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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字书法是我国具有民族特点的传统艺术，它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
而且在其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由萌芽初创到成熟完美，由图画象形符号到表意文字；书写的主要
工具，由硬到软；汉字的书写体式亦由象形到篆、隶，再到楷、行、草诸体；不仅经过了汉字的发展
演变过程，而且也在形体及书写体式上渐次递变，日趋完善、成熟。
作为人们交流信息、记录语言的工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工作学习的重要手段。
在汉字书写的实用过程中，通过对其笔画用笔、结体造型和章法布局的不断美化完善，不仅构成了汉
字群体的形式美，而且书者又把丰富的情感融注于点画线条的流变之中，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艺术
规律，起于点画用笔，系于单字结体，成于整体布局，美于风神气韵。
求工于一笔之内，寄情于点画之间，展美于流变之中。
在我国甚至世界的艺术殿堂之中独树一帜，别具一格。
成为一种既具有实用价值，又具有审美情趣的独特的造型艺术。
    该书内容全面系统，结构完整条理，语言通俗易懂，实用借鉴性强。
既日“指南”，理当论述明确，指导性强，不仅对书写工具及我国书法的渊源、发展、衍变和基础知
识、基本技法等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而且也对部分书法艺术作品的品评鉴赏作了全面详细的分析与
探讨。
是目前所见到的有关介绍我国书法知识、探讨书法技法诸书籍中较为全面完善的一本。
    由于作者对传统书道的诸熟，故能以纵深的历史眼光来扫视当今我国书法的现状和展示其未来，将
书法艺术植根于传统的沃土之中，孕育出独具特色的书艺奇葩。
使读者感到，它既有墨翰的韵味与法度，又有指南的特点与技巧，为入门者创造了一个任尔驰骋的新
天地。
    《中国书法技法指南》系列丛书，虽然已经明白无误地揭示了我国书法的产生、发展和基本技法，
告诉了你入门之路，指明了你迈步的方向。
但是，方法不等于成功，理论也不能替代实践，因为书法本身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艺术，能否到达成
功的彼岸，还要看你在笔下付出多少辛勤的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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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司惠国，著名书法家，字墨耕、一乐。
墨耕堂、抱朴堂主人。
1959年1月生，辽宁大连人（现居北京）。
国家一级美术师。
历任中国书画家学会副会长、中国硬笔书法协会副主席、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院长。
为中国硬笔书法事业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中国硬笔书法协会创始人之一。

    多年来广泛研习二王、怀索、张旭、王铎、米芾、黄庭坚等诸家书体。
因而具有深厚坚实广博的基础。
擅长行草书法并兼修篆隶诸体。
数百幅书法作品被中央领导和国内外友人收藏，为当今艺坛颇具影响的著名书法家。

    从1987年至今，二十年来先后主持编撰出版了近三百种书画类图书、典集，并出版《司惠国书法作
品集》、《司惠国书画篆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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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行书概论　　（一）行书的形成与发展　　行书又叫行押书，系介于真、草书之间的一种书
体。
唐张怀瑾在《书断》中说：“行书即正书之小伪，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
”宋曹在《书法约言》中说：“所谓行者，即真书之少纵略。
后简易相间而行，如云行水流，秾纤间出，非真非草，离方遁圆，乃楷隶之捷也。
”由此可以看出行书是由楷书快写演变而来的。
因其既部分的节省了楷书的笔画，且笔画之间又出现了许多连笔牵丝，书写起来既方便又快捷，易为
一般人所认识和接受，具有实用意义，故很快得以广泛流行，是日常生活书写中最常用最流行的书体
。
行书笔画、结构有一定的伸缩性，形态又多变化，运笔流畅，章法灵活，可塑性大，利于发挥艺术效
果，其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均超过其他书体。
因而行书能经久不衰，盛行于世，并不断发展提高，日臻完美，使行书作品千姿百态、异彩纷呈。
　　东汉时期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汉字实用范围不断扩大，一种简约的楷书快写体式即已开始在民
间流行起来。
这种书体用于行文起稿，简便迅速。
当时通行的章草虽较隶书简便。
但仍保留隶书的波势，今草又有识别上的困难，因此笔画更为简约，书写更为便捷的行书逐渐流行起
来。
据传行书为东汉人刘德升所创。
实际上任何一种书体的出现，都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还有一个长期
孕育、发展的过程。
行书先在民间流行，渐渐约定俗成，为人们所承认和接受，经东汉刘德升整理、提高，才形成正式的
行书体。
从安徽亳州发现的曹操墓砖上的“当奈何”三字以及熹平元年瓮上的一篇行书看，汉代就已经出现了
非常婉丽而娴熟的行书字体。
　　晋代才是行书的繁盛时期。
王羲之父子集古之大成，精研行书，不仅使行书发展到成熟完美的高度，而且“遂大行于世”，得到
了广泛的使用。
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如王羲之、钟繇、王献之、张芝等行书巨匠。
尤以被誉为“书圣”的王羲之，开行书先河，被评为“超钟迈张”，其得意之作《兰亭序》更是尽善
尽美，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虽历经千余年沧桑，至今仍为书界所推崇，作为书法艺术殿堂的精品，可见其对后世影响之深。
在继承二王遗风的历史长河中，又孕育了众多精于行书的大家。
（图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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