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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书法艺术的长河里，楷书是有其独特的地位的。
它不仅使汉字的结构能够简化，而且弥补了隶书和草书的不足，完美地继承了两者的优点。
从魏晋至今，一直占有统治地位，人们把它作为正规字体来使用。
　　《大学书法教材·大学书法楷书临摹教程》为“大学书法教材”系列之一，介绍了学习楷书要求
掌握的写字的规则和技巧。
　　《大学书法教材·大学书法楷书临摹教程》适用于普通高校和职业院校的公共选修课和专业必修
课，尤其适用于师范、行政管理、文秘、广告等专业，也适合书法爱好者自修提高之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书法楷书临摹教程>>

书籍目录

上编第一章　楷书书体论　第一节　楷书的名称及含义　第二节　楷书名称的发生　第三节　楷书指
称的历史沿革　第四节　楷书在书法艺术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第二章　楷书书体史　第一节　楷书的
起源与形成时期　第二节　楷书的发展时期　第三节　楷书的鼎盛时期　第四节　楷书的衰落时期　
第五节　楷书的复兴时期第三章　楷书技法解说　第一节　楷书的笔法　第二节　楷书的结构　第三
节　楷书的章法　第四节　楷书的择帖下编第四章　准确的临摹　第一节　教学说明　第二节　训练
程序　单元一至单元八　第三节　一年级学年考试试题第五章　分析的临摹　第一节　教学说明　第
二节　训练程序　单元九至单元十九　第三节　二年级学年考试试题第六章　印象的临摹　第一节　
教学说明　第二节　训练程序　单元二十至单元三十三　第三节　三年级学年考试试题第七章　创作
单元三十四至单元四十三附编　历代楷书著名碑帖目录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书法楷书临摹教程>>

章节摘录

　　北周《时珍墓志》，全称《伪齐在京为前玉释褐辟任齐安感戍主俗赠车骑将军时珍墓志》，刻于
宣政元年（578），清光绪七年（1881）山东诸城出土，现存西安碑林。
书法结构稚拙，笔法率真，随意坦然，若不经心。
　　北朝书法除刻石之外，历年考古发现的写经、文书已十分可观。
写经书法被称为“经生体”，这种技术特征很强的小楷自魏晋，经南北朝至唐宋一直流传有千年之久
，自可为楷书的一支劲旅。
　　统观楷书的发展时期，一个明显的特征即书法的审美追求与风格有着极强的地域性，如河南洛阳
的“龙门体”“亡B山体”；河西地区（今新疆、宁夏以及甘肃、青海的一部分）的“北凉体”；以
山东云峰山、天柱山刻石为代表的“云峰体”等等。
都可以见到地域书风对书家群的影响，也可从中窥见楷书在发展过程中风格与技法的演变规律。
　　第三节楷书的鼎盛时期　　南北朝楷书的绚丽多姿与技法的逐渐完备为楷书走向辉煌奠定了基础
，由隋至唐是楷书达到极盛的一个历史节点。
其主要表现有三：一是楷书在技法上的高度成熟与创作走向程式化；二是典型书家的典型楷书风格作
为一种模式的确立；三是以书法家个人楷书风格的形式特征作为书体流派并以个人名命楷书风格类型
的社会文化现象。
这一切说明了楷书的极盛与社会的推动以及书法家社会地位的提升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唐代一些大
书家社会地位的确立几乎都是以楷书作为支撑的。
可以说，研究唐代以前的楷书，一般多是着眼于作品，而对书家则不太注意甚至略而不论，这固然是
因为彼时的传世作品如碑刻等大多不留书者姓名，然而这正是书家社会地位还不高的原因所致——这
里不是指其政治地位如官职身份等。
而唐代以及唐代以后的楷书及其他书体研究，则首先是要着眼于书家的，这并不仅仅因为一些著名书
家大都是达官显贵，而是书法艺术的人本立场愈加突出，这样作品就成为系于书家人格品位之下的研
究材料。
这种人本艺术研究立场既反映了书法艺术愈来愈成为人们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栖居地，也反映了楷书与
社会其他方面的紧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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