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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绍基学政四川及其回腕执笔
书法风格形成的文化渊源+

曹建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400715)

摘要：成丰二年至五年，何绍基为四川学政。在四川的三年多时间里，何绍基书法艺

术完成了由成熟向风格定型的转换，完成了一个质的飞跃。究其实，主要基于其执笔方法的

转变，也就是从“猿臂”的观察进而强化“回腕高悬”的执笔法并将其固化。固化回腕执笔。

是何绍基在四川的一大收获，也是奠定其晚年书风的主要技术手段。这一执笔法的形成与

其在四川任学政这一职位的经历与情感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失官之后的峨眉、瓦屋之游，

令其“猿臂翁”之自号不仅有着自身与动物对应的物象依据，更隐含着其对于贬官的无声回

应。何绍基并非故意要违背生理规律，而是顺应自身的身体条件与心理需要，以自己实际的

身心状况为基础，自然选择了回腕执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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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何绍基回腕执笔法之研究，近年来多有新

论。20世纪90年代初，梅墨生认为，何绍基60岁前

后行书“进入了晚年阶段”，契机就是57岁所作《猩

臂翁》诗。山不过，他又认为，何绍基用回腕法作书，始

于何时，“不好确定”，“何氏是不是在四川境内，特别

是峨眉境内看到许多猿猴才突然感悟此理的?百余

年后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或许不无关系。”④同书中王

启初《何绍基临道冈碑琐谈》一文则以道光二十七年
吴偏所绘《顾祠春禊图》中何绍基执笔法为例，说明

何绍基49岁时执笔正是回腕高悬之势。④近年钱松

认为何绍基道光初年就已经使用回腕法书写，而回腕

法之真正运用于各体书中。“应在道光二十年以

后”。Ⅻ以上所论，以何绍基回腕高悬在道光后期开始

或有所据，其由回腕高悬而固化，梅、钱均以何在四川

且以“猿臂翁”自号之时。@本文拟从何绍基留蜀期间

诗文及其生活经历、环境等进行探讨，进一步探究何

之“猩臂翁”之外物及内心依据，或许与此前所论有

所呼应。

何绍基的四川学政生涯，起于咸丰二年(1852)，

终于咸丰五年(1855)。在川的三年多时间里，何绍

基艺术完成了由成熟向风格定型的转换，完成了一个
质的飞跃。究其实，主要基于其执笔方法的转变，也

就是从“猿臂”的观察进而强化“回腕高悬”的执笔法

并将其固化。固化回腕执笔，是何绍基在四川的一大

收获，也是奠定其晚年书风的主要技术-T-段。这一执

笔法的形成与其在四川任学政这一职位的经历与情
感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其诗文来看，回腕法的强化始于咸丰四年的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200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青年项目“晚清文集笔记中的书论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07CZX024)阶段性成果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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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攘臂翁》诗，充善于威FⅡ年的峨膈瓦犀之游．要

理清“思想发艟脉络，还帐片忻mA蛮．有必安梳j里

何孛f{毖n蜀期川的棚盖许业R10材料．进lJIj¨沧其

选掸M腕法的所尘“拣性

一、希望与失望；学政生涯的亮丽开始与草草结束

成十一年l一月fuJ绡些踌躇满志地别逃H川，
就任口川学政胀在此之时的。四个月巾，何螂

甚血0C；曼仡被城丰-≯帝订址的喜睫里阿绍基}1

硭详细Ld求r-》帝两次“皑的情形墟十二q

(1852)何皇f{毖和丁母忧之衍得恃郎张芾们雠举褂到

成丰帝的“见此时的何绍琏年止s4岁在州州的

=刻钟RE里，嘎t与他空谈．就萁屏家精贳J；l=父

亲的经所问到家庭情况兄船姊蛛情形、显菁做过半

政一职等太小事情，这献日见让何绍基馓动玎丹

不_吐从他¨的谈话小，nr知咸阜皇帝对州绍堆撤然

并小熟悉．或许瞰为其父驶被入推杯的戈茉，t颇4I

些眷ⅢⅢ之■，血有准备起川何绍牲为学政之魁法

顺便需要说明的是何绍丛自E‘d拽这次日虻。j下状

召她的日记并非月1日腕法书写．

ⅢI何绍i像

第二次是域半一年八H九n皇帝#地千乾清
甘’ 第．次抖她变际址¨蝌基任阿诫勉战{卉+城中

q帝问他看过哪些书那些书蚪“法屉雨用功皇

上还ⅡJ嘱他赴任后‘不坚光是诚心特人．倒要受他“J

的宙”，宜际r是在告酥他盘Ⅱ何做官这衅看似琐碎

的闻谈，体现丁皇帝对他还魁噩扩有加的

对于皂帝“虻．何纠堪泼惶溅怂．心存昆惧’蝴S

恩之心HⅢ之后何绍皋便从当时的-I，m”峰降

刮r地方或许lI．州冉此，¨圳壁为一心JI mI不破牲

堪懈怠；也m瞰此．何槲麟却竹叫川uf．4：总地^订

小断罄磬．最后厦玻他八莹幼．矗霄口l野n吼帝m

柏俯什雌耳的何绍越舟口JI『俨然以锨船”F1肼．培

后却被罢免这一十廿程的转，坚，或许世目为何绍幕

小请官场规则，这从他的赛折巾或；4见m端倪

成丰二年秋冬之问，柳絮恩遇的{n『绍韭过高仔r汁

了哩帝对nd的岱识．常常澈动堆E n：蛀口川仆职

的途中，也就址戚{-二q}门t几lI还住两尘的时

按．何绍幕就地不灶待地I姑。拟ld铸川凡钱忻”，q

帝l一川二}八n朱批如F：

所妻f*￡见，然十钱太钱，芾1*异，目

#目 现惦十伐，铜女{足．何况戈栈乎’

渐知一^知二也i8月#锄．目十W禁

皋中曾经降日观古“#非尽亭，举一事必

敏复{试目井日封建尚v复平V此折着，

部存记，若有可行目．{妨采择八奏

主耋道吊旨．威I‘争帝给何蝌孳臂足rlm子}＆然

提醒他知』e木ⅫH一似皇带j；E足颇赞心思地Ⅲ术
批形式绗于奴肋纠iS网⋯后的卜一H二㈩Ⅲn何

绍聃立邮套上恭报别侣L|蝴折，啦帝挑，牛止H十

目2咸丰二年何目i非目腕$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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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R朱批‘知道r地^ 切隋肥随时埔察且赛’

l止丰-年四月十八【J《雒报岁试成薷啸墒情形折》
皇帝，、H l二¨求批：Ⅻ遵r汝能如址认彝，朕

茫f#悦。”成阜I‘F L JI。}叫||《#i输年雕率旨从

优旺衩谢折》，f—H1一FI朱批”知道r从这片

奏折开始．成丰帝朱批内容 F变得简单T。或许何

绍幕根本不以为意在接任职的两年多时问内屡崖L

毒最为集中的是他曾终托咸丰四年五月二十口¨

天桄l。毒丁两十折子：请旨交杖帖顿考试川埭弊
窦折’“请肯出正]菹姐．郎神庙祀典折。城}皇帝

往两月后的L月 f八11嗣一X米卅t柏后两天的

血爿二l六日《请旨饬裁陋规折》，皇上甚至根率就

不再柬批T，虽然其后还有数析咸丰帝B经没竹耐

0再多批几十#r从成丰j年暑灭何绍基l二任’}

年之后一直到杖免职他的所有毒折r的朱批几乎都

没有引幺实雁件的内存．多半匈“锄游了”‘异秆斤”

缓郎泌彝’等：血’，

图3 i＆峨眉游后书对联

j苴光M，昔振晰建议j苴光帝小g要为占员“I每

天进生的潮水般的L疏奇事而大愍痈苒：幽为官n¨

认为他Ⅱ】的职责就是婴把问题条陈【，束，不管有堆正

市部掰这样做”皇帝H《辑I粗看看赛折-t1 I 51i和

if蔓的措眠．然后惩成邪Ⅱ}疏忽者就}r了川这种力

“．他就能蛄R小他自oB“意到r奏折i}r的帅冉

同时卫能严惩那蚌ffIf^自扰的人而对所请示的川题

则c目“轻轻带廿 狂】目光年I司官生条陈时事滥且

朵是确罪的行为膻#帝魁甭效法j苴光皇帝，不得而

知小丘士．鞍为i|亍齄的年史是，何绍基被免的原目是

彖l晰时阜多Inl杂这t少nr说叫甜州肇#牛气太浓

缺乏Fr场应酬的箍巧，也犯J。帛帝的忌讳．何绍藁唯

的儿于何从满《眼辈阁遗文》巾《先府种茁丧》

(ⅢJI举嫂)剥{t时，整顿试夺外扳严m内处“宽．

1杼性悦“小避枉贵．摊实“陈。忌之者瑾杓监l*

相排挤，卒“条陈时事锛秩 正如何皇i；f基没有料到

nE企在膻丰二邙驻突然提拔一样．他更没有料到会

被这么快这么简单地被免除官职希单与女单来得

鞋怏．币如常青卅希望越太失望越大．在遮擢升与

蟹免的肚程中，何绵埴情绪太受影响．称职与不林职、

岛冉·o痈H儿f存根矩的时|lJiL他椿Ⅵ地摊会到

希吼m米．失钽『m门，亮眦外始．草草结束．这就

足何绢基住凹川三年q情感轨迹而艘十五年正是造

种情感的最低柞

二、为官与在野：咸丰五年七月的矛盾痛苦与排解

成丰“年韧夏，突然被免ml的何绍肇内心充满r

复杂的情绪，矛脾。j|；iiH度I“抚菪他。他没有想明

n为何nd兢兢、¨p为官厦进正端免职储g免
／-们山心深处j王患柠与lj心Ⅲ”常的苫楚，在成

都，他作T ^“《游峨借》诗：谪官愈识竹堪§许

§U蛾月厩j游 虽然尤杂，仳j；￡要感谢皇恩浩荡

从成都髓向往赢州，他型加感觉到自L较为尴尬的身

份．自吼’非出亦IFK’．尤祭之-l；j【口，道扦“瑚打

‘ni』 ㈨《档IH：

游箱蜀中^．恩墩i蕞蔫邮城所{

经．女境难八贯峨月*特奇．西颇在佛仿、

幸卸健者秤．得连名^想#t$非民，官

坤“应强征哉蛆虎性．1自如苍≈徒步

女东f1，坼若鱼脱月 江湖i!·o，翩端蓐
矾％

名山箍鹿脱J珂之鱼成T他所■仪的物象，不

过．初离成都于免茸一事内心仍未免耿耿，如《晚

泊知W州青种俱c过》：“昨日离成都．水泼烦篙

刺”剑了崩州．襟{1f：转超然．¨做“尔洲老农誓’、蛐

《崭州郴斋洒后作》：“々怀转趟然，断敞忘廿肿行

将录来^．4。洲老农父”游琏itlI．砰乐m大佛后，

■结更开，如游凌d⋯肝作：r’抱今怀都放却，洒阉

独步看明河到r蛾帽，柏老友宴请，心境蹙化，梦

想化鹤E天期盼早n登上峨刷m巅，"《峨J月县斋

噌秦止》’梦魂化为鹤．E 1．峨儡颅’特j．峨眉LIl解

脱坡十H解脱．1“m泳M桥过解脱坡凡峨订K敞泉》

“延缘婉转饼j{噼脱坡解脱者何物．m为流眦
客 理知A寅柑无病也无缝”n：万年寺收到

两个弟弟的信．息副r洞庭湖，想宇1j_j，官场胤牧，卉归

}之思，其《厅年寺在得于慰弟京离#厦于敬弟杭州

书》：“洞庭渡静术．缓缓理￡l桡”感眦兜利荏再，官

场先息．如《念{t海搂病》：“1#生岢门吏．垂老著壮

万方数据



一*建*g％々0E，&H二琏^芝；，j M书#或≯#t■谭 130

一HLNbRED$CHOO]5 IN^RH

i石

围4落敖为碡皇的对联

身”反魍～州q太．却离开¨场fn】弹4T解脱之感．姐
《奇H：儿孙》 怖城采《多坩府．拽虱媾问水铼片

翩然杖拨五娴．牲似麒悻捕乍上 刚似i+1鹃健

黄桂归束笑惊儿忖。刮蛾蚪m最高顶．再到拂

光，0巾仍订披潮，Ⅻ《佛光》：找心兜叫f¨所期噫

嘻．找心光叫何昕期’翘早与普钎有曹同佯的境界

如《普贤两向》 夸’足何夕+此当足何亭，不敢阿

头尔忸．，J年估坐看夕Ⅲ”思#之D浦然而t．箩

到父f}亲和他起谨_|I．蛔《纪梦》：“泷艄准却鲫赫

柴，南晕博I“黠《”涮枕惊fI】】摩雨梦两瘩㈦戎I

山来”

思多与接近l【I林的陕乐使Jt炙官之痛梢得疗灸，

这在诗里均订厦映 ¨U后，0境有很大的变化，扣

《胃盯F山》 铎心如归i趁雨R}点走 再腮

||赁封足再IlI旃M讨 M城蹄L■情好转．如《沿速

小轿皆赴举Ⅳ，奈☆奥^小褂b争路》：‘母f!脞小路众

舆孕棒于香时II-堪程．}}：汝+If人虫地上．老大埋埋

看山衍 ：}{赫和返碰的曲种心志对比强烈。寄情ili

水．确实能解毗捕持⋯水的移情作m，在何氏为官

与枉野的思考过程中№得1分匝受

n，“浇峨川砘Jg之游々何宝f{蟮*1=『之埔褂姒碱

轻，使#以大订然巾，讳水利种rI[tl与解脱“商*

得刘搬凡程j垒的排斛

三、回腕执笔法：对免官的无声回应

对Tn然的亲近mq，恻人的啦维里．常常表现

为把自身与功怕物 对血“杜竹梅花比喻高．，～

“t’ot^时麻性格．4以为常4以fnJ州坫晡斩，≈

化如越础从性州f掖鹿、佳驹等物蒙的坦象，再束理

解fu』}“丛为fⅡJ神情r⋯腕援臂似乎就比较存斟r

成杆I兑．他n经竹刚简‘_f1【芭法=肯之问找到r辑l

Jm电

I、镣与披忏

成卞四年似蝌甚丐rT精乱的《援臂翁》件：

#律奉与舯删同贵存悬付能嘲空 咀简御帮静制

动IN向满足*措中乍将1。射本大授覆臂岂止两

竹通气n菲息饭i坝．槲仲进避忤玲珑，平肼目”

颇悟此．将叫l‘栈尢成功*b小社J小侯，虽¨人

田艇灭钟Ⅻ心恕坶二o r．壤j}隶惜抖求工皆川

找“，肚我巧巧小nrf々法町公惟当努力蹑曲^奠

嗤小技如雌虫 q下书本，、艺 ．薪进干遭养井充

蒯理万端i宴万桂，消K得戋惟反躬。外缘既轻内自

m+忐气不非甍啦|，芝余惯持五q管．尤山能弯-

行弓 时片埘兵何处f￡聊复矗”f疆什翁 ”这^l#

仆iI被说”何绍肚B风转换的竹点．从其诗作米肴．

先^i婀年部计’“自利盖的晦作成十血年蛾EI“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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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猿臂而知名者，多为善射之人，一如何绍基所谓。
如正史所载唐代慕容翰、郭知运，宋代解元，元代穆呼

哩，明代常遇春、许逵等。何绍基则是典型的南人北

相，人高、手臂长，或许此为其选择回腕的生理基础。

何绍基还将猿视为自由精神的象征，如其《将游峨

眉》所谓“狂哉媛鹿性，飞动如苍茫。”何绍基在被免

官以后，内心极为苦闷。寻求人生的大自由与了无挂

碍几乎成为他的梦想。心虽不甘但又无可奈何，此时

的何绍基只有回归到大自然里面，在想象之中得到一
种精神的寄托，寻求自由的感觉。何绍基在《久不作

小字舟中试为之》诗中进一步申述“吾臂如生驹”：

吾臂如生驹，未肯就羁勒。蜀舸如怒

蛟，鼓努敌水力。两雄不相下，点画难识职。

吾闻草圣书，精诣在楷则。又闻鲁公书，横

平而竖直。坡老滩行时，作字适忘适。于彼

乎何尤，握挽自欢息。

他的愿望就是不愿再受约束。从他的这些写景

抒情诗中，不难探知何氏的志趣。或许，何绍基的回

腕运肘就是自己对于免官去职的无声反抗。何绍基

在经历免官、畅游峨眉瓦屋之后，其内心更加宁静，执

笔法也更加倾向于静、缓的猩性。或许，这就是其执

笔法变化的心理原因。

2、回腕本义

“回腕”执笔法：虎口向上，掌心、五指向胸，指端

执管，腕肘俱悬。书法史上，用回腕执笔者并不鲜见。

鲜于枢、黄庭坚、范仲淹等人都善于回腕。黄庭坚认

为：“凡学书，欲先学用笔。用笔之法，欲双钩回腕，

掌虚指实，以无名指倚笔，则有力。”哆清代周星莲《临

池管见》云：“回腕法，掌心向内，五指俱平，腕竖锋

正，笔划兜裹。”

何绍基认为书写时必须用回腕。他在题《张玄

墓志》时云：“每一临字，必回腕高悬，通身力到，方能
成字，约不及半，汗浃衣襦矣。因思古人作字，未必如

此费力。”《题旧临<争座位帖>后》：“柔毫硬纸写无

停，文采当时动大廷。猿臂今成强弩末，且论书与后

生听。”

何绍基回腕法的运用，使他的书法风格为之一

变。不过，其特点显露的同时，弊病也相伴而生了。

杨钧《草堂之灵》批评说：“其执笔专用回腕，可以盘

旋之地，仅胸前两手之间，故盈尺之字皆不成形，直不

能直，横不能横也。尤多以宋人粗犷之笔，作秦汉纯

邈之书，本欲效颦，几成画虎，且用裹笔，尤多纽捩，此

则深可太息者也。”吩何绍基注重用笔时的笔势与贯

气，既强调厚重雄浑，又强调淡远有韵。这些效果的

表现有赖于回腕法所便用的中锋用笔，他认为：“气

贯其中则圆，如写字用中锋。然一笔到底，四面都有，

安得不厚，安得不韵，安得不雄浑，安得不淡远，这事

切要。握笔时提起丹田，高着眼光，盘曲纵送，自运神

明，方得此气。当真圆，大难大难。”

今天来梳理何绍基咸丰五年的情感经历。还原他

执笔法变化的轨迹，对于他的心情、思想变化，以及为

何他自号“猿臂翁”，似乎更容易理解了。在免官去

职的一个月里，从他心理的变化，我们能更好地理解
何绍基对于执笔法的调整。可以说，何绍基并非故意

要违背生理规律，而是顺应自身的身体条件与心理需

要，以自己实际的身心状况为基础，自然选择了回腕

执笔法，并且在咸丰五年将其固化。这一点在他的许
多作品风格中也可得到印证。 (责任编辑：贾明哲)

①刘正成主编、梅墨生分卷主编《中国书法全集·何绍基卷》，荣

宝斋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

②同①，第9页。

③同①，第22页。

④钱松《何绍基年谱长编及书法研究》，第276页、279页。其论

道光初何绍基“未取‘猿叟’之号”，“园何绍基为南人，且为书

香门第，未谙骑射之事。”

⑤钱松认为，何之猿叟之号源于其在四川学政任上，值得肯定；不

过，云其在四川“常年考试武生，才得以接触弓箭”。尚可推敲。

⑥此次谈话为任前谈话，成丰皇帝与何闲谈，并谈到书法：“尔自

然篆字、隶字都会写的?～篆字隶字都学着写。”“隶字是学什

么帖好?～臣止是学汉碑。”“尔家眷都已来京城未?”

⑦[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l》，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

(函黄浚著《花随人圣盒摭忆》记载张之洞似猴，上海古籍书店，

1983年版，第361页。

⑨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钞》卷十四，《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

类》，上海古籍出版社，第704页。

⑩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钞》卷十五，《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

类》，上海古籍出版社，第708页。

⑨同⑩，第710页。

@潘之淙撰《书法离钩》卷二，《钦定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

书画之属。

⑥杨钧《草堂之灵》，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l页。

Can Unscrupulousness be Tamed：Stylized Pen craft of He Shaoji§Calligraphy
CAO Jian

(School of Literature，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 15)

Abstract：From 1 852 to 1855，He Shaoji was assigned as a procurator in Sichuan．During the three years，He Shaoji

made a great progress in his calligraphy style which might significantly attributed to changes upon pen(下转第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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