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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曹全碑》全称《郃阳令曹全碑》。
刻于东汉中平二年（185）十月二十一日。
明万历初年在陕西郃阳旧城莘村掘得此碑，篆额佚失不存。
出土时字划完好，一字不缺，清康熙十一年（1672）后，中有断裂，今则缺灭之字更多，但汉碑中少
有较此完好者。
出土后移存郃阳县孔庙东门内，西向。
1965年移置陕西省博物馆碑林第三室。

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此部《曹全碑》系明拓“悉”字未损本。
碑高253厘米，宽123厘米。
割裱本，内框高25厘米，宽11.5厘米；外框高31.5厘米，宽16厘米，计21开。
隶书，二十行，行四十五字。
碑阴五列：首列一行；二列二十六行；三列《金石萃编》载为八行，欧阳辅《集古求真》载为五行；
四列《金石萃编》载为十八行，欧阳辅《集古求真》载为十七行；五列四行。

《曹全碑》系晋王敞等纪念曹全功绩而立。
王敏、王毕等立石。
曹全，字景完，敦煌效谷人。
碑文主叙曹全为弟分忧，弃官还乡，又遇禁纲，于家隐居，光和七年再任郎中拜酒泉禄福长等身世，
从侧面反映了以张角为首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声势浩荡。
碑文铭辞三行，三字为句，空三行书年月一行，在碑阳正文末。
碑阴刻立碑题名者的题名，有处士、县三老、乡三老、门下祭酒、门下议掾、督邮、将军令史等。

此部《曹全碑》系清朱彝尊、翁方刚等旧藏之明拓“悉”字未损本。
朱彝尊，清朝学者，字锡鬯，号竹垞，秀水（今浙江嘉兴）人。
博学多才，尤工于词，为清代大家。
翁方刚，字正三，号覃溪，清朝学者，精于经学考据，又擅长金石之学，所著《两汉金石记》考证精
审。
外题签为梁启超题“朱竹垞旧藏本曹全碑，今归饮冰室。
己丑正月题”，内题签为翁方纲题“曹全碑曝书亭藏本”，并钤“覃豀鉴藏”朱文长方印。
”朱彝尊、翁方纲、梁启超递藏，有梁启超、翁方纲题跋，赵怀玉札，李彦章观款。
钤有“彝斋”、“启超”、“梁”、“ 竹垞”、“子孙后世家传之宝”、“翁方纲”、“汉筹之印”
、“文渊阁校理翁方纲藏”、“苏斋金石文”、“容斋清玩”、“饮冰室藏”、“叶志诜审定记”、
“东卿过眼”、“朱彝尊印”、“李彦章印”等印。
此本为首行“秉乾之机”之“乾”字未穿，第九行“悉以薄官”之“悉”字未损。

碑版字体匀整秀丽，分纵横行，体态扁平，行距疏朗，逸致翩翩，清万经评云：“秀美飞动，不束缚
骤，洵神品也”。
人们誉它象“风流自赏的三河少年，文雅可爱的兰闺玉女”，是汉隶中用圆笔的典型作品。

《曹全碑》为著名汉碑之一，在现有汉碑中，是保存汉代隶书字数较多的一通碑刻。
拓法虽不为精善，但较之当时所拓，神理浑沦可爱。
不仅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且含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文中除记述曹全之生平、功绩，以及世系外，并记载了汉代以张角为首发动的农民起义这一重大历史
事件，可作为订正历史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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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碑文多别字，故后人疑为摹刻者，然就其端直朴茂而言，非汉人所不能。

兹选照三开，既碑文首一开、“‘悉’字未损”一开以及碑文末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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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绍基(1799～1873) 清代诗人、学者、书法家。
字子贞，号东洲，别号东洲居士，晚号蝯叟。
湖南道州(今道县)人。
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何凌汉曾任户部尚书，是知名的藏书家。

何绍基出入于阮元、程恩泽之门,通经史、律算,尤精小学，旁及金石碑版文字。
他是近代提倡宋诗的重要人物之一。
论诗主张“人与文一”、“先学为人”，而后直抒性情，“说自家的话”（《使黔草自序》、《与汪
菊士论诗》）。
他作诗“宗李、杜、韩、苏诸大家”，不名一体，随境触发，较为真挚为“宋诗派”重要倡导者之一
。
他有过讥刺时政的诗作，如《沪上杂书》“愁风闷雨人无寐，海国平分鬼气多”，对外国侵略者盘踞
租界深为愤慨。
但由于仕途挫折,性情拘检,他说“一切豪诞语、牢骚语、绮艳语、疵贬语，皆所不喜，亦不敢也”(《
东洲草堂诗钞自序》)，而强调“温柔敦厚”的诗教。
所以诗作大都是登临唱和、书画题跋及抒写个人生活感受，很少涉及社会政治内容，如《沪上杂书》
感慨外国侵略者盘踞之类很少。
他的山水诗善于以平实自然的语言白描客观景物,颇有特色,如《山雨》、《望飞云洞》等。

何绍基的书法成就很高。
各体书熔铸古人，自成一家。
草书尤为擅长。

何绍基的楷书取颜字结体的宽博而无疏阔之气，同时还掺入了北朝碑刻以及欧阳询、欧阳通书法险峻
茂密的特点，还有《张黑女墓志》和《道因碑》的神气，从而使他的书法不同凡响。
何绍基的小楷兼取晋代书法传统，笔意含蕴，行草书融篆、隶于一炉，骏发雄强，独具面貌。
他的篆书，中锋用笔，并能掺入隶笔，而带行草笔势，自成一格。
何绍基书法，早年秀润畅达，徘徊于颜真卿、李邕、王羲之和北朝碑刻之间，有一种清刚之气；中年
渐趋老成，笔意纵逸超迈，时有颤笔，醇厚有味；晚年何绍基的书法已臻炉火纯青。
 济南大明湖历下亭楹联杜甫名句“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即为他所书。
历下亭东壁仍存其《重修历下亭记》石刻。

何氏精通金石书画，以书法著称于世。
誉为清代第一。
初习颜，中年博习南北朝书，笔法刚健，此期作品传世甚少。
后致力分隶，汉魏名刻，无不深研熟密闭，临摹多至百本。
偶为小篆，不顾及俗敷形，必以顿挫出之，宁拙毋巧。
暮年眼疾，作书以意为之，笔轻墨燥，不若中年之沉着俊爽，每有笔未至而意到之妙。
年尊望重，求书反多，故史年作品传世较多。
尤以篆隶法写兰蕙竹石，寥寥数笔，金石书卷之气盎然。
何氏博学多才，尤工于诗。
有《东洲草堂集》。
何氏晚年寓沪，卒于吴县，归葬长沙南郊石人冲。

他是一位十分勤奋的书法家。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何子贞临曹全碑>>

他自己说：“余学书四十余年，溯源篆分。
楷法则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绪。
”何绍基早年由颜真卿，欧阳通入手，上追秦汉篆隶。
他临写汉碑极为专精，《张迁碑》，《礼器碑》等竟临写了一百多遍，不求形似，全出己意。
进而“草、篆、分、行熔为一炉，神龙变 化，不可测已。
”至今存临本仍然不少。
中年潜心北碑，用异于常人的回腕法写出了个性极强的字。

何绍基是一位大书法家，但他的诗名为书名所掩。
在晚清宋诗派中他是一位健将，擅于描绘山川。
如其七律《元象》中有“石根水怒水根石，天外山惊山外天”一联，上句比喻人世风波之复杂、险恶
，下句又展示人类进步之不可限量，耐人咀嚼。

何绍基为官，因言事降调，于是远离官场，周游各地，以书法著作自娱，晚年倦游，在长沙生活，与
黄道让、王先谦、王闿运等人相唱和，成为长沙诗坛雅韵之一章。

《隶书七言联》 何绍基曾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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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切要握笔时提得起丹田工，高著眼光，盘曲纵送，自运神明，方得此气。
当真圆，大难，大难！
”，由此可见其对中锋的高度重视和深刻理解。

何氏一族自何绍基父亲何凌汉以下10代皆为读书人，后代今生活在湖南长沙县江背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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