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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书法笔力详解》分析开辟了书法研究中的一个新的领域。
它基于力学科学知识，对笔力进行了定性的分析研究，得出了基本的认识。
笔力分析试图树立一个完整的笔力学结构，诸如：决定笔力的几个重要的因素；几种基本的作用力，
特别是剪切力的多种类型；笔力与笔法、笔势的关系；与笔力相关的一些问题等。
笔力分析力求在内部架构上以及在外部延伸上给出一个明晰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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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伯荣 笔名艺石，中国石油高级工程师。
1936年生，天津宝坻区人。
1949年入北京汇文中学。
1952年入北京石油地质学校，1955年地球物理探勘专业毕业。
先后在酒泉盆地、六盘山盆地、鄂尔多斯盆地进行石油地震勘探和构造地质研究。
1992年后在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从事新技术推广工作。
退休后，专事科普写作及科技文化研究，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条目撰写，以及《中国矿业史》
、《中国油气田开发志》的编写，为《石油知识》专栏撰稿。
爱好诗词、书法、收藏，系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书法家仂会会员、陕西省收藏家协会
会员，擅写瘦金书。
已出版的专著有：《漫谈科学与艺术》（石淮工业出版社2005年出版）、《中国书法笔力分析》（齐
鲁书社20t0年出版）。
书法作品发表于：《中国收藏》（2008年）、《中国近现代书画名家鉴赏》（人民姜术出版社2011年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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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笔力分析基础 第一节笔力的基本概念 一、笔力是书法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对笔力的不同
理解 三、笔力分析的重要意义 第二节笔毫分解 一、笔毫有三分四面 二、笔毫有三种状态 第三节决定
笔力的相关要素 一、写字时需要克服重力、摩擦力和惯性力 二、用笔的两个关键因素：用锋与运笔 
三、中锋用笔的标准状态 第二章作用于笔毫上的三种作用力 第一节压力 一、压力分析 二、提按是调
节压力的主要方法 三、压力用笔突破了中锋用笔的局限性 第二节张力 一、张力分析 二、碑学与帖学
的根本区别在于用锋不同 三、碑学主张逆锋用笔 四、张力用笔充分发挥了铺毫的功能 五、与铺毫有
关的偏锋用笔 第三节剪切力 一、剪切力分析 二、侧锋用笔是产生剪切作用力的条件之一 三、摇笔写
字也是产生剪切作用力的条件之一 四、弧形剪切 五、直剪切 六、单剪切 第三章不同作用力的性质比
较 第一节三种作用力之比较 一、不同的作用力有不同的写法 二、不同的作用力有不同的用途 第二节
用笔的共同性、特殊系和局限性 一、抽象与形象的关系 二、用笔的共同性与特殊性 三、用笔的局限
性 第三节任何用笔都离不开三种作用力 一、写字应灵活运用作用力 二、通过作用力追寻古人用笔 第
四章不同作用力的力度展布 第一节应力分布模式 一、什么是应力 二、不同作用力的应力模式图 第二
节与力度相关联的因素 一、力度与妍美相关联 二、力度与速度相关联 第三节笔、纸、墨对力度的影
响 一、笔的选择 二、纸的选择 三、墨的选择 第五章笔力与笔法、笔势的关系 第一节笔法与笔力的关
系 一、笔力需要通过笔法来实现 二、执笔是产生不同作用力的基础 三、全面调动肩、肘、腕、指的
作用 四、用对作用力是衡量笔法的唯一标准 第二节笔势与笔力的关系 一、笔画的取势 二、结字的取
势 三、通篇的取势 第六章尚意书法有利于笔力的发挥 第一节尚意书法的艺术理念 一、写字应注入感
情 二、写字要找到感觉 第二节苏轼、黄庭坚、米芾的书法特征 一、结字更具形象 二、笔画更有力度 
三、用笔更趋灵活 第七章瘦金书对于笔力的发展 第一节瘦金书的书体特点 一、笔画瘦劲，顿挫有致 
二、刚柔相济，方圆结合 三、字体舒展，棱角分明 第二节瘦金书的创建与创作 一、宋徽宗创建瘦金
书体 二、宋徽宗书法作品，风格各有不同 第三节瘦金书写法奇巧独特 一、横的写法 二、竖的写法 三
、撇的写法 四、捺的写法 附录一科技与文化概论 附录二作者书画作品 参考书目 后记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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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古人论及用笔有“屋漏痕”之说。
这“屋漏痕”之原意现今无法测度，但张力用笔有暗合屋漏痕之意。
 雨滴沿墙壁下落需克服水滴与墙壁的摩擦力和水滴的表面张力，这与逆锋张力用笔需克服笔毫与纸面
的摩擦力和笔毫的张力一样。
两者的相似之处如图2—3所示。
 二、碑学与帖学的根本区别在于用锋不同 正是由于标准状态下的中锋用笔产生的压力不大，书法家
有使不上力的感觉，清代有一批书法家弃帖学碑，采用逆锋写字，在书坛上引起了共鸣，这在书法发
展史上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阶段。
 在楷书的发展史上，存在着碑学与帖学之分。
清代的书法家把这种分别上升为学碑与学帖之争。
先是金农、邓石如等人尝试用碑书笔法写字，获得成功，又经阮元、包世臣等人的论证与倡导，碑学
在清代受到了重视，碑书笔法也逐渐被人们所认同。
 1.碑学与帖学同源而分流 对于碑学与帖学的发展脉络，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叙述得较为清晰。
他说，楷书（也叫“正书”）由隶书转变而来，时间当在汉末与魏、晋之间，楷书的源头以钟繇和卫
璀为代表。
分为两派的时间在晋室南渡以后的东晋、南北朝时期，南派以王羲之、王献之、智永、虞世南为传承
；北派以索靖、欧阳询、褚遂良、李邕为传承。
至唐初，唐太宗独善王羲之书，宋代宋太宗印《阁帖》盛行。
唐宋两代尊王尊帖的结果使北派（碑学）愈加微弱了。
 南北两派各自沿着自己的路发展，形成了鲜明的不同风格。
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字迹但寄缣楮，若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所以
南派也称帖学，一缣半纸，珍藏墨迹，皆归之帖。
北派乃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字迹多寄碑版，若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所以
北派又称碑学，拘守旧法，不尚风流，罕肯通变。
阮元崇尚碑学，认为“盖端书正画之时，非此则笔力无立卓之地”，所以他呼吁“所望颖敏之士，振
拔流俗，究心北派”。
 2.帖学主张中锋用笔 中锋用笔强调笔正管直，笔尖着墨，锋居中线。
古今书法家多强调这种用笔方法。
中锋用笔之所以重要，实在因为它是写字用笔的基础。
中锋用笔的合理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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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书法笔力详解》旨在证明，笔力不是捉摸不定的东西，而是有明确的具体内容、确切的含义，
是完全可以把握的东西，只要是用毛笔写字，笔力分析就有普遍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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