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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书法教育作为高等院校素质培养的手段之一，经历了多年之探索和研究，逐步正规化、系统
化和科学化。
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一是真正科班出身的专业教师代替了兼职教师；二是从“欣赏性”的灌输性教学
转向了“体验性”的互动教学；三是书法教材也从普及性、大众化、欣赏性的特点转换为专业性、精
英化、体验性的特点。
无论是公共课还是必修课，都需要更为专业的书法教师，都需要艺术性、学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教
材。
时间进入21世纪，书法高等教育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书法教师若是门外汉，编的教材大多是宽泛冗杂的介绍和隔靴搔痒似的评价，没有真正对名家作品的
临摹和体验，其效果大多不佳；若没有学生参与的教学成果作为支撑，作为教材又很难使人信服。
诚然，有相当的教师编过不少书法教材，但别人一看他未入佳境的作品，就会产生怀疑甚至不屑的拒
绝态度。
十年前，中国美院、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过一些有质量的教材，当时甚有影响，但今天看来就不很适
用了。
它们或多为介绍性教材，或分量太轻，涉及面广而不深入，尤其是没有教师作品现身说法，也没有学
生作品来检验教学效果，所以只能作为普及性阅读教材，学习者收获不大。
　　大学书法教学中，行书书体是最为广泛使用，也是最能普及和实用的书体。
行书包括行楷和行草，兼有楷书和草书之长，学习起来更受学生欢迎。
在篆、隶、楷、行、草五体中，篆、草面最小，学者甚少，也不好学，隶书离今日的实用性太远，而
且难有突破，所以也不适合普及。
只有行书体最适合各个阶层、各种层次的人学习和创作。
无论书法专业的学生或爱好者，还是画家、文学爱好者或普通大众，只要对书法有兴趣者，都可以练
习行书。
行书书写顺手，方便，大方，雅俗共赏。
我们看历届大赛或展览中，行书作品最多，基本上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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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行书是比较晚出的书体。
从形态上说，“行”者，与“坐”、“跑”相对而言。
《说文解字》云：“行者，人之步趋也。
”行书最初又叫“行押书”、“行狎书”。
唐韦续谓：“行书，正之小讹也，钟繇谓之行押书。
”①而《宣和书谱&#8226;行书叙论》日：“自隶法扫地而真几于拘，草几于放，介乎两间者行书有焉
。
于是兼真者谓之真行，兼草者谓之草行。
”言其“贵简易相间流行”。
最初传为刘德升所创，其门下有钟繇、胡昭二弟子。
钟瘦胡肥，而实迹都不可见。
钟繇的楷书确有行书之意趣，也可玄想其行押书之特点。
当然，真正能看到比较清楚的二王行书，也已经是唐代摹本了。
对于行书的特点，苏轼有个形象的说明：楷如坐着，行如行走，草如跑步。
行走最好地体现了动静结合的节奏和韵律，所以，虽然它后起而影响最大，涉及面最广。
行书分为行楷与行草。
所以，简单地说，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边缘性书体，兼有楷书和草书的某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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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他是行书“内撅”①笔法的开创者。
“内撅”又叫“中含”，他将隶书内敛方折的笔势用于行书中，以骨取胜，尖锋入纸，所谓“一拓直
下”，爽利精妙，沉着道劲，笔势道媚，点画精丽，使线条具有弹性和张力。
用笔按锋直引，迅牵急掣，笔势道劲爽利，环转纵引，点画上则锸锐方硬，沉稳厚重。
王氏在变革钟书的行书时，用笔更为简练明快，改钟书之“翻笔”为“一拓直下”，发挥了折笔和侧
锋，简便明快，达到所谓“爱妍而薄质”的地步。
大王之书内撅，刚健中正，流美而静，小王之书刚用柔显，华因实增，形成两种对立而又互补的笔法
系统。
　　第二，结构中宫紧收，骨法洞达，体态轻盈，最得中和之美。
字态则势巧形密，雄秀天然。
结体重心安稳而多姿态，刚柔相济，虚实互生，稳健而不呆板，活泼而不佻达，敲正相生，曲直合度
，最易获得雅俗共赏之美。
与钟书相比，王书更为鼓侧，一改过去的横斜而为斜画紧结，剔除钟书上的隶意，偏旁部件之间形成
了大小、高低、偏正的关系，字态鼓侧，富有顾盼的情调。
　　第三，章法上的疏密、正斜、收放、敲正、方圆充满辩证法。
尤其是部分连写和部分断开，前后交替，错落有致，出现了“疏可走马，密不容针”的效果。
如《丧乱帖》、《初月帖》等。
王氏整合了前人的成果，在生活阅历中找到了自然表现的款式和格局，更能自由地表达书家的笔情墨
趣。
款式与审美的结合，使书法创作成为自觉的文人行为，突破了隶书、章草单一、雷同的布局模式。
　　第四，文人书法格局的奠定。
王氏行书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革新，代表着文人书法的审美趋向。
　　王羲之的书法的意义，是开创了文人书法的先河，作品多为自由书写形式——文书并茂，如《兰
亭序》的抒情风格。
同时也成为“帖学”派的始祖，尺牍之工，千古流传。
《宣和书谱》将王羲之列为“草书三”，最后也列其行书数十帖，肯定其书“趋向超绝，非碌碌者所
能望尘”的不凡之处。
宋元书家中文人仰慕的“晋宋间人”，就是糅合儒道思想的超脱的王羲之之类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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