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楷書結體原則

及

《楷書部件字帖》

的設計理念與運用

講員：陳 用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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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楷書的好處

1. 日常最多用的字體

2. 是行、草書體的基礎

3. 不用額外記憶特別的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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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東坡：

楷如立，行如行，草如走…

未有未能立而行，未有未能行而走者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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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衡《拙存堂題跋》：

昔人善草者必先工楷法。楷工則規矩備，善

草則使轉靈…若不能楷而徒習草，則點劃狼

藉，必流於怪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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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楷書結體的法則

2. 楷書研習時所遇到的問題

3. 結體拆解後的部件

4. 部件特點舉隅

5. 部件重裝的問題

本次講座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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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書結體的法則

1.平均切割

2.橫筆平行

3.內緊外寬

4.V型對稱

5. 前呼後應

6. 支撐平衡

7. 修齊對接

8. 強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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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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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筆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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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緊外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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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型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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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呼後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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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撐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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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齊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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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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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寫好一個字，通常要配合多條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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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的
基
本
部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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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撇
與
斜
撇

延伸練習提議：
手、升、重、香
、矢、生、自、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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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特點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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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居左的女部，第一筆首段較長而頗直下
，次段較短而上抬；第二筆末勢向上，
第三筆拉直，中間空白位大小適當

2. 居左的女部，橫筆在外的部份不能過短
，但中間圍成的空間也不能過小

3. 居下的女部四段都必須有適當的曲線，
中間形成的空白位亦不能過大或過小

4. 居下的女部通常較扁

5. 所有橫筆都略高於第一筆的轉角處

部件特點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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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的特點：

1. 勿部向左下延伸的四筆基本平行，裏面裹
夾的三層空間第一、二層厚薄相若而第三
層因有鈎而略厚

2. 該四筆向左下延伸呈扇形，不可過短或過
長，前三筆末端略上抬，以呼應下一筆

3. 貝及頁部內的橫筆是短橫筆，起筆宜輕，
不可重頓

4. 右邊豎筆應長於左邊豎筆，底部橫筆轉撇
筆的轉角點應在從左豎筆到右豎筆的三分
之二處

5. 貝及頁部的最後一點的延長線與前一撇筆
的交點，應位於貝部的中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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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的特點：

1. 居左邊的手部的第一筆橫筆不能高

2. 豎筆不能穿過橫筆的中點，反之應

將橫線分成二比一。豎筆的起筆和

鈎應是字的最高和最低處

3. 鈎的末勢宜指向剔的起筆處，剔的

起筆為筆鋒下截，不露鋒

4. 火部必須先寫左右兩點，撇筆先直

下，再繞向左
23



要注意的特點：

1. 食部中間的日部宜修長不宜扁，

其下的豎剔間宜提筆下截成剔的

起筆

2. 糸部上面為一組平行的斜線，一

組平行的橫線，每組的長度相若

，而橫線的斜度和其他橫線相同

3. 糸部下面的三點應距離相等，同

在一橫線上，該虛擬橫線應與其

上橫線平行

糸，音覓，細絲 24



部件重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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