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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横画为主的字，应尽量突出横在

字中所能发挥的平衡稳定作用。在楷书

中，横不是水平的，一般要略向右上倾

斜；也不是直的，中间有弧度。

下面是不同风格的以横为主笔的字，请说说它们的不同。

《始平公造像记》 《玄秘塔碑》《雁塔圣教序》 《颜勤礼碑》

观察比较

第 一 单元

第 1 课  以横为主笔的独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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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横的中部一般都有弧度，有的向下弯，称作“偃（y2n） ”；有的向

上翘，称作“仰”。一个字如果有几个横，就要考虑“偃”、“仰”配合使用。

请说说下面这些字里空心的横哪个是“仰”的，哪个是“偃”的。

直 记

2. 请用硬笔尝试临摹下面的字。

魏碑的方笔典型

北魏的时候，僧人慧成捐资在洛阳造

了一座佛像，为去世的父亲始平公祈福。

他在佛像旁边刻写题记，表达自己的愿

望，这就是《始平公造像记》。它的字迹是

阳文（就是突出石面的），在碑刻中比较

少见。笔画因刀刻等缘故而显得很方正，

后人认为它是魏碑中方笔的代表作之一。

《始平公造像记》（局部）

辅助练习

书法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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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课  以竖为主笔的独体字

独体字中部如果有竖画，常常要起

支撑作用。无论是长是短、是粗是细，

也无论是垂露还是悬针，都要找准它的

位置，使它真正起到稳定的作用。

当两竖在一起时，竖的中部一般要有一定弧度。弯弧的朝向也有讲究：

如果两笔的弯弧都朝外，如“（）”，叫“相向”，像两人面对面；如果都朝内，

如“）（”，叫“相背”，像两人背对背。这种关系统称为“向背”。

请说说下面这些字里“相向”和“相背”的竖的不同。

辟阖门

观察比较



4

1. 请用铅笔或钢笔以双钩的方式把下面这些字所缺的竖补上。

2. 请用硬笔尝试临摹下面的字。

魏碑的圆笔典型

北魏时，郑家为“四大家族”之一，

郑羲在朝中地位显赫。然而他去世之后，

郑家接连遭受打击。他的儿子郑道昭远离

京都洛阳，出守山东，在云峰山、太基山、

天柱山等处留下很多摩崖书迹。其中最有

影响的是《郑文公碑》，笔画比较圆润，较

少棱角，所以后人认为它是魏碑中圆笔的

代表作之一。

辅助练习

邦 神

书法常识

《郑文公碑》（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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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课  以撇、捺为主笔的独体字

以撇、捺为主笔的独体字，撇、捺

对结构的稳定起主要作用。书写时要特

别注意以下几点：

1．撇、捺的长短、粗细以及曲直

变化。

2．撇与捺夹角的大小。

3．撇尾和捺脚的位置高低。

4．当撇、捺交错时，找准交叉点

的位置。

下面是不同风格的“文”字，请说说它们撇、捺写法的不同。

《颜勤礼碑》《董美人墓志》 《九成宫碑》 《雁塔圣教序》

观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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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用铅笔或钢笔以双钩的方式把下面这些字所缺的撇或捺补上。

2. 请用硬笔尝试临摹下面的字。

榜书

古人把特别大的字称作“榜书”。在泰山南麓（l&）一个叫经石峪的山谷中

有一个宽 40 米、长 60 米的平缓石坪， 上面刻有单字 0.5 米见方大小的佛教《金

刚经》2799 字，非常壮观。这么大型的榜书，历代罕见。

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局部）

辅助练习

广 ( 广 ) 天

书法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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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课  以竖钩、弧钩为主笔的独体字

下面是不同风格的带竖钩的字，请说说它们的不同。

竖钩或弧钩如果居于字的中央，就

是整个字的主心骨，书写时应该注意以

下三点：

1．确定笔画所在的位置是中轴线、

左半格还是右半格。

2．确定钩的位置。

3．找准竖、弯和其他笔画的交叉

点的位置。

东

《颜勤礼碑》《雁塔圣教序》《九成宫碑》《董美人墓志》

观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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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用铅笔或钢笔以双钩的方式把下面这些字所缺的竖钩或弧钩补上。

2. 请用硬笔尝试临摹下面的字。

《等慈寺碑》

《等慈寺碑》是唐朝初年的石碑，

石碑上没有书写者的名字，而碑文由唐朝

著名学者颜师古撰写，记录唐太宗建立寺

庙、颂扬战功、悼念战死将士等事情。碑

石在近代遭到破坏，仅保存了四块，现藏

在郑州市博物馆。其书法结构严谨，用笔

饱满，保留了楷书由隋朝过渡到唐朝的风

格特征。

辅助练习

《等慈寺碑》（局部）

求 乎

书法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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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钩又称戈钩，以斜钩为主笔的独

体字，不容易写稳，书写时应注意以下

几点：

1．斜钩要舒展，长度要合适、到位。

2．要控制好斜钩的弯度，既不能

太直，也不能太弯。

3．出钩不能太短，也不要太长。

4．和斜钩交叉的横画一般不宜长，

并且要配合斜钩向右上仰起一些。

下面是不同风格的带斜钩的字，请说说它们的不同。

哉 氏 民

《颜勤礼碑》《雁塔圣教序》《九成宫碑》《董美人墓志》

观察比较

第 二 单元

第 5 课  以斜钩为主笔的独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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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用铅笔或钢笔以双钩的方式把下面这些字所缺的斜钩补上。

2. 请用硬笔尝试临摹下面的字。

铁门限

智永是隋朝僧人，俗

名王法极。他是王羲之的

七世孙，据说为学书法多

年不下楼。人们喜爱他的

书法，竞相索要，竟把寺

庙门槛踩坏了，只得裹上

铁皮，号称“铁门限”。

他曾用楷书、草书二体书

写了 800 本《千字文》，

原迹现在仅留下一本。

智永《千字文》（局部）

辅助练习

成 或

书法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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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课  瘦长、扁宽形的独体字

带有横折或横折钩的字，其外轮

廓的形状常为扁方或长方。横长竖短的

字，多呈扁方结构 ；横短竖长的字，多

呈瘦长形结构。

书写时要仔细观察字的外部形态及

笔画之间的远近疏密关系，并了解它们

的结构特征。

下面是不同风格的带横折钩的字，请说说它们的不同。

两

《董美人墓志》 《九成宫碑》 《雁塔圣教序》 《颜勤礼碑》

观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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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门沟

1. 请用铅笔或钢笔以双钩的方式把下面这些字所缺的横折钩补上。

2. 请用硬笔尝试临摹下面的字。

碑帖

一般的“碑”指墓碑、纪念碑等

石刻。广义的“碑”还包括摩崖、造

像题记等其他石刻。“帖”在唐宋以

后一般指名家书作原迹或刻本（在这

个意义上，也称为“刻帖”）。现在常

以“碑帖”泛指石刻或刻帖的拓本，

甚至更宽泛地用来指书法学习的各种

范本。

原石与拓片颜氏家庙碑

辅助练习

书法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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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斜结构的字，笔画相对集中于

一侧，全字左右的分量不很均衡。书

写偏斜结构的独体字，首先要认真研

究导致偏斜的那个笔画的形态和位

置，找准起笔位置、行笔轨迹和收笔

位置 ；其次还要认真分析这个笔画与

其他笔画之间的搭配组合关系，使其

险中求稳、偏中取正。

下面是不同风格的“九”字，请说说它们的不同。

《颜勤礼碑》《雁塔圣教序》《九成宫碑》《董美人墓志》

观察比较

第 7 课  偏斜结构的独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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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尸

1. 请用铅笔或钢笔以双钩的方式把下面这些字所缺的笔画补上。

2. 请用硬笔尝试临摹下面的字。

拓本

拓（tà），也称椎（chuí）拓。“拓本”

就是用椎拓方法制作的翻印件，也称为“拓

片”。椎拓方法是：在石面上刷一层有轻微

黏（nián）性的特制液体 , 再将宣纸覆盖上

去，喷少量水后用鬃（z4ng）刷等工具在纸

上反复椎打，使其嵌入石面凹槽，然后以“拓

包”蘸墨在纸面上拍打，纸张上就留下了

字迹。

椎 拓

辅助练习

书法常识

拿一张纸覆盖在硬币

上，用铅笔轻轻地擦，你

就能得到一张简易的硬币

“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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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书法，临摹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临摹来学习正确的书

写方法，应用到我们的汉字书写中。

[ 出处和释义 ]

“上下五千年”通常用来形容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

[ 单字书写提示 ]

“ ”字呈三角形，以底部长横为主笔， 竖画不宜过长， 用笔要饱满。

“ ”字呈倒置三角形，上横为主笔，竖画要短促，点面沉实有力。

“ ”字呈梯形，上横短，下横长，横向笔画布白要均匀。

“ ”字首笔为短平撇，横画突出，竖画不宜过长。

“ ”字以竖画为主笔，在长横的中右部穿过。其他笔画不宜过长。

[ 整幅书写提示 ]

1  “ ”、“ ”、“ ”、“ ”、“ ”皆为独体字。

2  “ ”、“ ”、“ ”均以长横为主笔，书写时要注意突出长横。

3  “ ”、“ ”以竖画为主笔，书写时务必调整好竖画姿态，使其直立、

挺拔。

4  观察字形，把握主笔位置。

5  独体字笔画少，笔画间隔较大，宜饱蘸墨，用笔稍重。

第 8 课  集字练习  上下五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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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把这五个字双钩在一张小卡片上，正好做书签。

[ 书写规格建议 ]
可写成横幅或竖幅。

辅助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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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单元开始，我们学习合体字。

“单人旁”的字大多属于左窄右宽

结构，第一笔是斜撇，第二笔为垂露竖。

竖画一般从撇的中部起笔。“单人旁”

在与不同部件搭配时会有高矮、宽窄的

变化。

“单人旁”和右边部件之间要考虑

向背关系。

伟

下面是不同风格的“单人旁”的字，请说说它们的结构特点。

《颜勤礼碑》《雁塔圣教序》《九成宫碑》《董美人墓志》

观察比较

第 9 课  单人旁

第 三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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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1. 请用铅笔或钢笔以双钩的方式给下面这些字补上“单人旁”。

倪

2. 请用硬笔尝试临摹下面的字。

双钩廓填

双钩廓填是古代复制书法作品的方法。具

体步骤是：把透明度较好的纸覆盖在原迹上，

用细线精确钩出笔画轮廓，再对应原迹填墨。

王羲之 《何如帖》

辅助练习

何

书法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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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人旁”一般第一撇略短，第二

撇稍长，两撇的斜度接近 ；竖画从第二

撇的中部落笔，用笔短促有力，应为垂

露竖。

书写左边时要先想到右边部件，

两部分之间不要发生冲突，这称作“揖

让”。当然，还要注意左右部件之间的

向背关系。

下面是不同风格的“双人旁”的字，请说说它们的结构特点。

徒 德

后

《董美人墓志》

后
《九成宫碑》

后
《颜勤礼碑》《雁塔圣教序》

征

观察比较

第 10 课  双人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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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1. 请用铅笔或钢笔以双钩的方式给下面这些字补上“双人旁”。

2. 请用硬笔尝试临摹下面的字。

书丹

刻碑前要先在碑石上

写字，然后依样镌（juān）

刻。为了清晰醒目，常常用

红颜料来写，称作“书丹”。

现在还能看到一些书丹而

未刻的古代碑石或砖瓦。

书丹后还没刻的字迹

辅助练习

彼

书法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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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不同风格的“三点水”旁的字，请说说它们的结构特点。

“三点水”的三点多呈一条弧线（如

左图），弯曲程度一般与右侧部件的形

态有关：如果右侧中部比较宽，那么弯

度就大一些，反之就小一些。

第一点的方向指向字中心，第二点

常常与第三点呼应，第三点是提，末尾

指向右侧第一笔的起笔处。

右边部件如果有长横，要注意起笔

的位置，善于利用三点之间的空白，这

称作“穿插”。

《董美人墓志》 《九成宫碑》 《雁塔圣教序》

凑

《颜勤礼碑》

观察比较

第 11 课  三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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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洞 深

1. 请用铅笔或钢笔以双钩的方式给下面这些字补上“三点水”。

2. 请用硬笔尝试临摹下面的字。

摹勒上石

在石头上直接书丹有时很不方便，人们逐渐摸索出了摹勒上石的办法。

1  摹，复制一件摹本；

2  勒，用朱笔在摹本背面勾勒出字的轮廓；

《集王圣教序》（局部）

3  上石，在碑面上施一层薄蜡，

将摹本覆盖上去，轻轻捶拍，使摹本

背面的朱色沾染到薄蜡上，碑面显示

出清晰的字形，刻工就可以刻了。

辅助练习

书法常识

诸葛神力是这块

碑的勒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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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心旁”左侧为垂点，右侧是斜

点，左点向右上出锋带出右点，一般左

点低、右点高，两点相互呼应。竖画立

于两点之间，应为垂露竖。竖不是笔直

的，要略带弯度。

下面是不同风格的“竖心旁”的字，请说说它们的结构特点。

《九成宫碑》 《雁塔圣教序》 《颜勤礼碑》《玄秘塔碑》

观察比较

第 12 课  竖心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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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 恪

1. 请用铅笔或钢笔以双钩的方式给下面这些字补上“竖心旁”。

2. 请用硬笔尝试临摹下面的字。

法帖之祖

“法帖”就是可以师法的帖。宋朝有

个文教机构叫“秘阁”，收藏了不少古代

书法作品，淳化年间宋太宗下令刻石复制

以扩大传播范围（992 年完成），称作《淳

化秘阁法帖》，简称《淳化阁帖》或《阁

帖》。它被后人尊为“法帖之祖”。

辅助练习

书法常识

《淳化阁帖》（局部）

释文：适得书知足下问吾 / 欲

中泠甚愦愦向宅 / 上静佳眠

都不知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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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手旁”首笔为短横，笔势上仰；

竖钩挺拔，中部微曲，与短横的交叉点

不要放在正中，要偏右一些 ；出钩时笔

锋要调好 ；提的末端指向右侧第一笔。

右边的笔画和部件，要善于穿插，

利用好左边留下的空白。

下面是不同风格的“提手旁”的字，请说说它们的结构特点。

捐 扫

《董美人墓志》 《九成宫碑》 《雁塔圣教序》 《颜勤礼碑》

观察比较

第 13 课  提手旁

第 四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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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 捐 掃（扫）

1. 请用铅笔或钢笔以双钩的方式给下面这些字补上“提手旁”。

2. 请用硬笔尝试临摹下面的字。

笔法

书法三要素包括笔法、字法和章法。

广义的笔法指毛笔的使用方法，包括执笔法在内 ；狭义的笔法则主要

指笔画的书写方法。笔画是汉字字形的基本单位，笔法是书法的基础。

辅助练习

永字八法：

① 侧（点）     ② 勒（横）

③ 努（竖）     ④ 趯（tì, 竖钩）

⑤ 策（挑）     ⑥ 掠（长撇）

⑦ 啄（短撇） ⑧ 磔（zhé, 捺）

书法常识

②

③

④

⑤

⑥

⑧

①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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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字旁”首笔横画短促上仰 ；

竖画穿过横画右端，竖画末端常带有小

钩 ；撇起于横与竖的交叉点上 ；右点不

宜伸张，要给右侧部件让出地方。

下面是不同风格的“木字旁”的字，请说说它们的结构特点。

《雁塔圣教序》《九成宫碑》《董美人墓志》 《颜勤礼碑》

枢

观察比较

第 14 课  木字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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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 ( 枢 )横

1. 请用铅笔或钢笔以双钩的方式给下面这些字补上“木字旁”。

2. 请用硬笔尝试临摹下面的字。

字法

字法，也称“结构”、“结字”、“结体”等，包括两方面：首先是按照文字

的基本规则来书写，其次是运用书法的原理对汉字进行艺术化的塑造。字法与

笔法互为作用，没有笔法则字法失去基础，没有字法则笔法没有归宿。

辅助练习

篆书 楷书隶书

书法常识

请同学们观察，篆

书、隶书和楷书的结字方

式是有所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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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课  左耳旁

“左耳旁”的第一笔是横折折钩，

第二笔为竖。横折折钩有一定难度，尤

其应注意不要写得太宽、太大，以免影

响到右侧部件的书写。

右边部件要配合“左耳旁”，形成

合理的穿插关系。

下面是不同风格的“左耳旁”的字，请说说它们的结构特点。

陵 阳 陈

《颜勤礼碑》

阳

《雁塔圣教序》

阳

《九成宫碑》

观察比较

《董美人墓志》

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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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 (阴 )陵 阳 (阳 )

1. 请用铅笔或钢笔以双钩的方式给下面这些字补上“左耳旁”。

2. 请用硬笔尝试临摹下面的字。

章法

章法也称“布白”，指一

幅书法作品整体篇章格局的安

排方法。字法要处理笔画与笔

画、部件与部件之间的关系，

章法则主要关注字与字、行与

行、正文与落款的关系。章法

以字法和笔法为基础，笔法和

字法最终服务于章法。

辅助练习

隶书 楷书

书法常识

请同学们观察，隶

书和楷书的章法是有所

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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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课  集字练习  以文会友

[ 出处和释义 ]
出自《论语·颜渊》。指通过文字来结交朋友。

[ 单字书写提示 ]

“ ”字为左右结构，字形不宜过高，但左右之间要拉开一定距离，中

间留出空白，可谓“疏可走马”，左右之间以笔势遥相连接。

“ ”字点与横画可作连笔书写，撇、捺要舒展流畅。

“  ( 会 )”字为覆盖式结构，上宽下窄。“人字头”要宽广而疏朗，下

部结构居中，被遮挡在“人字头”之下。

“ ”字中出现两撇一轻一重、一长一短，撇尾处理要有所不同。捺画

有明显的波形特征。

[ 书写规格建议 ]
可以写成横幅、竖幅，也可以写成斗方。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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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把这四个字做成一张小卡片，送给我的好朋友。

辅助练习



原

字

描

红

双

钩

对

 

临

班级：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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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课
书写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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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描

红

双

钩

对

 

临

班级：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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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课





原

字

描

红

双

钩

对

 

临

班级：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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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课





原

字

描

红

双

钩

对

 

临

班级：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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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课





原

字

描

红

双

钩

对

 

临

班级：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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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课





原

字

描

红

双

钩

对

 

临

班级：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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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课





原

字

描

红

双

钩

对

 

临

班级：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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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课





班级：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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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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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描

红

双

钩

对

 

临

班级：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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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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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描

红

双

钩

对

 

临

班级：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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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课





原

字

描

红

双

钩

对

 

临

班级：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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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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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描

红

双

钩

对

 

临

班级：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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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课





原

字

描

红

双

钩

对

 

临

班级：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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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课





原

字

描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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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临

班级：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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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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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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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临

班级：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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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课





班级：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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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