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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行書欣賞及實作

　　　　    ( 七年級 )

第一節　行書概說

  一、行書簡介
行書之名最早出現於《晉書．衛恒傳》，三國時稱為「行狎書」（後世多稱為「行

押書」。押，有「署」意，即署名、簽名的意思。）據唐張懷瓘在《書議》云：「夫行書，

非草非真，離方遁圓，在乎季孟之間」，又「兼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者，謂之草行」

說明了行書是介於草書和真書兩者之間的書體，寫法不像楷書嚴謹，也不像草書放縱。

行書的寫作，可偏嚴謹而為「行楷」；亦可偏放縱而為「行草」。「挺然秀出，務於簡易，

情馳神縱，超逸優游；臨事制宜，從意適便。」簡言之，流暢灑脫，書寫簡便，在實用

上與藝術欣賞上均能兼容並蓄。因此自晉代以後，大為盛行，應用極為普遍，直到現在

都是最流行的字體。

行書到底產生於何時？據張懷瓘《書斷》說：「行書者，乃後漢潁川劉德昇所造，

行書即正書之小訛，務從簡易，相問流行，故謂之行書。」雖然行書是否由劉德昇所創

造或整理仍有待商榷，但可推論：「行書」是由「正書」轉化而成，且幾乎是同步發展

的應是無庸置疑。在魏晉時代日常所用的文字，如樓蘭遺址的簡、紙文字中，除了比較

規整的新隸體和章草像今草過渡的草書之外，還有不少字體風格介於二者之間的文字，

這種文字稱得上是一種風格「婉約」的新體，我們認為這種字體就是早期的行書。

魏晉南北朝，是行書的繁盛時期，在駢文盛行、追求唯美的時代，行書的流暢與婉

順廣受一般人歡迎，尤其是東晉王羲之、王獻之的行書作品，充分體現了晉人尚韻書法

的特點，不僅在當時書壇開創一股新的潮流，同時也樹立了後世行書的典範，王羲之的

《蘭亭序》號稱「天下第一行書」，在書法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地位。

自晉至唐，行書藝術進入了黃金時代，在重視法度的唐代，書壇整體發展雖然是以

楷書最受注目，但唐太宗以帝王之勢，對王羲之書法推崇備至，確立其「書聖」的地位，

讓初唐時期行書，浸潤在濃濃的王羲之氛圍當中，此時期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等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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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出許多不朽的行書名作。唐中後期行書最有成就的當屬李邕、顏真卿二人，尤其顏真

卿的《祭姪稿》，是以草稿形式流傳於世的珍貴墨跡，文氣凜然，慷慨激昂，筆墨線條

禿筆飛白，縱橫開闔，任筆為體，透露出激越揮灑的張力，有凝刻心魄的感染力，被譽

為「天下第二行書」。

唐末五代，群雄割據，王朝更迭，大唐廣博的氣象不再復見，書壇頹靡不振。唯有

楊凝式《韭花帖》行楷書墨跡，一反唐人「行距寬、字距窄」的常規，將字距行距都拉開，

與人蕭散爽朗的感覺，開闢了前所未見的新境界。

宋代是行書發展的另一個高潮。「尚意」的宋代，注重意趣表現，強調主觀感受的

表達。「宋代書法四大家」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均擅行書，或重理趣，或見學養，

或書性靈，各自表現不同的個人書風，賦予書法豐富的精神內涵。其中，蘇軾的《黃州

寒食帖》被譽為「天下第三行書」。

元代之後，行書仍然是許多書法家愛好的書體。趙孟頫的行書行筆流暢，姿態妍麗

遒勁，用筆圓轉，直追二王，入古出古頗得晉人倜儻之氣。鮮于樞當時與趙孟頫齊名。

也以行草書的成就最為突出，運筆強調中鋒，點畫圓勁，氣勢雄渾。

明初行書書風籠罩在趙孟頫的範圍之內，「臺閣體」書風興盛，直到後期，獨抒性

靈的個人主義興起，才為書壇帶來新機。祝允明取法二王、宋四大家及趙孟頫，臨摹能

力特強，行書放縱多變。文徵明早年風格清勁秀麗，古健遒偉，形成自己的面貌，晚年

多以大字，奔放豪邁，氣勢恢宏，是繼祝允明之後的書壇領袖，形成吳門書派，與祝允明、

唐寅、徐禎卿並稱吳門四才子。晚明的董其昌用筆圓潤飄逸，行書作品有典雅古淡的韻

致。除了以董其昌為代表的正統書法之外，在晚明務奇求變的社會風氣下，也有另一股

創新的變形書風形成，這種獨特的表現形式自然反映在行書的創作上，一反以往行書普

遍追求的秀雅婉麗，姿態奇逸、筆墨大膽、追求個性化的表現，以反叛和狂怪開創新面

貌，作品有強烈的個性面貌，張瑞圖、黃道周、王鐸、傅山等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清初行書受元趙孟頫、明董其昌影響很深，康熙尤好董字，故董其昌書風一時蔚為

流行，乾隆皇帝重刻淳化閣帖，以示尊重晉唐書風，並推崇據古法而作的趙孟頫書風，

朝臣為迎合帝王口味，多致力於此途，如沈荃、劉墉、翁方綱等。在政治與社會趨向影

響下，形成「館閣體」之風，是明代臺閣書風的再現。乾隆以後，由於出土碑刻很多，

碑學興起，金石考據興盛，書法隨之改變了方向。如鄭板橋、趙之謙等書家，在行書中

融入篆隸結構，以金石樸拙之趣入書，獨闢蹊徑，令人面目一新。

總之，行書發展到今天，是經過了曲折過程的，其間有輝煌也有低潮。但在歷史沿

革中，每次曲折都帶來一次新的躍進，一次大發展。從晉二王尚韻的行書蔚為風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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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尚法書風，把王羲之的行書提高到盡善盡美的境地，可喜的是顏魯公更能集大成

另開新局。至宋四大家的行書開闢「尚意書風」，行書至此發展到極盛。至於明人行書

的尚態形成兩股潮流，各具特色。清以後的行書名家更揉合金石拙趣，另有一番風味。

二、重要行書作品欣賞

以下介紹一些行書的名家及重要作品，圖片採自《歷代書法碑帖集成》資料庫。

（一）晉．王羲之、王獻之、王珣

王羲之，晉會稽人（西元 321-379 年），字逸少，官至右軍將軍，故人稱「王右

軍」。其書法博採眾長，精研體勢，一變漢、魏以來質樸的書風，成為妍美流利的書體，

為我國歷代書法家所宗，又有「書聖」之稱。王羲之的行書，可以分成三類。第一類是

行楷書，《蘭亭序》（圖 6-1）是代表作。此序書於東晉永和九年 ( 西元 353 年 ) 三月三

日，王羲之和謝安等人在會稽蘭亭舉行袚禊盛會，他乘著酒性寫下的名作，共二十八行，

三百二十四字。文稿清新雋永，用筆細膩精緻，牽絲引帶，豐富得體。線條不激不厲，

溫文秀雅，一點一畫皆具情趣。從頭至尾，一氣呵成，讓人看到晉人落拓不羈，風流瀟

灑的翩翩風度，有「天下第一行書」的美譽。目前流傳的《蘭亭序》已非原作，以馮承

素的摹本最佳，此摹本上鈐有唐中宗「神龍」小印，故稱「神龍本」；刻本則以歐陽詢

所臨的定武本為佳。第二類為尺牘手札，是數量最多的一類。著名的有《快雪時晴帖》、

《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喪亂帖》、《孔侍中帖》、《姨母帖》。其中《快雪時

晴帖》是一件短簡，從用筆來看，此帖多圓鈍的用筆，點畫勾挑都不露鋒，結體平穩勻

稱，在優美的姿態之中，流露出質樸內斂的意韻。

整體有古雅閑逸的氣質。清乾隆皇帝極珍愛此跡，

而將它與王獻之《中秋帖》和王珣《伯遠帖》一

起寶藏在養心殿西暖閣中，並更名為「三希堂」。

另一類是後人選集王羲之的字成文，再勾勒上石

的作品。以釋懷仁集字《聖教序》為其代表，開

集字之風，是帖派最早的碑刻，集王羲之書法之

大成。此碑廣採王書眾長，非常注重變化和銜接，

摹刻亦頗為精到，足以代表王書之精華。然集字

之作，字體上還是存有時間、情緒、氣氛的差異，

故在筆勢連貫上，略失自然。

王獻之為王羲之子，書法上既有承襲也有發

展。羲之行書較為雍容典雅，自然安祥，用筆方
 ●  圖 6-1 王羲之《蘭亭序》馮承素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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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正側鋒並行，後人稱之為「內擫」；獻之行書

稍顯瘦挺展，超逸雄縱，用筆雖亦正側鋒並行，

卻側多於正，後人稱之為「外拓」。王獻之的成

就足以和他父親並駕齊驅，甚至在王羲之死後的

百餘年間掩蓋過他的名氣。傳世作品《中秋帖》、

《鴨頭丸帖》、《廿九日帖》等。《鴨頭丸帖》

與《中秋帖》都是連續無端，氣勢連貫，字字跳

蕩飛騰，宛如江河滔滔，一洩千里。特別是《中

秋帖》（圖 6-2）譽為獻之第一帖。

王珣，字元琳（西元350-401 年），小字法護，

乃東晉名將王導之孫，以才學文章見長，珣家三

世以能書稱，家學淵源，珣尤擅長行草書，其《伯

遠帖》（圖 6-3）與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

之《中秋帖》為清乾隆皇帝所珍愛。

（二）唐．李邕

李邕 (西元675-747年 )，字泰和，江都 (今江蘇揚州 )人，官至北海太守，人稱李北海。

書風得力於《集王字聖教序》及北碑，善以行楷入碑版，筆力萬鈞，結體左大右小，斜

畫緊結，有《麓山寺碑》、《李思訓碑》（圖 6-4）等，前者雄渾峻茂，後者瘦挺超邁。

（三）唐．顏真卿

顏真卿（西元 709-785 年），他的行書同楷書一樣，在二王基礎上，又吸收了初唐

諸家優點，以及北魏碑版、晉唐寫經的養料另闢蹊徑。與王羲之相比，王書纖瘦妍媚，

 ●  圖 6-3 王珣 《伯遠帖》  ●  圖 6-4 李邕《李思訓碑》

 ●  圖 6-2 王獻之《中秋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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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書肥腴雄強；王用指力，顏用腕力；王左緊右疏，抬高右肩，顏左右對稱，平正寬博；

王書墨色溫潤，顏書墨色蒼澀；王書高雅貴族氣息，顏書通俗平民風格。二者風格雖然

截然不同，同樣是開宗立派的一代宗師，是一位在書法史上產生巨大影響的人物。顏真

卿的行書代表作有《爭座位帖》、《祭侄稿》等。《爭座位帖》是顏真卿寫給郭英義書

信稿，凝思於詞理，意不在字，但縱橫使轉，圓而尤勁，拙中求姿，變化萬千。《祭侄

稿》（圖 6-5）是悼念在安史之亂中遇害的侄子顏季明的祭文草稿。全篇書法氣勢磅礡，

一氣呵成，墨氣連貫，渴筆時有出現，流露出悲愴的情緒。此書無意於佳，卻震鑠千古，

前人稱此稿為「天下第二行書」，也同時見得顏真卿行書行筆遒勁，結構沉著，自成一

格的風格。

（四）五代．楊凝氏 
楊凝式（西元 873-954 年），字景度，

陜西華陰人，號虛百。善文詞，尤工行草，

得歐陽詢、王羲之、顏真卿之法，筆勢雄

傑，變化多姿，有破方為圓，削緊為簡之

妙。代表作為《韭花帖》（圖 6-6）。《韭

花帖》得力於顏真卿與蘭亭序筆意，然比

之顏而秀麗，比之蘭亭更沉著。此帖一反

唐人行距寬，字距窄的常規，將字距行距

都拉開，與人瀟灑爽朗的感覺。

（五）北宋．蘇軾

蘇軾（西元 1036-1101 年），字子瞻，

眉州眉山人，自號東坡居士。居黃州時，

 ●  圖 6-5 顏真卿《祭姪稿》

 ●圖 6-6 楊凝式 《韭花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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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室東坡，因名之。其詩清疏雋逸，又擅長書畫，宋四大書法家之一。其書法結字穩密，

姿態橫生，黃山谷稱其宋朝第一。蘇軾的書法能繼承傳統藝術，並能在此基礎上力求革

新。《寒食帖》（圖 6-7）是蘇軾被貶黃州後第三年寒食節所寫的兩首詩。筆法遒勁，疏

密有致，隨著詩情而轉折變化。章法參差錯落，起伏跌宕，達到了藝術形式與內容的完

美結合。繼王羲之《蘭亭序》、顏真卿《祭侄稿》之後，被讚譽為「天下第三行書」。

（六）北宋．黃庭堅 
黃庭堅（西元 1045-1105 年），字魯直，洪州分寧人，號山谷道人。與秦觀、張耒、

晁補之遊蘇軾門，稱蘇門四學士。又為宋四大書法家之一，其書法鋒芒圓勁，韻度飄逸，

書風攲側放逸，變化多端，尚意抒情，張揚個性，表現出一種桀驁不馴的特質，頗具獨

立風格。詩文出於蘇軾門下，世稱「蘇黃」。其書法，或謂出於《瘞鶴銘》，長戈大戟，

筆勢飛動，變態縱橫，宋徽宗評為「如抱道足學之士，坐高車駟馬之上，橫鉗高下，無

不如意」。大字行書，落筆奇偉，豐筋多力；筆筆似自空中盪漾而來，充滿著飛動之勢，

卻又沉著穩健。在揮灑之間，有其向見的緊密結體，與圓厚蒼勁的運筆，呈現出一分閒

適自得的感覺。《松風閣詩》、《寒食帖跋》、《自書詩》等都是代表之作。

（七）北宋．米芾 
米芾（西元 1051-1107 年），早年名黻，四十一歲後改署芾，字元章，世稱米南宮，

襄陽人，為宋四大書法家之一。精擅各體，行草書深得王獻之筆意，是宋四家最得二王

風韻的一位，特點是結體隨意賦形，大小穿插，左右搖曳，然重心不失，在剛健端莊之

中，有婀娜流麗之態，運筆則八面出鋒，更妙用側鋒，瀟灑清健，峭拔跌蕩，別開生面。

米芾的作品流傳很多《蜀素帖》、《苕溪詩帖》等為代表作。

（八）元．趙孟頫

趙孟頫（西元 1254-1322 年），湖州吳興人。字子昂，號松雪道人。初學宋高宗，

 ●圖 6-7 蘇軾《寒食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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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學二王，晚年學李邕。於智永、褚遂良、陸柬之一脈相傳，最後歸依於二王。平時

寫字極快，落筆如風雨，一日能書一萬字，為元代復古書法之領導者。趙孟頫的作品可

分為三類。一類是摹臨古帖，如臨《蘭亭序》、《聖教序》等；一類為尺牘手札；一類

是創作的行書作品，如《赤壁賦》（圖 6-8）、《洛神賦》、《歸去來辭》等。其整體風

格一致，入古出古頗得心意，筆法蘊藉沉穩，結字平正而秀麗，具有東晉人風流倜儻之

氣，惟缺乏大變化，雄強不足，姿媚有餘。

（九）元．鮮于樞

鮮于樞 ( 西元 1256-1301 年 ) ，字伯機，號困學民、直寄老人、虎林隱史，大都（今

北京市）人。筆力遒健，奇姿橫生，古勁似唐人，善於懸臂行筆，運筆強調中鋒，故點

畫圓勁，功力超俗。但觀其單字造型亦多取古人之法，創新性不足，殊為可惜。當時與

趙孟頫齊名，也是一位復古型的書家。他的行書以《透光古鏡歌》（圖 6-9）、《唐詩卷》、

《蘇軾海棠詩卷》、《王安石詩卷》為代表。

（十）明．文徵明

文徵明 ( 西元 1470-1559 年 ) ，初名璧，以字行，後更字徵仲，號衡山，長洲人 ( 今

江蘇蘇州 )。早年行書多見蘇軾、康里巙巙、宋克用筆；中歲以後，以王羲之為主，參以

蘇軾、黃庭堅、米芾、趙孟頫的筆意，風格清勁秀麗，古健遒偉，形成自己的面貌。晚

年以黃庭堅為主，多以大字，奔放豪邁，氣勢恢宏。文徵明是繼祝允明之後的書壇領袖，

既享高壽，聲名又崇隆，以之為中心，追隨者眾，形成吳門書派。與祝允明、唐寅、徐

禎卿並稱吳門四才子。又與祝允明、王寵有「有明三子」之譽。作品有《赤壁賦》、《滕

王閣序》、《自書詩卷》、《呂梁洪詩》、《尺牘》（圖 6-10）。

（十一）明．董其昌

董其昌 ( 西元 1555-1636 年 )，字玄宰，號思白、香光、香光居士，華亭 ( 今上海松江 )

 ●圖 6-8 趙孟頫《赤壁賦》  ●  圖 6-9 鮮于樞《透

光古鏡歌》

 ●圖 6-10 文徵明《尺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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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繼趙孟頫之後絕勝一代的帖學大師。其行書以王羲之父子為根基，又得力於顏真

卿和米芾。章法布白取效於五代楊凝式，將字距與行距拉大，疏朗蕭散；善參禪，將禪

意入書，營造出空靈秀逸的氣息；用筆起筆露鋒，運筆流暢，乾淨利落，喜用淡墨，清

潤流美，使轉靈動，氣度嫻雅，為後人樹立自然超逸、灑脫淡遠的楷模。董其昌是繼趙

孟頫之後書法史上的另一座高峰，除了他突破傳統，建立起新特色之外，時代的因緣際

會，更讓他的書風影響往後的三百年。傳世作品極多，以行書為主，如《琵琶行》、《李

太白詩》、 《岳陽樓記》、《書輞川詩帖》（圖 6-11）、《書翰》，可窺知他的書法風貌。

（十二）清．王鐸

王鐸 (西元1592-1652年 )，字覺斯，號嵩樵，孟津 (今河南 )人。書學功力特深，有「神

筆」的美譽。楷書學鍾繇，而帶篆隸筆法。行草成就最高，得力於二王及米芾，兼受李邕、

顏真卿影響。王鐸行書流傳的精品很多，大多是巨幅造型，長篇製作，筆力遒勁，能縱

能收。線條具有扛山舉鼎之力，粗重處，如山崩地坼；輕巧處，似飛鴻踏雪。其結體又

奇又險，字形大小的大反差變化大，構成奇矯怪偉的章法。在墨法上，有自己獨門卓越

的「漲墨」絕技，前無古人。到了今天，他的影響正日益加深。傳世作品有《行書詩冊》

（圖 6-12）、《擬山園帖》以及大量的中堂條幅。

（十三）清．鄭板橋

鄭燮 ( 西元 1693-1765 年 )，字克柔，號板橋，江蘇興化人。與金農、黃慎、李鱓、

李方膺、汪士慎、羅聘、高翔等八人，因不拘舊法，獨創風格，自成面貌，故當時稱之

為「揚州八怪」。他以作畫之法寫字，將各書體融入隸楷，自稱其書法為「六分半書」。

其章法布局尤能給人以啟發，常左右避讓，疏密相間，錯落有致，大有徐渭「亂石鋪階」

浪漫氣息。《七律詩軸》（圖 6-13）、《行書聯》可見其風格。

（十四）清．劉墉

劉墉 ( 西元 1719-1804 年 )，字崇如，號石庵，山東諸成人。早年學趙孟頫、董其昌，

中年學蘇東坡、米芾，繼而上進顏真卿、鍾繇，七十歲以後則學北碑，前人評之集帖學

的大成。用墨濃重，線條圓潤渾厚，布局疏朗；取得「貌豐骨勁」、「如綿裹鐵」的效果，

聲名極高，獨步當時。作品有《跋聖教序》、《七言詩》、《詩翰》（圖 6-14）等。

三、行書書寫要點

而為了表現節奏上的輕鬆自然與使轉流動以及結體上的變化自由，行書在書寫時須

掌握的用筆及結構要點如下：

（一）行書用筆的要點：

1. 露鋒入紙：行書點畫，大多以露鋒入紙，點畫之間，起、收出現勾、挑、游絲，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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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 6-11 董其昌《書輞川詩》

 ●  圖 6-12 王鐸《行書詩冊》

 ●圖 6-14 劉墉《詩翰》 ●  圖 6-13 鄭板橋《七律詩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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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關係顯露，節奏感強，提按、頓挫、轉折、收縱，自然疾速，起往自如。

2. 游絲牽動：行書有別於楷書最主要的一點，就是行筆加快，起伏增大，節奏感強。

行筆速度快了，筆畫的首尾處往往會出現勾、挑和牽絲，加強點畫的呼應。這使得

點畫更生動活發，筆勢更連貫流暢。

3. 圓轉代折：行書筆畫在拐彎處大多不取楷書翻毫方折，稜角外露之法，而是順勢圓

轉，弱化提按，不著頓挫，變方角為圓角。為避免筆法單一、圓而無骨，宜在圓轉

中隱含折意，以呈現方圓得兼之美。

4. 改變筆順：行書的書寫筆順基本上與楷書相同，但有時為了追求氣勢的連貫和特殊

的形態，有些字須適時調整其筆順以便捷書寫。

5. 以簡代繁：即以簡省的點畫代替繁複的筆畫，為了便捷書寫或追求特有的體勢，行

書常採取以點代畫的辦法。因點的形態短促，書寫迅疾，故常被用來取代其他形體

較長，書寫較緩慢的筆畫。再者，刪繁就簡，省減筆畫，也是加快書寫速度，疏通

結構氣息的一種方法。

（二）行書結構的要點

1. 大小相兼：就是每個字呈現大小不同，存在著一個字的筆與筆相連，字與字之間的

連帶，既有實連，也有意連，有斷有連，顧盼呼應。

2. 收放結合：一般是線條短的為收，線條長的為放；回鋒為收，側鋒為放；多數是左

收右放，上收下放，但也可以互相轉換，不排除左放右收，上放下收。

3. 疏密得體：一般是上密下疏，左密右疏，內密外疏。中宮緊結，凡是框進去的留白

越小越好，劃圈的筆劃留白也是越小越好。布局上字距緊壓，行距拉開，跌撲縱躍，

蒼勁多姿。

4. 欹正相生：行書打破了楷書結體點畫平整，布白勻稱的規則，使自行變化點畫欹側，

不取均齊對稱的平衡，強調在欹側變化中取得重心的均衡，似欹反正，傾而不倒。

5. 濃淡相融：行書書寫應輕鬆、活潑、迅捷，掌握好疾與遲、動與靜的結合。墨色安

排上應首字為濃，末字為枯。線條長細短粗，輕重適宜，濃淡相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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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名稱 行書教學 

二、教學年級 七年級

三、教學目標

A-7-1 能說出行書碑帖的名稱及所屬時代。

A-7-2 能說出行書書家的姓名。

B-7-1 能說出行書書體的特色。

B-7-2 能舉出行書書體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實例。

C-7-1 能臨摹行書書體（不限字數、格式及媒材）。

C-7-2 能參考行書書體書寫作品（不限字數、格式及媒材）。

四、單元時數 上下學期各六單元，每單元授課 1節 (1週 )

五、教學進度 上課單元 單元內容

上學期

第一單元 行書的起源與發展

第二單元 行書的書寫要點：用筆和結構

第三單元 晉代行書作品欣賞：王羲之、王獻之、王珣

第四單元 行書字帖臨寫：蘭亭序

第五單元 唐、五代行書作品欣賞：李邕、顏真卿、楊凝式

第六單元 行書字帖臨寫：祭姪稿

下學期

第七單元 宋代行書作品欣賞：蘇軾、黃庭堅、米芾

第八單元 行書字帖臨寫：黃州寒食帖

第九單元 元明行書作品欣賞：趙孟頫、鮮于樞、文徵明、董其昌

第十單元 行書字帖臨寫：赤壁賦

第十一單元 清代行書作品欣賞：王鐸、鄭板橋、劉墉

第十二單元 行書作品書寫：參考行書書體書寫作品 

第二節　行書教學課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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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行書教學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年級 七年級 教學時間 540 分鐘（共 12 節課）

設計者 大華國中余俊儀、陳美如   

教學目標 A-7-1 能說出行書碑帖的名稱及所屬時代。

A-7-2 能說出行書書家的姓名。

B-7-1 能說出行書書體的特色。

B-7-2 能舉出行書書體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實例。

C-7-1 能臨摹行書書體（不限字數、格式及媒材）。

C-7-2 能參考行書書體書寫作品（不限字數、格式及媒材）。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

( 分 )

B-7-1

A-7-1

A-7-2

第一單元：行書的起源與發展
壹、準備活動

一、老師：電腦、單槍投影機、學習單

二、學生：鉛筆

三、情境布置：於教室布告欄張貼行書的書法作品。

貳、發展活動

一、引起動機

（一）展示三幅作品的作者、作品名稱及其書體。

（二） 教師提問：我們該怎麼簡單的來分辨楷書、行書

和草書呢？

　　　 學生回答：有人這麼比喻：「真如立、行如走、

草如奔」立是站立、走是行走、奔是跑。行書的

寫法是楷書的快寫體，但又不像草書那樣潦草難

認。它是介於楷、草之間的一種書體，寫起來靈

活流暢，是藝術性與實用性價值均高的書體。

二、行書之名由來

行書之名最早出現於《晉書．衛恒傳》，三國時稱

為「行狎書」。（後世多稱為「行押書」。押，有「署」

意，即署名、簽名的意思。）

三、行書的起源與發展

（一） 行書的起源，與草書、楷書一樣，都是由隸書的

自由書寫逐漸演變而來。根據考古在魏晉時代日

常所用的文字，認為這種字體就是早期的行書。

（二）行書的發展：

 ◆ 兩晉南北朝 -- 是行書的繁榮時期。 
代表人物 -- 王羲之的《蘭亭序》有「天下第一行

書」之稱，王獻之《中秋帖》秉承家學，王珣《伯

遠帖》瀟灑古淡，風韻雋永。

圖 6-1
圖 6-2
圖 6-3
圖 6-5

 2

2

1

10

5

第三節　七年級行書教學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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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唐代 -- 行書藝術進入了黃金時代。

代表人物 -- 顏真卿的《祭姪稿》被譽為「天下第

二行書」。「書中仙手」李邕，擅以行書寫碑，

氣魄過人。

 ◆ 唐末五代 -- 書壇頹靡不振。

代表人物 -- 楊凝式《韭花帖》反唐人常規，開闢

了前所未見的新境界。

 ◆ 宋代 -- 行書發展的另一個高潮。

代表人物 --「宋代三大書家」蘇軾、黃庭堅、米芾

均擅行書，其中，蘇軾的《黃州寒食帖》被譽為「天

下第三行書」。

 ◆ 元代 -- 崇尚復古¸宗法晉、唐而少創新。

代表人物 -- 趙孟頫的行書行筆流暢，鮮于樞氣勢

雄渾。

 ◆ 明代 -- 明初「臺閣體」書風興盛，後期個人主

義興起，才為書壇帶來新機。

代表人物 -- 文徵明為書壇領袖，形成吳門書派，

另有晚明「南董北王」之稱的董其昌。

 ◆ 清代 -- 清初行書受元趙孟頫、明董其昌影響很

深，在碑學興起後，書風隨之又改變了方向。

代表人物 --「神筆」王鐸，「濃墨宰相」劉墉，是

帖學的集大成者。鄭板橋以金石樸拙之趣入書，

令人面目一新。

參、綜合活動（學習評量）

每人一張學習單，寫完之後交換共同訂正。

- 第一單元結束 -

圖 6-6

圖 6-7

圖 6-8
圖 6-9

圖 6-10
圖 6-11

圖 6-12
圖 6-13
圖 6-14

5

5

5

B-7-1

第二單元：行書的書寫要點 --用筆和結構
壹、準備活動

一、老師：電腦、單槍投影機、雲門舞集《行草》片段。

二、學生：紙、筆。

貳、發展活動：

一、 引起動機：觀賞雲門舞集《行草》片段，舞者的肢

體有如靈動的書法，而那些墨跡恍然翩翩起舞…

《行草》是輝煌之美的最佳見證。

二、行書用筆的要點：

（一） 露鋒入紙：行書點畫，大多以露鋒入紙，點畫之

間，起、收出現勾、挑、游絲，呼應關係顯露。

（二） 游絲牽動：行書有別於楷書最主要的一點，就是

行筆加快，筆畫的首尾處往往會出現勾、挑、和

牽絲加強點畫的呼應。

雲門舞集《行草》

片段

5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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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1

C-7-2

（三） 圓轉代折：行書筆畫在拐彎處大多不取楷書翻毫

方折，稜角外露之法，而是順勢圓轉，弱化提按，

不著頓挫，變方角為圓角。

（四） 改變筆順：行書的書寫筆順基本上與楷書相同，

但有時為了追求氣勢的連貫和特殊的形態，有些

字須適時調整其筆順以便捷書寫。

（五） 以簡代繁：為了便捷書寫或追求特有的體勢，行

書常採取以點代畫的辦法。因點的形態短促，書

寫迅疾。再者，刪繁就簡，省減筆畫，也是加快

書寫速度，疏通結構氣息的一種方法。

三、行書結構的要點

（一） 大小相兼：就是每個字呈現大小不同，存在著一

個字的筆與筆相連，字與字之間的連帶，既有實

連，也有意連，有斷有連，顧盼呼應。

（二） 收放結合：一般是線條短的為收，線條長的為放；

回鋒為收，側鋒為放；多數是左收右放，上收下

放，但也可以互相轉換，不排除左放右收，上放

下收。

（三） 疏密得體：一般是上密下疏，左密右疏，內密外

疏。中宮緊結，凡是框進去的留白越小越好，劃

圈的筆劃留白也是越小越好。布局上字距緊壓，

行距拉開，跌撲縱躍，蒼勁多姿。

（四） 欹正相生：行書打破了楷書結體點畫平整，布白

勻稱的規則，使自行變化點畫欹側，不取均齊對

稱的平衡，強調在欹側變化中取得重心的均衡，

似欹反正，傾而不倒。

（五） 濃淡相融：行書書寫應輕鬆、活潑、迅捷，掌握

好疾與遲、動與靜的結合。墨色安排上應首字為

濃，末字為枯。線條長細短粗，輕重適宜，濃淡

相間。

參、綜合活動：舞文弄墨 - 濃淡相融

一、教師事先準備好長軸的宣紙拉開，下方舖著墊布，

讓學生共同創作。

二、讓學生嘗試以不同的媒材，畫出不同的效果。

三、學生拿毛筆嘗試先沾水再沾墨，讓墨色的濃淡變

化，呈現多變化色調的效果，加上沒有紙張框框的

限制，揮灑的空間更大，更能放手大膽的寫字。

- 第二單元結束 -

3

3

3

3

3

3

3

3

10

第三單元： 晉代行書作品欣賞 --王羲之、
王獻之、王珣

壹、準備活動

一、 教師：投影機、教學PPT製作、《蘭亭序》拼圖四分、

學習單、獎勵品、周杰倫《蘭亭序》MV 片段。

祭姪文稿

黃州寒食帖

伯遠帖

中秋帖

快雪時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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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紙、筆。

貳、發展活動：

一、引起動機

（一） 分組活動：各組皆有ㄧ分《蘭亭序》局部拼圖，

分組競賽，請學生用最快速度完成。

（二） 教師提問：學生有見過此件書法作品嗎？學生是

如何完整拼出？請學生試著發表。

二、王羲之《蘭亭序》介紹

（一） 介紹「書聖」王羲之

1. 以投影片介紹書聖王羲之生平、習字過程、書法風

格、藝術成就及其貢獻。

2. 舉出王羲之書法小故事：「愛鵝」、「寫扇」、「坦

腹東床」等典故由來，從而領略王羲之其人風流韻

事。

（二）介紹《蘭亭序》

　此件書法作品為「天下第一行書」。

（三）介紹《快雪時晴帖》

    乾隆皇帝極珍愛此蹟，譽之為「天下無雙，古今鮮對」。

三、王獻之《中秋帖》介紹

（一）介紹「小聖」王獻之

1. 以投影片介紹王獻之生平、習字過程、書法風格、

藝術成就及其貢獻。

2. 舉出王獻之書法小故事：「十八缸水」。

（二）介紹《中秋帖》

一筆書的代表性書蹟，展現王獻之在書藝上的自由

度與創造力。

四、王珣《伯遠帖》介紹

（一）介紹王珣

1. 以投影片介紹王珣生平、習字過程、書法風格、藝

術成就及其貢獻。

2. 舉出王珣書法小故事：「如椽大筆」。

（二）介紹《伯遠帖》

   瀟灑古淡，風韻雋永。

五、乾隆皇帝的珍藏 - 王氏之光

乾隆皇帝設立「三希堂」來收藏三件傑出的作品，

是指哪三件呢？

答：王羲之《快雪時晴帖》

　　王獻之《中秋帖》

　　王珣《伯遠帖》

《蘭亭序》拼圖

、獎勵品

圖 7-1

投影機

教學 ppt

自製投影片

『第 7 張投影片』

『第 8 張投影片』

『第 9 張投影片』

5

6

4

5

4

3

參、綜合活動：觀賞周杰倫《蘭亭序》MV 片段。

闡述《蘭亭序》對後世影響：文學創作、流行歌曲、

舞蹈藝術。 

- 第三單元結束 -

周杰倫《蘭亭序》

MV 片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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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單元：行書字帖臨寫 --蘭亭序
壹、準備活動

一、教師：投影機、教學 ppt 製作、素面扇子。

二、學生：文房四寶。

貳、發展活動

一、 引起動機：快速複習王羲之故事及簡介王羲之創作

《蘭亭序》由來，並簡述《蘭亭序》之藝術價值。

二、臨寫示範與實作 part1
（一） 行書筆法練習：教師臨摹示範「永和九年歲在癸

丑暮春」這十個字的行書寫法，並引導學生能認

知「出鋒」、「連筆」、「映帶」、「欹側」等

會出現的行書特色。

（二） 行書筆法均衡之美：嘗試讓學生說出「丑」字，

如何的維持整個畫面的均衡之美，點出「丑」字，

雖沒有楷書的端正，但有著平行四邊形「東北西

南方向」傾斜的均衡之美。

（三） 讓學生臨摹練習，隨機要求學生的坐姿、執筆及

運筆。並繳交「群賢畢至少長咸集」作品一張，

交互觀摩。

（四） 教師評閱臨摹練習作品，對於優秀作品加以鼓勵，

並統整說明學生臨摹時的筆畫缺點。  
三、臨寫示範與實作 part2
（一） 行書筆法練習：教師臨摹示範「會稽蘭亭」、「茂

林清流」這八個字的行書寫法，除能指出上單元

的「連筆」、「出鋒」、「映帶」、「欹側」等

特徵外，再介紹「減筆」，讓學生指出「減筆」

的地方。

（二） 行書形式的變化：「茂」、「蘭」的「 」寫法變化，

「林」字的二「木」不同，「清」、「流」二字「水

部」的變化，讓學生瞭解，行書在字體上的變化。

（三） 讓學生臨摹練習，隨機要求學生的坐姿、執筆及

運筆。並繳交作品一張，交互觀摩。

（四） 教師評閱臨摹練習作品，對於優秀作品加以鼓勵，

並統整說明學生臨摹時的筆畫缺點。

投影機、教學

ppt

圖 6-1

文房四寶

5

3

2

7

3

3

10

7

3

參、綜合活動「扇面作品」實作：

老師先說明並示範扇面書寫及布局要領。再讓學生

臨摹練習，隨機要求學生的坐姿、執筆及運筆。並繳交

「惠風和暢」扇面作品一張。

- 第四單元結束 -

素面扇子

10

第五單元： 唐、五代行書作品欣賞 --李邕、
顏真卿、楊凝式

壹、準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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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師：投影機、教學 PPT 製作、雲門舞集《行草》

片段。

二、學生：紙、筆。

貳、發展活動

一、引起動機：觀賞雲門舞集《行草》

舞者的肢體有如靈動的書法，而那些墨跡恍然翩翩

起舞……《行草》是輝煌之美的最佳見證。

二、李邕《李思訓碑》介紹

（一）介紹「李北海」李邕

1. 以投影片介紹李邕生平、習字過程、書法風格、藝

術成就及其貢獻。

2. 舉出李邕書法小故事：「書中仙手」。

（二）介紹《李思訓碑》

行書寫碑，其碑刻雄秀俊拔，氣魄過人，獨具一格。

三、顏真卿《祭姪稿》介紹

（一）介紹「顏魯公」顏真卿

1. 以投影片介紹顏真卿生平、習字過程、書法風格、

藝術成就及其貢獻。

2. 舉出顏真卿書法小故事：「字如其人」。

（二）介紹《祭姪稿》

1. 為了悼念姪子顏季明而寫的文章，心思完全沉浸在

痛恨以及悲傷中。 

2. 圓轉遒勁健的篆籀筆法，為開張自然的結體章法，

渴澀生動的墨法，被譽為「天下第二行書」。

四、楊凝式《韭花帖》介紹

（一）介紹「楊瘋子」楊凝式

1. 以投影片介紹楊凝式生平、習字過程、書法風格、

藝術成就及其貢獻。

2. 舉出楊凝式書法小故事：出身官宦人家，為避禍佯

裝癲狂中度過一生。

（二）介紹《韭花帖》

1. 為答謝友人饋贈美味韭花而寫的致謝書信。

2. 通篇洋溢著作者愉悅而又高昂的熱情，蕭散閒適的

心境溢於言表。寬疏、散朗的布白是其最先奪人眼

目的特徵。

雲門舞集《行草》

片段。

投影機、教學

ppt
圖 6-4

圖 6-5

圖 6-6

『第 16 張投影

片』

5

10

10

10

B-7-1 參、綜合活動

一、介紹書法裡的書寫特色 -「飛白」與「破鋒」。

（一） 「飛白」書寫時呈現枯乾的筆觸模樣，筆畫絲絲

露白，像是刷子快速刷過的痕跡。

（二） 「破鋒」又稱「破筆」。是利用極少水分的筆鋒

來書寫所呈現的乾澀現象。

學生自由發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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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1 二、能理解與欣賞「飛白」與「破鋒」的書寫特色。

（一） 顏真卿的《祭姪稿》、李邕《李思訓碑》文中有

若干字具有「飛白」、「破鋒」的現象？

（二）學生透過此課程介紹後能欣賞其他書法作品。

 - 第五單元結束 -

5

A-7-1

A-7-2

B-7-1

B-7-1

C-7-1

C-7-2

第六單元：行書字帖臨寫 --祭姪稿
壹、準備活動

一、教師：投影機、教學 PPT 製作、春聯紙。

二、學生：文房四寶。

貳、發展活動

一、 引起動機：快速複習顏真卿故事及簡介顏真卿創作

《祭姪稿》由來，並簡述《祭姪稿》之藝術價值。

二、臨寫示範與實作

（一） 行書墨法練習：《祭姪稿》通篇使用一管微禿之

筆，自首至尾，雖因墨枯再蘸墨，墨色因停頓起

始，黑灰濃枯，多所變化，然前後一氣呵成。教

師臨摹示範前三行的行書寫法。

（二） 行書章法之美：引導學生能認知行筆段落自文章

起首「維乾元」墨濃，第二行已現枯澀，至第三

行「軍事」時，墨已乾，此為第一次行筆。自「蒲

州」墨又再濃潤，則為第二次行筆之始的特色。

（三） 讓學生臨摹練習，隨機要求學生的坐姿、執筆及

運筆。並繳交作品一張，交互觀摩。

（四） 教師評閱臨摹練習作品，對於優秀作品加以鼓勵，

並統整說明學生臨摹時的筆畫缺點。

參、綜合活動：歡喜貼春聯 
一、鼓勵學生以所學行書筆法，書寫過年應景用之春聯。

二、 教師示範提供春聯範字，且說明書寫及布局要領，

再讓學生臨摹練習，隨機要求學生的坐姿、執筆及

運筆。 
（一）七字聯（任選一對對聯書寫）

天增歲月人增壽  門迎春夏秋冬福 
春滿乾坤福滿堂  戶納東西南北財 
向陽門第春先到  天泰地泰三陽泰 
積善人家慶有餘  人和事和萬事和 

投影機、教學

ppt

文房四寶

圖 6-5

春聯紙

對聯講義

5

5

3

8

2

2

5

（二）四字聯（任選一句四字聯書寫）

一元復始　萬象更新　普天同慶　大地皆春 
文章華國　詩禮傳家　一門瑞氣　萬里和風 

千祥雲集　和氣致祥 
三、繳交春聯作品一分。

四、本學期授課內容之學習單一張，作為寒假作業。

 - 第六單元結束 -

學習單 1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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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單元： 宋代行書作品欣賞 --蘇軾、黃
庭堅、米芾

壹、準備活動

一、老師：電腦、單槍投影機、漫畫書「墨戲王」。

二、學生：書法用具。

貳、發展活動

一、引起動機：

教師提問：宋朝時人慣稱的四大書法家是誰？答為：

「蘇、黃、米、蔡」，當中的「蔡」，究竟是指何人，

是蔡襄或是蔡京，自古以來頗有爭論，爭論點說明後，

將針對其他三人「蘇－蘇軾、黃－黃庭堅、米－米芾」

做介紹。

二、蘇軾的《黃州寒食帖》介紹

（一）介紹「東坡居士」蘇軾

1. 以投影片介紹蘇軾生平、習字過程、書法風格、藝

術成就及其貢獻。

2. 舉出蘇軾書法小故事：「五不寫」

（二）介紹《黃州寒食帖》

1. 被譽為「天下第三行書」。

2. 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

三、黃庭堅的《松風閣詩》介紹

（一）介紹「山谷道人」黃庭堅

1. 以投影片介紹黃庭堅生平、習字過程、書法風格、

藝術成就及其貢獻。

2. 舉出黃庭堅書法小故事：「前世今生」 
（二）介紹《松風閣詩帖》

1.《松風閣詩帖》是寫見到景物後思念友人的詩。

2. 平實穩當，大方從容，「長筆法」的運用，塑造出

雍容大氣的寬闊風格。

四、米芾的《蜀素帖》介紹

（一）介紹「米顛」米芾

1.以投影片說明介紹米芾生平、習字過程、書法風格、

藝術成就及其貢獻。

2. 舉出米芾書法小故事：「愛石成癡」

（二）介紹《蜀素帖》

1. 董其昌以「獅子捉象，以全力赴之」來形容。

2. 用筆猛厲，結字奇偉，流露出天真自然的情趣，呈

現出雄峻超邁的氣概，完全顯露出米芾「不偶於俗」

的人格特質。

學生自由發表

自製投影片

圖 6-7

自製投影片

3

12

12

參、綜合活動：介紹漫畫書「墨戲王」

漫畫書「墨戲王」內容主要描寫米芾令人望塵莫及

漫畫書「墨戲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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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書畫與鑑賞才華，對古物熱衷的執著，因而常導致出

其不意的行徑，表現得逗趣可愛。整部作品寓教於樂，

使枯燥的歷史題材及審美理論，頓時成了吸引人的趣味

篇章。

- 第七單元結束 -

A-7-1

A-7-2

B-7-1

B-7-1

C-7-1

C-7-2

第八單元：行書字帖臨寫 --黃州寒食帖
壹、準備活動

一、 教師：投影機、教學 PPT 製作、宣紙、護貝機、

護貝膠膜。

二、學生：文房四寶。

貳、發展活動

一、 引起動機：快速複習蘇軾故事及簡介蘇軾創作《黃

州寒食帖》由來，並簡述《黃州寒食帖》之藝術價

值。

二、臨寫示範與實作

（一） 行書筆法練習：教師臨摹示範《黃州寒食帖》：

「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

不容惜。今年又苦雨，兩月秋蕭瑟。臥聞海棠花，

泥污雁支雪。闇中偷負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

少年（子點去），病起鬚已白。」因為蘇軾書寫

時並不懸腕，而是將手靠在桌上側臥毛筆，造成

字體『左秀右枯』的形象，右邊的線條不易拉展，

一如蘇軾將自己書體自嘲為「石壓蝦蟆體」，像

被石頭壓扁的癩蛤蟆，扁扁的醜醜的，所以寒食

帖一入眼有種隨意感。

（二） 行書章法之美：蘇東坡自謂字體「短長肥瘦各有

態」，在這卷書法裏字體的大小組合，揖讓進退，

乃至於如「年、中」諸字，最後一筆直下成一長豎，

在布白與行氣以至於整篇的章法形成一特殊行間

布白。

（三） 讓學生臨摹練習，隨機要求學生的坐姿、執筆及

運筆。並繳交作品一張，交互觀摩。

（四） 教師評閱臨摹練習作品，對於優秀作品加以鼓勵，

並統整說明學生臨摹時的筆畫缺點。 
參、綜合活動：行雲流水製書籤

一、 先以墨滴於水中，再以宣紙光亮面抹出行雲流水般

的線條圖案。

二、 待乾之後，指導學生於留白處寫下「知足」、「和

氣」、「虛懷」、「自在」等短語，或臨寫《黃州

寒食帖》中「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小屋

如漁舟，濛濛水雲裏」等詩句，護貝後即可成精緻

書籤。

- 第八單元結束 -

投影機、

教學 ppt
圖 6-7

文房四寶

宣紙、護貝機、

護貝膠膜

5

8

5

10

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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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單元： 元明行書作品欣賞 --趙孟頫、
鮮于樞、文徵明、董其昌

壹、準備活動

一、教師：投影機、教學 PPT 製作。

二、學生：紙、筆。

貳、發展活動

一、引起動機

以合歡山上松雪樓圖片引起話題，詢問對「松雪」

二字的認知，為趙孟頫的介紹做暖身。

二、趙孟頫的《赤壁賦》介紹

（一）介紹「松雪道人」趙孟頫

1. 以投影片說明介紹趙孟頫生平、習字過程、書法風

格、藝術成就及其貢獻。

2. 舉出趙孟頫書法小故事：「神仙中人」

（二）介紹《赤壁賦》

1. 倡導學習晉唐以來的二王書風，以精巧嫻熟的筆

法，表現出濃郁的書卷氣息。

2. 用筆線條非常細緻講究，展現精緻流美的氣息。

三、鮮于樞的《透光古鏡歌》介紹

（一）介紹「箕子之裔」鮮于樞

1. 以投影片介紹鮮于樞生平、習字過程、書法風格、

藝術成就及其貢獻。

2. 與趙孟頫並稱「元代二雄」。

（二）介紹《透光古鏡歌》

1. 通篇字大如拳，氣勢一貫而下，字字挺拔峻峭，骨

力精神皆俱。

2. 豎畫採懸針，由粗而細，筆力直達末梢，可想見其

運筆時神完氣足之境界。

四、文徵明的《尺牘》介紹

（一）介紹「大器晚成」文徵明

1. 以投影片介紹文徵明生平、習字過程、書法風格、

藝術成就及其貢獻。

2. 舉出文徵明書法小故事：「落榜不落志」。

（二）介紹《尺牘》

投影機、教學

ppt
圖 6-8

圖 6-9

圖 6-10

 

2

11

11

11

1. 溫潤秀勁，穩重老成，法度謹嚴而意態生動。

2. 雖無雄渾的氣勢，卻具晉唐書法的風致。

五、董其昌的《書輞川詩》介紹

（一）介紹「帖學大師」董其昌

1. 以投影片介紹董其昌生平、習字過程、書法風格、

藝術成就及其貢獻。

2. 舉出董其昌書法小故事：「同窗共讀」 袁可立。

圖 6-11 10



160

（二）介紹《書輞川詩》

1. 其生秀淡雅的風格，獨闢蹊徑，自立一宗，亦領

一時風騷。

2. 豐神獨絕，如清風飄拂，微雲卷舒，頗得天然之趣。

第九單元結束 -

A-7-1

A-7-2

B-7-1

C-7-1

C-7-2

第十單元：行書字帖臨寫 --赤壁賦
壹、準備活動

一、教師：投影機、教學 PPT 製作。

二、學生：文房四寶。

貳、發展活動

一、 引起動機：快速複習趙孟頫故事及簡介趙孟頫創作

《赤壁賦》由來，並簡述《赤壁賦》之藝術價值。

二、臨寫示範與實作

（一） 行書筆法練習：教師臨摹示範「赤壁賦，壬戌之

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

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

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鬥牛

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

萬頃之茫然。」一段，由於趙孟頫倡導學習晉唐

以來的二王書風，因此用筆精巧嫻熟，展現精緻

流美的氣息，若參照練習過的《蘭亭序》筆法來

著手，更可迅速體會。

（二） 行書章法之美：複習並提醒同學注意觀察「大小

相兼」、「收放結合」、「疏密得體」、「欹正

相生」、「濃淡相融」等結構原則，寫來將更加

得心應手。

（三） 讓學生臨摹練習，隨機要求學生的坐姿、執筆及

運筆。並繳交作品一張，交互觀摩。

（四） 教師評閱臨摹練習作品，對於優秀作品加以鼓勵，

並統整說明學生臨摹時的筆畫缺點。

參、綜合活動：書寫電影海報

一、 以「赤壁」電影海報為例，請同學發揮創意，參酌

本節所學，為「赤壁」電影海報重新貼上電影標題。

二、 待全班同學完成後，展示於黑板，由同學票選入圍

者，最後決選「最佳電影海報獎」。

 - 第十單元結束 -

投影機、教學

ppt

文房四寶

5

12

4

12

4

8

第十一單元： 清代行書作品欣賞 --王鐸、
鄭板橋、劉墉

壹、準備活動

一、 教師：投影機、教學ppt製作、「宰相劉羅鍋」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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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文房四寶。

貳、發展活動

一、 引起動機：播放影集「宰相劉羅鍋」片段詢問學生

對劉羅鍋為何人的認知？引起動機後，繼而介紹清

代行書書法家。

二、王鐸的《行書詩冊》介紹

（一）介紹「神筆」王鐸

1. 以投影片介紹王鐸生平、習字過程、書法風格、

藝術成就及其貢獻。

2. 舉出王鐸書法小故事：「一筆書」、「漲墨」絕技。

（二）介紹《行書詩冊》

1. 落墨迅速快疾，筆力矯健，長於布置，凌厲無比。

2. 筆墨已入自由自在的境界。

三、鄭板橋的《七律詩軸》介紹

（一）介紹「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

1. 以投影片介紹鄭板橋生平、習字過程、書法風格、

藝術成就及其貢獻。

2. 舉出鄭板橋書法小故事：「六分半書」。

（二）介紹《七律詩軸》

1. 章法布局左右避讓，疏密相間。

2. 錯落有致，有徐渭「亂石鋪階」的浪漫氣息。

四、劉墉的《詩翰》介紹

（一）介紹「濃墨宰相」劉墉

1. 以投影片介紹劉墉生平、習字過程、書法風格、

藝術成就及其貢獻。

2. 舉出劉墉書法小故事：「如棉裹鐵」。

（二）介紹《詩翰》

1. 劉墉書法的用墨沉著穩重、筆厚貌豐、骨力內藏。

2. 粗細線條互為映襯，錯落有致。

參、綜合活動：一筆書寫自己的姓名

一、 鼓勵每位同學體驗王鐸筆法，以行書用筆及結構概

念，一筆書寫自己的姓名，能充分展現創意並勇於

嘗試書寫。

二、 教師評閱作品，對於優秀作品加以鼓勵，並統整說

明學生練習時的筆畫缺點。

- 第十一單元結束 -

「宰相劉羅鍋」

片段

投影機、教學

ppt

圖 6-12

圖 6-13

文房四寶

圖 6-14

5

12

12

12

4

第十二單元：行書作品書寫
壹、準備活動

一、教師：「紙袋 DIY」學習單。

二、 學生：牛皮紙、文房四寶、剪刀、雙面膠、美工刀、

提繩。

紙袋實作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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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發展活動

一、說明環保包裝的精神，並且展示紙袋實作成品。

二、發下「紙袋 DIY」學習單，教師簡述紙袋製作流程。

三、 請學生先拿出一張廢紙或大張測驗紙，跟隨教師示

範動作，學習製作紙袋。

四、 學生利用事先準備好的牛皮紙當紙袋封面，規劃紙

袋設計。書寫內容以課堂臨寫過的《蘭亭序》、《祭

姪稿》、《黃州寒食帖》、《赤壁賦》書帖為主，

展示所學成果。

參、綜合活動：作品成果展

一、 由同學將製作完成的紙袋，輪流上臺展示，落實學

以致用的學習精神，讓同學更加體會書影隨行的書

法美意。

二、本學期授課內容之學習單一張，作為暑假作業。

- 第十二單元結束 -

「紙袋 DIY」學

習單

廢紙或大張測驗

紙、牛皮紙、文

房四寶、剪刀、

雙面膠、美工刀、

提繩

1

5

5

2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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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書的發展，到了哪一朝代得到普遍而高度的發揮，達到最成熟完備的階段？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甲.篆書  乙.隸書  丙.楷書 丁.行書，請將代號填入下列括號中。 

                   

 (      )       (     )        (      )         (      )  

三、清代乾隆設立「三希堂」，將晉代三位著名的王氏家族大書法家手跡收藏在此，

請問你知道是哪三件嗎？ 

 

    答：王羲之：__________   王獻之：__________   王珣：__________ 

 

四、被譽為中國「三大行書」的三件作品，是歷代書法人書合一，真、善、美的代

表，也代表著中華文化的審美情趣，請說明此三件作品名稱及作者為何？ 

    答：(1)作者：__________，作品：___________ 

        (2)作者：__________，作品：___________ 

        (3)作者：__________，作品：___________ 
 

七年　　　班　　　號　　姓名　　　

每題滿分 10 分，總計 100 分。

得分

七 年 級 行 書 教 學 活 動 學 習 單〈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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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唐末五代，書壇頹靡不振。唯有何人以《韭花帖》傳世，一反唐人「行距寬、 

字距窄」的常規，將字距行距都拉開，與人蕭散爽朗的感覺，開闢了前所未見 

的新境界？ 

 

    
答：

  

七、何人很喜愛鵝，並模仿牠的形態，揮毫轉腕，所寫的字雄厚飄逸，剛中帶柔，

有「書聖」之稱？ 

 

    答：   

八、請簡要說明顏真卿<<祭姪稿>>在書法上的地位及藝術價值為何？ 

 

    答：   

九、請舉出一件適合初學者入門的行書字帖。 

 

    答：   

十、請寫出以下五字的楷書寫法。 

                

 

    答：  

 

 

 
 

 

 

 
 
 

五、請仔細觀察下列二圖並至少說明三項行書與楷書在結構上明顯不同之處？ 

         

    答：(1)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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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年 級 行 書 教 學 活 動 學 習 單〈七下〉

七年　　　班　　　號　　姓名　　　

每題滿分 10 分，總計 100 分。

得分

 

 

 
一、請將下列作品與宋書法四大家配對，填上代號。 

 

 

 

 

    蔡襄 (      )  蘇軾 (      )  米芾 (      )  黃庭堅 (      ) 

 二、請簡要說明蘇東坡<<寒食帖>>在書法上的地位及藝術價值為何？ 

 

答：

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宋四大家何人運筆八面出鋒，更常妙用側鋒，瀟灑清健，峭拔跌蕩，結體隨意 

賦形，大小穿插，左右搖曳，然重心不失，在剛健端莊之中，有妸娜流麗之態，

最得二王風韻？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宋代哪位皇帝書家筆勢勁逸獨創嶄新的書體—瘦金書？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歷代書法大家皆有一些令後人玩味再三的事蹟或典故，請將下列成語、典故或

世人對他的稱號填入對應的代號。 

 

    

 答： 

      1 王羲之(    )  2 米芾(    )  3 文徵明(    ) 4趙孟頫

劉　墉(    )  

 

(1)寒食帖  (2)蜀素帖  (3)松風閣詩  (4)自書詩稿 

 

A 愛石成痴     B 東床快婿      C 神仙中人

D 濃墨宰相     E 落榜不落志   

七 年 級 行 書 教 學 活 動 學 習 單〈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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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六、明代何人書畫創作講求追摹古人，但並不泥古不化，在筆墨的運用上追求先熟 

後生的效果，拙中帶秀，體現出文人創作中平淡天真的個性。加之他當時顯赫

的政治地位，其書畫風格名重當世，並成為明代藝壇的主流。在明末清初影響

非常大，康熙皇帝也特別喜愛其書法。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清代何位書家獨創「六分半書」。所謂「六分半」，即以隸書為主，摻雜著楷、 

行、篆、草等別的書體，自成一格，有「亂玉鋪街」的美譽？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元代哪位書家無論是楷書還是行書，都很工整、溫和、典雅。整個元朝書法， 

幾乎都籠罩在他的庇蔭之中，是上承晉唐，下啟明清的一個重要的橋梁式人物。

是繼王羲之、顏真卿之後在書法史上第三個影響深遠的大師。  

 

答：

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請就杜甫《旅夜書懷》中「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十字，嘗試以硬筆行書 

字體寫出。 

 

楷 

書 

星 垂 平 野 闊 月 湧 大 江 流 

行 

書 

          

 

十、請舉出二項在生活中你曾看過使用行書書寫的廣告招牌或商品名稱或電視劇名 

稱。 

 

答：(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