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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孫過庭〈書譜〉全文的草構作為分析的資料，梳理初唐時期所顯示的

草書形構取符原則。分析結果顯示：草書取正體字的輪廓可分為四種基本的結構

類型，分別是左右結構、上下結構、左上包圍結構、左下包圍結構。左右結構的

取符方式，依循「口」形取輪廓的原則，同一部件在不同方位的外圍輪廓不同，

保留的形構而有差異。草書依據保留輪廓的原則，不同的字保留的輪廓若相似，

可能造成異字同形的草構；草書同字異形則是因為保留的正體字的輪廓繁簡有異，

或是運用不同的草書書寫特性，而產生不同形構的草書。只有少數的草書屬於取

正體字特徵的字，保留中軸的部件，省略左右的輪廓，或是保留極簡的首符和尾

符特徵，導致草構和正體字的輪廓無法對應。本文從形構的面向理解草書的由來

和變化方式，著重草書所保留正體字的形構，而非減省的部位。期望透過分析草

書保留的部件，建構取符的原則，梳理出草書取符的脈絡，理解草書異字同形和

同字異形的原由。 

 

 

 

 

 

 

【關鍵詞】孫過庭、書譜、草法、形構、取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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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孫過庭〈書譜〉(687 年)總結初唐之前的書法理論，是第一篇真正的概論性

文章，涵蓋書法學術研究的重要議題，包括藝術形象的特質、書家的抒情觀、書

法的創作觀、技法觀、書體觀、學習觀、審美標準、學術性的真偽觀。孟安康整

理〈孫過庭研究文獻綜述〉，提出研究成果： 

 

近當代對孫過庭〈書譜〉的研究大致可分為三種思路：其一、以原典為本，

僅作釋讀、譯注及考證等工作；其二、以〈書譜〉基本理論為原點，闡明自

家的書法思想和書寫技巧；第三、以文學或美學學科的某一種視角解析〈書

譜〉的書學思想。1 

 

    由孟安康的研究成果可知，近人對〈書譜〉的研究議題，著重在書論和美學

思想，甚少對書譜的草法做系統性的分析研究。以「書譜」、「草法」作為關鍵字

搜尋文獻，僅能獲得零星的教學推廣型文章，以舉例的方式簡單說明草法。臺灣

的博碩士論文以〈書譜〉為研究主題的共有六篇2，這六篇也都是以書論和美學

思想為研究的主軸，其中，對草法有進一步分析的是李瑞榮的碩士論文《孫過庭

〈書譜〉書論及技法析論》。李瑞榮深入分析〈書譜〉在筆法上所體現的變化，

至於草書結構變化及草法的規則，僅以舉例說明的方式簡要的概述。 

 

                                                
1
 孟安康，〈孫過庭研究文獻綜述〉，《大觀》，第二期(河南：開封東京文學化傳媒，2019 年 2 月)

頁 54。 

2
 彭道衡。《孫過庭〈書譜〉書學理論與書法藝術之研究》(臺中師範學院語文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2003)。翁文章，《〈書譜〉中「五乖五合」美學思想之研究》(華梵大學工業設計系碩士論文，2007)。

李瑞榮，《孫過庭〈書譜〉書論及技法析論》(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國語文碩士論文，2008)。

戴金慧，《孫過庭〈書譜〉書法美學思想研究》(南華大學哲學與生命教育學系碩士論文，2013)。

陳耀銓，《孫過庭〈書譜〉之書論研究》(碩士論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2016)。陳

金在，《孫過庭書論與書蹟之研究 》(明道大學中國文學學系碩士論文，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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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觀〈書譜〉的研究成果，發現一處研究缺口：〈書譜〉在書論和美學思想

的代表性和卓越性，使得後人忽略了〈書譜〉在今草的草法規律性上，所體現的

價值。從草書發展的進程分析，孫過庭的〈書譜〉在草法規則的體現，是極為重

要的代表書作。孫過庭(648－702 年)撰寫〈書譜〉時(687 年)，正值唐代盛行狂

草書風之前，書家欲求變化的年代。在初唐書法大家殞世3，直到張旭狂草受到

世人讚譽之前4，這期間約三十年間，沒有出現影響草書發展的重要書家。孫過

庭雖然沒有影響草書風格的發展，他所撰寫的〈書譜〉卻是草書在草法發展的總

結性成果。這點獨特的價值，被隱沒在〈書譜〉書論和美學思想的卓越性光芒之

後，甚少學者梳理出〈書譜〉在草法上顯示的核心原則。 

 

    今人學習草書，把東晉王羲之的《十七帖》、隋智永的〈真草千字文〉以及

唐孫過庭的〈書譜〉視為入門的經典法帖。若從草法的規範性分析，孫過庭的〈書

譜〉是三大名帖中草法最為穩定的草書。宋米芾《書史》云：「凡唐草得二王法，

無出其右。」進一步探究〈書譜〉與《十七帖》、〈真草千字文〉在草法的傳承脈

絡。今草成熟於東晉二王，王羲之的七代子孫智永手抄〈真草千字文〉數百本，

推廣王羲之的草書，全文以真書和草書對應的方式撰寫，便於後人學習。直到初

唐，唐太宗獨尊王羲之，下紹編《十七帖》，有助王羲之草書的推廣。孫過庭在

〈書譜〉中自言臨摹王羲之的書法長達二紀(二十四年)，持續不間斷，可見孫過

庭投入書法的熱情。雖然〈書譜〉沒有具體的探究草書形構與正體字之間的關聯

性，然而全文以草書寫成，從行文中草書形構的修改字跡，可見孫過庭使用草書

形構的嚴謹性。孫過庭的〈書譜〉撰寫的性質不同於賀知章的〈孝經〉、李懷琳

的〈絕交書〉兩篇草書作品，後兩篇草書是抄寫文章的書跡，〈書譜〉則是孫過

                                                
3
 虞世南卒於 638 年，歐陽詢卒於 641 年，褚遂良卒於 659 年。資料來源：高明一，《中國書法簡

明史》(臺北市：雄獅，2009)，頁 166。 

4
 張旭生卒年不詳，大約 675-750 年。(引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B5%E6%97%AD)

孫過庭卒於 702 年(出處同上註之頁 167)，張旭大約二十七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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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創作性的文章，更能顯示草法內化後，不假思索的草書運用能力。綜上而論，

大體上孫過庭〈書譜〉撰寫的草書，是從王羲之(361 年卒)之後，經過時間的淘

選，被使用者接受，乃至廣為流傳的草書結構。 

 

從〈書譜〉的草書形構比對智永〈真草千字文〉，可看出兩者之間相似之處，

推判孫過庭亦精熟智永〈真草千字文〉的形構。換言之，孫過庭將《十七帖》和

〈真草千字文〉的養分吸收之後，轉化為以草書行文的能力。孫過庭對草書的熟

練，可謂示範性的寫出草書發展至初唐階段，書家認同的草書寫法。因此，透過

〈書譜〉草書形構的研究，將能梳理出唐代草法的規範。〈書譜〉中有將近五百

字是智永〈真草千字文〉和王羲之〈十七帖〉沒有的字，而孫過庭運用合乎草法

寫出的草構，值得後人全面性、系統性梳理〈書譜〉的草法規則。孫過庭的〈書

譜〉在草法的穩定性或規則性優於智永〈真草千字文〉和王羲之的《十七帖》，

主要原因是繼智永〈真草千字文〉之後，又經過至少一百年的推廣使用，辨識度

低，或是易混淆的草構，已經過社會性的篩選而保留溝通性佳的結構。 

 

由於〈書譜〉是一份長篇的文稿，全文三千七百餘字以草書寫成，難免出現

筆誤錯字，或是基於不同的草法，出現同字異形或異字同形的草構，使得後人必

須依照前後文，字的形體結構判別釋文。〈書譜〉中被討論的墨蹟辨誤包括：「鶩、

伯、忝、姿、效、隱、宣、染、閡、妥、畐、章、蒙、諜、縱、窮、議、諳、 

 詣、喪、浸、吏、違、括。」然而，除了這些有爭議的草書釋文，其他能確定

釋文，也有許多需要特別分析草法的取符方式，或是上溯字源，才能真正理解 

草書與正體書對應的關係。 

 

    唐代書法重視法度，初唐的草書，更是總結東晉王羲之以來的草法，達到穩

定使用的規範階段，正因過於「規範」，促使反動的狂草書風興起，在書法史上

開創草書的特殊風格。張懷瓘在《書斷》云：「王逸少與從弟洽，變章草為今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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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媚婉轉，大行於世，章草幾將絕矣。」5由此可知，今草把章草的書風改為「韵

媚婉轉」，行筆更加流暢，在形構上並沒有太大的改變。張懷瓘論及章草的特性：

「此乃存字之梗概，損隸之規矩，縱任奔逸，赴連急就，因草創之意，謂之草書。

惟君長告令臣下則可。」6章草乃「存字之梗概，損隸之規矩」，「梗概」在西漢

揚雄的著作《揚子方言》：「梗，略也。梗槩，大略也。」7意即「保留當時的正

體字8大略的字形，減損隸書的規範」。從張懷瓘對章草和今草特性的論述，代表

唐人認為草書是保留隸書大略的形體。從文字形構的演變分析，漢字發展至隸書

已達穩定的字形，隸書之後的楷書，只在字的外形比例，以及少數筆法做改變，

隸書和楷書在字形本身的結構層面而言，大致相同。因此，正因為隸書和楷書在

形體結構相似性高，今人學習草書，以現行的正體字楷書作為理解草書形構的取

符方式，是可行的，也是最便捷的方法。本文側重〈書譜〉在形構上所顯示的草

法規則，採用比對的方式，梳理出草書「存字之梗概」的類型。其次，針對楷書

和草書字形對應性弱，或是局部的部件對應性不佳的字，進一步探究草書的字源，

找出最接近草構的正體字，再進行草書取符的說明。期望透過對孫過庭〈書譜〉

草書形構的探究，能建構系統性的取符原則，有助理解草書形構和正體字的對應

關係。 

 

 

 

 

 

                                                
5
 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選編校點，《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4 年

6 月)，頁 166。 

6
 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選編校點，《歷代書法論文選》，頁 162。 

7
 《康熙字典．內府本》，頁 1264，引自《以觀書法》APP 電子資料之原書影本。 

8
 本文使用的「正體字」與「主用字體」或是「官方文字」涵意相同，意指每一個朝代作為傳達

政令、推行教育的文字，稱之為「正體字」，秦篆、漢隸、唐楷都是該時代的正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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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詞釋義 

(一)形構 

大部分的漢字文字學，研究文字造形的演化，以「構形」稱之。9本文探究

草書形體結構與正體字的對應關係，偏重字形差異的比對和取符原則的運用，因

此以「形構」作為比較字形對應性的說明用語10，以別於文字學的專有名詞「構

形」一詞。文中說明，為求省簡，草書形構以「草構」稱之，篆書形構以「篆構」

稱之，隸書形構以「隸構」稱之，楷書形構以「楷構」稱之。 

 

(二)取符方式 

「取符」的「取」具有「採用」、「保留」之意。「符」字代表符合草法的寫

法，包括已經形成符號的代表寫法，也包括順應草書使轉而保留的形構。今草的

取符方式分成兩大類，一是取輪廓，二是取特徵。依方向性區分取符的方式，可

分為取：右符、右上符、左符、左下符、左右符、左中右符。由於右符和右上符，

方位相同，有些合體字，難以明確切分兩者的界線，因此右符和右上符，合併在

一類。同理，左符和左下符，屬於相近的方位，也合併為一類。(參見圖 1) 

 

 

 

 

 

 

 

                                                
9
 劉釗，《古文字構形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 年 5 月，1 版)，頁 2。 

10
 林志博，《唐代草書形構規範及書寫文化之研究》(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論文，2018

年 7 月)，頁 156。 

圖 1 「口」形取符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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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草書形構探究 

草書是「存字之梗概」，「存」是保留，「字」是指正體字，「梗」，略也。「梗

概」，大略也。「存字之梗概」指保留正體字「大略」的字形，大略包括特徵和輪

廓。草書的形構是對應正體字而來，換言之，草書是正體字的草寫字。然而「正

體字」因為文字的演變，大篆、小篆、隸書都可能是草書所對應的正體字。由於

隸書和楷書在結構上大體是相同的，兩種書體在筆法的特徵有較大的差異，因此，

今人在草書與正體字的對應關係，可透由和隸書結構相近的楷書理解草書保留正

體字的「梗概」。 

 

草書發展的階段，依據草構的結構與筆法特徵區分為三個階段：早期的草書、

章草、以及今草。11今草成熟於東晉二王，隋代至初唐時期今草的形構已達規範

期。隋唐今草的結構和當時的真書具有密切的相關性，今草的筆法省去章草的波

折、雁尾，筆畫使轉更加圓轉流暢。本研究的「草書」實指「今草」，以孫過庭

〈書譜〉的草書形構為主要分析內容，行文中的「草書」與「今草」同義。真書

又稱為正書或楷書，屬於正體字的類型，相對非正式場合書寫用的草體字。本研

究中所使用的真書、正書都是指隋唐時期的楷書。以下先歸納〈書譜〉全文草書，

「存字之輪廓」的類型，再說明「存字之特徵」的類型。 

 

(一)取輪廓的草書形構 

從楷書和草書形構的對應關係，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包括兩大區塊的結構，

分別是左右組合、上下組合、左上包圍、左下包圍這四大類。左右組合的字，依

據書寫的順序由左而右，因此左邊的形構稱為首符，右邊的形構稱為尾符。上下

組合的字，書寫順序由上而下，因此上面的形構稱為首符，下面的形構稱為尾符。

同理，左上包覆的形構，先寫的部分稱為首符，被包覆的形構稱為尾符。左下包

                                                
11
 金開誠、王岳川主編，《中國法文化大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頁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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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的結構，筆順有兩大類，第一類是「辶」部，筆順由上而下，先寫被包覆的部

件，故被包覆的形構稱為首符，左下包覆的形構稱為尾符。第二類是「走」部，

筆順由左而右，被包覆的部件後寫，故「走」是首符，被包覆的部件是尾符。另

外，全部包圍的結構，例如「國」、「回」等字，理解本文探究的基本類型，將可

類推至全包圍的字，故不增列此類。 

 

1.取符的基本類型 

(1)左右結構取首尾符 

 

 

 

 

 

 

頃     糾    繩      斷     記      就     張      派 

草書保留字形的代表形構可分為兩大類。其一是保留輪廓，其二是保留特

徵。本文先就保留輪廓的類型進一步說明。若是正體字的結構可明顯區分為兩

大區塊，先寫的區塊稱為首符，後寫的稱為尾符。首符和尾符都會保留一部分

正體字的外圍輪廓，首尾符的輪廓，與其所處的方位關係密切，例如「頃」字，

左邊「  」保留左邊的輪廓，右邊「頁」保留右邊的輪廓。(見圖 2) 

 

 

 

左右結構的字，草書取首符和尾符的例字包括：糾、繩、斷、記、就、張、派。

這八個字，從整個字的取符方式來看，保留左邊的輪廓和右邊的輪廓，要理解

整個字的取符方式，必須再進一分析個別部件的取符原則。例如「糾」的左偏

旁「糹」，草書符號作「  」，此符號在漢代草書已發展成熟。「  」保留「糹」

開頭兩筆快寫連帶後的右旋筆畫，下方保留豎畫和左點(短撇)，省略右點。 

 

 

圖 2 「頃」取廓解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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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構「  」隸化之成變「   」，「糸」的下方是「小」或縮短為三點，基於左

邊部件取左邊輪廓的原則，因此保留「小」的豎畫和左點，省略右點。此項特

徵，還包括常見的部件或部首，例如：忄(性)、木(枯)、禾(私)、示(神)、衣(被)、

火(燥)、矢(矩)、  (難)、貝(贍)。「糾」的右邊部件「丩」，保留右邊輪廓，以

一豎代之，故「糾」草書作「   」。 

 

「繩」字，草書作「   」。左邊部件「糹」取左邊輪廓作「   」，右邊「黽」

保留完整的右邊輪廓。左右部件基於同向連筆，左邊的「   」末筆連帶至「黽」

的上橫，省略靠近中間的短豎。推測右上部件中間的點是「   」的下橫，而

非左豎，因為類似「口」形的變化結構，大都保留右邊形構，省略左邊的豎畫。 

 

右符「黽」的中段寫法，有如草書對稱符「   」的寫法。若從取符的原

則，自然也能寫出同對稱符的形構。左邊如同「  」的形構，此部件在「繩」

的左邊，所以「  」省略靠近中間的豎畫，取三短橫「  」，而第二短橫和第

三短橫可連寫成一豎，於是寫成「  」的形構，末筆挑是帶筆。右邊「  」，

取右側輪廓，故保留「  」。 

 

「斷」字，草書作「   」，左邊部件「  」的右邊輪廓是上下兩個「幺」，

若上溯至篆書，「斷」作「   」，左邊部件結繩成圈的形構，延續秦代雲夢

睡虎地秦簡的「   」、漢代銀雀山竹簡的「    」，西晉〈名定墓誌〉，「   」

仍維持「糸」部上方的篆書特徵。推論「斷」字，草書「   」的形構，取

上面部件「  」的右側輪廓，再加下方「  」的右側輪廓，保留三個類似半

圓的弧度，因此形成「   」的形構。「斷」的右邊「斤」，從第一筆順勢往

        

忄(性) 木(枯) 禾(私) 示(神) 衣(被) 矢(矩)  (難) 貝(贍) 



書畫藝術學刊 第三十三期                                                              

 180 

下書寫，遇到接點就轉向，草構作「   」。 

 

 

 

「記」字，草書作「   」。左邊部件「言」，筆順由上而下書寫，屬於上

下結構的獨體字，基於取輪廓的原則，保留最上方的「亠」和最下方的「口」。

〈書譜〉全文，左偏旁是「言」部的共有 36 個字，取首、尾的草構「  」書

寫的草書，只有 3 個，分別是「訓」、「詩」和「訛」。另外，「詞」字，草書作

「   」，左邊「言」部寫作「  」，也不是使用最常見的「  」，而是採用行書

寫法。「言」作「   」或「  」，有兩個因素。其一，提高辨識度，例如「侍」、

「待」、「詩」都是常見字，若都以「  」代替左偏旁，這三個字容易混淆。「詞」

字，若「言」部用「  」代之，此筆連帶至右邊部件，草構容易與「司」合體

成「同」的形構，故以「   」作為「詞」字「言」的草構。其二，增加變化

度，例如「訓」的「言」，若再以「   」代替「言」，此字就會出四筆豎畫，

筆形的重複性太高，也難以辨識草構。「訛」使用「   」代「言」部，推測為

了和「沎」有所區別。「沎」的左邊部件是「氵」，可連寫成「  」，若「訛」

的「言」也作「   」，會與「沎」相混淆。故「訛」的「言」作「  」，辨識

度較高。 

 

「記」字，草書作「   」。從武威漢簡的「記」字，〈石門頌〉的「記」

字，可見「己」字轉角筆畫已趨向圓轉，右邊的部件「己」，中間的形構「   」，

草書化曲為直，再加上首、尾的筆畫，故「己」草寫後作「   」。「己」的草

書書寫特性，同樣的慣性可見於「尸」的草構，例如「尺」字的草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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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字，草書作「   」。左邊部件「京」可分為上、中、下三段，上方

「亠」寫成「   」，改變接點的位置，減少空中提筆移動的路徑，中間部件「口」

保留右邊「   」形構，「  」與「   」的兩橫，採用共用筆形的方式，因此

「   」與「   」合併作「  」。最下方的部件「小」在合體字的左邊，取左

邊輪廓，省略右邊的小點。綜合上述，「京」在左偏旁，草書符號作「  」。右

邊部件「尤」取右邊輪廓，第二筆撇屬於組合字內側的筆畫，常被弱化，因此

撇畫過了首橫的接點，寫到和右邊的「乚」相碰處，在此轉向「乚」。「尤」的

橫、撇、豎曲鉤連帶之後，就寫作「  」的形構。由「就」字的取符方式可知，

左右組合的字，取符方式建立在獨體字草書取符的規則之下。換言之，大部分

的合體字維持獨體字取輪廓的原則，保留組合後的外圍輪廓，若在合體字的左

側，則保留左側輪廓；同理，在右側的部件則保留右側輪廓。 

 

「張」字，草書作「   」。左邊部件「弓」，化曲為直，減少曲折的筆形，

快寫作「  」。右邊部件「長」，取最上橫畫，中間長橫，下方「   」的輪廓

「   」，故「長」的草構作「   」。「派」字，草書作「   」。左邊部件「氵」，

第二筆和第三筆連寫成一筆，「氵」草書符號作「  」。右邊部件「   」，保留

最上輪廓「   」和最下輪廓「   」，下方輪廓快速連帶後寫作「    」，「   」

的上、下輪廓組合後，草構作「   」。唐代《樊興碑》(650)的「派」字作「    」，

與草構「    」相同，亦可作為「派」字對應的異體字。 

 

(2)上下結構取首尾符 

 

 

 

 

 

 

乖     春    兼     今     書    包    考      貫     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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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字，草書作「   」。「乖」可分解為「千」和「北」，此字的開頭，

以順時針方式使轉一圈，有助帶往下一筆畫，持續右迴旋的筆路。「乖」字，

運用三次順時針迴旋，一筆連帶完所有的筆畫，中間無需停筆，重新開頭。「北」

在此字，清楚顯示保留的輪廓，右邊部件「匕」，保留最後一筆，省略右上的

短橫。由於同一個部件，因為所處的方位不同，被保留下來的形構可能會有差

異，或是因為處在不同的方位，筆順也會有差異，例如「耳」字，在組合字的

左邊或下方，最後一筆則不同。「耳」在左邊，橫畫是最後一筆，能順勢連帶

到右邊；「耳」在下方，豎畫是最後一筆，能順勢連帶到下一個字。同理，「比」

在「皆」字上方，右上的「匕」，考量末筆要連帶到下方的「日」，故採用末筆

是豎畫，能順勢帶到下方的部件。由此推論，「皆」的「比」，左邊的「  」取

左邊的輪廓「  」，順勢連帶至右邊部件「匕」的短橫，再往上帶至「乚」的

豎畫，如下方圖示。「比」的草構寫法，可運用在「潛」字的草構。比對「潛」

的草書「   」，右上的形構和「比」在「皆」的草構相同，但是「   」的部

件，和「比」的部件，繁複程度差異甚大，何以兩者採用相同的形構？「  」

和「比」從正體字分析，「   」左右兩個部件的右下角，恰恰和「比」相同，

因此「比」和「   」在草構上產生同化的效益，都作「   」。 請看下方圖示

圈起來的部分，此草構是古人非常敏銳的替代法。 

 

 

 

 

 

 

 

 

 

「潛」字，草書作「   」，與「皆」的草書「   」相較，「   」右邊的部件，

中間比「皆」多一橫畫。上溯「潛」的隸書，〈夏承碑〉作「   」，〈曹全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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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東晉王羲之〈集字聖教序〉的行書作「    」，王獻之的〈洛神賦

十三行〉作「   」，隋智永〈關中本千字文〉的「潛」作「   」，直到初唐的

褚遂良〈雁塔聖教序〉作「   」，這些潛字，都保留從漢隸就有的橫畫，因此

「潛」的草書，右上部件取符方式同「比」，再加上保留隸構中「比」和「日」

之間的橫畫，因此草構作「   」。 

 

「春」字，草書作「   」，撇捺連寫成一橫，「日」取左下符「∟」的筆

形，再加上一點，代表「日」中間的筆畫。「春」的撇、捺在隸、楷是重要的

特徵，但是在草書，這兩個筆畫是向外發散伸展的筆畫，寫完左撇，要到右捺，

筆在空中迴旋的長度會降低書寫的速度，故隸、楷中的撇、捺在草書中被弱化。

撇、捺同時出現在一個字，草書弱化的方式有三，以智永〈真草千字文〉的草

書為例：第一種，縮短撇、捺的長度，例如「合」、「琴」的草書；第二種，改

變筆形，將兩筆連寫成一橫，例如「谷」、「秦」的草書；第三種，完全省略撇

捺，例如「承」和「寒」的草書。 

 

「兼」字，草書作「   」，典型的取上、下輪廓的字。上方部件「  」只保留

最上方的輪廓「丷」，省略橫畫。「兼」字的篆書作「   」，下方的部件和上方

的形構是一體的，直到隸變之後，出現最下方的寫法是四點「   」，和上方的

形構分離，此寫法至初唐，都是普遍使用的形構，至顏真卿、柳公權的楷書，

才又恢復中豎是從上而下貫穿一體的形構。「兼」的草書從隸書的形構，故取

最下方的輪廓，保留四點，而草書的書寫特性，可將四點連寫成一橫，因此「兼」

的草書，保留上下輪廓之後，草書作「   」。「兼」字的草構，值得特別留意

      

合 琴 谷 秦 承 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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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徵是「   」只取「丷」，而非保留完整的部件。上方部件保留最外層的輪

廓，常省略部件的下橫，相同的例字還有「共」的草書「   」、「今」的草書

「   」。 

 

 

 

 

「今」字，草書作「   」，是非常典型的取最上和最下輪廓的草書。部件

「   」為求快速，撇、捺的接點原本在最上方，撇畫為了快速轉向捺，因此

兩筆畫的接點，下移至第一筆的底端，草構作「   」。「   」的草構「   」，

省略下方的短橫，此方式同「兼」字最上方的「   」，只取輪廓「丷」，省略

下方的橫畫。由此可見，保留輪廓的原則，可以只保留最外層的形構，不需要

寫出完整的部件筆畫。下方的部件「  」，在漢簡「    」的形構作「   」，

魏鍾繇、東晉王羲之寫「今」的真書，最下方皆寫作一點，故草書取下方輪廓

的筆形「點」。綜上而論，「今」字的草書，只取最上和最下的輪廓。 

 

 

 

 

「書」字，草書作「   」，也是典型取上、下輪廓的例子。「書」取最上

的輪廓，保留「   」；取最下的輪廓，保留「日」的右肩「  」。上、下輪廓

連帶書寫後便成為草構「    」。 

 

「包」字，草書作「   」，首符「   」在上方，取其輪廓，右邊的筆形

「   」縮短為「   」的形構，把右上包圍的結構改為上下的結構。此特徵和

接點轉向的原則是相同的，當上方的形構「   」寫到接近「巳」的上方，就

轉向「巳」的首筆處，以利連帶，此字體現草書縮短書寫路徑的常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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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字，保留正體字大部分的形構，草書作「   」，比對草書和正體字

的關係，最下方的輪廓「ㄎ」，中間有兩處的轉折，依據草書的書寫特性化曲

為直，因此將轉折之處，順勢拉長一弧線，此原則可見於「記」的草書「   」、

「尺 」的草書「   」。 

 

「貫」字，草書作「   」，上方部件「   」是「口」形的變化款，與「田」

的取符相似，取左、中、右的豎畫，「   」先寫長橫，再寫左、中、右三筆直

向的筆畫。智永〈真草千字文〉的「薑」字，草書作「   」，保留「田」的左、

中、右豎畫，再運用同向連筆的書寫特性，以一長豎貫穿兩個「田」字的中間，

使轉連帶之後，便產生與「米」相似的形構。推論孫過庭寫「貫」的草書「   」，

運用「薑」的草書「   」的取符原則。另一個包含「   」部件的常用字「實」，

「   」在「實」字中，屬於中間的區段，不會影響四周輪廓的形構變化，因

此智永〈真草千字文〉的「實」字，草書「   」使用最簡約的「點」代替「    」。 

 

 

 

「貫」的下方部件是「貝」，「貝」的最下形構是「   」，橫畫寫完，往上

使轉，以逆時針空中迴旋的筆路，再接到至下方的撇、點，因此寫作「大」的

形構。「貫」字，草書省略了中段的形構，如同「實」以最簡化的筆形代替「   」，

「貝」也只取最下方的輪廓，運用了取上、下輪廓，省略中段的原則。 

 

    孫過庭〈書譜〉的「甚」字，草書作「   」。王羲之「甚」字，草書作「   」，

從這兩個「甚」字的草書連帶方式推測取「甚」字開頭，取左上的形構「十」，

再取下方輪廓「   」。從「甚」的篆書「   」可知，「甚」從「甘」、「匹」，

隸變之後，上下部件相連成一體。基於「甚」從「匹」，取尾符，除了保留左

下之外，部件「   」保留右側筆形，「   」在草書，習慣作「丷」，故末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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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變成「  」，只是王羲之把「ㄈ」裡頭的末筆「  」，寫到「ㄈ」之

外，因此，「甚」字，草書「   」末筆是實筆，不是帶筆。從居延漢簡的草書

(參見下方圖例)，也可看出「甚」字保留首、尾符的特徵。 

 

    從明清時代的書家所寫的「甚」草書，可理解前人對「甚」的草寫想法。

明沈粲寫作「   」，清朱耷寫作「   」、清吳昌碩寫作「   」。可知明清時代，

「甚」保留正體字的首符有兩種寫法，「   」或「十」，尾符可作「   」或「    」。

若從保留的首符為「   」，則「甚」的草構，開頭可用短橫起筆，代表兩點連

帶成一橫畫，故「甚」的草構，開頭可多一短橫，如同《草韻辨體》的「甚」

作「   」、「   」。 

 

 

 

 

 

 

 

 

「樂」字，草書作「   」。〈書譜〉全文有七個「樂」字，其中四個「樂」

字，首點和中間橫畫，以清晰的撇畫連帶，另外兩個「樂」的連帶較為細、短，

看似虛筆。為了確認「  」上橫和中橫之間的撇是實筆或帶筆，可從漢簡的演

化中，推論此撇的虛實。居延漢簡的「樂」字，從繁到簡都有，上方的部件「白」、

左右的「幺」，先省成三個「厶」，再各自省成一點，最後，再將三點連成一橫，

由此推論，兩橫中間的撇是虛筆，連帶第一筆和第二筆，因此，「樂」字，屬

於取首符和尾符。首符由「    」先省成「    」，再簡化作「    」，最後運

用草書的書寫特性，將三點連成成一橫，橫畫再縮短，於是筆形像點，故「樂」

草書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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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1 樂 2 樂 3 樂 4 樂 5 樂 6 樂 7  

 

 

 

從「乖、春、兼、今、書、包、考、貫、甚、樂」的草書形構探究中，歸

納出上下結構的楷書，草書取首、尾符的輪廓，運用了草書的書寫性特色包括：

同向連筆、接點轉向、移動接點、改變筆順。在取輪廓的原則下，取外圍輪廓

的形構，不一定要保留完整的部件，甚至會把筆形切斷，只維持形的相似，不

受限於筆形運筆的方向性。 

 

(3)左上包圍結構取首尾符 

 

 

 

 

 

 

 

為       危 

 

「為」字，草書作「   」。首符取開頭兩筆，點、撇連成一短橫，右迴旋

順勢接側下方右邊輪廓，尾符取最下方的輪廓，草構作「    」，首、尾符合

寫為「   」。 

 

「危」字，草書作「   」。首符取上方輪廓，保留「   」的形構，尾符

「   」取下方輪廓，草構作「    」。「    」草構作「   」，「    」草構作

「   」，都是在接筆處或靠近接筆的水平位置轉向，符合草書的書寫特性，以

縮短書寫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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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左下包圍結構取首尾符 

 

 

 

 

 

 

追       迅      逮                      越     趣 

 

「追」字，草書作「   」。右上部件「  」的草構「   」顯示三點草書

的書寫特性。第一，撇、豎同屬直向的筆畫，連寫成一筆；第二，縮短書寫路

徑，不走「回頭路」。從「追」、「迅」、「逮」這三個草書的筆路，可看出中間

部件寫完，連帶至下一筆的時候，以水平方向平移至「辶」的草構開頭，而不

是往左上接「辶」部第一點的相對位置。草書筆畫間的連接方式，可採用「順

勢而下」取最短的距離，又保有良好的區別度。草書「順勢而下」的書寫特性，

也就是上一筆末端，直接轉向下一筆的開頭，若無法直接轉向，採用平移的方

式銜接下一筆。接筆轉向和平移的書寫特性，在初唐之前的草書，大都保有這

個特徵。狂草的表現性式，快速流暢的實用目的，並非狂草最重視的，因此筆

畫的銜接方法，不一定是採用「平移」的方式帶至下一筆。 

 

「迅」字，草書作「  」。「迅」篆作「   」，右上部件「   」，右弧只寫

到「十」的橫畫附近，此形構延用至北魏、初唐的楷書，例如〈元萇振興温迫

頌〉的「迅」作「   」，〈張玄墓誌〉的「迅」作「    」，初唐顏師古(581 年

-645 年)〈等慈寺碑〉的「迅」作「    」；由此觀之，〈書譜〉的「   」字，「辶」

部包圍的部件「   」，結構延續篆書的分布方式，只是增加筆畫的連帶性。草

構「   」取首符「  」和尾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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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字，草書作「    」。左邊的部件「走」，在合體字的左偏旁，採用

取輪廓的方式保留最上的「十」，下方的「    」連帶後作「   」，末筆書寫

方向朝向右邊第一筆，故以挑的筆形往上帶筆，「走」在左偏旁的草構作「   」。

右邊部件「   」取右邊輪廓，故省略靠近中間的豎撇，草構作「   」。「趣」

字，草書作「    」。左邊部件「走」，草構作「  」，右邊「取」，保留輪廓「   」，

故草構作「   」。 

 

2.取符的變化類型 

當合體字的組合部件比較繁複，可分為三個區塊，分區塊的方式是正體字和

草書的部件，兩者之間的轉換關係，已形成可對應的規律。因此，依據首、尾符

的四種基本形態：    、    、   、    ，在首符和尾符的中間，再加一個中

間的區塊，簡稱為中符。由四個基本形態擴充的類別有八種，分述如下： 

(1)左右結構取首(左)、中(左)、尾(右)符 

 

 

 

 

 

 

雖       郗       敷        齡        鄙       顯 

 

左右結構的字，依組合字的繁複程度，可再將兩邊分為上下兩半，形成不

同的擴展類型，本文舉常見的八種形態進行說明。更繁複的組合型態，只要掌

握取符的核心原則，就能擴展草書的取符方式。首先，說明左邊分成兩區塊，

上面為首符，下面為中符，右邊部件為尾符，以下舉「雖」、「郗」、「敷」、「齡」、

「鄙」、「顯」作說明。 

 

「雖」字，草書作「   」。首符「口」，中符「虫」，尾符「隹」。左邊的

草構「  」與「阝」在左邊的行書寫法相似，若是利用「阝」行書的形構幫忙

記憶「虽」草書的寫法，難以類推至其它的草構。從取符的方式理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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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來，可建構具有擴展性的取符原則。「口」取右符，保留「  」，「虫」取右

符，保留「  」，省略最後的點，以利連帶至右邊部件。上符的「   」和中符

的「  」連帶成一個形構，就寫成「  」。右邊部件「隹」，取右邊輪廓，省略

左豎，最一後點補點應該是「隹」的最上點。孫過庭在書寫右邊部件的「隹」，

大部分都會補上一點，從〈書譜〉中「雅」的草書「  」，最後一點補的位置，

恰恰在「隹」上點的位置，因此推論此點並非基於形構平衡的補筆點，而是有

實質筆畫的點，只是孫過庭把此筆落在最後的筆畫。大部分的書家在寫草書的

「隹」，不寫此點，而孫過庭慣用此點的好處，能和「生」的草構有所區別。 

 

從「雖」的草構取符分析，可得知「口」形字的取右符，使用範圍不限於

右邊部件的輪廓，而是取符的通用規則，即使在左側的部件，也能運用取右符

的方式。 

 

「郗」字，草書作「   」。「郗」字，左邊「希」從楷書分解部件的方式，

會把「ㄨ」和「布」分成兩個部分，但在草書慣用的連帶方式，「ㄨ」可和「   」

組合成一個部件「   」，這四個筆畫，從草書的書寫特性理解「   」的草構，

推論前人應該是基於取輪廓的原則，保留上方部件「ㄨ」。至於「   」該保留

橫或撇？從取符的觀點思考，「   」組成一個部件，橫畫是屬於中間的筆畫，

因此省略，故「  」的草構作「   」，先改變撇的書寫方向，原本由右上至左

下的方向，改成由左下往右上運筆的橫畫，再連帶至下一筆。由於「   」是

連續兩次的逆時針使轉，有別於常用的順時針使轉方式，此使轉方式，並非慣

用右手者的使轉法，應是古人深思後，為快速、流暢而構思出的草書筆順。 

 

「郗」的左下「巾」，取右符，保留「   」，為了快速連帶至右邊的部件，

因此往上帶至右肩，草構作「  」。「郗」的右邊部件「阝」取右邊輪廓，「  」

書寫到筆畫的末端，遇到豎畫，立即轉向，可大幅縮短書寫的路徑。此書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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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  」在下符，取捺筆末端，以點代之，具有一致性的取符邏輯，例如

「長」的草書作「  」。「郗」字組合首符「   」，中符「   」，尾符「   」

的草構，便形成草書「   」。 

 

「敷」字，草書作「   」。首符「甫」的「  」取左右豎畫，草構作「   」；

中符「方」取下方輪廓「   」，連帶之後寫成「   」，順勢帶至右邊部件，取

「攵」的右邊輪廓，省略左上的小撇，草構作「  」。 

 

「齡」字，草書作「   」。上方部件「止」，草寫可作「   」。「止」在上

方，寫作「   」還有「前」字。「前」的篆書，上方從「止」，漢簡作「   」，

「止」已寫成「   」的草構。下方的形構「  」，當成「口」的變化形，中間

有筆畫，以「   」代之。故「齒」在左邊的形構，草書作「   」。右邊的「令」，

取最上和最下的輪廓，故作「  」，此草構為「今」的寫法，獨體字「令」的

草書作「   」，比「今」字草構多一點。也許「齡」的草構，右邊寫作「  」

是筆誤，或是兩點連帶，形成一點的筆形。 

 

 

 

「鄙」字，草書作「   」。「鄙」的筆順打破部件間的分界，先寫中軸的

形構「  」，之後連帶至右邊的「阝」，最後才把「囗」以右迴旋、左迴旋兩筆

完成「鄙」的草構。「鄙」字從形構分析，符合取首、中、尾符，只是書寫的

順序採用較少見的筆順。「齡」的草書作「   」；「鄙」的草書作「   」。兩個

字的草書，左邊的形構有相似之處，但是兩者的相似是來自取符原則所產生的

草構，而非具有相同的字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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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字，草書作「   」，雖然右側的形構不夠清晰，但是左邊清楚的草

構，能提供建構取符規則的重要例子。首符「曰」取右符，第二筆的點，是右

符筆畫末端，有助發力至下一筆畫，若與「曰」對應，此點當作下橫比左豎合

理。所謂「合理」有二。其一，「逮」字，草書作「   」，部件「  」的草構

「   」第二筆是點，接在右弧筆畫的末端，只是作為筆畫使轉的發力點。「顯」

的「曰」作「   」，與「   」的部件比對異同之處，第二筆點應同屬下橫。

其二，合乎草書取符重右輕左的原則。「口」形的字，左邊的短豎經常被省略，

「曰」取右肩的筆形，已能帶表「曰」，不需要再補開頭的左豎，而草書運筆

重流暢，故此點對於運筆的效用高於字形的辨識度。于右任標準草書認為此補

筆效用不佳。 

 

左補筆：如王羲之「蜀都」帖內   「果」字，「冬中感懷」帖內   「中」

字，左旁加點是也。……左補筆，則以其於字未成時作點，功用亦微，故

標準草書不取。12 

 

    于右任所舉的例字，「   」、「   」的左補點，於字未成時作點。然而，

此點有助筆畫的轉接發力，歷代諸多書法家都採用此寫法，是否不值得取用，

可再斟酌。 

 

「顯」的左下部件在隸書〈孔宙碑〉「    」，保留完整的兩個「糸」的形

構，「糸」在草書作「  」，這兩個「糸」在合體字的下方，因而取下符，連續

兩個「糸」的下方使轉，寫成「   」。「顯」字，左下部件的取符方式，從左

邊整體的形構來看，可把「  」當成一體，兩個「  」屬於中間的形構，因此

只取最上和最下，故草構作「  」。 

                                                
12
 于右任編著，《標準草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3 年 10 月)，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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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左右結構取首(左)、中(右)、尾(右)符 

 

 

 

 

 

  撰      擅    搜     復     賾     譜     凜    媚 

 

編     偏    沒     醨    恡     博     絕    糅    濬 

 

「撰」字，草書作「   」。「撰」的首符「扌」，中符「   」，尾符「共」。

首符運用連帶特性書寫。中符的寫法，在于右任的標準草書，把左、右形構一

樣，並列一起的結構，稱為對稱符，可用三點連帶的寫法。近人書寫草書，可

將對稱符運用在大部分的草構。進一步分析，被列為對稱符的草構，從草書形

構最根本的原則「取輪廓」對應真書和草書的關係，也會獲得「對稱符」的形

構。舉「   」為例，左邊的「   」，取左邊輪廓「  」，右邊「  」取下符輪

廓，亦保留「  」的筆形，兩邊保留的筆形連帶之後，寫作「   」，如同對稱

符的通用符號。 

 

「撰」字右下的尾符「共」，以獨體字的形構書之。「共」屬於上下結構的

字，取最上輪廓「   」和最下輪廓「   」，省略中間的長橫，造成草構的特

徵和隸、楷強調中間長橫的特徵，差異甚大。此項差異源於草書快速書寫，強

調首符和尾符，保留頭尾的輪廓。若從書寫的生理動作理解草書的書寫性特

點，也能合理推判為何重視首尾的特徵。試想，不同人快速書寫繁複的正體字，

開頭一定不會省略，故首筆、首符的特徵，在快速書寫的草書中，都會被保留。

中段的書寫方式，因為筆順的差異，使轉的變化，筆畫省略的多寡，形構就會

不同。然而，不論筆畫多或少，結尾的筆形或筆畫組，會做個結束。因此尾符

的特徵也會在快寫中被保留。「共」字的尾符「八」，左撇寫完後，往右順勢寫

點，造成原本撇、點是左右的形構，變成上下連帶的寫法，此連帶法可見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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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草書「   」、「天」的草書「   」、「夫」的草書「   」。 

 

「擅」字，草書作「   」，對應楷書與草書，可比對出「回」以三點連帶

書之，此寫法同對稱符的形構。以「口」形的取符方式理解「回」的草構，可

解釋為外圍的「囗」，取左右符，保留左右的豎畫，以短點代之，中間的「口」

以最簡的一點代之，就寫成三點連帶的形構。 

 

「搜」字，草書作「   」，右上部件「   」草構作「   」，中間如同對

稱符的三點連帶形構，再保留中豎，以和「臼」的草構區分。部件「  」，三

筆短橫可連寫成一豎，再加上最右的輪廓，也取其豎畫的筆形，連帶之後便成

「   」的草構，再加中豎，即為部件「   」的草構。 

 

「復」字，草構作「   」。《十七帖》的「復」，草書「   」、「    」右半的

上下部件並沒有連帶成一字，「復」字的草書取首、中、尾符。〈書譜〉中右邊

部件的寫法，應該是取符後的上、下部件連帶成一個形構。 

 

 

 

    同屬取首符、中符、尾符的草構的例子，包括「賾」、「譜」、「凜」、「媚」、

「編」、「偏」、「沒」、「醨」、「恡」、「博」、「絕」、「糅」、「濬」。這些字的正體

字和草書之間的對應關係，運用的書寫特性，以及取符的方式，在本文都已舉

類似的例子說明，此處不再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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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左右結構取首(左)、中、尾(右)符 

 

 

 

 

 

班        激      識 

「班」字，草書作「    」。保留大部分的筆畫，中間的部件「  」在連

帶中，小點幾乎是被省略，只有利用連帶的筆路示意中間有筆畫，此字保留的

輪廓和正體字的外形相似度極高。此字體現符合慣用右手書寫特性的順時針迴

旋，正體字總共有十個筆畫數，利用五次的順時針使轉，一筆寫完。 

 

「激」字，草書作「   」。首符的「  」和尾符的「   」，都是常見的草

構。由於常見，蘊涵重要的原則。「氵」作「  」，顯示直向的點、挑可以連成

一豎。「攵」作「又」，顯示兩個重要的原則。其一，靠近中間的短撇，為了兩

部件的筆畫同向連筆，提高書寫效率，常被省略。可以用此原則理解的字，包

括「    性」、「    啓」、「    略」、「    弊」的草構。其二，「攵」作「  」，

運用「接點轉向」的書寫特性。「攵」的第二筆橫畫往右書寫，遇到和撇畫的

接點處，就轉向撇的書寫方向。中符「  」，「日」取左、中、右符，以左、右

以兩點代之，中豎和「方」的右弧筆形連成一筆，以順時針的方向連帶至右邊

的部件，故「   」草構作「  」。 

 

「識」字，草書作「   」。首符「言」作「  」，中間的「音」取上符「立」，

而且是最上的形構「  」，「點、撇」連成一橫，再運用草書同向連筆的書寫特

性，往右邊的「戈」部橫畫連帶成一筆，故「識」草構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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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下結構取首(上)、中(上)、尾(下)符 

 

 

 

 

 

雙    怨      然      咎     質 

 

「雙」字，草書作「   」。「隹」取右符，省左豎，「   」保留首、中、

尾符的形構特徵。 

 

「怨」字，草書作「   」。首符「夕」，草書符號「   」，第一筆撇，遇

到接點轉向，首符「   」順勢往右連帶至中符「   」，尾符「心」以三點連

帶代之。 

 

「然」字，草書作「   」，首符「  」草構作「   」，首筆撇遇到接點轉

向，「犬」取右邊輪廓「    」，草構作「   」。 

 

 

 

 

 

 

「咎」字，草書作「   」，首符「   」，第一筆撇遇到接點轉向，草構作

「  」。接著，先寫下方的尾符「口」，以一橫代之，最後以右上點作結束。右

上的點，代表「人」，從右邊部件取右符的原則，右上是類似「ㄑ」的輪廓，

取末筆「點」省略撇，此取符方式，可見於「坐」的草書「   」、「遠」的草

書「    」、「還」的草書「   」。 

 

「質」字，草書作「   」。首符「斤」保留原形，中符「斤」以較為簡潔

的寫法「  」代之，「  」的草構是「斤」字在筆畫的接點處轉向的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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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下結構取首(上)、中(下)、尾(下)符 

 

 

 

 

  

窮     窮   窺 

     

「窮」字的草書作「   」，是一個典型的取輪廓的例字。「穴」部在上，

取上方輪廓，「冖」取右符，保留橫折「乛」，再加上首點，因此開頭草書作「   」。 

「身」的草書作「   」，此字形與「方」的草構相近，「方」獨字作「  」，在

左偏旁可作「  」。「窮」的部件「身」在下方，取下方輪廓，此部分的連帶方

式，與「方」相似，故「身」的下方輪廓使轉若取「   」的下符，並調整筆

畫的使轉，故作「   」。「弓」的草書作「   」。「窮」的草書，將上述三個取

符的部份組合起來，就可寫出「   」的形構。 

 

    〈書譜〉另一個「窮」字作「   」，左下「  」連筆寫成「  」。「   」

右下形構，源於秦簡睡虎地秦簡「   」、居延漢簡「  」，從「邑」。唐李懷琳

(活動於唐太宗年代 627-649)的〈絕交書〉，書寫年代早於〈書譜〉(687)，「窮」

字草構作「  」，右下寫法也是從「邑」。《字源》：「形聲字。從穴，躳聲。聲

符躳常作躬。」13篆書「窮」作「  」，隸書作「  」，也是從穴，躳聲。秦簡、

漢簡的「窮」，右下從「邑」，可能是訛誤，使得草書寫法有從「邑」的形構。 

 

 

 

 

                                                
13
 李學勤主編，《字源》(天津市：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 年 7 月)，頁 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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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窺」字，草書作「   」。首符「   」，取上方輪廓，草構作「   」；中

符「  」在左邊，保留左側的輪廓，省右點，草構作「   」；尾符「見」在右

側，取右邊輪廓，省左豎，部件「目」中間的短橫連寫成一豎，草構作「   」。 

 

(6)上下結構取首(上)、中、尾(下)符 

 

 

 

 

 

 

克     哀    哀    草    草   莫    莫     骨   篇   奔 

 

「克」字，草書作「  」，真草對應之後，可得知「克」的「口」以一短

橫代之。這樣的對應關係，還有「哀」字，草書作「   」，首符「亠」改變筆

畫的接點，並縮短筆畫，作「   」；尾符「   」取下方輪廓作「   」，由此

推論，中符「口」作一橫。「口」在首、中、尾的結構中，類似的變化款包括

「草」、「莫」中間的「日」，也是以一畫代替「日」，只是上下筆畫連帶的關係，

使得「日」以類似撇的筆畫代之。 

     

    〈書譜〉全文的「草」字多達 15 字，有 12 個字14，上方的草字頭和下方

的「早」是分開的，此處的斷點，提供「日」在字間，重要的取符規則，由此

可知「日」在字中，可用短撇代之，此筆並非帶筆，是不可省略的實筆，代表

「日」。「日」以一撇或一橫代替的草構，可上溯至西晉陸機〈平復帖〉中的「復」

字，草構「   」，保留首符和尾符。真書和草書比對之後，可知「日」以一橫

代之。進一步比較與孫過庭同樣屬於初唐的賀知章，其書作〈孝經〉中的「復」

                                                
14
 《書譜字典》(東京：二玄社，2014 年 8 月)，頁 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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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草書「   」，明確將「   」歸為右下的部件，中間的「日」以一撇代之。

不把「   」上方的撇歸為「夂」的第一撇，主要因為是草書取符的慣用法，

類似「夊」、「攵」的形構，而且是在左右組合字的右半邊，左上的小撇常是省

略的。此類的簡省方式，可見於「    處」、「    後」、「     啟」、「    略」、

「    弊」、「    激」等字的草構中。 

 

 

 

 

〈書譜〉全文有五個「莫」，其中四個是「   」15，草字頭和下方部件是

相連的，只有一個「  」的草字頭和下方部件是斷開的。這單獨斷開的草法，

提供重要的訊息。「旲」的「曰」以一撇代之，如同「草」的草書兩種寫法「  」、

「  」，代表「日」的撇可以分開，也可以相連。「大」在下方的草書寫法，可

以將左右兩點，寫成上下兩點的形態，因此作「   」。 

 

「骨」字，草構作「  」。上方形構「   」，可當作「口」的變化形。「   」

取右肩「   」，「ㄇ」裡頭有筆畫，以一點示之，故草構作「   」。「冖」取右

肩，省左點，作「   」；「   」作「  」。故此字保留大部分首、中、尾符的

輪廓。 

 

「篇」字，草書作「   」。大部分的草書和隸書的形構關係密切，「   」

以「艹」代之，在隸書是常見的寫法，當兩者混用，會產生不同的漢字，才會

使用「   」的原形草構。「篇」字的中符「戶」，第一筆和第二筆的接點，從

左邊移至右邊，縮短書寫路徑。尾符「   」在下方，屬於「冂」的結構，基

                                                
15
 《書譜字典》，頁 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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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重右輕左的原則，保留右邊輪廓，省略左豎，草構作「   」。 

 

「奔」字，草書作「   」，體現兩個草書書寫特性，其一是順時針迴旋，

符合右撇子流暢的使轉動作。其二是同向連筆，「十」的豎畫和下方的「廾」，

同屬直向的筆畫，先連筆書寫，可減少提筆的次數，提高書寫的效率。 

 

正體字結構屬於直向的首、中、尾符的組合方式，保留各部件較完整的

輪廓，有「骨」、「篇」、「奔」這類的字，運用部件取符的原則，包括「重右輕

左」、「同向連筆」、「改變接點」等規則。首、中、尾三區塊結構的字，通常中

間的部件比較不具輪廓的代表性，可作較大幅度的減省，例如「克」、「哀」、

「草」、「莫」四個字中間的部件，都以一筆代之。 

 

(7)左上包圍結構取首(左上)、中、尾(下) 

 

 

 

 

 

 

庖       庶      廣 

 

    「庖」字，草書作「   」，首符「广」上點破損，中符「   」和尾符「巳」

連筆寫成「   」。單獨的「包」字，草書作「   」，首筆保留，不可省略第一

撇，但是「包」在「庖」中，「   」屬於中符，故可省第一撇。 

 

    「庶」字，草書作「   」。首符「广」，中符「廿」，草構作「   」，尾符

四點「灬」連成一橫，故「   」的草構「   」與「共」的草構「   」相似，

並非字源相同，而是依據取符原則而產生「庶」和「共」有局部相似的草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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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字，草書作「   」。「黃」與「黄」相通，中符「   」草構作「   」，

尾符「   」取下方輪廓，草構作「   」。 

 

(8)左下包圍結構取首(左下)、中、尾(下) 

 

 

 

 

 

 

遷       遠       還 

 

「遷」字，馬王堆帛書「   」或是漢隸〈曹全碑〉「    」，「   」都作

「   」，是「邑」的簡省寫法。「遷」中間的「大」，取外圍輪廓，保留右邊的

點畫，省略左邊的撇，因此寫完「  」，往右帶出點畫，作「   」，再連帶至

「辶」部。 除了從取符方式理解「遷」的草構，也可用「遷」的異體字對應

「    」字中的使轉方式。《字彙》：「   ，與遷同。」16若是對應此字，「    」

中間的部件是「衣」，就能合理對應「    」的形構。 

 

 

 

 

「辶」包圍的形構，值得進一步探究的是常見的「遠」、「還」中間穩定使

用的書寫方式。「遠」字，草書作「    」；「還」字，草書作「   」。「遠」、「還」

都出現「   」的使轉方式。為了清晰了解「   」的取符由來，先分析「   」

在合體字最下方的草構寫法。「   」的草構出現在草書最下方的時候，取其下

方輪廓，很穩定的寫成「   」，可見於「衰」的草書「   」、「裘」的草書「   」、 

「製」的草書「   」，「鐶」的草書「   」，非常清楚的顯示「   」部件在最

下方取輪廓的方式。但是「   」出現在「辶」包圍的部件時，並非在合體字 

                                                
16
 欒傳益、欒建勛編著，《中國書法異體字大字典》(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8)，頁 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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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下方，取符方式並非保留最下的形構，而是重右輕左，保留右邊的輪廓。

「遠」的篆書作「   」，「還」的篆書作「   」，右下方最長的筆畫是左弧的

筆形，「遠」的隸書作「    」，「還」的隸書作「    」，「    」的中間由篆

書的左弧改為豎畫，沒有往右挑起的筆畫，隸書「    」的形構與草書的連帶

關係密切。 

 

 

 

「     」右邊的輪廓是「ㄑ」，這兩筆在草書保留的順位，「   」優先於

「  」。推論「   」是最後一筆，重要性高於中間書寫的筆畫，此外，右邊取

符的順位，右下方位的輪廓特徵高於位居中間的「   」，因此，「    」的「ㄑ」

在「辶」部包圍的形構，只保留「  」。如此便能理解「遠」字中符「   」的

草構「    」的取符方式，「口」在上、中、下結構的中間部位，可以一筆代

之，寫成短橫，如同「   哀」、「   克」中間「口」的取符方式，「   」的短

橫連帶而下接中豎，順時針往左使轉一圈，代表左邊有筆畫，再右迴旋使轉至

外側的點，接著，再平移至「辶」的草構，故「遠」的中間「   」的草構作

「    」。「還」的草構「   」，最上部件「罒」是「口」的變化形，以「   」

代之，下方的使轉連帶原理與「遠」字相同。同理，可見於「    遂」、「   遷」

的草構，為了保留右邊具有輪廓代表性的「捺」或「點」，因此中豎之後，順

時針使轉至右點。「ㄑ」的筆形在合體字的右邊，保留下點，省略上撇的原則，

還見於「    挫」、「    咎」。「大」在左右結構的字，而且是右邊中間的結構

中，省略左撇，保留右捺，取「捺」筆的尾端，以「點」代「捺」的字可見於

「勝」的草書「   」。經過分析後得知部件「   」在字的最下方和最右邊，

取符方式因所處方位不同，而保留不同部位的筆形，便可理解「遠」、「還」兩

字的中間，為何會出現像「子」的形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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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省略中符的類型 

上列八種首、中、尾三種區塊的取符方式，基於保留正體字的輪廓，以及重

視開頭和結尾的形構，若要形構再簡省，可省略中間的部件。然而，上述八種取

首、中、尾的方式，〈書譜〉全文只有出現其中三種取符方式的中符完全省略的

例子，其餘的類型，中符至少會以一筆代之，不會省略整個部件。 

(1)左右結構省略左下部件 

 

 

 

 

 

淑      叔        獻        都        郡 

 

「叔」字，草構作「  」，取首、尾符，省略中符。由於〈書譜〉並沒有

「叔」字，此字只出現在合體字，因此透過「淑」的草構分析「叔」的取符方

式。「叔」的草構「  」非常簡潔。「叔」字，包括「上」、「小」、「又」三個部

件。「叔」字上溯字源，說文或體的篆書作「   」，最後一個部件是「寸」，「叔」

圖 3 「遠」字隸書和草書形構對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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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草構和篆書的「  」關係密切。上溯篆書、秦簡、漢簡以至初唐的楷書，「叔」

字的結構和篆書的結構都是相同的，保留「上」、「小」、「寸」的形構，只有筆

形特徵產生變化。「上」的草構作「   」，第三筆短橫和「寸」的橫畫，經過

隸變「    」，在同向連筆的原則下，寫成一筆。「寸」的草構，在秦簡「叔」

的形構「    」，右下的筆畫以右弧書之。因此，「叔」的草構，保留首符「上」

的草書形構，《草韻辨體》的「   」，明顯保留「上」草書起筆兩點的筆形，

皇象《急就章》的「    」將此兩點連成一橫。王羲之寫「叔」的草書作「   」，

也保留開頭一短橫的筆形特徵，若少此短橫，恐和「甚」字的草書相混。例如

懷素〈自敘帖〉中的「叔」字，草書作「   」和孫過庭〈書譜〉中的「甚」

字的草書「   」形構相同，必須從上下文才能判斷草書的釋文。「叔」的草構

「   」，尾符「寸」字是隸構右邊輪廓。綜上得知：「叔」字，草書取其首符

和尾符的形構，省略中符「小」，故「叔」字，草書作「   」。 

 

 

 

 

 

「獻」字，草書作「   」，首符「   」作「   」，尾符「犬」作「    」，

省略中符「鬲」。「都」字，草書作「   」，首符「   」作「   」，尾符「阝」

作「    」，省略中符「日」。「郡」字，草書作「   」，首符「尹」作「   」，

尾符「阝」作「   」，省略中符「口」。 

 

(2)左右結構省略右上部件 

 

 

 

 

 

孫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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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取特徵的草書形構 

〈書譜〉全文的取符方式，大部分的草書都符合取輪廓的原則，只有少部分

的字屬於取特徵的方式。雖然這類的字是少數，卻很穩定的被歷代書寫使用。本

文先討論取中軸特徵的草書，再說明取首、尾符特徵的例字。 

 

1.取中軸 

 

 

 

 

 

變       與     與        舉        齊 

「孫」字，草書作「   」。首符「子」作「   」。尾符「小」作「   」，

省略右上的「   」。「孫」字的取符方式，可運用至「縣」，故「懸」的草構作

「    」，省略右上的「   」。「系」在左右組合字的右邊，若把「系」當成一

個完整的部件，也可歸為右邊部件取尾符的方式。由於「系」單獨作草書，會

保留首筆的撇畫，以和「糸」的草書有所區別。當「系」在右偏旁，把「系」

的第一撇筆保留，也是合乎取符方式，如居延漢簡「     」。本文將「孫」歸

為左右結構的變化形，有助理解「孫」的草構，左邊部件對接至右邊「小」字

的豎鉤。再舉一例說明左右結構省略右上部件的例子，「務」字，草書作「    」，

首符「矛」作「   」，尾符「力」作「   」，省略右上「攵」。 

 

(3)上下結構省略右上部件 

 

 

 

 

 

 

賢 

「賢」字，草書作「   」。首符「臣」，取左邊輪廓「   」。尾符「貝」，

取下符，作「   」，省略右上的「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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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字，草書作「   」，典型取中軸特徵的方式，保留「言」的草構「   」

和「夂」的草構「     」，「    」和「    」合寫成「   」，共用兩部件中

間的橫畫，省略上方形構左、右的「糹」。 

 

〈書譜〉中的「與」字，草書筆畫的使轉方式最明確的草構作「  」，其

它的「與」字，草書快速書寫則多作「   」或「   」。「與」取中軸「   」

的特徵。「   」的第一筆是短橫，基於接點轉向和化曲為直的草書書寫特性，

「   」簡化作「    」，省略短豎，保留最下方的「   」。因此，上方的「   」

下方「   」合寫之後，「與」的草書作「   」、「   」，或快寫成更簡潔的「   」。 

「與」字，篆書作「   」、「   」、「   」，這三種寫法中，「  」和〈書譜〉

中「與」的草構「   」對應關係最密切，「  」保留正體字的中軸特徵。漢代

馬王堆帛書的「   」以及銀雀山竹簡的「    」，「   」部件的形構作「   」，

最上方是短橫畫，轉成草構之後作「   」此筆展現草書的書寫特性，移動筆

畫的接點，化曲為直，如同「尸」的草構作「    」。吳皇象的《急就章》，「與」

作「   」，上方部件「    」，草構作「    」。下方「    」是撇畫連帶至捺

產生的形構。西晉索靖的〈月儀帖〉的「與」字，草書作「   」，清楚保留草

書與正體字對應後的筆形，有助理解「   」形構取符的由來。 

 

 

 

 

 

 

 

「舉」字，草書作「   」。「舉」保留中軸的特徵「   」，但是「   」的

形構，因為處於「舉」字的中間、兩側的筆畫，而非最下方，故不採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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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的寫法，而是由上而下，先寫完中軸的草構，最後再補兩點，此兩

點代表撇、捺。 

 

「濟」字，草書作「    」。拆解「濟」字左右兩邊的形構，可得知「齊」

的草書作「   」，取「齊」的中軸「   」的特徵，省略左右兩邊的「   」。「ㄚ」

的「丷」，點、撇連成一橫，故「ㄚ」作「   」，下方的「   」，取右邊輪廓，

省左豎，草構作「   」，「   」與上方的草構「   」合寫之後作「   」。 

 

2.取首、尾特徵   

大部分的草書是保留正體字的輪廓，只有少部分的字保留第一筆的筆形，

而不是開頭的形構，這類的字難以透過聯想輪廓的方式，推論出對應的正體

字。例如「事」字，草書作「   」。正體字上方形構的開頭是「十」的輪廓，

最上方是豎畫，但草書的首筆是橫畫，「十 」、「   」輪廓差異甚大。此類的

字不多，但都是穩定被使用的草構。再舉一例，「其」字，保留首橫，以及下

方的「   」，首橫和「   」合寫之後，變成「   」的草構。「其」的草構運

用在左偏旁的字「斯」，草書作「   」，左邊部件「其」，取「其」草構「   」，

左下方的筆形，化曲為直，故作「   」。 

 

「輕」的草書作「   」，「軒」的草書作「  」，「輕」、「軒」的「車」部，

保留第一橫，便順勢往下寫「田」的右邊筆畫，並順時針使轉一小圈，代表「田」

中間有筆畫。「輕」的另一個草書「   」，「車」寫作「   」，將「  」第一橫

和下一筆連寫之後，便成為「  」的形構，與「糸」在左邊的草構「  」相同，

同理見於「轉」的草書「    」。「十」的形構只保留第一筆橫畫的方式，也可

運用在合體字的組合部件，例如「蘭」的草書作「    」，〈書譜〉全文共有三

個「蘭」，「柬」的草構都是以一橫開頭，可算是部件取首筆特徵在合體字的運

用。再舉一例，「薄」字「甫」的草構，以一橫代之，便接下方的「寸」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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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構，故「薄」的草構作「   」，也是「十」相交的形構，保留首橫的例子。 

 

取尾符特徵的代表部件如「綸」字，草書作「   」，比對楷書和草書，可

得知「   」以一點代之，乃因「   」是「口」形的變化款，故最簡可以一點

代之。 

 

四、結論 

    本文分析孫過庭〈書譜〉的草書形構，得知大部分的草構都合乎草書保留正

體字輪廓的原則，只有少部分屬於保留正體字的特徵。草書取正體字輪廓可分為

四種基本的結構類型，分別是左右結構、上下結構、左上包圍結構、左下包圍結

構。左右結構的取符方式，依循「口」形取輪廓的原則，同一部件在不同方位的

外圍輪廓不同，保留的形構而有差異。上下結構的正體字，保留最上和最下的輪

廓，中間的部件，最簡可以一筆代之。左上包圍和左下包圍的字，取符原則同左

右結構和上下結構的字。 

 

不同正體字依據取輪廓的原則，保留相同的形構，因而造成不同部件，草構

相同，或是不同的正體字，草書形構幾乎是一致的。草書同字異形則是因為保留

的正體字的輪廓繁簡有異，或是運用不同的草書書寫特性，而產生不同形構的草

書。正體字的組合部件變多之後，可從草書取符的四種基本類型擴展為常見的八

種類型，其中有三種類型的取符方式，保留首符和尾符，省略中符，分別是左右

結構省略左下部件或右上部件，以及上下結構省略右上部件。草書少數取正體字

特徵的字，保留中軸的部件，省略左右的輪廓，或是保留極簡的首符和尾符特徵，

導致草構和正體字的輪廓無法對應。本文以孫過庭〈書譜〉全文的草構作為分析

的資料，從形構的面向理解草書的由來和變化方式，著重草書所保留的正體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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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而非減省的部位。期望透過分析草書保留的部件，建構取符的原則，梳理出

草書取符的脈絡，期望有助今人理解草書異字同形和同字異形的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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