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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书法作为一种以汉字为载体的抒发情感的艺术形式，

在产生之初就伴随着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早期的书法

分流受限于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

公里的辽阔大地上，分布着种类丰富的自然地貌和气候

类型。基于这样的大背景条件，南北方不同的书法风格

应运而生。

一、自然地理环境

纵观历史，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影

响是长久的，其中主要包含两种观点：一是“地理唯物

论”，二是“智力决定论”。“地理唯物论”的观点认为人

类文明始终受不同地理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自然地理条

件规定着民族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发展。“智力决定论”的

观点持有者则单纯的认为文化是人类智力或精神的产物，

从而陷入唯意识论。显而易见，这种观点忽视了文化自

身发展的客观性，不容讨论，是谬误的 [1]。关于“地理

唯物论”，在古今中外史上都记录了其形成与发展的悠

久历程。如古希腊时期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指出地理环

境对于历史、文化与人性的影响；同时期的哲学家亚里

士多德创立了环境地理学；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李

大钊等人在五四运动前后探究中西文化差异时也运用了

“地理唯物论”的理论和方法。综上所述，历史的及文

化的研究必须考虑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天然的自然地

理环境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下文探讨的书

法艺术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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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展开的。

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深受独特自然环境的影响。这

一点体现在书法艺术的封闭性和风格的稳定性。封闭性

是说书法根植于中国本土文化之中，极少受到外来文化

干扰而逐渐形成的。风格的稳定性则主要体现在风格和

审美观的一致性以及较低的创新频率。这两个方面相互

作用，共同塑造了中国书法的独特风貌。在中国书法史

的长河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和”的审美理念始终贯穿

其中 [2]。这种对“中庸”理念的崇尚，反映在对书法的

各种评论中，例如要求点画“曲中求直”，运笔“如绵裹

铁”；结构“宽可走马，密不容针”；章法“似欹反正”，

“违而不犯，和而不同”。明代书法家项穆在其著作《书

法雅言》中提到：“会于中和，斯为美善。中和之谓无过

不及，和合之谓无乖无戾也。然而中和不可废，和合亦

不离中和，如礼节乐和，乃其本质所在。礼过于节则严，

乐纯和则淫矣，故礼贵从容，乐须奇绝而明晰。”[3] 背后

的原因不仅与人文环境有关，也与中国的自然环境息息

相关。

书法艺术受制于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原因，早在魏

晋南北朝时期就出现了南北书派分流。清代阮元对这一

时期的南北两大书法派系进行了系统、周密的研究和辨

析，撰写了《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阮元认

为“南派”代表江左地区的风流风尚，风格疏朗飘逸、

笔法精妙，擅长于简札创作，下笔简约至不可辨认……

而“北派”则是承袭中原的古法，严谨而朴实，长于碑

榜制作。这两种风格截然不同，南北世族之间也没有相

互通习 [4]。陶宏景在《论书启》中提到：“逸少自吴兴以

前，诸书犹为未称。所有好迹，皆是在会稽永和年间的

佳作。[5]”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归纳出南北书风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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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尚“壮美”，以碑取胜，总体风格粗犷、质朴，线条

纵横自如，不拘小节而自有情趣。南方则尚“优美”，以

帖为胜。总体风貌宁静秀美，含蓄隽永，用笔以圆笔为

主，追求“简易闲澹之中，而有深远无穷之味”。

二、人文地理条件

在中国丰富的人文环境中，不同地域之间的书法风

格呈现出显著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仅受自然环境影

响，更由人文环境塑造。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书法风格

的丰富多样尤为突出。

南朝时期，国家综合实力远不及汉朝，统治者缺乏

长远的战略规划，倾向于维持一时的稳定与和平。在这

样的背景下，书法艺术也受到影响，多数书家为统治阶

级，他们追求的是保护已有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失去了

开拓进取之风。书法与文学相互影响，南朝时期正是宫

体诗盛行的时代，文学作品追求华丽精致，但格调并不

高；书法作品也以秀美见长 [6]。因此，南朝的人文环境

孕育了书法艺术的独特风貌。相比之下，北朝的先世久

居塞北，经济文化水平很低，北朝人民一直处在战乱之

中，尚武的民族性格，辽阔江域、广阔草原、容许立碑

的政策，使得许多风格别具的造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书家多为学识不高的民间艺人，故书法风格粗犷、雄厚，

不加修饰 [7]。

当然，任何一个地域的书风不是绝对同一的，由于

地域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便出现了与当地群体书

风迥异的作品。南北朝对峙中确实存在着相互渗透的现

象。北方的郑道昭正是特殊地继承或接受了南方书风的

影响而独树一帜，如《郑文公碑》；南朝的《座鹤铭》

却以摩崖刻石的形式迥异于南方诸帖。即使在同一地域，

由于相互交流的影响，书家的作品既有北碑的影子又有

南帖的熏陶。如唐朝的虞世南等 [8]。中国自古以来就有

“字如其人”的说法，字与人的对应正是字的书写风格

与人的气质秉性间的关系。南北方书法家个人的气质不

同，也会在书法艺术的表达中有所体现。

三、书写材料的差异对南北书法风格的影响

书写材料的多样性塑造了中国书法南北方风格的鲜

明对比，形成一阴一阳、一柔一刚的美学特征，这种差

异也与地理环境紧密相关。梁启超曾言：“书派之分，南

北尤显。北以碑著，南以帖名”[9]，精辟地指出了南北书

法在材料上的主要区别，即北方多用石碑，南方则以纸

张为主。

北方的气候寒冷干燥，岩石受物理风化作用较多，

数量丰富且便于长期保存。因此，北方书法家偏爱使用

石头为书写材料。如秦始皇时期李斯在山东泰山上所刻

的《泰山刻石》便是这一风格的典范，其作品雄伟庄严，

气势不凡。除此之外，《龙门二十品》也是北方碑刻中的

杰作，展现出端庄大气、刚健朴质的风格。

“帖”一词源自“巾”字，形似布帛，最初指代用帛

制成的书签，后引申为书写本。在南方，河网纵横、桑

蚕织造经济繁荣，书写材料由布帛逐渐演变为纸张等。

相较于天然石材，帖的制作工艺复杂且成本高昂，故使

用较为节约，书法艺术风格显得更为精致秀美。由于帖

的材质相对柔软，其上的书法作品飘逸灵动，展现出灵

动而富有韵味的艺术风格，王羲之的《兰亭序》即是南

帖书法的典范 [10]。此外，书法的书写材料还深受人文环

境的影响。魏晋时期南朝禁止立碑，而北朝则没有这样

的禁忌，这也是北方偏好碑而南方倾向于写帖的另一个

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南北方书法艺术在书写材料上的差异化

选择深刻地塑造了各自的字体选用和书法风格。刘熙载

在《书概》中精辟地指出：“正书居静以治动，草书居动

以治静。”[11] 这一观点强调了字体的选择不仅与书写材

料相关，还与地理环境息息相关。在北方书法中，由于

碑石的坚硬质地，篆、隶、楷等字体得以充分展现其静

态美。这些字体与北方的自然风貌和人文环境紧密相连，

反映了北方人民对土地的深厚情感以及稳定迁移的精神。

北方人长期从事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活动，这些历史背

景赋予了他们安土重迁的文化观念。因此，篆、隶、楷

字体所蕴含的静态美学，不仅与北方的气候条件相吻合，

也与北方人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相辅相成。南方书法

以纸质材料为主，质地更为柔软，特别适合表现行书、

草书等动感十足的字体。这种字体与南方的自然风光和

人文风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南方丰富的水资源、流

动的自然形态以及鱼米之乡的生活方式，都孕育着浓厚

的浪漫主义情怀和冒险精神。行书、草书等字体所展现

的动态美感与南方人民的性格和思维习惯相得益彰，使

得南方人更偏爱那些强调活力的字体。南方书法在整体

风格上展现出了飘逸秀丽的独特魅力。

四、以岭南地区为例分析

岭南文化，作为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中

原文化、广府文化、吴越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

雷阳文化以及琼台文化等多元文化交融而成的。这种文

化展现了开放和兼容的特质，强调其文化的多样性和包

容性。岭南书法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先秦、西汉

及魏晋时期，岭南地区便有以墨书、陶文、砖铭和木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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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形式流传下来的文字作品。特别是西汉时期的黄肠木

刻，被视为当地现存最早的书写艺术。[12]

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岭南地区由于气候、语言、饮

食、习俗、交通及生活习惯与内地有较大差异，使得当

地文人大多避免追求虚名，不轻易发表言论，与内地文

人之间的交往也相对较少。加之气候湿润，墨迹不易保

存，因此自秦汉至元代，传世的书迹极为罕见，书家寥

寥无几，仅唐代的张九龄、北宋的卢侗、南宋的刘昉和

南宋的白玉蟾留下了宝贵的书法作品。清代至近代以来，

岭南书法形成了帖学和碑学两大主要流派，这两大流派

都有着鲜明的地域特征。

岭南地区的“帖学”流派中，黎简无疑是金石书

法风潮的引领者。作为黎简的得意门生，谢兰生继承并

发扬了他的书法精髓。在黎简强调“执笔最正”的理念

上，他进一步发展出《书诀》，这本书深入探讨指法、

笔法、墨法以及气韵等多个方面，并提出了“平腕竖

锋，虚拳实指”的独到理论。之后，他将这一理论与笔

法传给了朱次琦，继朱次琦之后，康有为接过了岭南书

法传统的接力棒。康有为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勇于吸收

各种精华，积极倡导书法的革新之路，为中国书法界带

来了新的活力。

岭南“碑学”学派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流

派。吴荣光，这位才华横溢的学者和艺术大家，集经

学、书画、金石学与收藏于一身，他不仅是“由帖入

碑”的开山者，更是该流派的先驱，其影响力远及岭南

地区。康有为作为岭南碑学的发展顶峰人物，以推崇碑

学而轻视帖学为理念，从理论探讨到实践运用，将中国

碑学书法推向了新的高峰。他的碑学思想不仅风靡全

国，还深刻影响了日本、韩国的书坛。他的弟子众多，

包括陈干秋、梁启超、崔斯哲、罗复堪、江孔殷、康同

壁、邓仲果、徐悲鸿、易宗夔、沈延毅等杰出人士。岭

南书派的文化特质及其独特书风的形成，很大程度上

得益于岭南独有的人文环境。这里的包容性、开放性

以及吸收与创新精神，塑造了朴厚大方、温文尔雅的

书法风格 [13]。

岭南地区逐渐形成了帖学与碑学两大书法传统：黎

简、冯敏昌、谢兰生和朱次琦代表的传统，以及吴荣光、

李文田、潘存、张荫垣、陈乔森、邓承修、江逢辰和曾

习经所传承的传统。[14] 谢兰生、吴荣光、朱次琦是这两

大传统的主要传承者，最终他们将这份技艺传给了康有

为，使得岭南书法呈现出碑帖结合的独特格局。[15]

结语

中国书法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长久流传的艺术形式，

其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地理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随着

时代的发展，书法风格的形成与人文环境息息相关。岭

南地区独特的书风和书学脉络只是众多地域书法个性化、

多元化发展的一种缩影。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探索

出能使这门艺术持续生长繁荣的生态环境，并将各区域

经过长期融合、交往后选择表现的一系列共性特质更好

的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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