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中国书法基本常识

第一节 中国书法的形成

有很多人问我，汉字书法为什么能够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

要先和大家谈谈书法艺术形成的土壤。汉字是从大自然中概括和抽象而来的，如甲骨文就

有着极强的概括性和表现的灵活性，如图 1-1 所示。汉字从现实的摹写到意象的追求，虽

然越来越抽象，但象形的“因子”没有改变：点在不同的象形字中象征不同的东西，在

“母”字中象征乳房，在“雨”字中代表雨点，在“江”字中则为流水。世界上很多文

字都起源于象形文字，如古巴比伦、古埃及都使用象形文字。在古埃及象形文字中，有

的文字十分繁杂，例如，古埃及克莉奥帕特拉女皇的名字，竟要用十一个图形拼成。因

此，不得不演变出表意的图案和线条结构，发展为以后的腓尼基文（见图 1-2），直到拼音 

文字。

	 图 1-1 甲骨文 图 1-2 腓尼基文

我们的祖先善于联想、抽象和概括，从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变化发展中提取客观规律和

法则，很巧妙地简化了文字，由繁杂趋向简约，由象形性趋向符号性，由表意性趋向表音

性，由装饰性趋向写意性，但汉字特殊的结构，也就是汉字里面象形的因素没有改变。正

如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所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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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

以垂宪象。”由仰观俯察、远近取舍而形成的汉字抽象中还有象

形，有象形的文字就具备了艺术的基础。有象形因子的汉字便

于书法家用字的结构来表达物象的结构和生机勃勃的景象。书

法家写出来的不仅是一个表达概念的符号，更成为中国人表现

宇宙生命的方式之一。例如，古人在写“崩”字时往往上下两

部分皆倾斜取势，不似山之形，但却将山崩之状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图 1-3 所示。我们应该感恩古圣先贤们耕耘了这么深厚肥沃

的艺术土壤，给书法艺术家开辟了纵横驰骋的天地。

汉字能够成为艺术品的另一个因素就是中国特有的毛笔。毛笔的毛制作成圆锥状，这

样写出的线条能粗能细，墨色可浓可淡、可枯可润，有骨有肉，生命感较强。书法是东方

哲学精神培育起来的寄寓各种玄思妙想，种种人生感慨的载体。书法似高山坠石、千里阵

云、似兰竹、如惊蛇入草，可它又非云石、非兰竹、非蛇，书法虽不能再现，却能反映自

然的生命活力和秩序。毛笔满足了书法家充分表情达意的需要，同时赋予书法家格调素养

和精神内涵，因而成就了优秀的书法作品。

毛笔写出的字都是书法艺术吗？肯定不是。美学家宗白华说：“用笔有中锋、侧锋、藏 

锋、出锋、方笔、圆笔、轻重、疾徐等区别，皆是运用单纯的点画而成其变化，来表现丰

富的内心情感和世界诸形象。”所谓的中、侧、藏、露、方、圆的笔法，离开了中国的“惟

笔软则奇怪生焉”（[ 东汉 ] 蔡邕《九势》）的毛笔就无法表现。但是若不遵循毛笔自身的

性能去运笔，也无从表现丰富的内心情感和世界诸形象。书法的媒介主要是毛笔，北京大

学教授陈旭光指出“艺术家若是不把他的所思所想付诸‘手中之笔’，通过具体的艺术媒

介和手段凝结定成艺术文本，则这一切还都是空的。若是仅仅停留在想象阶段，可以说人

人都是艺术家。但之所以有人是艺术家，有人成不了艺术家，正是因为不是人人都得经受

艺术语言这一‘试金石’的检验”。书法作品里的笔墨都是“心迹”，是心灵的直接显现。

下面来具体了解一下书法艺术形成的原理。一杆柔毫写出的点线“有骨有肉有筋有血”，

关键是要巧妙地运用毛的弹性。那么，书法家如何驾驭毛笔呢？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

先来了解吹笛子的原理。吹笛子的艺术家，手中拿着竹笛，用嘴吹气，气流冲撞竹笛壁发

出乐音。乐音的抑扬、顿挫、高低与艺术家胸腔发出的气流有关，气流要符合笛子的音响

特性，要顺应音响规律，这样艺术家才能吹出一曲曲优美动听的乐曲。同理，给你一支毛

笔，你就得用相应的执笔方法让全身的“巧力”从臂到腕再贯注在毫颖上，并能敏锐地感

觉到毛笔尖的弹性，借助提按转折，快慢顿挫等手法，加大或减小毛笔与纸的接触面，从

而表达出形态各异的线条，创作出中国特有的、丰富的艺术作品。但一切艺术中的法，要

灵活运用，从有法到无法，表现出艺术家独特的个性与风格，才是真正的艺术。书法艺术

图 1-3 “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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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线条组合的书法形象，更是笔墨对生命力的表达，饱含着主观情感和生命意味。如

果僵化地理解笔法，机械地运用笔法，缺乏深厚的见识修养和人格精神，只能写出具有实

用性的文书，不可能创造出高格调的书法作品。

作为学生，应该了解中国汉字成为艺术的缘由，按照书法的规律去学习和探索，避免

走弯路。

第二节 文房四宝

笔、墨、纸、砚被称为“文房四宝”，最负盛名的“文房四宝”是浙江湖州的湖笔、

安徽徽州的徽墨、安徽宣城的宣纸、广东肇庆的端砚。

一、笔

中国书法用笔主要为毛笔。毛笔是中国独具特色的书写、绘画工具（见图 1-4）。我国

最早毛笔的制作从秦代开始。相传蒙恬驻军边疆，经常要向秦始皇奏报军情，当时文字书

写是用刀镌刻的。由于军情瞬息多变，文书往来频繁，用刀镌刻速度太慢，不能适应战时

需要。蒙恬急中生智，随手从士兵手中的武器上撕下一撮红缨，绑在竹竿上，蘸着颜色，

在白色的丝绫上书写，大大加快了写字速度。此后，又因地制宜不断改良，由于北方黄鼠

狼、羊较多，利用狼毛和羊毛做笔头，制成了早期的狼毫笔和羊毫笔。元代以来，浙江湖

州生产的“湖笔”成为全国最著名的毛笔品牌。

图 1-4 毛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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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挑选毛笔的四个标准

挑选毛笔应遵循四个标准，分别是尖、齐、圆、健。

（1）尖：指笔毫聚拢时，末端要尖。笔尖则写字锋棱易出，较易传神。选购新笔时，

毫毛有胶聚合，很容易分辨。在检查旧笔时，将笔润湿，毫毛聚拢，便可分辨尖秃。

（2）齐：指笔尖润开压平后，毫尖平且齐。毫若齐则压平时长短相等，中无空隙，运

笔时才能万毫齐力。

（3）圆：指笔毫圆满如橄榄核之形，毫毛充足。如毫毛充足则书写时笔力完足，反之

则身瘦，缺乏笔力。笔锋圆满，运笔就能翻转自如。

（4）健：即笔毫有弹力，将笔毫重压后提起，随即恢复原状。笔有弹力，则能运用自

如。一般而言，兔毫、狼毫弹力较羊毫强，书写亦坚挺峻拔。

（二） 毛笔的使用和保养方法

临摹时要考虑字帖范本的风格，判断字帖使用的是哪一种笔，直接看字迹选笔是最好

的方法。风格健劲的选用健毫；姿媚丰腴的选用柔毫；刚柔相济的则选用兼毫。

写大字用大笔，写小字用小笔。小笔写大字易损笔且不能转动自如，有功力者可用大

笔写小字。

湿笔是写字前的必要工作，不可以拿笔蘸墨直接写字，应先以清水将笔毫浸湿，随即

提起。

书写之后需立即洗笔。墨汁有胶质，若不洗去，笔毫干后必与墨、胶坚固黏合，再次

使用时不易化开，且极易折损笔毫。

二、墨

在古代，人们使用的墨更多的是墨锭，

又称中国墨，需要在砚台里研磨才能使用 

（见图 1-5）。制墨基本的工艺过程大体分为

造窑、选烟、加料、拌和、加胶、捣杵、切 

泥、压模、凉墨、修墨、描金、入盒、包

装共 13 道工序。墨锭历来备受文人、书法

家、画家们的喜爱，成为收藏品。现在人

们一般都使用墨汁（见图1-6），只有少数书

法家使用墨锭磨墨。

图 1-5 墨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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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墨的种类

墨分为油烟墨和松烟墨两种。油烟墨主要是以桐籽油或猪油为原料燃烧后收集其烟尘

所制，品种有云头艳、兰烟、亮光、桐烟、大单童和双童等。松烟墨是松脂燃烧后收集其

烟尘所制的墨，品种有阿胶松烟、五老松烟、小松烟等。油烟墨有一定的光泽，色相偏暖，

使用其书写的作品色阶丰富且有光泽，可浓可淡，多用来勾线、渲染，是书画家常用的佳 

品。松烟墨乌黑无光，略呈冷色，古人常用其染头发、须眉，是书写小楷字和工笔绘画的

佳品。现在市面上较多的有北京一得阁牌墨汁、上海曹素功牌徽墨、李廷珪牌徽墨、胡开

文牌徽墨、绩溪良才徽墨等。

图 1-6 墨汁

（二） 墨汁的使用和保养方法

墨汁虽然使用方便，但是浓淡在生产墨汁的时候就已经调配好。我们书写的时候，墨

汁太浓，拉不开笔、容易滞涩；墨汁太淡，笔一上纸就洇墨，总之浓淡不合适都会影响书

写的质量。因此，墨汁浓了就要加水，淡了就应用墨锭研磨，使墨浓淡适宜，才能书写出

好的书法作品。

冬季凝冻是传统墨汁的特性，所以应在高于 10℃的室内存放。如果凝冻，用温水浸

泡瓶身即可融化，质量如初。

三、纸

中国书法用纸主要为宣纸。宣纸盛产地为中国安徽省泾县境内的丘陵山区。泾县属于

宣城市管辖，古时属于宣州府，因此所产的纸称为“宣纸”，如图 1-7 所示。宣纸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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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品质纯白细密、柔软绵韧、久藏不腐、百折不损、防虫防蛀，故有“千年寿纸”的美称。

据说东汉造纸家蔡伦的弟子孔丹，在安徽以造纸为业。有一次他在山里遇见一些檀树倒在

溪边，由于浸泡在水里的时间过长，树皮都腐烂发白了。孔丹受此启发，便想到以檀树为

原料造纸。经过不断试验改进，终于造出了上好的白纸，即后来的宣纸。泾县的小岭是宣

纸的故乡，造纸历史悠久。不含檀皮纤维的纸都不是宣纸。书画纸就不含檀皮成分，它是

参照宣纸工艺制造出来的书画普及纸，通常达不到宣纸的墨韵效果和保存年限。正宗宣纸

在其合格证上都标明檀皮含量。

图 1-7 宣纸

（一） 宣纸的种类 

宣纸按加工方法分为生宣、熟宣、半熟宣三种。

生宣的品类有夹贡、玉版、净皮、单宣、棉连等。生宣没有经过加工，吸水性和沁水

性较强，易产生丰富的墨韵变化。在生宣上面泼墨、积墨，墨色产生焦、浓、重、淡、清

等丰富的变化。生宣对于表现物象有独到的艺术效果，多用于写意山水。生宣作画虽多墨

趣，但落笔即定，水墨渗透迅速，不易掌握。

熟宣是在生宣的基础上通过明矾处理再加工而成的，吸水能力较弱，使用时墨和色不

会洇散开，适宜小楷及工笔画。其缺点是久藏会出现“漏矾”或脆裂的现象。珊瑚、云母

笺、冷金、洒金、蜡生金花罗纹、桃红虎皮等皆为由熟宣再加工的花色纸。

半熟宣也是从生宣加工而成的，吸水能力介于前两者之间，“玉版宣”即属此类。

宣纸品种按原料配比可分为棉料、净皮、特种净皮三大类；按规格可分为四尺、五 

尺、六尺、八尺、丈二、丈六多种；按厚薄可分为扎花、绵连、单宣、夹宣等；按纸纹可

分为单丝路、双丝路、罗纹、龟纹、白鹿等。

一般来说，棉料是指原材料以稻草为主，檀皮含量在 40% 左右的纸，较薄、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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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性绵软、手感柔润、润墨性强，适用一般绘画和书法。但纸薄，不宜用力过重。

净皮是指檀皮含量达到 60% 以上的纸，另辅之以少量稻草精制而成，纸性坚韧、柔软，

宜书宜画。

特种净皮原材料檀皮的含量达到 80% 以上，安徽产特种净皮单宣在 1979 年获国家金

质奖。它吃墨均匀、托墨色、下笔见痕。大写意层次分明、着色鲜亮；小写意容易控制 

笔墨；用于书法则墨色鲜亮、经久不退。总体来说，特种净皮的原料檀皮的成分越重，质

量也越好，更能体现丰富的墨迹层次和更好的润墨效果，越能经受笔力的反复搓揉而纸面

不会破裂。

（二） 宣纸的挑选

挑选宣纸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眼看：好纸不一定白，太白说明增白剂太多，不利久藏；纸白但不刺眼，反光柔

和；不能有草梗、沙粒、裂口、洞眼或其他附着物。

（2）手感：光滑、细腻、厚薄均匀、光滑中又有阻力、手感僵挺。

（3）抖纸：上乘的宣纸绵软不脆，如有哗啦哗啦的响声就不是好纸。

（4）蘸墨试纸：好纸反应为吃墨快、扩散均匀、墨缘无锯齿状，再点第二次，墨干后

层次分明、墨迹清晰，两次墨点中间有细细的白印。

（三） 宣纸的保养方法

宣纸的保护很重要，如果储存得好，越放越好用。

（1）宣纸的防潮：宣纸的原料是青檀皮和沙田稻草。宣纸中生宣的特点是吸水性比较

强，如果暴露在空气中，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水分，也容易沾染灰尘。用防潮纸包紧放在书

房或房间里比较高的地方可以防潮。天气晴朗的日子，打开门窗和书橱，让书橱里的宣纸

吸收的潮气自然散发。一年一两次就可以，防止宣纸因吸收了过多的水分而生出霉点。

（2）宣纸的防虫：宣纸被称为“千年寿纸”，但并不是绝对的。在防虫方面，为了保

存的稳妥些，可放一两粒樟脑丸。

四、砚

砚俗称砚台，是书写、绘画时研磨色料的工具，如图 1-8 所示。汉代时砚已流行，宋

代则已普遍使用，明、清两代品种繁多，端砚（广东肇庆）、歙砚（安徽歙县）、洮砚（甘

肃卓尼县）、澄泥砚（山西绎州）被称为四大名砚。好的砚台质地细腻、润泽净纯、晶莹 

平滑、纹理色秀，容易发墨而不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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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砚

（一）  砚台的使用和保养

好的砚台一定要配匣，古人说：“砚无床，不称王。”砚匣要与砚的形体和谐统一，要

用与砚相称的木料，做工要好，这样才具有美的观赏价值和坚固的实用性，起到保护、映

衬作用，使匣与砚同寿。砚匣的材质以紫檀、花梨、金丝楠木为佳，砚匣要依砚的外形制

作，匣的子口要吻合严密，启盖灵活，便于使用。

（二） 用砚

砚主要用于磨墨。使用新墨时，因有胶性和棱角，故不可重磨，以防划伤砚面。应在

砚堂施水，轻轻旋转墨锭，待墨经浸泡稍软后再逐渐加力研磨。磨墨的时候要慢慢划大圆，

且不要集中在一个区域。

佳砚不可用劣质墨，应用质地优良的油烟墨，以免损伤砚面。松烟墨和油烟墨性质不

同，最好分用两块砚台。

盛放墨汁时最好用碗、盘或其他器皿，不要用砚台作盛墨的工具。

（三） 洗砚

古人说：“宁可三日不洗面，不可三日不洗砚。”用过的砚台应该及时清洗，不一定每

次都清洗，但最多使用两三次就应该清洗一下，或者感觉遗留的墨比较厚的时候就得清洗，

以免因墨干燥龟裂而损坏砚面。

洗砚时须用清水，将砚置于木盆内（不能用水泥盆、瓷盆洗涤），用丝瓜瓤或莲房壳

慢慢洗涤，既涤去墨垢，又不伤砚。以皂角清水洗砚最佳，硬质材料虽然清洗起来快捷简

单，但是会伤害砚台表面，使其变得粗糙不平。最后将洗涤干净的砚取出风干，放于砚匣

内。常用的砚，可以在砚池中注入清水，每日一换，以滋养砚石，保持砚之莹润。砚堂不

能有水，以防浸久影响发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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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毛笔书法作品的格式与章法

格式与章法是书法创作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因

素，是作品是否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关键。格式与章法

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到明代中后期第一次出现了比

较纯粹的赏玩意识。书法格式与文体有关，受载体形

状所限，在进行实际创作之前已被固定。章法与格式

有关，但不等于格式。一定的格式由不同的人以不同

的书体书写，所表现的章法各不相同。章法通常在进

行创作之前被确定，又在瞬息的运动过程中无意识地

发生着动态的变化。

一、书法作品的格式

格式也叫品式或幅式，即书法篇幅的规格形式。

书法作品的格式大体可以分为卷、轴、册、片四大类，

具体包括以下几种。

（一） 立轴

立轴指长方形的幅式作品，其长与宽比例比较悬殊，

也称直幅或者条幅。通常将宣纸竖向对裁或将宣纸裁成

长条形，装裱之后就成了“立轴”，如图 1-9 所示。

（二） 屏条  

屏条一般将宣纸竖向对裁，自上而下，从右而

左，逐行书写，如图 1-10 所示。除独幅外，还可以多

幅屏条成偶数排列起来合并为一件作品，但字体统一，

内容一气呵成。也有的多幅屏条内容是独立的，但字

体、风格统一。还有的多幅屏条与书画结合，交相辉

映。常见的有四幅、六幅、八幅，多的可以达到十幅、

十二幅。

图 1-9 立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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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0 屏条 图 1-11 北山寺山门对联

（三） 对联

对联是中国独有的楹联格式，如图 1-11 所示。普遍运用于春联和传统建筑的庭柱，以

及中堂画的两边。右为上联，左为下联。文字音律平仄相对，书写时左右应有呼应之感。

字数较多的长联，可以分行书写，上联自右向左排行、下联自左向右排行，这种长联称作 

龙门对。

（四） 横披 

横披指横幅作品，横长竖短，如图 1-12 所示。这种格式可以自右而左写一行，也可以

直写形成多行长篇字。大横披通常可在建筑物、大厅会议室中悬挂，小的可挂在斋室居所。

图 1-12 横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