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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什么叫行书?我们认为，行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的行书泛指一切比较流动的正书。
诚如郭绍虞先生所说，行书就是“当时流行的正体文字之草体。
当由正变草的时候，草体之始，变而不甚，异于正体者，即是行书。
⋯⋯不仅后来的行书是如此，即使从前的古文，其形体不繁不简，在繁简二体之间的，就可以说是古
文的行书。
”
(《现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也就是说，篆书也好，隶书也好，楷书也好，写得流利一点
、草率一点，都可以称为行书。
狭义的行书是指比较流动的楷书，即像祝敏申先生所说的“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书体”
。
不过，祝先生这里所说的“楷书”，仅指唐楷而言，实际上，魏碑也是楷书的一种，写得比较流利一
点的魏碑，也应属于狭义行书的范畴。

　　行书虽是较流动的正书，但它具有不同于正书的特点。
从用笔来看，与正书起笔收笔多藏锋、行笔较慢相比较，行书起笔多露锋，行笔较快，收笔多出锋，
因而笔意显得洒脱、生动，节奏感很强。
如颜真卿的正书《勤礼碑》无笔不藏，但其行书《祭侄稿》却有很多地方用了露锋。
而且，行书用笔求变求异，化直为弧，变折为转，或方或圆，或轻或重，或用渴笔，或用重墨，或用
意连，或用牵丝，变化更加丰富多彩。
从结体来看，与正书平整匀称相比较，行书多取欹侧之势，形态变化多姿，动感很强，笔画简练，有
时甚至直接采用草书的结体。
刘熙载在《艺概》中把所有的书体分为两类，
“篆、分、正为一种，皆详而静者也；行、草为一种，皆简而动者也”。

“简而动”恰恰概括了行书结体的特征。
从布局上看，与正书横竖成行比较，行书一般竖有行而横无列，显得错落有致，有时可以把某些字的
竖画拉长，占两到三个字的位置，既可使整幅字舒展透气，又可增加气势和神采。
总之，正书易拘谨，草书多放纵，行书则近正而不拘，似草而不放；比正书写起来便捷，又不像草书
那样难认，集正书的平易性与草书的流美性于一身，因此，长期以来，一直是书坛的宠儿，备受书家
和人民群众的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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