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书法的偏旁与字形－－
楷书鉴赏

 一、偏旁和部首

 1、偏旁和部首的含义

 独体字、偏旁、形旁、声旁的含义：汉字文字学
传统上把单纯字符称为独体字，把合体字中的独
体字称为偏旁，把表意的偏旁称为形旁，把表音
的偏旁称为声旁。由于汉字字形的变化和简化，
声旁和形旁的作用已经不那么明显了。汉字的偏
旁实际上是不严格意义上的意符和音符，至少是
跟用作独体字的意符和音符不完全相同。



汉字绝大多数是合体字，就是一个字是由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基本单位构成的。这些基本
单位叫作“偏旁”。汉字的偏旁中，有些本身
就是一个字，有的字作为偏旁时，字形稍加变
化。

部首是适应编排字典的需要产生的，是指
汉字在结构上有某些相同的部分,作为查字依
据，取其相同部位。汉字的偏旁和部首是既有
联系，又有区别的。所有的部首可以作偏旁，
但偏旁不一定是部首。



 2、偏旁的位置：

 上、中、下，左、右、四周

 3、偏旁的组合变化：

 （1）、高低：左右、左中右结构

 （2）、宽窄：上下、上中下结构

 （3）、开合：行草左右、左中右结构



二、字形与字群

 1、字形：单字结构的外轮廓形状。方块
字是笼统概念。

字形的大小、扁方、欹正的变化，会
带来不同的视觉效果。书体不同，变化不
同。



 苏轼





 何绍基楷书





 赵朴初





字群

 2、两字或多字

相连，形成字群。



颜真卿楷书

http://china-meishujia.com/artist/4/200509/23815.html
http://china-meishujia.com/artist/4/200509/23815.html




颜真卿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京兆万年人，祖籍唐琅
琊临沂。开元间中进士。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
开国公，世称颜鲁公。他是继二王之后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的书法家。其书初学张旭，初唐四家，后广收博取，一变古
法，自成一种方严正大，朴拙雄浑，大气磅礴的“颜体”。
对后世影响巨大。

 他秉性正直，笃实纯厚，有正义感，从不阿于权贵，屈
意媚上，以义烈名于时。。颜真卿初学褚遂良，后师从张旭，
又汲取初唐四家特点，兼收篆隶和北魏笔意，自成一格，一
反初唐书风，化瘦硬为丰腴雄浑，结体宽博气势恢宏，骨力
遒劲而气慨凛然，人称“颜体”。 他的“颜体”，与柳公
权并称“颜柳”，有“颜筋柳骨”之誉。



颜真卿

（709唐中宗景龙3年---785唐德宗贞元元年）

生于京兆长安县敦化坊族宅，祖籍山东琅琊。

26岁：登进士第，授甲等科

28岁：授秘书省校书郎

31岁：母殷氏卒，去职丁忧

34岁： 博学文词秀逸科及第，授礼泉县尉

38岁：长安县尉

39岁：监察御史



42岁：东京幾采访使
43岁：兵部员外郎43岁：
45岁：平原太守（天宝12年）
47岁：被河北12郡推为盟主，腰斩

段子光，起兵讨贼（天宝14年）
48岁：授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
49岁：贬同州刺史
50岁：蒲州刺史
51岁：饶州刺史
52岁：升州刺史
53岁：蓬州刺史



 58岁：礼部尚书

 59岁：贬吉州别驾

 60岁：抚州刺史

 65岁：湖州刺史

 69岁：刑部尚书

 71岁：吏部尚书

 73岁：太子少师，吏部尚书

 75岁：太子太师，吏部尚书，正月十七日，
赴许州宣慰李希烈



 76岁：被囚汝州龙兴寺

 77岁： 785年（唐德宗贞元元年）八月二十
八日，缢死龙兴寺。谥号文忠，赠司徒。



《郭虚己墓志》



《多宝塔碑》

http://www.yingbishufa.com/ldbt/4047.HTM


《东方朔画赞碑》

http://www.yingbishufa.com/ldbt/4050.HTM


《争座位帖》

http://www.jlscy.gov.cn/bumen/lianhua/html/04_yzq.htm
http://www.jlscy.gov.cn/bumen/lianhua/html/04_yzq.htm
http://www.yingbishufa.com/ldbt/4048.HTM


《郭家庙碑》

http://www.esgweb.net/html/ldbt/4095.HTM
http://www.esgweb.net/html/ldbt/4095.HTM


《大唐
中兴颂》

http://www.3hao.org/dispbbs.asp?boardid=143&id=3124
http://www.3hao.org/dispbbs.asp?boardid=143&id=3124


麻姑仙坛记

http://www.yingbishufa.com/ldbt/4054.HTM
http://www.3hao.org/dispbbs.asp?boardid=258&id=26702
http://www.3hao.org/dispbbs.asp?boardid=258&id=26702


http://www.3hao.org/dv_rss.asp?s=xhtml&boardid=258&id=26702&page=5&star=6&count=61
http://www.3hao.org/dv_rss.asp?s=xhtml&boardid=258&id=26702&page=5&star=6&count=61


《宋州
八关斋会报德记》



裴将军诗

http://sh.gsei.com.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32
http://sh.gsei.com.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32


http://peakmoon.bokee.com/5118505.html
http://peakmoon.bokee.com/5118505.html


http://peakmoon.bokee.com/5118556.html
http://peakmoon.bokee.com/5118556.html


《自书告身》

http://www.yingbishufa.com/ldbt/4046.HTM


《自书告身》

http://www.yingbishufa.com/ldbt/4046.HTM
http://www.zhshw.com/lidai/tang/yanzhenqing/02.htm
http://www.zhshw.com/lidai/tang/yanzhenqing/02.htm


《颜勤礼碑》

http://www.yingbishufa.com/ldbt/4051.HTM


http://www.3hao.org/dv_rss.asp?s=xhtml&boardid=258&id=26702&page=5&star=6&count=61
http://www.3hao.org/dv_rss.asp?s=xhtml&boardid=258&id=26702&page=5&star=6&count=61


何绍基书法

http://www.mslmcn.com/hz/article/2007/0506/article_12787.html
http://www.mslmcn.com/hz/article/2007/0506/article_12787.html


柳公权像

http://china-meishujia.com/artist/4/200509/23947.html
http://china-meishujia.com/artist/4/200509/23947.html


柳公权（778～865）

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曾任翰
林院侍书学士、中书舍人、翰林书诏学士、太子太
保，封河东郡公。性情耿直，敢于直言进谏。擅楷
书，广泛师法魏晋及初唐诸家，受颜真卿影响较大。
其书结体紧密，笔画锋棱明显，如斩钉截铁，偏重
骨力，书风遒媚劲健，可与颜真卿的雄浑雍容书风
相媲美，被后人誉为颜筋柳骨。在书法史上具有很
大影响。柳公权传世墨迹有《送梨帖题跋》，碑刻
有《金刚经碑》、《玄秘塔碑》、《神策军纪圣德
碑》等。

http://info.datang.net/Y/Y0275.HTM


柳公权早期作品

http://bbs.dy7cd.com/dispbbs.asp?boardid=32&id=57331
http://bbs.dy7cd.com/dispbbs.asp?boardid=32&id=57331


《神策军碑》

http://www.zhshw.com/lidai/tang/liugongquan/02.htm
http://www.zhshw.com/lidai/tang/liugongquan/02.htm


《玄秘塔碑》

http://www.bs2005.com/bbs/viewthread.php?tid=1192
http://www.bs2005.com/bbs/viewthread.php?tid=1192


赵孟頫(1254—1322)

字子昂，号松雪，松雪道人，湖州(今浙
江吴兴)人。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秦王德
芳之后。

仕元，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
官居从一品。赵孟頫晚年名声显赫，“官居
一品，名满天下”。

http://baike.baidu.com/view/8071.htm


赵孟頫博学多才，能诗善文，懂经济，工书法，精
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特别是书法和绘画成
就最高，开创元代新画风，被称为“元人冠冕”。在绘
画上，山水、人物、花鸟、竹石、鞍马无所不能；工笔、
写意、青绿、水墨，亦无所不精。他酷爱书法，善篆、
隶、真、行、草书，尤以楷、行书著称于世，《元史》
本传讲，“孟頫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
名天下”。元鲜于枢《困学斋集》称：“子昂篆，隶、
真、行、颠草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
其书风遒媚、秀逸，结体严整、笔法圆熟、世称“赵
体”。

赵孟頫传世书迹较多，代表作有《干字文》、《洛神
赋》、《胆巴碑》、《归去来兮辞》、《兰亭十三跋》、
《赤壁赋》、《道德经》、《仇锷墓碑铭》等。著有
《尚书注》、《松雪斋文集》12卷等。



行书《闲居赋》

http://www.hsxx.edu.sh.cn/book/book9.htm
http://www.hsxx.edu.sh.cn/book/book9.htm


http://www.hsxx.edu.sh.cn/book/book9.htm
http://www.hsxx.edu.sh.cn/book/book9.htm


小楷
《汲黯传》

http://www.art86.cn/info/author/20067517465.html
http://www.art86.cn/info/author/20067517465.html


三家比较

http://www.hsxx.edu.sh.cn/book/book9.htm
http://www.hsxx.edu.sh.cn/book/book9.htm
http://www.bs2005.com/bbs/viewthread.php?tid=1192
http://www.bs2005.com/bbs/viewthread.php?tid=1192
http://www.zhshw.com/lidai/tang/yanzhenqing/02.htm
http://www.zhshw.com/lidai/tang/yanzhenqing/02.htm


http://bbs.meishujia.cn/viewthread.php?tid=15344
http://bbs.meishujia.cn/viewthread.php?tid=15344


http://www.eastart.net/articles/20030103zgsf/index_shufa5.htm
http://www.eastart.net/articles/20030103zgsf/index_shufa5.htm




 张旭，字伯高，一字季明，为人洒脱不羁，豁达豪放，嗜
好饮酒，与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李进、崔宗之、苏晋、
焦遂称为“饮中八仙”。往往大醉后挥毫作书，一挥而就，
或以头发濡墨作书，如醉如痴，如癫如狂。世人称之为
“张颠”。相传他见公主与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
之意；在河南邺县时爱看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并因此而
得草书之神。颜真卿曾两度辞官向他请教笔法。

 张旭是一位极有个性的书法大家， 张旭的书法，始
化于张芝、二王一路，以草书成就最高。创造出潇洒磊落，
惊世骇俗，变幻莫测的狂草，世称“颠张醉素”。杜甫在
《饮中八仙歌》中把张旭称誉为“草圣”，有“张旭三杯
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的诗句。唐
文宗曾下诏，以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
绝”。其书狂纵而不踰法度，古劲绝伦，为世所叹服。
传世书迹有楷书《郎官石柱记》，草书《肚痛帖》、《古
诗四帖》等，

 《肚痛帖》：单刻帖。无款。此帖用笔顿挫使转，刚
柔相济，千变万化，神彩飘逸。全帖仅30字，写来洋洋洒
洒一气贯之，气韵生成。 明王世贞跋云：“张长史《肚
痛帖》及《千字文》数行，出鬼入神，倘恍不可测。”



 唐朝的剑舞脍炙人口。剑舞隶属健舞，舞姿英武，
气势宏伟。唐代擅长此舞者，首推公孙大娘。公
孙大娘的剑器舞是“西河剑器”和“剑器浑脱”
结合演出。“西河”地属民剽悍的西北，而“浑
脱”则本是西域舞蹈。与南朝沿袭下来的“采莲
曲”、“后庭花”等软舞不同，此健舞淋漓顿挫，
紧张激烈，充满战斗气氛和生命活性。浑脱舞之
伴奏音乐是相当雄壮热烈。杜甫有诗称赞公孙大
娘的舞技：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
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耀如羿射九日落，
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
清光。



 唐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赞之：“时张
旭善草书，不治它技。喜怒、窘穷、忧悲、
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
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
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
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
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
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
其身而名后世。”这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
对艺术的执着的真实写照。难怪后人论及
唐人书法，对欧、虞、褚、颜、柳、素等
均有褒贬，唯对张旭无不赞叹不已，这是
艺术史上绝无仅有的。



 张旭《肚痛帖》







作业

 以颜、柳楷书为例，论述楷书艺术与儒家
审美观之间的关系。（不少于1000字，观
点明确，条理清楚，手写16开稿纸，写清
楚学号、姓名）



 怀素(737～约785)，字藏真，俗姓钱，永州零陵
（今湖南零陵）人。大历十才子之一钱起的外甥.以“狂
草”名世，史称“草圣”。自幼出家为僧，经禅之暇，爱
好书法，刻苦临池，采蕉叶练字，木板为纸，板穿叶尽，
秃笔成冢，其后笔走龙蛇，满纸云烟，王公名流也都爱结
交这个狂僧。鲁公（颜真卿）亦为之心折，与师旦夕切磋
笔法，获益良多。他性情疏放，好饮酒，酒酣兴发，于寺
壁里墙，衣裳器具，无不书之，自言“饮酒以养性，草书
以畅志”。时与张旭齐名，合称“颠张狂素”。怀素草书，
笔法瘦劲，飞动自然，如骤雨旋风，随手万变。他的书法
虽率意颠逸，千变万化，而法度具备。怀素与张旭形成唐
代书法双峰并峙的局面，也是中国草书史上两座不可企及
的高峰。传世书迹有《自叙帖》、《苦笋帖》、《食鱼
帖》、《圣母帖》、《论书帖》、《大草千文》、《小草
千文》诸帖。其中《食鱼帖》极为瘦削，骨力强健，谨严
沉着。而《自叙帖》其书由于与书《食鱼帖》时心情不同，
风韵荡漾。真是各尽其妙。米芾《海岳书评》：“怀素如
壮士拨剑，神采动人，而回旋进退，莫不中节。”唐代诗
人多有赞颂，如李白有《草书歌行》，任华有《怀素上人
草书歌》。











书法艺术的品鉴与欣赏

 一、书法作品的形式

 形式要素：

 1.主体文字（实用性，纯观赏性）

 2.款识（配合主体文字的辅助性文字，形式
上亦为主体文字的陪衬）

 3.印章（作品真实性的证明，作品空间色彩
的点缀）



 二、书法艺术的生态形式

 书法艺术的生态形式组成：

 1.文字语义层、

 2.笔墨外形层（点画仪态、结构样式）

 3.墨象层（筋骨肉血、精神气质）

 4.历史文化层（性情道德伦理）

 （一）、文字语义层

 原始层面，非书法的语言功能。但是
文人书法的重要内容。是传统书法抒情、
达性、修身、教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有
感而发。2.影响阅读快乐。



（二）、笔墨外形层（点画仪态、结构样式）

书法的物质层面，字体和书体，是点画
线条构筑的形象。

（三）、墨象层（筋骨肉血、精神气质）

是书法的笔墨外形层在欣赏者心灵中
形成的一种综合影像。由形转象，是主体
对对象的大空间、远距离、模糊化、整个
精神的综合把握。无生命的笔墨外形因主
观介入而获得“活的形式”，书法的笔画
线条获得了力量，获得了某种虚幻的“生
命”。是主体再创造的物质构架，是期待
读者投入的“召唤结构”



 （四）、历史文化层（性情道德伦理）

 是对书法笔墨形式的超越，把大量非
书法的内容如道德，自然、性情、学问、
气质、人格等纳入书法的笔墨中。具有极
大的不确定性。需要欣赏者具有特殊的鉴
赏心理铺设。如学问、修养和文化观念，
审美观念等的“心理定向期望”（期待视
野）是想象的自造之境。

 黄庭坚《跋颜公壁间书》“余观颜尚书死，
李希烈时壁间所题字……”。



南宋理学家
朱熹

http://hzdaily.hangzhou.com.cn/dskb/html/2006-12/31/content_1692193.htm
http://hzdaily.hangzhou.com.cn/dskb/html/2006-12/31/content_1692193.htm
http://www.jlws.com.cn/book.asp?id=461
http://www.jlws.com.cn/book.asp?id=461


 余少时曾学此表，时刘共父（珙）
方学颜书《鹿脯帖》，余以字画古今
诮 之，共父谓曰“我所学者，唐之忠
臣，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耳。”时余
默然亡以应 ，观此谓“天道祸淫，不
终厥命“者，益有感于共父之言。
（题曹操帖）



 一、早期的拟喻式品评方式

（汉末－－唐宋）

 （一）、基本含义：在描绘书法形式美构
成时，采用自然物和类型化的人物形象以
拟喻方式描述书法形象的静态美和动态美。

 （二）、基本特点：类比

1.活态

.    2.活趣

3.活境



（三）、原因分析：
1、受汉末九品选人制和清议风气的影响，重视
品藻人物的神韵气度。

时人目王右军飘若游云，矫若惊龙。
有人叹王恭形貌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世说新语.容止》



2、传统类比思维和象征思维的影响。
类比是用已有的经验图式去描述解释新感知的事物，

两者再某些方面有相似性。

象征以符号或图式代表某些特定的含义和观念。以
《周易》为代表，文字本身就是具有特定象征意义的语意符
号。书法艺术是双重符号系统，书法艺术的目的不是真实再
现事物而是按约定俗成的规则艺术的书写汉字书家在书写时
可以把内感外应的各种力场或力（形式张力和情感张力）的
轨迹，融入到字体结构、笔墨线条和篇章布局之中，这些因
素相互作用形成作品的张力。书法的纯粹视觉形式符号蕴含
着特定的张力。）

圣人作易，立象以尽意。意。先天，书之本也；象，
后天，书之用也。（刘熙载《艺概.书概》）



3、以象评书是复演生命的世界。书法的抽象
线条源于对感性世界的生命意象的凝练。
（囊括万殊，裁成一象）（朱良志教授）

观乎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
飞兽骇之姿，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
或重若崩云，或轻若蝉翼；导之则泉注，顿
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
犹众星之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
能成，信可谓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翰不虚
动，下必有由。（孙过庭《书谱》）



http://www.yayanet.cn/?action-viewthread-tid-6937
http://www.yayanet.cn/?action-viewthread-tid-6937


4、自然、人物和书法形象三者的抽象运
动形式的形式同构和艺术心理学中的
“通感”、“联觉”作用。



松树

http://me.bato.cn/index.php?action/viewspace/itemid/19131
http://me.bato.cn/index.php?action/viewspace/itemid/19131


清.吴昌硕

http://minzushuhua-china.com/shds/2007/0402/article_23.html
http://minzushuhua-china.com/shds/2007/0402/article_23.html


罗中立

http://pm.cangdian.com/Data/2006/PMH00851/CD002233/html/CD002233-0042.html
http://pm.cangdian.com/Data/2006/PMH00851/CD002233/html/CD002233-0042.html


河南.

李伯安

http://www.3hao.org/dv_rss.asp?s=xhtml&boardid=221&id=2690&page=6
http://www.3hao.org/dv_rss.asp?s=xhtml&boardid=221&id=2690&page=6


吴昌硕

http://www.shufa.org/bbsnews/?17858/spacelist-bbs-view-image-page-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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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形象（天）（云布星流、危峰阻日等）－－力
的抽象运动形式－－再抽象运动属性－－刚柔、强
弱、深浅、快慢、急徐、藏露、明晦等

 书法笔墨形式（笔画线条）－－抽象为运动的力形
式（轻重、浓淡、燥润、方圆、长短、欹正、擒纵）
－－纯形式运动属性、天人笔墨形式共有的－－刚
柔、强弱、深浅、快慢、急徐、藏露、明晦等

 人（生命构造形式：筋骨血肉神气；气质之性：雅
俗清浊刚柔。生命运动形式：喜怒哀乐愁郁：社会
之性：善恶忠奸真伪－－生命运动形式抽象为“力”
的运动形式－－再抽象－－刚柔、强弱、深浅、快
慢、急徐、藏露、明晦等



东汉.崔瑗《草书势》：

 观其法象，俯仰有异：

 方不中矩，圆不中规：

 抑左扬右，望之若欹。

 兽踦鸟歭，志在飞翔；

 狡兔暴骇，将奔未驰。



东汉.蔡邕《九势》：

 书之为体，需入其形。

 若坐若行，若飞若动，

 若往若来，若卧若起，

 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

 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失，

 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

 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

http://www.iqh.net.cn/bbs/PrintPost.asp?ThreadID=487
http://www.iqh.net.cn/bbs/PrintPost.asp?ThreadID=487


晋.卫铄

 横如千里阵云，

 点如高峰坠石，

 撇如陆断犀象，

 竖钩如百钧弩发，

 竖如万岁枯藤，

 斜钩如崩浪雷奔，

 弯钩如劲弩筋节。



梁武帝.萧衍

 王右军书：

 龙跳天门，

 虎卧凤阙



梁宋.袁昂《古今书评》

 1.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
爽爽有一种风气。

 2.羊欣书如大家婢为夫人，虽处其位，而
举止羞涩，终不似真。

 3、卫恒书如插话美女，舞笑镜台。



南唐.李煜

 颜真卿书如厚皮馒头，

叉手并脚田舍汉。



钟嵘《诗品》

 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彩
镂金”

 评谢灵运“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置映
尘沙”



 二、后期三种品评标准的确立
（唐宋－－明清）

道德批评、历史批评、美学批评。

 （一）.道德批评
 1、基本含义：
 以作者的品行（后泛及人格、政治态度等），来肯定和否定书家的艺

术成就和历史地位。（知人论世、以人论书、非书法批评）
 孙过庭《书谱》“自称胜父，不亦过乎，且立身扬名，事资显尊；胜

母之理，曾参不入。以子敬之豪翰，绍右军之笔札，虽复粗传楷则，
实恐未克萁裘。

 传统书法的最高批评形式。
 （1）德成而上，艺成而下。道德高于艺术。
 （2）高尚道德缔造高雅艺术。是儒家社会政治理想的反映，体现中

国书法的”人格化“。
 赵孟俯 ”右军人品甚高，故书入神品“



 （一）.历史批评

 强调合乎古法，讲正统，重师承，笔笔有
来历。摹古派的主张。

 （1）绝对拟古

 （2）入古出新。



 （二）.美学批评

 关注书法的造型及笔墨形质所展示的艺术
内蕴及美感。多重力量、重神采。

 张怀鹳“以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
居下”

 “粗不为重，细不为轻”（王僧虔）

 “书必有神、气、骨 、肉、血，五者阙一，
不为成书也”（苏轼）



四、传统书学的品级理论

 以书法形式美（骨力、风神、神采）为标
准，将书法分为神、妙、能、逸四品

 （1）神品：超凡 脱俗，出神入化，既肆
笔旁出，有合乎法度，具有艺术创造的普
遍性。



 （2）妙品：技巧精熟，形式多样，汇集众
美

 （3）能品：技巧精熟，循规蹈矩。

 （4）逸品：不拘常法，得之自然。似无规
矩，亦合法度。逾古法而倡个性。



四、书法的现代品评方法

 （一）法意统一的品评观

 1、法：指形质、技巧、工夫、法度、师授
的内容。在书法作品里表现为以点画笔墨
为主的可以直观的有形之象。

 2、意：指神采、天然、气韵、性情、自然、

 意气等内容。在书法作品里表现为无形可
察的、可以意会的情感、审美趣味等。



 （二）、技巧的高低、功力的深浅和品格
的雅俗是品评书法艺术的三大要素。把外
在的点画、结构、章法和内在的意蕴、个
性、情感结合相互渗透。可体现为九个方
面。

 （三）、书法的九大审美标准

 1、点画的形质美

 2、笔调的韵律美

 3、用笔的力度美

 4、通篇的气势美

 5、结构的形式美



 6、形式的变化美

 7、内涵的意蕴美

 8、人化的自然美

 9、风格的个性美

 （1)、点画的形质美:

 外形式：方圆、曲直、藏露、粗细等有圆
浑的立体感，藏骨抱筋的美。

 内形式：质感、分量、力度、韵律等有韵
味的涩感。

 2、笔调的韵律美



 指用笔的节奏的变化，通过用笔的轻重、
疾徐、肥瘦、动静和墨色的浓淡、干润的
的变化所表现的一种空灵动荡的意境。

 （3）、用笔的力度美：

 功力的体现，驾驭笔墨技巧所体现的外在
形式。力度通过筋、骨两种内形式表现出
来，“筋”为内含之力，阴柔之美；“骨”
为果敢之力，阳刚之美。贵在潜伏内藏而
不外露。

 （4）、通篇的气势美：

 由笔势、体势、行气和章法所构成。力量



 的充溢是书法艺术的物质基础；气势的流畅是书
法艺术的精神基础；韵律的生动是书法艺术的情
感基础。

 （5）、结构的形式美

 结体的奇正、开合、疏密、参差等符合平衡协调、
对比和谐、多样统一的形式美 法则

 （6）、形式的变化美

 包括点画、结构、章法的外形式的变异。

 （7）、内涵的意蕴美

 指 作品中融入了主体的思想、情致、个性、情感、
及其审美理想，使作品染上感情色彩和自然的趣
味。是超越法度之外的心灵反映。



 （8）、人化的自然美

 在创作过程中，效法自然，经过人为努力
而复归于自然的创作效果。是无为的境界。

 （9）、风格的个性美

 指 作品中融入了主体的作者的艺术个性、
达到法和意、形与神、理与趣的统一。是
书法家成熟的标志。是艺术作品的人格化
和个性化。风格即人。

 （10）、其它

 人品与书品 、师承渊源、人书俱老。



第七章 字内空间和字外空间
－－魏碑书法作品欣

赏



一、字内空间与字外空间

 1.字内空间：

汉字外围点画以内的空白面积。





2.字外空间：
汉字外围点画以外的空白面积。



 （1）单字空间



 （2）行空间







 （3）段落空间





（4）篇章空间



3.字内空间和字外空间的关系

 既有相互独立的情况，又有相互联系，不
能区分的情况。是书法艺术的基本形式构
成因素。（计白当黑）





 不同的书体，不同的书家对字空间的处理是
不同的。（字空间的均匀度和对比度）

 如魏碑的结字：

 “斜画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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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魏碑书法概况

 魏碑是指我国南北朝时期（公元420—588
年）文字刻石的统称。

 （一）、魏碑的分类。分为四类：

 1造像题记。如《龙门二十品 》等

 2墓志铭，如《张玄墓志 》 、《刁遵墓志 》等

 3碑刻，如《张猛龙碑 》 、《爨宝子碑 》等

 4摩崖刻石,如《石门铭 》 、《瘗鹤铭 》等



孙秋生造像



魏灵藏造像



（二）魏碑的分期：

 第一阶段：从十六国到北魏初期（孝文帝
迁都之前）。楷隶交叉，形构为楷，笔法、
体势、章法为隶，或形构为隶，笔法为楷。
如前秦《广武将军碑》，高句丽《好大王
碑》、后燕《崔遹墓志》、北凉《沮渠安
周造佛寺碑》、《中岳嵩高灵庙碑》。

 。



《嵩高灵庙碑》



 第二阶段：从孝文帝迁都到北魏后期。形成
雄奇角出，刚健峻拔的魏楷审美特征，开启
新风。以龙门石窟造像题记和邙山墓志为主。

 《始平公造像》



《杨大眼造像》







《元怀墓志》



《元晖墓志》



 第三阶段：从东、西魏到北齐、北周。书法
复古潮流，出现大量楷隶和与篆书交混的作
品。如《泰山金刚经》、《四山摩崖刻经》
等。也出现了纯粹的楷书石刻，如东魏《吕
望碑》北齐《赵郡王修寺颂》，《朱昙思等
造塔记》等。开隋唐楷书先河。





（三）、魏碑的风格

 1、奇崛类：

 《中岳嵩高灵庙碑》

 《石门铭 》

 《泰山金刚经》

 《姚伯多造像记》



《石门铭》



《瘗鹤铭》



2、端庄类：
《郑文公碑》等。

介于奇崛与端庄之间者更多。



《郑文公碑》





3、俊丽者：
《张玄墓志》、《敬使军碑》、

《崔敬邕墓志》、《高归彦造像记》
等。



张玄墓志



魏碑的总体风格：

 粗犷质朴、天资纵横，不修边幅而自有情
趣。用笔多见方峻，刀痕毕露，更有峭厉
之感，北碑的精神在质朴天然，多放纵，
少修饰；与含蓄蕴藉、潇洒流美或庄重敦
厚的书风有别。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

 今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
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
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笔画完好，精
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
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
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四
也；笔法舒长刻入，雄奇角出，迎接不暇，
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有是五者，不
亦宜于尊乎？



 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可宗，可宗为何？曰
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
曰笔法跳越，五曰意态奇异，六曰精神飞动，
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
成，十曰血肉丰美 。

 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
宕，构字亦紧密非常，岂与晋世皆当书之会
也？何其工也？譬江汉游女之风诗，汉魏儿
童之谣谚，自能蕴蓄古雅，有后世学士所不
能为者，故能择魏世造像记学之，已自能书
矣。



 《爨龙颜》为雄强茂美之宗
 《石门铭》为飞逸浑穆之宗
 《吊比干文》为瘦硬峻拔之宗
 《张猛龙》为正体变态之宗
 《始兴王》为质峻偏宕之宗
 《敬显隽》为峻美严整之宗
 《晖福寺》为丰厚茂密之宗
 《张玄》为质峻偏宕之宗
 《高植》为浑劲质拙之宗
 《李超》为体骨峻美之宗
 《杨大眼》为峻健丰伟之宗
 《刁遵》为虚和圆静之宗
 《吴平忠侯神道》为平整勻净之宗
 《经石峪》为榜书之宗



第八章 书法的实用性－－
小楷作品欣赏

 书法实用性对书法艺术的影响

 1.正作用：存在基础和发展动力。

 2.反作用：过于规范，缺乏变化。



钟繇《贺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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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
《汲黯传》



米芾



文征明



何绍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