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度」不同，真書點畫使轉⽤筆「溫潤厚實」，⾏書筋脈相連，線
條流暢「圓潤光滑」，草書點畫連結使轉快速，線條多『⽑邊枯
澀』。 
 
(⼆)、書論要點 
東漢蔡邕《九勢》即云：『下筆⽤⼒，肌膚之麗。』肌膚是指「⽪
相」；麗是指「依技法産⽣的質ᰁ感」。傳為王羲之《⽤筆賦》説：
『⽅圓窮⾦⽯之麗，纖粗盡凝脂之密。』無論⽅筆圓筆要像⼑刻那
樣既光滑也有斑駁；纖指⾻線，粗是⾁線，都要極盡圓渾緊密厚
實。顏真卿《述張長史筆法⼗⼆意》：「真草⽤筆，悉如(錐)畫沙，
點畫凈媚，則其道⾄矣。」凈媚是指線條圓潤不枯燥。韓⽅明《授
筆要說》記載徐璹說：「不澀則險勁之狀無由⽽⽣也。太流則便成
浮滑，浮滑是為俗也。」澀是指⽤筆(筆法)，太流就是放逸筆法，
直筆牽裹必然浮滑俗氣。元代書法理論家盛熙明編《法書考.卷四.
圓訣》講⼽法中的章草法：『潛按微進，輕揭暗趯。夫揭欲利，按
欲輕，輕則⾻勁神清，᯿則質滯鈍俗。唐太宗云：為⼽必潤，貴遲
凝⽽右顧。』明代項穆說：『溫則性情不驕怒，潤則折挫不枯
澀。』 
綜上，無論“肌膚、⾦⽯之麗、凝脂之密、點畫凈媚、⾻勁神清”，
都是形容點畫線條“圓渾、溫潤、光滑、光邊、輪邊、⽑邊、斑
駁、枯澀』的「⽪相」視覺感受。 
 
(三)、書學要點 
理論上，『形成尖鋒⾻線的是圓點，⽪相是光(輪)邊；形成側鋒⾁
線的是三⾓點，⽪相是筆腹拖⾏的⽑邊；偏鋒也是⾁線，但是⼀邊
為尖鋒，⽪相是光邊、⼀邊是側鋒筆腹，⽪相是⽑邊』。所以決定
⽪相的是「筆法+⼒度＋速度」。筆法，我們前⾯已經講過主要分
起倒和提按⼆類⽤筆筆法，不再贅述。 
『⼒度』主要是指筆鋒和紙⾯的摩擦⼒⼤⼩，⽤筆(執筆+筆壓)⼒
ᰁ越⼤，摩擦⼒也越⼤，古語所謂“⼒透紙背、入⽊三分、節節加
勁”就是指這種⽤筆⼒度。『速度』是指運筆推進或拖⾏的遲速，與
筆法、⼒度產⽣的摩擦⼒互相關聯。例如⽤「趯鋒」⾏筆寫⾻線，
倘若⽤筆下壓⼒度越⼩，⾏筆阻⼒越⼩，前進速度就越快，線條
「飄滑」，線條質ᰁ必然輕薄，⽪相形態為光邊，不會有圓點集合



成輪邊的⽪相。反之，⽤「蹲鋒」觸紙下壓決定所要線條分數(粗
細)狀態」後，⽤「挫筆」拖⾏，由於蹲鋒筆壓⼒度越⼤，筆腹觸
紙⾯積也越⼤，摩擦⼒就越⼤，拖⾏速度變得「遲澀」，線條質ᰁ
厚᯿，⽪相會明顯反映出筆腹觸紙拖⾏的⽑邊狀態。 
⼀般形容⽪相，反差最⼤的對比就是『溫潤、枯澀』，以下分別略
述之。 
 
1、平和溫潤 
王羲之的書風尚韻，風格平和⾃然，講求中鋒⽤筆，線條圓渾厚
᯿，⾻⾁並濟，縱使轉折(例如初字)處依然平和溫潤。王鐸雖然也
是中鋒⾏筆，但他是提按⽤筆，書寫時以指⼒或懸肘直筆牽裹轉折
換向，下筆(筆法)⼒ᰁ不⾜，線條質ᰁ輕薄，⽪相光滑，看似平和
溫潤，但圓渾厚實不及王羲之。 



清代科考流⾏館裿體的「⿊⼤⽅光」，強調點畫線條要⿊亮飽滿，
但仔細分析這些光滑的線條，尤其横豎，均⾻少⾁豐，且多為⼀⾯
鋒的鋪鋒，如王羲之《書論》云「若直筆急牽裹，此暫視似書，久
味無⼒。」其餘特殊者，如永字⼋法的「趯」，和「鈎」⼀樣，轉
折多⽤⼀⾯鋒形成，技法千⼈⼀⾯，影響⾄今，例如清.康熙親書
『清慎勤』榜書即是。〔比較下圖智永、趙孟覜、康𤋮字跡線條，
何者線條較平和溫潤、圓渾厚實？〕 

 
 
2、古勁枯澀 
東晉䘙鑠《筆陣圖》，及傳為王羲之《題衛夫⼈〔筆陣圖〕后》有
寫豎畫要如『萬歲枯藤』之説。張懷瓘《⽟堂禁經》講勒法(横畫)
異勢要『古勁枯澀』；在策變異勢中說『(？)此名借勢。不務策、
勒，但取“古澀”⽽已。雖云古澀，⽤筆之意，不忘仰覆之理。』
“古澀”是指⽤筆樸拙遲澀；“不忘仰覆之理”指的是“不要忘記形成
横畫仰勢覆勢的是『策與側』動作”，和在⾏筆中左右搖腕調整筆



鋒『振筆(註：左右搖腕振筆)、䟐(ㄌㄧˋ)⾏』，創造“萬歲枯藤”⾃
然線條美效果的意義相同。 
『古勁枯澀』主要⽤在草書形容上，如果⽤在楷書和⾏書上，主要
在強調“勁健和遲澀”⽤筆的線條，⽽“萬歲枯藤”的枯是搭配萬歲的
蒼勁形容詞，並非指枯筆，如果像下圖《蘭亭序》「暫、陳、懷、
清、聽、騁」字的横、豎曲直變化，改⽤枯筆書寫，線條是⾶⽩破
碎的⽪相，那會是什麼感覺？ 

 
【思考題】 
南宋書法家張即之(1186—1263)的⼤字杜甫詩卷，書評認為有古拙
蒼勁風雅美感，試⽤「勁健遲澀」的線條特質分析這些字跡的⽪
相，有「古勁枯澀」感嗎？ 



六、【⾎】 
 
(⼀)、基本概念 

書法的「⾎」就是「墨」，墨的本質就是濃⿊有光澤。如南北
朝.虞龢《論書表》說「⾊如點漆」。宋.蘇軾《書懷⺠所遺墨》說
「世⼈論墨，多貴其⿊，⽽不取其光。光⽽不⿊，固為棄物；⿊⽽
無光，亦復無明。要使其光清⽽不浮，湛淇如⼩兒⽬睛，乃為佳
也。」清.包世⾂說：「墨法尤書藝⼀⼤關鍵，筆實則墨沉，筆飄則
墨浮。凡墨⾊奕然出紙上，瑩然作碧⾊者，皆不⾜與⾔者，必黝然
以⿊⋯⋯⽽幽光若⽔波，徐漾於波髮之間，乃為得之。」 

如上，筆墨相⽣相⽤，但須以「筆法為主，墨法為輔」。例如
「⾎」分⼋種質ᰁ感【濕墨、暈墨、漲墨、潤墨、乾墨、沙筆、燥
鋒、枯筆】，其中“濕墨、暈墨、漲墨”，因含⽔⼤於墨，筆鋒觸紙
時⽔的洇湮，會使「墨道」(註：墨汁走過的路徑)⼤過「筆道」
(註：筆鋒走過的路徑)，產⽣滲化墨團，導致無法辨認字體結構及
⽤筆技法，另外“枯筆”連連，使得點畫線條拋筋露⾻，字象線條僵
硬，點畫浮薄失神，這都是錯誤的墨法。所以清⼈蔣和在《續書法
論》說：「⽤筆以毫端分數辨肥瘦，今⼈誤以墨之輕᯿為⾁之肥
瘦，致點畫不能潔淨精微。」 
傳統墨法普遍有書法是筆墨相⽣相⽤，書法為主，墨法為輔，就是
書法術語的「⾎」，通常區分⼋種墨的質ᰁ感【濕墨、暈墨、漲
墨、潤墨、乾墨、沙筆、燥鋒、枯筆】。尤其是筆鋒含墨多，書寫
時洇湮，「墨道」⼤過「筆道」，也就是「濕墨、暈墨、漲墨」產⽣
滲化墨團，影響字體結構或⽤筆技法辨認，或是因為枯筆肇⽣拋筋
露⾻，僵硬浮薄失神之弊，那都是錯誤的⽤墨。所以清代蔣和在
《續書法論》說：「⽤筆以毫端分數辨肥瘦，今⼈誤以墨之輕᯿為
⾁之肥瘦，致點畫不能潔淨精微。」 
故傳統書法認為「⾎」須：『濃欲其活、淡欲其華、潤可取妍、渴
能取險、墨⾊循環』共識，⽤墨得當可以彰顯書家情思，如『濃厚
穩᯿，潤墨平和知⽩守⿊』。⽤墨得當，才能充分顯現書家情思，
如濃黒厚᯿，淡墨雅逸，乾墨蒼勁，濕墨潤澤，⿊墨有神』，，濃
淡相兼有立體感。反之『太濃筆滯，太厚沈᯿，太淡傷神，太乾浮
躁，太濕渙散，太⿊⽋雅』，這些都值得書家᯿視。 
 



(⼆)、書學要點 
1、墨法禁忌與主要墨⾊ 
「濕墨、暈墨、漲墨」是傳統書法的᯿要禁忌，可以精確表現⽤筆
技法的主要墨法為：『⼀、潤墨：筆鋒觸紙書寫⼿感流暢，點畫線
質“滋潤圓滿”，墨道概略與筆道同。』、『⼆、乾墨：筆墨線條形質
“圓滿緊實”，墨道=筆道。』 
2、⽤筆與墨⾊關係 
《⽟堂禁經》起倒筆法的線條墨⾊，因為尖鋒側鋒交互使⽤，轉折
調鋒換⾯多，尤其節點墨⾊深淺交雜，線條墨⾊質ᰁ變化多。提按
⽤筆多以⼀⾯鋒直筆牽裹，線條墨⾊均勻缺少變化。 
3、點墨與墨⾊循環 
書寫過程中，當有『沙筆（側鋒⽤筆兩側因副毫含墨ᰁ漸少，產⽣
缺墨的⽩點⽑燥⽪相）』或『燥鋒（除了側鋒含墨少，尖鋒因含墨
不⾜，筆尖易分叉形成破鋒⽩線）』現象發⽣，想要繼續書寫，就
需要「點墨」，因為⼀旦發⽣枯筆（側鋒和尖鋒同時因含墨不⾜，
墨⾊乾渴，線條⾶⽩多），將導致筆鋒分叉，甚⾄散鋒，不利後續
運筆，雖然⾏草常⽤此法以彰顯蒼勁渾樸的視覺藝術效果，但運⽤
失當，⼀昧拋筋露⾻，易有僵硬浮薄之嫌，當注意燥潤相雜，才不
致乾枯乏味。』 
書寫過程中，當『沙筆（側鋒⽤筆兩側因副毫含墨ᰁ漸少，產⽣缺
墨的⽩點⽑燥⽪相）』或『燥鋒（除了側鋒含墨少，尖鋒因含墨不
⾜，筆尖易分叉形成破鋒⽩線）』現象發⽣，就需要᯿新「點墨」。
〔例如下圖：⽶芾《吳江⾈中詩》，有五次點墨（紅點處）。〕 
倘若燥鋒後仍不點墨，側鋒和尖鋒含墨已不⾜，繼續⾏筆就會出現
散鋒，筆鋒分叉的『枯筆』現象，這是⾏草書常⽤的蒼勁⾃然⾶⽩
效果，但要避免連續使⽤致⽣乾枯乏味、露⾻浮薄之弊。 

 
 



 
【書學題】 
分析下圖不同⽤筆表現『⾎』的質ᰁ感差異。 

 
 
 
參、質量感審美分析 
我們已經從前⾯的分析知道：『⼀、書法的核⼼是「筆法」，觀察筆
法的書法元素有『筋節⾻⾁⽪⾎』，是書法加⼯創造視覺『質ᰁ
感』的關鍵。⼆、筆法的演變，從典範書法王羲之第⼗⼀代傳⼈張
旭師授搖腕起倒九⽤筆法(張懷瓘記載於《⽟堂禁經》)，到唐末官
⽅規範楷書正字端莊的結體，科舉的提按⽤筆成為主流，並迅速滲
入其他書體⽤筆中，宋之後乃⾄元明清各代，筆法⼀直沿著這⼀條
主流道路發展，到了明代台褀體、清代館裿體盛⾏，形式主義書風
意境的貧乏，才充分暴露提按的潛在缺點：『點畫嚴᯿程式化，頭
尾形勢簡單，中間⾏筆單薄，線條單調缺乏變化』，敏感的書法法
家開始感到筆法簡化對書法的嚴᯿影響。』 
以下的線條質ᰁ感審美，將針對「起倒和提按」⽤筆做比對，從書
學要素「筋節(點)⾻⾁⽪⾎」逐⼀分析，袪除審美以概念形容的⽞
疑問題。 
 



⼀、趙孟頫提按⽤筆臨蘭亭 
邱振中在《筆法與章法相對地位的變化》中說【趙孟頫是元代⿎吹
筆法的中堅⼈物，在《蘭亭序》中寫道:「學書在玩味古⼈法帖，
悉知其⽤筆之意，乃為有益。」然⽽從趙孟頫⼤多數作品來看，僅
僅做到圓潤、秀潔⽽已，⽤筆頗為單調，運動形式完全圍繞提按⽽
展開，運筆節奏也缺乏變化。馮班《鈍吟書要》云:「趙⼦昂⽤筆
絕勁，然避難從易，變古為今，⽤筆既不古，時⽤章草法便拙。」
「不古」並不能成為藝術批評的準則，但是這段話實際上潛合對趙
孟頫⽤筆平淡、單調的指責。「避難從易」正說明趙孟頫不過是筆
法簡化趨勢中的隨波逐流者，⽽不是濤峰浪中的弄潮兒。但儘管⼈
們批評他「上下直如貫珠⽽勢不相承，左右齊如⾶雁⽽意不相
顧」，不得不承認他結字熟練⽽準確；字形雖然基本取之於古典作
品，但確實表現了⼀種秀逸、典雅之美，後⼈喜愛他的書法，也⼤
多是在這⼀點上墜入情網的。】 
以下𧫴依書學要素分析趙孟頫臨《蘭亭序》的線條質ᰁ感： 
(⼀)、筋： 
趙孟頫以中鋒⾏筆有筋線，但缺乏上下承接相通的筋脈(氣脈)感

〔例如王羲之⽤筆勢結字“歲”字為「⾺椿勢+反引勢+奮筆勢+豎筆
勢+⼽法」；趙孟頫上⾯的“⼭”和下⾯的“⼩”都是⽤正字筆順書
寫〕，尤其上下字間的筋脈連接形勢關係均不明顯。 
(⼆)、節(點)： 
「搖腕扭動筆⼼調鋒換向」最明顯的節點是點畫運筆的頭尾，只要
仔細觀察比對，趙孟頫的⽤筆⼤多雷同，缺乏明暗節點與不同起⽌
形勢的變化，特別是横畫(與筋脈不連問題相關)，其次是轉折處的
節點，都是直筆按後提轉。 
(三)、⾻： 
趙孟頫以提按⾏筆，字中⽤筆多尖鋒(⾻)線穿插，故字象 “秀
逸” ，但線條多細尖鋒線“薄飄、輕細、鬆軟”。整體⾔，缺乏粗尖



鋒⾻線的“細⽽能銳”勁健堅實感，如下圖中『哉、每、感、悼、
虛、誕、齊、妄、今』字。 

 



 



(四)、⾁： 
具美感的側鋒⾁線是 “⾻⾁相濟，⾻⼒相稱”與“粗⽽能銳”，如王
羲之「痛、攬、契、嘗、不、嗟、能、懷、固、死、誕、齊、後」
字，比較趙孟頫提按⽤筆字跡粗細(⼀、⼆、三分筆⾁線)變化少(如
蘭字)，⾏筆平穩、線條圓潤、點畫秀潔，連帶造成整篇臨書視覺
質ᰁ感對比不夠明顯缺點。 
(五)、⽪： 
點畫線條的「⽪相」與「節點、⾻、⾁、⾎」的「筆法」表現相
關，例如「哉、感」⼆字的「倚⼽勢」，唐太宗云：『為⼽必潤，貴
遲凝⽽右顧。』趙孟頫的線條既不夠“平和溫潤”，也看不出有“⼀
波三折”的搖腕換⾯振筆節點，再如「嗟」字掠勢亦同，與王羲之
比較後，差異明顯。 
(六)、⾎： 
基本上趙孟頫和王羲之⽤的都是「潤墨和乾墨」，兩者差異不⼤，
比較不同的是王羲之⽤墨濃⿊，墨⾊循環較明顯。 
 
 
⼆、董其昌晚期起倒⽤筆臨蘭亭 
董其昌早期習書仍延襲「提按」⽤筆，後於《畫禪室隨筆》云『予
學書三⼗年後悟得書法⽽不能實證者，在「⾃起、⾃倒、⾃收、⾃
束」處耳。過此關，即右軍⽗⼦亦無奈何也。』所謂“不能實證”是
指離王羲之時代遙遠無從質問，亦無書論可以間接證實他的體悟，
但他晩年認為⾃謂逼古、直追晉韻。 
我們仔細比對他早、晚期所臨《蘭亭序》字象造形線條，確實晚期
體悟起倒⽤筆所臨優於早期，但如仔細對照馮承素摹本，即可發現
書法元素的「筋節(點)⾻⾁⽪⾎」差異甚⼤，整體⾔不若王羲之線
條平和溫潤、⾻⾁亭勻、沉穩厚實、筋脈連通，點畫形勢質ᰁ感變
化豐富。究其因，董其昌體悟的只是起倒⽤筆動作的改變，但並沒
找到王羲之書學筆法⽀撐(註 1)，是『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
的最佳實例，好比盛唐時期有王羲之第⼗⼀代傳⼈張旭及其傳⼈對
外師授，⼈們都有機會觀摩請益，知道要以「起倒⽤筆」書寫，但
未入其⾨者並不知道其中᯿要的筆法要領，請問這些⼈只依起倒⽤
筆臨摹《蘭亭序》，形質會相似嗎？ 
以下分別依書學要素進⾏分析： 



(⼀)、筋： 
董其昌起倒⽤筆的中鋒筋線清晰，但複合筆勢頭尾承接的形勢，沒
有王羲之明顯，尤其是上下字間連接的筋脈(氣脈)關係不明顯，例
如下圖「和“九”年、年“歲”在、之“蘭”亭、賢“畢”⾄、⾄“少”長
“咸”」等字。另外例如「九」字，由筋線走向研判，明代寫字延續
唐末正字筆順，⽽非王羲之⽤變換取勢結字，王羲之為承接和字最
後⼀筆，先寫蠆毒勢然後再寫撇畫，是鳯翅倒筆勢。「歲」字董其
昌也是⽤正字筆順。 
 

 
(⼆)、節(點)： 
線條美欣賞的᯿點在運筆的頭尾和轉折的節點形勢上，董其昌晚期
起倒⽤筆的頭尾形勢姿態與早期提按⽤筆概同，都很單調沒變化，
但是王羲之《蘭亭序》點畫形勢有不同節點姿態，是書家臨摹學習
運筆筆法的᯿點。例如，露鋒起筆可以⽤【蹲鋒＋衄鋒】換⾯，藏
鋒⽤【馭鋒＋衄鋒】；⾏筆可以交互使⽤【趯鋒(⾻線)、挫筆(⾁
線)】；⽌筆可以選⽤【頓筆(圓尾)、挫筆(斷尾)、揭筆(尖尾)】。 



董其昌在轉折節點⽤筆上，仍然是以習慣的提按⽤筆⽅式轉折，缺
乏如【踆鋒(打圈)；趯鋒(尖接)；衄鋒(換⾯)；啄法(翻筆)】等不同
筆法形成的節點形勢變化表現。 
此外，董其昌的豎畫字形有᯿⼼偏左傾斜現象，研判董其昌雖以
『右橫左豎』起倒⽤筆(註 2)施做，但上腕(肘臂)向前配合不夠，
以致下腕(⼿腕) 向左倒下後，筆桿不能向⾃⼰所要豎畫⽅向直直
拉進，這個習慣連帶也影響如「歲、咸、感」字的倚⼽勢⼀波三
折，缺乏搖腕的變換節點，線條⼒度也比王羲之差很多。 

 
(三)、⾻： 
董其昌的尖鋒(⾻)線整體⾔，不如王羲之的“細⽽能銳”勁健堅實
感，如下圖中兩個『仰』及「可」字長横，缺乏“如錐畫⽯”的“趯
鋒”⾻線⽤筆⼒ᰁ。 
(四)、⾁： 
董其昌晚期起倒⽤筆的側鋒線條雖然較早期有變化，類似《⽟堂禁
經》的「挫筆」，但他沒有「蹲鋒」取⼀、⼆、三分筆⾁線的筆法
概念，因此有的線條對比強烈，運筆忽粗忽細(如風、察、所、



遊、夫、俯)，或平穩沒有變化(如無、⽵、弦、盛、觴、𣈱、是、



天、氣、觀、騁、以、聽、樂、⼈)，和王羲之《蘭亭序》每個字
的結構線條粗細(⼀、⼆、三分筆⾁線) 均有變化多，⾻⾁亭匀，
⾻⼒相稱，氣韻平和的整體質ᰁ感差異明顯。 
 
(五)、⽪： 
董其昌晚期起倒⽤筆線條的「⽪相」與前述「節點、⾻、⾁」缺乏
筆法的缺憾相關，但他因講求中鋒⽤筆，線條⽪相是圓渾實在的，
只是有些筆(筆法)⼒不⾜，線條質ᰁ輕薄，⽪相光滑(如上“興感、
若合、嗟悼、知⼀、虛”)，與王羲之整體的平和溫潤，差異明顯。 



 
(六)、⾎： 
基本上董其昌和王羲之⽤的都是「潤墨和乾墨」，兩者差異不⼤，
比較不同的是王羲之⽤墨濃⿊，墨⾊循環較明顯。 
 
#、註 1  
唐代張懷瓘著作綜整王羲之書學的《⽟堂禁經》書論直到北宋朱長
⽂《墨池編·⽟堂禁經》刻版才得以⾒世，依據⽬前存世的明代萬
曆刊本，其中「五勢」部分，朱長⽂說“內容謬戾難解”，研判應係
唐宋傳抄錯置所致，明代刊本照舊，後世因古⽂⽣澀難解未予᯿
視，亦屬常理。最明顯的就是晚明書法家董其昌雖⾃述「學書三⼗
年後悟得“⾃起、⾃倒、⾃收、⾃束”，過此關即右軍⽗⼦亦無奈何
也！」他的「起倒」⽤筆體悟，從其⼤弟⼦倪後瞻著述《倪⽒雜著
筆法(字有萬變，只此⼗六法包括無遺，扑、提、斷、停、翻、
換、拗、倒、疊、頓、折、掣、迅、澀、藏、側。)》依此合理推
論，明代已有《⽟堂禁經》刻版，但董其昌並未᯿視研習，否則傳
給倪後瞻理應將《⽟堂禁經》九⽤筆法記入《倪⽒雜著筆法》中。 
 
#、註 2：横豎撇捺的書法線條 



 
肆、【⼩結】 
 
【書學題⼀】 
 

試以「筋、節(點)、⾻、⾁、⽪、⾎」元素分析包世⾂書「善
與⼈交」，並比對智永(起倒⽤筆)與趙孟頫(提按⽤筆)的線條質ᰁ感
差異。 

 
 
【書學題⼆】 
 

⽤宣紙寫寫看「善與⼈交久⽽能敬」，然後依前述審
美的質量感元素，比較⼀下你的作品和「包世⾂、智永、
趙孟頫」的差異。(全句如下圖) 
 



 

 
#、註 
清代碑派書法家包世⾂著《藝⾈雙楫》提出「只要把筆鋒按扁平鋪
紙上就可寫出北碑⽅形點畫」的論點，並⾃述：「嘉慶⼰未冬，⾒
⾢⼈翟⾦蘭同甫作書⽽善之，記其筆勢，問當何業，同甫授以東坡
《⻄湖詩帖》，⽈學此以肥為主，肥易掩醜也。余⽤其⾔，習兩
⽉，書逼似同甫。」】合理推斷，包世⾂強調「筆毫平鋪紙上」使
線條「中實」的碑派理論，可能與他學習「肥能遮醜」有關。 



維吉尼亞⼤學中國書法專題講座 
主題【王羲之書法的審美書學要素與分析】 
 
 
第⼆講【質量感的審美書學要素與分析】 
附件：補充資料【永字⼋法＋九⽤的字例練習】 
                 【九⽤筆法總結】 
 
 
【序⾔】 

筆法是表現漢字書體與點畫線條美的⽤筆技法關鍵，是書法家
需終⾝不斷練習的功課。優異的系統化筆法是易記易學，可以反複
實踐驗証的。 

這個附件是整合【張旭筆法(⼋法+九⽤)】的研習᯿點，⾸先
再複習⼀下分析筆法的觀察᯿點：『⼀、為達成所需操控⽤鋒⽬
的、線條質ᰁ與效果，是否依據筆鋒圓錐形結構「尖鋒、側鋒」特
質與「⾏筆」規則，設計所要的⽤鋒筆法。⼆、是否依據「點畫線
條頭尾及⾏筆」所要⽬的與形勢，設計運筆各階段所需⽤鋒的筆
法。三、是否依據上述⽤鋒⽬的，結合⼈⼿執筆與指腕肘臂⽣理效
能，設計⽤筆法。』 

 

前⾯課程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講解『書學基礎知識概念』，
以及有關《⽟堂禁經》的『執筆、腕法、九⽤筆法、漢字「橫豎撇
捺」四⼤基本線條運筆、永字⼋法正確⽤筆』。希望這⼀講最後綜



整「⼋法和九⽤」的字例「永」，加深⼤家對張旭筆法的完整認
知，奠定正確的張旭系統筆法術語動作概念，從⽽建立王羲之書學
線條美的⽤筆基準。 

 

 
壹、【永字⼋法＋九⽤筆法】概念統整 
 
⼀、【⼋法與九⽤關係：⼋法公開、九⽤內傳】 

依據唐.韓⽅明(⻄元 785-804)作《授筆要說》記錄其師崔邈
說：「清河公(崔邈)雖云傳筆法于張旭長史，世之所傳得長史法
者，惟有得『永字⼋法』，次有『五執筆』，已下並未之有前聞者
乎。」⼜說「⽅明傳之于清河公，問⼋法起於隸字(真書)之始，後
漢崔⼦⽟歷鍾、王以下，傳授⾄于永禪師，⽽⾄張旭『始弘⼋法
(註)，次演五勢，更備九⽤』，則萬字無不該于此，墨道之妙，無
不由之以成也。」從上述記載可知，張旭只有將傳承⾃王羲之系統
的『⼋法』對外公開弘掦，⽽⾃創的『五勢、九⽤』技法僅在師⾨
內傳。 

 



⼆、【⼋法設計著眼：單⼀點畫形勢⽤筆⽅法】 
從《⽟堂禁經》記載永字⼋法的名稱都是動詞，以及全⽂⼝訣

的連續話意上解讀，⼋法主要是在講「書寫單⼀點畫⽤筆的(⽤腕
動作)⽅法」，其次才是「書寫點畫的形狀體勢」。例如：『側不得平
其筆(⼿腕在右)，勒不得臥其筆(⼿腕在中)，弩不得直其筆(⼿腕在
左)，趯須踆其鋒(⼿腕圜轉)，策須背筆(⼿腕向右)，掠須筆鋒﹝左
出⽽利﹞(⼿腕向左再向右)，啄須臥筆疾罨(⼿腕向右再向左)，磔
須䟐筆(⼿腕左右振筆)』，⼋法含蓋了⽤腕的「左中右、上下、旋
轉」⽤筆動作。其次，⼋法中，有五個短筆畫，⾏筆可以簡單些，
⽤⼀個動作即可，其餘的「努、掠、磔」是長筆畫，都是可以動⼿
腕作線條美化變化的。 

舉例說，橫畫表現⽅式有三種，第⼀種是簡單的橫畫，筆鋒向
右，⼀⾯鋒直線條平拖到底即可，其餘兩種在真⾏草書中，常以搖
動⼿腕振動⽅法表現，例如寫先右後左的橫，書法術語稱此為
「覆」；寫先左後右的橫畫，書法術語稱此為「仰」。寫豎畫道理⼀
樣，簡單平拖的線條單調，動⼿腕美化長豎畫先左後右的稱為
「努」，先右後左的稱為「裹」。再如永字⼋法有᯿複筆畫，如兩個
橫，兩個撇，技法都不同，尖鋒、側鋒都⽤到，對初學者助益很
⼤。例如「勒」⽤尖鋒線，「策」⽤側鋒線寫；從形態表⾯看，
「掠」長⽽曲，「啄」短⽽直；從筆法運⽤看，「掠」須筆鋒左出⽽
利，是⽤尖鋒揭筆所⾄，「啄」是臥筆疾罨，⽤側鋒挫筆揭出。另
外，啄的本質是短撇，但有時⼜可當橫畫⽤，提供了初學者認識筆
勢與靈活取勢的概念。 

 

 
三、【九⽤設計⽬的：各階段運筆形勢⽤筆⽅法】 

『九⽤』的⽤筆動作設計原理，都是從⽑筆的圓椎形結構功能
線條，和⼈⼿執筆的⽣理機能相應發展出來的，尤其特別強調⽤腕
運鋒，所以《⽟堂禁經》⽤筆法説明⾸段即明⾔：「⼜有⽤筆腕下
起伏之法，⽤則有勢字無常形」。 



 
四、【⼋法+九⽤：摇腕⽤筆法】 

「⼋法與九⽤」都是強調⽤腕運筆⽤鋒的筆法，但「永字⼋
法」是只講真書「永」字點畫動作的筆法，運⽤範圍受限，⽽「九
⽤」筆法是「永」字點畫筆法概念的延伸(練習字例為永)，是全⽅
位的筆法，完全含蓋觀察筆法的四個᯿點，無論那種書體的⽤筆，
都萬變不離其中，並且筆法和筆勢的設計和運⽤習習相關。例如從
基本概念裏我們知道：「豎筆勢、奮筆勢和袞筆勢的滾動⽤腕道理
⼀樣，都有⽅向性。奮筆勢搖腕是順時針右左右左，如果將明節點
改成暗節點⽤弧線，那就是滾動；豎筆勢搖腕是逆時針左右左右，
明顯和滾動的時針⽅向相同，如王羲之草書「念」字，因取勢不同
⽤不同筆法，觀察點就在是直線折(⽤衄鋒或是踆鋒換向)還是弧線
滾動，這就是【筆法㑹影響筆勢】的概念。」 

 

 
 
貳、【永字書寫練習】 

張旭完整的筆法就是「永字⼋法+九⽤筆法」，練習的字例就
是「永」，為加深⼤家正確認知上述筆法術語動作概念，建立學習
王羲之系統書學線條美的⽤筆基準，以下分項分析如后： 
 
⼀、【側】 
(⼀)、永字⼋法 

【側：不得平其筆】。書法的「平」勢是指筆鋒中線兩邊平
均、平衡，例如下壓書寫⼀個 9 號位中線平均的點。「側，不得平
其筆」就是指寫永字上⾯⼀點，要搖腕倒筆向右，形成右᯿左輕的
筆鋒不平衡「側」點。 
(⼆)、九⽤筆法 

「蹲鋒(緩亳蹲節)」起筆取分數，然後⽤「衄鋒(住鋒暗挼)」
倒腕向右，以挫筆寫「側」點，中段⽤「衄鋒」換筆⼼扭正，⽌筆
⽤「頓筆(摧鋒驟衄)」收圓尾、尖尾⽤「揭筆(側鋒平發)」揭出，



或直接⽤「挫筆(挨鋒捷進)」斷尾搶出。 
(三)、運筆要領 

⼿腕下壓後即側右，再側左右衄⼀次 (調鋒將鋒擺正)，最後
將挫筆狀態的尖鋒收⾄尾端，驟衄⼀下收圓尾揭出，同時扶正筆桿
成正鋒。 

 
⼆、【勒】 
(⼀)、永字⼋法 

【勒：不得臥其筆】。⽤尖鋒寫⼀連串圓點組合的横線古稱
「鱗勒」，簡稱為「勒」。「臥」是指橫毫側管，「勒：不得臥其筆」
就是不能橫毫側管，要⽤豎管直毫的尖鋒筆法寫「勒」，是呼應九
⽤「趯鋒」筆法的橫線練習。 
(⼆)、九⽤筆法 

勒畫是永字第⼀個直橫畫，起筆「馭鋒(尖鋒直撞)」然後⽤
「衄鋒」藏鋒，⾏筆⽤「趯鋒(緊御澀進)」到尾端，⽌筆⽤「頓
筆」收圓尾調鋒，準備接努畫。 

 
三、【努】 
(⼀)、永字⼋法 

《⽟堂禁經》原句為【努：不得直，直則無⼒】，比對宋代佚
名《永字⼋法詳說》云「“努不宜直其筆”，筆直則無⼒，立筆左偃
⽽下，最須有⼒。」偃指倒下，左偃就是搖腕向左倒筆書寫。原句
疑缺“其筆”⼆字，如修正為：「努不得直“其筆”，直則無⼒」，與古
語「左豎右橫」⽤腕⼝訣吻合，所以解讀《⽟堂禁經》寫「努」的
動作，應該是「搖腕倒向左⽤横毫側管的側鋒寫努畫，不可以豎直
筆管⽤沒有腕⼒的⽅式書寫」，⽽不是指「寫豎畫的形勢要彎不要
直，直畫缺乏⼒ᰁ感」。 
(⼆)、九⽤筆法 

豎畫横下入筆後⽤「蹲鋒」取分數，⽤「衄鋒」向左倒腕換
向，然後以「挫筆(挨鋒捷進)」⾏筆，「頓筆」收圓尾。 

 
#、註：永字⼋法的第⼀筆橫畫「勒」，是⽤尖鋒寫粗⾻線，沒有
鋪鋒收鋒接「努」畫的銜接問題，如改⽤側鋒寫，就要⽤「踆鋒」
筆法連接努畫。 



 
四、【趯】 
(⼀)、永字⼋法 

【趯：須〈⾜存〉其鋒，得勢⽽出】。結尾筆鋒作弧線運動收
尾拖帶的「鈎」轉和「趯」不同。「趯」是單獨表現在連接的主筆
畫之後，寫成有確定⽤筆⽅法的⼀種筆畫，像是「分拆出來的
鈎」，屬於折線連接運動，⽤〈⾜存〉鋒」連接。因此，「趯」＝ 
【主筆 + 踆鋒(駐筆下衄) + 趯 】 。 
(⼆)、九⽤筆法 

努接趯的直線轉折，要⽤「〈⾜存(通踆)〉鋒(駐筆下衄)」連接
寫趯。 

 
五、【策】 
(⼀)、永字⼋法 

【策，須背筆，仰⽽策之】。「策」是永字第⼆個約為向上 15
度的斜橫畫。⼝訣前⼀句指⽤筆，意思是要⽤筆鋒背⾯的側鋒拖寫
側鋒線， (註）。後⼀句講走勢，仰是向上走，就是⽤側鋒背筆向
3 號位⽅向拖⾏寫策。 
#、註：筆鋒看得⾒的叫正⾯，看不⾒的背⾯叫背筆。 
(⼆)、九⽤筆法 

起筆⽤「蹲鋒」入紙取分數後，⽤「衄鋒」向右倒腕換向，⽤
側鋒「挫筆」⾏筆到尾，再⽤「頓筆」收圓尾調鋒，準備接掠畫。 

 
六、【掠】 
(⼀)、永字⼋法 

【掠，須筆鋒，左出⽽利】。掠是永字的長撇，動作關鍵詞是
「利」，᯿點在左出準備收筆時，筆鋒要⽤⼒平發揭出收銳利的尖
尾。我們知道，掠畫的⾏筆是側鋒「挫筆」，筆腰在前筆尖在後，
如果結束時直接以尖鋒上升拖出，會導致虛浮無⼒的離開紙⾯。因
此九⽤「揭筆」的註解⽤「“⼈、天”腳是也，如⿃爪形。」以呼應
寫掠要「左出⽽利」的尖尾答案。 
(⼆)、九⽤筆法 

由策畫「頓筆」收圓尾調鋒後，以「踆鋒」連接掠，「蹲鋒」
取分數，然後⽤「衄鋒」向左倒腕換向，以「挫筆」⾏筆到尾端，



最後⽤「揭筆(側鋒平發)」收尖尾揭出。 
 

七、【啄】 
(⼀)、永字⼋法 

【啄，須臥筆疾罨】。啄是永字的短撇，《說⽂解字》「啄，⿃
食也。」禽⿃啄食時上下直接快速短促。因此，啄的起筆是將筆管
向右傾側⽽下像臥筆，然後迅速翻向下做覆蓋動作，這就是疾罨的
啄畫關鍵動作，⽌筆時先⽤衄鋒回到正鋒，然後⽤揭筆揭出。 
(⼆)、九⽤筆法 

啄畫的九⽤筆法᯿點在起筆處。啄當短撇寫時，露鋒起筆以
「蹲鋒」取分數後，換⾯倒腕疾罨⾏筆，然後⽤衄鋒回正，⽤揭筆
揭出。如果啄當橫⽤時，入筆要⽤「衄鋒」藏鋒兩圈將起筆處左右
寫長些，看起來就像⼀橫收尾處加了帶筆，像《蘭亭序》「和」字
第⼀筆。 
 
⼋、【磔】 
(⼀)、永字⼋法 

【磔，須䟐筆，戰⾏右出】。「䟐（ㄌㄧˋ）」就是戰⾏。戰通
顫，振動、顫動意。《集韻》注戰⾏⽈「盜⾏，走路時忽左忽
右。」書法術語的振筆，就是在⾏筆中有意連續左右搖動⼿腕產⽣
振動⽤筆，⽬的是調整筆鋒，減緩⾏筆速度，形成線條變化。永字
「磔」畫特別強調入筆後⼿腕要⽤振筆逐漸鋪鋒寫⼀波三折。須要
注意的是如果⾏筆時快速硬壓鋪鋒，筆⼼毫⽑猝然受⼒分叉，收筆
不易聚攏，改善⽅法是⽤左右振筆，通常是來回兩次，亦不可過
多。 
(⼆)、九⽤筆法 
1、起筆向左⽤「蹲鋒」取分數後，⽤「衄鋒」向右倒腕換向，以
「挫筆」⾏筆，並⽤左右戰⾏⽅式寫波勢，⽌筆將撐開的磔⽤「揭
筆」收尖尾揭出。 
2、如果「磔」法的戰⾏將筆鋒鋪太開，須⽤「按鋒(囊鋒虛闊)」
收鋒，再做「揭筆」收尖尾揭出。 
 
 
參、【九⽤筆法總結】 
 



張旭完整的筆法應該是：【永字⼋法 + 九⽤筆法】。 (永字⼋
法課程之後詳細講解)。⼆、九⽤筆法是⽤筆腕下起伏之法，⽤則
有勢，字無常形。因此必須᯿視「執筆和腕法」，三者互輔，缺⼀
不可。』 
 
⼀、【起筆】 

筆鋒入紙的起筆有「筆⼼直下⽤尖鋒」或「壓彎筆⼼側下⽤側
鋒」。 
(⼀)、尖鋒【馭鋒、衄鋒（藏鋒、換向）】 
1、「馭鋒」⽤尖鋒(筆⼼)直撞觸紙，是藏鋒圓筆的入筆動作。 
2、馭鋒直撞⼜名“暗築”，如「⽬、取」中間兩橫，下筆直撞即
是。 
3、「衄鋒」⽤尖鋒(筆⼼)住鋒暗挼，⼿腕來回上下左右搖動，可以
開鋒、換向。例如起筆⼆⾯換、三⾯換或藏鋒蠶頭，筆鋒就需要變
換⽅向。 
(⼆)、側鋒【蹲鋒（露鋒、⾁線）】 

「蹲鋒」壓彎筆⼼側入觸紙，是⽅筆、露鋒的初始動作，也是
「緩毫蹲節，輕᯿有準」，取⽤側鋒(副毫)⾁線『⼀分筆、⼆分筆
或三分筆』的技法。 

 
⼆、【⾏筆】 

運筆⾏進，從筆⼼⾓度看，只有尖鋒線或側鋒線兩種⾏筆形
勢。 
(⼀)、尖鋒【趯鋒（⾻線）】 
1、「趯鋒」⽤筆形態是「豎管直鋒」，⽤尖鋒「緊御澀進，如錐畫
⽯」推⾏，古稱「鱗勒」。 
2、趯鋒⾻線的本質是尖鋒圓點延續組成的線條。⾏筆時尖鋒前進
形成的疏密⽑邊線質，是「緊御(下壓⼒)＜－＞澀進(推進⼒)」互
動的尖鋒跳躍結果。   
(⼆)、側鋒【挫筆(⾁線)】 
1、「挫筆」⽤筆形態是「橫毫側管」，是⽤側鋒「挨鋒捷進」快速
拖⾏，達到便捷⾏筆⽬的。 
2、挫筆⾁線的本質是側鋒三⾓點延續組成的線條。⾏筆中粗細變



化形態，依據蹲鋒⼒度⼤⼩不同。虞世南《筆髓論》說「橫毫側管
則鈍慢⽽⾁多」，好的書法作品要⾻⾁相濟，線質感變化豐富。 

 
三、【⽌筆】 

運筆⾏進⾄點畫尾端的各種結束形態，從筆⼼⾓度看，也只有
兩種⽅式，尖鋒⽌筆或側鋒⽌筆。 
(⼀)、尖鋒 
1、圓尾【頓筆】 

無論⽤「趯鋒或挫筆」⾏筆，若想收筆時形成圓尾，都要先將
尖鋒推到尾端，⽤「衄鋒」暗挼，做摧鋒驟衄「頓筆」動作，書法
術語稱圓尾為「垂露」。 
2、尖尾【揭筆或按鋒+揭筆】 
(1)、「揭筆」有兩個動作，先扭動⼿腕傾側筆鋒改變⾏筆中線，放
正筆⼼⾏進位置，之後平發以尖鋒收尾，並運腕揭出。書法術語稱
尖尾為「懸針」。 
(2)、「按鋒＋揭筆」，因為磔法捺畫筆毫舖得太開，要先⽤「按
鋒」做收鋒，然後再做揭筆尖尾動作。 
#、概念澄清【按揭與提按之分】 

書法術語的按揭，是指左右翻⼿掌，⽤腕向下按或向外離開的
動作，和運筆直下直上提按不同。 

「揭」是指收尾時搖腕帶動筆鋒向上離開紙⾯動作，豎畫是挫
筆收尾，趯鈎是向左踢出。 左揭腕就是⼿腕向左，掌⼼向左上。
右揭腕就是⼿腕向右，掌⼼向右上，所以有左右「揭」腕之稱。例
如《⽟堂禁經.結裹法》中講左右揭腕之勢，⽤來寫令、⼈、入等
字。⼈字的⼀撇收尾是左揭腕，⼀捺的收尾是右揭腕。書法術語也
有將揭腕動作說成「搶」出。例如有說寫豎畫挫筆結朿後，向 3
號位以右揭腕「搶」出，寫橫畫挫筆結束後，向 7 號位以左揭腕
「搶」出，都是朝上⽅快速離開的意思。 

「按」是指⼿腕反轉，使掌⼼翻向下，形成筆鋒換向觸紙下按
的動作。故「按」鋒就是指⼿腕向左或向右翻轉，使掌⼼翻向下，
筆鋒下按的動作。 
(⼆)、側鋒 
＊、斷尾【挫筆】 



理論上側鋒⾏筆本⾝就是「挫」，做為線條的⾏筆動作時，是
拖⾏。但⽤作收尾筆法時，要豎起來⽤回推。《⽟堂禁經》說「挫
筆」是挨鋒捷進，就是快速推進的意思。要有斷尾收筆效果，要靠
最後⼀下快速推進。唯有這樣，尾巴的筆腰痕跡，才有漂亮的「斷
筆」效果。所以九⽤稱「挫筆」，不稱「挫鋒」，是強調最後收尾的
完成筆畫動作作⽤。因為，挫筆收尾是⽤在「橫豎撇捺」，各種點
畫線條都可以的收尾筆法。 
 
四、【連接】 
*、尖鋒【踆鋒(折筆)】 

《⽟堂禁經》九⽤之五⽈：「踆鋒，駐筆下衄是也。夫有趯(ㄊ
ㄧˋ)者，必先踆之。⼑、乛(ㄧˇ)  是也。」「踆鋒」是連接單⼀點
畫線條的筆法。例如永字⼋法的「努+趯」連接⽅法就是踆鋒：
『豎畫向下挫筆結束後，接著衄鋒往下再往上，等於畫⼀個圓圈，
正好接上左鈎起筆「欲左先右」的逆起筆。』 
＃、概念分析【連接與⾶度】 

書法關於筆畫連接的⽅法，主要有「相接和相承」⼆種。「踆
鋒」是筆畫連接的相接⽅法，「⾶度」是相承的⽅法，通常為虛
筆，是「寫完⼀筆點畫，筆鋒回正從空中⾶過，連接第⼆筆點
畫」，但也可以變成實筆的「映帶」，以聯繫數個筆勢，形成書法點
畫筆勢連接的使轉「⼤圈」，這以後在「識勢」課程會詳細講解。 
＊、概念延伸 

每⼀個連接與⾶度動作，都是前後筆勢筆意的延續，也是欣賞
形成頭尾姿態的技法᯿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