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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楷 结 字 疏 朗 之 密 码 （三）
李思民

三、小楷名帖整体结字的疏朗密码试析
下面我们尝试用小楷结字疏朗的常见密码分

析钟繇小楷《宣示表》（王羲之临本）、王羲之小楷
《黄庭经》、王献之小楷《洛神赋十三行》、钟绍京小
楷《灵飞经》、颜真卿小楷《小麻姑仙坛记》、赵孟頫
的《小楷道德经》、文徵明小楷《张即之书汪氏报本
庵记跋》、祝允明《小楷千字文》等名家之帖的疏朗
特点，兼及其风格。这也是9种小楷疏朗密码的重
要应用。

图60是钟繇小楷《宣示表》（王羲之临本）局
部，选自《钟繇书宣示表》，天津市古籍书店1987年
4月出版。

细观全图，两竖框内的短横几乎全用尖接，
“爱”“世”“退”“浅”“念”都有省笔，左右结构的“私”
“敢”“仍”“待”“鄙”“割”“献”等字上部均有适当的
分开，钩小而有力，长横中间细且舒展，竖画短小乃
至成点，如“下”字。钟善于用点，用点代其他笔画，
如“所”、“以”几乎成了点的组合，而“公”和“荣”、

“弃”下部的撇捺都成了点，包括“下”字，竖也成了
点，生动至极。可见《宣示表》虽点画饱满精致又少
有细笔却很疏朗，结体隶意未尽偏于横势古味浓
郁，刚柔兼备，古雅异趣。

图61是王羲之小楷《黄庭经》局部，选自《王羲
之小楷字帖》，武汉市古籍书店1983年7月出版。

《黄庭经》是王羲之传世之一，观全图，两竖框
内的短横也几乎全用尖交，“持”、“物”的挑与竖的
若即若离的尖交特别生动，“藏”“晓”“源”“阳”都有
省笔，左右结构的“持”“相”“根”“误”“楼”“期”等字
上部均有适当的分开。用点代其他笔画也恰到好
处，如“蔽”“岁”“照”，而“性”的撇和点的兼用，生动
精彩。捺笔较舒展。可见《黄庭经》也点画饱满精
致不失疏朗，结体仍偏于横势，但古雅中多了流利
潇洒。梁武帝在他的《观钟繇笔法十二意》中认为：

“逸少至学钟书，势巧形密，及其独运，意疏字缓。”
如理解为王羲之初学钟繇之书，势巧形密，到他独
自立意运笔，就能意趣疏朗，字形舒缓了。那么，是
否可以推断王羲之的小楷开始也是不太疏朗的，他
也在追求疏朗，到后来才疏朗有余的。

图62是王献之小楷《洛神赋十三行》局部，选
自《历代名家小楷精品集》，广西美术出版社2011
年9月出版。

同上述两篇一样，两竖框内的短横几乎全用尖
交之法，“阳”“轻”“将”“浅”“流”“声”“翠”“扬”等都
有省笔，左右结构的“郁”“杂”“拾”“咏”等字上部均
有适当的分开，“咏”字特别明显。和上两篇很大不
同的是本篇中左右结构的字中，有部分字右半边明
显上提，以不同一般的字态，造成特别的字间空白，
让人眼前一亮，如“拾”“从”“叹”“袖”等字的字态效

果。《十三行》最大的疏朗特色是撇捺的充分舒展，
产生了大量空白，如“合”“阴”“未”“涂”“长”“慕”

“哀”“众”“采”“拾”等，而且字形拉长，亭亭玉立，如
飘逸之芭蕾。《十三行》点画清丽劲秀，飞动自然，可
谓天下第一小楷。

图63是钟绍京小楷《灵飞经》局部，选自《历代
名家小楷精品集》，广西美术出版社2011年9月出
版。

相对于魏晋，唐代楷书严于法度而端正，小楷
也然，少古朴自然雅趣。《灵飞经》便是一例，如左右
结构字的左右两部分就平稳少变化。观全图，尖交
还是基本写法，“魂”“鬼”“烧”“极”“浊”都有省笔，

“性”的兼笔自然生动。钩的大小（甚至是无钩）差
异明显、捺的轻重差异明显是《灵飞经》的一大特
点，也是其达到疏朗的特色。如，向左钩均较大，向
右钩除“秽”较小，其他“死”、“也”等均不出钩，且左
右各半，这种反差与疏朗造法不同于其他各家；又
如，撇捺的舒展与《十三行》不同，《十三行》是撇捺
飘逸延申，略带纵向而字形趋长，《灵飞经》则撇捺
左右伸展较平而字形趋方，而且以捺的加粗来占有
空间而反衬空白，但又有不少捺以反捺收之，如

“淹”“家”“衣”“食”及所有的不出锋的特色“之”，一
放一收可谓一绝。《灵飞经》还添了行书笔画及牵
丝。这些，造成了《灵飞经》少了古雅之气，多了流
动和秀媚。

图64是颜真卿小楷《小麻姑仙坛记》局部，选
自《历代名家小楷精品集》，广西美术出版社2011
年9月出版。

颜字是法度森严的唐楷中的一面旗帜，浑厚壮
阔是其特色，很难想象如此恢宏博大竟然可以让小
楷也写得阔绰有余。我们来看《小麻姑仙坛记》的
局部，其短横与竖的尖交是全篇中用的最多的写
法，如“有”“真”“则”等七十多处，淋漓尽致。其中
大量笔画缩短书写，甚至小得近乎小点，洒在整篇
中犹如满天星星，如“之”“源”“从”“异”等等，而所
有的钩小到几乎没有，意到即止，真是一景。左右
结构的“螺”“诗”“执”“姑”“妙”“炳”“懿”等字上部

均有适当的分开。最难得的是其很少用省笔，除
“阳”、“源”等几个字外几乎没有省笔的运用，三点、
四点之处，一点不少，如“为”“变”“鹤”“继”“灵”等
等竟然全部照写，这是颜真卿在展示其功力啊！

图65是赵孟頫的《小楷道德经》局部，选自《历
代名家小楷精品集》，广西美术出版社2011年9月
出版。

赵孟頫这幅作品在短横尖交的应用上也是很
到位的，尤其如“观”“倾”“声”等，虚交有“两”、

“功”，“难”最为典型。其中有多字省笔，如“万”
“声”“随”“辞”等。撇捺多较舒展，尤其是“天”“之”
“又”“美”“人”“夫”等，加上“可”“斯”“难”的竖笔的
舒展和“成”的戈钩的舒展，使整篇流动疏朗。由于
有“月”处，引进了行书的写法，两点或连写或牵丝
呼应，如“有”“谓”“随”字，并有其他字的行书写法，
如“无”“众”“后”“成”等，而添上了妩媚之色。左右
结构的字上部分开不明显，仅“欲”、“教”有意。赵
孟頫的《小楷道德经》不失疏朗，其笔力遒劲，而因

行笔的流动和竖撇捺的舒展，使其流利潇洒，减少
了古雅而增加了艳媚。

图66是文徵明小楷《张即之书汪氏报本庵记
跋》局部，选自《明代名家墨迹精品选》，吉林文史出
版社2009年9月出版。

文徵明作品多有方格，这里选无方格的作品可
以更清楚分析结字特点，选其成熟初期的作品
（60—70岁间），突出其正在不断追求中，会有更好
的结字疏朗的代表性。观作品，不难发现尖接也是
其基本的疏朗写法，虚接如两个“重”。也爱用省
笔，如“傅”“阳”“颜”“源”“喜”“善”“蔽”“传”“尝”

“僅”“观”“劲”“发”“得”“疏”等，“采”用了兼笔。总
体钩小，甚至省去钩，如“行”、“刻”就无钩。以点代
画，如“寮”“源”“亦”“洁”“尉”等。左右结构的字上
部分开不是其主要写法，比较明显的仅有“报”、

“谟”。本篇总体多用细笔，撇捺多出峰，且较舒展，
给人以疏朗清秀之感，与其行书的清秀风格基本一
致。

图67是祝允明《小楷千字文》局部，选自《历代
名家小楷精品集》，广西美术出版社2011年9月出
版。

祝枝山的这篇小楷初看粗戆随意，细看却是别
致精巧。观全图，两竖框内的短横尖交自然到位，
竖的虚交特别精彩，如“席”“通”“达”“锺”“壁”“辇”

“毂”等都明白而含蓄。左右结构的“兽”“帐”“楹”、
“肆”“鼓”“疑”“坟”“封”“振”等字上部均有明显的
分开。整篇中大量的横笔舒展，且中间多细，形成
字形横势而疏朗，如“席”“广”“锺”等极有特色。相
对的竖笔却缩短，如“甲”的短竖到了极点，完全配
合了字形横向的风格。其中省笔也不少，如“惊”

“写”“帐”“振”等。用点代其他笔画也恰到好处，如
“亦”“漆”“县”，而“彩”的竖和点的兼用，生动精
彩。整篇用笔粗重处极多，但细处也令人叫绝，如

“缨”字两个目下的四笔竟用两个小点替代，更有两
个目的最后一横几乎要用放大镜才能找到。可见
祝枝山的《小楷千字文》真是饱满圆润龙舞别趣，不
失他的聪敏横溢，然第一眼却不引人，则是大智若
愚啊！

至此，我们是否可以推断，小楷疏朗的最通用
的基本方法是笔画的尖交虚交，省笔（含兼笔）次
之，以点代画再次之，然后是用细笔、用小钩和部分
笔画的舒展，再然后是左右结构的字的上部适当分
开、左右结构的字的左边（或右边）上提。

再推断，笔画的尖交虚交之法是最基本的写
法，几乎与风格无关，其他几种方法与特点风格相
关。如：精到点法和上部分开是钟繇小楷《宣示表》
古朴的组成元素，左边上提和捺笔舒展是王羲之小
楷《黄庭经》雅逸的组成元素，撇捺舒展和右部上提
是王献之小楷《洛神赋十三行》飘逸飞动的组成元
素，钩的大小差异和撇捺的轻重不同是钟绍京小楷

《灵飞经》灵活的组成元素，点的巧用和小钩是颜真
卿小楷《小麻姑仙坛记》浑厚的组成元素，竖撇捺的
舒展和笔画的流动是赵孟頫《小楷道德经》飞动妩
媚的组成元素，省笔细笔、撇捺出峰又较舒展，是文
徵明小楷《张即之书汪氏报本庵记跋》疏朗清秀的
组成元素，横笔舒展和点画的活用是祝允明《小楷
千字文》饱满圆润龙舞别趣的组成元素。

可见，名家小楷之帖的疏朗密码各有特点，百
花争艳。当然，除了各自的个性之外，其还与汉字
的发展和书风的时代背景相关，在此就不讨论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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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家鑫：刘颜涛老师，1965年5月生，河南省安
阳人，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篆书委员会委员，书法
培训中心教授，中国文字博物馆书法艺术会委员，
书画院院长。河南省书协篆书委员会副主任，安阳
市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刘颜涛老师是一位年轻
的老书法家，被中宣部、人社部、中国文联授予“德
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荣誉称号；中国书法家协会授
予刘老师“德艺双馨”书法家称号。我和刘老师虽
然见面不多，但是神交已久。相信今天刘老师的精
彩讲座会给各位学员以启示。

刘颜涛：来到大上海，诚惶诚恐。我的老师朱
长和先生对沈尹默先生崇敬有加，沈尹默先生的楷
书和行草都影响过我的老师，也影响过我。我后来
学篆隶的时候，除了对古代经典的学习和临摹之
外，对创作的领悟，对书法从古典到现代的架桥，恰
恰受到海派书家的影响。近代的吴昌硕、现代的来
楚生等海派书法大家的作品都是我案头临习的范
本，每次到上海博物馆看历代书画藏品都是一种艺
术浸润和审美享受。每次到上海，对我来说也是一
次朝圣。古文字书法在当代是一种弱势书体、小众
书体，上海还有这么多年轻朋友在学习篆书，在急
功近利的时代里，能静下来做一些对远古文字的学
习和对传统文化的坚守，我觉得很难得，亦觉得很
欣慰。

“中国书法，至晋唐而登峰造极，厥后虽历代有
名家，究竟不得有更高的造诣，至于晚近，遂急剧衰
落。其主要原因乃社会性质之根本的改变……譬
如瓷器，从前多少名窖在争奇斗妍，如今只好在博
物馆里陈列着供人欣赏了，中国书法的前途是不是
也要和瓷器一般的无望呢？我们应该更有意地把
书法当作一种艺术来看，这便是挽救书法颓运的一
线生机。”这是梁启超先生在《书法的前途》一文中
的话。客观地说，当下形形色色的展览便是在努力
坚持着为书法创造生存空间，书法作为一种传承几
千年的传统文化与当今时代特点和现代文明的交

汇中继往开来。“古人读书为己，今人读书为人”，书
法作为传统文化人“书以载道”的人生修为方式，同
时也是读书人在书斋中修心养性的自娱自乐，故书
写的本意更多的是作为自由人表达自己的志趣和
审美。但是走出书斋，我们还有一个社会人的层
面，自己创作的作品，在社会上产生更大的意义，自
己的志趣和审美通过作品感染到更多人。从既能

“自娱”又能“娱人”这个角度，我们创作不妨带着
一种中庸的入世的态度，创作既不能跟随时风，光
迎合评委的喜好；也不能走另一个极端，无视这个
时代艺术审美的客观存在。对于书法者，要看到
书法在这个时代语境中的客观现状。书法作品既
是一种自言自语的述说，又能够在展厅中，获得更
多人的欣赏，我觉得这并不矛盾。“雅俗共赏”虽然
不是艺术审美的唯一标准，因为也还有一种美是

“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但历代都有令专家点头、
大众喜爱的艺术经典作品呈现，那应该是我们追
求的主流方向。就像做人一样，年轻的时候就应
当激情高涨，要初生牛犊不怕虎；随着年龄增长，
就趋于内敛稳重。书法学习也是一样的，在书法
学习初期阶段，该做的事情，拼命去做，不要过多
去谈任其自然、清净无为，谈所谓的宠辱不惊、平
淡无奇。开始学习的时候，要先用加法，一定要追
求法度完备。正如孙过庭《书谱》说的：“初学分
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
归平正。”没有这种“务追险绝”，没有这种险绝和
变化，那你追求的那种波澜不惊，就是“一潭死
水”。学习的过程中，一些人刻意去学习暮气很重
的，不见锋芒的书法。有的一开始入手就追求董
其昌的禅意、就学习八大山人的孤寂、弘一法师的
冲淡。不知弘一早年十七岁演《茶花女》、画油画
和书法写龙门造像时的威猛雄肆。这都是先强其
骨的“既能险绝”之后才“复归平正”的。如果没有

“强其骨”的百练刚，笔力靡弱却企图追求什么“绕
指柔”，这样的书法看起来就是简单，而不是简约
了。我们要懂得，简约是一种纯粹，简单就是一种
浅薄了。所以，开始学习的时候，要选择法度完
备、笔法丰富、具有共性之美的书法风格，因为这
种共性之美是书法的本体语言和艺术规律。凡是
个性极其强烈的，都不适合初学。学习书法要追

求一种“正大气象”。关于取法，是要讲求“取法乎
上”的原则。书法越往上追，接近它的源头，越保
留着书法艺术本质本性的东西，是最具有其艺术
原始生命力的东西。

篆书由于有着时代的隔膜，我们不妨尝试用另
一种方法——“由近及远”。可以将清人篆书作为
过河之桥，由清人的篆书上溯到秦汉、以至商周，将
之作为自己的取法对象。在临习碑帖的过程中，既
要训练自己的观察力、模仿力，又要训练自己的想
象力、创造力和思辨力。

写好书法不仅仅是靠手，它更需要靠“眼”，只
有“眼高手低”而没有“眼低手高”。只有眼力提高
了，才有可能通过笔成冢、墨成池的训练达到“得心
应手”“心手双畅”。如果为艺美丑好坏不分，就如
同为人善恶是非不明，这对学习书法艺术来说，是
十分遗憾的。眼力是从实践中来，“观千剑而识
器”，见多自然识广，当然还需要用脑用心，才能创
作出赏心而悦目的优秀作品。大凡文化修养不够，
艺术才情也多不及。所以，练手的同时，更要练眼，
尤要练脑。所以，读书如果太少的话，书法写到一
定程度，很难在后期有更大的发展。中青年书法家
随着书法学习的深入，这种体会会越来越强烈。所
以，现在中国书协倡导的“艺文兼备”就是说，学习
书法要读书，尤其重视文史哲等的学习。对于读
书，我个人的偏见是，与其读当代空泛的洋洋万言，
不如读古代经典的三言两语。一篇《书谱》可能一
句顶现在一万句。人生时间有限、精力有限，建议
大家读读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历代
书法论文选续编》这类书籍。

在学习书法的时候，合情合理是很重要的。
“情”是才情，是作品的味道，“理”就是理法、技法
的到位。真正好的书法，即见深厚的功力，又具横
溢的才情。理法和性情是缺一不可的。在临帖、
欣赏作品时候，有意识地关注这两点。缺少理法
和性情中的任何一个方面的书法学习，也可能会
有一点小收获，但是最终不可能有大成就。学习
篆书同样需要才情和理法的兼备。在我们评审作

品的时候，看到很多作者在这两方面很难把握好
度，要么不够，要么太过。“度”是什么，就是恰到好
处，“增一分则肥，减一分则枯”。如何去把握？在
我看来，我们在临帖的时候，就要有意识地注意到
这本字帖风格的相反方向，以此作为一个“折
点”。比如你写那种吴昌硕雄强风格的篆书，他已
经将雄强达到了极致，你如果再往前走一点点，就
可能走向了粗野了。这就提醒我们，要将这个碑
帖风格的对立审美作为一种对照，这是具有艺术
思辨力的学习方法。

书法学习一定要由点及面，先要攻其一点，将
一点做透。那种面面俱到却又蜻蜓点水似的学习
方法是不可取的。历史上碑帖浩如烟海，弱水三千
我只取一瓢饮。望洋兴叹是不可取的，真正够你喝
的一瓢水，就足够了。所以要选择最适合你的那本
经典的碑帖，高古、典雅、秀美、劲健、绮丽、豪放、雄
浑、疏野、清奇……哪种风格最打动你，最能引起共
鸣的那本字帖，那种说不清道不明，让你看了就感
到兴奋激动的这本碑帖就是和你有缘分的。有了
不同人的不同选择，才能使书坛百花齐放，才有书
法的繁荣。而且，同一个碑帖，还要有自己独特的
眼力。尊重你自己的意愿，要有自己的观察思维和
创造方式，而不是人云亦云。现在很多书法投稿作
品很浅薄，很多完全就是在画字，而不是用手写字，
没有心手相应，没有情感，没有灵魂。书者如也，如
其学、如其才、如其志、如其人。有些人写字，只是
一个木偶在书写，只见手不见心，只见字不见人，没
有体现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和气质，字里行间也透露
不出他的才情和涵养，没有弦外之音、笔外之气。
要会读有字书，还要会读无字书，要会弹有弦琴，还
要会弹无弦琴。要能读出笔画承载着的一个人的
心性，这样才是高手。不要觉得这很高深，以为是
书法家才有的境界，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要在这
种理法和性情两个方面同时着力。若没有这种训
练，手就会慢慢麻木了，心就渐渐没有情性了。脑、
眼、手、三者齐头并进，才能在书法艺术上登高望
远。

先将一个碑帖学透，再拓展延伸，汲取其他碑
帖好的营养，融入到你书写中去。就如张海先生讲
的“垒土一厘米”，能很好地继承传统已属不易，若
能在传统基础上再多少有一点点自己的语言，即所
谓的“一厘米”，足可以成为这个时代的大家。如果
你看见什么都觉得好，如人挖井，挖一锹换一处，浅
尝辄止，终难成功。样样精通，样样稀松。在评审
中，有不少这种写得泛泛的作品，虽然一些作品看
起来在结构上做些经营，移位夸张和墨色变化，但
这都是在做表面文章，是小伎俩。好的书法一定是
深刻的。把某一点做到极致，在融会贯通时候，要
做到不择细流。但如果没有一条主线贯穿，那么书
法很难被认可。

书法为什么成为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是最代
表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形式，说到底就是“保守”。
但这种保守其实就是一种延续和继承。在所有艺
术门类中，书法最是不忘初心。近代中西合璧，西
学东渐，所有的艺术形式都在发展变化，甚至有的
变化巨大。但是书法却是例外，它始终保持着它一
以贯之的传承性。所以书法要成功，一定要从临摹
学习古帖入手。可以说“五四”以后绘画有临摹《芥
子园画传》、临摹古代优秀范本的传统学习方法和
直接从大自然中写生这两条学习路径可走，而书法
依然是只有临习这唯一正途。上世纪80年代末90
年代初的时候，受西方现代化思潮影响，曾经出现
过“现代书法”，这种以西方的话语方式来改造中国
的书法艺术，其本身就是一种“转基因”的思维模
式，虽然出现了不少派别，然而均是昙花一现。因
为丢弃书法艺术所承载的“文以载道”的中国艺术
精神，把书法变成了一种美术化的“视觉艺术”，这
种所谓的前卫本身就是一种肤浅。书法作为陶冶
情操的人生修为，作为艺术表现形式，不能仅仅以
笔墨躯壳的变化替代书法厚重的文化承载。在追
求艺术性的时候，不能忽略其文化性。现在很多作
品，花花绿绿的，眼花缭乱，乍一看，似乎有着一种
视觉冲击，吸引眼球，看多了之后，反而觉得空洞。
具有内涵之美的作品，初看一定是悦目的，随着欣
赏的深入，达到从悦目到赏心，这才是好的作品。
在学习过程中，不能仅仅关注笔墨外表的技术性的
东西，还要见字如面、睹物思人，要感悟书法作者有
筋骨、有血肉的人格魅力。 （未完待续）

（本文是刘颜涛老师于2020年9月20日在上海
书协中青年骨干篆书班的讲座内容，内容略加修
改。由顾琛整理，经刘颜涛老师本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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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创作是自在性和社会
性的统一

用读书提升艺术修养 由点及面的书法学习方法

书法是“保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