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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0 月 15 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
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016年11月30日，习总书记
又在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
话，提出“文运同国运相牵，文
脉同国脉相连”的重要观点，并
希望文艺工作者“坚定文化自
信，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从
总书记这两次讲话可知，重视
传统文化艺术势在必行。

为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精神，全面实施素质
教育，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优
秀文化，教育部于2011年8月
2日专门下发了《关于中小学
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其中有
这样的明确规定：“中小学校主
要通过有关课程及活动开展书
法教育。在义务教育阶段语文
课程中，要按照课程标准要求
开展书法教育，其中三至六年
级的语文课程中，每周安排一
课时的书法课。在义务教育阶
段美术、艺术等课程中，要结合
学科特点开展形式多样的书法
教育。普通高中在语文等相应
课程中设置与书法有关的选修
课程。中小学校还可在综合实
践活动、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中
开展书法教育。”

2013年1月18日，教育部
组织专家研究并制定了《中小
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进一步
细化了中小学书法教育的内容
和要求。就目前教育审核通过
的小学书法教材《书法练习指
导》的编写内容而言，从小学三
年级到六年级，每个年级所学
习的书法内容是不同的，而且
是递进式的。每一课时安排的
学习内容也是经过反复教学实
践的，在每一堂书法课中，既要
有充足的时间让学生动手书
写，在课堂上解决书法技能的
学习内容，又要留出一定的时
间让教师讲解分析例字的书写
方法并当场示范，还要有时间
讲授本课相关的书法文化或其
他内容，最后还要留时间对学
生书写的作业及时点评和反
馈，对学生课堂学习效果做出
合理的评价。从2015年秋季
开始，我国小学书法教育从三
年级开始全面铺开，逐年向高
年级推进，于是，我国的中小学
书法教育正式拉开帷幕，我国
书法的基础教育将正式逐步走
向正规。至于书法的高等教
育，更是形成了从本科、硕士、
博士到博士后的完整体系，全
国已经有100多所大学每年共
招收数千名书法专业生，培养
不同层次的书法专业人才。

其实，我国书法的高等教
育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书
学”，“书学”是我国古代专门用
来学习书法等相关内容的中央
官学。“书学”最早设置于西晋，
但那时的“书学”还不是正式培
养书法人才的官学，隋代的“书
学”才开始正式招收专门的学
生。唐代“书学”设置的时间最
长，断断续续开设了100多年，
而宋代的“书学”更接近书法专
业教育。北宋的“书学”与唐代

“书学”略有不同，就开设的课
程而言，唐代书学开设《孝经》
和《论语》，宋代书学开设《论
语》和《孟子》；唐宋两代书学中
都开设《说文》《尔雅》等有关文
字学的课程。唐代书学还开设
了《石体三经书》《字林》《三苍》
等课程，宋代的书学还开设了

《字说》《博雅》等课程，这些课
程都与字学教育相关。可见，
唐宋两代书学对字学的教育是
非常重视的，甚至可以说，字学
教育是书学教育最为主要的
内容。

唐代“书学”规定学习的
时间为6年，从时间而言，相当
于今天的硕博连读了。书学生
与其他学生一样，各个方面都
受到管制，主管他们学习的是
书学博士，当然还有其他管理
和教学人员。而唐代书学的毕
业考试与唐代科举的明书科
（也称明字科）是一致的。书学
生参加明书科的考试，其考试
内容主要包括口试和墨义两部
分。书学生在 6 年中学习了

《论语》《孝经》等经书类课程，
在明书科的考试中，口试应该
是考试这些内容。口试通过之
后，就是墨义考试。墨义的主
要范围是《说文》《字林》等内

容，采用笔试的方法进行，考试
的题目有20道，这20道题中有
18 道通过了，就可以称为及
第。明书科出身的人员大多从
事书手这样一个技术性职业，
仅仅是获得一份官差，聊以糊
口而已。如果非常优秀的明书
出身人员也有机会去担任书学
助教或者书学博士。而根据史
料记载，唐代需要楷书手的数
量是非常大的。

宋代书学对于书法水平
的重视程度明显不同于唐代，
就书法技能的课程而言，唐代

“书学”没有明确要求，只规定
书学生每天写一张字，至于写
什么内容，没有文献专门记
载。北宋“书学”对于书写技能
教育的内容和考核要求有明确
规定，《宋史》记载：“书学生，习
篆、隶、草三体。……考书之
等，以方圆肥瘦适中，锋藏画
劲，气清韵古，老而不俗为上；
方而有圆笔，圆而有方意，瘦而
不枯，肥而不浊，各得一体者为
中；方而不能圆，肥而不能瘦，
模仿古人笔画不能得其意，而
均奇可观为下。”其中的“隶”是
指楷书，主要是学习“二王”、欧
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等人的楷
书作品。而考核“书之上等”的
标准是“以方圆肥瘦适中，锋藏
画劲，气清韵古，老而不俗”。
这个标准不仅仅是书法技法的
要求，也有书法格调的要求。
在技法这个层面，要求方笔、圆
笔相结合，点画线条的肥瘦要
适中，而且在用笔时要学会藏
锋用笔，以中锋行笔，在用笔的
发力方面要求做到点画遒劲有
力。除技法这个层面的要求
外，在书法审美方面提出“气清
韵古，老而不俗”的标准。可
见，北宋“书学”的教学要求和
考核标准比唐代更全面，尤其
对书法水平的等级考核，有培
养书法家的倾向。但自宋徽宗
被金人所虏后，“书学”也就不
了了之，以后的中央官学中就
没有专门设置“书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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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构

结构类型

观察结构首先要确定单字
的结构类型，汉字的结构类型一
般分为：独体字、合体字。合体
字中有上下结构、左右结构、半
包围、全包围。根据结构类型进
行隶书单字结构的分析，结构类
型决定大多数字的外轮廓变化，
外轮廓是指字的长、方、扁的大
致形状。如：上下结构的字易
长，左右结构的易方或扁，等
等。我们先掌握一般性的规律
以后再根据帖中结构的变化来
比较分析。（图1）

格中位置

单字在格中的位置至关重
要，它决定通篇章法的整齐划
一，《礼器碑》多数单字的重心居
于格中，由于字的结构类型与偏
旁部首的搭配比例不同，其在格
中位置比例也随之不同。如

“车”字重心为竖，平稳端正居于
格中。“作”字右边笔画多，重心
偏右。“成”字左边笔画多，重心
偏左。（图2）结构类型不同会使
字在格中占有的位置发生变化，
如“爵”字呈方形，“台”字呈长
形，“四”字呈扁形。（图3）

点画秩序

《礼器碑》的点画排列有着
严密的秩序性，它也是多数经典
官制隶书的基本特点，这使得隶
书整体严谨、整饬、端庄。点画
排列时多遵循“平行等距”的原
则，如“书”“图”的横线排列，

“阳”“家”的斜线排列。（图 4）
“汙”“熹”的点排列，“雄”“惟”的
竖画排列都秩序井然均衡妥
帖。（图5）

收放关系

收放是根据单字自身的结
构类型以及偏旁部首搭配而处
理的结字关系，也是在章法中调
解相互冲突的手段。如“人”

“闿”左收右放，“穷”“乃”右收左
放，“盛”“声”上放下收，“表”

“皇”上收下放，（图6）“阴”“阳”
外收内放。（图7）

错落关系

错落多体现在左右结构的
单字中，上下结构的单字也偶有
运用，错落可以打破字势的平
板，增加动感，产生趣味。如

“独”“节”左高右低，“郸”“稽”左
低右高，“季”“奉”上下错位。（图
8）

为把握结构的准确还可以
运用多种方法，如用单线确定外
轮廓形成的单字形状，再划分内
部点画搭配的空间分布，如排列
秩序、角度、距离、长短，等等。
结构类型、外部轮廓、内部比例
是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三者结
合起来结构即容易准确把握。
图中左边是字在格中的位置、架
构及外沿轮廓，右边是字左右上
下的比例。（图9）

（二）节临局部

单字掌握后，就要对碑帖中
字与字之间的上下左右关系进
行临习和掌握，即局部临摹。王
羲之《笔势论》云：“分间布白，远
近宜均，上下得所，自然平稳，当
须递相掩盖，不可孤露形影。”作
品局部中上字与下字、右行与左
行须承上启下，左右关联，使其
精神团聚。实际这也是整体章
法的要求，通过局部章法的节临
体会上下左右的配合关系，为下

一步通临打下基础，做好准备。
1.字与字的关系

我们在进行字与字关系的
临习中主要以东汉经典隶书为
范式，如《礼器碑》《乙瑛碑》《曹
全碑》《张迁碑》《鲜于璜碑》《西
狭颂》，等等。此时的汉碑多有
界格，字居格中，整齐划一，有行
有列。隶书的字与字的关系主
要体现在横向排列当中，隶书以
左右开张取势，字形多扁，这样
自然拉大了上下字的距离，更增
加了左右的关联。这种关联带
给我们的是如何处理左右的避
让、收放关系，不同结构类型的
对比关系、轻重关系、呼应关系
等。在分析局部章法时，我们不
妨把纵横三个字构成九字分布，
将九个字从笔画的多少、上下左
右的对比，从矛盾的对立统一去
考虑，看笔画之伸缩、字形之长
短、字势之奇正、用笔之轻重、用
墨之浓淡等的处理，就会发现虽
然它们是对立的但又是和谐的。

2.行与行的关系

研究字与字的上下关系多
以有行无列章法的汉碑作为范
式，例如：《莱子侯刻石》、《祀三
公山碑》、西汉帛书等。在行草
书一行字当中，由于在线条运动
的引带下，字内空间开始了移
动，这种移动感使整个字的外延
结构（连带它的内部空间）产生
了一种运动趋势，如果上下各字
的运动趋势能互相衔接，那么一
行字便会形成连续、畅通的轴
线，这就是“行气”。如果上一个
字和下一个字的运动趋势不能
衔接，视觉感受便极不顺畅，这
时它就缺乏“行气”。隶书不同
于行草，摆动得不够强烈，但字
势上的欹侧衔接还是显而易见
的。节临局部时，要考虑竖行的
行气问题。而行与行之间的关

系，则存在着并列、错落、迎让。
（三）通篇临摹

通篇临摹是建立在笔法、单
字、局部配合的基础上进行的，
意在把握通篇章法、气息、风
格。隶书书迹众多，篇章布局也
有很多变化，但主要形式有以下
三种，即竖有行横有列的章法，
竖有行横无列章法，行距字距不
等的散点式布局的章法。初学
常用的是前两种。

通篇临习最好选择完整的
简牍、帛书、碑刻的整张拓片为
好，这是它们的原始章法，书籍
字帖当中是剪裱本，字与字的左
右关系已经被打乱。秦汉简牍
隶书是单片书写，有宽有窄，有
一行、多行之别，单行单片缀连
成册。因功用不同其书写或整
齐或率意，可根据实际章法另行
对待。西汉帛书中有的用墨或
朱砂在帛上画出“乌丝栏”或“朱
丝栏”，虽行距均匀，但字或大或
小，正欹相生，别有风采。隶书
发展到东汉已经非常成熟，其章
法多采用规整有序的形式，纵成
行横成列，井然有序。东汉之后
的隶书大多采用这种章法形
式。两种章法形式各有特色。
纵有行横无列的章法参差错落，
率意自然，应当避免拥挤或凌乱
松散。纵横有序的章法严肃规
整，临习时要于严整中求变化，
在规矩中见生动。

章法是字与字、行与行之间
的布局。如解缙《春雨杂述·书
学详说》所云：“是其一字之中，
皆其心推之，而其有絜矩之道
也。而其一篇之中，可无絜矩之
道乎？上字之于下字，左行之于
右行，横斜疏密，各有攸当，上下
连延，左右顾瞩，八面四方，有如
布阵；纷纷纭绘，斗乱而不乱；浑
浑沌沌，形圆而不可破。”这就是

说字与字之间，有字处与无字处
之处，行与行之间都应顾盼关
照，使之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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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章产生得很早，从
目前已掌握的资料来看，殷代
已有玺印存在，由此可见，我国
印章发展至今约有3000多年的
历史了，印章石简称印石，此外
还有图书石、石笔石、冻石、珉
琨等别称，是指适宜于雕刻印
章的致密石料，具有绚丽多彩、
细腻纯洁和柔软易刻等特征，
备受金石鉴赏家青睐。

印章作为凭信工具具有悠
久的历史，自古以来应用普遍，
从官署仕宦到布衣百姓，从官
印到私章，它是权力地位身份
和凭信的标志，也是社会活动
和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
物，古代印章材质以铜、玉为
主，间有金、银、牙骨等，到了唐
代出现堂、室、斋、馆之号和诗
句闲章，印章开始从单纯的凭
信工具发展为书画紧密结合的
独特艺术品。

自元明间王冕以花乳石治
印，开文人以石为印之先河，开

创了中国篆刻史上的石章时
代，促使明清篆刻艺术的勃兴，
由于印石材料质地温润，硬度
适中，满足了书画家们自篆自
刻印章的欲望，大大推动了创
作的繁荣，印章上端刻有图案、
动物、植物以装饰者称为“纽
章”“雕头章”，不雕饰者为“白
章”“平头章”等，前人往往把印
章和书法绘画相提并论，称它
们为“金石书画”，因印章有欣
赏、实用、雅俗共赏的多重价
值，更为文人雅士所把玩和
收藏。

自从民间盛行石材治印以
来，各地印石相继开采，在数以
百计的印石品种中、田黄石、鸡
血石和芙蓉石名冠诸品被誉为

“中国印石三宝”，它们各具特
色，难分轩轾，以石质论，田黄
温润、鸡血坚实、芙蓉细嫩；以
色泽论，田黄高贵、鸡血娇艳、
芙蓉洁净。田黄石简称“田黄”

“田坑”“田石”，是寿山石的品
种之一，第一品，是中国印石三
宝之首。田黄石出自福建省福
州市北郊寿山溪旁水田底，呈
自然块状，无根而璞、无脉可
循，只能靠挖掘偶然得之，极其
稀罕，外形光嫩圆滑如卵状，石
色以黄色为多，亦有红、白、黑
数种，外具色皮，肌理含细密纹
理，偶见红色筋络，素有“石中
之王”称誉，它的价值超过同等
黄金的数倍，故有“一两田黄，
三两金”之说。田黄石中的极
品田黄冻古时被列为贡品，清
初毛奇龄在《后观石录》中说

“每得一田坑，辄转相传玩，顾
视珍惜，虽盛世强力不能夺”。
其身价不言而喻。吴昌硕以金
石书画名世，他的一位朋友携
带数方印石登门求印，吴昌硕
连奏刀数方刻就，唯田黄石温
润可人，不忍奏刀。鸡血石原
名“凤血石”，是昌化石的一种，
出自浙江省临安县康山岭玉岩
山一带，因为石中含红色辰砂，
状如鲜血，散染的斑缕而得名，
鸡血石质地坚细、鲜红艳丽、妩
媚动人，其姣丽的姿质直可与
素有石中之王之称的田黄石相
匹配，故赢得了“石中皇后”之
美名，鸡血石以全红为上品，四
面红次之，对面红又次之，单面
红、顶脚红、局部红为下，鸡血
冻中，因有白、红、黑三色相间
者，俗称“刘关张”，石质细腻为
鸡血石中之佳品。传说鸡血石
是凤凰血变化而成，收藏它能
带来好运，兴家辟邪。芙蓉石
出自福建省福州市郊与寿山东
南的加良山，印色白色，也有黄
色、红色等，微透明石质柔细，
光滑洁润，因色白质嫩，犹如初
开的木芙蓉花而得名，以其清
白明莹，洁身自好，凝结晃朗，
不入俗世，具备君子之风范而
备受文人雅士们的器重，被尊
为“石中君子”。陈子备在《寿
山印石小志》中赞曰：“芙蓉之
质与色，直可与田黄冻石雄峙
寿山。”

中国印章石矿主要分布于
沿海的中生代火山岩中，自东
往西分作三个生成矿带，浙东

——闽东——粤东成矿带，东
北东部——鲁东成矿带和大兴
安岭——燕山成矿带，其中以
寿山、青田、昌化、巴林四地最
为闻名，被称为中国四大名
石。寿山石产于福建省福州市
郊约40公里的寿山乡，矿脉散
布于乡间十几公里方圆的群山
溪野之间，产量丰富、品类繁
多，分为田坑、水坑和山坑三个
大类，计有150多个品目，除前
所述田黄石、芙蓉石外，还有水
晶冻、高山石、荔枝冻都成坑、
善伯冻、鹿目格等品种，寿山石
被人们发现并用作雕刻材料已
有1500多年的历史，宋朝开始
大规模开采，明朝以后，用于印
章材料，备受篆刻鉴赏家赏
识。青田石产于浙江省青田县
山口、方山等处，分布广泛，储
量丰富，石质精纯、细嫩，微透
明具有滑腻感，色彩有白、黄、
红、绿、青、灰、酱、黑多种，以青
绿为典型，主要品种有灯光冻、
封门青、黄金耀、白果冻、竹叶
青等。昌化石产于浙江省西北
部的临安上溪玉岩山，色丽质
嫩，适宜治印，已有600多年的
开采史，是中国传统印石的重
要品种，自清以来，与寿山、青
田鼎立于印石之林，品种除上
述鸡血石之外，各种冻石以色
泽、质地的不同分别命名。巴
林石产于内蒙赤峰以北约100
公里的巴林石旗雅马图山，石
质温柔绚丽，是刻治印章的上
好材料，其中以渗染辰砂而出
现鸡血红者为极品，巴林石早

在唐宋时期已零星开采，20世
纪70年代始大规模开发，遂闻
名中外，被列为中国印石四大
产区之一。巴林石的命名以矿
质的透明度分为冻石和采石两
个大类，计数十个品种，其中以
福黄冻、鸡血红、彩霞红、巴林
晶、湘竹斑等为著名，我国是世
界上开发和利用印章石最早的
国家，至今已知印石矿产地达
百余处之多，除寿山、青田、昌
化、巴林四大产区之外，尚有长
乐石、福清石、莆田石、寿宁石、
宝华石、广绿石、莱州石、丹东
石、东兴石和楚石等。

中华民族是爱石的民族，
在绚丽多彩的传统文化中，石
文化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石不
能言最可人”。印石是大自然
赐予的艺术品，千姿百态，变幻
繁复，这种得天独厚的“天趣”
经过一代复一代文人墨客们的
赞赏交誉，百般推崇，直令观赏
者“心目既荡，嗜好为移”，他们
以自己的心灵去感受、去体会
印石微妙的灵性。爱石、藏石、
赏石、品石、吟石、玩石，寄情于
石，赏心悦目，其乐无尽，它既
增添了高雅的生活情趣，又陶
冶了人们的心情，净化了人们
的灵魂，最终达到人性与石性
相和谐的至高境界，这也是每
位收藏者孜孜以求的，印石是
寂寞的伴侣、智慧的源泉……
因此，爱石藏石之人往往痴迷
其中，乐此不疲，印石方寸之
间，包容着如此博大高深的学
问，是其他宝石所望尘莫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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