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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角度

第1课  比对与调整

临摹的过程是不断比对、调整、纠偏的过程。通过与范字

外形的比对，调整字形的长短、宽窄以及笔画的伸缩，使外形

接近范字。

要领图解

要领图解

体会不同斜向笔画之间的关系，纠正角度。

范字

该字与范字相比，撇捺角度太小。

范字

该字与范字相比，横太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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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比例
调整各个部分之间的大小、宽窄、高矮等比例。通过比对、调整，

使临写的字与范字相似。

范字

合体字有的左高右低，有的左低右高，要找到准确的位置。找位置

该字与范字相比，“口”偏下，位置不对。

范字

该字的“口”偏高，上部分太宽，“日”过于
宽扁，长宽比例关系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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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链接 如何读帖

在选定字帖后，要先读帖。读帖包括三方面内容 ：

一、了解书写者的生平、师承关系以及作品内容、创作背景，把握字帖的总

体风格。

二、了解作品的整篇布局，行距与字距关系，字与字之间的配合等。

三、仔细观察和揣摩字帖中每个单字的结构、笔画和用笔特点，如结构松紧，

取势纵横，点、横、撇、捺、钩等基本笔画的书写特点，用笔是圆笔还是方笔以

及如何转折等。逐步分析这些细节并熟记在心，临帖就有把握了。

对于初学者来说，第三方面尤为重要。

米字格 田字格九宫格

认识格子

平 金 智 如

练一练 临写下面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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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课  三点水

1

2

3

三点水 笔顺图示 笔法图示

要领图解
要领图解

三点水第一点侧斜 ；第二点较平，有下带的笔意 ；第三点

为提点。三点位置要有变化，重心不能在同一垂直线上。
练一练

深 沧

三点水第一点方起圆收，后面两点露锋尖起，调整笔

锋后露锋收笔。

净

用铅笔或钢笔先双钩再填写下面几个字的偏旁，看看位置

是否合理。

我来动笔

法 波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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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链接

比一比 比较不同书法家书写三点水的特点。

柳公权欧阳询 褚遂良

深源

赵孟

“泥”字三点相互呼应，右边撇长，伸向左下方。“注”字右

部分三横参差，上横伸左，使左右紧密结合。

临习指导

泥 注

从甲骨文到小篆，“水”字都能看出潺潺流水的形象。隶书对字体进行了较

大改动，水流的形状变成了笔画。作为左偏旁的“氵”则成了一个代表符号。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隶书 楷书 行书

深 深

“水”的字形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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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领图解
要领图解

经 施 旃

用铅笔或钢笔先双钩再填写下面几个字的偏旁，看看位置

是否合理。

我来动笔

3

1

2 4

1

2

3

4 5
6

第3课  绞丝旁与方字旁

笔顺图示

方字旁 笔顺图示

笔法图示

笔法图示

绞丝旁先写两个撇折，再写四个点，形态狭长，中间紧密。

方字旁先写点，再写横。撇露起尖收，横折钩斜而长，钩正对上点。

绞丝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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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

施施

柳公权

绝 绝

欧阳询 褚遂良

比一比 比较不同书法家书写绞丝旁和方字旁的特点。

绞丝旁两撇折上小下大，下三点左低右高。方字旁上点居

横右侧，横、撇向左伸，横折钩偏右。

经 绢

于 旃

练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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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链接

“绝（绝）”字左右基本齐平，“色”竖弯钩向右伸展，钩朝上。

“纳（纳）”字左长右短。“施”字方字旁上部分向右靠，右部分

竖弯钩起笔后向左下行笔。“於（于）”字左放右收。

我们总是说做人要有精气神，其实写字也离不开“精气神”。其中，精是指精神，

气是指气韵，神是指神采。“精气神”就是作者艺术造诣、精神气质在作品中的反映，

三者往往是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的。在平日的生活和学习中，多读书，多积累知

识，多学习积极正面的精神，将这些美好的品质融入字里行间，我们的书法也会

具有独特的精气神。

临习指导

绝

施 于

纳

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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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习指导

第4课  集字临摹练习（一）

“静”字左高右低，左右所占位置相当，两部分靠紧。“以”

字左低右高，长撇伸至左下。“修”字右部偏大，三撇形态各异。

“身”字上密下疏，竖钩挺直。

“静以修身”，出自三国时期诸葛亮的《诫子书》。意思是说，

依靠内心的宁静来修养身心。

集字解读

以

修 身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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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幅

横幅的四个字组合在一

起要讲究变化。“静”字笔

画多，又是起首字，可略大。

“以”字笔画少，形宽扁。“修”

字方正。“身”字修长挺拔。		

斗方的四个字上重下

轻，上两字笔画线条宜轻细

些，下两字笔画可粗重些，

款字宜偏下。

斗方

书写要点

作品展示 作
品
展
示

课外拓展 从《多宝塔碑》中集字书写“业精于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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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5

4

6

7

8

1

2

3

4

5

6

7

第5课  言字旁与金字旁

笔顺图示言字旁

金字旁 笔顺图示

笔法图示

笔法图示

要领图解
要领图解

用铅笔或钢笔先双钩再填写下面几个字的偏旁，看看位置

是否合理。

我来动笔

锋 镜 谁 谓

言字旁上点大而圆润，三横有粗细变化，“口”上宽下窄。

金字旁撇长伸左，上点较小，两横长短不同，下两点左低右高，提画上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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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一比 比较不同书法家书写言字旁和金字旁的特点。

言字旁点居第一横右侧，上面三横伸左缩右，“口”扁平。

金字旁撇长点短，两横上短下长，竖画对正上撇起笔处。

记 诵

铜

褚遂良欧阳询 柳公权 赵孟

谓记 钟 记

镜

练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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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链接

临习指导 “许（许）”字左右基本相等，言字旁伸左以让右。“钱（钱）”

字金字旁伸左，左右两部分靠紧，末笔斜钩向右下取势。

许

钱

诞

锋

“一波三折”指写“捺”这个笔画时，一笔之中笔势的变化有三个阶段 ：起

笔要呼应上一笔的笔意，行笔要有提按变化，收笔时笔毫要铺得满、展得开、收

得紧。捺在一个字中往往是最后一笔，做到了“一波三折”，整个字就显得端庄

沉稳。

一波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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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2

3

6

5

第6课  米字旁与火字旁

笔顺图示米字旁 笔法图示

要领图解
要领图解

用铅笔或钢笔先双钩再填写下面几个字的偏旁，看看位置

是否合理。

我来动笔

炯释 灯

2

1

3

4

火字旁 笔顺图示 笔法图示

米字旁上两点左低右高，竖画从横画的中间偏右处穿

过，下部撇长点短，均与十字中心紧密联系。

火字旁第一点为挑点，第二点为撇点，竖撇从两点之间穿过，捺点位置

稍偏上。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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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一比

米字旁上两点左低右高，横画偏左，竖画长而偏右，下点

形小。火字旁上两点相对，撇画上直下曲。

比较不同书法家书写米字旁的特点。

柳公权

粒

欧阳询

精

赵孟

精

褚遂良

精

粹 粒

烟 灯

练一练



16

知识链接

“火”字在甲骨文中的形象就是一团火苗，金文对“火”字进行了简化，中

间的主火焰变大，旁边两团火苗简化为两竖。后来，两竖转化为两点，中间的火

焰变为一撇一捺。以“火”为部首的汉字往往与火有关，如“炙”、“烟”、“炒”等。

隶书 楷书 行书小篆甲骨文 金文

“精”字左高右低，上紧下松；右边横画较多，注意长短、粗细、

露藏的变化 ；左右紧密依靠。“炳”字左窄右宽，火字旁上两点

露锋呼应，横折钩的折钩部分粗重。

临习指导

炳 炯

精 释

“火”的字形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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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领图解
要领图解

第7课  右耳刀与单耳旁

右耳刀先写横撇，再写弯钩，竖呈悬针状。《多宝塔碑》

中的右耳刀横折折钩分两笔写。

单耳旁先写横折钩，再写竖。悬针竖起笔在横的左边落笔。

印即郎部

用铅笔或钢笔先双钩再填写下面几个字的偏旁，看看位置

是否合理。

我来动笔

1
3

2

笔顺图示右耳刀 笔法图示

单耳旁

2 1

笔顺图示 笔法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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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耳刀竖画长挺，弯钩右展。单耳旁的横折钩，横画细而

折笔粗，竖画可用垂露也可用悬针。

比一比 比较不同书法家书写右耳刀和单耳旁的特点。

柳公权

即

欧阳询

郡

褚遂良

邪

赵孟

即

部 邪

即 印

练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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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链接

临习指导 “郎”字左右基本等分，右耳刀的竖挺直而粗壮。“卿”字

单耳旁靠右下而较小。

郎 都

卿 却

“屋漏痕”相传是唐代书法家颜真卿提出的，比喻写出的笔画像破屋墙壁间

的雨水漏痕那样蜿蜒而下，也就是要求行笔时不可一笔直下，而要控制手腕，使

写出的笔画既凝重又自然。

屋漏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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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字解读

第8课  集字临摹练习（二）

“高”字上窄下宽。“山”字笔画粗壮。“流”字有五个点，

注意形态变化，左三点大小参差，呈弧形排列，字形左低右高。

“水”字竖钩挺直，左右对称，左轻右重。

高 山

流 水

“高山流水”，出自我国传统典籍《吕氏春秋》。记载了春秋

时期俞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俞伯牙擅长弹琴，钟子期善于欣

赏音乐。俞伯牙弹琴，不论琴曲是表现高山还是流水之意，钟

子期都能准确领会。钟子期去世后，俞伯牙认为再无知音，就

把琴摔破，终身不再弹琴。后来人们就用成语“高山流水”来

比喻知音。

临习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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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幅

作品展示 作
品
展
示

条幅

写横幅时，“高”字上小下大，与“山”字

上大下小正好对应互补。“流”字笔画多，但在

整幅字中，字形不宜太大。“水”字笔画少，撇

捺要向左右舒展。

斗方

书写要点

从《多宝塔碑》中集字书写“真水无香”。课外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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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

1

第9课  立刀旁与力字旁

笔顺图示立刀旁

力字旁 笔顺图示

笔法图示

笔法图示

立刀旁先写竖，再写竖钩。竖居左上。

力字旁先写横折钩，再写长撇。两个笔画露起尖收。

要领图解
要领图解

动 勃 利 判

用铅笔或钢笔先双钩再填写下面几个字的偏旁，看看位置

是否合理。

我来动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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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一比 比较不同书法家书写立刀旁的特点。

柳公权

利

欧阳询

利

褚遂良

利 则

赵孟

立刀旁竖画短直靠上，竖钩粗壮伸展。力字旁的横折钩，

横画细而折笔粗，斜向左下，撇画稍长。

则 列

功 动

练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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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链接

临习指导 “利”字左宽右窄，“禾”笔画较细，下两钩对齐。“勃”字

左高右低，力字旁向左下取斜势，左右靠拢。

利 创

勃 助

甲骨文 像一把正在耕地的犁，上面是犁把，下面是犁头，金文 就更像一

把犁了。由于耕地要用力气，就用这个字表示力气、力量。以“力”作为部首的

汉字自然也与力气和精力相关，如“劲”、“勉”、“勤”等。

隶书 楷书 行书小篆甲骨文 金文

“力”的字形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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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4
3

5

6

7
8

9

第10课  页字旁与隹字旁

笔顺图示页字旁 笔法图示

页字旁横画两头重中间轻，纵向笔画左轻右重。

隹（zhuO）字旁先写短撇，再写竖。右边先写撇点后写横，右竖对正上点。

隹字旁形态瘦长紧密。

要领图解
要领图解

顺 雅 雄

用铅笔或钢笔先双钩再填写下面几个字的偏旁，看看位置

是否合理。

我来动笔

额

1
3

4
2 7 5

6

8

隹字旁 笔顺图示 笔法图示



26

比一比 比较不同书法家书写隹字旁和页字旁的特点。

柳公权

雄

欧阳询

杂

褚遂良

顺

赵孟

页字旁两竖左细右粗，下面撇、点左右舒展。隹字旁撇直

竖长，四横有长短粗细变化，右竖居上横中间位置。这两个偏

旁横画较多，间距要匀称。

顶 顺

雄 杂

预

练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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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颜）”字左边笔画较细。“额（额）”字左高右低。“难

（难）”、“虽（虽）”两字左右均衡，隹字旁左竖长下伸。

临习指导

颜

难 虽

额

“锥画沙”常常用来形容写字时中锋运笔高妙，笔锋在纸上运行，就像锋利

的锥子在沙上画线，锥锋陷入沙里，使沙的两边凸起，中间凹成一线。比喻用笔

功夫精深，下笔有力，又稳又准。

知识链接 锥画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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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领图解
要领图解

第11课  反文旁与欠字旁

反文旁先写上撇，再写横，最后写撇、捺。捺画露起尖收。

欠字旁先写撇，再写横钩。长撇藏起尖收，起笔对正短撇中间，捺画稍粗。

敬 教 次

用铅笔或钢笔先双钩再填写下面几个字的偏旁，看看位置

是否合理。

我来动笔

1 2

43

欠字旁 笔顺图示 笔法图示

2

1

3
4

笔顺图示反文旁 笔法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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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文旁第一撇由重到轻，横画由轻到重，第二撇弧度较大，

捺画舒展粗重。欠字旁首撇较短，下撇先直后曲，捺画向右伸展。

欠字旁的捺有时可以写成长点，如“ （叹）”字。

比一比 比较不同书法家书写反文旁的特点。

柳公权

教

欧阳询

效

褚遂良

故 教

赵孟

收 教

次 叹

练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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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链接

临习指导 “散”字反文旁第一撇角度大而较长；第二撇细轻，弧度较大；

斜捺捺角较小。“欲”字左高右低，捺改为长点。

敞散

欲 欢

“欠”的字形演变

“欠”最原始的意思是“呵欠”而不是“欠债”，所以甲骨文 就是一个张着

嘴打着呵欠的人。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么多带着“欠”的字都与嘴部动作有

关，如“吹”、“饮”等。

小篆甲骨文 行书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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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字左高右低，两横穿插于两撇下部，上短下长。“善”

字上纵下横，上密下疏。“积（积）”字左小右大，横画相互穿插。

“德”字左窄右宽，双人旁的两撇上短下长，角度不同。

第12课  集字临摹练习（三）

“行善积德”，意思是人要多做好事，好事做多了，自己的

德行自然也会更加完备。“行善”便是做好事，“积德”则是做

了好事之后的好结果。行善积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临习指导

集字解读

行 善

积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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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幅

作品展示 作
品
展
示

外方内圆的团扇形式往往搭配以两种颜色

的纸。

条幅的四个字纵向排列，上下重心对正，

整体也可以略偏右一点，留出左边落款的位置。

字形大小要有变化，最后一个字可略大一点，

能稳住下方。

书写要点

从《多宝塔碑》中集字书写“言为心声”。课外拓展

条幅

团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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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第13课  斤字旁与月字旁

笔顺图示斤字旁 笔法图示

斤字旁先写平撇，再写竖撇。撇画逆起尖收，横画尖起，

竖画露起圆收。

月字旁先写竖撇，再写横折钩，最后写两短横。月字旁形态瘦长。

要领图解
要领图解

朝期斯所

用铅笔或钢笔先双钩再填写下面几个字的偏旁，看看位置

是否合理。

我来动笔

1

2

3

4

月字旁 笔顺图示 笔法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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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一比 比较不同书法家书写斤字旁的特点。

柳公权

断

欧阳询 褚遂良

斯 斯

赵孟

斤字旁左撇呈纵势，竖画居横画中间。月字旁竖撇长伸，

中间两横靠左，位置偏上。

斯

所 斯

朝 期

练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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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链接

临习指导 “断（断）”字左大右小，左高右低，左密右疏，斤字旁的

竖撇与竖底部不能齐平。“朔”字左高右低，月字旁写得较为舒展。

断 所

朔 明

《等慈寺碑》由唐代颜师古撰文，记录

了李世民领导的重要战役——虎牢关战役。

李世民登基以后，立此碑以纪念虎牢关战役

中阵亡的将士。此碑现藏河南郑州市博物馆。

《等慈寺碑》是唐代楷书的优秀作品。

书法既含欧阳询、褚遂良匀净精劲的风采，

又有北碑紧密雄健的精神。

等慈寺碑

《等慈寺碑》（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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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领图解
要领图解

1

72 3

8

4

5

6 笔顺图示

笔法图示

1

2
3

笔顺图示

笔法图示

第14课  宝盖头与雨字头 

宝盖头先写两点，再写横钩。点画露起圆收，横钩横轻钩重。

雨字头先写上横，再写左点。横钩长伸，短竖粗重居中，四个小点参差分布。

定 宣 云 雪

用铅笔或钢笔先双钩再填写下面几个字的偏旁，看看位置

是否合理。

我来动笔

宝盖头

雨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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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一比

宝盖头上点居中，左点斜垂，横钩左低右高。雨字头上横短，

左点略长，横钩细长，四点两两呼应。

比较不同书法家书写宝盖头和雨字头的特点。

褚遂良

雷

欧阳询

宇

柳公权

露 宗

赵孟

宇 宗

云 灵

练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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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链接

“雨”字是象形字，甲骨文 最上面的一横代表云层，下面是雨点，说明古

人对下雨的情形观察得非常细致。金文的“雨”字与甲骨文大致相同，而小篆的

“雨”字在原先的基础上又加了一横，代表云层上的天空。

行书楷书小篆 隶书金文甲骨文

“雨”的字形演变

“定”字宝盖头不宜写得太大，撇要写得轻，捺要重而舒展。

“雪”字雨字头呈横势，整体上宽下窄。

临习指导

定 官

雪 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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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课  草字头

笔顺图示

4

1

3
2

笔法图示

草字头

要领图解
要领图解

练一练 注意草字头有两种写法。

蕤 若

英草

用铅笔或钢笔先双钩再填写下面几个字的偏旁，看看位置

是否合理。

我来动笔

菩落

先写横再写竖。两短横左低右高，两竖左短右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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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一比

华 花

“华（华）”字临习时要注意横和竖的长短、粗细变化，中

间悬针竖要粗挺有劲。“花”字下部分笔画少而粗壮，草字头左

低右高。

竹字头写法与草字头写法相近，注意每个笔画之间的联系

和上下两部分的组合关系。

比较不同书法家书写草字头的特点。

欧阳询

华

褚遂良

莫

柳公权

莫 华

赵孟

箓符

举一反三

范笔

临习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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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字解读

点在不同位置的形态不尽相同。“道”字左上侧点平卧，

“首”的两点左右呼应。“法”字三点呈弧形。“然”字下四

点左低右高。

第16课  集字临摹练习（四）

“道法自然”，出自我国传统典籍《道德经》。意思是说，我

们要遵循自然规律。

临习指导

法

然

道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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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面上每个字的中心线都要指向扇面的圆心，正文字偏上，款字稍长，

正文与落款一横一纵，形成对比。

扇面

书写要点

作品展示 作
品
展
示

从《多宝塔碑》中集字书写“文章风韵，笔墨情怀”。课外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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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宝塔碑》中集字书写“文章风韵，笔墨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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