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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临创漫谈

◎刘明明
摘要：学书法必须要临帖，历代名碑名帖种类很多，对于初学的人来说，选帖至关重要，如同一个人要去某一目的地，

方向、路线一定要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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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选帖

学书法必须要临帖，历代名碑名帖种

类很多，对于初学的人来说，选帖至关重

要，如同一个人要去某一目的地，方向、

路线一定要选对。古人有言：“取法乎上，

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如果

是取法乎下，自然是得乎其下了。初学书

法最忌瞎写乱学，不可赶时髦，更不可专

师今人，应是古今相学两不厌，以古为主，

以今为辅。今之名家，有的有真水平，真

学问，字确实写得好。有的是工作环境好，

机遇好，靠职务关系成其名；有的是地位

高，靠老部下捧场；还有的靠包装宣传，

投机钻营成了名，确实是名不符实，由此

良莠共存，鱼龙混杂，不加选择的取法，

一开始学书就被低俗的碑帖引入歧途，即

便是日后醒悟，也是积习难改。确实是后

患无穷，追悔莫及。

若在初学的纯粹模仿阶段，选取了最

好的法帖，不管是篆隶真草，选择具有代

表性的碑帖，一开始就能步入正确的学书

轨道。 

那么，什么样的碑帖才算好的法帖？

一般来说，经过大浪淘沙，历史的考验，

被多数专家公认的名碑帖都是好碑帖，习

行书类如王羲之的《兰亭序》《怀仁集王

羲之书圣教序》、王羲之手札，颜真卿《祭

侄文稿》《争座位帖》，杨维桢《真镜庵

募缘疏》，苏东坡《黄州寒食帖》，黄庭

坚的《松风阁诗》，米芾的《乡石帖》《梅

惇帖》《苕溪诗》《值雨帖》《砂步诗》

《蜀素帖》，董其昌的《酒德颂》等，都

是行书临习不错的范本。楷书如颜真卿《勤

礼碑》《多宝塔》《东方朔画像赞》《麻

姑仙坛记》《李玄靖碑》《颜家庙碑》，

褚遂良《雁塔圣教序》《大字阴符经》，

碑系的张猛龙、爨龙颜、爨宝子、张黑女。

师隶的师礼器、张迁碑、衡方碑、石门颂、

西狭颂等，皆可取法临习。学篆取法甲骨、

金文、石鼓、秦篆、汉篆都可取法借鉴，

只要用心钻研，细心体会，就会心有所得。 

古碑散落各地，商家为赚钱赢利，翻

刻伪造以蒙世人，刻得好的，尚不粗见形

貌，刻得差的则面目全非。选购碑帖，以

文物出版社的为首选，其祖本出自故宫博

物院、上海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等国家

博物馆收藏之旧拓本或原迹。

二、关于读帖

读帖是临帖前十分重要的训练环节，

往往容易被忽视，好多人学习书法，对法

帖没有细致入微地精读，随手拿上就临写，

这种学书方式是不可取的。读帖就是分析、

研究古代碑帖字的用笔、结体、节奏、呼应、

大小、势态、收放、墨色结体的搭配特征

等，以及笔、纸、墨等材料研究。读帖既

不是认字，又不需对碑帖内容详解、释读，

而是领会点画的起承转合，呼应连带，墨

色层次，聚散开合，快慢节奏，欹侧相正

等，古书论有言：“察之者尚精，拟之者

贵似”。读帖必须要细致，要反复地读，

读到心里有数，心里有谱，才能准确临摹。

研究书法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临帖十

遍，不如精读一遍”。古书论：“古碑贵

熟看，不贵生临，心得其妙，笔始入神”。

从古到今，书法家们都是很注重读帖，没

有精读的临帖如盲人走路，看似用功甚勤，

其实进步很慢，并能加重习气，很难纠正。

读帖要多积累，善比较，一本法帖中同一

个字就有好多种不同的写法，如王羲之《兰

亭序》里“之”字写法就有二十多种，都

不雷同，这就要求我们读帖时要善于变通，

找到共性，每个字的字形由左边字的字形、

上下字映带而形成，也就是因势造型形成

的，就是同一个人在同一时间书写同一个

字，写出的字形都不一样。读帖便于学书

者从理性、规律上认识某一碑帖的特点，

对临帖实践起着直接指导作用，这样可以

避免机械式的“抄帖”。经常读帖可以体

悟书法中的精髓，提高眼界，提高审美，

眼界高了才能手高。手高则要在理论的指

导下反复不断地实践。理念领先，技法跟

上。所以说，读帖要找到共性，找到书理，

把古法帖的字分析、理解、掌握、总结才

能在临写创作中得心应手。

三、关于临帖

临帖是学习书法的必经之路、必要手

段。历史上的很多大书法家，如米芾、何

绍基、王铎等，一生都在临习碑帖。没经

过临习的自由书写，如同无根之木、无源

之水。历代书法大师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

学习书法必须要临古，一定要对古帖深入

细致临习研究，方可登入书法的艺术殿堂。

临帖可分为对临、背临、意临、创临。

对临也叫作实临，是一般人所采取的临习

方法，即照着碑帖，一丝不苟地模仿临写，

对碑帖上范字的一笔一画，原汁原味地忠

实临写，强调的是结体、点画到位，它是

临帖的初级阶段，也是临帖非常重要的一

个环节，需要反复实践。

实临贵在形似，临出来的作品要能乱

真，先掌握所临帖本的“共性”。这个阶

段的临作尽量和范本上的字一样大小，这

样有利于对比，找到差距。具体在临帖的

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几个方面，一是点画的

形态一定要准确，点画的位置一定要准确，

点线的粗细长短一定要准确，点线分割的

黑白空间一定要准确，字距行距的大小一

定要准确，要将所临的字原汁原味地表现

出来，“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临上一遍，

把自己所临的字和范帖上的字进行对比找

差距，还可用解剖麻雀的办法一样分解点

画，研究规律，把有代表性的点画详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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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研究它的起笔、行笔、收笔、快慢、

呼应、起承，只有这样精准细临才能有

所得，才能节度其手，才能入帖，也就

是说最大限度地打进去，这样临帖看似

慢实则快。

有了第一阶段的实临，对所临碑帖的

字形、特点基本掌握后，就要进行更高层

次的背临，背临就是不看碑帖，对碑帖上

的范字回忆性地进行临习。背临可将范字

放大临习，放大临习的优点在于将范字的

起承转合、一招一式表达得更清楚、更到

位，将放大临写和原帖临写交替进行。在

不看范本能临像时，就要进行意临，临帖

达到形似是远远不够的，形似只是学书过

程中的手段，目的是要遗貌取神，形成自

己的风格。临帖贵从形似中逐步解放，求

其书理，得其内涵，再结合自己对书法的

认识，创作出既有古意又有新意的书法作

品。对于行草书的临习更要注重意临，尤

其是草书，它是随机生发、灵机一动的书

法，随意性很大，就是同一作者，写同一

篇中的同一个字，一次和一次都写得不一

样，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解书理，深通其意

的基础上临习，所临作品达到神似即可。

接下来再谈谈创临，创临比意临层次

更高、要求更高。创临也就是出帖，基本

上不受法帖的束缚，自由度更大，夸张性

更强，它是融合、生发、贯通的过程。这

方面王铎给我们有很好的启发，他把古代

王羲之，王献之、欧阳询的手札、阁帖临

写成大条幅，从字法、结体、章法上大胆

改造，尤其是墨色上更加夸张，完全属于

自己的创造性临习。

学习书法只有临习还是不够的，还要

研究历代书法大家对人生、对艺术的感受，

还要研究他的历史背景，所处的生活环境

及思想。如果不关注这些人文的东西，即

使临摹能力很强，到后来只能是一个写字

匠而已，后劲不足，比如一个演技高的演

员大大方方，自然得体，这是综合素养的

体现。演技差的，小动作特多，只能演到

皮毛而已。书法何曾不是如此，高手临古，

到位自然，神形兼备。

四、集字创作

临帖临到七八分像时，就要尝试创作。

集字创作是创作的初级阶段，选择好创作

内容后，从字帖或书法字典上查找到相应

的字后，机械地照搬，是对范本上的字不

做过多的变形处理，直接搬过来用于创作，

这是学习书法的初级阶段。集字创作其实

还是在“创临”的层面，但是与原来的临

摹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因为字的位置变了，

集过来的字也要做相应的处理，在笔势的

呼应、轻重大小、相同部首的梳理上，都

要有所变化。集字创作的优点是作品有脉

络、有根基、有取法。可以基本保证初次

创作的书法作品的质量。同时也能检验临

摹的实际水平。《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

就是一部非常精彩的集字作品，虽然是集

字作品，但字的大小错落、轻重缓急、开

合收放都做得非常好，这是给我们一个很

好的启示。历代书法家赵孟頫、米芾、白

蕉等都经历了这个阶段，这个阶段要求对

古碑帖烂熟于胸，深入骨髓。

五、融合性创作

书法创作进入了高级阶段，不是比功

力深厚，也不是比临帖的精准，结体、章

法的完善，而是书法家用自己的审美观、

书法观去改造书法的原有固定模式，使点

画、结体、面貌焕然一新，创造出既有古

碑帖的脉络，又有属于自己风格特点的书

法面貌，打动欣赏者。这个阶段应该对书

法史有全面的了解，并且能对书法资料广

泛应用，历代很多大家如颜真卿、王铎等

都具备了这种能力，能左右逢源，自创风

格。书法家其实就是一个汉字造型设计师，

能改造出无数种汉字造型。

六、临创交替进行

谈到书法创作，离不开取法，而取法

又绕不过临帖，没有古法的创作，是瞎写

乱画，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即便写了

一辈子，也不能登堂入室，只能称其是“江

湖书法”或“自由体”，将抄帖等同于临帖，

或将写字等同于书法创作，也是十分荒唐

的。“食古而化”，“提取性”临摹才是

高级的学习，怎样的创作才算好作品呢？

好的作品，既需有古法、又要有新意，“在

似与不似之间”。字里行间无不是思想感

情的自然流露，无不流淌着书写者的内心

精神。没有想法，没有新意的创作毫无生

机，充其量只能算一个写字匠而已 。

王铎就是一位临创结合很好的书法

家。 相传王铎是一日临帖，一日创作。

有人比喻：“临帖是挣钱，创作是用钱”，

我觉得此话很有道理，只顾挣钱不会花钱

这种习惯和思维只能使自己变得窄化而不

自知，只顾花钱而不会挣钱，也只能是“坐

吃山空”，这两种行事的方式都是片面的，

不可取的，在学习书法上，既要学会取法，

又要会创造，这才是高级的学习方法。我

的经验是“收”与“放”要交替进行，就

是说临帖与创作要交替进行。选择好临习

范本后，要把心态归零，认真地临习一段

时间，有了临习的感觉时，要放手创作，

尽量把临习的体会融入创作中，创作一段

时间。又要回过头来，根据创作的需要进

行提取性临习，久而久之，转移多师，自

然会进入创作状态，也就形成了自家面貌。

 总之说来，学习书法方法很重要，方

法对事半功倍，方法错，事倍功半，甚至

误入歧途，很难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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