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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圓崇國小
中年級書法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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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級書法課程

指導老師﹕陳旻君
學生﹕ 

班級﹕

文房四寶

• 筆

• 墨

• 紙

• 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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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硯

書法身法、心法之說明

• 身法﹕頭正

身直

臂開

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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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法﹕靜心

心敬

淨心

心正筆正

永字八法

• 側（點）

• 勒（橫）

• 努（直）

• 趯（ 勾）

• 策（仰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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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仰橫）

• 掠（長撇）

• 啄（短撇）

• 磔（捺）

書法故事：王羲之

• 枕中得書法
• 床幾作書
• 題書戒子
• 玩珠捨宅
書換白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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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換白鵝
• 愛書及鵝
• 郗太衛東床擇婿
• 學書創體記
• 題扇橋
• 修禊書蘭亭

楷書基礎筆法：玉案、垂露、懸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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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字第一則：均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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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故事：
歐陽詢

• 歐陽詢臥碑三日

‧ 西元557年生，父親歐陽紇，在陳國當廣州刺史為一武官，當他13歲時父親因罪而滿門
抄斬，歐陽詢因藏匿而逃過一劫，後來投靠父親好朋友江總，住在建康(今南京)。

‧ 江總見其體弱瘦小，無法培養成武將，只好教其讀書寫字，沒想到歐陽詢非常聰明，
能一目十行。果然沒多久，歐陽詢己經成成博覽經史學問淵博的大學者了。

‧ 據說有一次，歐陽詢騎馬經過一山下，見路邊有一雜草堆中有一石碑，於是下馬查看，
原來是西晉著名的書法家索靖書寫的碑文。於是歐陽詢便站在旁邊好好的欣賞一下，
不知不覺過了許久，逐漸腰酸腿麻，只好上馬回家。
走著走著 捨不得又折回去看了許久 就這樣來來回回數趟 最後乾脆把氊子舖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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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著走著，捨不得又折回去看了許久，就這樣來來回回數趟。最後乾脆把氊子舖在地
上，坐在上面好好欣賞一番。就這樣過了三天二夜，終於體會了碑文的精髓才滿意的
離開了。

‧ 歐陽詢的官運很好，歷經陳朝、隋朝、唐朝三個朝代，其中他和唐朝的創始人李淵更
是交情匪淺。因此當李淵把皇帝位子傳給李世民，也就是唐太宗時，歐陽詢還是深受
器重，唐太宗還專程開了一個書法學校由歐陽詢擔任教授呢。也因如此歐陽詢的名聲
更是遠播到國外，當時朝鮮(韓國)人還特地派大使來向他求字；甚至日本天台宗創史
人最澄，從唐朝留學叵日本時也帶著歐陽詢書法回去呢。

‧ 直到現在日本最大報紙朝日新聞上的題字還是歐陽詢寫的呢。當然歐陽詢已死千年不
可能親自寫，而是從它留下來的碑刻宗聖觀記中，找出「朝日新聞」四個字拼湊而成，
其中「新」字沒有現成的，只好把「親」字去掉右邊，「析」字去掉左邊，再將兩個
字併成一字而成。

楷書基礎筆法：曲尺、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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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字二則：向背俯仰法

上仰、中平、下俯、向背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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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故事：褚遂良
‧褚遂良（公元596年－公元659年），

字登善，唐朝政治家 、 書法家 ，陽
翟（今河南禹州 ）人；褚遂良博學多
才，精通   文史， 隋末時跟隨薛舉為
通事舍人，後在唐朝任諫議大
夫 ， 中書令等職，唐貞觀二十三年
（公元649年）與長孫無忌同受太宗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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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詔輔政；後堅決反對武則天為後，遭
貶潭州 （ 長沙 ）都督，武后即位後，
轉桂州 （ 桂林 ）都督，再貶愛
州 （今越南北境清化）刺史，唐顯慶
三年（公元658年）卒；褚遂良工書
法 ，初學虞世南 ，後取法王羲之 ，
與歐陽詢 、 虞世南 、 薛稷並稱
“ 初唐四大家 ＂；傳世墨蹟有《 孟
法師碑 》、《 雁塔聖教序 》等。

楷書基礎筆法：怪石、杏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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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字三則：意聯法、集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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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故事：唐太宗

‧是著名的政治家 、軍事家，還是
一位書法家和詩人。 生於開皇十
八年（599年），早年隨父親李淵
進軍長安於618年建立唐朝 ，他
率部征戰天下，為大唐統一立下
汗馬功勞，李淵封他為秦王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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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馬功勞，李淵封他為秦王 天
策上將。 在626年時玄武門之變
奪位登基後，開創了著名的貞觀
之治 ，他虛心納諫，厲行儉約，
輕徭薄賦，使百姓休養生息，各
民族融洽相處，國泰民安，對外
開疆拓土，攻滅東突厥與薛延陀，
重創高句麗，設立安西四鎮，被
各族人民尊稱為天可汗，為後來
唐朝全盛時期的開元盛世奠定了
重要基礎。

楷書基礎筆法：犁樑、虎牙

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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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字四則：左右關係法

• 相避、相讓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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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故事：虞世南

• 虞世南（558年－638
年7月11日），字伯
施，是唐朝政治人物、
文學家、詩人、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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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家 詩人 書法
家。

楷書基礎筆法：搭勾、雀冠

橫鉤（雀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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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字五則：上下承覆關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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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故事：顏真卿

• 顏真卿（709－785），字清臣，生於京兆（今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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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真卿（709 785），字清臣，生於京兆（今西
安）。
少時家貧缺紙筆，用筆醮黃土水在牆上練字。初
學褚遂良，後師從張旭，後收篆隸和北魏筆意，
自成一格，化小字成大字，化纖細為雄渾，結體
寬博方正、氣勢恢宏，世稱「顏體」。

楷書基礎筆法：漫勾、綽勾

彎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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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字六則：中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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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故事：柳公權

• 柳公權，字誠懸，唐朝京
兆華原人，大書法家。柳
公權封河東郡公。公權是
顏真卿的後繼者 但惟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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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真卿的後繼者，但惟懸
瘦筆法，自成一格；後世
以「顏柳」並稱，成為歷
代書法楷模，有「顏筋柳
骨」之說。

楷書基礎筆法：獅口、曲口

（獅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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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字七則：外形統制法（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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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故事：趙孟頫

• 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道人，
別號鷗波、水精宮道人等。中
國吳興人，宋室後代。元代官
僚，書畫家。其妻為元朝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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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管道昇。元朝畫家王蒙之
外祖父。

楷書基礎筆法：
直勾、吟蛩（ㄑㄩㄥˊ）

橫撇橫撇 直勾

27

結字八則：
接筆法（點劃之接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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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故事：蘇東坡
（蘇軾 ）

• 蘇軾，字子瞻，一字和仲，
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人，
北宋文豪。其詩、詞、賦、
散文均成就極高，且善書法
繪畫 中 文學藝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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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繪畫，是中國文學藝術史
上罕見的全才，也是中國數
千年歷史上被公認文學藝術
造詣最傑出的大家之一。其
為唐宋八大家之一。

楷書基礎筆法：犀角、蟠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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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字九則：變化法（增劃、省略、
補點、借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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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故事：黃庭堅

• 黃庭堅，字魯直，號山
谷道人，晚號涪翁，洪
州分寧人。北宋知名詩
人，乃江西詩派祖師。
書法亦能樹格 為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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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亦能樹格，為宋四
家之一。庭堅篤信佛教，
亦慕道教，事親頗孝，
雖居官，卻自為親洗滌
便器，亦為二十四孝之
一。

楷書基礎筆法：戲蝶、浮鵝、彎笋（ㄙㄨㄣˇ）

豎曲鉤
撇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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臥鉤

結字十則：
脈絡法（意連、應接、就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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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故事：米芾

‧米芾（1051年－1107年），北宋書畫家。初名
黻，字元章，號襄陽漫士、海岳外史、鹿門居士。
北宋著名書法家、書畫理論家、畫家、鑑定家、
收藏家。祖籍太原（今山西太原），遷居襄陽
（今湖北襄陽），號稱「米襄陽 ，後定居潤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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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湖北襄陽），號稱「米襄陽」，後定居潤州
（今江蘇鎮江）。召為書畫學博士，擢南宮員外
郎，人稱「米南宮」。

‧米芾在官場上並不得意，其「不能與世俯仰，
故從仕數困」。因其衣著行為以及迷戀書畫珍石
的態度皆被當世視為癲狂，故又有「米顛」之稱。

楷書基礎筆法：飛雁、鳳翅

• 斜鉤 （飛雁）
橫斜鉤 （鳳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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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字十一則：減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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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故事：文徵明

‧文壁（1470年－1559年），字徵明，
以字行，更字徵仲，號衡山居士、
停雲生，中國明代畫家，長洲（今
江蘇蘇州）人，祖籍湖南衡陽，與
唐寅、沈周、仇英合稱為「明四家」
（亦稱「吳門四家」或「吳門四
傑 ） 並與唐寅 祝允明 徐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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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並與唐寅、祝允明、徐禎
卿並稱「吳中四才子」。晚年與老
師沈周並駕齊驅，繼沈周之後成為
吳派領袖。

‧從正德到嘉靖年間，據《吳門畫史》
一書統計，吳派畫家共有876人，
人材濟濟，但在當時，出類拔萃，
聲名顯赫，唯有沈周、文徵明等一
些人。

楷書基礎筆法：金刀、游魚

• 平捺了解平捺一波三折的特性及運筆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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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字十二則：減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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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故事：鄭板橋

‧鄭板橋(1693～1765)，清代書畫家、文學
家。名燮，字克柔，號板橋。江蘇興化人。
為人疏宕灑脫早年家貧，應科舉為康熙秀
才、雍正舉人、乾隆進士。曾任山東范縣、
濰縣的知縣。後因幫助縣民勝訟及辦理賑
濟有惠政，得罪地方豪紳而罷官。罷官前
後 均居揚州賣畫 他擅長體參入行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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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均居揚州賣畫。他擅長體參入行楷，
自稱「六分半書」，風格獨特，被評論家
稱贊為「古秀獨絕」。

能詩文，詩近香山、放翁，他的《悍
吏》、《私刑惡》、》孤兒行》、《逃荒
行》等作品，描寫民間疾苦頗為深切。所
寫《家書》和《道情》，自然坦率，為世
所稱。繪畫方面，為揚州八怪」之一。著
有《板橋全集》。

楷書作品：百福集字集體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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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書作品：少字數名言佳句創作

• 合作、自主、責任、尊重、反省、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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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軸、圓形、扇形、方形作品

• 影片標題：文字畫-教學動畫 –書法教學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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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故事：懷素

‧懷素. 唐代大書家懷素，俗姓錢，字藏真，湖南
零陵人，幼時出家。唐玄宗開元十三年（725年）
-唐德宗貞元元年（西元785年），終年61歲。懷
素自幼聰明好學，他在《自敘帖》裡開門見山地
說：“懷素家長沙，幼而事佛，經禪之暇，頗喜
筆翰。＂他勤學苦練的精神是十分驚人。因為買
不起紙張 懷素就找來一塊木板和圓盤 塗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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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起紙張，懷素就找來一塊木板和圓盤，塗上白
漆書寫。後來，懷素覺得漆板光滑，不易著墨，
就又在寺院附近的一塊荒地，種植了一萬多株的
芭蕉樹。芭蕉長大後，他摘下芭葉，鋪在桌上，
臨帖揮毫。 由於懷素沒日沒夜的練字，老芭蕉
葉剝光了，小葉又捨不得摘，於是想了個辦法，
乾脆帶了筆墨站在芭蕉樹前，對著鮮葉書寫，就
算太陽照得他如煎似熬；刺骨的北風凍得他手膚
迸裂，他還是在所不顧，繼續堅持不懈地練
字。 他寫完一處，再寫另一處，從未間斷。 這
就是有名的懷素芭蕉練字。

楷書描字筆法：集歐陽詢楷書比賽
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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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習寫落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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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故事：宋徽宗

‧宋徽宗 趙佶 （公元1082年5月初
5—1135年6月5日）， 宋神宗第
十一子、 宋哲宗之弟， 宋朝第
八位皇帝。 先後被封為遂寧王、
端王。 哲宗於公元1100年正月病
逝時無子， 向皇后於同月立他為
帝。 第二年改年號為“ 建中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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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第二年改年號為 建中靖
國 ＂。 在位25年（1100年2月23
日—1126年1月18日），國亡被俘
受折磨而死，終年54歲，葬於都
城紹興永佑陵(今浙江省紹興市柯
橋區東南35里處)。 他自創一種
書法字體被後人稱之為“ 瘦金
體 ＂，他熱愛畫花鳥畫自成
“ 院體 ＂。 是古代少有的藝術
天才與全才。 被後世評為“ 宋
徽宗諸事皆能，獨不能為君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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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
書
比
賽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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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本

書法故事：王鐸

‧王鐸（1592年－1652年），字覺斯，
一字覺之。號嵩樵、十樵、石樵、癡
庵、東臯長、癡庵道人、煙潭漁叟、
雪塘漁隱、癡仙道人、蘭台外史、雪
山道人、二室山人、白雪道人、雲岩
漫士等，孟津（今河南孟津）人，世
稱「王孟津 明末清初官員 書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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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王孟津」，明末清初官員，書畫
家。擅書法，姜紹書《無聲詩史》稱
「行草書宗山陰父子（王羲之、王獻
之），正書出鍾元常，雖模範鍾王，
亦能自出胸臆」，學米芾幾可亂真，
有《琅華館帖》、《擬山園法帖》，
諸體悉備，以草書功力最深，林散之
稱其草書爲「自唐懷素後第一人。」
有「神筆王鐸」之譽。

書法故事：董其昌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
號思白、香光居士。 漢族，松江
華亭 （今上海閔行區馬橋）人，
明代書畫家。 萬曆十七年進士，
授翰林院編修，官至南京禮部尚書，
卒後諡“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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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擅畫山水，師法董源 、 巨
然 、 黃公望 、 倪瓚 ，筆致清
秀中和，恬靜疏曠；用墨明潔雋朗，
溫敦淡盪；青綠設色，古樸典
雅。 以佛家禪宗喻畫，倡“南北
宗＂論，為“華亭畫派＂傑出代表，
兼有“顏骨趙姿＂之美。 其畫及
畫論對明末清初畫壇影響甚
大。 書法出入晉唐，自成一格，
能詩文。

榮譽集點

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