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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编

概　

论

中国书法史是每一位学习书法

者皆需了解的内容，通过对中国书

法脉络的梳理，我们会对经典作品

与书法家的了解更为直观与深刻。

同时，“文房四宝” 即笔、墨、

纸、砚在中国书法中的独特运用，

体现了中国书法艺术独步世界艺术

之林的鲜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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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书法源流概述

书法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它是伴随着中华民族悠

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而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融多种知识于一体的民族艺术。

中国书法艺术始于汉字产生阶段，中华民族是最早使用线条表达文字意思的

民族。

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汉民族的祖先，已经步入了书法艺术混沌初

开的历史。

文字的最初形态是图画文字而不是图画，汉字更是这样。但原始图画艺术是形成

图画文字的最重要的源泉。一万年前的原始图画不仅开始用来认识世界，用来满足艺

术的需要或者达到祭祀的目的，而且还用来达到交际和记事的目的，即表达某些信息

或者保存这些信息，这个时期，便形成了图画文字。由绘画到文字，汉民族终于出现

了文字的雏形——刻划符号，书法艺术的第一批作品——刻划符号终于面世，并且遗

存到今天。汉字刻划符号，是史前的书法艺术，只是这种艺术处在一种混沌的状态之

中。半坡彩陶上，每每有一些类似文字的简单刻划，这些陶器上的线条符号，具备了

美的基本要素，是书法艺术的雏形，也是汉字形成发展的初级阶段。

文字的诞生，宣告了人类蛮荒时代的结束和文明征程的开始。汉字的诞生成为古

老的东方文明产生的最重要的标志，同时也直接孕育出了东方的独特艺术——书法。

汉字成为中国书法产生的直接源头和唯一素材。

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大批

出土的商代（约前16世纪—前11世纪）甲骨文与金文，是商代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

一。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前221），奴隶制分崩离析，封建制度建立。在这漫长的

五百年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学术上提倡“百家争鸣”

的同时，艺术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成长时期，也是中国文字变化最大的一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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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诸国，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实行“三统一”，即统

一文字、统一货币和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即“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以“小篆”为

主，作为秦代的官方文字。但秦代除小篆外尚有其他文字。据《说文解字》载，秦规

定文字有八体，即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当时最为通

行的是小篆与隶书。

商周至秦汉，中国书法完成了其从汉字的产生与发展、书体的演变以及书法风格

的变异。

中国书法艺术的繁荣是从东汉（25—220）开始的。

东汉时期的几个特殊现象，为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第一，纸的发明完成。纸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据考古发

现，西汉初期就出现了代替缣帛作为书写材料的纸，但是这种纸是一种试制品，尚未

普及，真正完成纸的发明，还是东汉时期的蔡伦。

第二，佛教传入中国。佛教传入后，书法艺术又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寺观

的刻石、佛经的传抄，都成了书法艺术的珍品，不少佛教徒、禅师都成了著名的书法

家。书法艺术是驰骋心灵的艺术，正好借用佛教的悟达、解脱来表情达意。

第三，知识分子群体出现。刘秀政权是以南阳地主阶级为背景的，新兴的地主阶

级步入政坛，大大增加了政界知识分子的比例。特别是此时兴起科举取士制，通过科

举制这条道路，集结了一大群知识分子。

第四，专门的书法理论著作出现。书法实践在理论的指导下更加自觉地向前发展。

最先提出书法理论的是生活在两汉之交的文学家、哲学家扬雄，他在《法言·问

神》一文中指出：“书，心画也。”“书为心画”成为后代书法史上的经典命题而

光耀古今。

中国书法经过千余年的历史演变，终于在汉末魏晋时期摆脱了文字的实用性和

“技艺之细者”的地位，而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

三国时期（220—280）楷书的出现是中国书法的一次重大革命。楷书的点、画、

线条运动更加丰富多彩，楷书出现后，中国书法才在空间造型上稳定下来，中国书法

的字体演变趋于结束。关于楷书的起源，卫恒《四体书势》：“上谷王次仲善隶变，

始为楷则。”有第一代楷书书迹传世的书家为钟繇，钟繇能变前人之法，在当时以新

兴楷体为书法创作的艺术原型，写出体象卓然的“正书”。

魏晋南北朝是政治、经济、哲学和文化各方面都具有新特点的历史时期，也是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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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以来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时代。玄学的产生标志着哲学由汉代的宇宙论转向

本体论，极大地强调人格的自由和独立，推崇人的才情、品貌、风度、言谈、智慧、

识鉴、个性，文学上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绘画上提出了“以形写神”的命题，书

法上有了“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之说。书家和书法获得了官方正统地位，出现

了知名书家如林、群星璀璨的空前盛景。“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

妙”，史游、杜度、蔡邕、刘德升、韦诞、皇象、索靖、卫夫人、王氏家族、谢氏家

族等一大批书家的出现，使书法艺术趋向成熟、自觉，书法理论、书法批评崛起，笔

墨技巧日臻完善，尚“韵”书风形成。

行草书中连贯的线条运动，在速度、节奏、笔墨等方面得到了统一，使得书家

在抒发情感时能够达到起伏跌宕、变幻无穷的境界，行草书下笔自如，一点一线皆

有情意，可谓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神机一片，再加上晋人那潇洒超脱的心灵，于

是“书圣”王羲之便诞生了，中国书法的第一个高峰出现了，由古拙向妍美的审美

转变开始了。

魏晋时期（265—420），随着精神领域老庄之风的盛行，物质领域庄园经济的兴

起，山水自然之美成为人们欣赏的审美对象。顾恺之的画，陶渊明、谢灵运的山水田

园诗，“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都不约而同地表现了同一主题——自然

之美。

南朝（420—589）的书法继承魏晋之遗风，以“二王”的书法风格为主流，并多

以草、楷见长。南朝的铭刻书法完成了由隶书向楷书的过渡。其代表碑刻有《爨宝子

碑》《爨龙颜碑》《王 韶墓志》《萧憺碑》以及传为陶弘景所书的《瘗鹤铭》等。

南朝书家较多，有刘宋时的羊欣，南齐时的王僧虔，梁时的萧子云及陈时的智永等。

北朝（386—581）经济衰落及战事繁迭，因而其书法未能如南方东晋书法那样走

出新的一格。南朝曾禁碑而北朝不禁，加之厚葬之风俗，故北朝孝文帝迁都（494）

洛阳后，出现了大量的碑刻、墓志、造像记以及摩崖刻石。北朝时期，佛教在北方的

影响巨大，建寺院、修石窟、刻摩崖，构成了北朝庞大的碑刻书法体系，形成继东汉

桓、灵时代之后的第二个刻石书法高峰。

隋（581—618）的统一结束了南北朝时期分裂的历史。在中国书法史上，隋的

历史虽然较短，但在南北朝向唐过渡中，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这一时期

的书法成就以楷书为代表，隋楷保存了南北朝的开张洞达而日趋精致，隶意更少乃

至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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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史上的隋代，并不因其年代短暂而湮没。隋朝是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文化合

并建立起来的大朝代，体现了南北合流的文化成果。在目录学、天文、历算、医学、

史学诸方面均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文学艺术方面也大有发展。在书法上，尤为突出

地反映了南北朝书法书风融合的趋势，继承着南北朝书法家书法的传统，向着工整规

矩技法化的方向发展。隋代的楷书风行，留下了大量的造像记、墓志和塔铭。

唐代（618—907）揭开了中国历史最为光辉灿烂的篇章，近四百年的分裂与内

战，到李唐王朝彻底告一段落，唐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取得了空前的发展，达

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

唐代对中国书法的贡献也是后人所难以企及的。初唐四家——欧阳询、虞世南、

褚遂良、薛稷，在隋碑的基础上进一步使楷书向定型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经李邕

的变异，直至一代大师颜真卿，真正的唐朝楷书面目出现了。紧接着柳公权强化了

“法”的特征，获得了尚“法”的美誉。唐代楷书最重要的贡献表现在对“法”的不

遗余力的构建上。以颜真卿为代表的书家把以王羲之为代表的妍美潇洒的晋人风格转

向了雄浑博大的盛唐气象。唐朝把楷书推向了后人难以再现的高峰，同时也将草书，

尤其是狂草，推向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绝顶。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书法

史上最为奇特的现象：极端正的楷书和极散逸的草书在同一时代均奏出了历史的最强

音。汉末魏晋已经觉醒了的中国书法艺术到了唐代更加走向成熟。

从尚“法”到尚“意”的转折之中，五代书法是一个过渡时期（907—960），而

其关键的过渡型人物，即为晚唐五代书家杨凝式。

杨凝式擅于文词，尤工行草，行草书出入颜、柳、欧阳询，“加以纵逸”，天真

烂漫，笔势雄杰，“如横风斜雨，落纸云烟，淋漓快目”，个性十分突出，已开宋人

尚意书风之先河。

同时期善书者，还有南唐后主李煜，其书法传“二王”执笔法，善行书，喜用

颤笔，遒劲如寒松霜竹，时称“金错刀”，作大字不用笔，卷帛而书，被称为“撮襟

书”，其墨迹传世极少。

两宋时期继续唐、五代以来的社会风气，书法同诗歌一样，是士大夫们必备的修

养，书法的发展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北宋时期（960—1127），汉字形体已不再急剧

变化，而在金石学、文字考据、镌刻丛帖，乃至笔、墨、纸、砚的制作尤求精进，北

宋书家无须厘正汉字字体、书体，而能在用笔上愈求技法之有新的艺术意象，写出其

艺也精的书法作品，而且在书法理论方面也立论述旨，阐发了许多精辟的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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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由于最高统治者崇文抑武，在科举中不重门第，且以诗文取士，造成当时一

种浓厚的“文”的风气，书家队伍的构成基本以典型的文人士大夫为主。宋代书法新

风的领袖，无一不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文学艺术大师，宋代尚意书风的代表人物

大都为饱学之士，他们的笔下也就自然流露出浓厚的“书卷气”。他们以卓越的艺术

实践，奠定了中国书法新的审美理想——“文气”“书卷气”，并成为后世文人孜孜

以求的目标。宋代书法之所以取得突出成就，是以创作者非凡的文化修养为基础的，

这是宋人成功的外在力量。

宋代书法成熟的标志是“苏黄米蔡”的出现，即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人

称“宋四家”。“宋四家”的书风，突破了宋初以来“二王”的统治，变唐代颜、柳

的肃穆为轻快活泼，恣肆放达，以“意”为书，使人耳目一新，掀起了中国书法艺术

发展的又一个高潮。

元代（1206—1368）是中国书法史上力主复古，却又别具艺术境界的特定时期。

元代书法并不像唐代书法那样直接继承隋人，而是倾向摹魏之钟繇、效晋之“二王”

以及唐代书家。为此，师法“魏晋”便成了元人书法的艺术基调。但不可忽视的是，

元人在心摹力追“师法魏晋”的同时，又有意识地在不同程度上摆脱这种影响，表明

元人书家还是十分重视自己在这一时代的艺术创造。因此元代书法就有了变革书风之

举，书法家赵孟 就是元代“师法魏晋”的第一人，并影响了元明两代。

元代书法还有一个特点，即书与画的关系更为紧密。中国画有题跋文款即始于元

代，这对后世的书法和绘画的影响极为深远。这种融诗、书、画、印为一轴的风气，

对以后明清的书风、画风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明代（1368—1644）是中国书画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书法，在

沿着宋元传统的基础上继续演变发展。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渐稳定，文化艺术的

兴盛，出现了一些以地区为中心的名家流派。其书风总的趋势是继承宋元以来帖学的

传统，在前期、中期、晚期各个阶段，都具有不同风貌。

明代的书法风格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条发展脉络：

第一，从明初的“三宋”（宋克、宋广、宋璲）、“二沈”（沈度、沈粲）到中

期以后的沈周、文徵明、王宠等吴门书家，再到晚明的董其昌为一脉。其艺术主张和

作品风格对清代的书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明代初期以陈璧、张弼等为代表的狂草书风，到中期以后的祝允明、陈

淳、徐渭达到一个高峰。尤其是徐渭狂放不羁的个性和骇世惊俗的书风面目，对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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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美要求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到晚明时期，在文人士大夫中间日益强烈的反对束

缚、提倡个性的思潮影响下，出现了由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等一批优秀书

家构成的变革书风，这股新的力量异军突起，成为明、清之际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

清代（1616—1911）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政治、经济、思想、文

化诸因素的影响下，书、画艺术呈现出特定的时代风貌。

清代书法在发展演变过程中虽然存在着尊尚法帖墨迹和推崇碑版刻石两种截然不

同的倾向和风气，但明确以“帖学”和“碑学”这两个名称来概括这两种书学理论和

创作流派体系，则是到清末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才正式提出。

“帖学”指宋、元以来形成的崇尚王羲之、王献之及属于“二王”系统的唐、宋

诸大家书风的书法史观、审美理论和以晋、唐以来名家墨迹、法帖为取法对象的创作

风气。由于这一风气是在宋代出现的《淳化阁帖》等一大批刻帖的刺激和影响下形成

的，故称“帖学”。直到清代中期以前，帖学在书坛上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碑学”则是指重视汉、魏、南北朝碑版石刻的书法史观、审美主张以及主要以

碑刻为取法对象的创作风气。与帖学相比，碑学的出现要晚得多，它是在清代中期经

阮元的倡导及包世臣的推动才兴盛起来的。作为一种新的理论体系和创作思想，碑学

在道光以后很快风靡，并取代帖学成为书坛的主流。

清代亦是中国书法史上被称为“书道中兴”的重要发展时期。早期为帖学的天

下，至中期，碑学兴起，晚期则盛行碑学。碑学的提倡、兴盛，为书法艺术的发展开

拓了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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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书法器具材料

必备的器具材料是完成书法学习和创作的物质基础。在传统书法活动中，柔软而

富于弹性的毛笔，是产生书法丰富多彩的线条的最重要的工具，与书法美的表现息息

相关的还有墨、纸、砚等，即所谓“文房四宝”。以“文房四宝”为主的书法器具材

料，或以绝妙的构思、奇巧的造型令人赞叹，或以材质的精美、珍贵令人艳羡，或以

如冰似玉的胎釉及巧夺天工的画工、刀工、堆塑、贴塑使人称奇叫绝，形成了独特的

文化现象。

第一节　笔

一、毛笔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书写文明历史的国家，明代罗颀所辑《物原》云:“伏羲初以

木刻字，轩辕易以刀书，虞舜造笔以漆书于方简。”从出土的考古材料看，新石器时

期的陶器彩绘即有使用原始毛笔的痕迹，夏商时期的甲骨文字，已有先书后刻或刻后

用毛笔涂朱的甲骨实物，战国时期的竹木简、缣帛上已广泛使用毛笔来书写。先秦时

期，毛笔有多种名称，东汉许慎在《说文》中写道：“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

之弗，秦谓之笔。”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笔”才作为一个名称被固定下来。

秦汉时期，毛笔作为书写工具已被大量使用，这对毛笔的性能也有了更高的要

求。从出土的秦汉时期的实物来看，当时制作毛笔选毛已经十分精细。史有秦将蒙

恬造笔之说。据考古发现，蒙恬之前已有毛笔，湖南长沙、湖北云梦、甘肃天水等

地先后出土了春秋、战国和秦代的毛笔，秦人的毛笔将笔头纳入笔杆之中，毛笔形

制基本定型。

汉代毛笔实物先后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湖北江陵凤凰山、甘肃武威、敦煌悬泉置

和马圈湾、内蒙古居延、连云港东海尹湾等地出土。汉代毛笔笔管多为竹木，笔头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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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沙左家山出

土的笔（国家博物

馆藏）

甘肃武威出土的东汉白马作

毛笔（甘肃博物馆藏）

东晋前凉　笔

（图片取自《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文房四宝全集》）

唐　斑竹管镶牙笔

料有兔、羊、鹿、狼等动物毛。除了笔头选料考究、制作精细外，还十分重视笔的装

饰，毛笔一般皆配以笔套、笔匣。笔匣多以漆彩绘，美观大方。

魏晋至唐宋是我国书法艺术大发展的时期，毛笔的制作工艺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三国时韦诞制作的毛笔被称为“韦诞笔”，是早期的兼毫笔。两晋时期，制笔工艺在

毫毛选采、配伍及技术上又有了提高和改进，唐代毛笔的形状多是粗杆、短锋，笔头

原料以兔毫为主，另有少量鼠须、羊毫等。唐宋年间，制笔业的中心在当时的宣州

（今安徽宣城），称为“宣笔”。唐代的宣笔，以兔毫为主，选料精细，质量高超。

盛行的鸡距笔，锋短，形如鸡距，毫芒犀利劲健，如剑如戟，使秉之者笔力得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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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士极为推崇，一时价如金贵。唐代影响最大的笔工是诸葛氏，其家族大多操持此

业，所制之笔人称“诸葛笔”。

在宋代，诸葛笔世传其业，仍甲于天下。新制的无心散卓笔，根基牢固，久用不

散，一支可抵它笔数支，因而深得苏东坡的喜爱。除宣州的诸葛笔外，著名的还有徽

州的汪伯立笔，在当时与澄心堂纸、李廷珪墨、羊斗岭砚（即龙尾砚）并称为“新安

四宝”。至此，毛笔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创始，经过战国时期的发展，到东汉魏晋时期

披柱法的创立和采用，直至唐宋时期制作笔毫采用披柱法、散卓法，以及利用紫毫、

羊毫、狼毫等制作的长锋和短锋，已经基本形成了制作体系。

元朝以后，产于浙江湖州的“湖笔”逐渐盛行，并取代了宣笔的地位，成为此后

独领风骚数百年的笔中骄子。湖笔选料精细、工艺精美，可分为羊毫、紫毫、狼毫、

兼毫等，具有锋颖尖锐、修削整齐、丰硕圆润、劲健有力的特点，被誉为“毛颖之技

甲天下”。

明万历　景德镇窑青花缠枝莲龙纹瓷管笔 漆云龙管笔

湖笔艺人在制作湖笔　修削笔毛 黄鼠狼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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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随着书画艺术的发展，毛笔制作工艺

也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制作工艺不但讲究实

用，更注重装饰。笔管的制作形式、使用材料更趋精

巧、多样，形成了一种特制的工艺品。

二、毛笔的制作工艺

毛笔的制作工艺较复杂。如湖笔的制作，笔头采用

披柱法制成，大致要经过选料、配料、除油、梳理、分

头、加热、复披毛、捆扎等上百道工序，再经过反复

的修削与粘贴；笔杆的制作工序大致有选料、锯料、

锉、刨、镶、磨、抛光等等；笔杆制好后，一般还要在

上面刻字。

三、毛笔的种类与特点

毛笔的品种较多。从笔管的质地来分，有竹、木、

雕漆、螺钿、象牙、犀角、牛角、玉、金、银、瓷等；

从性能上分，则有硬毫、软毫、兼毫；从笔毫的原料上

分，就曾有兔毛、羊毛、马毛、鹿毛、獾毛、鼠须、狼

尾、鸡毛、胎发、茅草等，其中以紫毫、狼毫、羊毫及

兼毫使用最多。

紫毫笔用野兔项背之毫制成，属于健毫笔，弹性极

佳。狼毫笔用黄鼠狼尾尖之毫，性质坚韧，仅次于兔毫而过于羊毫，也属健毫笔。以

上两种笔写小字均能挥洒自如，但毫颖不长，所以无法书写牌匾大字。羊毫笔则以青

羊或黄羊之须或尾毛制成。羊毫柔，清以前书家较少使用。被普遍采用，则是清初以

清　珐琅花卉纹管羊毫抓笔

（图片取自《中国美术分类全

集· 文房四宝全集》）

清　象牙雕山水人物图管

狼毫笔（图片取自《中国

美术分类全集·文房四宝

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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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事。羊毫若与纸墨配合得当，亦能表现丰腴柔媚、刚健挺拔等不同风格，且毫毛

较长，可写大字。兼毫笔是合两种以上之毫制成，依其混合比例命名，如三紫七羊

毫、五紫五羊毫等。

四、毛笔的选择与保养

笔的选用，历来有“尖、齐、圆、健”的“四德”之说。“尖”指笔毫聚拢时，

末端要尖。“尖”则写字锋棱易出。“齐”指笔毫压平后，毫尖匀齐。“圆”指笔毫

圆满、毫毛充足，运笔自能圆转如意。“健”指笔有弹力，能运用自如。“四德”指

的是笔本身的功能，在实际学习书法时，还要根据书写的体势、风格，选择不同的

笔，如瘦硬劲健的小字行书，宜用健毫（如狼毫、紫毫），丰腴圆润的大字，可选柔

毫（如羊毫）。笔的大小根据所书字的大小选择。

笔的保养也很重要。新笔应以温水泡至笔锋全开洗净。毛笔书写之后则需立即清

洗，洗净之后，将笔毫吸干理顺，悬挂阴干。

第二节　墨

墨和纸张、印刷术一起，在中国文化发展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墨在中国文化中

的突出地位，不仅因为它用于书写，还因为它的文化内涵。唐代韩愈的《毛颖传》将

文房四宝中的笔、墨、纸、砚一一人格化，毛笔拟称毛颖，墨拟称陈玄，砚拟称陶

泓，纸拟称楮先生。北宋苏易简在《文房四宝谱》中封墨为“松滋侯”。墨除了黑色

外，还包括硃墨等其他彩色墨，与笔、纸、砚同为文房中的主要用具。

一、墨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墨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新石

器时代，人们就开始用天然石墨及器

物烧烤后留下的炭黑作为黑色颜料。

史前的彩陶纹饰留下了原始用墨的痕

迹，殷商有墨书陶片。考古发掘中，

曾经发现许多春秋、战国和秦代用墨

在玉石、竹简和木牍上书写的文字。

据史料记载，人工制墨始于汉代，原

料取自松烟。三国时韦诞的墨制品受 东晋　莲花形墨（南京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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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东山贡墨（图片

取自《中国美术分类全

集·文房四宝全集》）

人推崇，与张芝笔、左伯纸并称。传说韦诞是墨的发明者，而实际早在韦诞之前，各

种墨或与墨作用类似的颜料就已经广泛使用了。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代墓葬

出土的残墨块，是以松烟伴以漆、胶制成的松烟墨。这是现今发现的最早的人工墨实

物。南京出土的晋墨经科学分析，成分已与现代墨很相似。

五代以前，制墨业的中心在北方，主要有扶风、喻麋等地。唐末五代，制墨业的

重心南移到徽州。

南唐后主李煜时，李廷珪以黄山古松为原料，并改进捣松、和胶技术，造出了丰

明万历　程君房制玄元

灵气墨（图片取自《中

国美术分类全集·文房

四宝全集》）

明　方于鲁制仙桃墨（图片取自《中国美术

分类全集·文房四宝全集》）

清　汪节庵八仙集锦墨之蓝采

和墨（安徽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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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腻理、光泽如漆的佳墨。所制的墨坚硬耐磨，享有盛名。北宋宣和年间，随着李墨

存世数量的减少，出现了“黄金易得，李墨难求”的境况。宋代文化繁荣，造墨业发展

迅速，张遇、潘谷等许多杰出的造墨能手纷纷涌现。元代徽墨生产得以继续和发展。

明清时期，徽墨达到了其发展的鼎盛期，形成了歙县与休宁两大派别。清代，曹素功、

汪近圣、汪节庵、胡开文这四家制墨先后盛名一时，被后人称为“四大墨家”。

二、墨的制作工序、种类与特点

制墨工序比较复杂，大体包括收取松烟或油烟、过筛、混合已溶胶料及添加剂，

揉、捣、蒸、入模、涂灰、干燥、上蜡、贮藏和检验等一系列工序。制墨时须加入一

些添加物来改进墨的经久性、色泽和香

气，如皮胶、蛋清、藤黄、朱砂、梣皮、

珍珠、麝香等。

墨根据原料可分为松烟和油烟两大

类，油烟于宋代时开始使用。油烟的燃

料是动植物油及矿物油，以桐油为主。

松烟墨色黑、少光泽，墨上常标以“松

烟”“松煤”。油烟墨乌黑亮泽，宜书宜

画，墨上常标以“贡烟”“顶烟”“超顶

烟”“五石清烟”“五石油烟”等。清末　胡开文墨庄特制地球形墨（安徽博物院藏）

清　胡开文秦权墨

（天津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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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汪节庵古钱集锦墨

（首都博物馆藏）

三、墨的选择与使用

墨的造型大致有方、长方、

圆、椭圆、不规则形等。墨的外

表形式多样，可分本色墨、漆衣

墨、漱金墨、漆边墨。在古代的

名品墨中，最具观赏价值的要数

“集锦墨”了。集锦墨指成套丛

墨，集锦墨的生产往往需耗费巨

资。清代墨林高手多制有集锦墨

的名品，集锦墨是制墨业发展到

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将墨以实用

为主转化为以欣赏为主，其工艺

是当时书画、雕刻、漆器、螺钿

水平的综合反映。

清　吴天章制龙宾十友集锦墨　

（安徽博物院藏）

选墨以质地细洁，色泽光润，胶水不重，上砚

无声者为佳。选墨首重质地细致，质地精纯，上砚自

然无声。含胶不宜过重，过重则黏性多而滞笔，过轻

又无光彩。初学写字，为节时省事，不妨改用墨汁；

书法创作时，以磨墨为佳，或使用书画墨汁如“中

华”“曹素功”“一得阁”等，但使用墨汁也要加少

许水用墨磨一番为佳。磨墨时先洗净砚中陈墨。磨墨

要有耐心，磨时要匀整不偏，疾徐有节。磨墨须浓淡

适中，过浓则笔滞，过淡则写出来的字缺少神采。墨

须每日新磨，磨成后，应立即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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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纸

一、纸的起源与发展

在造纸术发明之前，汉字的载体曾

为甲骨、岩石、钟鼎、简牍和缣帛等。

甲骨、岩石、钟鼎等都不便于大量文字

的记录与传阅，在造纸术发明之前，我

国古代记事材料使用最多的是简牍。在

帛上写字，大约开始于春秋时期。简牍

作书相对笨重，查阅困难；缣帛作书虽

轻 巧 ， 但 造 价 昂 贵 。 南 朝 宋 人 范 晔 所

撰《后汉书》中说:“自古书契多编以

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

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

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

上。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焉，故后人咸称蔡侯纸。”纸的发明是对文字载体的一次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性变革，对人类文化的保存、发展和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是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文化做出的一项重大贡献。造纸术和指南针、印刷术、火药

并称为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

书 画 用 纸 对 纸 的 品 种 有 一 定

的要求。从目前传世的书画来看，

书法开始用的是麻纸，唐初也还用

麻纸，到中唐以后一直到宋代，书

画主要用楮皮纸和桑皮纸。宋元以

后，宣纸又取代皮纸成为主要书画

用纸。

从东汉起，纸开始用于书写。

西晋时所造的麻纸遗物，有故宫博

物院藏西晋文学家陆机写的《平复

帖》。这是迄今为止我国传世最早

东汉　书信残纸　麻纸（兰州博物馆藏）

东晋　古麻纸（图片取自《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文房四

宝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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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赵佶草书《千字文》描金云龙笺（辽宁博

物院藏）

明成化　磁青纸（安徽博物院藏）五代　碧纸泥金《妙法莲花经卷》

的纸本法书。西晋、东晋及南朝书家多用麻纸作书，在纸上涂上黄檗可以防虫，将纸

染黄，这种用药浸过的纸称黄纸。王羲之曾一次送谢安黄纸九万张，由此可知当时有

大批量生产的能力。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纸面涂布技术，所造的纸称为“粉笺”。

隋唐时期，伴随着造纸技术的进步和纸的规模化生产，纸的应用得到了普及。中

唐以后，出现了经过专门加工处理的“彩笺纸”。如产于浣花溪畔的“薛涛笺”，因

女诗人薛涛创制而得名。唐代用来抄写佛经等书籍的纸张主要原料是麻，白色的叫作

“白经笺”，黄色的叫作“硬黄纸”，它是经过黄檗染色及涂蜡砑光而成，亦称“黄

硬”，具有防潮防蠹、久藏不坏的特点。硬黄纸在唐代除用来写字外，又常常用以摹

写前代名帖。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王羲之的《上虞帖》（摹本）和现流在海外的《行

穰帖》（摹本）都是用硬黄纸勾摹而成的。

至五代，用于书写的纸张制造技术进一步成熟。南唐澄心堂纸，肤如卵膜、坚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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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玉、细薄光润，为一时之甲。北宋徽宗赵佶草书《千字文》用通长三丈的整幅描金

云龙笺写成，至今纸墨完整如新。宋代皮纸开始广泛地用于书画。北宋李建中《同年

帖》用的是皮纸，北宋米芾《苕溪诗卷》所用楮皮纸经过了加填白粉并砑光处理，沈

辽的《动止帖》用的是加工精美的水纹砑花纸。北宋生产竹纸，传为东晋王献之所书

《中秋帖》实为北宋米芾临本，所用纸笔均与晋时不同，纸张即为竹纸。

元、明、清以来，造纸的原料更多，花色品种更多，上等的纸趋向于艺术加工，

描金云龙五色蜡笺纸（天津博物馆藏）

清　褐色虎皮宣纸（图片取自《中国美

术分类全集·文房四宝全集》）

清乾隆　冰纹梅花玉版笺（天津博物

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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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可供人观赏珍藏的艺术品。而且纸的产地遍布各地，往往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

明代在江西、浙江、江苏、安徽等省造出了各种高质量的本色纸和加工纸。笺纸在唐

宋形小而无大幅，在明代却有大幅笺纸。金花笺或称描金花笺以及泥金银粉蜡笺等多

为六尺幅或八尺幅。仿澄心堂则是斗方式，大小在二尺以内。明初造“丈六宣”被公

认为文房珍品。明代纸的产量高，质量好，花色品种也多。宣纸也大显于世。

清代的造纸术集历代造纸技术之大成，加工纸制造技艺达到空前的高度。除仿

制古代名纸外，也研制出一些新的艺术加工纸，故宫藏乾隆初年描金云龙五色蜡笺，

底料为皮纸，施以粉彩，再加蜡砑光，用泥金描绘出生动的云龙图案。梅花玉版笺原

料为皮纸，纸表加以粉蜡，再用泥金或泥银绘以冰梅图案，加朱印“梅花玉版笺”。

清代宣纸生产工艺开始在檀皮中掺和稻草，性能比用纯皮料纸更为优良。宣纸质地绵

韧，洁白平滑，细腻匀整，墨韵层次清晰，经久不坏，擅于表现墨色彩料的浓淡深浅

和润湿特点。江西、浙江、福建、四川、河南、陕西等地也都是重要的产纸地。

二、纸的制作工序、种类与特点

我国古代书画的高度成就与纸张质量

的不断提高有密切关系。书画艺术主要载

体是宣纸等手工纸，这类纸既有托墨的功

效，却又易于吸收水分并很快晕化开去，

而正是创作者通过毛笔对纸墨的驾驭能

力，使笔、墨，特别是纸，最大程度发挥

其独特功能，达到心手双畅、纸墨生辉的

艺术效果。 宣纸的原料——燎草摊晒现场

捞纸 宣纸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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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造纸的主要原料是水、植物纤维和纸药。宣纸采用安徽泾县一带所产的青

檀树皮与稻草等独特的原料。青檀树皮纤维细长、强度好，成纸坚韧耐折，有独特的

吸墨性；稻草在宣纸中起着增强绵软、渗化的作用，使宣纸具有很好的润墨性能，为

其他书画纸所不及。按用料配比不同，宣纸可分为棉料、皮料、特净三类。生产流程

包括原料采集加工、沤泡、蒸煮、漂白、洗涤、舂捣、上网捞纸、压榨、烘干、整理

等工序。各种手工纸的生产工艺大体相似，按加工与否可分生宣和熟宣两类。生宣易

渗化。为了进一步改进纸张质量，赋予纸张某些特殊的性能，要对纸进行特殊的处理

与加工。熟宣是将生宣经过染色、洒金、印花、涂蜡、砑光、加淀粉、浸胶、加矾等

加工手段后制成的，主要有矾宣、蝉翼、珠笺、云母笺、蜡笺、玉版宣、金花罗纹笺

等品种，并有虎皮、槟榔、珊瑚、雨雪等彩色宣。以厚薄分，有单宣、夹宣、三层宣

等，玉版宣即为较厚的宣纸。以规格分，有四尺、六尺、一丈等不同规格。

适宜传统书画的纸还有毛边纸、毛太纸、元书纸以及四川夹江大千书画纸、

云南腾冲书画纸、河北迁安桑皮纸、浙江龙游皮纸、广西都安书画纸等其他手工

书画纸。

第四节　砚

一、砚的起源与发展

砚的起源大约在殷商初期。在距今已有五千多年的姜寨仰韶文化遗址（今西安

市临潼）中发现一方石砚，砚有盖，砚面微凹，凹处并有一根石质磨杵，砚旁留存数

唐　青瓷砚圈足辟雍砚（故宫博物院藏）汉　三足石砚（安徽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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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黑色颜料。汉代发明了人工制墨，墨可以直接在砚上研磨，不须再借助磨杵或研石

来研天然或半天然墨了。从汉到唐多使用陶瓷砚。唐宋时出现的端、歙、洮、澄泥等

“四大名砚”使用了新砚材，具有质地坚实、细密滋润、发墨不损毫等特点。

端砚石料产于端州（今广东肇庆）羚羊峡斧柯山，端砚约在唐武德年间（618—

626）问世。其中石质最好的为水岩老坑，石终岁浸于水中，温润如玉。《端溪砚

史》称赞它“体重而轻，质刚而柔。摩之寂寂无纤响，按之如小儿肌肤温软，嫩而不

滑”。使用时的特点：一是不损笔毫，二是发墨。尤其后者，是端溪水岩石得天独厚

之妙处。端砚石著名的品种有鱼脑冻、蕉叶白、青花、火捺、冰纹、石眼等，有美丽

的纹理，端砚早期为长方形或正方形，砚底做抄手式，中唐以后砚形样式日趋多样

化，并刻以山水、人物、鸟兽、花卉等图饰。

歙砚石料产于歙州（今江西婺源）龙尾山，故歙砚也称龙尾砚。最早出现于唐开

元年间。南唐龙尾砚与澄心堂纸、李廷珪墨已并列为天下之冠。北宋时佳品迭出，南

唐　歙石凤池砚

宋　苏轼从星端砚（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　陶箕形砚　耶律楚材铭文（首都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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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澄泥卧牛砚（首都博物馆藏） 清　菊花石砚（首都博物馆藏）

宋理宗年间，歙砚成为每年必须进献朝廷的贡品。至清代乾隆时期，弘历皇帝出于自

身的嗜好，广泛搜求歙砚，征取贡品。歙砚坚润发墨，其石花纹亦特具风姿，石色黝

黑，略泛青碧，与端石各有千秋。

洮砚肇端于宋代，石料产于古洮

州（今甘肃省岷县）洮河深水之底，

石质细密，石纹如云涌浪滚，有绿洮

和 红 洮 两 种 ， 所 谓 “ 绿 如 蓝 、 润 如

玉，发墨不减端溪下岩”。

澄泥砚石料产于古绛州（今山西

省新绛县）、古虢州（今河南省灵宝

市）、青州 （今山东省泗水县）等地的

河水沿岸。澄泥砚唐代已有生产，宋代

所造砚坚致如石，质润宜墨，光溢如漆，明代澄泥砚工艺臻于完美，并向艺术化方向

发展。澄泥砚有朱砂红、鳝鱼黄、绿豆砂、玫瑰紫等多个品种。原料多取自河水中黏

土细粒，制砚需经过十余道工序。

唐宋以后，陶、瓷、瓦、砖、玉、水晶、玛瑙、翡翠、竹、木、漆、金、银、

铜、铁砚等其他质料的砚品亦有生产，造型除圆形、方形、箕形、风字形、抄手形

外，还有琴形、竹节形、荷叶形、鱼形、蝉形、瓜形、龟形、钟形、天然形（随形）

等，砚上装饰各种龙凤、花鸟、山水、人物图案，还经常可见各种名人题识。

宋　兰亭修禊图洮河石砚（安徽博物院藏）

二、砚的选择与使用

对于初学者来说，不必去购置价格高昂的名砚习字用。实用的砚台，一般以石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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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细、发墨性好为上，形状以圆形砚台（俗称墨海）为好，贮墨较多。使用砚台，要

注意不要用有硬杂质的墨来磨，用毕要洗净。

第五节　其他文房用具

“文房四宝”是最基本的工具，还有一些与之配套的其他器具，也是必不可少

的。这些辅助文具是伴随着书写工具的出现而相继面世的。远在史前，就有了陶制的

盛水具，商周时见有玉制的调色器，两汉以来，瓷、玉的砚滴、镇纸时有所见。至唐

宋，随着书画艺术的兴盛，文人雅士对于文房器具愈加重视和追求，文具的品类、制

作更趋完善。宋代，南唐归宋的翰林学士苏易简以笔、墨、纸、砚“为学所资，不可

斯须而阙”，撰写了《文房四谱》一书，是首倡“文房四宝”的典籍。历史上第一个

将文房用器整理出书的是南宋的赵希鹄，他撰写了《洞天清禄集》。明清时期，文具

内容、范围扩大，适合书斋需求的用品一应俱全，并日益讲究自身的装饰性和艺术

性，逐渐演变为集实用与欣赏为一体的文房清玩。明文震亨的《长物志》卷七《器

具》、高濂的《遵生八笺》中《文房具篇》，均列入了众多的文房用具；而罗列品种

最多的，要数明末屠隆《考槃馀事》一书，书中的《文房器具笺》集当时文房清玩之

大全，一共列举了45种文具。

文房用具除笔墨纸砚“四宝”外大致有以下诸类：

笔用类：笔格（架）、笔挂、笔筒、笔插、笔床、笔船、笔屏、笔帘、笔匣、笔

海、笔篓；

清　宫廷书画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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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用类：墨床、墨盒、墨缸、墨屏、墨匣；

纸用类：镇纸、压尺、裁刀、剪刀、界尺、毡垫、画缸、剑筒、贝光；

砚用类：砚屏、砚匣、笔砚（掭）、研山；

印用类：印章、印匣、印泥盒、调泥笺；

水器类：水滴（注）、水盂、笔洗、水勺、水中丞；

调色类：格碟、调色缸；

辅助类：臂搁、糊斗、蜡斗、帖架、瘿瓢、书灯、诗筒、文具匣、香橼盘、书架；

其他类：香熏、手炉、香炉、数珠、拂尘、冠架、古琴、拜帖匣、宫皮箱、瓶

觚、如意、铜镜、宝剑、算盘等，以及书斋家具如案、几、桌、椅、橱、榻、凳、

架、屏等。

古代文房器具或以绝妙的构思、奇巧的造型令人赞叹，或以材质的精美、珍贵令

清乾隆　青花圣主得贤臣文笔筒（南京博物院藏） 玉笔洗（南京博物院藏）

明正德　青花笔架（首都博物馆藏） 清康熙　景德镇窑青花釉里红莲池鸳鸯图三足洗

（上海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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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艳羨，或以如冰似玉的胎釉，巧夺天工的画工、刀

工、堆塑、贴塑使人称奇叫绝。若论器具的“尊姓大

名”，其中颇多情趣。器具的名字直接来源于它的用

途，如镇压纸张、书籍的厚重器物，造型多为卧虎、

卧狮等艺术化的动物一类的器物，称为镇纸。更多的

是把它用途的叫法颠倒过来，就成了器物的名称，如

洗笔的钵盆称为笔洗，架笔的称为笔架，插笔的称为

笔插，往砚里注水的称为水注……

其中最为常见的有：

笔筒：用于插笔。材质较多，瓷、玉、竹、木、

漆均见制作。

笔架：又称笔格、笔搁，供架笔所用。

笔洗：笔使用后用来洗净余墨的用具。宋代已有

典雅的瓷笔洗问世。多以玉、陶、瓷等制作。

臂搁：写字时为防墨污手，垫于臂下的用具，

呈拱形，又称秘阁、搁臂、腕枕，以竹、象牙等材

料刻制。

水丞：盛水以备研墨的文具，一般用小勺取水。

造型多样。

水盂：贮砚水的小盂。无嘴，多呈扁圆形，制作

古朴雅致，为文房一重要器具。

明　竹雕张希黄款山水臂搁

西晋　青釉蛙形水盂（上海博物馆藏）明　嵌象牙漆笔筒（上海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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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　素三彩鳌鱼瓷水盂（安徽博物院藏）

其他较为常见的有：

笔掭：又称笔觇，用于验墨浓淡或

理顺笔毫，常制成片状树叶形。

墨床：墨研磨中稍事停歇，因磨墨

处湿润，乱放易污他物，故制墨床，供

临时搁墨之用。

墨匣：用于贮藏墨锭。多为漆匣，

以远湿防潮。漆面上常作描金花纹，或

用螺钿镶嵌。

镇纸：又称书镇，作压纸或压书之

用，以保持纸、书面的平整。常作各种

动物形。

清康熙　豇豆红暗花团龙纹

水盂（南京博物院藏）

清　水晶墨床（首都博物馆藏）

清　绿釉秋叶式笔掭（图片取自《中国美术

分类全集·文房四宝全集》）

五代　定窑白釉官字画花荷叶式笔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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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注：注水于砚面供研磨，多作圆壶、方壶，

有嘴，也常作辟邪、蟾蜍、天鸡等动物形。

砚滴：又称水滴、书滴，贮存砚水供磨墨之用。

砚匣：又称砚盒，安置砚台之用。以紫檀、乌木、豆瓣楠及漆制者为佳。

印章：用于钤在书法、绘画作品上，有名号章、闲章等，多以寿山石、青田石、

昌化石等制成，也有铜、玉、象牙章等。

印盒：又称印台、印色池，置放印泥。多为瓷、玉质，有圆有方，分盖与身两部分。

明　锡瓜形水注（图片取自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文房

四宝全集》）

南朝　青釉刻花缠枝纹水注（上海博物馆藏）

清乾隆　黄地粉彩印盒（首都博物

馆藏）

清　王福庵印章纽（上海博物馆藏）

诗筒：日常吟咏唱和书于诗笺后，可供插放的用具。多以竹制，取清雅之意。

这些文房器具作为珍贵的艺术品，以丰富的功能、独特的造型以及精美的制作工

艺与多样的材质，构成了一个绚丽多彩、品位高雅的艺术世界，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

珍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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