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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硬笔书法教程》包括硬笔书写的重要性及其发展概况；硬笔书写工具；选帖；临摹；硬笔
书法与毛笔书法；书写姿势和执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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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右点　要求起笔轻，向右下侧按，然后顿而回锋收笔，笔势向左上。
　　左点　要求向左下侧轻落笔，用力下按回锋收笔，笔势向右上。
　　竖点　重落笔下按后移笔向下，然后向左上回锋收笔，笔势向上。
　　横点　由左向右轻落笔，移笔下按后往左回锋收笔。
　　长点　它的起笔、收笔与右点同，只是中间要慢慢用力向右下侧按，由细到粗，由轻到重，腹部
稍呈弧形。
　　横　 钢笔楷书中的横，可分为长横、短横、斜横三种。
横的基本原则是平。
而这平，不是一般的水平，是稍带斜势的平。
　　长横　起笔略重，然后稍稍提起，由左向右运笔，接着用力按后稍驻，向左回锋收笔，笔势向左
。
长横书写时中间运笔轻而快，两端重而缓。
　　短横　一般情况下，轻落笔后向右用力下按，趋势略微上翘，稍驻后回锋收笔，笔势向左。
在左右结构的字中，如果用在左边为重落笔，用在右边则仍轻落笔。
　　斜横　书写要求基本与长横相同，只是横的倾斜度要比长横大。
　　竖　钢笔楷书的竖则分为长竖、短竖两种。
长竖中又可分为垂露、悬针两种。
竖的基本原则是直，也就是不管在中间、两边还是上下，竖都要写得直，不可倾侧歪斜。
　　垂露　要求起笔稍重，顿而提笔向下，最后驻笔向上，回锋收笔。
两端用笔稍重且缓，中间运笔轻而略快。
　　悬针　要求起笔略重，顿而用力下行，中间蓄势，然后疾速出锋，呈银针状。
　　短竖　要求重落笔，顿而提笔向下，末端稍驻，回锋向上收笔。
　　撇　钢笔楷书的撇有平擞、斜撇、竖撇三种。
撇不大容易写好，它运笔快，柔中带刚，因此，练习的时候尤要注意　　平擞　其特点是短而锐。
要求落笔稍驻，然后迅速向左撇出。
向左撇时，边用力边提笔像宝剑一样锋利　　斜撇　要求起笔略顿，然后用力向左下方，中间蓄势，
最后快速提笔出锋。
其状如兰花叶子，一般与斜捺相呼应。
　　竖撇　要求起笔顿而竖直向下，中间蓄势，然后转笔快速用力向左下方提笔出锋。
　　捺　钢笔楷书的捺分为短捺、平捺、斜捺三种。
捺的过程姿态多变，按提结合，韵味无穷。
⋯⋯书摘1 2．归纳的技巧 归纳，就是临写者对所临之帖在临写过程中深入分析研究，抓住特征，从点
画、结构到章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
因为每一个书家的书体都有他的特征，临写者抓住了这些特征，摸索出规律，临写时便可举一反三，
触类旁通。
比如说把帖中的各种点法、横法、竖法、撇法、捺法等零件拆开来，分类集中一起，分别临写，就可
以掌握各种笔画的走势、风格、特征，然后临整个字；又比如按范字偏旁部首、组合结构归类，然后
选临每一类有代表性的字；又比如根据自己临帖中的某一方面的弱点，集中临这几个字，每次要求不
同，先练点画，再练结体，后练笔法和气势，最后综合练习。
　　按规律分类临写的方法，首先要学会归纳，才能找出规律。
它便于临写者集中时间和精力，较快地了解和掌握某一笔画和某一结构的带有规律性的共同书写方法
，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3．比较的技巧 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才能提高。
比较是临摹之道，是正确的学习方法。
　　临摹不是整篇誊抄，因为那只是形式上的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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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的关键在于比较。
字帖上的字和自己临写的字是比较的双方。
比较，是一笔一画地分析解剖，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细心对照。
从笔画的方向、线条的长短、点画的关系、曲直的角度、位置的高低、部件的间距、形状的大小、首
尾的笔致以至各部分之间的搭配、主次的关系、局部的造型和整体感觉的比较，等等方面进行严格的
检查，逐一解剖，细心对照。
哪一笔像，哪一笔不像；哪一个偏旁，结构像，哪一个偏旁，结构不像；同一个字中，哪个部件部位
没摆好，哪个部件部位很妥当⋯⋯多看多想，训练自己的眼力，寻找自己的差距。
第一遍发现的未临好的字，尽量在第二遍临摹时加以纠正或至少纠正一部分。
这样，观察力、审美观念在不断提高，范字在大脑里的印象不断深化，每临一遍皆有收获，才能进入
书家常说的：“心中有字，然后手上有字”的可喜境界，写出来的字渐渐接近原帖。
 4．读帖的技巧 临帖贵熟读，忌生临，更不可“死”临。
 临帖之前先读帖，读帖就是多看字帖。
 读帖可以正襟危坐，临窗拜读；可以夜深人静，冥思苦读；可以湖畔漫步，欢快地读；可以见缝插针
，有空就读；如逢出差，随身带帖，乘车候船、饭前饭后，抓紧片刻快快地读；无论何时何地，合上
眸子，脑海荧屏，幻出字帖，悠哉游哉，潇洒地读⋯⋯不过，读帖有个规矩，循规而读，方有收获。
　　一是认真观察每个字的整体形态，从一个一个的单字中去细心体会整个字帖的风格流派，使自己
有一个宏观的认识。
　　二是认真分析字帖中每一个单字基本笔画的用笔特点。
用笔特点主要表现在笔画线条的轻与重、徐与疾、长与短、曲与直等方面。
分析基本笔画的写法是读帖的一个关键。
　　三是认真掌握每一个单字的结构、偏旁所占比例的大小，掌握每个字的重心所在。
　　只有用心读帖，反复读帖，才能把握这本字帖的用笔、结体、布局等特点、方法、要领，边读边
临，边临边读，默记精华，背帖时心中有数，下笔时不至迟疑，进步自然就快多了。
 5．测验的技巧 在临摹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之后，进行应用文或书法、章法的自我练习、测验是十分
必要的。
可以先将字帖上临过的文字拆散，重新组合成一段或一篇应用文内容。
鉴于这种练习不临原帖内容，而仅默其单个字的书写字形规律，所以既有背帖的功夫，也会自然流露
明显的个性特点，甚至于写出新的风貌。
自我测验时不可以拿帖找字临写，待测验后将写成的应用文的字样到字帖中找同样的字进行对照比较
，差异较大者再逐字临摹，强化记忆，再进行一次测验。
说实在的，这种办法是一个由人(临帖)到出(有传统基础，又有个性特点)的过程。
这种读帖的技巧，既提高了兴趣，又促进了书艺。
第五节　临摹中应注意的问题　　1．摆脱旧我、开辟新路　　有人测验过，同一个人重复写一个字
，小学低年级学生写的，形体很不相同；而成长人写的却非常相似。
这说明书写的年份越长，印在大脑里的字迹越根深蒂固，所以，一般说来，习字对于中小学生，对于
一些字体尚未成形、不良书写习惯尚未形成的青少年来说，相对要容易一些。
他们一旦有了正确的引导，选择一些合适对路的字帖，并在临帖的方式方法上加以科学的指导，并长
期持之以恒，那他们就比较地容易接受新的字体，会收到良好的习字效果。
　　但是，不少年纪渐大的中青年、老年人，以前没有经过正规系统的书法基础训练，在学习中也没
有注意将字写得美观大方，平时书写时兴之由之，结构笔画完全按自己多年习惯随意挥洒，错误的书
写方式已经定型，心理上形成了一种书写定势，以致于一动笔就拋不开原来的积习。
　　这其中不少同志，为了想写好字，纠正以前的积习，并且买来字帖认真临摹，甚至临了很长时间
，但是，收获不大，见效不快，这是什么原因呢?　　主要是在临写过程中，没有下狠心摆脱“旧我”
的决心。
他往往只是打算在现有的字体上作些小改小革，修修补补，尽管口头上说自己的字不好，但毕竟对自
己朝夕相随多年的书写习惯颇有感情，很有几分自我欣赏的心理，难舍难分，藕断丝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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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临帖时，或则对字帖视而不见，或则看得不仔细，临得不真诚，常常按自己固有的意念，随
意改变笔画，处处顽强地表现自己原有的笔画字形。
如此状态下的苦练，正确的书写方法并未掌握，旧的习惯“势力”不肯退出自己的脑子，离开了字帖
，老的写法仍然跃然纸上。
这种老是自己“学习”自己、表现自己、年纪越大越难摆脱的惰性，严重影响着学习的进步，久而久
之，对自己的字能否练好便丧失了信心。
　　所以说，临帖中必经的第一扇大门是摆脱旧我，忍痛割爱，做到“无我”，压抑自我，通过临摹
训练，掌握和运用字帖中点画、结构的种种规律，然后将它们发挥在自己的书写过程中，这实在是学
习书法的不二法门。
　　2．先专后博，先入后出，是一条正确的学习书法之路　　临摹字帖，只是掌握书法艺术技巧的
手段，而不是目的。
因此，首先应当定一本适合自己兴趣爱好的名帖作为自己起步的“宗主”，专攻的目标。
必须从开始学习时起就忠于字帖的原貌，朝夕相处，苦心孤诣，循规蹈矩，一心一意，反复临写，不
得加杂半点自己的主张，直到把这本字帖字体的运笔、结体、章法以及神采气韵内蕴风貌，全部吃透
了，掌握了，意态毕肖，形神兼备，才叫人帖，就是“写进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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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字如其人”，字是一个人修养、人格的外化。
能写一手漂亮、潇洒的好字是每一个人的梦想。
如果你的这个梦想还没有实现的话，《中国硬笔书法教程》会教给你怎么与你的梦想更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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