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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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雅———承载
历史的记忆

第一节　毛笔的简史

走进历史文化长廊，在种类众多的笔中，毛笔可算是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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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有的种类了。传统的毛笔不但是古人必备的文房用

具，而且在表达中华书法的特殊韵味上具有特殊的魅力。

毛笔与中国的书法有着不解之缘。

毛笔作为书写工具，它的历史非常久远。早在新石器

时代的彩陶上就留有毛笔描绘的痕迹。虽然尚未见西周以

前迄今的毛笔实物，但从史前的彩陶花纹、商代的甲骨文的

甲骨上可发现用笔的迹象。东周的竹木简、缣帛上已广泛

使用毛笔来书写。由此可知，毛笔起源于殷商之前。最早

的毛笔，大约可追溯到两三千年之前。湖北省随州市擂鼓

墩曾侯乙墓曾发现过春秋时期的毛笔，该笔是目前发现最

早的笔，是上古时代遗存的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在历史上，春秋、战国时对笔的叫法各地不一，有“笔”

“聿”“弗”等许多种名称。直到秦实行“书同文，车同轨”，才

将笔的各种名称统一叫作“笔”。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

善琏村取羊毫制笔，在当地被人们奉为笔祖。又据说蒙恬

的夫人卜香莲也精通制笔技艺，被供为笔娘娘。

到了汉代，笔已比较考究，路卮是当时的制笔高手。汉

代的毛笔头的原料除了兔毛之外，还有羊毛、鹿毛、狸毛、狼

毛等，硬毫软毫并用。同时，笔管的质地和装饰也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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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

根据正史书籍记载，我国著名的宣笔就发明于汉代。

不可否认，宣笔时期是我国毛笔发展史的一个重要时期。

晋时，安徽宣州用兔毛制成的紫毫笔，以笔锋尖挺而著称于

世。宣州陈氏制造的毛笔深受王羲之等人的喜爱和推崇。

到了唐代，宣州成为全国制笔的中心，宣笔声誉日隆，此时

的宣笔无论在制作技巧、选用材料或在笔杆的雕镂艺术上，

都已日臻完善，后来的柳公权、欧阳修、梅尧臣、苏东坡等人

都对宣笔有过极高的评价。宣笔在唐朝时被奉为贡品和御

用笔，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唐天宝二年，唐玄宗登楼

看南方数十郡特产，众多物品排列楼下，其中就有宣城郡的

笔。陈氏及诸葛氏的毛笔跨唐宋两朝，制笔技艺世代相传，

所创无心散卓笔具有性能柔润、根基牢靠、久用不散、书写

流畅的特点，被称为“海内第一”。宋代除了宣州诸葛氏之

外，歙县的吕道人、黟县的吕大渊、新安的汪伯立等都名冠

一时，留下了许多传说。

随着历史的发展，元代以后，以湖州为中心的制笔业日

渐崛起。我国的毛笔进入了第二个重要发展时期———湖笔

时期。湖笔尤以羊毫笔最享盛名，为士林所喜爱，并得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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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赞赏。此时的湖笔与宣笔已同享盛名，甚至超过了宣笔，

成为全国毛笔的制造中心。被称为“毛颖之技甲天下”的湖

笔，发源于浙江省湖州市善琏镇。古时，善琏隶属湖州府，

故这里出产的毛笔称为湖笔，善琏也被誉为“笔都”，并出现

了冯应科、张进中、吴升、姚恺、陆震、杨鼎、沈秀荣、潘又新

等制笔名师大家。

到了明末清初，善琏湖笔逐渐外传，善琏人在各地开设

了一批著名的笔店，如北京的古月轩、贺连清，上海的周虎

臣、杨振华、李鼎和，苏州的贝松泉、陆益堂等。明清时期是

中国制笔业发展的鼎盛期，供皇室使用的御用笔和官府用

笔制作精致华丽自不待言，就连民间使用的毛笔也十分注

重装饰和美观。当时用作笔管的质材有竹、玉、雕漆、象牙、

瓷、珐琅等，在笔管的装饰上，也想尽一切修饰的可能，达到

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现在众多的爱笔者对毛笔亦情有独钟，尤其是书法家

和写字爱好者。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将有更好的毛笔出

现，肯定会让人们为之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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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细说早期毛笔

早期的毛笔，特指出土于战国秦汉时期遗存中的实物。

我国现存这些笔约２０支，它们有三种制法，代表了早期毛

笔的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种制法在战国时期，是制笔的泛形阶段。制法是

将竹笔杆纳锋毫的一端劈成数瓣，夹入兔箭毫，或者将笔毫

围在笔杆一端的四周，用细线缠紧，涂上漆，使之牢固耐用。

可见，纳毫方法尚未形成定规，而且笔毫多用单一的兽毛制

作，书写性能比较单调，显示出一定的原始性。

第二种制法在秦朝时期，比战国时期又向前发展了一

步，对纳毫方式和笔毫的用料都进行了更新和改造。先是

在笔杆的纳毫处挖出空腔，使笔毫和笔杆连接得更加牢固。

这使笔头能多蓄墨汁，增加了书写时运墨的连贯性。笔毫

还采用了多种兽毛并蓄的兼毫做法，软硬兼备，锋芯相济。

笔毫更加富有弹性，增强了书写效果。这种创新，应称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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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的改形阶段。

第三种制法是汉代在秦代空腔纳毫、笔锋兼毫的制法

基础上，加强了对毛笔工艺性和艺术性的追求。流行在笔

杆上刻工匠的名字，并较注重装饰效果。《西京杂记》所记

皇帝用的笔，在笔杆上装嵌各种宝物，笔毫全采自秋兔的毫

毛，由专门的工匠精制而成。连放笔的笔匣，也嵌宝玉和翠

绿的羽毛，价值百金。总之，汉代奠定了毛笔在后来两千年

发展的基本模式，是制笔的定型阶段。

实际上，除了上述早期毛笔实物以外，我国还发现了一

些时代更早的可能与毛笔有关的书写遗存，为探索毛笔的

起源提供了间接的资料。一类是用笔绘制在史前时期陶器

上的几何形彩色纹样；另一类是在商周时期的陶、玉、石、

铜、铅器以及甲骨上，写有朱书或墨书文字。书体风格与商

周铜器铭文大体相同，诸如“波磔体”“玉箸体”等。看来，除

了甲骨文、金文以外，商周时期还有另外一种蘸用墨、朱砂

来书写的书法艺术形式。也就是说，中国早在史前或至少

到了商周时代，就已使用了用天然兽毛制作的毛笔。

我国古代的笔就是毛笔，它究竟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晚

期的什么时候，目前还没有比较确切的定论。不过在仰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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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遗址中，发现了许多彩绘陶器，上面所绘的图案，清

晰流畅，粗细得宜，色彩和水饱和，这不是用一般竹木削成

的笔所能表现出来的，而必须用蓄水多、柔软而有弹性的裹

束起来的毛才能做到的。毛笔的雏形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出

现了。至殷商时期，在河南安阳发掘出来的陶器中，有用笔

书写的痕迹。１９３２年发掘出一片写有“祀”字的陶片，笔锋

清晰。１９３６年又出土了一件用朱笔书写的陶器和一些先

写（亦用朱笔）后刻的卜辞甲骨片。这说明，我国的毛笔起

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商代已开始运用于绘画和书写了。

古代制笔的原料主要是兽毛，人们最初曾经利用过各

种禽兽、牲畜的毛来制笔，如鸡毛、鹅毛、雉毛、羊毛、鹿毛、

猪毛、豹毛、虎毛，甚至还有用人的须和胎发的。但长期的

实践告诉人们，兔毛才是制笔的最好原料，尤其以秋冬的山

兔毛为佳，因其质坚健。春夏的兔毛则不好用。

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毛笔，是湖南、河南等地出

土的战国时期毛笔。竹制笔管，髹以漆汁，用麻丝把兔箭毛

包裹在竹杆的外周，形成笔头，笔锋坚而挺。１９５４年在湖

南长沙左家公山的一座战国墓中出土的一支毛笔，笔身套

在一支小竹管内，笔杆竹制，长１８．５厘米，径０．４厘米，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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