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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元前 613年至公元前
611年，楚庄王历经了“三年不
飞，三年不鸣”的韬光养晦阶
段，随后踏入“一飞冲天，一鸣
惊人”的北上争锋时期。凭借
卓越的领导才能与果敢决策，
一举创造“观兵周疆，问鼎轻
重”的傲人功绩，在春秋史上留
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公元前 610 年，在中原地
区，晋国实力最为强盛。秦国与
齐国虽渐呈上升或恢复之态，但
仍难以成为晋国的强劲敌手。
然而，晋灵公为人残暴无道，对
内残害臣民，致使国内统治局势
不稳；对外收受他国贿赂且毫无
信用，其威信亦日益下降。这一
系列状况，为庄王向北拓展势力
提供了有利契机。

当年，晋国召集卫国、陈国
等诸侯于扈地会盟，因郑国对
楚国怀有二心，便拒绝郑穆公
参与此次会盟。郑子家致信赵
盾，申述郑国处于大国之间，不
得不屈从强国命令的无奈与苦
衷后，晋国方才应允与郑国讲
和。由此也可看出，楚国已然
再度强盛，郑国不得不慎重考
虑与楚国调整关系。

公元前 608 年，郑国鉴于
晋国不讲信用，在讨伐齐国、宋
国时，皆因收受贿赂而半途作
罢，于是，此前一直依附于晋国
的郑国，竟然主动与楚国结
盟。面对这一情形，其他一些
中原国家也开始思量重新选择
阵营。

恰在此时，陈共公去世，庄
王有意不派人前往吊唁。陈灵
公一怒之下，与晋国结盟。庄
王见时机成熟，即刻亲率大军
进攻陈国，随后又挥师攻打宋
国。晋国赵盾率领军队，联合

宋、陈、卫、曹诸国军队在棐林集结，攻打郑国，
以此救援陈、宋两国。楚军赶来救援郑国，双
方展开大战。结果，晋国大夫解扬被俘，晋军
无奈撤离战场。

同年冬，晋国为摆脱被动局面，采纳大夫
赵穿的计策，出兵攻打秦国的盟国崇国，企图
迫使秦国出兵救援，进而向秦国求和。然而，
秦国对此不予理会。晋国又转而攻打郑国，以
报北林之战的仇。

公元前607年春，郑国受楚国指使，出兵攻
打宋国，双方在大棘交战。宋国派遣右师华元
率军迎战。战前，华元用羊肉汤犒赏军士，却
唯独忽略了车夫。车夫怀恨在心，暗自谋划报
复。战斗打响后，车夫为泄私愤，致使郑军轻
易活捉了华元，宋军瞬间溃败。后来，华元设
法摆脱监禁，成功逃回宋国。

此时，秦国为报复晋国侵犯崇国的举动，
出兵攻晋，并围困焦城。秦、晋两国关系剑拔
弩张。同年夏，晋国赵盾率军解除焦城之围，
接着联合卫国、陈国攻打郑国，以报大棘之战
的仇。庄王立刻令斗越椒领兵救郑。赵盾以
斗越椒所属的若敖氏“殆将毙矣，姑益其疾”为
由，悄然撤军。

郑攻宋、秦攻晋，以及赵盾不敢与斗越椒
正面交锋，虽有晋灵公昏庸无道的缘故，但也
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楚国实力日益增强，就连
一向强硬的赵盾都不敢与之正面交战。正当
晋国在对外争斗中处于不利境地时，晋灵公
被赵穿所杀。赵盾等人拥立公子黑臀为晋
侯，即晋成公。晋成公刚即位，在公元前 606
年，就率军攻郑，抵达郔地。郑国被迫与晋国
签订盟约。

同年春，庄王亲率大军北上，以“勤王”名
义攻打陆浑之戎，一路推进到洛水，直抵周天
子都城洛邑附近，并在周王室边境列兵示威，
观兵于周疆。周定王惊恐万分，急忙派周大夫
王孙满前去慰劳庄王。在接见王孙满时，庄王
公然询问九鼎的大小和轻重。

九鼎相传是夏禹所铸，象征着九州，夏、
商、周三代皆将其奉为传国之宝，是天子权力
的象征。庄王询问九鼎，显露出觊觎天下的野
心。对此，楚学专家魏昌教授认为，庄王观兵
周疆、问鼎轻重，是我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
标志着楚国已进入空前强盛的时代，实际上已
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中原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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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家风··际会际会··绵延绵延：：

颜真卿与颜真卿与荆州的文化因缘及书风传承荆州的文化因缘及书风传承
□□ 严贤语严贤语

颜真卿，作为唐代书法革新的关键人物，其书法以雄浑壮阔、刚正端严之姿，重塑了书法审美范式，成
为后世研习的典范。颜真卿与荆州，看似偶然的历史交汇，实则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因缘。从颜氏家训的精
神传承，到三次与荆州的命运邂逅，再到千年书风的绵延影响，这位唐代书坛巨匠与荆楚大地结下了不解
之缘。本文通过家风溯源、历史际会与艺术传承三条脉络，揭示颜真卿雄浑书风背后潜藏的地域文化基
因，展现一位书法宗师与一方水土的永恒对话。

回望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政治特权
与财富累积只是维持家族的短暂繁荣，而
真正保证家族门第长盛不衰的则是构建
坚实的精神内核，延续优良的家风。颜真卿
的成就与世家传统有着密切的关联，其恪
守儒家道义、刚烈的性格以及精妙的书法
造诣都可以在他的祖上找到渊源。

颜真卿出身名门望族，童年时代虽家
境清贫，但在家庭的熏陶和长辈的悉心教
导下，养成了忠正刚直、坚贞不屈、勤奋好
学的品格，同时，祖辈们的治学风范和高
尚品德也在不断激励着他前行，对颜真卿
的品格为人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颜
真卿的家族渊源可在为其亡父所撰的《颜
惟贞家庙碑》中略窥一二。

“洪惟累祖之耿光丕业，有若子泉、弘
都之德行，巴陵、记室之书翰，特进、黄门
之文章，秘监、华州之学识，肇自鲁国，格

于胜代。”
从字里行间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颜氏

祖先在道德、功业、学问、艺术等方面所取
得的建树，以及颜真卿对祖先们的尊崇与
敬仰。我们不妨选择几位，略作介绍：

巴陵，即颜腾之，颜真卿九世祖，曾任
巴陵太守，以草书名世，因书有风格，见称
于梁武帝《草书评》。

记室，即颜协，颜真卿六世祖，曾任湘
东王国常侍，又兼府记室，年少时有才识，
博涉群书，尤工于草隶，当时荆、楚间碑
碣，大都出于他的手笔。

黄门，即颜之推，颜真卿五世祖，曾任
黄门侍郎。颜之推最初在南朝梁出仕，金
陵被攻破后，梁元帝萧绎在江陵即位称
帝，任命颜之推为散骑侍郎，掌管上奏和
任免官员等事务。后来西魏的军队攻破
江陵，颜之推不想在西魏做官，便趁着机

会前往北齐。
通过爬梳史料，可以发现，颜氏一族

本是江南大族，活跃在荆州等地并担任
官职，颇有建树。由于政局动荡，至五代
颜之推时，随家赴长安，在京兆地区开枝
散叶。

除了祖辈们治学风范的激励，颜之推
所著的《颜氏家训》更是以文字的形式，系
统且全面地记录了修身、治家、为学以及
文化等多方面的经验，对颜真卿的成长起
到了引导作用。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
所言:“先君先夫人皆未还建邺旧山，旅葬
江陵东郭。”可以看出《颜氏家训》虽创作
于北方，然其汇聚了颜氏家族在江南两百
多年的文化积淀，其中亦蕴含着荆州地域
文化的滋养与家族精神的传承，因此，颜
真卿虽出生于京兆，但是他的祖上却与荆州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缘起：家风的溯源与传承

“臣真卿言，伏奉二十七日，恩制，除
臣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节度，观察
处置使，宠命自天，战荷无地。中谢。窃
以荆南巨镇，江汉上游，右控巴蜀，左联吴
越，南通五岭，北走上都。寇贼虽平，襟带
尤切，虽叔子仁德，元凯智囊，居之犹或病
诸，过此岂宜滥据！祗承睿顾，伏深惭
惕。无任感戴屏营之至。”

这篇《谢荆南节度使表》是颜真卿被
任命为荆南节度使时向皇帝所作的谢
表，除了循例感戴皇恩外，还指出了江陵
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虽因故未能履任，
错过了与荆州实际的交集任职，然考诸
史籍，颜真卿曾三次“邂逅”荆州，其生平
与荆州形成三次历史性关联：一是撰书
《郭虚己墓志铭》的过程中，在精神层面
与荆州产生链接；二是在荆襄筹谋平叛
中，以战略实践重构对荆州地域的认识；
三是永泰年间谪迁途经江陵，借左伯桃
墓题诗寄寓政治坚守，在地域文化中植
入士人风骨。

颜真卿与荆州的第一次“邂逅”，是精
神上的邂逅。出土于河南省偃师市首阳
山镇的《郭虚己墓志铭》，是颜真卿在天宝
八年（公元 749年） 撰文并书写，系目前发
现真卿最早的楷书，墓志文统篇规整统
一，笔法清润秀劲。此墓志因深埋地下，
加之出土晚，故完好如新，因而成为研究
唐代政治文化与书法艺术的重要物证。

颜真卿因为有“朝议郎、行殿中侍御
史”的身份，品行端正，书法出众，朝廷委
任他为重臣郭虚己撰书墓志铭，充分体
现了朝廷对他人品、学问、书法的认可和

推重。在《郭虚己墓志铭》中，颜真卿指
出“……皇朝泾州刺史、朔方道大总管、赠
荆州都督、谞曰忠澄之曾……吐蕃入寇
瓜、沙，军城凶惧，公躬率将士，大殄戎师，
皇帝闻而壮之，拜侍御史。”从行文中可
知：其一，郭虚己的曾祖曾任唐朝泾州刺
史、朔方道大总管、赠荆州都督。颜真卿
虽未与郭虚己之曾祖谋面，但在精神上对
这位“赠荆州都督”之曾孙郭虚己的功名
是景仰的。值得注意的是，《郭虚己墓志
铭》是颜氏碑刻中首次出现“荆州”二字，
这一书写行为既是对墓主家族勋业的彰
显，也暗含撰者本人对荆襄文化的认同，
也是颜真卿与荆州产生联系的重要证
明。其二，郭虚己先后任中丞使、工部侍
郎、户部侍郎、工部尚书，官居二品，地位
显赫。在守卫唐朝边境的战役中，郭虚己
身先士卒，屡立战功，对边境地区的不安
定因素进行了整治，受到皇帝嘉奖。从墓
志文看，颜真卿对郭虚己的才学、事功、品
德，刚正不阿的气节以及忠心赤胆的正气
都十分倾慕，这为颜真卿忠烈气节的养成
以及独创雄强朴茂的颜体书风产生了重
要影响。

颜真卿第二次“邂逅”荆州，正值“安
史之乱”，面对安禄山的谋反，颜真卿挺身
而出，展现出非凡的勇气与担当。至德元
载（756年），随着叛军攻势的进一步加剧，
平原郡面临巨大压力。为保存力量并与
朝廷取得联系，颜真卿一行撤离平原，渡
过黄河，原本计划奔赴朝廷。但此时汴州
一带被叛军重兵把守，道路阻断，无法通
行。他冷静分析形势，决定前往荆襄一

带。荆襄地区地理位置重要，战略资源丰
富，他在那里重新积聚力量，继续为抗击
叛军、收复失地而努力。彼时，战火纷飞，
民不聊生，荆州亦笼罩在战争的阴霾之
下，颜真卿目睹城中百姓流离失所，心中
满是忧虑与悲悯。他虽匆匆而过，却在荆
州大地留下了对家国命运的深沉思考，其
足迹所至之处，仿佛也将他的忠义之气融
入了这片土地。

第三次“邂逅”荆州时，颜真卿已历经
仕途的大起大落，被贬的命运让他的心境
愈发沉稳。永泰二年（766 年）二月，颜真
卿以刑部尚书的身份代替太常寺拜谒太
庙，他将祭器不曾修整的情况如实向朝廷
进言，元载却以诽谤时政的罪名陷害他，
并奏请代宗贬颜为硖州别驾，继而改为吉
州别驾。同年六月，在被贬途中，颜真卿
再次与荆州相遇，他漫步于荆州的山水之
间，探寻着古迹旧踪，经过古烈士左伯桃
墓时，节概交感，于是借古怀今，题诗一首
以祭之，以此来抒发内心的愤懑与坚守。
虽然这首诗已佚，但我们大致可以想象到
颜真卿在面对左伯桃墓冢时，内心定是波
澜起伏。他或许会思索，自己在政治上始
终坚守原则，虽三次遭致贬谪，却也如左
伯桃一般，问心无愧。

这三次邂逅，颜真卿虽未以官员之姿
治理荆州，却于精神维度与荆州紧密相
系。荆州的风土人情，在他的生命历程中
镌下深刻印记。颜真卿的浩然正气与超
卓才情也悄然播撒于荆州文化土壤，为后
世荆州民众所铭记、传颂，融入荆州历史
文化脉络。

际会：颜真卿与荆州的历史邂逅

作为唐代书法巨匠，颜真卿的书风以
雄浑刚健、气势磅礴著称，开创了与“二
王”典雅流美风格迥异的“颜体”新风。虽
无直接文献记载颜真卿在荆州留下的文
化活动或授业讲学的踪迹，但仍可通过书
法传播和历史遗存等角度，梳理出颜真卿
书风对荆州的影响脉络。

从传播角度来说，颜真卿虽未到荆州
任职，但其家弟允臧曾任江陵少尹，又兼
侍御史、荆南行军司马。允臧在荆州任职
期间，可能运用政治网络与文化互动将

“颜体”渗透到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成为颜
真卿书法艺术在荆州传播的重要纽带。

从历史遗存角度来说，颜真卿一生沉
浮于宦海近五十年，在大江南北的许多
地方做过官，同时也留下了大量书迹，
如《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麻姑仙坛
记》《东方朔画像赞》等。其中，《大唐中
兴颂摩崖》由元结撰文，颜真卿书丹。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七有记：“右《大
唐中兴颂》……字尤奇伟，而文辞古雅，
世多模以黄绢为图障。”不难想象，历代
书家会在此观摩研习、拓印留存，而与
之相距不远的荆州，凭借地缘之便，深
受其文化辐射。正如杨守敬在《学书迩
言》中所言：“《中兴颂》雄伟奇特，自是笼
罩一代。”

可以看到，颜真卿书风对荆州的影响
更多体现为间接、渐进的文化渗透，而非
直接的师徒传授或密集碑刻遗存。其雄
强书风通过政治网络、碑刻传播、文化交
流融入荆楚文化，成为地域书法传统中的
隐性基因，在荆州地区历代书家的创作中
不断延续彰显。

自宋代欧阳修将颜真卿的书品与人
品结合在一起论述后，人们对颜真卿书法
进行品评时不单单只关注艺术层面，而注
重其人品与书品的统一。无论是吴宽在
《跋颜鲁公祭文稿》中所表达的“公之书疏
直清劲，略无一毫倾侧之态，其为人实似
之。”，还是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表达对
书与人关系的看法:“陆缮……仪表颖秀，
步趋可法，其作字亦象其人之可喜也。大
抵人心不同，书亦如之。颜真卿之笔凛然
如社稷臣，虞世南之笔卓乎如廊庙器
……”均可以看出，明代普遍认同书法是
人格外化的观点，而颜真卿的忠贞气节与
和刚正不阿，与他雄浑刚健的书法风格相
得益彰，在明代文人中享有极高的声誉。
张居正作为明代中后期的政治家和文化
名人，必然受到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作
为明朝政治家，张居正为官刚正、坚毅果
断，因此，他在书法实践中也追求刚劲有
力的风格，与颜真卿的书法精神有相通之
处，而并非对其直接的技法模仿。如清代
学者朱彝尊在《曝书亭集》中提及到“江陵
书法，笔力雄健，气势恢宏，有颜鲁公之
风。”正是指出张居正对颜真卿书风的学
习与推崇。

清代书家崇尚“复古”，推崇雄浑刚健
的秦汉魏晋时期的碑刻。尽管碑学在清
代中后期占据主导地位，但帖学仍然在清
代书法中占有重要地位。清代书家张裕
钊早年在其塾师杨慰农的指导下，以楷书
入门，研习颜真卿，偏好欧阳询、褚遂良。
虽是为了科举考试的需要，但这种原始
的书法训练，使张裕钊的书法终生保留
有颜真卿的练达气度和欧阳询的健挺骨

力，也为后续形成自己的书风打好了坚
实的基础。清代书家杨守敬也极为推重
颜真卿，云：“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
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
晋、宋以来风流。”他学习王羲之、颜真卿、
苏轼，亦学习六朝碑版，学两者长处，兼收
并蓄，于法度中见创新，形成了苍厚险劲
的个人书风。

现代书家王遐举在研习汉隶的同时，
也从历代行草书中广采博取，如颜真卿的
《祭姪文稿》和《争座位帖》，李邕的《麓山
寺碑》和《云麾将军碑》等。他在帖学中吸
收各种书法元素，用于自己的创作之中，
表现出轻松、流畅、遒劲、灵动、妍美、洒脱
的形式美感，具有强烈的书卷气，而又富
有金石篆籀趣味，为荆州地域颜体书法的
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

直至当代，颜真卿书风依然对荆州
书法界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老一辈书法
家朱由、吴中华、刘正清、刘江树，中青年
书法家萧翰、胡定云、黄文泉、黄孝斌、毕
云扬等深研颜真卿楷书和行书，并形成
自己的个性特征，由此带动了一大批颜
体书法爱好者，推动颜真卿书法艺术在
荆州开枝散叶，让颜真卿书风在新时代
得以延续和发扬。

追溯历史，可以看到，颜真卿与荆州
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颜氏家风的生成
与荆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荆州的文化
滋养了他的性格与创作，反之，颜真卿那
雄浑、刚健且质朴的书风，亦润泽着荆州
地域的书家群体，深刻影响了当地书家的
创作风格与审美取向，成为推动荆州地域
书法艺术发展的重要动力。

绵延：颜真卿书风对荆州后人的影响

颜真卿《郭虚己墓志铭》（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