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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书法是以汉字为载体的书写艺术。
在世界上，也是中华民族独有的艺术形式。
书法有“法”。
如何学习和掌握书法的书写方法呢？
首先要有一本好的适宜初学的字帖，其次要有一套科学规范的学习方法。
书法分体，同一名家的帖也有不同的差异与风格，选好帖、临对帖对书法入门十分重要。
学习书法首先要从一体或一家入手，临习名家名碑就要从一碑一帖临起，而对碑帖上字的笔势、用笔
、结构特点要有十分的了解与分析，这些如果没有老师正确的讲解与引导，光凭自己的揣摩：领悟会
十分的费时费力，有可能走不少的弯路。
本套丛书的编写，目的就在于让许许多多想学书法，又苦于投师无门的书法爱好者，从一开始学习就
能选对帖，并按照科学规范的书法训练方法，被引导入门。
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罐说过：“书：第一用笔，第二识势，第三裹束。
三者兼备，然后为书。
”裹束意为结字。
他的意思是说，学习书法首先要学习笔法，掌握运笔的基本规律；笔法掌握之后要学习字的结构，也
就是笔画的安排及笔画与笔画之间的呼应；掌握了笔法、结构之后还要学习积字成篇的书写章法。
没有一套科学规范的学习方法做指导，肯定没有好的学习效果。
本书在编写时把原碑例字按字的笔法、部首、结构特点，加上米字格与九宫格的临写示意，便于学习
者掌握字的点、横、竖、撇、捺等笔画的大小和部首、结构各部分所占的比例、位置，用通晓明了的
行文对上述内容加以分解讲析，使学习书法的人除了能达到写一手好字的目的外，还可以付诸书法实
践，进入书法创作。
为了使广大书法爱好者通过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规范学习，做到笔法正确、结体匀称、字体美观，
我们约请了有一定书法实践与书法成就的书法家编写了这套《名家名碑书法解析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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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以中国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的楷书代表作《玄秘塔碑》为基础，从书家的书法艺术特色、笔
法、结字、章法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讲解。
其宗旨是使初学柳体楷书的人从一开始就得到严格的用笔方法的训练，懂得结字规则，最后达到对书
法创作章法的掌握。
让学习者在书法练习中体会用笔原则，扎实地掌握用笔的基本功，直至进入书法创作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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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柳公权开始做官时，虽然职位不高，但由于与其书法爱好有关，故而乐于其位。
在唐穆宗时代，穆宗帝荒纵无度，不理朝政，民不聊生，朝野不满，而柳公权生性耿直，平时因官职
低微而无进谏机会。
一天正值喜好书法的穆宗当众向他请教，用笔如何才能用正笔锋，柳公权借此机会，毫不客气又颇为
婉转地借笔讽谏，他告诉穆宗：“心正则笔正，笔正，乃可为法矣。
”这一句“心正则笔正”，把穆宗说得“改容（变了脸色）悟其以笔谏也”。
从此，柳公权以笔谏皇帝成了千古美谈。
　　唐文宗时，一日皇帝召见大学士闲聊，文宗皇帝聊到汉文帝如何谦恭俭朴时，举起自己的袖子说
，我这件衣服已经洗过三次了，想以此证明自己是如此的俭朴，其他几个学士都纷纷称赞文宗与汉文
帝一样，贵不奢糜的美德。
这时只有柳公权默不作声。
文宗感到莫名其妙，问他为何不讲话，他便直言不讳地说：“人主当进贤退不肖，纳谏诤明赏罚，服
浣濯之衣，此小节耳，非有益治道者！
”这么一说，文宗没想到，自己沾沾自喜的穿洗过几水衣服的作法，不仅没得到柳公权的奉承，反而
被柳公权直言谏讽，文宗听后虽不十分高兴，但觉得他讲的话确有道理，不得不说：“卿有谏臣风（
你有谏臣的风骨）！
”。
过后不久，柳公权被升为学士知制诰（负责起草皇帝诏令的官职）。
　　柳公权的书法，因得到皇帝的赏识，名扬九州。
当时，朝廷中大臣王公家的碑志，如不是请柳公权所书，都被认为其子孙不孝，就连外邦来进贡的使
臣，也常常带了重金，争购柳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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