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讲
书法的线条笔法与性情

汉字的造型最小单元是什么？

康有为：书者，形学也。



书法造型的最小单元是什么？



楷书---------------草书



线条？笔画？



• 五体书：

• 篆书

• 隶书

• 楷书

• 行书

• 草书





一、书法的线条

• 1、笔画（点画）与线条的关系

• 笔画：最小构字符号。

• 公共性、稳定性、抽象性。

• 理性色彩浓重。

• 2、笔画产生于线条，在发展中回归于线条。

• （楷书、草书）



• 3.几何线与书法线条

• 几何线：在制图工具帮助下画出的符合一
定规范的线。（规整、均匀、具理性色彩）





印刷美术字





南宋.马远：十二水图











徒手线：

• 直接用笔而不借助工具而画的线。

不规则、速度、方向灵活多变，

富感情色彩



祝枝山



八大山人



• 陈大羽



赵佶.瘦金书



书法线条：

• 运用毛笔按照一定笔法写出的徒手线。

• （笔画是线条的特殊形态）

4. 力量感：

。









5. 质感与情调：

轮廓线与内部变化。

灵动、庄重、艰涩等







• 线条与性情（书如其人）

• 东汉.赵壹：《非草书》

• 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
巧拙。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可强为哉？



签名



孙过庭：《书谱》

• 虽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莫不随其性欲，
便以为姿：质直者则俓侹不遒；刚佷者则
倔强无润；矜敛者弊于拘束；脱易者失于
规矩；温柔者伤于软缓；躁勇者过于剽迫；
狐疑者溺于滞涩；迟重者终于攓钝；轻琐
者染于俗吏。斯皆独行之士，偏玩所乖。









二、笔法与线条美

书法、汉字书写，笔墨技巧

笔法是书法艺术语言的根本要求。

中锋用笔：圆满干净而富于立体感。

提按用笔：发挥弹性而增加力度感。

笔势：由不同的运笔动作组合而形成的动态
变化规则。



• 中锋



• 提按



• 形：显现于纸上的线条和线条组合（字形）

• 势：产生不同意趣的线条的运笔原因。动
和静、刚和柔、放与收、质实和流动、快
和慢、方和圆、粗和细、曲和直、大和小
等。









• 三、书法线条的形态

• 1.疾涩

• 2.肥瘦

• 3.方圆

• 4.曲直

• 5.向背



书法与抽象绘画的异同



邱振中















书法线条的时间特征

1.     音乐：现实时空中展开

书法：想象中展开。

2.     线条暗示的运动感

线条的时间特征与线条变化的关系







• A线条的边轮廓线

• B线条的粗细

• C线条的曲直

• D线条的墨色

• E线条的走向

• F线条之间的衔接

3.各种书体中的线条时间特征













• 4.线条的运动特征

• 姜夔《续书谱》：

• 余尝历观古之名书，无不点画振动，如见
其挥运之时。

• 李白

• 恍恍如闻鬼神惊，时时只见龙蛇走，

• 做盘右蹙如惊电，状如楚汉相攻战。

• 杜甫

• 焃如羿射九日落，骄如群帝参龙翔。



• 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

• 5.线条运动的分析

• A.外部运动：书写时线条作为轨迹整体推进
的速度变化。

• B.内部运动：在边轮廓内，为控制边轮廓形
状而产生的运动变化。内部运动是造成书
法线条运动复杂性的根本原因。

• C。线条的节奏与体积感

• 运动越复杂体积感越强。

• 6.线条的空间特征







• 绘画的空间源于物体的透视变化和物体间
的相对位置。

• 书法的空间源于复杂的用笔技巧。

• 孙过庭《书谱》：

• 变起伏于锋杪，殊殈纽于毫芒



作业：

• 如何理解书法的时间特征？

• 如何理解刘熙载评价王羲之书法“力屈万
夫，韵高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