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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南海会馆，位于宣武区米

市胡同43号。康有为居住在北跨

院的七树堂。七树堂中一间房外

形似船，康称它为“汗漫舫”。从

1882 年来京应试至 1898 年戊戌

变法失败，康有为都住这个会

馆。1888年，康有为在此完成书

法理论巨著《广艺舟双楫》。1895

年7月，康有为等维新派在会馆内

创办了《中外纪闻》，它是北京出

版的第一种民办报刊，并于1898

年1月5日在南海会馆创立“粤学

会”。1984年，南海会馆被确定为

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康有为：金石陶遣 广艺舟双楫
记者 郑成航 陈友望

康有为，是在近

代政治史、文化史、

艺术史上都让人无

法 忽 视 的 重 要 人

物。游历四海的他，

在全国各地都留下

了故事和书迹。北

京，作为中国的政治

中心，是康有为施展

抱负、遭受挫折的政

治舞台，也是他博览

金石、改写书史的天

地。而杭州，则是康

有为优游林下，游戏

人生的乐土。

康有为（1858年—1927年），

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

省南海县，人称康南海，中国晚

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

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

表人物。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

僚家庭，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

化。1888年，康有为上书光绪帝

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1891年

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

学。1895年，联合1300多名举人

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1898

年开始进行戊戌变法，变法失败

后逃往日本。1927 年病逝于青

岛。主要著作有《康子篇》、《新

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日

本变政考》、《大同书》和《广艺舟

双楫》等。

【康有为小传】

【北京康有为故居】

艺林漫步 之 走进北京康有为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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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康有为这样游历四海，辗

转天下的大文人来说，杭州这样的

文化名城注定不会陌生。1916 年

夏，康有为来到杭州，作为维新改革

领军人物，在杭州得到很高礼遇，被

安排入住临湖的“西湖第一名园”刘

庄。

康有为在刘庄小住之后，极为

满意，一个月之后就干脆在刘庄北

面丁家山上买了一块30余亩的地，

费银4万两，耗时四年，山下立有山

门，在门上自题为“康庄”，还有一副

对联曰：“割据湖山少许，操草木鸟

兽之权，是亦为政；游戏世界无量，

极水石烟云之胜，聊乐我魂。”

在康庄，主人立于书房就可俯

视西湖山水胜景。康有为还撰文

称：“园在杭之西湖丁家山之上，旧

名一天山，吾以山之名名吾园。屋

以南高峰、九曜山、紫金山、玉泉、凤

凰山、吴山为左恒，以天竺、灵隐、北

高峰、栖霞岭、葛岭为右墙。杭城井

闾，楼观万家，烟树点画”云云，洋洋

自得。后来康庄、刘庄并为西湖国

宾馆，G20峰会期间，中美元首的西

湖之约就在此举行。

康有为入住西湖后，一时高朋

云集，他也遍游西湖，还留下许多题

刻。在刘庄，几幢老屋上也留有“蕉

石鸣琴”、“潜岩”等石刻，留“南海康

有为题”。三潭印月的御碑亭有一

副楹联，是康有为所做，曰：“岛中有

岛，湖外有湖，通以三折画桥，览沿

堤老树，十顷荷花，食莼菜香，如此

园林，四洲游遍未尝见；霸业硝烟，

禅心止水，阅尽千年陈迹，当朝晖暮

霭，春煦秋荫，饮山水绿，坐忘人间，

万方同慨更何之。”

1954 年春，毛泽东来到杭州西

湖。在三潭印月，看到康有为的这

副楹联，他饶有兴致，驻足品读，久

久沉吟。毛泽东读罢说，情景交融，

可称佳作，可老先生的心境有些低

落啊！于是他在原联的基础上，将

“阅”改“历”，“更”改成“欲”，去掉了

“览沿堤老树、十顷荷花”和“当朝晖

暮霭，春煦秋阴”两句，看上去仍是

一副完整的佳联，并行云流水地写

了下来。2004 年，由毛泽东书写的

康有为“三潭印月”楹联碑落成。这

是西湖边唯一一幅由毛泽东书写的

楹联，整块碑高约 3.2 米，宽约 1.5

米，为美丽的西湖增添了几许雅韵。

康有为还是一个“杭州女婿”，

在杭时，他看中一个船娘的女儿张

阿翠，几经努力纳为六姨太，并改

其名为张光。张光颇得康有为宠

爱，他不仅请家庭教师教她读书识

字，还亲自教她书法。据说康有为

考虑到张光在他身后的生活，为她

闭门写了 2000 多件书法作品，说：

“老夫无金为卿养老，此 2000 多件

即变相之足赤，够你受用一辈子

了。”后来，每当思念康有为之际，

张光就会打开康留给她的一箱字

画睹物思人。

以居室为画舫，漂流宦海

北京米市胡同是一条南北长二

里多、宽仅五米有余的小巷。胡同附

近高楼围立，里面皆为平房杂院，人

声冷寂，仿佛与外界隔绝。43号院门

廊坐西朝东，挂有“北京市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康有为故居，一九八四年

五月二十四日公布”等字样。这里是

原南海会馆，也是110年前维新运动

先驱、书法家康有为的故居。

南海会馆创于1824 年。据载，自

清朝开科至道光初年，广东举人中进

士者凡 72 名，其中南海县便占四分

之一。该县每次来京参加会试者不下

百人，一些在京为官的南海籍人士便

捐资在米市胡同现址购置房舍，建立

南海会馆，以应进京举子之需。至

1880 年，由于赴京举子越来越多，原

有房屋不敷使用，便在会馆南再购一

处房舍，使其和原有宅院连接起来，南

海会馆遂具规模，有平房146间。会馆

大院分13个小院，康有为曾居住的“七

树堂”在东北面，因植有七棵古槐树而

得名。康氏 1882 年首次来京会试，

即住在七树堂的“汗漫舫”。该舫在七

树堂西面，坐西朝东。因北边紧靠烤

鸭店“老便宜坊”二层小楼，从七树堂

北望，那小楼酷似一只画舫，飘浮在七

树堂之北。康有为想像以会馆为海，

以小楼为舫，作汗漫漂流之游，故名自

己的居室为“汗漫舫”。其后，康有为

每次来京应试和向皇帝上书，都住在

“汗漫舫”。作为杰出的书法家和书法

理论家，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也在

此完成。

据《康南海自编年谱》称：“光绪

十四年（1888 年），乃发愤上书言，极

言时危，及时变法……朝士大攻之

……沈子培劝勿言国事，宜以金石陶

遣。时居徙之汗漫舫，老树漫天，日

以汉碑为事，尽观京师藏家之金石凡

数千种，自光绪十三年以前者，略尽

睹矣。拟著一金石书，以人多为之

者，及续包慎伯为《广艺舟双楫》焉。”

可见，对于怀有政治抱负的康有为来

说，留心金石，著书立说纯属变法失

意之余的消遣。南海会馆距离金石

书画行业的中心地琉璃厂仅仅一箭

之遥，这也为他“尽观京师藏家之金

石”创造了充足的条件。

然而，对于艺术天分极高的康有

为来说，寄情于金石翰墨并不意味着

林下优游，逍遥自在。在看过数千种

金石拓本之后，饱含一腔不平之气康

有为在汗漫舫中鼓荡起了书法界的

一场“变法”。

以变法为双楫，乘风书坛

《广艺舟双楫》全书分六卷，

二十七篇，其内容在书学各方面

都有独到见解，尤其“尊碑”思想

突出。“尊碑论”并非由他肇始，在

他之前，已有阮元、包世臣倡导碑

学。阮元提出了“南北书派论”和

“北碑南帖论”，包世臣尊碑但不

卑唐，康有为的“尊魏卑唐”是继

他们二人“尊碑”衣钵而又有了很

大的发展。

全书第一篇《原书》，是提纲挈

领、开宗明义的一章，康有为将汉字

与印度、欧洲、古埃及、阿拉伯、巴比

伦等地文字并列考察，提出了“变

者，天也”的观点。康式还不厌其烦

地论述变之理与变之道，为“尊碑”

和“卑唐”鸣锣开道，埋下伏笔。平

心而论，康有为的“卑唐”并非认为

唐人书法一无是处，而是针对世俗

学书常常一叶障目，奉唐碑为金科

玉律，不敢逸出唐楷规范，致使终身

寄人篱下，局促无所成的单调学书

模式。因此，他对邓石如、包世臣、

张裕钊等人学北碑有成的书家给予

充分肯定。因此，“尊碑”和“卑唐”

实质上是为了破除书法创作中的因

循、僵化思维，推扬一种开放、活跃

的创作思维。

至于康有为自己的书法，也身

体力行地实践着《广艺舟双楫》中

的主张。其实，作为传统士人，康

有为早年学书，也是从帖入手，他

三十八岁时所作的小楷殿试卷，就

全面展现了其多年习帖的深厚功

力。然而，随着康有为书法观念的

转变、成熟，他的中晚期的书法作

品，表现出越来越重的汉魏气息，

力图融碑入帖，体兼篆隶。他对北

碑的学习也不斤斤于点画形状，对

于传统上以方笔为主、圆曲为辅的

北碑书法，康有为则尽量以圆曲之

势出之，这是极有勇气的尝试。他

参悟到“书法之妙，全在运笔。该

举其要，尽于方圆。操纵极熟，自

有巧妙”的道理，在他晚期的书法

创作中，康有为十分注意用笔的

“方圆结合”。为了独具新意妙理，

他提出了“以方作秦分”，“以圆作

汉分”，“以章程作草”，“以飞动作

楷”，最终形成了以篆隶笔法作行

书、兼容碑力篆势、隶韵草情的独

具特点的“康体”。

康氏书法，犹以大字榜书最为

人所称道。其榜书大多结体方正，

以字中作为主笔的横、竖的平直、舒

长来构结字架，表现出端正宽博、率

性自然的风格。细观之下，其点画

又勾连巧妙，裹束奇特，极富变化。

康南海用笔以中锋为主，在榜书创

作中则频繁使用的曲笔、颤笔，以求

“一波三折”之效果，避免了方笔运

行的单调，为作品平添了几分涩重

感和金石气。

以闲情为小船，泛舟湖上

楷书鲍照飞白书势铭

杭州栖霞岭白沙泉题刻

承风树道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