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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上篇序 学习书法的正确方法我一直想出版《如何写书法》这样一本书，把学习书法应该有的基本
观念和方法，一次说完。
书法曾经很重要，是传统读书人最基本的技术之一，读书要从识字写字开始，而书法就是识字写字的
技术。
在科举时代，书法写得好不好，甚至会影响考试成绩，影响一生的成就。
一九二○年代以后，书法渐渐没落，因为方便使用的硬笔传入，慢慢取代了毛笔。
到了一九九○年以后的电脑时代，人们更是渐渐不再手写，写字被打字取代，书法更寂寞了。
然而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写书法这件事更显得重要。
关于写字的重要，是我在本书中首先要提到的观念。
写书法不容易，光是和写书法有关的工具材料就不容易认识，更何况和写毛笔字有关的技术、观念，
有许多以讹传讹的错误，不但浪费了许多人写字的时间、热情，而且造成更多以讹传讹的误解。
“学习”，无非就是习得正确的知识，以及不断的排疑解惑。
关于书法的许多错误的观念如果不说清楚，对学习必然造成很大的阻碍和困扰，所以，除了讲解、示
范正确的方法，《如何写书法》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帮助大家排除错误的观念。
《如何写书法》不一定能带领想要学习书法的人进入书法的堂奥，但至少让你不会因为错误的观念而
被耽误终生。
然而，很重要的是，书法入门指南，并不能教会你写书法，只能告诉你，什么是学习书法的正确方法
和观念。
知道方法，和学会写字是两件事。
不要以为你知道方法，你就会写字。
要学会书法，必须找一位老师，追随学习；自学书法很难成功，甚至可以说不可能成功。
要学会书法，还是得跟随老师，而你选的老师适不适当，也可以用本书的观念去检验，如果老师不好
，我的建议是，赶快换老师。
下篇序 善其事者，必利其器还是要提醒读者，学习书法的正确观念，比急忙写字更重要。
花几个小时的时间，把观念的部分读一读，有了基本的概念，再来了解书法的工具、材料、技法，可
以省去许多摸索的时间。
当然，许多观念不是只看一遍就会了解的，在学习的过程中，如果有什么问题，就应该回头看看观念
篇的说明、解释，有了书写经验以后再读观念说明，会有更大收获，相信可以得到大部分的答案。
历来谈书法，大都谈写字的技术、风格、欣赏、历史、典故等等，很少完整介绍书法的工具、材料、
技法。
事实上，工具、材料是技法的基础，技法决定了风格，一旦工具、材料改变了，通常技法也就会跟着
改变，技法改变，风格也就变了。
秦朝的篆书、汉朝的隶书为什么长那个样子？
晋朝人的书法为什么在行草上有极大的成就？
魏碑的字为什么那么特殊？
唐朝为什么会出现楷书？
而宋朝人的行书，为什么又和晋朝人不同？
这些书法上的重要问题，为什么历代书论很少触及？
主要的原因，是历来谈书法，极少探究工具、材料与技法的关系。
书法的演化，除了书法字体的演变、应用，最大的关键，就是工具、材料的改变，带动了技法的改变
。
工具、材料的发明、制作，本来是为了当时的书写而服务的，但当工具、材料改变到了某个程度以后
，就会反过来影响技法。
从汉朝的隶书到晋朝的行草，为什么书写的文字风格产生那么大的变化？
是因为少数几个书法天才如王羲之的努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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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书法风格改变最关键的原因，就是书写工具、材料的改变。
因此，学习书法，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认识工具、材料与技巧、风格之间的关系，如果不懂工具、材料
，技法永远不能升级、风格也就无从产生。
因此，再提醒大家，本书不能只看技术的部份，还要仔细详读有关工具、材料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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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观念心法和技术工具两个方面教导初学者上手。
在观念心法篇，作者打破了许多学习书法的陈旧观念，解答了初学者常遇到的问题，点破许多人学不
好书法的原因，一针见血。
在技术工具篇，则详细介绍了书法的工具、材料和技法，让有心学习书法的人，一看就懂，享受书法
的乐趣。
此外，书中配有多幅名家碑帖的精美彩图，以及精心制作的笔画运行分解示意图，方便书法爱好者参
照学习。

本书文字浅显，条理清晰，图文解说，囊括书法的观念、方法、工具和步骤，是一本学习书法的完整
入门书。
初学者遵照本书学习，可以从选择笔墨纸砚、端正执笔坐姿到运笔书写、临碑摹帖，一步步走上书法
进阶之路。

★超值推荐：柯林斯30分钟轻松绘画（原来画画这么简单有趣！
万千读者五星好评）
★五星推荐点击：★轻松学艺术，快速读理论，艺术好书超值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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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侯吉谅，台湾嘉义人；中兴大学食品科学系毕业，师承江兆申先生，曾获“时报文学奖”等多项
奖项。
兼擅现代文学、书画篆刻创作，并长期致力笔墨、纸张的材料研究，以及书法教学。
已在中国台湾、日本、美国举行多次个展，出版诗集《交响诗》等七本，散文集《神来之笔》等十六
本，画册《画品与纸品》等七本。

　　他为推广书法教育不遗余力，首创以几何、力学解析书法观念及技巧，并将多年书写秘技公开于
《如何写书法》，期许让更多喜爱书法的人少走冤枉路。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如何写书法>>

书籍目录

简　 目
自序一 学习书法的正确方法
自序二 善其事者，必利其器
上篇 观念心法
第一章 学习书法的基本观念
第二章 书法与工具
第三章 写字的进阶概念
第四章 常见的错误观念与技法
第五章 我这样教、学书法
下篇 技术工具
第六章 书法史的基本认识
第七章 笔 法
第八章 书法的工具与材料
第九章 姿势与执笔
附 录 练习楷书顺序
出版后记
细　 目
自序一 学习书法的正确方法
自序二 善其事者，必利其器
上篇 观念心法
第一章 学习书法的基本观念
牵一发而动全身
养成认真的习惯
初学书法学什么？

你选错书法老师了吗？

自己练字，行吗？

实证的学问
写给希望小孩子学书法的家长
写字的重要
你为什么不懂书法？

临 摹
临摹的极限
写字的两种方法
教学书法的师徒关系
美学赏析的误导
熟悉是唯一的
不要做单笔画练习
第二章 书法与工具
工具、技巧、乐趣
说 笔
买 笔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如何写书法>>

纸 张
墨与墨汁
墨 条
砚 台
试 墨
纸张与字体风格
第三章 写字的进阶概念
书法入门秘诀
写书法从什么字体开始
书法线条的力道
眼力与手力
临摹与创作
书法与天才
书法秘要
第四章 常见的错误观念与技法
书法老师教错啦！

书法老师又错了！

第五章 我这样教、学书法
我是这样练书法的
我这样教书法
为什么要一直学
下篇 技术工具
第六章 书法史的基本认识
书法与几何──小篆字体的发明及其美感
书法与力学──隶书的书写技术及其美感来源
书法与个性──晋人书法的美学基础
书法与点画──唐楷的技术基础与限制
第七章 笔 法
篆 书
隶 书
楷 书
第八章 书法的工具与材料
基本的书法工具与材料
笔
墨
砚
纸
字 帖
书法与纸张的关系
第九章 姿势与执笔
写字姿势
桌椅高度的配合
执 笔
轻悬腕
用 笔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如何写书法>>

中 锋
附 录 练习楷书顺序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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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牵一发而动全身学习书法，极重要的是，基本观念和方法要正确。
如果基本观念和方法不正确，常常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
例如，有学生说，为什么他写字的时候总是力不从心，笔非常不听话。
于是我拿起学生的笔写字，立刻就发现，学生的笔写下去的时候，感觉是中空的。
为什么感觉中空，是因为毛笔的墨没沾好，墨为什么没沾好？
因为开始写字的时候，笔毛没有完全湿润就沾墨写字。
再例如，有学生说他写字总是歪的，不知为什么。
这时应该观察学生写字的方法对不对：下笔是怎么下的、有没有转笔、有没有注意整体结构的均匀，
再注意他执笔的方式、沾墨的方法、顺笔的方式对不对，同时，还要看他的坐姿是不是正确、笔有没
有拿得太远、纸有没有摆正等等，任何一个地方的错误，都可能造成字形歪斜。
写字不是只有写字而已，写字反映的，是所有和写字这件事有关的元素的总和。
许多人不注意这些东西，老师教书法的时候也不去理会学生的这些情形是否正确，只是示范写字的方
式，甚至只用红笔修正有缺点的地方。
这样教、学书法，很难有什么效果。
写字的任何细节都牵一发而动全身，想要学好书法，首先要有这样的认知，要建立正确的观念、方法
和习惯，否则很容易碰到困难，也很容易因此停滞不前，最后就很容易放弃。
养成认真的习惯写字一定要认真，每一笔一画，一定都要专心写。
一定要养成“凡写字必认真”的习惯。
如果不认真、或不能认真、或无法认真，就不要写字，等到可以认真的时候才写。
王羲之之所以写字写得很好，是因为他很认真，写字从来不马虎，所以他的字无随便的笔画，每一笔
每一画都“真力饱满”。
历史上的名家那么多，每个人多少都有缺点，王羲之的用笔完全没有缺点，证明他写字时习惯非常好
。
养成不好的习惯，要用十倍甚至百倍力气才能改正。
初学书法学什么？
现在许多书法班、才艺教室教书法，仍然用描红、填墨、垫字描写的方式，用这种方式教学书法，只
能说学好玩而已。
许多人学写字，目的都是希望可以写出漂亮的字。
问题是，连写字的工具毛笔都不会用，能写出什么漂亮的字？
许多人，不管教或学书法，不去思考、解决这个最基本的重要问题，却只是想要写漂亮的字，可能吗
？
不会用毛笔，不懂毛笔使用的原理，但却想要写出漂亮的字，这样写字的结果，就是画字和描字。
画字和描字，再像法帖、名家字迹，也是枉然。
要检验一个人──包括所谓的书法家在内，会不会写书法，很简单，写几个行书看看，有没有笔法、
有没有力道、有没有节奏，好坏高低一切都立刻清清楚楚。
第二章工具、技巧、乐趣写字要有许多讲究，首先，就是要讲究笔墨纸砚这文房四宝。
为了追求某种风格而改变工具，古人很早就懂得这么做，清朝康熙雍正年间的金农以风格奇特的隶书
闻名，他那种横画粗平、直画尖细的笔法，用一般的毛笔很难表现，用传统的练法，可能也不容易练
出个所以然来。
我在书上看到，说他写字总是把笔头剪掉，于是我用扁平头的水彩笔写金农的字体，哈，就是这个味
，很容易就复制出来。
现在有一些有创意的书法家，常常拿毛笔以外的工具写字表演，宣称是创意。
其实，用布、竹子、树枝写字，唐宋以前就有很多人试过。
杜甫《饮中八仙歌》中说“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张旭，便是大书法家颜真卿的书法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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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真卿有《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一文传世，详细记载他和张旭学习书法的过程与心得，写得很像武
侠小说拜师学艺大师传授秘籍：“余罢秩醴泉，特诣东洛，访金吾长史张公旭，请师笔法。
长史于时在裴儆宅憩止，己一年矣。
众有师张公求笔法，或有得者，皆曰神妙，仆顷在长安师事张公，竟不蒙传授，使知是道也。
”刚刚开始的时候，颜真卿虽然师事张旭，却不蒙传授笔法，在裴儆家里住了一个多月后，颜真卿有
事必须离开，所以请求张旭：“倘得闻笔法要诀，则终为师学，以冀至于能妙，岂任感戴之诚也！
”于是“长史良久不言，乃左右盼视，怫然而起。
仆乃从行归于东竹林院小堂，张公乃当堂踞坐床，而命仆居乎小榻，乃曰：‘书法玄微，难妄传授。
非志士高人，讵可言其要妙？
书之求能，且攻真草，今以授予，可须思妙。
’”于是师徒二人，一问一答，反复辩证讨论笔法的要诀。
就是这个张旭，酒酣耳热之际，甚至会以头发沾墨，狂草一番。
他的《肚痛帖》等作品有很好的摹本存世，笔墨纠结，线条扭来扭去，果然是一幅肚子很痛的样子。
书法和小说中的武功一样，功夫练到最高的境界，柔软如花叶都可以随手变成厉害的暗器。
一个有一定书法功力的人，用坏的毛笔写出精彩的字，并不太困难。
不过，话虽如此，我还是老实讲究工具的精良。
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服膺是说。
因此在工具材料的寻找上，也不遗余力。
纸，当然是要找最好的纸；墨，也是要用最好的墨；还有最好的笔，以及，很多很多的砚台。
不过，除了砚台比较贵以外，纸、笔、墨都不一定是价格高就好。
学生来找我学书法，自备了一支一千五百块的毛笔，并不好用，我送给他一支一百五十元的，结果写
起来更称手。
墨也是，很多墨贵得不得了，二两的墨条卖到三四千的都有，可是不见得好用。
我收藏了不少古墨，也买了不少现代的墨，也有一些是制墨名家送的，黄山松烟、桐油烟、紫烟，各
种厂牌、品相都有，实际使用后证明，贵的不一定好用。
一个朋友说得好，墨嘛，能黑就是好。
简单明白。
除了笔墨纸砚文房四宝，调色用的盘子也很重要。
我常常去买各种盘子当调色盘，不好用的，或者品相不适合的，则“打入”厨房。
造型简洁优雅的盘子，用起来会比较愉快。
另一个朋友解释他买了很多砚台的原因是：砚台买了就会磨，墨磨了就只好写字画画。
这是好方法。
当然，讲究文房用品，和书画作品的好坏并没有绝对关系，不过欧阳修《六一论书》说过：“苏子美
尝言：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
”喜欢写字画画的人都应该懂得这样的乐趣。
说笔写书法要用毛笔，毛笔是写书法最重要的工具。
毛笔的种类很多，所有动物，鸡、羊、狼、兔、马、牛、人等的毛，都可以做成写字的毛笔。
写字要慎选毛笔，因为毛笔的质量好坏，对写字的影响极大。
很多流传广泛的观念，如写书法要用羊毫、要用不好的笔、用报纸练字等等，都是错误的观念。
写书法“最好要用羊毫”的说法，在台湾的书法界相当流行，这个观念不知从何而来。
我在想，可能和台静农先生写字喜欢用日本温恭堂的“长锋快剑”、“横扫千军”这两种超长锋的羊
毫笔有关，毕竟台静农先生的字名气太大，而林文月写类似《台先生写字》的好多文章，也都脍炙人
口。
影响所及，许多人以能使用长锋羊毫为能事，这是本末倒置了。
不但笔毛的种类会影响写字，各个时代做的笔，也都不大一样。
我们现在非常习惯的毛笔长相是：笔锋长度、笔的直径两者的比例大概在三比一到四比一之间。
在唐朝的时候，毛笔的形制却远远不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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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毛笔形状比较像蒜头形短锥，笔锋长度、笔的直径两者的比例大概在二比一左右。
笔毛种类也和后来常用的羊毫、狼毫不同。
唐朝的毛笔，笔毛大都比较硬。
白居易《紫毫笔乐府词》云：“紫毫笔尖如锥兮利如刀。
”这个紫毫，就是兔毫。
兔毫是所有动物毛中刚性最强的，兔毫不但硬，而且尖端利如刀，难怪以前的楷书看起来那么刚强。
唐朝人写字，是用硬毫笔。
到了宋朝，毛笔的形式发生很大的改变，笔毛的材质也不一样了，那是因为宋朝以文官治国，整个社
会对毛笔的需求量变大，为了节省成本，毛笔的工艺变得比较简单，性质当然也跟着发生变化，毛笔
既然不同，写出来的字，也就不一样了。
⋯⋯买笔没写过书法的人，大概很难想象“毛笔缺乏恐惧症”是什么心理状态。
一般人买毛笔，大概是一支两支地买，但对写字的人来说，好笔是必要工具，十支百支地买，是常有
的事。
字的风格、大小，和毛笔息息相关。
用对毛笔，进步会很快，没选对毛笔，常常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功。
但好笔也不是买了就会用，还要仔细体会笔的特性，从开笔到笔锋磨损，其中的变化细致幽微，但对
写字的影响很大。
这几年我所有的笔几乎都是订做的了，那是在了解自己的写字需求与笔毛种类的关系之后，研究开发
的结果。
当初之所以做笔，很大的原因，是有一阵子发现自己退步了，而退步的原因，是使用的笔不好，影响
了我写字的习惯。
这个结果太严重，所以下定决心做笔。
之后，我花了八个月的时间，研究出一支可以写楷书、行书的笔，并让学生在学习四五个月后换笔使
用。
换笔对学生来说，也许有一段时间需要适应，因为我做的笔很细致、弹性变化很大，可以表现的细节
很微妙，不是那种初学者买的粗笔可以相提并论的。
而如果掌握了用笔的诀窍，通常就会快速进步。
因为学习时间、个人资质的不同，学生慢慢发展出各自的特色，需要用的笔种类也慢慢多了起来。
偶尔学生有需要，我也会拿自己用的笔给学生用。
但前提是，他们自己要先去找笔、试笔，在找笔的过程，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如果完全靠我，固然有
好笔可用，但也失去许多自我学习的机会。
有了这种摸索与自我学习，才会了解，可以用到我做的笔，是多么幸运的事。
我用自己做的笔，每次都有满满的感谢，感谢这个时代的进步，可以让我们用到这样的好笔。
这种心情，或许不是一开始就用到我的笔的学生可以体会的。
因此我也常常提醒学生，有了笔以后就要更知道珍惜、更努力，任何一支好笔，都是心血的结晶，不
是有钱就可以买到。
不要以为一切都来得轻松、理所当然，我可没义务帮学生做笔。
第六章书法与几何──小篆字体的发明及其美感关于书法的诸多观念和技法，千百年来，已经累积了
历代无数最杰出的人才的智慧，到了现在，还有什么是前人没有提过的，可以深入讨论的？
其实还有很多。
因为以前的人研究书法，大多专注在风格与技巧的探究，而很少深入工具材料与风格技巧之间的关系
。
而且限于语言的精确度不够，古人谈书法，大都辞藻华丽、意思不明，或者留有许多想象空间，于是
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很容易有争端。
例如篆书。
篆书远在两千年前的汉朝，就已经不是通用流行的字体。
历代写篆书的人虽然此起彼落，但整体成就并未能够超越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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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李斯是不世出的书法天才吗？
为什么千百年来，小篆没有人能够写得比他好？
小篆的笔画单一、字体工整，并不是什么“技术含量”很高的字体，为什么后代的人有了更精良的毛
笔和纸张，却还是写不过李斯？
原因其实很简单──小篆是秦朝使用的文字，后代并不日常使用。
再者，李斯当时的书写工具，也与后代有所不同。
一种字体的美感表现，和它是否被使用于日常生活，有着重要的关系。
书法的美，绝对不只是存在或发生于书法家勤奋的练习与创意的表现之中。
在个人的功力与创意之前，影响更大的，是时代因素。
相传李斯是小篆的发明人，小篆的发明，则是因为要统一文字。
秦朝的统一文字、度量衡和道路宽度标准，是科技发达的现代都难以达到的成就。
以文字而言，在小篆发明之前，文字的书写没有什么标准，一个字可以有几十种写法。
在交通不便、传播科技不发达的情形下，要完成统一文字，几乎不可能。
然而李斯却用三个条件规范了文字构成的基础，而达到统一文字的目的。
这三个条件，我思考了一二十年，至今仍然觉得能够发现、归纳出这三个文字构成条件的人，实在是
大大的天才。
小篆之前的文字，充满各种笔画、造型，而小篆则以“水平、垂直、笔画等距”这三个条件，完成了
文字统一的目标。
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水平、垂直、笔画等距”这三个条件，完全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几何原理
，所以可以推行天下。
水平就是水平，垂直就是垂直、等距就是等距，没有任何参差的可能。
水平、垂直的笔画，同时也决定了书写的方法。
虽然毛笔的发明早在秦朝之前就已完成，但以考古实物验证，秦人书写，恐怕多以竹木削尖后的“硬
笔”，沾颜料书写在竹片木板上居多。
各类度量衡铜器上的铭文，则以硬笔在泥土做成的“范”上刻画文字，因此容易达到笔画粗细统一、
起笔收笔皆浑圆的效果。
但同样的字体，用后代制作精良的毛笔，写在纤维细致的纸上，却需要极为精到的书写技术。
现代人学篆书，光是笔画均一就要练很久，但如果改用签字笔，则立刻可以画出来粗细如一的线条，
秦人写篆字，也是如此。
时代的整体条件与工具材料的使用，影响书法风格的巨大，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书法与力学──隶书的书写技术及其美感来源秦统一后的文字称为秦篆，又称小篆，是在石鼓文和金
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
而小篆作为一种官方制定的标准字体，其造型，特别具有“展示”的功能，无论在铜器、碑石还是其
他器物的铭文上，小篆给人的感觉，比隶书、楷书、行草都来得正式、肃穆、雍容。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颁布《统一度量衡诏书》，文字很简单：“廿六年皇帝尽并兼
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这段文字被大量刻铸在各式各样的度量衡上。
量米的、量酒的各种容器上都刻有这段文字，自然不可能都是由朝廷大官亲自操笔操刀，但即使有一
些《统一度量衡诏书》笔画比较随意，但依然法度严谨，这种文字写法，显然并不是日常生活的应用
方式。
但小篆结构严谨复杂，速写不易，因此在日常的实际运用上行笔速度必然加快、笔画变得随意。
这是隶书兴起的原因。
隶书在秦代就已被普遍运用。
秦篆、汉隶只是简略的分法，并不是说隶书到了汉代才出现。
一九七五年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竹简千余枚，为墨书秦隶。
从考古发掘出来的材料来看，战国和秦代一些木牌和竹简上的文字，已有简化篆体，笔画减少，字形
转为方扁，用笔有波势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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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隶书的萌芽。
除了字体变得比较随意，隶书出现的最大意义，在书写速度的加快。
因受到唐楷的影响，后人初学书法，都以缓慢为尚，并且以为只有缓慢，才能力透纸背。
但书写的力道除了垂直向纸面下压的方向外，尚有一个力道，那就是顺着笔画方向运行的力道。
这个运笔的力道，从物理的原理来说，就是运笔的速度。
⋯⋯第七章隶书隶书的结构和笔法，是在篆书的基础上向简易、便利、快速发展出来的。
所以隶书的基本笔法仍然是藏锋，笔画运行的方向仍然是水平与垂直，但因为比较自在、快速、随意
一些，所以比起篆书的粗细统一、水平垂直，隶书的笔法多了一点波动和速度感。
隶书最明显的特色是“蚕头雁尾”。
向左下逆锋起笔，之后向右上回锋、右行，到笔画的终点前，向右下按笔，再向右上出锋。
“蚕头雁尾”存在于笔画的最长横画或最长的右捺，一个字中只能有一个“蚕头雁尾”，仔细分析数
十个字的结构之后，就可以很容易掌握隶书中“蚕头雁尾”的位置，有了“蚕头雁尾”，再加上水平
与垂直，隶书的感觉就出来了。
隶书的横画、直画的交接处是用“叠”的，如两个交叠的木棒，但都不出边。
隶书的横画一般都要保持水平，但可以约略地上下起伏。
直画则不一定保持垂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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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法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技术，此书无疑通幽门径。
——陈传席（著名美术理论家、书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习字入门，识书初阶。
——梅墨生（著名书画家，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部副主任，中国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书
法者，一为道法，一为方法，是书直指法门。
——徐卫新（著名书画鉴定家、收藏家，中华博物网创始人，华夏艺术品投资基金顾问）此书分析清
晰，点破了有心学习却不能学好的原因。
深入了解后可有系统、有方向地体会学习书法的乐趣。
——书画家  陶晴山本书从作者的习书经验，以客观的立场，阐述书法学习的真谛和有效的进步方法
，内容非常清晰易懂，在当今书法从式微转渐振兴的时候，确是好书。
——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  张炳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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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书法入门，有这一本就够了！
”◎选对笔墨纸砚，迈出学习书法第一步◎端正执笔坐姿，养成受益终身好习惯◎参照运笔图解，让
你轻松下笔写好字◎临摹名家碑帖，走上书法进阶通衢路何传馨 台北故宫书画处处长张炳煌 淡江大
学中文系教授陈传席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徐卫新 华夏艺术品投资基金顾问梅墨生 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
究部副主任黄光男 台湾艺术大学校长陶晴山 书画家龚鹏程 中国文学评论家 教授联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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