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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是隶书发展的鼎盛时期。此后，伴

随着楷书的崛起，行草书的兴盛，隶书逐渐

被人们所遗忘。直至清代，由于金石学在考

据学中充当了重要角色，且金石学与书法的

结合，最终导致了碑学书法的兴起，从而打

破了帖学书法的长期垄断，使古老的隶书获

得新生。

在清代隶书的发展过程中，伊秉绶、何

绍基是继邓石如之后最重要的两位书家。伊

秉绶以颜法作隶，雄厚大气，端庄魁伟，“遥

接汉隶传真，能拓汉隶而大之，愈大愈壮”，

被誉为集分书之大成者。何绍基则广临汉

碑，掺以己意，“用笔灵空、洒脱，更非常人

所能望其项背”，被后人称为“晚清书坛第一

人”。由于书家个性、审美意识以及文化背景

等不同，从而使他们的隶书风格也有了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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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晚号媛叟，湖南道州(今道县)人，出身

于书香门第，其父何凌汉乃典型传统文人。

何绍基曾有诗言：“是年吾九龄，初来自乡

谷，尚记诫儿语：不许出书屋。”何凌汉书法

师法欧、颜两家，偶有智永笔意，因此，何

绍基学书最初也是从颜人手。其一生经历了

嘉庆、道光、成丰、同治四朝，正是清朝政

治、经济、思想、文化变革之转折期，就书

法艺术而言，适逢碑帖两派相互论争的时

期。何绍基将内心的各种矛盾大胆地付诸书

法实践，最终成为有清以来真正走向碑帖结

合道路的第一人。

作为书学转型时期的书家，伊秉绶和何

绍基都是通变高手。他们都先由帖学入手，

但他们并没有把目光停留在帖学当中，而是

直追汉人，从大量的碑刻中去吸收营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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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别。

伊秉缓(1754一1815)，字组似，一字

墨卿，晚号默庵，福建汀州宁化县人，人称

“伊汀州”，乾隆五十四年进士，曾任惠州、扬

州等地的知府，有政声，擅书画，精诗文，拜

当时最负盛名的书法家刘墉为师学书法。伊

秉缓的隶书笔画平直，分布均匀，四边充实，

端庄大方，具有一种华贵雍容的气度。康有

为有云： “乾隆之世，已厌旧学。冬心、板

桥，参用隶笔，然失则怪，此欲变而不知变

者。汀州精于八分，以其八分为真书，师仿

((吊比干文》，瘦劲独绝。怀宁一老(邓石如)，

实于斯会，既以集篆录之大成，其隶楷专法

六朝之碑，古茂浑朴，实与汀州分分、隶之

治，而启碑法之门。开山作祖，允推二子。即

论书法，视覃溪老人(翁方纲)终身欧、虞，

褊隘浅弱，何啻天壤邪?”因此，在名家林立

的清代书坛，其隶书独树一帜，占有突出的

地位。

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

悬臂能圆空”。“每一临写，必回腕高悬，通

身力到，方能成字，约不及半，汗浃衣襦矣。”

用非常辛苦的执笔方法去表现那些行而不畅

的尺涩线条。使用这样一种违反人体自然机

能的用笔方式，写起字来艰苦劳累，汗流浃

背也是无法避免的。但何绍基依靠坚韧刻苦

的毅力，在熬过了最初的不适应阶段以后坚

持下来，熟而生巧，竞也闯出一条生路，达

到了理想的效果，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

风格。

伊秉绶隶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其造型

上。他采用方正饱满的方法处理了结体扁平

的汉隶，是历代最善学《张迁碑》的一个。《张

迁碑》的静穆、稚拙、灵动无不呈现在伊的

隶书之中。藏巧于拙、外形方正宽博、内在

稳中求险，动与静的结合，矛盾的制造与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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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们无论在用笔、结体还是在审美特征上

都形成各自独特的艺术风貌。

伊秉绶的隶书在用笔上承继了篆籀法，

讲求线条平直，中锋行笔，藏头护尾，只是

弱化了典型隶书中的蚕头燕尾状，线条圆润

凝重，实而不流。即使是作为隶书特征的波

磔挑脚也化解入行笔的自然运动中，不作任

何夸张和强调，使其用笔更富有篆书的意

趣。同时，伊秉绶将隶书的笔画概括成直线、

弯弧和圆点三种形态。横、竖、撇、捺等常

用笔画大都以直线的面目出现，转折变向的

结构及少量斜笔化方正为弧笔、点笔，特别

是遇到数点排列的情况时都压缩空间，简化

动作，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点”。因此，其

作品看上去形象简练概括，风格面目则因技

巧的单纯显得更加强烈和突出。反观何绍

基，为了能够达到道厚生涩并“由北朝求篆、

分人真楷之绪”的目的，突显线条运作。自

创回腕执笔法：手臂高高悬起，弯成关弧，虎

口成水平状。自云：“书律本与射理同，贵在

一，采用方正饱满的处理方法，字形中宫疏

朗，将笔画向四周扩张挤压，产生向外涨溢

的张力。而若干直线构成方框、三角形及圆

点点缀其间，起到调整节奏，活跃气氛的作

用，这些都是伊的胜人之处。何绍基隶书虽

然体现不出伊书的磅礴气势，结字却比伊大

胆随意，几乎字字不平稳，但整体和谐统一，

左右开张的隶书波磔，左高右低的横线条更

使其书增强了动势。

伊秉绶尤其讲究作品的整体章法。旅法

艺术家熊秉明先生评其为“壮伟厚重，笔画

往往越出格子，侵入边缘留白，发出一种威

临观者、震慑观者的气魄”。当我们仔细品尝

其“变化气质、陶冶性灵”联，“爱日吟庐”，

“节临《张迂碑》”轴等，不能不被其所叹服。

伊秉缓中年之后广泛临习各种汉隶，其中尤

得力于《衡方碑》额、《君开通衰斜道刻石》、

《装岑纪功碑))和《吊比干文))。他的作品与

这些篆书意味浓重的隶书在技法和审美趋向

上有着共通之处，他洞悉艺术风格中朴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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挚的本质，同汉隶中古朴敦厚的风格产生共

鸣，在准确领悟汉隶特征的基础上，着重把

握住汉碑特点中古朴敦厚的一面，加入个人

的理解和习惯，极力强化和夸张，并拓而大

之，遂取得气魄宏伟，具有威严震慑力的艺

术效果。他充分发挥文人士大夫在审美活动

中善于发现和提炼概括的本领，将汉隶刻石

书风演变进程中自然形成的风格加工转化，

并塑造成为表达文人艺术家崇古尚朴和趋拙

避巧追求的艺术形象。何绍基的隶书，沙孟

海先生评其书境界不及伊秉绶，但本人认为

若论线条的节奏性，字形的生动、灵活性，则

伊书也不能比之。看其隶书联“蕴真惬所遇，

赏心如有余”，仿佛每个字都在有节律地跳

动。如果说伊秉绶隶书是平正直率、毫不做

作、法度森严的庙堂书风，那么何绍基隶书

则多了些行书意味。作为一个行、隶皆精的

书家，很自然他会把其行草书笔意掺入到他

的隶书中去，在把握住用笔的凝重苍厚和字

形的方整端庄以后，则全以己意之为，运笔

加入顿挫颤抖动作，用墨选择浓湿丰腴特

点，放笔直书，大气雍容，所临法碑既能不

失共精神而又能自成面目，充分体现了其在

书法上的融会贯通本领。何的隶书在造型上

以及作品的整体构思上要比伊书简单直接，

但正是其独特纯熟、得心应手的用笔技巧，

使他的隶书形成了一种与前人不同的崭新风

貌，也确立了他在晚清书家中的宗主地位。

伊秉绶、何绍基隶书在清代书法史上无

疑都占有重要地位。在此我们将他们在隶书

创作上取得的成就进行分析与比较不仅有助

于我们从宏观上把握清代隶书创作的特点，

同时对当代书坛的隶书学习和创作将会有一

定的启发与助益，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方

面的启示。

1．碑帖的融合。自清代碑学中兴以来，

碑帖融合一直是众多书家试图追求的书法

创作方向。今天当书法的形式趋向风格化、

个性化、多样化的同时，碑帖互融，如何将

拙厚的碑学线条融入流转的帖学线条中，

无疑给我们书法创作者带来新的思考。伊

秉绶和何绍基就此已作了很好的探索和示

范作用。他们都是从帖学如手，而最终在碑

学上有所成就，为现代书坛奠定了碑帖结

合的大基调。

2．书法境界与人生境界的有机融合。曾

熙云：“隶推伊，分推何。”伊秉绶和何绍基

的书法境界与他们的人生境界都是有机地融

合为一体的，这也是超越书法技巧之外的。

熊秉明先生曾言“伊秉绶将文字内容和书法

形式打锤为一体，是道德的命令句，是棒喝，

仿佛本西捧出来的戒律揭。”因此，无论是在

伊秉绶之前还是从他以后，都很难再找出像

他这样在将汉隶特

征转化成为个人风

格并发展到极致方

面能达到如此成功

境界的书家。清代

论书者几乎一致对

伊秉绶的隶书给予

了高度的评价，称

赞他“如汉魏人旧

迹”，“录书则直入

汉室，即邓完白亦

逊其醇古，他更无

论矣”。何绍基性

格豪放。《清史列

传》谓其“性卓革，

豪于饮”，碑学所

体现的天真浪漫、

不经雕作的金石气

息也恰恰暗合于

心。他以独创的执

笔方法，强化线条

形象，将伊秉绶取

法秦汉元朝碑版的

传统进一步发扬，

与阮元、包世臣等

人的理论结合起

来，集于一身，并

在创作技法上取得

了突破性成功和具

何绍基书法作品

体完整的经验。作为一位在理论和实践上都

坚持碑学观点的书家，他在取法北碑，变革

楷书和行草书笔法方面的成熟，标志着碑派

书法的审美原则在各种书体领域的全面落

实，对明清书风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使其成

为清代隶书创新的主流书家，被称为“开光、

宣以来派”的一代宗主。

3．书法作品与时代性的融合。作为隶书

史上的两座丰碑，伊秉绶、何绍基隶书的审

美特征在多方面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越了前

人，对后人产生巨大作用和深远影响。伊秉

绶采用古穆、厚拙、大气的魏汉态势改造近

世的流美思潮。随着清乾嘉之后崇碑运动的

兴盛，审美思潮指向古朴、稚拙的自然状态，

从而使得伊秉绶的作品也越来越显示出其时

代性。今天时代呼唤能体现我们这个时代风

貌的书法艺术，所以我们的学习不仅仅是泥

古而且要出新。伊秉绶、何绍基二者虽然都

学习颜真卿，但他们结合当时的碑学时风形

成各自独特的隶书风格。因此，我们在学习

两者隶书的过程中不仅仅要学习技法本身，

更重要的是学习继承传统的思路和方法。马

宗霍说何绍基：“先生每一临碑，多至若干

通，或取其神，或取其韵，或取其度，或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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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秉绶书法作品

其势，或取其行气，或取其结构布局，当其

有所取，则临写之精神专注于某一端。”可见

在临习古人作品时我们要尽量避免“依葫芦

画瓢”，带着思考去临摹去吸收，从而创作出

具有时代气息的当代书法作品。

在近现代书法史中，伊秉绶、何绍基的

书法艺术成就各自得到了积极的评价与肯

定。通过两者的比较，可促使创作者从中得

到新的启发，在当今的隶柏创作中获得新的

灵感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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