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讲    书法创作 

一、章法 

         章法欲称“布白”，“布白” “则以黑计白”或以“以白计黑”言 

之所指是黑白分布、形态顾盼、节奏韵律、墨色枯润、文和款 

字照应，以及款字多少、钤印多少枚、大小配合等，都要做一 

番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多格局考虑使之达到最高境界的 

章法美。 

       俗话说：“疏可跑马，密不透风”，但又要“疏中求密，密中 

求疏”密疏的对比运用。 



        书法的布白是分行布白，因为行，务必重视“行气”。
所谓“行气”就是一行乃至一篇须笔意顾盼，朝向偃仰，
阴阳起伏看上去浑然一体，一气呵成，令人有总体的立体
美。 

 

二、章法的作用 

         章法的作用是决定一幅书法作品的成败。人们往往对
章法不美而称之为“毛毛躁躁、杂乱无章”或是“横七竖
八、毫无体统”或是“有笔法无章法”，甚至批之“不知
章法是何物”。 

       章法的变化与变格，是体现一位书法家表现字体与风格
的变化与变格  



（一）字距大而行窄（适于隶书或楷书） 

 

特色：犹如排龙阵，如战士之列阵、精神抖擞 

 

（二）字距大而行也宽朗（适于篆书） 

 

特色：空距特大，给人一种空旷明朗的美感 

 

（三）行宽而字距小（适用于草书） 

 

特色：如流水相呈、气势贯注、行气十足、横纵交织、起伏变化 

 

（四）错落有致（适用草书乃至狂草） 

 

特色：字有大小、疏密、斜正、墨色枯润相生、形成强烈对比， 

普遍引起人们重视的章法，耐人寻味。  

三、书体适宜的章法形式 



四、章法的内容 

（一）、章法的组成： 

         一幅创作完整的作品，必须由正文、落款、印章三大
部分组合而成。 

 
注意以下几项原则： 

 

（1）要高度认识正文固然重要，落款也得认为是构成创作完 

整作品的组成部份，不可草草从事，不可改变笔调，要使之浑 

然一体，总体均应统筹映结。 

 

（2）正文字要大于上、下款，不可喧宾夺主，字体要尽量一致。 

 

（3）盖章要同时接着进行，更不可先盖章后为书，盖章押后 

利于选择适当位置。盖章的实用价值（防假冒，表示负责以外） 

还会起到铃印生辉的艺术效果。 



 （二）完整作品的顺序 

 

        1、选定是采用哪一种的创作格式如：条屏、中堂、横
匾、对联、横披、长卷、册页、扇面、斗方等形式。 

 

        2、裁纸（根据黄金分割法，加以裁排）  

 

        3、研墨为书（闭目边研边构思字形与章法图景等） 

  

        4、完成正文 



     5、落款 

 

       上款：一般写明正文的出处（或将出处写在正文之后均可） 

以及接受赠书人的姓名； 

      下款：写作者的姓名、字号、籍贯或书写何年何月。 

      要是单位：如可署“陈嘉庚创办集美航海、财经教育80周年 

纪念”中心事件 

 

      要是伟大人诞辰书展如署“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大型书
画展”，重大事件署“全国庆香港回归大型书画展”。 

 

又如：上款署：《纪念某某诞辰3000余年国际大型书画展》 

 



        6、称呼： 

 

（1）题款给长辈称××大人赐教或××大人赐正（自称自己的 

称谓关系） 

（2）题款给老领导称××老教正或指正（自称晚辈） 

（3）题款给老师称××尊鉴或赐鉴（自称学生） 

（4）题款书友称××兄笑正（自称×友及名字） 

（5）题款同学称××学兄或学姐学弟妹（自称学兄或学弟或 

学妹） 

（6）题款子女称××（也可写乳名或别名、爱名等）珍存（自 

称父母××） 

（7）题款学生称××同学存赏或留赏（自称师长） 

（8）题款夫妇称伉俪××或俪赏、俪属等（书） 

（9）贺喜或婚庆称××与××结婚喜庆留念（书贺） 

（10）题款单位或公司成立称某单位成立大雅（书贺） 
 

 



五、书法创作款式 

（一）、屏条 

 

       屏条又称条屏。可分为四条屏、六条屏、八条屏乃至十二条屏至 

二十四条屏。 

        条屏合条内容不同，便要同体写之，不可一屏一种字体，如春夏

秋冬四条屏不能以篆隶楷行四种书体书之，然要同体写之从而浑然一
体。 

       条屏之字宜中小不宜大，至少比对联之字小得多。 

 



http://auction.sc001.com.cn/detail_auction.asp?id=595871


（二）、中堂  

        中堂，乃是中国书法的传统常见的创作形式。它装裱后是张排在大厅、 

大堂、大庭院中，名曰中堂。 

 

        中堂讲究气势、气韵、字数宜少不宜多、宜大不宜小、宜富有个性、 

有惊人之艺、笔有透纸背之笔力。 

          

        中堂又可分成：大堂、小堂，大至四尺、五尺、六尺整张，小至1/4四尺、 

1/4五尺、1/4六尺。 

 



http://www.shufa.com/cp_list.asp?id=144&page=93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D6%D0%CC%C3&in=28881&cl=2&cm=1&sc=0&lm=-1&pn=58&rn=1&di=2313878168&ln=2000


（三）、对联  

        对联以字数来分可分为：四言联、五言联、七言联、九言联，乃至数 

百字对联。 

 
         

         对联以用场来分类可分为：喜联（含祝寿联、落成典礼联）、典故联、 

家训联或是庭院联，以及车免联等等。对联统称为楹联，俗名为联对，古 

时联对是古铜色为庄重，今人以红色为所求，当然也可用宣红加镏金或裱 

深竭咖啡以示庄重。 

 

        右为上联、左为下联。自古至今都是如此排法，不可变化。变化即不合 

审美习惯，也不合为书者的笔势顺序，更重要的是因为落款是在下联，一 

旦变化就不门不类了。落款放在上联，那么下联就无名氏了。因此，传统 

的排法是势在必行的。 

 



http://www.findart.com.cn/b85d7969c13ca2a74bee64bf40b9e9e0-4-showorder.html?key=脙漏脗聰脗聶脙搂脗聼脗鲁


（四）、横匾  

分类： 

 

1、古时，皇上赐予匾牌称之为“御匾”， 

 

2、馆匾，诸如《林则徐纪念馆》； 

 

3、楼匾，诸如《黄鹤楼》《岳阳楼》； 

 

4、桥匾如毛泽东写《长江大桥》，江总书记题《厦门大桥》《海沧大桥》； 

 

5、昭匾：为昭示世人如雍正皇帝写《正大光明》。与御匾的区别是前者是 

专用，针对性强，后者是并无专指而较为广泛应用。 

 

6、斋匾，诸如《陋室铭》；七、名胜匾如《天下第一关》等等。 

 



http://www.phototime.cn/photo/C25979419.html
http://imgnews.baidu.com/i?ct=520093696&z=0&tn=baiduimagenewsdetail&word=%D8%D2%B6%EE&in=20188&cl=2&lm=-1&pn=0&rn=1


（五）、横披  

        横披与横匾的相同点，都是横的，但是横披是独树一格的。正如中堂 

与条幅都是竖的，但是他们之间有巨大的差别一样，要是混用，虽然表面 

形式也似乎可以，但其内涵却不一样，难以表现不同章法格式的不同效果。 

 



（六）、长卷与册  

 

 

        长卷：有书卷也有画卷。所谓卷，如古时字帖的印法成为卷折合， 

张开成一长卷，合起就是一本书，古称一册。卷也可分为上卷、下卷， 

古时称“卷上”“卷下”就是当今的上册、下册。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BF%AC%CA%E9%B3%A4%BE%ED&in=28839&cl=2&cm=1&sc=0&lm=-1&pn=36&rn=1&di=1296297492&ln=55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BF%AC%CA%E9%B2%E1&in=20961&cl=2&cm=1&sc=0&lm=-1&pn=0&rn=1&di=2311886644&ln=120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BF%AC%CA%E9%B2%E1&in=20961&cl=2&cm=1&sc=0&lm=-1&pn=1&rn=1&di=2318614964&ln=120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BF%AC%CA%E9%B2%E1&in=20961&cl=2&cm=1&sc=0&lm=-1&pn=2&rn=1&di=2316587804&ln=120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BF%AC%CA%E9%B2%E1&in=20961&cl=2&cm=1&sc=0&lm=-1&pn=3&rn=1&di=2269962364&ln=120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BF%AC%CA%E9%B2%E1&in=20961&cl=2&cm=1&sc=0&lm=-1&pn=4&rn=1&di=2311072044&ln=120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BF%AC%CA%E9%B2%E1&in=20961&cl=2&cm=1&sc=0&lm=-1&pn=5&rn=1&di=2313838924&ln=120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BF%AC%CA%E9%B2%E1&in=20961&cl=2&cm=1&sc=0&lm=-1&pn=6&rn=1&di=2320391364&ln=120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BF%AC%CA%E9%B2%E1&in=20961&cl=2&cm=1&sc=0&lm=-1&pn=7&rn=1&di=2322977004&ln=120


（八）、扇面  

        扇面分团扇与折扇。团扇与圆形的或与圆形靠近，折扇上方与下方 

各异，一般是上大下小，如拱弓形。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BF%AC%CA%E9%C9%C8%C3%E6%B4%B4%D7%F7&in=32102&cl=2&cm=1&sc=0&lm=-1&pn=114&rn=1&di=1222363292&ln=353


（九）、斗方  

        把正方形，在各线中点折上米形式正方形，然后在书写作品。 

因为古代量米十升为一斗，古时量米斗是正方形的，所以中作创 

作形式称为斗方。  



 第九讲    印章 

（一）姓名章  

 

        姓名章是题款署名用章。姓名有连在一起的，也有分开的。题款用章， 

以一名一字为正，一姓一名亦可。款名，印字；款字，则用姓名章。款 

有姓，可用名章，款无姓，或不落款者，应用姓名章，以利辨识作者。 

古人用章，讲究礼仪；凡卑幼致书尊长，当用名章；平辈间用字章；尊 

长给卑幼，用别号章即可。反之，则贻笑大方。现代书画家张大千认为， 

姓名章的形状以“方形最好，圆形还可，若腰圆天然形等都不可用。”  

 
        姓名章一般分朱文（阳文）白文（阴文）两种。一幅书法作品上盖两 

方姓名章时，最好一朱一白，两章大小相宜。款尾用多章时，次序是先姓 

名章，后字、号章。  

 



（二）闲章  

闲章亦称布局章，包括引首章、拦边章、压角章和腰章。  

 

1、引首章  

 

         引首章是钤盖在书法作品右上的章，又称“随形章”，是随石料的造 

型顺势刻成的的章，一般不宜为方形，而以半通、长方、圆形、半圆形、 

随圆葫芦形、自然形、肖形等为好。书法作品上是否盖引首章要看需要 

而定，如款首过于整齐，需“破形”；款尾印章分量太重，需“提升”；作品 

上印章分布单调，需“调整”，这时应考虑盖引首章。  



引首章按内容可分为如下几种： 

  
（1） 斋号章： 很多书家几乎人人有斋号章。斋号通常称斋、堂、室、楼、 

阁、馆、轩、庵等，如惟清斋、雪溪堂、磨剑室、笑隐楼、松风阁、来禽 

馆、赏雨轩、乐天庵等。  

 

（2） 雅趣章 ：即古之吉语章、词句章，多有寓意，富有雅趣，或集录具有 

哲理、发人深思的成语警句，或记录自己的情趣和心声。雅趣章内容广泛， 

有勉人学习的，如“书痴”、“精于勤”、“艺无涯”、“师古不泥”、“观书为乐”、 

等；有表露情怀的，如“恃德”、“明志”、“清趣”、“乐而康”、“苦中乐”、“玉 

洁冰清”、“淡然天趣”、“老骥伏枥”等；有表达笔墨情趣的，如“泼墨”、“笔耕”、 

“香田”、“神趣”、“藏拙”等；有祝愿吉祥的，如“如愿”、“长乐”、“吉日良辰”、 

“人寿年丰”、“书翰长寿”、“天长地久”等。 

  

（3） 年号章 用于记载书法作品的年代，如甲子、乙丑或一九八九年、 

一九九0年、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等。  

 

（4） 月号章 用于记载书法作品的月令，如上春、如月、蚕月等。  

 



2、 拦边章  

       拦边章是指盖在书法作品一边的章，起拦边聚气的作用。  

 

3、 压角章  

       盖在书法作品的边角的章称压角章。取右上角的称“迎首”，取两下角 

的称“押角”。拦边章只管一边；压角章则可管两边，紧贴边角起“拦边封角”、 

“补充空虚”和调整稳定画面的作用。  

 

4、 拦腰章  

      长幅书法作品如条幅若仅在右上方盖一枚引首章，中间显得太空，可加 

盖拦腰章，其内容多为书者的籍贯，亦可用书家生肖肖形印。拦腰章应小于 

引首章和款尾姓名章，三枚章切忌盖在一条直线上。  

 

上述种种闲章实则不“闲”，若铃印得当，既能起到笔墨的作用，又能起到 

笔墨所起不到的作用。  



同学们： 

         再 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