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楷书的横笔是平的吗？ 

 

武际可 

 
在许多指导书法入门的书上说写字应当“横平竖直”。意思是，写楷书的横笔时，应当

把它写得尽量平，而写竖笔时则要把它写得直。经过仔细考察，我们发现，写字时，“竖直”

大致不错，而“横平”的却大成问题。现在我们就来讨论这是为什么。 

特定的文字由特定的书写工具完成。由于使用特定工具的方便，就会影响文字的形状和

结构。甲骨文和篆书，大多是用刀刻的，而刀刻的动作，是竖刻运力比较方便，再加大多是

刻在竹简和木板上的，而竹简和木板的纹路又是竖着的，沿着纹路易于行刀，所以甲骨文或

篆书的笔画是竖笔或斜笔多于横笔，整个字也是纵向长而横向窄了。例如图 1 的“箕”字和

“木”字，作为楷书的一些横笔在作篆书时都变成斜笔或竖笔了。 

       

 
图 1 

说到楷书，应当想到的是，它是在汉代以后，随着书写工具普遍采用毛笔、文字载体又

普遍采用绢或纸这种新的介质，为了书写的普及和方便以及提高书写的速度而逐渐形成的。 

然而，书写速度的提高和方便是和人身体自身的构造密不可分的。我们书写时，一般是

用右手执笔。写小字时，以手腕为依托，写大字时，由于手的活动范围要增大，就要以肘部

为依托，把腕悬起来，写更大的字，更要悬肘。这样，我们在书写不同大小的字时，我们手

的活动范围实际上是由腕、肘和肩关节分别为圆心(如图 2 分别以 C、B 和 A 为圆心)的不同

大小的圆内。圆的半径大致是：以腕为圆心时是 10 厘米，以肘为圆心时，是 40 厘米，以肩

为圆心时是 60 厘米。 

一个起决定意义的事实是，与我们写字右手相关的腕、肘和肩是生长在身体的右侧。在

以它们为依托书写时，它们也自然处于身体的右侧。以腕来说，书写时大约处于人体对称面



右侧 10 厘米左右。肘则在对称面右侧 30 厘米左右。肩关节大约在对称面右侧也是 30 厘米

左右。 

 

 

图 2 

 图 3 枕腕、悬腕和悬肘 

由于以上的事实，写毛笔字时，最省事和最快的方式，莫过于以上述三个圆心来画圆弧。

而横笔的书写也就大致是上述三个圆上的一小段圆弧。由于弧度很小，所以横笔看起来接近

直线，但无论如何还是可以看出它的弯曲来。又由于圆心处于身体的右侧，这段弧就不免看

起来左低而右高，所以实际上我们写楷书的横笔是斜的，不是如有的书上说的“横平竖直”

而是“横斜竖直”。 

就楷书的各种笔画来说，写横笔最为方便，竖笔和斜笔比较不方便，所以事实上，楷书

的结构大致上也是横笔多于竖笔。书写工具由刀刻改变为笔写，介质由竹木等各向异性介质

变为接近各向同性的纸介质，字的结构也随之起变化，这就是篆书的竖笔斜笔多于横笔，而

楷书横笔多于竖笔与斜笔。字的形状也由篆书的竖长进而变为接近横长或方块字。 

为了说明楷书的横笔是斜的，笔者顺序从魏体、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李

邕的字帖中各选了一个横笔较多的“其”字，列在图 4： 

    

 

 
图 4  不同体的其字 

从图 4 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各种不同字体中的横笔都有不同程度的偏斜。以李邕最斜以

柳公权最平。柳公权的“其”字横笔与水平线的夹角约 10°左右，而李邕的“其”字，横



笔的倾角可以达到 20°。 

横笔的倾斜不仅限于横笔要表现一定的斜率，而且会影响整个字的结构。我们考察下面

六个字，仔细看“驾”字下方的四点、“光”字的左右两点、“茂” 字上边的草头、和“禁”

字上边的两个木字、乐字上面的两个幺字和下面的两点、以及爽字的四个叉，它们的分布都

有左低右高的趋势，各部分的位置都要与横笔的斜率相适应。所以我们可以说，楷书横笔的

这种左低右高的特点取决于人体结构，而它又影响每一个汉字的整体结构。这是因为，凡是

顺序写楷书的的左右两部分时，笔从一部分到另一部分移动，也是遵从由左至右的规律的，

笔从一部分移动到另一部分的运行轨迹还是沿着如前述相应的圆最为方便。 

（柳公权） （徐浩） （薛稷） 

（灵飞经） （苏东坡）  

图 5 
 

上面我们讨论的是横笔与字的横向并列要素的偏斜问题。我们的理由是凡是运笔横向移

动时，最为方便的无非是以我们所说的圆心来画圆。但是，如果所有的字都这样来写，那么

每个字都大体上形成一个左下右上的偏斜的平行四边形，如图 6。如果整篇楷书都是这种形

状，就不免过于呆板和单调，一点也不美观。书写不仅有传达信息的实用价值，而且要给人

以美感。 

（苏东坡） （柳公权）

（赵孟頫） （颜真卿） 

（魏体） （李邕） 

图 6  



为了弥补这种缺陷，在字的间架结构上便充分调动竖笔或斜笔来补偿。一般说来，在横

笔多的字中，由于左下右上，所以在这种字的右下角，总是显得空旷。为此，在写竖笔或斜

笔时，就要有意地把右边的竖笔拉长，或用斜捺来补偿这个空档。下面列举的十来个字，都

是属于这种情况。只有按照这种“横笔丢失竖笔补”的办法来布置字的间架结构，在写出一

篇楷书时，才会显得错落有致，生动活勃。 

        （欧阳询） （柳公权） 

（董其昌） （颜真卿） （赵孟頫） 

 图 7 

总结以上所说，楷书的间架结构取决于书写工具，而书写工具的运行又是由人体的结

构所决定。这就是为什么楷书的横笔左低右高，而竖笔大致是右边略长的原因。 

说到这里，我们的结论是，文字的形态是取决于工具和人体相结合的物质基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