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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讲 人 名 片

薛龙春，2004年获南

京 艺 术 学 院 文 学 博 士 ，

2006 年至 2010 年为南京

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先后

两次在波士顿大学艺术史

系当访问学者，2015 年

到台北故宫当访问学者；

现为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

究院艺术与考古中心教

授，主要研究 16 世纪至

17 世 纪 中 国 书 法 篆 刻

史、尺牍文献；著有《张

怀瓘书学著作考论》《郑

簠研究》《王宠年谱》《雅

宜山色：王宠的人生与书

法》《元明书法谈丛》等。

顾玮 吴央央

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今天人们
所熟悉的中国书法经典已经确立，
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颜真卿、柳
公权等人的作品，成为后世学习书
法的范本。及至北宋 《淳化阁帖》
问世，除了引来大量翻刻外，更带
动了绵延千年的刻帖和仿帖风气，
形成了后世所谓的“帖学”。

古人学习书法不像今人拿一本
墨迹本临摹，而是借助黑底白字的
帖来学习。那么古人采用什么样的
书写方式呢？薛龙春教授介绍，历
代有比较多的猜测，元赵孟坚在

《论书法》中称：“书字当立间架墙

壁，则不骫骳……右军 《乐毅》
《画赞》《兰亭》最真，一一有墙壁
者，右军一搨直下是也。”国内书
法史专家、中央美院刘涛先生对

“一搨直下”曾经作过解释，认为这
个“搨”和“拓”在拓碑、印压上的意
义是一样的，也就是发挥折笔和侧
锋作用，用笔明快、写法简练。

而在薛龙春教授看来，二王的
书写方式跟结构有关。他以王羲之
的 《二谢帖》 为例指出，“谢”字
有折的地方，所有的勾画形成一个
锐角的形状，两个点交接处，类似
家具中的榫卯结构。“这种用笔方

法，使得整个字体结构具有严密
性。每一个字，无论写得如何轻
松、灵动，结构却是非常坚实的，
所以赵孟坚说像墙壁一样。”

古人如何执笔？可以看两张
图。一张是由留学僧空海和尚传到
日本的，代表了当时唐朝人执笔的
方法。另一张是清朝人画的，代表
了明朝人双钩执笔的方法。这两张
图上的执笔姿势是有明显区别的，
一个是横着抓，一个是垂直握。这
种差异的形成与写字姿势有关，早
期古人是跪坐在地上的，到了宋代
以后，桌椅逐渐普及，书法才得以
在案上完成，这时候就呈现垂直握
笔的状态。薛龙春教授说：“这带
来了用笔方法的变化。为什么？因
为当你在案上垂直握笔的时候，上

下运动并不方便，更方便的是左右
运动，通过力量的变化来体现笔画
的粗细，因此，如今人们熟悉的毛
笔提按动作是宋代以后才有的。”

以二王墨迹为取法对象的帖
派，在不断揣摩中慢慢形成了一套
稳定的书写方法，他们追求一种比
较精致的书写趣味，使用的工具、
材料等，跟王羲之时代比较接近。
譬如他们推崇的纸张有“金粟山藏
经纸”和“高丽笺”等，这些纸光
洁平滑，每一笔都体现得清清楚

楚。毛笔也跟现在的不同，那时的
毛笔有三层，中间有一个笔芯，采
用的是较硬的材料如兔毫、狼毫、
鹿毫。然后用纸在外面缠一圈，再
在外面披一层狼毫。日本正仓院藏
有一支唐代天平笔，外面附毫的部
分烂掉了，但依然能看到中间笔柱
和笔芯的部分。

从魏晋南北朝到明代，帖派的
代表人物除二王外，还有唐代的颜
柳、宋代的苏黄米蔡、元代的赵孟
頫、明代的董其昌和文征明等。

帖派书法绵延千年

碑学的发生，以对汉碑的提倡
为肇始。早在明万历年间，陕西出
土了 《曹全碑》，这是典型的汉代
碑刻，很多人开始学习曹全碑上的
书法。

明末清初的书法家傅山因为收
藏碑刻、临摹碑刻，所以对碑刻有
着独特的认知。从书法发展史的角
度看，他认为楷书是从篆隶演化而
来的，“楷书不自篆隶来，即奴态
不足观”；他还对汉隶进行了审美
分析，认为汉隶就像在乡野看到的
老人，初看衣衫褴褛，不修边幅。

但仔细一看，还是挺有味道的。如
果再跟他聊聊天，纯朴自然，会让
人心生欢喜。

晚明另一个书家王铎收藏有
《礼器碑》《乙瑛碑》等拓本。他在
《尹宙碑》 题跋里用八个字来评价
汉隶碑刻：“淳朴遒逸，篆法黎
然。”可见他和傅山的看法是一致
的，认为从这些碑刻中可以看到篆
书到隶书的发展过程。同时，他批
评了唐代以后的隶书，说它们只是
写得肥。明末清初之际，人们已经
对汉隶和三国、唐代的隶书有了截

然不同的看法。
清代金石研究大盛，人们有了

新的取法途径，就是取法唐代以前
非名家的书法，碑派书法由此兴
盛。薛龙春教授指出，非名家并不
是真的没有名，只是青铜器上的铭
文、碑刻上的碑文，都不署名，后
人无法得知是谁写的。他说：“人
们的审美趣味有了变化，更欣赏厚
重、迟涩的艺术风格。书法工具也
有了变化，笔用的是羊毫，纸用的
是生宣。生宣和羊毫的配合，促使
人们在书法技巧上更倾向运用中
锋。顿挫、提按的力量跟早期帖学
中所体现的力量是完全不同的。”

整个清代的碑学是一步一步往
前推进的，这种推进跟清初的访碑

活动有很大关系。访碑潮流中最重
要的人物是江苏昆山的顾炎武，他
是清代学术的开山之祖。在北方的
20 年间，顾炎武周游各处，寻访
碑刻，只要找到一篇可以读的文
字，必手自抄录，最后形成了一部

《金石文字记》。当然他寻求金石的
目的着重于文献功能，但在此过程
中，也慢慢发现了书法上的门道。
顾炎武在 《后魏中岳庙碑》 中说，

“字体近拙而多古意”。他概括的
“古和拙”，揭示了整个清代碑派最
重要的特征。

朱彝尊见过更多的汉碑拓本，
他把汉碑按照风格分成了几个类
型，一是方正的，一是流丽的，一是
奇古的。如果综合三者之长，他推出

了自己认为最好的碑刻是《西岳华
山庙碑》，称其为“汉隶第一帖”。

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歙县有
一个布衣邓石如，客居金陵梅镠家
八年，“尽摹所藏秦汉以来金石善
本”。

清道光年间，何绍基觅得《张
黑女墓志》原石原拓本，它是魏墓
志代表作。此后，学习北魏碑刻似
乎成为新的传统。

康有为是清代碑学最重要的理
论推手，也是碑学实践中非常重要
的书家。康有为写了一本书，说唐
代的名家碑刻不值得学，最值得学
的是北魏碑刻，南朝的碑刻也不错。
康有为自身的书法无疑得到了北魏
著名摩崖石刻《石门铭》的精髓。

碑派书法异军突起

阮元在清代的碑学发展中起了
什么作用？他的两本著作——《南
北书派论》 和 《北碑南帖论》，一
直被认为是碑学理论的发端之作。
有了阮元的“理论先行”，才有了
后来何绍基、赵之谦等人对碑学的
进一步认识。

阮元在书中阐述了四个方面的
看法：第一，楷书、行草书在东晋

南北朝时期分为南北两派，南北两
派的差别在于篆隶遗法的有无；第
二，南派初唐传人为虞世南，北派
则是欧阳询、褚遂良。欧、褚奉敕
所临 《兰亭》，皆从北派出。自赵
宋 《阁帖》 盛行，北派愈微；第
三，从风格上看，南派书风疏放妍
妙，长于启牍。北派则是中原古
法，长于碑榜；第四，寄望颖敏之

士究心北派，守欧、褚旧规，寻
魏、齐坠业。

阮元的“二论”抛出来以后，
社会反响到底如何？薛龙春教授
说：“前年，上海图书馆整理了一
批清代名家信札，其中有阮元写给
学生陈文述的 14 封信，引起了我
的兴趣。在考证过程中，我注意到
第 7封信跟书法关系密切。阮元在
信中谈论了他写的 《南北书派论》
和《北碑南帖论》在书坛的反应以
及他撰写这两本书的意义。”

阮元对陈文述有知遇之恩，二

人关系很好，书信往来频繁。阮元
在这封信上写道：“外附去拙论二
篇，其论书法颇自矜，以为非今人
所及知。在京时桂香东持示诒晋
斋，诒晋斋为之摇首，然自从一见
此论，即不写欧字，骤变而写虞，
良由不肯破除晋派，亦自知欧非王
出，尚不以此论为全谬耳。”

诒晋斋就是成亲王永瑆，他的
书法在当时极为有名。成亲王对于
阮元“二论”的态度耐人寻味。信
中阮元认为，成亲王之所以摇头，
是因为不肯破除晋派，坚持二王纯

正血脉。而弃欧从虞，则表明他内
心其实也认同阮元书分南北二派之
说，且相信欧从北派出，非从王
出，而虞才是二王传灯，故必须改
弦更张。

虽说阮元因少见南碑，从而错
误地将“碑帖之别”说成“南北之
别”，但他注意到碑板与翰札不同
的功用与趣味，无疑启发了后来的
康有为等碑派书家。不管怎样，阮
元开启了近代书论新的纪元。

（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院·
国学堂，有删节）

阮元的“理论先行”价值

唐朝人执笔的方法 明朝人的双钩执笔法

康有为的书法得到了魏碑的精髓

从阮元的一封信看“帖碑之别”

周燕波

4月12日晚上，作为2019中国
（宁波）特色文化产业博览会的主要
活动，一台主题为“甬上风华”的
非遗精品展演晚会，因其绚丽多彩
的灯光、唯美诗意的舞台、高潮迭出
的内容，博得前来参加文博会的各
地嘉宾、客商及宁波观众的高度好
评，成为我市非遗展示及传播理念
和手段创新的生动注脚。这也是我
市开展非遗保护工作以来规模最
大、阵容最强的一次非遗舞台演出。

“ 甬 上 风 华 ” 共 分 “ 赤 子 丹
心”“南腔北调”“山海乐歌”“古
今戏台”“马龙车水”五个篇章，
涉及传统体育杂技、曲艺、传统音

乐、传统戏剧、传统舞蹈五大非遗
门类，汇集9个区县 （市） 的22个
非遗项目。更难得的是，梅花奖和
文华奖得主、甬剧省级代表性传承
人王锦文，四明南词的国家级代表
性传承人陈祥源，唱新闻的国家级
代表性传承人叶胜建，宁海狮舞省
级代表性传承人陈昌福，内家拳省
级代表性传承人夏宝峰，也加盟演
出队伍，提升了这台晚会的品质和
档次。

当晚演出结束后，许多观众在
微信、微博上“晒”出一张张生
动、精彩的演出照，引来无数“点
赞”：“舞美太漂亮了，刷新了我对
民间艺人的印象。”“乡土非遗原来
也可以这般洋气！”“特别期待来个
青春版非遗文化展示，没想到宁波
这么快就实现了。

这台非遗演出引起外界如此热
烈的反响，市文化馆副馆长、市非
遗保护中心负责人孔燕说他们自己
也没有想到。孔燕介绍，作为今年

文 博 会 的 一
项主题活动，
推 出 这 台 非 遗
演 出 ， 源 于 去 年
对全市表演类非遗
项 目 进 行 的 “ 三 位 一
体”评估活动。

去年 9月至 10月，当时的市文
广新闻出版局邀请第三方机构——
宁波市非遗“三位一体”达标评估
组，对宁波市级以上的表演类非遗

“三位一体”项目进行评估。接受考
评的有 57 个项目、59 个传承基地、
73位代表性传承人。评估结果是：甬
剧、姚剧、宁海平调、越窑青瓷瓯乐
等 10 个项目被立为示范项目，象
山渔民号子、澥浦船鼓等 20 个项
目被评为优秀项目。此后，市文广
新闻出版局、市文化馆在镇海大剧
院举办了一场对优秀表演类非遗项
目的表彰颁奖活动，颁奖仪式后即
举行了一场集中呈现表演类非遗精
品的展演。

孔燕说，去年的演出获得了意
想不到的效果，现场掌声、喝彩声
不断。市文广新闻出版局一位负责

人观看后提议：“这么好的
演 出 ， 下 次 有

机 会 去 市
中心的

大剧
院

亮 亮 相
吧 ！”由 此 ，他

们在策划文博会
非遗主题活动时想到了打造一场更
华美、更精致、更鲜活的“甬上风华”
非遗展演。

然而，要把原本孕育于乡间田
头的各类民间艺术串联起来组成一
台综艺性晚会，并搬上专业剧院的
舞台，排练、合成过程远非想象中
那么简单。除了姚剧、甬剧、宁海
平调这些传统戏剧类的非遗项目因
为有专业剧团依托，演员具有丰富
的舞台经验，其他像曲艺、传统舞
蹈、传统音乐类非遗传承人和民间
艺人，习惯于在乡村、广场、茶馆
之类的开放式、非专业化的演艺场
所流动演出，几乎没有在专业大剧

院表演的经验。而舞台演出有着更
严谨的程式，比如舞美、音乐及服
装、道具等均有许多讲究；每个节
目的时间、节奏把控是以秒计算
的；对演出人员的表演要求更高。
因此，有些节目需要精简甚至重新
编排，这对于习惯即兴、自由表演
的民间艺人来说是一种考验。排练
前，不少艺人尤其是年纪较大的艺
人 顾 虑 重 重 ， 怕 在 台 上 “ 出 洋
相”，有的甚至打起了退堂鼓。

“为了提高排演效率，我们也
曾考虑过请一些舞台经验丰富的歌
舞演员来演出，但这样做就会失去
民间艺术原汁原味的风貌，最后，
我们还是决定让民间艺术团队原班
人马上台演绎。”孔燕说。

为了尽可能把宁波表演类非遗
精华呈现在舞台上，相关部门领导
及工作人员一趟趟赴鄞州、象山、
宁海、余姚、慈溪等区县(市） 考
察那些民间艺术团队的表演，精心
指导他们编排展演节目。最后，全
市近 350 名民间艺人怀着传承、发
扬地方非遗艺术的使命感走到一
起，演员上至七旬老人，下至六岁
孩童，组成了一支强大、精干的演
出队伍。

展演的各个节目由导演统筹，
先确定各节目台上表演的时间，然
后由各表演团队在当地开展排练，
演出前一天早上赶到宁波大剧院集
中串联、彩排。“去年排练镇海那
场演出时偶尔还有拖延现象，今年
大家积极性很高，在导演的要求
下，不厌其烦地一遍遍排练。演出
前一天晚上，大家在宁波大剧院一
直排到深夜 11 点才结束，那些六
七十岁的老艺人也坚持到最后一
刻，真的让人感动。”孔燕感慨道。

为了打造这场符合现代人审美
趣味的舞台版的非遗展演，运用了
大剧院先进的舞台设施，如借助多
媒体舞美影像设计，利用多块侧
屏、可升降纱幕拓展舞台的空间层
次；在舞台布景的视觉设计上，主
打复古怀旧的传统色调，同时以

“万工轿”“金银彩绣”等非遗工艺
品的影像作为背景，全方位地烘托
宁波非遗特色。观众在如诗如梦般
的光影世界中，仿佛踏上一场穿越
百年的“拾遗”之旅，从中感悟

“甬上风华”的博大精深。
以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陈祥源

为首的四明南词传承团队的五位成
员，随着自动平移的活动舞台徐徐
入场，年近七旬的四明南词老艺人
陈雪芸率两位年轻的学员朱乐美、
胡晗喆以深情、委婉的唱腔演绎了
四明南词开篇《了不起！宁波》。原本
8 分钟的节目因演出节奏所限只好
压缩成 3分钟，然而，惊鸿一瞥的亮
相仍让观众惊呼“哇，太好听了！原
来宁波话的四明南词竟然可以唱得
这般柔肠百转。”像这样让观众“眼
前一亮”的非遗展演节目还有许多，
如象山的“细十番”、慈溪的“三八小
锣书”、北仑的“造趺”、余姚的“木偶
摔跤”、镇海的“澥浦船鼓”……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张菊
琴形容道：“这些非遗就像散落在民
间的珍珠，而这台演出把一粒粒珍
珠串起来做成了一条精美的项链，
发出迷人的光彩……”她表示，非
遗展演的成功既带给非遗工作者、
传承人以信心，也为他们对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发展、创新性转化的
实践带来许多启示。今后还会不断
探索，用更好的手段、方式把更多
的“甬上风华”展现出来。

一场穿越百年的一场穿越百年的““拾遗拾遗””之旅之旅
——“甬上风华”非遗精品展演成功亮相背后

象山渔民号子与鱼灯舞表演登上宁波大剧院舞台 （周建平 摄）

四明南词表演四明南词表演
（（周建平周建平 摄摄））

说到中国书法的体系，不得不
提清代学者阮元，他第一次将书法
明确分为两大流派：南派的帖学和
北派的碑学。帖学是以王羲之、王献

之的墨迹为取法对象，以纸书写的
书法流派，其特点是妍媚、飘逸、潇
洒。碑学是以碑石书写的书法流派，
其特点是古拙、粗犷、浑厚、刚劲。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艺术
与考古中心薛龙春教授从“阮元的
一封信”这个很小的切口入手，分
析了“帖碑之别”。

（天一阁博物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