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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笔画的分析与书写 

【本章要点】 

理论知识： 

▲ 了解汉字笔画的种类。 

▲ 理解笔画的三个部分。 

▲ 理解笔画的三种组合方式。 

▲ 理解笔顺的含义。 

▲ 理解笔顺规则的含义。 

▲ 理解笔形变异的原因。 

▲ 理解楷书和行书在笔画方面的异同点。 

实践技能： 

▲ 能够将笔画的“起笔、行笔、收笔”三个部分书写完整。 

▲ 能够按照笔顺和笔画与笔画之间的呼应关系来实现连贯书写。 

▲ 能够按照笔形变异规律来实现合理书写。 

▲ 能够按照楷书和行书的笔画特点来实现合理书写。 

▲ 纠正笔画偏误，提高控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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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画分析 

（一）笔画和线条 

人们一般认为，笔画就是构成汉字的线条。但是从汉字书写的角度看，问题并不是这样

简单。要认识笔画，还需要做更深入的思考。 

汉字的笔画不是普通的线条。比如，用直尺画出一条线段来，这是几何线条，具有位置、

长短、角度等物质属性，但不具备迅捷与迟滞，稚巧与厚重等丰富多彩的人文精神属性。就

是从物质属性而言，汉字的笔画也比几何线条丰富得多，粗细、浓淡，尖与齐、方折与圆转

等各方面的特点是几何线条不具有的。 

从书写的角度看，汉字的笔画是由包括起笔、行笔、收笔三个完整的运笔过程书写出来

的线条，有明确的走向和特定的形态，是历代书法家在长期的书写实践中探索总结而得到的

线条体系，具有精细的区别功能和独特的美学价值。 

汉字笔画的线条体系是经过了长期演化才最终形成的。金文、甲骨文、小篆这些古文字

的线条，起笔、收笔和走向没有固定规律，线条形态弯曲圆转，看不出笔画数目。这样的线

条还算不上笔画。笔画体系到了隶书开始初步成型，到了楷书才最终定型。从金甲文到隶书

经历了上千年的时间，从隶书到楷书又是好几百年，前人探索的艰辛可想而知。因此，现代

大学生学习汉字书写要心怀敬意，认认真真地按照笔画的书写原理来学习，马虎不得。 

笔画的演变和定型过程可以从图 5.1 所示的例字中体会出来。 

金甲文 
小篆 隶书 行书 楷书 

金文 甲骨文 



·第五章│笔画的分析与书写· 

- 5 -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马 马 马 马 马 马 

图 5.1  笔画的演变和定型示例 

（二）单一笔画和复合笔画 

汉字笔画很多，变化也比较丰富，为了更清晰地加以认识，需要把它们归纳成数目比较

少的类型。笔画归类可以有不同的观察角度。 

笔画归纳成多少种类型才比较合适呢？这又看要完成什么任务了。如果要根据笔画来编

排字典或在电脑上检索汉字，那么归纳的类型就可以少一点，有人就归纳成五种：横、竖、

撇、点、折。 

如果要学习写字，就应该观察得细致一点，归纳的种类就要多一点，有人就归纳成了八

种：点、横、竖、撇、捺、提、钩、折。当然，为了把字写得准确，还可以观察得细致一些，

归纳出更多的种类来。但是归纳的种类多了，又显得繁杂，不好掌握。所以，一般就用这八

种名称来称说笔画的种类。这八种笔画还可以分成两组：单一笔画和复合笔画。点、横、提、

竖、撇、捺是单一笔画，钩和折是由单一笔画复合而成的。笔画的复合形态还可以有丰富的

表现，比如，竖钩、竖弯钩、横折弯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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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笔画和派生笔画 

换一个角度看，又可以把笔画类型分为基本笔画和派生笔画。比如，点、横、竖、撇、

捺、提、钩、折等八种笔画中，点、横、竖、撇、捺是基本笔画，提、钩、折是由基本笔画

派生出来的：提是在横的基础上改变方向和收笔方式派生而来，钩是附加在其他笔画之后的

笔画，折是由单一笔画采用复合的方式派生而来。 

（四）主要笔画和次要笔画 

汉字书写还需要注意区分主要笔画和次要笔画。汉字的构架和人体的构架相似。在一个

汉字中，有些笔画像人体的躯干一样起着搭框架的作用，这就是主要笔画，而另一些笔画就

可以称为次要笔画。书写时如果把主要笔画和次要笔画颠倒了，字形就会很难看。这就像人

的身体一样，躯干和四肢起着搭框架的作用，耳朵和眼睛起着点缀的作用。 

认真观察字形中哪些笔画长、哪些笔画短，把握好笔画的主次关系，这样才能把字写得

正确。 

观察图 5.2：“言”字里面的三横，上面一横是主要笔画，下面两横是次要笔画。“美”字的最

下面一横是主笔，要写长一些，托住上面的部分。“女”字的一横要写得有精神。“质”和“责”，

最后一笔是次要笔画，不能写得过长，不能往右下方拉出去，而应该往左边收，成为反捺。“头”

的最后一笔不可过于夸张，要往回收着，形成反捺。 

言 美 女 质 责 头 
图 5.2  主要笔画和次要笔画示例 



·第五章│笔画的分析与书写· 

- 7 - 

（五）笔画的基本结构 

脑中有笔意，手上有笔法，就能写出合格的笔画来。汉字笔画从书写的角度看，是有结

构的，可以分成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可以用“起笔—— 行笔—— 收笔”来说明，如图 5.3 所示。 

丶 一 丨 丿 
图 5.3  笔画的三部分结构示例 

“起笔”的动作并不复杂，但是要用语言说清楚并不那么容易。简单说，就是看准要写的位

置之后，把笔尖或笔毫提在手里，主动接近那个位置，空中作势，着纸书写。起笔就像撑船，

也像走路、跑步、跳高、跳远，需要预先找到一个着力点，然后才能用力。起笔要准确、轻

巧，不要死用力，不要笨用力。毛笔笔画是由笔毫的聚散来实现的，所以毛笔起笔又叫发笔，

意思是要把毛笔的笔毫打开。起笔可以趋于静态，比如楷书；也可以在动态中进行，比如行

书和草书。用骑自行车的上车来比喻，趋于静态的起笔相当于上“死”车，趋于动态的起笔相当

于上“活”车。 

“行笔”需要稳定沉着，不是随便抹一下就过去了。写字熟练之后的行笔看起来像抹一下，

但是那不是随便抹一下，而是用有所控的制力滑行运笔的结果。 

“收笔”是结束书写动作的一系列工作。毛笔收笔要将笔毫还原，硬笔没有笔毫，但也有动

作还原的意思。“收笔”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写到笔画末尾之后稍稍驻笔；另一种是不驻笔，

把笔提离纸面。不是所有的笔画都要驻笔，也不是所有的笔画都不驻笔。收笔要自然，不能

过分用力。有的人，每一笔的末尾都驻笔，用笔像切菜，故意用力杵出许多小杠杠，把字写

得很死板；有的人，以为写字要“有笔锋”，就像手上有许多水需要甩干一样，收笔时总是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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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外甩，拉出许多像老鼠尾巴那样的病笔来。 

汉字笔画不是几何线条，不是随便直直地或弯弯地画上一下子可以了，而是要用“起笔—

行笔—收笔”这样一种运笔过程才能构造出来。用三角板、曲尺、圆规等工具画出来的是几何

线条，不是汉字的笔画。 

需要注意的是，汉字笔画的这三个部分，在实际写的时候是一气呵成的，不能拖泥带水

地把三个部分写成三截。 

起笔轻巧，行笔迅捷，收笔自然，一气呵成，这就是笔画书写的基本要求。能够做到这

一点，是写字入门的第一步。 

如果从笔势的角度看，起笔、行笔、收笔的书写动作其实就是起势、顺势、收势。这样

就构成了一个从动作发动到动作还原的完整过程。 

书写动作是连续的，因而上一个动作的收势紧接着就是下一个动作的起势。这样，笔势

就在纸上流动了起来。 

（六）笔画的动态变化 

假如你是一个照相师，要为全班同学照一个合影，你该怎么安排整个队列呢？你多半会

要求站在中间的人正面对着照相机镜头，站在左边的稍微往右边侧一点，站在右边的往左边

侧一点。这样安排出来的队列在照片中才显得美观。同样的道理，一个汉字往往有很多笔画，

这些笔画也需要合适的安排才能使它们在整字中位置恰当，和谐统一。所以，虽然把汉字笔

画归纳成了八种类型，但是不能只死死地记住汉字有八种笔画就万事大吉了，还需要分析每

一类笔画的细微变化，分析它们在长和短、平和斜、正和反等各个方面的区别。比如，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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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画有长和短的区别，横画有“长横”“短横”，竖画有“长竖”“短竖”；有些笔画有平和斜的区别，

撇画有“平撇”“斜撇”“竖撇”，捺画有“平捺”“斜捺”；有些笔画有正与反的区别，比如捺就有“正捺”

和“反捺”。还有些笔画由于方向不同会形成不同的样子，比如钩，由于钩的方向不同，就有横

钩、竖钩、斜钩、卧钩等不同类型；折画由于转向的不同构成的种类更多，成了一个大类，

变化特别丰富。 

如果用毛笔书写，由于毛笔的笔毫是软的，可以有比钢笔更加丰富的变化，造型能力更

强，笔画还可以有粗和细、方和圆、尖和齐的区别。 

可以说，归纳笔画的类型就是对笔画的“质的规定性”的认识，而分析每一种类型里面笔形

的变化就是对笔画的“量的规定性”的认识。这段话听起来不大好懂，换一种说法就好懂了。所

谓“质的规定性”就是笔画的共性，而“量的规定性”就是笔画的个性。比如，虽然不同位置的“点”

具有不同的形态，但是它们都具有“点”的共同性，所以才把它们归纳成“点”。同时，这些具有“点”

的共同性的笔画却又具有不同的个性，所以又把它们分析为“侧点、长点、羊角点、八字点、

左右点、上下点、两点水、三点水、横三点、横四点、聚四点”等不同的“点”。其他笔画的分

析方法和分析“点”一样。而且，这样的分析不是只有一种模式，如果观察得更细，还可以分析

出更多的类别来。 

归纳笔画的类型，这是一种综合能力；辨别每一类笔画的变化，这是一种分析能力。综

合、分析这两种能力是大学生必须掌握的。对笔画的“质”和“量”的准确认识是写字的前提。写

字的时候必须用眼睛仔细观察，用脑子仔细分析，然后才能用手准确地写出来。 

写字训练可以同时锻炼眼睛的观察能力、大脑的分析综合能力和手对笔的控制能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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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是很有意义的。 

（七）笔画的组合方式 

笔画有三种组合方式：相离、相接、相交。 

笔画组合方式可以区别意思，这几种方式不能任意改变。比如，同样是一撇一捺，相离

是“八”，相接是“入”，相交是“乂”（yì，作“义”的声符）。又比如，“司”的第一笔是横折，不能写

成两笔；“可”的横和竖钩不能连着写；“女”的撇折是一笔，不能写成两笔；“黄”的中间长竖要

出头；“卒”字的长竖不能伸得太长，不能和上面一横相接；“文”字独立成字，不管慢写还是快

写，一横写完都要提笔。又如，“切”，左边是“七”，不是“土”；“地”字的左边是“土”，不是“七”。

以上如图 5.4 所示。 

八 入 义 司 可 女 

卒 文 七 切 土 地 

图 5.4  笔画组合的三种方式示例 

（八）笔顺和笔顺规则 

笔顺是笔势连贯的重要保障因素。笔顺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笔画的走向和笔画的先后。

这两个方面的规则都是书写汉字时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需要认真对待。如果书写时违反了

这些规则，书写就会很不顺手。有些人可能会说，我没有按照这些规则来书写，还是把字写

成了嘛，没有见到我比别人慢多少呢？其实，这是因为你只是写一两个字，显现不了遵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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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和违反规则的区别。如果要写很多字，比如上课、开会记笔记，这种区别就会非常明显。

熟练的书写者都是认真按照笔顺规则来书写的。书写是一种习惯，那些不合理的笔顺一旦形

成习惯，是很难纠正的，所以要十分重视笔顺问题。 

不要以为只有楷书才有笔顺的要求，行书同样要特别注意笔顺。行书的笔顺可能和楷书

有一定差异，但道理都一样，都是为了书写顺手。 

1. 笔画的走向 

笔画的走向说的是每一个笔画的书写方向。比如，横，究竟是从左到右书写呢，还是从

右到左书写呢？这是有规则的。如果违反了规则，就是“倒插笔”，是要不得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有些人根据自己母语文字的某些习惯来书写汉字笔画，会形成“倒插

笔”的习惯。这个时候就需要自己比较一下汉字和自己的母语文字的区别。图 5.5 是汉字基本

笔画的书写走向，请认真掌握。 

笔画 举例 正确走向 错误走向 

横 女 
  

提 如 
  

竖 十 
  

撇 厂 
  

捺 
人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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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笔画走向 

2. 笔画的先后 

有些字里面只有一个笔画，比如“一、乙”，这种字就不需要考虑笔画的先后顺序问题。但

是这种字很少，绝大多数的汉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笔画构成的，书写时就要弄清楚先写

哪一笔，后写哪一笔。人们写字的时候总是希望先写的笔画或者便于定位，或者便于搭框架，

后写的笔画或者便于点缀字形，使字形完整，或者便于与接着要写的字联系。有了这个愿望，

人们在长期的汉字书写实践活动中总结了很多科学合理的笔画先后顺序规则。 

下面的七条基本规则和两条补充规则就是其中规律性比较强、覆盖面比较宽的规则。有

些字笔画少，只用一条规则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大多数的汉字是这些规则的综合运用。 

（1）基本规则七条，见图 5.6。 

 

规则 字例 规则 字例 

1. 先横后竖 十 丰 2. 先撇后捺 人 文 

3. 从上到下 二 笔 4. 从左到右 川 须 

5. 从外到内 月 向 
6. 从外到内 

  最后封口 四 直 

7. 先中间后两边 小 水    
图 5.6  笔顺基本规则示例 

（2）补充规则两条，见图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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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字例 

先写左上点后写右上点 头 发 

区字框后写竖折横 区 匹 
图 5.7  笔顺补充规则示例 

笔顺规则是从人们的书写活动中总结归纳出来的，是一种经验性的规则，而汉字的形体

又比较多样，这几条规则不可能完全覆盖所有汉字。比如，“火”字，如果按照像“小”字那样“先

中间后两边”来书写，字形就不容易写得紧凑，与接着要写的字的联系就不大紧密，写起来就

不大顺手，于是大家就按照“先两边后中间”的方式来写，如图 5.8 所示。 

火 火 火 火 火 
图 5.8  “火”的笔顺示例：先两边后中间 

有些汉字的笔顺不止一种写法，其中一种被确定为标准。关于笔顺标准的功能和使用方

法，可参考本书相关内容。 

（九）楷书和行书在笔画方面的异同 

1. 笔画呼应关系 

什么是笔画的呼应关系？笔画和笔画的组合是一种动态的组合，在这种动态组合过程中，

笔画与笔画之间会形成呼应关系。手写字的生动形象就是从这种呼应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呼

应”是一种形象性说法，意思是笔画之间似乎能够对话沟通，能够“顾盼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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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楷书和行书在笔画上的相同点 

行书和楷书的运笔没有本质区别，每一个笔画的运笔过程都有起笔、行笔、收笔过程，

笔画与笔画之间都有呼应关系。 

3. 楷书和行书在笔画上的不同点 

楷书笔画偏向于静态，行书笔画偏向于动态，因此，行书与楷书相比，有以下一些特点： 

（1）行书更加强调笔势的连贯性。 

（2）行书更加强调笔顺的重要性。 

（3）行书有可能出现和楷书不同的笔顺，也有合并相邻笔画等用笔现象。 

（4）行书转换笔画方向以圆转为主，兼用方折。 

4. 楷书和行书的界限 

楷书和行书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楷书和行书都可以写得工整一点，也可以写得适当流

畅一点。写得很工整的楷书叫工楷，写得工整一点的行书或写得流畅一点的楷书叫行楷，写

得流畅一点的行书或写得工整一点的草书叫行草。古代楷书四大家中，欧阳询、颜真卿、柳

公权三家的代表性楷书作品就是工楷，赵孟 的代表性楷书作品就是行楷。 

5. 把握楷书和行书笔画特点的注意事项 

（1）楷书整体风格偏于静态，但是笔画之间仍然有呼应关系，只是这种呼应比较隐蔽，

学习时要仔细观察，认真体会。 

（2）行书适应于快写的需要，笔画呼应会比较明显，但不能过度强调笔画与笔画之间的

牵丝，特别不能把笔画之间的牵丝当成笔画本身来写。行书笔画之间的牵丝是书写时自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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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不是故意写出来的，不要刻意去写那些牵丝。 

二、基本笔画 

将上述关于笔画的知识综合起来，就可以进行笔画的书写练习了。下面按照“点、横、竖、

撇、捺”的顺序安排书写练习材料。 

需要注意，不能忘记每次书写活动开始之前的工作：第一，复习书写“操作系统”的工作机

制、得笔势的基本要领和把握笔性的心理要求（硬笔如刷子，软笔如锥子）；第二，感觉集中

练习。 

（一）点 

点画在字中的位置很灵活，形态变化也非常丰富，要根据点的位置变化写出它应有的形态。 

点画虽小，却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写的时候不可马虎，起笔、行笔、收笔三个阶段必不

可少，只是动作幅度小一些罢了。不是随便把笔尖在纸上杵一下就可以写出正确的点画来的。

写字越熟练，动作幅度越小。看书法家写点，尤其是他们快写时，似乎就是随便杵出来的，

其实动作过程还是完整的，只不过速度很快，动作完成得非常迅速。以上见图 5.9。 

侧点 广 玉 太 长点 不 贝 头 

八字点 兴 共 其 左右点 火 肖 堂 

上下点 冬 枣 斗 两点水 冰 冷 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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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点水 江 波 河 横三点 爱 采 学 

横四点 杰 点 然 聚四点 泰 兆 雨 
图 5.9  点的不同形态示例 

（二）横 

人们常说写字要“横平竖直”。“横平”的“平”不是“水平”的“平”，所谓写字要横平竖直，其真

实含义是：单字不要写得歪歪扭扭；写一句话时，横着写不要爬坡下坎，竖着写不要左歪右

倒。手写字的横画实际上是往右上方取斜势。横画有长横和短横的区别，书写时要注意把握

其中的细节。 

1. 长横要挺拔 

横画中典型的笔形是长横。长横往往作主要笔画，要写得流畅，挺拔，有精神。要多练

习，做到一下笔就可以写出起笔、行笔、收笔三个阶段都完整而又不拖泥带水的横画来。 

作主要笔画的长横，要写得左低右高。楷书是如此，行书更是如此。如图 5.10 所示。 

十 五 女 子 止 可 寺 
图 5.10  长横示例 

2. 组合横长短对比要清楚 

横画长短对比有区别意思的作用，比如“土”和“士”，这时就绝不能任意改动笔画的长短对

比关系，改动了就写成错字了。没有字义区别功能的长短对比是构成字形特征的重要手段，

是认字的依据，是审美的资源。所以，不能随心所欲地乱写，该长则长，该短则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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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横组合，要上短下长，比如“开”字；三横组合，上面的横要短而斜，中间最短，下面最

长，比如“王”字。但是“言”字的长短对比是上一横长，下两横短，不能写反了。以上如图 5.11

所示。 

土 士 志 井 开 去 

三 王 言 丰 生 春 
图 5.11  组合横的长短对比示例 

3. 包围结构中的短横要接左不接右 

横画处于包围结构的中间，要接左不接右。这样可以使字形看起来更加通透、活泼。如

果有两条或三条短横居于包围结构中，要写得轻巧，接左不接右，长度接近，基本平行，上

下分割空间要大致均匀，比如“直”。快写时，这两条或三条短横可以简缩成点，但最好不要写

成一竖。以上如图 5.12 所示。 

日 昌 目 月 身 具 直 真 
图 5.12  包围结构中的短横示例 

这些字不能按照宋体写成两边都接的样子，这样会使字形看起来呆板、僵硬。实际上，

手写字都不能按照宋体字的样子来写，只是这里需要特别强调而已。 

4. 包围结构中的交叉短横两边都不接 

如果短横与竖构成“十”居于包围结构中，两面都不接。即使接，也是虚接。这些字不能按

照宋体字的样子来写。如图 5.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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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甲 由 申 里 黄 单 
图 5.13  包围结构中的交叉短横示例 

这种包围结构的空间往往比较小，在实际书写的时候，有可能做不到十分精确，这不要

紧。但是，在练习的时候必须认真对待。 

（三）竖 

1. 长竖要流畅 

长竖起笔要稳定，行笔要流畅。竖的收笔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写完了把笔停在纸上驻一

下（相当于把竖的末端稍稍“包扎”一下），用这种方法收尾的叫“垂露竖”（就像末端垂着一颗露

珠）；另一种是把笔提离纸面，竖的末尾像针尖，用这种方法收尾的叫“悬针竖”。垂露竖显得

稳定，悬针竖显得爽利。 

竖画作主笔时是竖直向下的，要写得流畅，要曲中求直，用力不可过大，要把有所控制

的力送到底。如图 5.14 所示。 

垂露竖 个 引 禾 

悬针竖 申 半 申 
图 5.14  长竖示例 

2. 组合竖要左短右长 

左右两竖或三竖组合要左短右长，如“其”和“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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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短竖组合，两竖不能平行，要上开下合，左短右长，如“口”。如图 5.15 所示。 

其 村 坚 冈 旧 的 们 

口 田 四 向 而 西 雨 
图 5.15  组合竖示例 

（四）撇 

1. 单撇不要出鼠尾 

撇画有平撇、斜撇、竖撇之分，见图 5.16。 

写撇画不要一开始下笔就想到撇出，要把有所控制的力用到末尾再撇出，仔细观察“人”“入”

二字的撇画形态就可以明白。如果一下笔就想到撇出，中段以后必然无力，形成鼠尾。 

平撇 夭 千 乐 禾 采 系 

斜撇 人 入 个 木 仁 者 

竖撇 厂 历 月 用 片 丹 
图 5.16  撇画示例 

平撇较短，不可马虎，不要写成一横，在行书中也尽量不要这样写。要坚持练习，形成

正确书写平撇的习惯。平撇有时候有区别意思的作用，如果写成短横，意思还会改变，这时

就更不能马虎对待。比如，“夭、千”二字，如果第一笔写成横，就成了“天、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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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合撇不要绕圈儿 

两撇或三撇组合，下一撇的起笔处在上一撇的重心处。三撇中，上两撇稍平，第三撇稍

斜；上两撇稍短，第三撇稍长。快写时两撇或三撇可以有牵丝连接，但不可故意去写牵丝。

快写时也要体现上稍平下稍斜的形态，不可均匀地绕一些弯道了事。左边三撇不可连成一竖，

更不可写成三点水或言旁的样子。以上如图 5.17 所示。 

行 往 参 须 杉 彰 形 
图 5.17  组合撇示例 

（五）捺 

1. 捺的两种类型：正捺和反捺 

捺有两种收笔方法：将笔往右下拉出的叫正捺，有捺角；往回收笔不拉出的叫反捺，没

有捺角。反捺的写法和点相似，有人把反捺也叫做长点。如图 5.18 所示。 

正捺 八 文 这 建 

反捺 头 候 贝 质 
图 5.18  正捺和反捺示例 

写正捺要用一种巧劲儿，要把力送到最后，再把笔尖顺势拉出；不可一下笔就想到拉出。

正捺的样子很好看，给人以舒展、流畅的感觉，这种样子要靠一种巧劲才能写出。有人写正

捺用力过大，把纸都划出印痕来了，写出的捺很粗笨；有的人用力过轻，随便一画就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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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写不出心中想要的样子。这两种情况都需要用反复的书写实验来加以克服。 

写任何一个笔画都需要用巧力，只不过正捺更需要强调这一点。 

2. 避重捺 

一个字中有两个正捺，要把其中一个写成反捺，这叫“燕不双飞”，是为了避免在同一个字

中有重复单调的感觉。 

避重捺有三种情况：（见图 5.19） 

（1）斜捺处于平捺的半包围结构中，把斜捺改为反捺，保留平捺。比如，“这”字，走之旁

里面的“文”的最后一笔就需要把正捺改成反捺。 

（2）两个斜捺上下并排，一般改变上面的，保留下面的，比如“炎”。 

（3）两个斜捺，上面的覆盖下面的，改变下面的，保留上面的，比如“奏”。 

里收外飞 这 达 返 

上收下飞 炎 灸 类 

下收上飞 奏 暴 秦 
图 5.19  避重捺示例 

3. 天然反捺 

下面这些字，最后一笔是次要笔画，本身就是反捺（或长点），不要写成正捺，不能一味

地往右下方拉出，要往回收笔，如图 5.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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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买 卖 外 贝 质 只 真 

典 小 亲 杀 以 不 兴 六 
图 5.20  天然反捺示例 

三、派生笔画 

（一）提 

提是由横派生而来，写法与横相似，但要着重注意二者的不同：（1）提的行笔倾斜度与

横不同，是从左下角出发往右上角运动；（2）收笔方法与横不同，不是在纸上驻笔，而是把

笔提离纸面。如图 5.21 所示。 

我 或 理 球 致 到 路 
图 5.21  提画示例 

书写提画在起笔时要往左下方退一点，以便给行笔留下足够的空间。如果写提画的时候

不注意这一点，就会造成整个字左下方空虚，字形不稳。这种“西南方向空虚”的结构偏误十分

普遍，需要特别注意并加以克服。想一下射箭的动作，要把箭射出去，必须把弓往后拉。再

想一下跳远的动作，道理也一样。 

（二）钩 

钩不单独出现，都是在书写完其他笔画之后再出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