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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書法，顧名思義，是指中國漢書的書寫技法。書法當然要講求

意境，講求意境必然要追求人品、操守、精神、修養等等，可稱之

為『書外功夫』。但這一切，必須建立在書寫技法－我們稱之為

『書之本法』的基礎上書外功夫與書之本法的關係，用蘇軾論畫的

話來說，也可以稱為「道」與「藝(技)」的關係，最高的要求當然

是「有道有藝」，但如果「有道而無藝」，則「物雖形於心而不形

於手」，最終還是不能成為一位優秀的書家。同樣道理，一個人的

書外功夫再深厚博洽，但如果他在書寫的技藝方面過不了關，也還

是不能成為一位優秀的書家。



蘇軾曾說：「作字之法，識淺、見狹、學不足，三者終不能盡

妙，我則心、目、手俱得之矣。」學習書法的人，其「心」必須有

深刻的見識，這就與道德人品、文章修養有關；其「目」必須廣泛

地涉獵前人的優秀作品，這就與多方面地吸收書法的傳統營養有關；

其「手」則必須持之以恆地實踐用功－通過這三方面的努力，才能

在書法方面不斷提高，有所成就。

作品賞析： 《養氣》、《閒情》、 《龍的子孫》、《一團和氣》



《養氣》



《閒情》



《龍的子孫》



《一團和氣》



大字與小字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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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字與小字的書寫技法，各有不同的要求。大字亦有大到超過

尋常大筆所能掌握的，小字中也有要用放大鏡配合了才能書寫、欣

賞，一般少字數的書法創作多用大筆，如「龍」、「虎」、「福」

、「壽」等等有特殊用途的單字巨軸，或者匾額榜書，其字體五體

皆宜。

大字的書寫，應用大號、特大號的提筆。而筆的筆劃粗細應當

要比筆根的直徑更少一半左右，用大筆寫小字，才能寫出圓厚飽滿

的筆墨。反之則較為吃力，運筆時，可以站著懸臂書寫，全身之力

才能充分地傳送到筆底紙上。行筆的力度以重為主，重中求輕重的

變化，速度以慢為主，慢中求快慢的變化。大字的筆法，以圓厚飽

滿為宗旨，不須營營追求小巧的細節情趣。同理，大字的字法、結

構、章法、佈局，也以端莊大方，有堂皇的正大氣象為上。



小字一般適宜書寫長篇的詩文，在緊密的章法之中給人以滿眼

珠璣的印象。其字體以楷、行兩體最為適宜。

小楷的書寫，可選用硬毫或兼毫，以短鋒為佳。筆一定要尖、齊、

圓、健，四德齊備。

小字字法要勻整秀麗，小楷書字形稍扁，才有高雅的意味。小

行書則不妨穎長。章法字字獨立，行行分明，小楷橫平豎直；小行

書則可連字，但不宜連的太多，要見舒朗俊秀的行氣。小字必須坐

著擱臂，心平氣和地書寫。

大字以拙重為旨，小字以靈秀為旨，大字應從大處著眼，小字

則應從小處著眼，大字如雲岡大佛，氣象莊嚴，氣魄雄強，小字如

象牙雕刻，玲瓏剔透，精巧無比。



《龍》



《大字的筆法》



篆 書 的 技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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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書(一、二)的寫法，以小篆、尤其是鐵線篆、或稱玉箸篆為規

整的基礎。這種字體的筆劃線條，就像一根鐵絲或玉箸一樣，又細

又韌，基本上筆法要求自始自終一樣的輕重，一樣的快慢。為了控

制字型的準確性，以把手臂甚至手腕擱在紙面上較為適宜，但不應

擱死，而是應隨著線條的移動，整條手臂隨之移動。

小篆(一、二)的字法結體，也是以勻整、對稱、平衡為基本要求

他要有疏密、聚散的變化，但不能太強烈。在這方面，由於小篆文

字的形象皆有來由，因而歷來書家都以『說文解字』為準則，不能

隨心所欲地造字。



篆書的章法，以字字獨立、行行分明、橫平豎直為準則。進階

可學習趙之謙、鄧石如、楊沂孫等的小篆書。

小篆的字法，是均衡為重，而大篆、草篆的字法，則著重對比。

小篆的章法，以整理為主，而大篆與草篆的章法，則參差較多。



《篆書的寫法》



《玉箸篆》



《小篆》



《趙之謙》



《大篆》



《草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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隸書筆法可分為三方面來談：

一、起筆：所有的點畫都藏鋒，形成不同程度的粗肥突出，有如蠶

頭，因以為名。用筆與篆書的藏鋒有類似之處，但變化更加多

采多姿。

二、行筆：一般是平穩沉著地向右、向下、向左下、向右下等方向

運筆，以圓勁為要。

三、收筆：一般至筆劃的終端停住，略做輕微的頓挫，垂直於紙面

向上提起。所謂波、磔，是隸書筆法最鮮明的特徵，相當於楷

書中的撇和捺，如左向的勾起收筆也可作為波，橫筆收筆也可

以作為磔，要特別注意的是不允許出現兩個以上的波與磔，稱

作「雁不雙飛」。



隸書的筆法顯然比篆書豐富、生動了許多，有輕重的變化，快

慢的變化，筆勢轉折的變化。隸書的字法，與篆書有較大的差別，

而更接近於現金的楷書，篆書的字形是長的，而隸書的字形則是橫

的；篆書的用筆基本上有轉而無折，隸書的結體用筆則有轉也有折。

隸書的章法也以字字獨立、行行分明、橫平豎直為準則。為充分理

解隸書的書寫技法，需要多研究、臨習漢代的一些隸書名作，如【

史晨碑】、【禮器碑(一、二) 】、【曹全碑(一、二) 】、【橫方碑】

、【張遷碑】等等。



《隸書》



《禮器碑》



《曹全碑》



《張遷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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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書毫無疑義具有模範的意義，尤其就做為書寫技法的基本功

而論，無論筆法、字法、章法，皆是如此。

以筆法為例，論多樣，篆書、隸書都不及楷書；論規範，行書、

草書又不能同它比。篆書、隸書的筆法，只有簡單的原則三四種，

而楷書的筆法，粗分有八種，豐富多變又可以明確的加以規範，所

以對於書法的學習，自然也就更具有「楷模」的意義，歷來學習方

法，必須從楷書入手，古人論楷書的筆法，有「七條筆陣斬斫法」、

「永字八法」、「翰林密論二十四條用筆法」等等，但今天一般可

以歸納為橫、豎、點、撇、捺、挑(提)、勾、轉折八種，每一種中

又隨結字筆勢有多種變化，概述如下：



一、橫：長橫，行筆時略作一波三折的快慢、輕重之分，形成藏鋒

的骨突狀。短橫，行筆不多作變化，至終端略作停駐，重直於

紙面向上拎起收筆。

二、豎：垂露豎，藏鋒起筆，形成藏鋒的垂露狀。懸針豎，起筆緩

緩地下行帶出筆鋒，呈針尖狀。短豎，行筆不多作變化，至終

端略作停駐，重直拎起收筆。

三、點：藏鋒起筆，以頓挫代替行筆，視筆順藏鋒收尾或向外帶出

筆鋒。

四、撇：藏鋒起筆，收筆時力量由重而輕，速度由慢而快，至末端

快速撇出，帶出筆鋒。

五、捺：藏鋒起筆，行筆由左上向右下、由輕而重、由快而慢，至

尾部時加重、加慢，到了終端快速向右捺出，帶出筆鋒。

六、挑(提)：不出鋒的挑筆，終端略作停駐垂直拎起收筆。出鋒的

挑筆，向右上快速行筆，帶出筆鋒收筆。



七、勾：勾沒有單調的起筆，而不同的勾、行筆、收筆的方法又各

不同。

八、轉折：轉折沒有單獨的起筆，也沒有單獨的行筆。

楷書的書寫技法，主要是針對唐楷而言，而廣義的楷書除了唐

楷，還有魏碑，其筆法、結構、章法介於隸書和唐楷之間，在楷書

上打好基礎，進而上溯篆、隸，下及行、草，方為書法正道入門，

字法又稱結體，或稱間架結構，是一個字的點畫與點畫之間的關係

，臨摹者可多臨習、研究歐陽詢的【九成宮碑(一、二、三)】、褚遂

良的【雁塔聖教序】、柳公權的【玄秘塔碑(一、二、三)】【神策軍

碑】和顏真卿的【多寶塔】【顏勤禮碑(一、二)】，楷書的章法，以

字字獨立、行行分明、橫平豎直為準則 。



《楷書》



《九成宮碑》



《褚遂良的【雁塔聖教序】



《柳公權的【玄秘塔碑】》



《顏真卿的【顏勤禮碑】》



行 書 的 技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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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書的筆法，與隸書、楷書的最大不同，在於它對於每一個字

的每一個筆劃，不是單獨的一個筆劃、一個筆劃謹慎的書寫，行書

筆法變化萬千，比楷書更豐富多樣，主要不是針對具體的筆劃，而

是指它的運筆技巧，要流暢中見端莊，而有別於隸書、楷書的於端

莊中見流暢，行書的字法結體更加生動，也更強調筆劃之間的粗細、

長短、疏密的顧盼呼應，以及筆劃間的配合應對。行書的章法，以

字字不一定獨立(有獨立的，也有牽連的)，但行行分明，雖然豎筆

以直畫為原則，但橫筆筆勢卻更變化多端。

作品賞析： 《一》、《二》、《三》、《四》



《行書》



《行書》作品



草 書 的 技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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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書有章草和今草與大草(狂草)之分。

章草可說是隸書的快疾書寫，書寫技法包括筆法、字法、章法，

都是從隸書中演變過來的，今草則起源於二王的行草，字體不大，

大草(狂草)則是將行草書更加恣肆化的書寫而成，凡寫的規矩一點

的行書又稱「行楷」，而潦草一點的行書又稱「行草」。

篆書的字法必須先熟悉篆法，而草書的字法則必須明白草法的

結字，篆書的字法上有一定的規律，一個字(部首)有多種寫法，不

同的字(部首)卻可以有同一種寫法。關於草書的書寫，對結字的認

識至為重要。



論筆法與字法的關係，在篆、隸、楷書，筆法是依賴著筆劃和

結體變化而改變、選擇的，而在草書中，筆化和結體則是依賴筆法

的變化而不同的。章法的氣勢連貫，是上一個字寫完之後並不停筆

，而是帶到下一個字的起筆，在停下來蘸墨，所以，接下來在寫下

一個字，實際是上從下一個字的第二筆起筆。這樣，行氣的連貫就

更加充沛了，因為它把「筆斷意連」推進到了「筆不斷意連」。

作品賞析： 《一》、《二》、《三》、《四》



《草書》



《草書》作品



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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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的最高境界，是無法而法。而無法而法乃是在基本技法過

關的基礎上才能實現，是經由基礎技法訓練像自由創作的超升。

一是「技近乎道」；第二便是書外功夫的「靈感頓悟」 。

「技近乎道」是漸修的結果；靈感頓悟同樣是漸修的飛躍。因而不

經過書寫技法上「先具萬萬貲」的用功，技永遠近不了道，頓悟也

成了空想。尤其是專注於「書外功夫」，反而輕視書寫技法的基本

功，事實上卻又沒有什麼「書外功夫」，這是必須當心的一種現象。

作品賞析： 《一》、《二》、《三》



作品欣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