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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 一、理论部分：

          1.颜真卿及其楷书代表作简介

          2.《勤礼碑》简介

          3.学习要点

• 二、技法部分

        1. 《勤礼碑》笔法

        2. 《勤礼碑》结体：独体字、合体字

• 三、颜字欣赏与创作

       1.名作欣赏

       2.创作：集字创作；独立创作



一、理论部分



颜真卿简介

       颜真卿（709-784，一说709-785），字清臣，汉
族，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祖籍唐琅琊临沂
（今山东临沂），颜真卿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
中进士，登甲科，曾4次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迁殿中侍
御史。因受到当时的权臣杨国忠排斥，被贬黜到平原
（今属山东）任太守，人称“颜平原”。肃宗时至凤
翔授宪部尚书，迁御史大夫。代宗时官至吏部尚书、
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人称“颜鲁公”。建中四年
（783），遭宰相卢杞陷害，被遣往叛将李希烈部晓
谕，后为李缢杀。



颜真卿的楷书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还没有形成颜体风格，用笔严谨，结体平匀稳。代表作《多宝塔碑》。



      55岁以后属于中期，颜体风格初具规模，字形开始偏长，重心偏上，造型比较
挺拔俊美，一反初唐书风，行以篆籀之笔，化瘦硬为丰腴雄浑，结体宽博而气势恢
宏，骨力遒劲而气概凛然，这种风格也体现了大唐帝国繁盛的风度，并与他高尚的
人格契合，是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例。代表作《郭氏家庙碑》、《东方朔
画赞》。

《郭氏家庙碑》



        70岁左右当时颜体楷书的成熟期，结字多为方形，重心居中，更多具有朴拙敦厚
的形态，显示了颜真卿独特的风格。代表作《颜勤礼碑》、《麻姑仙坛记》、《大唐
中兴颂》、《宋璟碑》、《元次山碑》、《八关斋会报德记》、《李玄靖碑》。欧阳
修曾说：“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
可爱也。其见宝于世者有必多，然虽多而不厌也。”朱长文赞其书：“点如坠石，画
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低昂有志，自羲、献以来，未有如公者
也。”

《颜勤礼碑》 《麻姑仙坛记》 《李玄靖碑》



       颜体书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
深远影响，唐以后很多名家，都从颜真卿
变法成功中汲取经验。尤其是行草，唐以
后一些名家在学习二王的基础之上再学习
颜真卿而建树起自己的风格。
      苏轼曾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
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
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东
坡题跋》）



《勤礼碑》简介

      《颜勤礼碑》唐刻石，全称《唐故秘书省著作郎夔州都督府
长史护军颜君神道碑》，是颜真卿71岁时为其曾祖父颜勤礼撰
文并书的神道碑。古人所谓墓前开道，建石柱以为标，谓之神
道，即墓碑。碑文内容追述颜氏家庭祖辈功德，叙述后世子孙
在唐王朝之业绩。除《集古录》、《金石录》著录外，他书无
言及者。 

    《颜勤礼碑》四面刻字，碑阳19行，碑阴20行，每行38字，
碑侧有5行，行37字，计1667字。左侧铭文在北宋时已被磨去，
无立碑年月。

     北宋欧阳修《六一题跋》卷七定为唐代宗李豫大历十四年
（779年）书刻并立。石旧在陕西西安，宋元佑间石佚，下落不
明。1992年10月在西安旧藩库堂后（今西安市社会路）出土，
使得这一“颜体”的代表之作在沉睡地下一千余年之后得以重
见天日。现藏于陕西省博物馆碑林，定为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



怎样才能学好颜体

• 1.要深刻认识学习颜体的好处：包容性、可
塑性，能够使学者深刻认识毛笔的笔性。

• 2.要深刻认识学习颜体的特点：笔法特点、
结构特点及笔法与结构的相互关系，与别
家多比较。

• 3.要弄清颜体来源（南北结合），追根求源，

• 4.勤练多思，多从颜体之外看颜体。



对笔的认识及常用的用笔方法

• 1.笔的构造：笔锋、笔肚、笔根、笔杆。

• 2.常用的用笔方法：逆、顺、拖、凿、切、
按、提、停、顿、注、扭、绞、裹、转、
摆等。

• 3. 在弄清了以上用笔方法后，用笔时心中
一定要非常清楚每时每刻笔锋、笔肚的状
态，用笔的着力点的变化，并能准确把握
笔毫的弹性。



二、《勤礼碑》技法解析



《勤礼碑》技法解析

一、点画

注意要把颜字笔画的弹性、张力写出来。

1.横画：藏锋起笔，转笔行笔同时进行，边行笔边提笔，至
收笔处又伤提按收笔。



注意横的变化





2.点：顺锋或藏锋入笔，下按，行笔走到位或走长一点，渐
行渐按，向内回锋收笔。



注意点的变化：







3.竖画：
逆锋起笔，
转笔下行，
渐行渐提，
形成悬针；
渐行左提
回锋收笔，
形成垂露。



4.撇画：逆锋
起笔，渐行渐
提。



注意撇的变化



5.藏锋起笔，向右下方渐行渐按，至收笔处沿着上边缘
提笔平着向右收锋，自然形成捺笔形态



注意
捺笔
的变
化



6. 钩：前部分竖画写法，至收笔出钩处，蓄势回锋出钩，锋不
要太长。







7.挑：藏锋下按，转锋向右上方行笔、提笔、收笔。注
意力要送到位。



8.折笔：横画行至折处，笔锋垂直下按，转锋向下行笔。注意
颜字折笔很丰富。



注意折的变化。









变化：









结体：

颜字的结体非常有张力，

呈现向外撑开的态势，

内松外紧

穿插变化



2.结体

注意独体字
笔画的轻重
变化以及结
体上的张力
与弹性。



合体字注意避让，变化。

颜字注意寓拙于巧。















 颜体字的欣赏与创作





一、名作欣赏之一



名作欣赏之二





二、创作

1、集字创作：
全部采用帖上
面的字进行创
作，没有的字
可以利用其他
字的偏旁组合。



2、独立创作：
先以某一种风
格为主，在熟
练的基础上，
融汇贯通，再
加入自己的想
法。



谢谢！

2012.8.13于娄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