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一
﹑
書
法
學
堂

—

認
識
書
法

二
﹑
書
法
故
事

—
王
獻
之
執
筆

三
﹑
文
房
四
寶
與
用
具
擺
置

四
﹑
執
筆
方
法
與
書
寫
姿
勢

    一
﹑
書
法
學
堂

—

文
字
演
進

二
﹑
書
法
故
事

—

倉
頡
造
字

三
﹑
運
筆
指
導

—

逆
入
平
出

四
﹑
動
手
玩
書
法

—

線
條
練
習

   一
﹑
書
法
學
堂

—

甲
骨
文
欣
賞

第
一
單
元  
書
法
起
步
走

第
二
單
元  

文
字
演
進

第
三
單
元  

文
字
之
美—

甲
骨
文

目  

錄  

31                   29        27       25       21                    16       10        8         6      

第
四
單
元  

文
字
之
美—

篆
書

第
五
單
元  

字
帖
形
式
及
春
聯

二
﹑
書
法
故
事

—

智
永
退
筆
塚

三
﹑
運
筆
指
導

—

中
鋒
用
筆

四
﹑
動
手
玩
書
法

—

象
形
文
字
練
習

    一
﹑
書
法
學
堂

—

篆
書
欣
賞

二
﹑
書
法
故
事

—

歐
陽
詢
坐
臥
觀
碑

三
﹑
運
筆
指
導

—

圓
轉
與
接
筆

四
﹑
動
手
玩
書
法

—

篆
書
練
習

  一
﹑
書
法
學
堂

—

書
法
字
帖
的
形
式

二
﹑
書
法
故
事

—

門
神
與
春
聯

三
﹑
運
筆
指
導

—

手
的
運
用

四
﹑
動
手
玩
書
法

—

寫
春
聯
（
篆
書
吉
語
）
54      53       51        47                     45       43       41        39                  37        35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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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的 

話

各
位
師
長
﹑
小
朋
友
大
家
好
：

歡
迎
大
家

一
起
來
學
習
書
法
，
本

教
材
以
使
用
者
的
角
度
來
編
寫
，
從
線
條

練
習
﹑
有
趣
的
圖
象
文
字
及
篆
書
筆
法
入

門
，
希
望
呈
現
一
套
便
利
老
師
教
學
﹑
小

朋
友
有
興
趣
學
習
的
書
法
教
材
，
落
實
書

法
教
育
。

本
教
材
包
含
《
書
法
小
學
堂
》
與
《
書

法
練
習
簿
》
，
楷
書
範
字
選
自
唐
朝 

歐
陽

詢
《
九
成
宮
醴
泉
銘
》
，
每
一
單
元
主
要

內
容
如
下
：

一
﹑
「
書
法
學
堂
」
：
涵
括
書
法
常
識
﹑

書
法
史
及
作
品
欣
賞
，
內
容
包
羅
萬
象
，

開
拓
學
生
對
書
法
多
元
的
認
識
。
此
外
，

設
計
「
書
法
小
神
通
」
，
為
小
朋
友
解
答

書
法
常
識
和
疑
惑
。

大
家
好
：

    

我
是
「
書
法
小
神
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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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書
法
故
事
」
：
配
合
「
書
法
學
堂
」

的
內
容
取
材
，
以
趣
味
﹑
勵
志
和
具
教
育

意
義
的
故
事

為
主
，
激
發
學
生
學
習
動

機
。

三
﹑
「
筆
法

/

結
構
教
學
」
：
三
年
級

規
劃
線
條
和
基
本
筆
法
的
書
寫
說
明
與
練

習
；
四
年
級
著
重
在
文
字
結
構
觀
念
的
分

析
與
解
說
，
建
立
書
法
空
間
概
念
；
五

年
級
以
偏
旁
進
行
分
類
比
較
，
增
強
文
字

間
架
運
用
能
力
；
六
年
級
藉
由
簡
帛
﹑
隸

書
﹑
行
書
﹑
小
楷
，
認
識
不
同
的
書
法
之

美
。

四
﹑
「
範
字
練
習
」
：
從
三
年
級
練
習
的

基
本
筆
法
中
，
找
出
包
含
此
筆
法
的
國
字

來
配
合
練
習
；
四
﹑
五
年
級
學
習
的
文
字

架
構
，
以
科
學
的
方
式
將
同
類
型
的
範

字
排
比
分
析
，
讓
學
生
瞭
解
文
字
組
合
原

則
﹑
疏
密
原
則
，
以
及
筆
畫
或
部
件
之
省

筆
﹑
增
筆
﹑
借
用
﹑
移
位
等
異
體
字
之
變

化
，
以
增
舉
一
反
三
之
效
果
。
六
年
級
則

讓
學
生
體
驗
有
別
於
楷
書
的
多
元
書
寫
經

驗
。    希

望
這
套
教
材
的
出
版
，
對
大
家
認

識
書
法
﹑
學
習
書
法
有
所
助
益
，
相
信
一

年
學
習
﹑
二
年
努
力
﹑
三
年
有
成
。
也
期

盼
各
界
不
吝
指
教
，
以
為
再
版
修
訂
之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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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長  

序

書
法
是
中
華
民
族
特
有
的
傳
統
文

化
。
現
在
網
路
通
訊
工
具
發
達
，
寫
字
的

機
會
變
少
了
，
但
書
法
仍
是
修
身
養
性
的

方
式
之
一
。
《
黃
帝
內
經
》
說
：
「
靜
則

神
藏
，
躁
則
消
亡
。
」
書
法
能
讓
人
靜
下

心
來
，
所
以
孩
子
透
過
書
法
學
習
，
能
凝

神
靜
慮
，
減
少
躁
動
，
學
習
成
果
自
然
良

好
。
此
外
，
書
法
心
悟
手
出
，
觀
察
能
力

最
為
重
要
，
如
孫
過
庭
在
《
書
譜
》
中
曾

說
：
「
察
之
者
尚
精
，
擬
之
者
貴
似
。
」

學
習
書
法
，
從
耳
濡
目
染
中
學
會
欣
賞

美
﹑
發
現
美
﹑
創
造
美
。 

近
年
來
世
界
興
起
一
股
中
文
熱
，
不

但
西
方
國
家
不
少
人
愛
上
漢
字
的
魅
力
，

兩
岸
﹑
日
﹑
韓
也
都
再
次
高
度
重
視
書
法

教
育
。
我
們
使
用
正
體
字
，
延
續
中
華
文

化
正
統
，
具
備
學
習
書
法
的
優
勢
，
更
應

將
書
法
之
美
發
揚
光
大
。

當
然
，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戮
力
推

廣
書
法
教
育
，
並
不
是
要
培
育
學
生
都
成

為
書
法
家
，
而
是
希
望
在
書
法
教
學
過
程

中
，
藉
由
老
師
的
引
導
，
認
識
書
法
國
粹
，

傳
承
文
化
，
並
且
從
書
法
欣
賞
與
習
寫
經

驗
中
，
培
養
學
生
的
耐
心
和
整
潔
習
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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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而
在
學
科
學
習
上
提
升
專
注
能
力
，
增

加
學
習
效
果
。
老
師
若
發
覺
表
現
優
異
者

或
可
造
之
才
，
可
加
強
培
訓
參
加
本
市
或

全
國
多
語
文
競
賽
﹑
學
生
美
展
，
為
個
人

及
學
校
爭
取
榮
譽
。
當
然
，
因
而
寫
了
一

手
好
字
，
也
是
令
人
欣
悅
的
美
事
。

本
市
《
書
法
小
學
堂
》
教
材
之
編
纂
，

係
依
據
教
育
部
頒
定
書
法
教
學
改
進
方
案

專
案
內
容
，
著
重
書
法
藝
術
欣
賞
，
配
合

《
書
法
練
習
簿
》
，
銜
接
國
語
科
生
字
語

詞
簿
的
硬
筆
書
法
練
習
，
強
化
文
字
空
間

架
構
概
念
。
從
三
年
級
開
始
，
循
序
漸
進
，

帶
領
小
朋
友
進
入
有
趣
且
多
采
多
姿
的
書

法
世
界
。
深
信
本
教
材
之
付
梓
，
有
助
於

教
師
進
行
書
法
教
學
，
落
實
書
法
教
育
。

今
年
，
更
初
步
建
立
書
法
社
群
數
位
平
台
，

結
合
書
法
範
寫
上
線
，
讓
書
法
學
習
不
受

時
空
限
制
。

本
教
材
得
以
順
利
出
版
，
感
謝
所
有

參
與
編
纂
之
委
員
和
工
作
同
仁
的
辛
勞
，

以
及
陳
維
德
教
授
﹑
施
春
茂
教
授
﹑
葉
興

華
教
授
的
指
導
。
期
盼
本
市
教
師
及
學
生

善
加
運
用
，
不
斷
提
昇
自
己
的
書
藝
，
寫

出
一
手
好
字
。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局
長  

湯
志
民  

謹
識

                    

於
民
國
一
零
四
年
七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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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單
元  

書
法
起
步
走

一
﹑
書
法
學
堂

—

認
識
書
法

書
法
一
般
是
指
書
寫
的
方
法
，
在
世

界
各
地
有
各
種
不
同
的
名
稱
，
中
國
大
陸

和
臺
灣
稱
為
「
書
法
」
，
日
本
稱
為
「
書

道
」
，
韓
國
稱
為
「
書
藝
」
。
名
稱
雖
然

不
一
樣
，
但
都
是

起
源
於
用
毛
筆

書
寫
漢
字
的
傳

統
，
漸
漸
發
展
成

為
獨
特
的
書
寫

美
感
藝
術
。

中

國

的

書

法
，

西

方

人

翻

譯

成

「callig
rap

h
y

」
（
線
條
圖
形
）
；
而
中

國
的
毛
筆
，
西
方
人
翻
譯
成
「b

ru
sh

」

（
刷
子
）
，
就
這
兩
個
單
字
的
表
面
字
義

上
來
說
，
是
沒
有
辦
法
完
全
詮
釋
書
法
真

正
的
涵
意
。

如
何
認
定
傳
統
的
書
法
呢
？

  
1

書
寫
漢
字

文
字
原
來
的
用
意
，
是
為
了
記
錄
日

常
生
活
事
務
與
溝
通
表
達
。
所
以
，
寫
出

來
的
字
體
必
須
正
確
，
讓
人
看
得
懂
，
這

是
符
合
書
法
條
件
的
第
一
要
件
。

漢字書法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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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 書法小學堂  三上

  
2

運
用
毛
筆
書
寫

毛
筆
的
筆
毫
柔
軟
，
透
過
正
確
的
執

筆
﹑
運
筆
，
能
產
生
讓
人
感
動
的
線
條
與

美
感
。

  
3

符
合
美
感
形
式

漢
字
因
為
結
構
特
殊
，
有
些
字
看
起

來
就
是
一
個
圖
畫
或
圖
畫
的
變
形
，
所
以

具
有
藝
術
表
現
的
條
件
。

不
同
的
書
法
家
寫
相
同
的
一
個
字
，

雖
然
有
各
自
的
風
格
特
色
，
但
都
能
符
合

結
構
上
基
本
的
美
感
要
求
。

不同書法家的「有」 字表現 1

   

虞
世
南

《
孔
子
廟
堂
碑
》

   

褚
遂
良

《 

雁
塔
聖
教
序 

》

   

柳
公
權

《
玄
祕
塔
碑
》

   

歐
陽
詢

《
九
成
宮
醴
泉
銘
》

   

顏
真
卿

《
顏
勤
禮
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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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單
元  

書
法
起
步
走

二
﹑
書
法
故
事

—

王
獻
之
執
筆

王
獻
之
是
王
羲
之
的
第
七
個
兒
子
，

也
是
大
書
法
家
，
兩
人
並
稱
「
二
王
」
。

他
從
小
跟
父
親
學
習
，
請
教
寫
好
書
法
的

祕
訣
，
王
羲
之
指
著
院
中
的
七
缸
水
，

說
：
「
你
把
這
些
水
都
寫
完
，
便
自
然
而

然
知
道
了
。
」

他
天
天
練
習
，
臨
摹
父
親
的
字
，
從

橫
﹑
豎
﹑
點
﹑
撇
﹑
捺
，
一
筆
一
畫
的
基

本
功
開
始
，
練
了
幾
年
才
開
始
寫
完
整
的

字
。

有
一
天
，
王
獻
之
在
寫
字
，
父
親
悄

悄
走
到
背
後
，
一
聲
不
響
的
猛
然
拔
起

他
手
中
的
筆
。
王
羲
之
竟
然
拔
不
動
兒

子
手
中
的
筆
，
稱
讚
兒
子
有
手
勁
，
握
筆

穩
健
，
因
而
歎
道
：
「
此
兒
後
當
復
有
大

名
。
」
從
此
王
羲
之
才
開
始
全
心
指
導

他
。
據
說
，
當
王
獻
之
把
那
七
缸
水
寫
完

了
，
也
練
就
了
一
身
的
書
法
功
力
。

小
朋
友
，
這
個
故
事
讓
我
們
知
道
學

習
書
法
，
平
日
的
練
習
不
可
少
，
寫
字
時

更
要
專
心
一
致
；
但
是
，
握
筆
應
該
穩
健

而
不
過
度
用
力
，
才
能
保
持
運
筆
的
靈
活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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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 書法小學堂  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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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單
元  

書
法
起
步
走

三
﹑
文
房
四
寶
與
用
具
擺
置

「
工
欲
善
其
事
，
必
先
利
其
器
。
」
寫
毛
筆
字
也

是
一
樣
，
需
要
一
些
主
要
用
具
和
輔
助
文
具
，
文
房
四

寶—

筆
﹑
墨
﹑
紙
﹑
硯
，
是
書
寫
漢
字
的
主
要
四
種
用

具
。
其
他
文
具
如
筆
山
﹑
墊
布
﹑
文
鎮
﹑
水
注
﹑
墨
床
﹑

筆
洗
則
屬
輔
助
文
具
。

◎

筆毛
筆
是
中
國
人
特
有
的
寫
字
工
具
，
筆
毫
成
圓
錐

形
，
不
同
於
刷
子
和
沒
有
彈
性
的
硬
筆
。
書
寫
時
，
隨

著
手
的
提
按
，
形
成
輕
重
﹑
快
慢
﹑
粗
細
不
同
的
筆
畫

線
條
。



11

三上 書法小學堂  三上

有
人
說
毛
筆
是
秦
朝 

蒙
恬
將
軍
所

發
明
，
其
實
早
在
秦
以
前
就
有
毛
筆
了
，

楚
國
稱
做
「
聿
」
，
燕
國
稱
做
「
弗
」
，

秦
統
一
六
國
後
，
以
竹
做
筆
桿
，
改
稱
為

「
筆
」
。

毛
筆
的
種
類
很
多
，
製
作
的
材
料
不

同
，
性
能
也
不
一
樣
。
以
毛
料
來
分
，
羊

毫
柔
軟
，
狼
毫
（
黃
鼠
狼
毫
）
勁
挺
，
兼

毫
（
混
合
羊
毫
和
狼
毫
）
剛
柔
適
度
；
此

外
還
有
紫
毫
（
兔
毫
）
﹑
牛
耳
毫
﹑
雞
毫
﹑

胎
毛
筆
﹑
竹
筆
﹑
草
筆
﹑
鴨
毛
筆
。
筆
管

則
以
竹
子
﹑
牛
角
﹑
塑
膠
桿
最
為
普
遍
。

初
學
者

最
常
問
的
一

個
問
題
是
：

「
如
何
選
購

毛
筆
？
」
自

古
流
傳
下
來

的
選
筆
四
個

原
則
就
是
「
尖
﹑
圓
﹑
齊
﹑
健
」
。

  
1

尖
：
指
筆
毫
前
端
要
能
聚
合
收
尖
。

  
2

圓
：
是
指
筆
毫
中
段
要
端
正
圓
滿
。

  
3

齊
：
指
的
是
整
體
筆
毫
，
均
勻
整
齊

，
如
果
用
手
指
將
筆
毫
壓
扁
﹑
筆
尖
攤

兼
毫

狼
毫

羊
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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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
能
夠
呈
現
水
平
線
。

 
4

健
：
是
指
筆
毫
的
品
質
與
彈
性
，
尤

其
是
筆
尖
，
當
筆
毫
沾
水
在
手
心
或
紙
上

打
圈
子
，
筆
尖
不
會
散
開
﹑
扭
曲
且
能
自

動
收
尖
。

◎

墨墨
的
種
類
以
原
料
來
分
，
主
要
有
松

煙
﹑
油
煙
兩
種
。
松
煙
墨
是
用
松
脂
燒
煙

加
上
皮
膠
﹑
藥
材
﹑
香
料
揉
合
製
成
，
墨

色
黑
但
缺
少
光
澤
；
油
煙
墨
是
用
桐
油
﹑

麻
油
﹑
菜
油
燒
成
煙
灰
，
加
上
一
些
香
料

製
成
，
它
的
特
色
是
黑
而
亮
。

好
墨
應

該
具
備
質
細

﹑
色
黑
﹑
膠

輕
﹑
味
香
等

特
性
。
磨
墨

時
要
用
清
水

，
重
按
輕
移

，
力
量
均
勻

，
移
動
速
度

適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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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 書法小學堂  三上

◎
紙中

國
書
畫
用
紙
主
要
是
「
宣
紙
」
。

宣
紙
因
為
產
自
宣
城
而
得
名
。
宣
紙
以
吸

墨
性
而
論
可
分
三
大
類
：

  
1

生
紙

此
類
紙
未
經
加
工
，
紙
質
薄
而
鬆
，

宣紙

吸
墨
快
而
滲
墨
大
，
較
不
適
合
初
學
時
使

用
。

  
2

熟
紙

此
類
紙
是
經
過
加
膠
﹑
加
礬
或
加
色

處
理
，
較
不
吸
墨
，
且
紙
質
光
滑
細
緻
，

書
寫
後
墨
色
既
黑
且
亮
。    

  
3

半
生
半
熟
紙

將
宣
紙
在
豆
腐
漿
中
拖
過
一
次
，
略

加
膠
性
，
使
其
微
帶
黃
色
，
就
完
成
此
種

半
吸
墨
之
紙
，
即
豆
腐
漿
紙
，
書
畫
均

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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歙硯

端端硯

硯銘

◎

硯硯
是
拿
來
磨
墨
的
，
古
代
又
叫
做

「
研
」
，
意
思
也
就
是
磨
。
硯
台
的
種
類

有
很
多
種
，
有
陶
瓷
硯
﹑
端
硯
﹑
歙
硯
﹑

澄
泥
硯
﹑
瓦
硯
﹑
玉
硯
﹑
金
沙
硯
等
，
選

用
容
易
發
墨
﹑
能
蓄
水
且
不
損
筆
毫
的
石

質
為
主
。

中
國
最
有
名
的
硯
台
，
有
以
下
兩

種
：

  
1

端
硯
：
色
澤
以
紫
色
為
主
，
有
自
然

的
紋
理
和
石
眼
。

  
2

歙
硯
：
色
澤
以
青
黑
色
為
主
，
紋
理

比
較
特
別
，
有
羅
紋
﹑
金
星
﹑
金
暈
等
。

硯
台
常
雕
刻
各
種
圖
案
和
造
型
，
也

有
在
硯
台
周
邊
刻
上
文
字
，
稱
為
「
硯

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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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 書法小學堂  三上

◎
書
寫
文
具
的
擺
置

    

現
在
一
般
人
為
了

方
便
，
大
多
使
用

墨
汁
，
很
少
磨
墨
。

◎

學
習
沾
墨
與
整
筆

筆
毫
沾
墨
後
順
著
筆
毛
的
方
向
慢
慢

的
刮
除
過
多
的
墨
，
以
控
制
墨
量
，
讓
毛

筆
寫
在
紙
上
時
不
會
墨
漲
成
一
團
。

沾
墨
與
刮
墨
的
過
程
，
都
是
調
整
與

整
理
毛
筆
筆
鋒
的
時
機
。
小
朋
友
剛
開
始

接
觸
書
法
，
如
果
筆
毫
的
墨
量
不
足
，
出

現
乾
枯
的
現
象
時
，
就
應
該
重
新
沾
墨
，

但
盡
量
一
個
字
寫
完
再
重
新
沾
墨
。

文鎮：讓紙張平整穩定

●

硯
臺
：
磨
墨
﹑
儲
墨
與
整
理
筆
毫

●

墨
條
：
研
磨
墨
汁

●

筆山：置放毛筆

墊布：保持桌面乾淨                              

紙：書寫文字                             

●

●

字
帖
：
臨
摹
範
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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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單
元  

書
法
起
步
走

四
﹑
執
筆
方
法
與
書
寫
姿
勢

  ◎
執
筆
方
法

執
筆
的
姿
勢
有
很
多
種
，
適
合
初
學

者
學
習
的
方
式
，
大
致
是
雙
鉤
和
單
鉤
兩

種
：

  
1

雙
鉤
法

以
大
拇
指
壓
於
筆
管
，
食
指
與
中
指

上
下
相
疊
，
鉤
住
筆
管
，
無
名
指
頂
住
筆

管
，
小
指
輔
助
無
名
指
。

  
2

單
鉤
法

以
大
拇
指
壓
於
筆
管
，
食
指
鉤
住
筆

管
，
中
指
頂
住
筆
管
，
無
名
指
﹑
小
指
輔

單鉤法                             雙鉤法

助
中
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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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 書法小學堂  三上

至
於
握
筆
的
高
度
，
通
常
寫
大
字
，

握
高
一
些
；
寫
小
字
，
筆
就
握
低
一
些
。

  ◎

枕
腕

寫
字
時
，
把
左
手
掌
背
平
墊
於
右
手

的
手
腕
下
，
就
是
「
枕
腕
法
」
。

◎

懸
腕

懸
腕
是
指
執
筆
的
手
腕
懸
起
離
開
桌

面
，
手
肘
輕
靠
在
桌
上
的
書
寫
方
法
。

枕腕

懸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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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懸
肘

懸
肘
是
執
筆
的
手
肘
完
全
懸
空
來
書

寫
，
因
手
肘
不
靠
在
桌
上
，
運
筆
時
沒
有

任
何
阻
礙
，
可
以
任
意
揮
灑
，
是
最
佳
的

書
寫
方
式
，
也
是
許
多
書
法
家
普
遍
採
用

的
方
法
。

懸肘

懸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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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 書法小學堂  三上

◎
書
寫
姿
勢

  
1

坐
姿

正
確
的
坐
姿
應
該

要
做
到
「
頭
正
﹑

身
直
﹑
臂
開
﹑
足

安
」
這
些
原
則
。

坐姿正面

坐姿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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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站
姿

站
著
寫
，
身
體
可
略
往

前
傾
，
頭
部
正
直
稍
微

有
些
下
彎
，
左
手
掌
按

住
桌
面
上
的
紙
。

站姿側面 站姿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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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朋
友
，
現
在
大
家
習
慣
使
用
的
文

字
和
古
代
有
什
麼
不
同
呢
？
早
在
文
字
未

產
生
以
前
，
大
部
分
的
民
族
都
是
以
結

繩
﹑
契
刻
和
圖
像
來
記
事
，
以
及
交
流
思

想
和
傳
遞
訊
息
。
有
了
文
字
以
後
，
又
隨

著
朝
代
﹑
區
域
而
有
形
體
上
的
差

別
，
形
成
相
當
複
雜
的
演
變
。
從

陶
片
圖
紋
﹑
大
篆
（
甲
骨
文
﹑
金

文
﹑
孔
壁
古
文
…
…
）
﹑
小
篆
﹑

隸
書
﹑
草
書
﹑
行
書
﹑
楷
書 

，
甚

至
印
刷
術
發
明
後
為
適
應
印
刷
要

一
﹑
書
法
學
堂

—

文
字
演
進

金文   西周《史頌簋》

金
文
：
主
要
是
指
商
﹑
周
﹑

秦
﹑
漢
時
代
，
鑄
刻
在
青
銅

器
上
的
文
字
，
形
式
和
字
體

隨
著
時
代
變
易
，
以
及
地
域

差
異
而
有
不
同
風
貌
。

求
，
而
逐
漸
出
現
的
各
種
印
刷
字
體
等
。

第
二
單
元  

文
字
演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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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鼓
文
：
是
先
秦
時
代
的
石
刻
文
字
，
因

為
所
刻
石
頭
的
外
形
像
「
鼓
」
而
得
名
，

文
字
刻
在
石
鼓
四
周
。
唐
朝
初
年
發
現
於

陝
西
，
共
有
十
個
，
內
容
是
記
敘
漁
獵
的

場
面
，
所
以
又
稱
「
獵
碣
」
。

《石鼓文 》局部   現存於

北京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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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 書法小學堂 三上

中
國
文
字
的
起

源
和
其
他
古
老
的
文

字
一
樣
，
都
是
源
於

圖
像
文
字
，
再
從
圖

像
慢
慢
演
變
成
比
較

有

規

範

的

抽

象

符

號

—

方
塊
文
字
。
以

下
舉
幾
個
例
字
，
相

信
小
朋
友
可
以
更
清

楚
的
瞭
解
中
國
文
字

的
演
變
狀
況
。

文字   圖像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隸書    楷書

日

目

日

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刀 刀

山 山

木 木

門 門

馬 馬

魚 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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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之 字形特色

縱長

寬扁

結構造形自由

筆畫連貫簡省

接近方形

篆
書             

隸
書            

草
書             

行
書             

楷
書   

如
何
分
辨

不
同
的
書
法
字

體
呢
？
讓
我
們

從
「
之
」
﹑
「

無
」
二
字
學
習

辨
別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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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單
元  

文
字
演
進

二
﹑
書
法
故
事

—

倉
頡
造
字

數
千
年
前
，
中
華
民
族
的
祖
先
們
誕

生
在
歷
史
舞
台
，
那
時
候
的
人
們
利
用
結

繩
方
式
記
錄
每
天
發
生
的
事
情
，
例
如
發

生
小
事
就
結
一
個
小
結
﹑
大
事
就
結
大

結
。
但
是
，
過
了
一
段
時
間
之
後
，
人
們

常
常
會
忘
記
這
個
「
結
」
到
底
代
表
哪
一

件
事
。這

樣
的
情
形
一
直
到
黃
帝
的
史
官
倉

頡
出
現
之
後
有
了
改
變
。
原
本
也
沿
用
結

繩
記
事
的
倉
頡
，
有
一
次
參
加
部
落
狩

獵
時
，
看
到
老
獵
人
追
蹤
不
同
動
物
的
足

跡
，
腦
中
靈
光
一
現
：
「
既
然
一
種
腳
印
，

代
表
一
種
野
獸
，
我
為
什
麼
不
能
用
一
種

符
號
，
來
代
表
我
所
記
錄
的
東
西
呢
？
」

於
是
倉
頡
認
真
的
觀
察
生
活
周
遭
的
一
切

景
物
，
創
造
了
一
個
他
稱
作
「
字
」
的
符

號
。
例
如
「
日
」
字
，
是
模
仿
圓
圓
的
太

陽
模
樣
畫
的
；
「
月
」
字
，
是
仿
照
月
亮

彎
彎
的
形
態
描
繪
的
；
「
人
」
字
，
是
觀

察
人
的
側
影
畫
的
…
…
，
倉
頡
就
這
樣
細

心
觀
察
萬
事
萬
物
，
辛
辛
苦
苦
造
字
。
一

天
天
過
去
，
倉
頡
創
造
出
許
多
原
始
的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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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
經
過
後
代
不
斷
的
增
添
和
演
進
，
才

形
成
今
天
的
漢
字
。

漢
字
的
出
現
，
代

表
中
國
歷
史
走
進
了
有

文
字
記
載
的
時
代
，
是

歷
史
長
河
中
的
一
件
大

事
，
對
後
世
也
有
重
要

的
影
響
。
目
前
的
漢
字

是
世
界
上
唯
一
可
以
直

接
閱
讀
古
代
文
書
的
文

字
，
是
我
們
中
華
文
化

最
珍
貴
的
文
化
傳
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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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單
元  

文
字
演
進

三
﹑
運
筆
指
導

—

逆
入
平
出

◎

「
逆
入
」
：

為
了
不
讓
起
筆
的
地
方
露
出
尖
銳
的

筆
觸
，
我
們
在
下
筆
時
會
往
筆
畫
行
進
的

相
反
方
向
入
紙
，
繞
成
圓
弧
後
再
回
到
行

進
的
路
線
。
這
樣
，
可
以
讓
起
筆
的
地
方

呈
現
圓
潤
的
效
果
。

◎

「
平
出
」
：

筆
畫
結
束
的
時
候
，
筆
鋒
不
在
紙
面

往
回
收
筆
（
回
鋒
）
，
而
是
將
筆
鋒
慢
慢

提
起
，
這
用
意
是
要
表
現
出
收
筆
自
然
。

   「
逆
入
平
出
」
出
現
在
許
多
書
體
的

用
筆
，
這
是
基
本
而
且
重
要
的
運
筆
方

法
，
我
們
應
該
要
熟
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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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逆入平出」運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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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單
元  

文
字
演
進

四
﹑
動
手
玩
書
法

—

線
條
練
習  

2

斜
線
練
習
（
斜
捺
方
向
）

3

斜
線
練
習
（
撇
畫
方
向
）

     
1

橫
線
﹑
直
線
練
習

小
朋
友
，
開
始
動
筆
練
習

喔
﹗

線
條
盡

量
要
求
粗
細

一

致
，
間
隔
距
離
相
等
，
學

習
力
道
的
大
小
控
制
穩
定

與
空
間
安
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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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空
間
安
排
練
習

5

圖
像
練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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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單
元  

文
字
之
美—

甲
骨
文

甲骨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

   

甲
骨
文
是
目
前
我
們
可
辨
識
的
最
早
文

字
，
書
寫
或
鐫
刻
在
龜
甲
﹑
獸
骨
上
的
卜

辭
，
也
有
少
許
的
記
事
刻
辭
。
清

 

光
緒

二
十
五
年
（
西
元
一
八
九
九
）
由
金
石
學

家
王
懿
榮
發
現
的
。

    

甲
骨
文
大
多
數
是
刀
刻
的
，
也
有
少

數
甲
骨
以
朱
墨
寫
好
而
未
刻
。
因
為
工
具

材
料
的
不
同
，
它
表
現
出
來
的
線
條
瘦
勁

犀
利
，
往
往
是
中
間
較
粗
兩
頭
尖
，
字
的

結
構
一
般
呈
現
長
形
。

一
﹑
書
法
學
堂

—

認
識
甲
骨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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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

猜
猜
我
是
誰(

十
二
生
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連
連
看

象    

雨    

口    

手    

龜    

牛    

鳥

龜

手

鳥

牛

口

雨

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①
鼠 

②
牛 

③
虎 

④
兔 

⑤
龍 

⑥
蛇

⑦
馬 

⑧
羊 

⑨
猴 

⑩
雞 

 
 

狗 

 
 

豬

(

解
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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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單
元  

文
字
之
美—

甲
骨
文

二
﹑
書
法
故
事

—

智
永
退
筆
塚

智
永
和
尚
出
生
在
南
朝 

梁
武
帝
年

間
，
他
是
書
聖
王
羲
之
的
第
七
代
孫
子
，

從
小
就
立
志
要
成
為
像
祖
先
一
樣
的
大
書

法
家
。

    

智
永
在
永
欣
寺
待
了
三
十
年
，
每
天

深
居
簡
出
，
拜
讀
書
帖
，
鑽
研
各
家
書
寫

風
格
，
當
然
也
包
含
祖
先
王
羲
之
的
天
下

第
一
行
書
《
蘭
亭
序
》
，
數
十
年
從
未
間

斷
，
他
曾
立
誓
：
學
不
成
，
不
下
樓
。

    

因
為
勤
練
不
輟
，
磨
破
了
不
少
硯
台
，

寫
禿
了
無
數
的
毛
筆
筆
頭
，
所
以
他
準
備

了
幾
個
大
簍
子
，
只
要
硯
破
筆
禿
，
就
直

接
丟
進
簍
子
裡
。
時
間
久
了
，
破
硯
禿
筆

竟
然
積
了
好
幾
大
簍
，
屋
子
裡
實
在
擺
不

下
了
，
智
永
便
在
屋
外
的
空
地
挖
了
一
個

坑
，
把
所
有
的
簍
子
都
埋
在
土
裡
，
然
後

把
土
覆
蓋
上
去
。
這
土
堆
外
型
看
來
像
是

座
墳
塚
，
後
人
便
稱
此
為
「
退
筆
塚
」
。

由
於
他
的
名
氣
響
亮
，
許
多
人
慕
名
而
來

向
他
求
字
，
門
檻
都
被
踩
壞
了
。
智
永
只

好
將
門
檻
用
鐵
皮
包
起
來
，
人
稱
「
鐵
門

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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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武
帝

 

蕭
衍
當

時
把
《
千
字
文
》
公

告
天
下
當
作
識
字
讀

本
，
智
永
同
時
用
真

書

(

楷
書
舊
稱

)
﹑

草
書
兩
種
字
體
寫
了

八
百
多
本
，
分
送
各

個

寺

院
。

直

到

今

日
，
智
永
的
《
千
字

文
》
墨
跡
和
刻
本
還

被
視
為
學
習
書
法
的

最
佳
範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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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單
元  

文
字
之
美—

甲
骨
文

三
﹑
運
筆
指
導

—

中
鋒
用
筆

中鋒 ( 豎畫 )

中鋒 ( 橫畫 )

中
鋒
：
書
寫
時
筆
鋒(

尖)

保
持
在
點
畫
的
中
線
上
運

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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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
鋒
：
行
筆
時
筆
鋒

(

尖

)

偏
於
筆
畫
的

一
側
，
使
兩
側
受
力

不
均
。

偏鋒 ( 豎畫 )

偏鋒 ( 橫畫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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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單
元  

文
字
之
美—

甲
骨
文

四
﹑
動
手
玩
書
法

—

象
形
文
字
練
習

象
形
文
字
是
指
模
仿
物
體
形
狀
所
造

的
文
字
，
也
可
以
說
是
最
原
始
的
繪
畫
。

按
照
物
體
的
外
形
，
將
它
描
繪
出
來
，
例

如
：
「
日
」
描
摹
出
整
個
太
陽
的
形
狀
；

「
月
」
描
摹
出
弦
月
的
形
狀
。

  

小
朋
友
，
下
面
象
形
文
字
你
認
識

了
嗎
？
趕
快
提
筆
寫
寫
看
﹑
畫
畫
看
。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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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山

鹿                                     魚

龜                                     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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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單
元  

文
字
之
美—

篆
書

一
﹑
書
法
學
堂

—

篆
書
欣
賞

廣
義
的
篆
書
，
包
括
大
篆
（
甲
骨

文
﹑
金
文
﹑
孔
壁
古
文
…
…
）
和
小
篆
。

以
下
為
小
朋
友
介
紹
大
篆
和
小
篆
。

◎

大
篆

《
說
文
解
字
》
記
載
：
籀
文
是
指
西

周

 

宣
王
時
，
太
史
籀
寫
的
十
五
篇
《
大

篆
》
。
所
以
籀
文
也
稱
「
大
篆
」
，
後
人

為
了
便
於
區
別
，
將
小
篆
以
前
的
文
字
統

稱
為
大
篆
。

大
篆
以
《
石
鼓
文
》
為
代
表
，
《
石

鼓
文
》
的
字
體
，
方
正
豐
厚
，
藏
鋒
用
筆
，

圓
融
渾
勁
，
是
小
篆
的
先
河
，
在
書
法
史

上
起
著
承
前
啟
後
的
作
用
，
對
書
壇
的
影

響
以
清
代
最
盛
，
楊
沂
孫
﹑
吳
昌
碩
就
是

主
要
學
習
《
石
鼓
文
》
而
形
成
自
己
風
格

的
著
名
篆
書
家
。

◎

小
篆

小
篆
是
秦
代
統
一
六
國
之
後
的
標
準

字
體
，
又
稱
秦
篆
。
由
李
斯
﹑
趙
高
﹑
胡

母
敬
把
以
前
的
文
字
加
以
省
改
整
理
或
增

訂
新
字
而
成
。
小
篆
勻
稱
端
莊
，
曲
線
圓

通
﹑
結
構
嚴
謹
，
在
中
國
文
字
學
和
書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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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繹山刻石》 小篆

清 吳昌碩《七言對聯》

大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

藝
術
上
，
佔
有
極
大
的
地
位
。

篆
書
的
發
展
從
唐
朝 

以
後

日
漸
衰
退
，
一
直
到
清
朝 

乾

隆
﹑
嘉
慶
，
篆
書
才
又
隨
著
研

究
「
金
石
學
」
風
氣
慢
慢
復
興

起
來
。
當
時
著
名
的
篆
書
書
法

家
有
鄧
石
如
﹑
趙
之
謙
﹑

徐
三
庚
﹑
吳
昌
碩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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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單
元  

文
字
之
美—

篆
書

二
﹑
書
法
故
事

—

歐
陽
詢
坐
臥
觀
碑

唐
朝 
有
位
名
書
法
家
歐
陽
詢
，
他
的

形
貌
雖
醜
陋
，
但
從
小
就
聰
敏
勤
學
，
喜

好
書
法
幾
乎
達
到
癡
迷
的
程
度
，
遇
到
好

的
書
法
碑
帖
或
名
家
作
品
，
常
廢
寢
忘
食

的
讀
碑
臨
帖
。

相
傳
有
一
天
，
他
騎
馬
外
出
，
在
路

旁
看
到
了
晉
朝 

書
法
名
家
索
靖
書
寫
的
石

碑
，
他
立
即
驅
馬
上
前
觀
察
了
好
一
陣
子

才
離
開
，
但
才
走
幾
步
又
忍
不
住
返
回
，

並
且
下
馬
仔
細
觀
賞
，
反
覆
揣
摩
。
最

後
，
他
甚
至
忘
了
原
本
出
門
的
目
的
，
鋪

上
了
毯
子
坐
在
石
碑
前
臨
寫
，
累
了
就
睡

臥
在
石
碑
前
，
一
連
三
日
，
他
才
心
滿
意

足
的
離
開
。
由
此
可
見
，
歐
陽
詢
對
於
書

法
癡
迷
的
程
度
，
以
及
專
心
求
學
﹑
不
斷

求
進
步
的
精
神
。

歐
陽
詢
的
書
法
作
品
不
只
在
唐
朝 

廣
為
當
時
人
所
尊
崇
，
唐

 

武
德
（
西
元

六
一
八—

六
二
四
）
年
間
，
高
句
麗
（
今

韓
國
）
特
地
派
遣
使
者
來
長
安
求
取
歐
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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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
的
書
跡
。
唐

 

高
祖

 

李
淵
感
嘆
的
說
：

「
沒
想
到
歐
陽
詢
的
名
聲
，
連
遠
方
的
夷

狄
都
知
道
。
」
現
在
日
本

 

朝
日
新
聞
報
社

的
「
朝
日
新
聞
」
四
個
刊
頭
字
，

就
是
擷
取
歐
陽
詢
的
字
跡
或
部
件

所
組
成
的
，
可
見
歐
陽
詢
的
書
法
魅

力
。

《
九
成
宮
醴
泉
銘
》
是
歐
陽
詢

最
為
人
知
的
楷
書
入
門
範
帖
，
被
稱

做
「
歐
體
」
。
他
的
楷
書
筆
法
完

備
﹑
結
構
嚴
謹
﹑
筆
力
險
峻
，
在
方

正
的
字
體
中
可
以
見
到
高
低
起
伏
﹑
強
弱

大
小
的
變
化
，
被
譽
為
楷
法
極
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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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單
元  

文
字
之
美—

篆
書

三
﹑
運
筆
指
導

—

圓
轉
與
接
筆

◎

圓
轉

當
筆
畫
直
線
行
進
時
，
改
變
運
行
方

向
的
方
式
大
致
上
有
「
圓
轉
」
和
「
方

折
」
。
寫
篆
書
大
多
使
用
「
圓
轉
」
的
運

筆
，
因
為
「
圓
順
轉
彎
」
，
使
得
轉
彎
處

呈
現
通
順
圓
融
的
效
果
，
轉
彎
兩
端
粗
細

保
持
一
致
。

◎

接
筆

1

圓
弧
互
相
接
筆

圓
弧
跟
圓
弧
相
接
的
地
方
，
要
能
圓

順
，
盡
量
讓
人
看
不
出
有
明
顯
的
接
縫
。

先
寫
左
弧
，
再
寫
右
弧
。

如
果
相
接
的
上
﹑
下
底
線
是
橫
畫

（
或
只
是
稍
微
彎
曲
的
曲
線
）
，
這
底

線
就
要
一
次
連
續
寫
完
，
接
縫
就
留
在
兩

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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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橫
畫
與
直
畫
互
相
接
筆

橫
畫
與
直
畫
接
筆
時
，
連
接
的
地
方

可
以
稍
微
停
頓
一
下
再
運
筆
，
讓
墨
之
間

自
然
融
合
，
產
生
緊
密
連
接
的
效
果
。

3

直
畫
與
圓
弧
互
相
接
筆

通
常
先
寫
出
直
畫
，
把
基
準
線
定
下

來
，
再
寫
左
弧
和
右
弧
，
接
筆
方
式
如
同

上
面
的
說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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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單
元  

文
字
之
美—

篆
書

四
﹑
動
手
玩
書
法

—

篆
書
練
習

書
法
是
線
條
藝

術
，
學
習
書
法
可
以
從

篆
書
線
條
入
門
，
篆
書

書
寫
方
式
以
逆
鋒
起

筆
，
中
鋒
行
筆
，
收
筆

自
然
提
起
。

小
篆
筆
畫
橫
平
豎

直
，
基
本
上
粗
細

一

致
，
均
勻
有
勁
，
注
重

空
間
平
衡
對
稱
，
上
緊

下
鬆
。

 小篆                 

逆
筆
就
是
反
方
向
運

筆
，
例
如
寫
橫
畫
時
，

筆
先
往
左
再
往
右
運

筆
；
寫
豎
畫
時
，
先
向

上
再
往
下
書
寫
。

水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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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篆                 

牛                                   犬

隹                                 羊

鼠                                  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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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單
元  

字
帖
形
式
及
春
聯

以
古
人
所
留
下
來
的
字
跡
當
作
學
習

書
法
的
範
帖
，
這
在
入
門
時
是
很
重
要
的

選
擇
。
學
習
書
法
的
範
本
種
類
很
多
，
目

前
我
們
所
接
觸
到
的
範
本
類
型
大
概
有
以

下
幾
種
：

◎

墨
跡
本

用
毛
筆
書
寫
的
作
品
，
稱
為
墨
跡

本
，
這
種
範
本
能
看
到
原
來
作
品
的
面

貌
。
現
代
複
印
的
技
術
很
好
，
即
使
以
墨

跡
本
複
印
也
能
像
原
跡
一
樣
的
真
實
呈

現
。

《九成宮醴泉銘》

拓印本
《寒食帖》墨跡本

一
﹑
書
法
學
堂

—

書
法
字
帖
的
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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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
刻
：
把
字
的
筆
畫
刻

         

除
。

陽
刻
：
把
字
的
筆
畫
保

         

留
，
其
餘
刻
除
。

陰刻拓本陽刻拓本

◎

拓
印
本

就
是
把
鑄
刻
在
青
銅
器
或
石
碑
上
的

文
字
，
利
用
拓
印
方
式
，
拓
成
「
陰
刻
拓

本
」
或
「
陽
刻
拓
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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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 書法小學堂  三上

 ◎

雙
鉤
填
墨
本

利
用
小
楷
鉤
勒
出
原
字
的
筆
畫
外

形
，
稱
為
「
雙
鉤
」
；
雙
鉤
之
後
，
再
把

墨
汁
填
進
筆
畫
內
，
叫
做
「
填
墨
」
。
這

原
先
是
古
人
複
製
書
法
作
品
的
方
式
，
後

來
「
雙
鉤
填
墨
」
也
成
為
學
習
書
法
的
方

式
。
古
代
有
很
多
真
跡
已
失
傳
，
只
留
下

「
雙
鉤
填
墨
」
本
。

◎

修
復
放
大
本

就
是
把
上
述
的
各
種
版
本
，
經
過
等

比
例
放
大
，
並
將
不
清
楚
的
筆
畫
修
正
。

修
復
放
大
本
讓
初
學
者
比
較
容
易
掌
握
字

北魏《元萇墓誌銘》

修復放大本

北魏《元萇墓誌銘》

拓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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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
但
許
多
筆
法
和
章
法
或
許
失
真
，
所

以
學
習
到
一
定
程
度
之
後
，
還
是
應
當
以

原
作
為
範
本
。

古
人
有
時
得
藉
「
訪
碑
」
的
活
動
，

才
能
蒐
集
到
很
多
碑
文
的
原
拓
。
「
訪

碑
」
就
要
親
自
或
委
託
別
人
到
原
石
碑
設

立
的
地
方
，
把
石
碑
內
容
拓
印
帶
回
，
在

古
代
來
說
，
是
很
辛
苦
又
費
時
的
工
作
。

選
擇
適
合
自
己
的
範
本
，
就
可
以
好

好
的
臨
摹
學
習
。
有
機
會
也
可
以
到
博
物

館
參
觀
書
跡
的
展
出
，
直
接
感
受
到
原
作

的
魅
力
﹗

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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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單
元  

字
帖
形
式
及
春
聯

二
﹑
書
法
故
事

—

門
神
與
春
聯

古
代
傳
說
神
荼
和
鬱
壘
是
滄
海
上
看

顧
鬼
門
的
守
門
人
，
所
有
的
邪
魔
惡
鬼
只

要
作
怪
逃
逸
，
就
會
被
這
兩
位
守
門
人
用

蘆
草
綑
綁
起
來
餵
老
虎
。
因
此
，
從
漢
朝 

開
始
就
有
人
把
神
荼
﹑
鬱
壘
刻
畫
在
桃
木

上
，
懸
掛
在
家
門
口
，
祈
求
庇
佑
家
庭
平

安
。

到
了
距
今
大
約
一
千
一
百
年
前
，
五

代
的
後
蜀
國
君
孟
昶
在
新
年
時
書
寫
了

「
新
年
納
餘
慶
，
佳
節
號
長
春
。
」
兩

句
對
聯
貼
在
宮
門
。
百
姓
覺
得
這
對
聯
寫

得
真
好
，
紛
紛
起
而
效
尤
，
於
是
對
聯
就

宋
朝 

王
安
石
的
詩
作
「
千
門
萬
戶
曈

曈
日
，
總
把
新
桃
換
舊
符
。
」
把
新
年
時

節
家
家
戶
戶
迎
新
送
舊
﹑
貼
門
神(

桃
符)

熱
鬧
的
畫
面
描
寫
出
來
。

桃
符
，
是
以
桃
木

為
材
料
。
用
桃
木

來
驅
鬼
避
邪
的
信

仰
流
傳
已
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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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
慢
取
代
了
桃
符
，
這
是
我
國
最
早
的
春

聯
。

約
六
百
年
前
的
明
朝 

，
皇
帝
朱
元
璋

喜
歡
在
新
年
書
寫
春
聯
送

給
文
武
百
官
，
命
官
員
在
除

夕
時
要
貼
春
聯
。
據
說
有
一

年
在
微
服
出
巡
時
，
看
到

一
戶
屠
夫
家
門
口
沒
有
張

貼
春
聯
，
原
來
是
屠
夫
認

為
自
己
沒
有
學
問
，
不
敢

獻
醜
，
於
是
朱
元
璋
現
場

親
手
書
寫
對
聯
賞
賜
給
他
。

久
而
久
之
，
貼
春
聯
就
變
成
中
國
新
年
時

家
家
戶
戶
的
習
俗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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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單
元  

字
帖
形
式
及
春
聯

三
﹑
運
筆
指
導

—

手
的
運
用

寫
一
筆
較
長
筆
畫
時
，
應
該
以
手
臂

帶
動
手
腕
書
寫
，
不
要
只
動
手
指
，
而
造

成
筆
桿
過
度
傾
斜
。

毛
筆
的
筆
鋒
會
隨
著
書
寫
而
歪
斜
，

可
以
利
用
沾
墨
的
方
式
來
把
筆
鋒
調
正
。

如
果
筆
鋒
只
是
稍
微
歪
斜
，
可
將
筆
桿
轉

動
到
適
合
下
筆
的
角
度
，
這
動
作
要
自
然

而
且
要
適
時
，
才
能
寫
出
順
暢
流
美
的
線

條
。

以手臂帶動手腕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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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動
手
玩
書
法

—

寫
春
聯
（
篆
書
吉
語
）

 ◎

福

    

小
朋
友
，
農
曆
過
年
快
到
了
，
今
年

來
一
點
特
別
的
，
自
己
動
手
寫
春
聯
，
相

信
家
裡
貼
上
自
己
書
寫
的
春
聯
，
除
了
增

添
喜
氣
之
外
，
更
具
意
義
。

範
例
：

    ◎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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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年
有
魚(

餘)

    ◎

平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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