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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的汉字，分为实用字体和艺术字体两大类。
其中实用字体是经过劳动人民不断探索、创造而形成的传播人类文明的文字。
它起源于象形文字。
公元1899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的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是今天能见到的最古老的商代甲骨文，
距今已有三干多年的历史。
以后相继出现的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以及后来的宋体、黑体、仿宋体及多种印刷字体，被
广泛应用于报刊、书籍里，或是商业设计和公共场所的各种标志性设计中。
它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而不断完善和发展。
　　以装饰手法绘写的艺术汉字，是融装饰性和绘画性为一体的艺术性字体，古已有之。
东汉文学家许慎，把字体分为六种，其中有一种叫做“鸟虫书”。
这种字体构思灵巧，笔画模仿鸟虫的造型，有浓厚的装饰味。
这是古文字时代的艺术字体，说明我们的祖先在很久以前就能写出优美的字体了。
“飞白书”也是古代的一种艺术字体，它产生于东汉，盛行于唐代，是用扁平的竹笔书写，类似现在
用粉笔在水泥黑板上书写一般。
从《乾隆御制三十二体篆书盛京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古代艺术字体的风釆，其中蝌蚪篆“为字之祖
，像虾蟆子形也⋯⋯上古无笔，以竹筵点漆书竹上，竹硬漆腻，画不能行，似其形耳”（宋.吾衍《论
篆书》），璎珞篆是“汉刘伯升夜观星像”而作（清.傅恒等《乾隆御制三十二体篆书盛京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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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汉字，分为实用字体和艺术字体两大类。
其中实用字体是经过劳动人民不断探索、创造而形成的传播人类文明的文字。
它起源于象形文字。
公元1899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的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是今天能见到的最古老的商代甲骨文，
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以后相继出现的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以及后来的宋体、黑体、仿宋体及多种印刷字体，被
广泛应用于报刊、书籍里，或是商业设计和公共场所的各种标志性设计中。
它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而不断完善和发展。
以装饰手法绘写的艺术汉字，是融装饰性和绘画性为一体的艺术性字体，古已有之。
东汉文学家许慎，把字体分为六种，其中有一种叫做“鸟虫书”。
这种字体构思灵巧，笔画模仿鸟虫的造型，有浓厚的装饰味。
这是古文字时代的艺术字体，说明我们的祖先在很久以前就能写出优美的字体了。
“飞白书”也是古代的一种艺术字体，它产生于东汉，盛行于唐代，是用扁平的竹笔书写，类似现在
用粉笔在水泥黑板上书写一般。
从《乾隆御制三十二体篆书盛京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古代艺术字体的风采，其中蝌蚪篆“为字之祖
，像虾蟆子形也⋯⋯上古无笔，以竹筵点漆书竹上，竹硬漆腻，画不能行，似其形耳”（宋·吾衍《
论篆书》），璎珞篆是“汉刘伯升夜观星像”而作（清·傅叵等《乾隆御制三十二体篆书盛京赋》）
等，其字体都是图形化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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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7.隶书　　在小篆通行不久，民间又创造出一种比小篆更为简便、更为定型的新书体，这就是“
隶书”。
隶书开始时是写得比较草率和不够规范的小篆。
到秦始皇统一文字时，隶书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规范的字体。
隶书改篆书一味圆转的线条为方折的笔画，顺应了当时社会对书写方便和规范的需要。
相传，有一个名叫程邈的犯人，在狱中把民间流行的隶书整理出3000个字，传给秦始皇。
秦始皇大为赞赏，破格提拔程邈为御史，并准许其字用于小民之间。
此后，隶书不仅仅在秦代民间流行，政府文件也开始用其书写，但重要的诏书仍用小篆书写，所以隶
书在秦代又称“佐书”。
隶书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隶书以前的汉字是用绘画式的线条书写的，而隶书以后的汉字是用横、竖、撇、点、折等笔画构成的
。
自隶书出现后，汉字的结构基本上固定了下来，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随着秦王朝的覆灭，小篆便退出历史舞台，隶书便成为社会首要书写方式和书法的典范。
　　早期的隶书也称秦隶，到了汉代隶书发展成熟，形成今隶，也叫汉隶或八分。
隶书通过将篆书圆转的笔画变化为方折的笔画，并逐渐将汉字结构的形象化改为笔画化，形成了今天
汉字的主要特点，在汉字字体演变上具有承上（篆）启下（楷）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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