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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普通高校，公共书法教育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课堂教学，其二是课外活动。
前者是“面”，是普及，后者是“点”，是提高。
对于课堂教学而言，教育部曾在2006年下发了一个文件，要求全国大学逐步开设各类艺术课程，包括
书法限制性选修课和书法任意性选修课。
《书法鉴赏》作为限制性选修课由于文件的推动已得到重视，有相当一部分省市的出版社组织书法教
师出版了一定数量的教材，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书法任意性选修课程在文件出台前即有不少的教材出版，但据我的观察和分析，已出版的教材大多是
一本式的，内容包罗万象，举凡正、草、隶、篆、行五体技法、书法史、书法理论、书法美学以及硬
笔书法统统被纳入其中。
这种体例的好处是比较全面，我在大学学习期间和大学毕业后从事书法教学工作都曾受益于这类教材
。
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通过二十多年大学书法教学的实践，我以为这样的体例可以作一些变化。
变化的内容包括将五种字体进行归类，分成篆隶、楷书和行草，以便技法的解释更为深入，硬笔字的
教学独立展开；同时，因为有专门的《书法鉴赏》课程的存在，原本在一本式教材中出现的书法理论
、书法美学等内容也只要点到为止，不必作太多的陈述。
于是，就有了我们目前这套《中国普通高校书法选修课程系列教材》。
系列教材含《篆隶技法教程》、《楷书技法教程》、《行草技法教程》和《硬笔书法教程》四种。
除了《硬笔书法教程》以外，其他三本教材均围绕技法通论、经典解读和创作点津三大块面。
其中，技法通论以较多的篇幅，较为详细、较为理性地分析了书法技法的原理；经典解读部分每种教
材都选取了30种历代法帖作为教学范本，通过对每种法帖的剖析，让我们了解它们各自的个性特征和
之所以如此的文化历史原因，为更好地深入技法、掌握技法作铺垫；创作点津是介绍书法创作的一般
常识，目的在于使大学生在书法临摹的基础上尝试书法创作。
　　本系列教材的所有作者均来自大学书法教学第一线，他们对于如何认识书法，如何教大学生学习
书法都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和成果。
如首都师范大学的何学森先生曾著有《书法学概要》、《书法文化教程》等著作，浙江师范大学的翁
志飞先生曾获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上海师范大学的徐俊先生曾著有小楷和钢笔字教材；我本人则
工作于华东政法大学，也曾有幸获得中国书法兰亭奖教育奖。
　　我要感谢责任编辑黄淳先生，是他动议编写系列教材的。
我要感谢薛建华先生，他曾组织作者召开编写大纲讨论会。
我要感谢所有参加本系列教材编写的作者，是他们的全力配合才使系列教材如愿出版。
我还要感谢长期以来从事书法研究和书法教育工作的书法理论家、书法教育家和书法工作者，因为，
在教材中，我们部分地吸收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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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程主要阐释：一、篆隶书发展的历史脉胳，包括字体演变与风格的形成，重点解析篆隶笔法的形
成，特别是隶变对于书法之成为艺术的重要意义！
二、篆隶书临摹与创作技法的解析与示范，重点解析篆隶书笔法的前后关系及如何把握不同风格作品
的笔法特点！
三、历代篆隶书名家名作的解读赏评，重点解析不同时期书家对篆隶书是如何演绎的，以展示篆隶书
法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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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简出“甘肃省北部额济纳河流域，古代泛称‘居延’或‘弱水流沙’，绵延三百里，遍地沙碛，
气候极其干旱。
由于东西两侧巴丹吉林沙漠和北山山脉的天然遮挡，使额河两岸成了我国西部的一条重要的南北通道
。
其下游和居延海一带，远控大漠，近屏河西，东西襟带黄河、天山，而且水草丰美，宜于农牧，在汉
代，乃是中央王朝与匈奴领主激烈争夺之地。
史书记载，西汉武帝时，在这里曾大规模修筑军事设施，进行屯戍，频繁活动一直延续两个世纪之久
。
居延至今仍保存着当时的大量城鄣烽塞等遗迹”（《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
文物》1978年第1期）。
出土简牍多为诏书、律令、科别、品约、牒书、推辟书、劾状等，内容广泛，几乎涉及到从西汉中期
到东汉初期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法律、哲学、宗教等各领域。
　　这种简牍上的隶体，后经整理规范化即为“八分”。
其整理者为王次仲。
历史上好像有两个王次仲：一是秦代的，唐张怀《书断》引《序仙记》云：“王次仲上谷人，少有异
志，早年入学，屡有灵奇，年未弱冠，变仓颉书为今隶书。
始皇时官务繁多，得次仲文简略，赴急疾之用，甚喜，遗使召之。
三征不至，始皇大怒，制槛车送之于道，化为大鸟，出在槛外，翻然长引，至于西山，落二翮于山上
，今为大翮山、小翮山，山上立祠，水旱祈焉。
”有些神话，不足为信。
二是汉代的，《书断》引王情云：“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
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
”又引萧子良云：“灵帝时，王次仲饰隶为八分。
”又云：“后汉亦有王次仲，为上谷太守，非上谷人。
又楷隶初制，大范几同，故后人惑之，学者务之，盖其岁深，渐若‘八’字分散，又名之为八分，时
人用写篇章或写法令，亦谓之章程书。
”笔者倾向于汉代的王次仲，因为程邈的隶变，只是减省点画，并没有涉及用笔，所以，程邈的隶书
是少波势的。
王次仲的饰隶为八分，是将西汉隶书用笔的“蚕头”、“燕尾”及方折的形式特征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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