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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考据学的发展
考据学又称考证学或朴学，发端于明末清初，盛行于乾

隆、嘉庆年间，最终发展成以“乾嘉学派”最为著名。主要
的工作是对古籍文献加以整理、校勘等。谈及考据学，就必须
先弄明白其产生的原因、经过以及影响。首先明确一点，考据
学并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种治学的方法，抑或是一种学风。
对于考据学，大多清儒认为其治学之根本方法在于“实事求
是”，“无证不信”。其研究范围广泛，涉及国学、历史、
医学、艺术等。然而，在书法艺术的治学当中的运用亦是不可
或缺，如书作时代、人物、款式辨识以及风格溯源考证。

清初考据学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当时汉族文人士大夫不
受重用，官场仕途渺茫。再加上异族生活方式及文化传统有所
差别，思想难以走向完全统一，进而形成相应的矛盾。往往可
能因为一言一行招来祸事。为了躲避这种祸事，避免迫害，许
多学者开始慢慢转向考据研究。

2  考据学助力碑派书法
复古思潮的掀起离不开历史的政治背景：崇祯十七年，明

朝覆灭，许多晚明遗民还处于思念前朝的悲痛之中，经济文化
的发展缓慢。时人总结其原因。在于当时学术风气存在的空谈
心性的问题。因此，理学大家顾炎武高举学术务实的大旗，以

“经世致用”为治学宗旨，以考据为治学方法来扎实学术研
究。他所著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
皆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从而开创了清代的考据学。

清朝挥兵南下，统一全国之后，开始把主要精力转移到文
化领域，逐步限制汉族文人势力的壮大。大兴文字狱，随意曲
解字义等方式，一度为时人所无奈，于是大多学者走上了单纯
考据道路，在文化领域掀起了复古主义学风，力图经世致用。

随后学界的一心向古，不问世事，由此清廷逐渐放松，最
后反而支持考据研究，极大地推动考据学的发展。考据学的发展，
促进了书法篆刻深入研究，纷纷提倡尚古，开始了书法艺术百花齐
放的局面。清中晚期大量的魏碑墓志的出土，加大了对碑学书法的
研究，慢慢形成学碑热风，再加上以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北碑
南帖论》为最初的碑学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后到包世臣的《艺
舟双楫》和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再次主攻碑学发展。使晚晴书
风焕然一新，书家百出，以邓石如，何绍基、赵之谦等碑派书家为
代表。这亦是得益于考据学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

3  书家代表之邓石如
清代中叶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剧变时期，碑学的兴起冲击和

改变了清初帖学一统天下的颓弱之势，书坛呈现出奇姿异态的繁
荣景象。此时崇尚碑学的书家不乏其人，但真正成为碑学实践
范例的是邓石如。邓石如，字顽伯，号完白山人，清代著名
书法家、篆刻家。他的出现，标志着碑学派用毛笔在宣纸上书
写魏碑以至汉碑等，表现其金石气以及雄浑朴拙的面貌，回归
大汉气象以及魏晋风骨。碑学发展通过当时的一些书法践行者广
泛地吸收传统营养，融会贯通，书出自己对碑板风格的理解。
如邓石如，世人对其书艺评价极高，称之“四体皆精，国朝
第一”，其书法以篆隶最为主调，篆书以“二李”为师，字
势特点偏长，糅合隶书笔法，尤其晚年的篆书，线条迟涩厚
重，饱满苍茫，古拙有劲，极具特色，开清人篆书新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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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书的进一步发展功不可没。其隶书则胎息汉隶，勤于实践，
用篆书笔法书写隶书，加强了书写流畅性。有别于传统经典隶书的
范式，所表现出的创新精神为后世楷则。

4  书家代表之何绍基
考据学在整个清代成为一种显学，所涉及的范围包括经学、

史学，甚至旁触大多文化领域。造成这种原因则源自时人所在
文化背景下的一种复古精神，很多文人学者纷纷投身于其中，
力图振兴文化与艺术。而晚清的另一书家何绍基便是出类拔萃的
代表。

何绍基，字子贞，湖南永州道县人士，生于清代嘉庆年
间，正是文字狱最严重时期，但却也是考据学的发展时期，何
子贞从小就受到这种学术风气的影响，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学习书
画印，皆取法乎上，从唐楷上追秦汉，体现出其复古的“考
据”精神。

诗歌之韵律与书同，而这些最根本的本源来自于深厚的传统
知识功底，国学大师张舜徽在其《清人文集别录》卷十六有云：

“绍基于经学、小学，用力最深。是集卷四有《村谷论心
图记》一篇而苗氏由精于文字音律，绍基亦邃于许书及金石刻辞。余
早岁居长沙，获见其手批王筠《说文释例》稿本，深通字例之条者
也。又尝得观其手批《十三经注疏》世徒重其书法，为有清第一。”[1]

何绍基于诗词书画，经文的研究无不来自于其考据学的功夫。
前人对何绍基的评价有很多，大多评其精通经学、小学及说文，但
是在现实之中，世人多重视其书法，深究其书法如何如何，杨守
敬有云：“子贞以颜平原为宗，其行书如天花乱坠，不可捉摸。篆
书纯一神行，不以分布为工，隶书学张迁，几逾百遍。”

谭泽：“蝯叟致力于汉隶至勤，东京诸碑，临写殆遍，六朝而
后言八分，无能过者。”

二者多赞其书艺精湛，且甚是勤奋。至于何子贞的书法造
诣以及其书艺的鉴赏能力皆与其深厚的“考据”精神分不开。何
氏以颜体为宗上追秦汉，且持之以恒，根源于“考据”精神，追
求真实的艺术面貌往往就需要有这种学者精神。终其背后是因为
考据学的复古风气让清代书法艺术再度的异常繁荣，从而开启了
碑派书法的产生与复兴。[2]

5  结语
由上可知，清代考据学的发展对后来书法的发展影响重大。

书法艺术的再一次大繁荣，主要在于考据学的复古思潮以及扎实
而严谨治学方法为书法的发展于繁荣提供了很好借鉴，极大地推
动了书法艺术的进步，从整个民国时期到建国初期书法状况来看，
仍然可以很直观地感受民国书法深受晚清书风以及学风之影响，
如于右任，沈尹默，林散之，黄宾虹等对传统的书学研究用功很
深，出新意而又不拘泥于古法。这种学术传统在现今的书法研究
中一直沿用。

参考文献：
[1]张舜徽著,清人文集别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03,

第 414页.
[2]马宗霍辑,书林藻鉴；书林纪事,文物出版社,2015.02,

第 238 页.
作者简介：张援（1990.07.22—）男，汉，湖南郴州人，

硕士研究生，教师/助教，研究方向:书法篆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