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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笔法是构成书法形式的重要因素之一。
有关艺术形式的一切都是历史的产物。
笔法在长期的发展中演化为今天的形态。
不过历来对笔法的研究大多不谈历史，而且往往以个人有限的书写经验为转移，因此我们始终缺乏对
笔法的真正了解。
尽管笔法神授的传说早已无人相信，它依然漂浮在不曾消散的神秘主义氛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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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笔法演变的若干问题章法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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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据此，我们可以确定判断笔画是否运用绞转的标志。
不同的笔法，形成点画不同形状的边廓：平行边廓，为平动所产生。
大致对称的渐变边廓，为摆动或提按所致；而非对称的曲线边　　廓，则是绞转才能产生的特殊效果
。
　　如《初月帖》中“遣”、“慰”、“过”、“道”、“报”和《频有哀祸帖》(图16)中“频”、
“祸”、“悲”、“切”、“增”、“感”等字，可作为绞转笔法的范例。
这些字迹边廓变化的丰富、微妙，为后世作品所无法企及。
后来人们想用“中锋”来追蹑晋人笔法，却不知由于绞转的结果，锋端并不顺着点画走向简单地移动
，它时而左，时而右，时而处于点画之中，时而又移至点画边廓。
因此，这种笔法既不能称之为“中锋”，也不能称之为“侧锋”，如果强以名之，或许可称之为“复
合锋”。
这正是点画边廓产生丰富变化的原因。
　　上述考察似乎越过了本章所确定的边界。
东晋时楷书已经成立，不过它刚从其他书体中独立出来，还带着其他书体笔法的若干影响，当时日常
书写中所使用的笔法，仍然处于隶书、章　　草(以转笔为主)的势力范围之内，而这一笔法体系的最
高成就，无疑以王羲之为代表，所以我们把讨论的下限延伸到东晋。
　　从上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笔法发展的一条清晰线索从直线摆动到弧形摆动，从简单摆动到连续摆
动，从绞转的成立到绞转的熟练运用。
从陶片文字到侯马盟书，从秦律简到居延汉简，从武威医简到《平复帖》、《初月帖》——其间虽然
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但笔法递嬗的痕迹却是如此清晰，没有哪个时代的笔法能离开前代笔法的影响，
也没有哪个时代的笔法不在前代笔法的基础上有所增损。
这是一个从来不曾间断的过程。
曾经被人们认为神秘莫测的笔法，一开始便处在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中。
　　楷书形成前，或者更准确地说，楷书的影响扩大到整个书法领域之前的笔法史，主要是绞转笔法
形成并发展的历史：　　三楷书笔法的形成　　隶书经过章草发展为今草的同时，沿着另一条线索发
展为楷书。
　　这方面的墨迹资料非常丰富，我们只拈出几个例子，以见楷书字体和笔法形成的大致过程。
　　早在鸿嘉二年牍(图17)中，便出现了少量类似楷书的点画(如“吏”字的撇捺)，这虽然是下意识
的、偶然的现象，却是一种新字体产生的端倪。
　　东汉熹平元年瓮题记(图18)，大多数字已退去隶书的挑脚，“生”、“伯”、“千”、“石”等
字已是一种稚拙的楷书，只是“冢”字末笔仍然保留汉简的写法。
　　魏景元四年简(图19)，点画基本脱离了隶书的形态，个别字(如“元”)已是标准的楷书，但各字
风格极不统一。
　　成熙二年简(图20)，匀称、圆熟，代表隶书向楷书过渡时期较高的书写水平。
　　南昌晋墓木简(图21)，点画灵巧、纯熟，只有少数笔画偶遗旧规。
　　上举数例，勾画出楷书发展前期的简单轮廓。
　　这一时期的楷书，笔法中保留着相当程度隶书和章草的影响，但同隶书和章草相比，显出不断简
化的趋势：　　任何时代对字体发展要求，都是在易识别基础上的简单、快捷，楷书就是在这种要求
下对隶书从结构和点画两方面同时加以简化的产物。
　　结构的简化，表现于笔画的减省；点画的简化．表现于屈曲的线条趋于平直。
后者对笔法的简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隶书与草书中，只是偶尔出现提按，绞转与折笔是占主导地位
的笔法。
频繁的使转是隶书用笔特征之所在，它也有利于草书的连写，但不是能适应点画简洁的楷书的要求，
于是绞转行笔的曲线轨迹又渐渐拉平。
从上述各例中，便可以看出，点画趋于平直　　的同时，复杂、频繁的绞转不断趋于简化，因此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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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廓越来越简单，越来越规整。
　　从王羲之《何如帖》、《奉橘帖》(图22)等作品中接近楷书的字体来看，从王徽之《新月帖》(
图23)、王献之《二十九日帖》、王僧虔《太子舍人帖》中夹杂的楷体字来看，这一时期，随点画行进
而用笔不间断的变化有了很大的改变运笔的变化逐渐移至笔画的端部和弯折处，王羲之诸帖中虽然绞
转成分比草书中大为减少，但不少字中仍然可以看出行进中笔毫锥面的转动；王徽之、王献之二帖绞
转笔法便所剩无几，平直笔画明显增多；至于王僧虔，部分笔画的端部被强调、夸张。
　　这一时期的碑刻，大概是由于追求醒目、庄严，这种端部及折点的夸张特别显著，如《爨宝子碑
》、《张猛龙碑》、《杨大眼像造记》(图24)等，无不如此；少数碑刻，如《张玄墓志》、《郑文公
碑》等，用笔较为圆转，但是仍然明显见出端部及折点的夸张。
　　用笔的重心移至笔画端部及折点，是楷书形成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它能很好地适应楷书方折分明的结构：夸张端部及折点，既能使点画更为醒目，也能弥补因绞转减少
、笔画平直所带来的审美的损失。
　　用笔重心移至端部及折点，使绞转逐渐失去了它固有的重要意义。
绞转基本上是一种均匀、连续的行笔方式，如果说它也能突出点画某些部位的话，那么，它只适宜用
来强调、夸张点画的中部，如《初月帖》、《孔侍中帖》；要夸张端部及折点，人们很快发现，最简
单，或许也是惟一的方法，便是提按：夸张处按下，然后上提，方便之极一提按很快得到了普遍的运
用：从本节所举各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隶书、草书中处于次要地位的提按如何逐渐取代绞转的过程
　　这种取代是逐渐进行的。
笔锋的各种运动形式早已包孕在战国和秦汉时期的书体中，但有意识的提按，却是伴随楷书的形成才
开始出现的。
当初，提按仅仅施于点画端部及折点，作　　为突出这些部位的手段；后来．随着点画趋于平直，绞
转逐渐消隐，提按便成为追求点画一切变化的主要方式：当然．提按取代绞转的地位以后，笔法中仍
然保留有平动(包括曲线平动)、摆动等因素，在不同艺术家笔下，各种成分所占的比例也很不相同，
不过提按取代绞转的趋势却从未产生过逆转　　经过几个世纪的孕育、发展，至唐代，楷书不论是作
为一种实用字体，还是作为书法艺术中的一个类别，都迎来了自己的全盛时期：提按在这一时期确立
了自己不可动摇的地位。
　　初唐楷书中，只有少数作品稍为保留了绞转遗意，绝大多数作品都继承了南北朝与隋代楷书以提
按为主、夸张端部与折点的笔法。
百草千花，争奇斗妍，运笔形式却无本质的区别(图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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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翻检历代对笔法的论述，使人感到头绪纷杂，缺乏系统，有时过于简略，岐义叠出，有时比况奇
巧，言不及义。
不过，在这些著述中，也散落着前人不少精辟的见解，为我们研究笔法流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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