晚唐的楷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

度。元代的赵孟 （图8）将楷书又竖起了一座丰碑 ，与唐代欧阳询、颜真卿和柳公权史称“欧、颜、

柳、赵”楷书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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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钟繇《荐季直表》

图 2 王羲之《孝女曹娥碑》 图 3 欧阳询《化度寺故僧邕祥师舍利塔铭》 图 6 颜真卿《多宝塔碑》 图 7 柳公权《玄秘塔》

图 5 褚遂良《阴符经》

图 4 虞世南《孔子庙堂碑》

图 8 赵孟 《寿春堂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行书则首推晋代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和《圣教序》，唐代李邕、颜真卿的行书以及宋四家

米芾、黄庭坚、苏轼、蔡襄的行书，明代唐伯虎的行书，清代王铎的行书，历代名家都为后人留

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树立了行书学习、继承的榜样。（图12至图19）

隶书早于楷书，形成于汉代，史称“汉隶”。以《曹全碑》和《乙瑛碑》最为著名。它由篆书发

展而来，精简了篆书的笔画，用笔以圆为主，方圆兼备，丰富了笔画造型，如“蚕头燕尾”“外方内

圆”等。字形变篆书的“长”为扁。书写简便快速，注重实用。（图10、图11)

图 11 汉隶《乙瑛碑》图 10 汉隶《曹全碑》

图 12 王羲之《兰亭序》 图 13 王羲之《圣教序》 图 14李邕《娄山寺碑》

图 15 颜真卿《祭侄文稿》

图 16 米芾《蜀素帖》 图 17 黄庭坚行书 图 18 苏轼行书 图 19 王铎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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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笔字和钢笔字一样属硬笔书法，它在笔法、结构和章法上和毛笔书法、钢笔书法甚至电脑字

相通。粉笔字由于书写工具的局限，粉笔头形状不规则，且在书写过程中不断磨损变形，粗细也在

变化，必须不断转动笔头才能写出理想的粗细笔画。粉笔在书写过程中，用力轻重不同会使笔画的

粗细发生变化。粉笔通过切、顿、挑及轻重、提按、快慢、转捻等运笔技巧，同样也能写出丰富的

点画造型。但需要注意的是，粉笔在书写楷书和行书时，无须完全像毛笔那样运笔，如不须逆锋起

笔，回锋收笔。而隶书则不同。由于隶书笔画造型一般为“圆”形。若不逆锋起笔，则写不出隶书

的圆笔效果。但隶书也无须回锋收笔，顿收即可。粉笔字书写应流畅一些，不要夸大运笔动作，不

要机械照搬、模仿毛笔笔法，应把握好分寸。

虚实是粉笔字的特点，书写时通过用力轻重和速度快慢的变化，写出字的虚实变化，增加粉笔

字的层次和韵味。

粉笔字书写注意事项：

一、粉笔的使用

（一）选用优质干粉笔。受潮粉笔书写易断。

（二）书写前，将新粉笔掰去1厘米左右（图20）。新粉笔尖端太细、太硬，不宜使用。

（三）笔头磨圆（图21）。圆头方可八面出锋，写出有立体感的笔画。

（四）边写边转动笔头，棱处写尖细笔画;圆秃处写圆粗笔画。何时旋转，用尖处还是秃处全靠

感觉和书写经验，应多实践、多体会。

（五）写匀细笔画的字用粉笔前半截，写粗细变化大的字用粉笔后半截。

二、执笔方法

用三指执笔法。即用大拇指、食指和中指齐力握笔，笔头距手指1厘米左右。粉笔与黑板呈

45°夹角。（图22）

三、书写姿势

黑板无论是立放还是平放，粉笔字书写一般都应为站姿，书写时用力较重。不宜将小黑板端

在手里书写，那样不稳定。左手按在黑板上，起支撑身体的作用，右臂自然伸直，用右手书写。两

脚左右自然张开，右脚略朝前，与肩同宽。全身放松，将力量运到右手指尖，再从指尖传到粉笔

尖。（图23）

四、书写时人移动，黑板不动。

五、粉笔在书写时不仅有水平方向的运动，还要有上下方向的运动，即要有笔势。

六、笔画书写时力求线条有力度、有变化，流畅而无滞涩感。

七、通篇字在章法、字的大小、字体风格、颜色、虚实上应协调统一，字距应小些，行距应大

些。清晰美观，整体感强。

图 20

图 21

图 22

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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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楷书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楷书的笔法

一、点

（一）直点

（二）斜点

起笔向右下方切

入，折后向下顿收。

起笔轻入，向右下

方顿收。

楷书在书法学习中是最基础、最严谨、最重要，也是最实用的书体。粉笔楷书可吸收毛笔楷书、

钢笔楷书和电脑印刷字的精髓，博采众长、兼容并蓄。书写时，应根据粉笔工具的书写特点和实用

的特点写出自己的特色，既要继承又要发展创新。并非缩小之后就是白色的钢笔字或毛笔字。

首先粉笔要写出“粉味”，这是粉笔字的“特色”；其次，粉笔字书写的虚实效果、层次感是有

独特味道的；再者，粉笔在书写的过程中，笔头形状变化较大，需不断转换角度，但在书写时又不

能经常去看粉笔头，只是凭感觉和经验，所以有时就很难完全控制笔头落黑板的角度，也就难免写

出该尖不尖、该粗不粗的意外效果。这也是粉笔与毛笔、钢笔相比，在书写过程中笔锋难以把控的

“缺陷”。但如果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运笔经验，难控并非不可控，同样能写出“必然”的效果。

粉笔楷书、钢笔楷书与毛笔楷书在结构上是相通的，但在笔法上有很大不同，粉笔楷书不用逆

锋起笔，回锋收笔，钩、挑一带而过，不能像毛笔楷书运笔那么复杂。一般起笔多运用切笔、轻入

笔，中间行笔也应有粗细、曲直的变化，收笔多用顿笔和轻挑出锋。折、钩处多用顿折、顿转笔法。

粉笔楷书和钢笔楷书一样，力求流畅，干脆利落，要写出如此丰富多彩、生动多变的笔画，就

要靠运用多种正确的运笔方法，发挥自身长处，扬长避短，写出自己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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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左点

（四）右点

（五）横点

（六）向上点1

起笔轻入，中间

稍微弯曲，向左下方

顿收。

起笔轻入，向右

下方顿收。

起笔轻入，向右

上方运行，顿收。

起笔向右下方切

入，折后向右上方挑出。

起笔轻入，向左下

方顿笔，再回锋向右上

方挑出。

向上点2

起笔轻入，顿笔后

向右上方挑出。

向上点3

-5-



（七）向下点

（八）两点1（上下两点）

（九）三点

向右下方切入，折后

向左下方挑出。

下点向外拓展。

两点左低右高，呈

倒“八”形。

两点2（左右两点）

三点等距离，中间点

外展呈弧形。

第一点向左下方，另

三点朝右下方，四点距离

相等。

四点向中心聚拢，

上两点左低右高，下两

点水平。

（十）四点1（横四点）

四点2（聚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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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横

（二）长横 （二）悬针竖

（三）短竖

起笔轻入，向右

上方运笔，顿收。（笔画

中间向下弯曲）

向右下方切入，折

后向右上方运笔，收笔时

提笔后再向右下方顿收。

（笔画中间向上弯曲）

向右下方切入，折

后垂直下行，顿收。

向右下方切入，折后

向下运行，顿收。（笔画呈

弧形）

三、竖

（一）垂露竖1

垂露竖2

向右下方切入，折后

垂直向下运笔，最后挑笔

出锋。

向右下方切入，折后

向右下方运笔，顿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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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短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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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撇

（二）短撇

（三）平撇

（四）竖撇

五、捺

（一）斜捺

（二）平捺

向右上切入，折后

向左下方运笔，收笔轻

挑出锋。

向右下方切入，折

后向左下方挑出。

向右切入，折后向

左略朝下挑出。

向右下方切入，折

后垂直向下运笔，下部

弯曲后挑出。

向右下方轻入，渐

行渐重，收笔处顿笔后

提笔水平挑出。

起笔轻入，一波三

折，收笔时顿笔后水平

挑出。

-8-

（一）长撇



（三）直捺 （二）弯钩1

（四）反捺 弯钩2

六、钩

（一）竖钩

（三）竖弯钩

向右下方轻入，渐

行渐重，捺脚处顿笔挑

出。（笔画较直）

向右下方轻入顿

收，中间呈弧形。

向右下方切入，折

后垂直向下运笔，收笔

时向左下顿笔，回锋后

再向左上挑出。

起笔轻入，渐行

渐弯，收笔时顿笔后

向左上方挑出。

向右下方切入，

折后下行，收笔时顿

笔后平挑出锋。

向右下方切入，

折后向左下方运笔，

转后再向右运笔，收

笔处顿笔向上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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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横钩 横折钩3

（五）横折钩1 （六）戈钩

横折钩2 （七）卧钩

向右下方切入，折

后向右上方运笔，收笔

处向右下方顿笔，回锋

后再向左下方挑出。

轻入，向右上方运

笔，转折处向右下方顿

笔，折后向左下方运

笔，收笔处顿笔后向左

上方挑出。

起笔轻入，向右上

方运笔，折后垂直向

下，最后顿笔挑出。

向右下方切入，右

上方运笔，折后向左下

方运笔，最后顿笔向左

上方挑出。

向右下方切入，折

后向右下方运笔，收笔

时顿笔垂直向上挑出。

（戈钩不宜弯曲）

起笔轻入，向右下

方渐行渐弯，最后顿笔

向左上方挑出。（卧钩不

宜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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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横折背钩 横折2

（九）横折斜钩 （二）竖折

七、折

（一）横折1

（三）撇折1

起笔轻入，向右上

方运笔，顿折后向左下

方运笔，圆转后水平运

笔，最后顿笔向左上方

挑出。

起笔切入，向右

上方运笔，顿折后向

左下运笔，圆转后向

右下运笔，最后顿笔

向左上挑出。

起笔轻入，向右上

运笔，先转后折，再垂

直向下运笔，收笔处朝

左下顿笔。

起笔轻入，向右上

方运笔，转折处向右下

方顿笔，折后向左下方

运笔，顿收。

向右下方切入，折

后向右下方运笔，转折

处另起笔，再朝右上方

运笔顿收。

向右下方切入，折

后向左下方挑出，转折

处另起笔，轻入顿收。



撇折2
九、派生笔画

（一）横折提

（四）横折撇 （二）横折弯

八、提 （三）横折折

起笔切入，折后向

左下方运笔，转折另起

笔，之后向右上方运

笔，顿收。

起笔轻入，顿折后

向左下方挑出。

向右下方切入，折

后向右上方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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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横撇弯钩 （七）横折折折

（五）横折折撇
（八）竖提

（六）横折折折钩

（九）竖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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