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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市场上的书法技法类图书可谓铺天盖地。但内容或曲解古人而为伪技

法，或重细枝末节而过于繁琐不可操作。所以，此类图书之作用可谓能领初学者

入书法之门，而其使人误入技法之歧途则罪莫大焉。

本丛书《书法技法讲坛》力避上述技法类图书的弊端，以期还原传统书法技

法的本真。本丛书以具有一定基础的书法爱好者、专业学生和教师为读者对象，

取中端定位，在撰写和编辑过程中希望达到以下特点和优势。

一、宏观性、客观性、综合性、比较性。本丛书将写作的思路放在书法史

的大环境中，每分册选择书法史上不同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以它们为范例展开比

较、分析和综合。立足宏观技法，避免细枝末节，以期通过图片客观地反映书法

技法的真实状态。

二、以点带面。本丛书旨在通过图例将技法在不同作品中的表现呈现出来，

让读者由点及面，了解整个书法技法史的发展轨迹。

三、以图例说话。本丛书的客观性展示重要的一点就是以图例说话，而作者

简明扼要的解说旨在抛砖引玉，对特定技法更多的理解在于读者读懂图例。所以

本丛书图例的编辑力求使读者可以直接进行比较和综合等思维活动。本丛书图例

编排形式新颖，让读者直入主题，一目了然。

本丛书每分册的技法数量不作硬性的统一规定，而是根据实际情况，行其所

当行，止其所当止。所以每分册的印张数也以行文来定，并不整齐划一。

本丛书历时两年打造，寄托了作者和编者的愿望，即以我们严肃细致的工作

态度为读者朋友提供书法技法锤炼和提升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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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隋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朝代；在书法发展史上，隋代楷书也同样有

着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

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灭陈，统一南北，文化、经济、艺术开始走向融

合，直至公元618年，江都兵变隋朝灭亡，共历隋文帝、隋炀帝两世38年。这与

同样历经两世的秦代有许多相似之处：秦代依靠强大的武力统一了六国，结束

了长期战乱分裂的局面，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一系列的改革和发

展，为后世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基础。同样，隋代也再次由“分”到

“合”完成统一，文化也在这种“分久必合”中再次走向融合，成为历史的必

然。也正是这种政治文化上的大融合、大发展给我们带来了汉、唐两大盛世的

繁荣。就书法而言，秦代“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结束了三代文字迷乱

无序的局面，形成了统一整齐、修美的秦小篆，为文字的进一步演变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隋代短短的38年间，南北朝书风开始走向融合，继承古法的同时也

逐渐规范成熟，为“唐人尚法”开启了先河。这一时代的书风，一方面保留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瑰丽多变，另一方面也有着逐渐融合的趋势，并出现了规范

化和普及化的倾向，有着明显的过渡时期特征，因此书法风格多样纷呈，大致

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一、峻严方饬 以《董美人墓志》（图1）、《苏慈墓志》（图2）为代

表，用笔严峻厚实，书风端整妍美。

《董美人墓志》全称《蜀王美人董氏志》，原石已毁，只有拓本传世。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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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隋 《董美人墓志》（局部） 图2 隋 《苏慈墓志》（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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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隋 《董美人墓志》（局部） 图2 隋 《苏慈墓志》（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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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唐 欧阳询 《九成宫醴泉铭》（局部） 图4 隋 《龙藏寺碑》（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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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唐 褚遂良 《雁塔圣教序》（局部）

碑既有北朝书风的方峻，又有初唐楷法的新意，

是承魏启唐的经典之作。端庄疏朗、楷法纯熟，

斜画紧结和平画宽结的字形时有出现，用笔上以

方笔为主，表现出明显的提按变化，“头重尾

轻”和笔画相接处的丰富变化是此碑的一大特

点。结构上多变，并在转折和收笔上参以圆笔，

使其更加严峻厚实、清丽秀婉，疏朗有致，一改

北碑的茂密雄强，增加了不少趣味。

《苏慈墓志》和《董美人墓志》有隋代楷

书“双璧”之称，同属严峻厚实一路。《苏慈墓

志》即《苏孝慈墓志》，在方笔和结字的严谨方

面是这个时期的佼佼者。此碑多用方笔露锋，

整体显得劲利挺拔，延续着北碑标志性的笔法特

征。同样以险峻取胜的欧阳询与此碑有着极其深

厚的血缘关系，所以此碑一度被误认为是欧所

书，因为二者结体上同样取势内敛，筋骨外露。

从某种程度上说，欧阳询是在《苏慈墓志》基础 图6 隋 《曹植庙碑》（局部）

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强化，结字更长、更

险，风格更强烈，特点更鲜明。（图3）

二、细挺秀朗 以《龙藏寺碑》（图4）为

代表，点画细挺，结体宽博秀雅。

《龙藏寺碑》多作《龙藏寺》，刻工精细，

骨气洞达，有“隋碑第一”的美誉。整碑气脉相

贯，风格统一，用笔瘦硬中寓柔美，结体平和中

寓奇逸，一改北朝碑刻笔画肥厚，章法错落恣

肆的习气，开始出现了粗细、节奏等用笔上的变

化，章法上也趋向整齐有序，是褚遂良一路唯

美主义书风的发端，为晋人的“韵”和唐人的

“法”走向融合提供了可能。（图5）

三、浑厚圆劲 以《曹植庙碑》（图6）为

代表，楷、隶参杂，雄浑朴茂。

浑厚圆劲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楷书的重要特

征，《曹植庙碑》在《泰山金刚经》浑厚宽博的

基础上保留了篆隶遗意，逐渐丰富了笔法，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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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唐 褚遂良 《雁塔圣教序》（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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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隋 丁道护 《启发寺碑》（局部）

了技巧化的道路。在用笔的顿挫和技法的外显方

面，影响着后世楷书艺术的发展。

四、平正和美 以丁道护、智永为代表，点

画圆劲干净，技巧精炼纯熟。

隋代善书者，有“丁真永草”之说，“永”

当指僧人智永，而“丁”说的就是丁道护。丁道

图8 隋 智永 《真草千字文》刻本（局部） 图9 隋 智永《真书千字文》墨迹（局部）

护，据记载为北宗传人，其书保留了北朝书法风

格的大体面貌，传世作品尚存《启法寺碑》（图

7）。此碑残损较为严重，但亦能看出线条流动、

秀润，结体遒媚多姿，章法平和舒致，在隋碑中可

谓别出一派，是上承南北、下启初唐的优秀典范。

智永，人称“永禅师”，是隋代寥寥几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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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的书家之一。智永俗姓王，是王羲之的七世

孙。他为继承家学，练字极为勤奋，曾闭门习书

四十年不出寺庙，并将练字写秃的笔头堆成一座

小山，取名“退笔冢”。后来书名大噪，登门求

字的人也越来越多，连门限都被踩穿了，不得已

做了个铁门限，就有了后来“铁门限”的掌故。

“退笔冢”与“铁门限”后来都被奉为美谈，成

为书坛佳话。他所书写的《真草千字文》影响深

远，是研究“二王”笔法流传的重要作品（图8、

图9）。今天我们从隋代楷书的研究价值以及对后

世影响等方面看，智永“传承王书衣钵，领袖隋

代书坛”这个评价应该是不为过的。《真草千字

文》技法纯熟，点画饱满丰腴，结字秀丽平稳，

整篇雍容典雅，严谨中透露着散逸，其中精熟的

“二王”法度，令人叹为观止，也是现今窥王入

晋的不二法门。

相传“永字八法”也与智永有关。东晋大

书法家王羲之为写好“永”字花费数年心血，并

将里面的楷书之法总结为“永字八法”，密传于

后世子孙，直至七世孙智永将此法传予高徒虞世

南，才得以广为流传。虽为传说，但也可以看得

出古人已对楷书繁复的笔法有了归纳的意识。

“大凡笔法，点画八体，备于永字”（张怀瓘

《玉堂禁经》），他们借王羲之《兰亭序》开篇

第一字“永”（图10），归纳和概括了楷书的基

本笔画和笔法：

点(侧) （如鸟之翻然侧下。） 

横(勒) （如勒马之用缰。） 

竖(弩) （用力也。）

钩(趯) （跳貌，与跃同。） 

提(策) （如策马之用鞭。） 

长撇(掠) （如用篦之掠发。） 

短撇(啄) （如鸟之啄物。） 

捺(磔)（磔音哲，裂牲为磔，笔锋开张也。）

这是古代书家对楷书点画用笔的精彩总结，

被后世广为流传，成为楷书学习必由之法。它的

寓意被后人加以引申，如沈尹默在《书法漫谈》

中提道：

第一，做人要像“永”字的“点”，昂首，

充满自信和朝气； 

第二，做人要像“永”字的“竖”，挺胸，

充满力量与美； 

第三，做人要像“永”字的“撇”，飘逸潇

洒，看轻一切成绩和荣誉； 

第四，做人要像“永”字的“捺”，脚踏实

地，做好每一天的功课。 

“永字八法”是对楷书用笔方法的总结和归

纳，隋人在结构字理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如智

永的高徒智果的著名书论——《心成颂》。

早 在 宋 代 ， 书 家 们 已 经 开 始 对 隋 碑 予 以

关注，如欧阳修在《启发寺碑》的跋语中高度

评价了其艺术价值，但关于隋代书法理论的评

述却凤毛麟角，只有智果的《心成颂》一篇而

图10  “永字八法”

已。释智果的《心成颂》是现存隋代唯一的一篇

书法论文，篇幅不长，共300字，并有后代的注

文：

回展右肩，“宣”“高”“尚”等字也。　

长舒左足，“其”“贝”“真”等字也。　

峻拔一角，“国”“用”“周”等字也。　

潜虚半腹，“见”“目”“月”字画略粗于

左，左实右虚也。

间合间开，“无”字四画上开下阖，四点上

合下开也。　

隔仰隔覆，“并”字隔二，“畺”字隔三，

仰覆也。

回互留放，“爻”字上捺下波，“茶”字上波

下捺也。

变换垂缩，“并”字左垂右缩，“斤”字左

缩右垂，上下并然。　

繁则减除，王书“悬”字，虞书“毚”字，

作“毚除下一点。张书“盛”字，改“血”为

“皿”也。　

疏则补续，“神”加点，“辛”加画也。　

分若仰背，“川”“册”等字相背也。　

合如对目，“八”“州”等字须潜相瞩视也。

孤单必大，一点一画独立者大书之也。　

重并乃促，“昌”“吕”“爻”等字宜上

小，“林”“棘”“羽”等字宜左促也。　

以 侧 映 斜 ， 丿 为 斜 ， “ 瑽 ” 为 侧 ，

“交”“欠”“人”之类也。

以斜附曲，“女”“晏”字，为曲也。　

覃精一字，功归自得盈虚。

统视连行，妙在相承起复。

《心成颂》中“回展右肩”、“长舒右足”

等术语的提出，是一种个性特征的体现，触及汉

字造型的基本结构，变化规律，以及不同的艺术

处理方式，反对千篇一律，力求打破对称、重

复、平板的造型。本书借用《心成颂》一文中对

字形结构的分析，用一大半的篇幅进一步说明隋

代楷书的技法特征，阐述楷书的结字造型以及变

化规律。

隋代书法在短短的38年中，熔南北于一炉，

开唐书之先声，是书法史上一关键时期，因此我

们必须清晰、准确地了解隋代的书法地位，才能

对我们的学习有所帮助。最后就用沈浩先生在

《隋代楷书论》一文中的话为结语，相信你也会

有所启发：“书法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书风更

替，书风轮回呈现出一种纷乱迷离的状态，可吸

收的因素越来越多，古代的传统文化笼罩着我

们，西方新的艺术思潮冲击着我们，在这样一个

急待变革的时期我们究竟如何正确地把握自己？

是全盘抛弃古典传统，开创全新的艺术面貌，还

是墨守成规？这都是我们不可取的。隋代楷书带

给人们最直接的是它自身的艺术感染力，我们为

什么不能像唐人一样从它身上获取养分，而一味

地向颜、柳、诸、欧……讨饭吃？再则隋代楷书

的取向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思考和探索的方法。我

们所要面临的艺术环境比古人要复杂得多：实物

范本积累得越多，思路越活跃，受到的干扰也就

越大。隋代楷书的审美取向可以使我们头脑清

醒，不再盲目地进行‘拿来主义’照搬历史，而

是从纷乱复杂的传统中发掘提炼那些实质性强

的、宽泛度大的、品位高的东西，并且牢牢地把

握时代的精神和时代的审美特征，不流于表现，

不流于浅薄，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接受新生事

物，力求达到一种游刃有余的境界。”

侧

勒
啄

磔

趯

掠

弩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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