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巧入书法门》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巧入书法门》

13位ISBN编号：9787545212976

10位ISBN编号：7545212975

出版社：陈志浩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3-06出版)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巧入书法门》

作者简介

陈志浩，1956年10月生于上海。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书法家协会会员，普陀区书法协会副会
长，上海书协楷书委员会副秘书长，上海诗词学会会员。    1995年在上海举办个人书法展。    2008年出
版《陈志浩书法——毛泽东诗词专辑》。    从事书法教育多年、受聘执教多所艺校和专业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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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志浩先生集多年的教学经验，强调始线的练习，“砻糠搓绳开头难”，所有的字都是由线条组成的
，横线、竖线、曲线练好了、写顺了，写字的基础就有了。然后是母结构的练习，各种字体剥皮剔肉
，形成各自的母结构，母结构一旦练熟，一笔一划加上回、顶、走、提、收，一个有血有肉的子体呼
之欲出，写字的过程由枯燥的临帖描摹，变成了愉悦的创造实践。为了加强学生的记忆、理解，编了
类似顺口溜的口诀，诸如”二线一开，运腕位移”、“间架营造、单线构图”等等，容易记忆，容易
理解，边写边诵，轻松惬意。    《巧入书法门》提供的学习课程因人因时因地灵活掌握。它能使每一
位书法学习者，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从门外汉到自如地运用毛笔进行书写的飞跃。通过书法的学习
来调节我们的心绪，提高艺术修养来全面提升我们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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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因为有交流的需要，语言应缘而生，而文字作为一种无声的语言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高度时的
产物，她不仅具有交流的功能，更作为一种传承的手段，让前人的经验惠及后代，知识的积累成为可
能，并以此与其他物种渐行渐远。世界上各种不同文明所产生的原始文字，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象形
文字，由简单的几何图形和线条花纹来指事、象形、形声，乃至会意、转注、假借，完成最初的记事
、记时。但时至今日，埃及的象形文字、苏美尔楔形文字早已成为文字工作者的科研项目，其他主要
的诸如拉丁语系、印度语系、古希腊古罗马语系，阿拉伯语系等，从方便书写、方便阅读、方便学习
、方便造字等原因，皆由象形文字转化成表音文字，而中国的汉字，带着动植物形象、带着日月山川
亘古不变的造型、带着远古先民的宗族图腾印记，作为象形文字从半坡遗址陶器上的文字雏形——记
事符号一路走来，经过六千年的演变在当今世界各大语系里已是硕果仅存。汉字族谱的DNA有种出种
始终正本清源，虽然偏旁部首有讹变、有异变，但终究还是可以追根溯源、寻踪问祖的。到底是什么
魔力的加持？是何方神圣的庇佑呢？又是什么原因让汉字历经社会千年变革、异族累累入侵甚至书写
工具的革命性转变都没有在主体上有根本的蜕变？又是些什么人让汉字的传承历经几千年依然有生生
不息的势能源源不断地转变成动能，汩汩地流淌在人类文明的版图上呢？汉字自半坡遗址在陶器上发
现绘有人、鱼、鹿、树枝叶及几何形花纹等22种刻划符号所形成的原始文字以来，经殷商时期的似符
似图的甲骨文，初具结构的商周时期的钟鼎文，到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刻在石鼓上的笔画复杂的籀文（
又称大篆），汉字已具备线条完整、结构方正、讲究规矩的特点，明显区别于原始文字。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全国范围的标准化运动，用行政手段强行废除原来的
六国各自形成的“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混乱局面，在史籀大篆文字的基础上，通过形变、伪变、
省变，以李斯作的《苍天颉篇》、赵高作的《爱历篇》，胡毋作的《博学篇》为蓝本，“罢其不与秦
文合者”，形成小篆在全国作为官书推广。《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等，相传都是李斯的手笔
，即使是现在观赏，也属于无上神品。与此同时民间流行的“草篆”，正进行着删繁就简，脱胎换骨
，经过二百多年的“隶变”，东汉年间，隶书瓜熟蒂落，作为古今汉字的分水岭，汉字的图画面貌逐
渐消失，汉字的书写艺术日臻成熟。此后的魏晋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楷书、行书、草书，期间被冠之以
“书圣”的王羲之更是集大成者，楷、行、草无一不精，他46岁时在绍兴兰亭集会写下的《兰亭序》
被历代书家推崇为“行书第一”。至唐朝经“贞观之治”二十年的文治武功，国力强盛，唐太宗李世
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都抓，两手都硬。书法艺术更是进入鼎盛时期，期间欧阳询、褚遂良、颜
真卿、柳公权、怀素等等群星璀璨、人才辈出不一而足，书法艺术的光芒延续一千四百多年，至今无
法超越。自宋朝以降，书法艺术的创造灯火阑珊，期间虽然不乏苏东坡、黄庭坚、赵孟頫之类的大家
，也不乏宋体、瘦金体等艺术表现形式的出现，但百花齐放、大破大立的大好春光毕竟已成绝唱，书
家们更多的是仰视前人的项背，羞言超越，更多的是悉心临摹，汲取前人的风骨变为自家的宝贝。这
一期间虽然平庸了点，到也成就了书法艺术权威的确定和写法方式的成熟成型。从此书法艺术进入全
民传承时期。至此，前面的疑问呼之欲出。汉字作为一种书面语言已被赋予新的生命，她的价值不仅
体现在她反映的内容，还有她的书写形式和她的书写者。汉字已经超越了她作为记事、记时、记史的
原始功能，尤其在晋代蔡伦发明了麻纸、皮纸替代绵帛和竹简以后，特别是隋唐时期宣纸的出现，汉
字已不仅仅是作为一个符号被书写，而是上升为和琴、棋、画等同的形而上的一种艺术形式，唐宋元
明清，在乡试、会试、殿试，写字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就事论事了，俨然已成了衡量书者学识、师
承、教养、乃至为人处事的标准，“字如其人”，字写得不好，犹如现代人出门上班穿着一件邋里邋
遢的衣服一样，在当时的官场、商界、翰林院简直是没得混。汉字的源远流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汉字
书写形式的艺术化、唯美化、价值化，也得益于像陈先生这样的书法爱好者、实践者、教育工作者，
使汉字的书写艺术在课堂、在茶室、在坊间得以薪火相传并发扬光大。陈志浩先生幼承庭训，墨耕不
辍，师承海上名家王伟平先生，加之天性聪慧，秉持天天向上的理念，经年累月从学长到部队的班长
，复员后回到上海供职于中煤科工集团上海研究院；某年光荣地晋升为家长，直至现在的师长，一路
走来踏踏实实，过程虽然与同道似曾相识，内容其实大相径庭。大多书家笔行二维，学啥像啥，求形
难得神；求皮难得骨，待有心得或独乐乐，或只可意会，不擅言传，耽迷于宅里斋里舞文弄墨，点滴
进步，小富即安。陈先生自幼临摹名家名帖，深得其中三昧。经多年实践总结，剥丝抽茧去伪存真，
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由形似到神似到形神皆不似，破执破妄破分别，见真见性书自由
，挨到物我两忘道法自然的时候，终究成自家面貌。加之受聘于多所艺校和专业学院执教数年，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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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长而回向于自己的艺术创作，书写艺术与时俱进。所教过的近四千个学生中年龄层次老中青三代，
社会层次涵盖学生、白领、老板，正宗属于扶老携幼。其中的经典教育案例不胜枚举：某甲，企业老
总，商界成功人士。一次陪女儿来陈先生处学习书法，心血来潮想学书法，陈先生当时承诺每周一次
，100天后基本可以写大楷了，果然老总在3个月后的春节给他的客户一一写对联，蛮扎台型的。又，
某甲师从陈先生学习，某日突发奇想，对弘一法师的字情有独钟，陈先生经过一个多月的指点，该学
生用弘一法师的字体写了幅《心经》在同学面前展示，观者无不目瞪口呆，待知道是陈先生指导下写
的时，都嚷嚷：“不带这么玩的”。陈先生不是那种朝夕不怠年中无休的劳模型书家，他兴趣广泛，
涉足领域百无禁忌，闲暇时间开门办学，诚灵书屋人来人往，老师学生亦师亦友，或谈书艺、或论国
是、或探究哲学佛学，到忘情处，三杯两盏欢声笑语，“笙歌丛中醉扶归”；或棋牌招呼红中白板小
赌怡情。讨论的话题也是开无轨电车，从“礼多人不怪”的千年古训，到“油多菜不坏”的生活小贴
士，大俗大雅，不俗不雅，俗字当头，雅在其中，总之本色的很。待到夜深人静，曲终人散，清香一
枝，清茶一杯，手上没有笔墨纸砚，胸中自有陈兵百万，对着当空的皓月，去体悟历代名家的名帖名
碑的神韵所在。陈先生的书写风格兼容并蓄，篆体的端庄流畅、隶书的势张峰藏、楷书的外柔内刚、
行书的前呼后应疏密无常、草书的虚实相生墨淡气长，都有习作、佳作。平时应朋友之邀，写个名言
警句什么的，无论是条幅、横披还是扇面，没等人家说要写什么字体，提笔凝神信手写来，立等可取
，至于客家喜不喜欢不管我啥事体，霸气啊！习字之时，兴致所至，横笔竖写、竖笔横写，软笔硬写
、硬笔软写随意得很。墙上作品亦工亦草，工的不呆板、不匠气，字里行间透着金石气。草的不张扬
、不浮躁，前呼后应浩浩荡荡。陈先生集多年的教学经验，在书中特别强调始线的练习，“砻糠搓绳
开头难”，所有的字都是有线条组成的，横线、竖线、曲线练好了、写顺了，写字的基础就有了。然
后是母结构的练习，陈先生在书中总结多年的习字经验，各种字体剥皮剔肉，形成各自的母结构，在
教育实践中更多的是让学生临摹字体的母结构，母结构一旦练熟，一笔一划加上回、顶、走、提、收
，一个有血有肉的子体呼之欲出，写字的过程由枯燥的临帖描摹，变成了愉悦的创造实践。再者，字
法、写法的训练，为了加强学生的记忆、理解，陈先生编了很多类似顺口溜的口诀，诸如“笔画圆婉
，头脚舒展”、“字形扁阔、蚕头燕尾”等等，容易记忆，容易理解，学生边写边颂，轻松惬意。书
法既是门高雅艺术，也是门大众艺术。一门艺术如果只是养在深闺，只有三二知己把玩，那么这门艺
术的存在不仅没有意义，生命的长度只能是倒计时。书法艺术只有扎根于社会基层这片沃土，有广大
的平头百姓参与其中，她才会枝叶繁茂。同时书法艺术不应只活在唐诗宋词等故书堆里，她应该大量
地表现当代，在当下的生活中、工作中，当下的文学作品中寻找创造的素材。书法艺术的传承和发扬
寄望于年轻人，“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什么时候我家小区的帅哥美
女们，不是整天上网逛街，而是时常缠着隔壁的王家爷叔，或对门的李家阿婆切磋写法、PK字法；什
么时候桥下的菜场里，菜牌都是隶书魏碑体；路边的水果摊全用褚体柳体标注品名价格，让我在果腹
解馋之前先养眼，书法这门高雅艺术才真正算是走进寻常百姓家了。如果真有这么一天，古老的书法
艺术中兴之日不远，坐地雄起也是分分秒秒的事。诚然我这也是在看人挑担不吃力，就权当是我温柔
的提醒、善意的建议、甚至是正确的废话。因为有机会为陈先生等书法家们建点言，我不说白不说，
虽然极有可能说了也白说，但我依然固执地白说也要说。陈先生的大作交至我手，已近半年，本着对
读者负责任的态度，广泛听取诸多行家里手的意见和建议，对书稿反复修订，目的是让初学者易于上
手，让有基础者开卷有益，让内容更系统扎实。期间许兄永生君出的书名《巧入书法门》画龙点睛一
语中的，而我能做的就是趁着陈先生的著作出版之际，吆喝几声，或者直截了当就给一嗓子：走过、
路过不要错过。对那些在书法艺术道路上孜孜不倦地追求的人，对那些虽然字写得蟹爬如我但依然对
名家名作好那口的人，对那些教书育人以传承汉字书写艺术无论是软笔硬笔为己任的人，对那些买这
本书的人，甚至是整天嚷着要学书法而又抱怨没时间的人，我总是把他们归集为道上的人。正是由于
你们的想、你们的说和你们的做，书法艺术才得以传承一代又一代人。请宽容地忍受我对书法艺术有
失偏颇的论述，请接收我这个圈外人投来的羡慕的眼神，并怯生生地想用一句刚学会的网络用语来表
达我的敬意握个爪！                                                                      （上海贝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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