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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结合当前老年大学书法教学的实际，同时也充分考虑到老年朋友学习书法的生理、心理特点，我们尝
试编写了这套老年大学书法教材，包括《楷书教程》
《行草书教程》
《篆隶书教程》共三部。
在此，我们谨对本教材编写过程中的相关问题作如下说明，以便于大家阅读使用时参考。

 一、
《楷书教程》第一章为全套书法教材的总绪论，其中对书法艺术相关的基本问题作出讨论的同时，也
对老年朋友学习书法艺术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

二、对古代经典碑帖的介绍力求全面完整，以便于老年朋友更好地根据自己的基础，喜好选择取舍。
教师在使用本教材时，也可以根据实际教学情况的需要灵活选用。

三、技法临摹部分是本套教材的重点，编写中尽量详细、直观，力求对学习者有较强的指导帮助作用
。
但考虑到老年朋友一般都有多年的实际书写经验，容易形成属于自己的某些用笔习惯和特点，故尽量
不做统一的、呆板的规定。
因此，我们在教材中提出的临摹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金科玉律，而是为学习者提供一般意义的指导
和参考。

四、关于各种书体的演变发展、历代书论、书法的艺术本质及其审美等理论性较强的内容，建议高年
级教学时采用为宜，或由教师根据学员的具体水平及教学实际灵活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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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草书的用墨　　“墨分五彩”是中国书画对用墨的要求。
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说：“然则画法字法，本于笔，成于墨，则墨法尤书艺一大关键已。
”在实际书写过程中，草书最能体现这种理想的用墨要求。
其他书体的情绪变化较草书显得略为平淡，故用墨也相对平和统一。
草书情绪饱满，浅吟低唱抑或沉郁抒情都宜于通过丰富多变的墨法来体现。
用墨时，要干而不枯、润而有神，这样写出来的作品墨色才能变化丰富，层次分明，有节奏、有韵律
，浑然而有天趣。
　　（3）草书的章法　　章法是指作品的谋篇布局，即古人所言“分间布白”。
草书萧散有致或气势磅礴缠绵悱恻或酣畅淋漓，这种情绪表达的总体效果，对草书章法提出了特殊的
要求。
清代邓石如论章法曰：“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
”黄宾虹谈章法则提出：“古人重实处，尤重虚处。
重黑处，尤重白处。
所谓计白当黑，知白守黑。
”总的来说，草书的布局讲究疏朗有致或纵横捭阖，清淡中显秀丽，平和中寓跌宕，幻化莫测，妙不
尽言。
　　2．草书的风格类型　　草书大致可以分为章草、今草和大草。
其中今草又称小草，大草又称狂草。
它们既是不同的草书风格类型，也是草书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表现。
　　（1）章草　　关于章草名称的由来，当今学者有不同的认识。
有的认为，章草是因汉元帝时期的史游作“急就章”而得名：有的则认为，章草是因汉章帝喜好或者
由他所创而得名；也有的认为，汉代杜度擅长写草书，汉章帝令杜度书写，而因为所书都是奏章之类
，所以后世称为章草；还有的认为章草的章有章法、规章之意，因为其合乎奏章章程所以称为章草。
至于哪种说法更符合实际，至今无法定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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