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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南北朝时期
南北经学、史学、艺术交流述略

钟 仕 伦

内容提要 东晋南北朝时期 ,传统文化因南北政治军事上的对峙而被割裂为南北

两派,南 方和北方的经学、史学和艺术在治学方法和风格上各自形成差异。但这种差异

是暂时的,传 统文化的兼融并包性逼使这种差异走向交流,而 南北双方
“
遣使聘问

”
和

“
互市

”
的开展又促进了这种交流。由于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中外文

化相互渗透的高潮期 ,因 此,南 北经学、史学和艺术的交流不独改变了南北文风 ,而 且

为隋以后中外文化的交流提供了蓝本。

关键词  南北经学 史学 艺术 文化交流

魏晋以来 ,南北经学在研治方法和总的学风上因南北对峙而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但这种差异
随着南北双方的

“
遣使聘问

”
和

“
互市

”
的增多而逐渐进行交流 ,并在隋初开始趋于同一。

《世说新语 ·文学》篇载 :

褚季野语孙安国云 :“ 北人学问渊综广博。
”
孙答曰:“ 南人学问清通简要。

”
支道林闻之 ,

日:“ 圣贤固所忘言,自 中人以还 ,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 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

刘孝标注云 :“支所言 ,但譬成孙、褚之理也。然则 ,学广则难月,难月则识暗,故如显处视月;学寡

则易核 ,易核则智明。
”
褚季野、孙安国同为过江之北方文人 ,但一以

“
简贵之风

”
,成名早年

Il,-

以
“
博学强识

”E2]著称于世 ,所以有此评品。而刘孝标本南方人 ,所以注语有崇南抑北之嫌。

汤用彤先生看到了这-现象 ,他在《魏晋玄学论稿》中说 :“支所言固亦譬成孙、诸之理。但
‘
显’‘

牖’
谓学之广、约 ,‘ 日’‘

月’
指光之明、暗 ,自 是重南轻北 ,而其归宗于忘言得意 ,则尤见玄学

第一义谛之所在也。
”E31钱

钟书先生则认为 :“历来引用的人没有通观全文 ,因而误解支道林为褒

北贬南。孙、褚两人分举南北学问各有特长 ,支表示同意 ,稍加补充,说各有流弊 ,‘ 中人
’
以下迫求

博大 ,则流为浮泛 ,追求简约 ,则流为寡陋。丬叼

无论
“
崇南抑北

”
还是

“
褒北贬南

”
,自 永嘉南渡之后 ,南方和北方经学的发展各自走上了一条

不同的道路则自不待言。约而言之 ,北方经学承汉学遗绪 ,受汉学大师马融、郑玄、赵歧、服虔的家

法 ,以 实事求是之方法研治经典,重广博渊综而失于独立见解 ,也就是徐遵明所谓的
“
义无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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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丬田。南方经学虽同出汉学 ,但三国以来已自成体系。东晋后更受玄学清谈世风和佛教传播的影

响 ,以玄妙之言注经释文 ,重清通简要的义解而易失去圆照洞察。这是南北经学学风总的不同。

魏晋之际 ,王弼好老庄而论儒道 ,起玄学之风。他所注解的七卷《易经》为世所重 ,誉为
“
独冠

古今 ,所以江左诸儒并传其学 ,河北学者罕能及之
”16)。 东晋南朝 ,朝廷以王弼《易》注之本置学官

博士。但到了梁、陈二代 ,随着南北遣使互访和
“
互市

”
的增多以及文化交流的开展 ,原本流传于北

土的郑玄《易》注本也开始在南方传授 ,朝廷将郑玄《易》注与王弼《易》注并列学官 ,置博士讲授。

然而 ,此时的北齐 ,仍旧用郑玄《易》注 ,守其淳厚朴质之汉学学风。所以,大致说来 ,北朝《易经》以

郑玄注为本 ,南朝则宗王弼注而梁陈时又兼取王、郑注。到隋混-统 ,王弼《易》注通行于世 ,郑注

渐渐衰落。      
·

《尚书》在汉代传授有今、古文本。永嘉乱后 ,众家《尚书》并散亡。据陈梦家《尚书通论》,东晋

太元十三年至十七年 ,即 公元 3B8-392年 间,会稽山阴人孔安国所作的
“
东晋古文《尚书》”出现

于江左 ,此乃南人之学 ,“ 江左学者咸祖焉 ,近 至隋初始流汉朔
’’LrJ。 梁、陈时孔安国、郑玄两家并

列 ,北齐仅用郑玄一家。后离方梁国子助教费池的《尚书义疏》流入北朝 ,才改变这种状况。《北史

·儒林传》称 ,河北《尚书》,“并郑注 ,非古文也。¨¨下里诸生 ,不见孔氏注解。武平末(公元 576

年),二刘 (即北朝经学家刘炫、刿焯)始得梁国子助教费撤《尚书义疏》,乃为北朝所重
”
。

《诗经》亦是如此。魏晋易代 ,《鲁诗》不过江东。南朝宋月续之、雷次宗、齐刘驸并传《毛诗》,

为《诗序义》。粱以崔灵恩《毛诗集注》而置学官博士。

崔灵恩为北朝硕儒 ,其学为北人所师承 ,温子升曾受业于崔灵恩。天监十三年(公元 514年 )

之前 ,崔灵恩在北朝仕魏为太常博士。天监十三年归梁。武帝赏重他的经学儒术 ,任 国子博士。崔

灵恩在北朝时 ,就遍通五经 ,尤其精于
“三礼

”
、
“
三传

”
。因此 ,他集注的二十二卷《毛诗》自应带有

北地学风 ,甚或有《鲁诗》遗绪。

崔灵恩由北入南,促进了南北经学 ,尤其是《春秋左传》的南北交流。

江左中兴以后 ,“河北诸儒能通《春秋》者 ,并服虔所注 ,河外诸生俱服膺杜氏叫8J。
但崔灵恩入

梁以后 ,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崔灵思
“
先习《左传溯艮解 ,不为江东所行 ,及改说杜文 ,每文句常申服

以难杜 ,遂著《左氏条文》以明之。时有助教虞僧诞又精杜学 ,因 作《申杜难服》,以 答灵恩 ,也并行

焉
”E9)。 崔灵恩南下 ,治《左传》虽随大流用杜预之义 ,但先习服虔之学 ,所以虽言杜义而实申服难

杜。虞僧涎又申杜难服 ,这种交往争辩 ,促进了经学的发展。自崔灵恩北来 ,梁代经学家便多以贾

逵《左氏解诂》和服虔《解谊》攻杜预《经传集解》,举出-百八十条进行驳论。梁代的东宫学士沈文

阿、王元规则针锋相对 ,著《春秋发题辞》和《义记》十一卷 ,引证通析以驳服注 ,被时入誉为
“
杜氏

御侮之臣
”rl￠ 。

梁、陈时 ,国学立有郑玄《论语》注本和何晏《论语集解》,但郑玄学甚微。何晏以老、庄思想入

儒家 ,多借《集解》以倡玄学。梁、陈之时 9玄风犹盛 ,“宰衡以干戈为儿戏 ,缙绅以清谈为庙略
”L1∷

,

清谈风气甚浓 ,加 以梁武重孝而兼用儒释道 ,所以何晏之学为世所重。

梁代皇侃又著有《论语义疏》,他所引用的前人四十九家的注解,多为玄学家的著述 ,如王弼、

何晏、郭象、蔡漠、孙绰等人,加上他自已的解释 ,使其《义疏》与北朝独重郑玄的江本形成鲜明对

照。吴承仕先生评道 :“ 自何氏《集解》以讫梁、陈间,说《论语》者 ,义有多家 ,大抵承正始遗风,标玄

儒之远致 ,辞 旨华妙 ,不守故常 ,不独汉师家法荡无复存 ,亦与何氏所集者异趣矣。皇氏本通《三

礼》,尤好玄言 ,故其为《论语义疏》,颇采华辞以饰经说。
”ⅠI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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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与文学在古代相关甚密 ,经学的学风必然波及文学的文风 ,南北朝时期尤其如此。皇侃
《义疏》重藻饰之说不能说与梁陈文学重绮丽无关。但是 ,随着南北经学交流日渐增多9北方淳正

之学风渐入南方 ,遂也带来南方文风的改变。而文风的改变 ,又 反过来影响经学学风 ,如
“
永明

体
”
的产生 ,使经学古音在南方多有失传。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四

“
徐仙民多古音

”
条云 :

徐仙民音有不载于《释文》者 ,如颜之推所举 ,《 毛诗》反
“
骤

”
为

“
在遘

”
,《 左传》切

“
椽

”
为

“
徒缘

”
。今陆氏《释文》皆无之。颜、陆皆南士,而 陆年辈稍差后,颜 既诋前世反语多不切 ,陆

即因而削之。盖 自月彦伦、沈休文之学行 ,南 士靡然从之,争 改旧音9以 从新切 ,而 古音之失传

者多矣。

北方经学虽承汉学遗绪 ,但 由于整个文化发展水平落后于南方 ,所以这一时期的北方经学也
有舛漏失误的地方。《颜氏家训 ·书证》篇云:“也

`是
语已及助句之辞 ,文籍备有之矣。河北经

传,悉 略此字 ,其间字有不可得无者 ,至 如
‘
伯也执殳’、

‘
于旅也语

’、
‘
回也屡空’、

‘
风 ,风也 ,教

也’
,及《诗传》云

‘
不戢 ,戢也 ;不傩 ,傩也。’

‘
不多 ,多也

`如
斯之类 ,倘削此文 ,颇或废阙。《诗》言 :

‘
青青子衿。’《传》曰 :‘青衿 ,青领也 ,学子之服。’按古者 ,斜领下连于衿 ,故谓领为衿。孙炎、郭璞

注《尔雅》,曹大家注《列女传》,并云 :‘衿 ,交领也。’邺下《诗》本 ,既无
‘
也

’
字 ,群儒因谬说云 :‘青

衿 ,青领 ,是衣两处之名,皆以青为饰。’用释
‘
青青

’二字 ,其失大矣!又有俗学 ,闻经传申时须
‘
也

’
字 ,辄以意加之 ,每不得所 ,盖成可笑。

”
于颜之推所闻可见 ,北人语句往还 ,诗赋吟诵之间,似

节奏较快 ,顿挫分明而无舒缓低回之态。这也反映了
“
北重气质

”
的特点。

到了南北朝后期 ,随着南方类书 ,如《华林遍路》的北输和南方盛行的王弼的《易》学和梵魁的
《尚书义疏》的北传,北方经学的阙误逐渐减少。而陆德明《经典释文》的撰写 ,则裘明南方文人兼

容南北之学的愿望。

善谈玄理的苏州人陆德明,生当南北文化大交漉之时,有感于汉魏以来 ,南北经学著作书音
上的差异和意义上的歧见,以 及学风之不同 ,“或专出己意 ,是非信其所闻,轻重困其所习,后学钻
仰 ,罕逄指要

”ε:]等经学弊端 ,于是从陈后主至德元年(公元 583年 )开始草创巨著《经典释文》,

大约在他由陈入隋之时 ,即公元 阴9年左右撰成。

陆德明曾师事南朝陈经学大师张讥 ,他的《经典释文》所要达到的
“
古今并录 ,拓其枢要 ;经注

毕详 ,训义兼辩;质而不野 ,繁而不芜
”El‘」

的目标已经说明,南北经学已从差异走向统一 ,虽然陆
德明所引北方经学家的著作很少。

同时 ,崔灵恩将淳朴平直的服虔之学引入南朝”改变了甯方
“
经学不纯

”
的弊病

l阝 j,对
梁代中

后期文风的转变和南北文学的交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庾信《咏画屏风》诗
“
寒衣须及早 ,将

寄霍嫖姚
”
中的

“
嫖姚

”
用服虔汉学古音而本甫诗屡用

“
嫖姚△及虔音就是最好地证明。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四
“
票姚

”
条云 :巛汉书》霍去病为票姚校尉。服虔音

“
飘摇

9,此
汉读

也。《说文》:|谯 ,旌旗漂繇也。’
‘
票姚’

即 :撸嗨
’
也 ,本以旌旗之飘扬得声。小颜但据荀悦《纪》作

‘
票繇’

字 ,遂谓两字皆当读去声 ,以服音为不当,误矣。荀纪虽易
‘
姚

’
为

‘
繇’,并未有音。小颜谓

取劲疾之貌 ,出于臆决 ,即后来票骑之号 ,亦未见其必读去声也。庾信《咏画屏风》诗
‘
寒衣须及早 ,

将寄霍嫖姚
’
,杜子美诗屡用

‘
嫖姚’

字 ,皆以服氏音。老杜生开元天宝之世 ,小颜《汉书》方盛行 ,而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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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不用其音 ,可谓棺于小学者矣。
”
我们从这-考索中可以看出,杜甫诗屡用

“
嫖姚

”.也极有可能

从庾信诗中
“
嫖姚

”
而来 ,其

“
杂徐、庾之流丽

”
可以证明这一点。当然,庾诗用服虔《汉书尸飘摇

”
音

也有可能不一定就出于崔灵恩入梁之
“
申服难杜

”
。但齐梁之时 ,北僧携《汉书》真本南渡已改变东

晋南朝不见服虔《汉书》音的状况E:0]。 就此而言 ,庾诗之用服音 ,当 归之于南北经学和史学交流。

自宋明帝泰始六年(公元 uzO年 ),因 国学废 ,立总明观 ,分玄、儒、文、史四科置学士各十人之

后 ,南朝史学虽有发展,但位置末学 ,加以南北对抗 ,兵事屡兴 ,无暇昌明史学。尤其是齐永明三年

(公元 us5年 )国学再建 ,废四馆之后 ,南朝史学更不如玄、儒、文学三类。北朝为后进的少数民族

政权 ,虽孝文革新汉化 ,但史学仍趋于平淡。因此 ,较之于这一时期的经学交流 ,史学犹显冷清。

然而 ,南北双方在史学领域中,也时有交往 ,只不过这种交往非独立进行 ,而依傍于南北佛学

的交流。

自五马南渡 ,东晋人不见前人对《汉书》的研究。服虔所注的《汉书》在南朝绝少流布 ,而《汉

书》真本 ,江南罕见。至萧梁之时 ,始有北方高僧携《汉书》真本南渡 ,为梁代文人视为秘宝。梁代

文人韦棱的《汉书续训》三卷 ,刘孝标《汉书注》一百四十卷 ,梁元帝萧绎《汉书注》-百四十卷 ,虽

不能肯定即依此北僧南渡所携的真本《汉书》;但即使从梁人伪撰古本《汉书》t17∶ 、萧绎遣人抄《汉

书》真本以及萧范将北僧所传入的《汉书》真本献于东宫数事来看 ,北僧传入的真本《汉书》在梁朝

史学中的影响和地位也不容忽视。

《梁书 ·萧琛传》载 ,萧琛当年在宣城(今安徽省宣城县),“ 有北僧南度 ,惟赍-葫芦 ,中有《汉

书序传》。僧曰 :‘三辅旧老相传 ,以 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书多有异今者 ,而纸墨亦古 ,文字

多如龙举之例 ,非隶非篆 ,琛甚秘之
”
。后萧琛于天监九年 (公元 510年 )出 任江夏太守时将此真本

《汉书》赠于鄱阳王萧范 ,萧范又将其献给东宫太子萧统。萧统甚为喜爱 ,令
“
好古爱奇

”
、博览群书

的刘之遴、张绞、到溉、陆襄等当世硕儒参校异同。刘之遴具状十事 ,其大略曰 :“按古《汉书》称
‘
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日 己酉 ,郎班固上’。而今本无上书年月日字。又按古本《叙传》号为

‘
中

篇
’
,今本称为《叙传》。又今本《叙传》载班彪事行 ,而古本云

‘
稚生彪 ,自 有传

’。又今本纪及表、志、

列传不相含为次 ,总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后 ,古本《外戚》次《帝纪》下。又今本《高

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杂在诸传秩中,古本诸王悉次《外戚》下,在

《陈项传》前。又今本《韩彭英卢吴》述云
‘
信为饿隶 ,布实黥徒 ,越亦狗盗 ,芮尹江湖 ,云起龙骧 ,化

为侯王’,古本述云
‘
淮阴毅毅,仗剑月章 ,邦之杰子 ,实为彭、英 ,化为侯王 ,云起龙骧

’。又古本第

三十七卷 ,解音释义 ,以 助雅诂 ,而今本无此卷。帅田

值得指出的是 ,刘之遴在当时属文学古文派成员 ,“好属文 ,多学古体 ,与河东斐子野、沛国刘

显常共讨论书籍 ,因 为交好
”:叫 。他对《汉书》古本的研究 ,有利于纠正当时文坛的绮靡之风 ,为以

后萧绎兼取今、古文而立
“
西府新文

”
作了铺垫。

南朝史官所修的国史也曾流传于北朝 ,魏收撰《魏书》时 ,袭用了沈约所撰的《宋书》。周一良

先生于此辨析甚明,兹引如下 :

(《 魏书》)卷九七岛夷刘裕传记刘或
“
加(晋 安王)子勋车骑将军仪同三司。符至寻阳,邓

琬及投于地 ,镶袂而起曰:‘殿下当开端门,何 黄阎之有
”?案 :据 《宋书》八四邓琬传 ,“ 令书



第 4期 钟仕伦 :东晋南北朝时期南北经学、史学、艺术交流述略 23

至,诸佐吏并喜,造 琬曰,暴乱既除,殿 下又开黄阉,实为公私大庆!琬乃取令书投地曰‘
殿下

当开端门,黄 阉是吾徒亭耳”。是端门黄阉之言有为而发。《魏书》未叙佐吏之语 ,则 邓琬之
言突如其来。据此一串,足 以知伯起之记述南朝事虽多本传闻,亦 采用南朝旧史 ,此 处定是删

节旧史而致如此。杭世骏《诸史然疑》谓《魏书 ·李孝伯传》与《宋书 ·张畅传》同,是 魏收采沈

约之书。当时北方也留传南方史籍 ,如 郦道元《水经 ·泗水注》引王智深《宋史》,据《南齐书》
三二本传 ,智 深于齐世撰《宋纪》。E2° ]

其实,郦道元注《水经》不仅征引王智深的《宋史》,而且在卷二注
“
河水

”
时 ,引用了南朝宋徐

广的《史记音义》和范晔著的《后汉书》,在卷三十一注
“
氵盲水

”
时引用了东晋谢沈的《后汉书》9卷十

五注
“
洛水

”
时引用东晋孙盛的《魏春秋》和南朝齐臧荣绪的《晋书》9在卷四注

“
河水

”
时引用东晋

荆楚人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在卷二十二注
“
渠

”
时引用东晋干宝的《晋纪》,在卷一注

“
河水

”
引用

南朝宋郭缘生的《述征记》和《续述征记》以及卷八注
“
济水

”
时引用南朝宋车频的《秦书》。

至于《水经注》所征引的南朝人所撰写的地理、游记类书则多达十一种 ,著名的有注江水所引
用的南朝宋盛弘之的《荆州记》、注渐江水所引用的慧远的《庐山记 ,lL:l】 ,这说明在南北对峙中,包

括地理学在内的南方史学典籍曾流入北方。而早在南北对峙初期 ,建立在河西地区的北凉君主就

开始与南朝刘宋王朝进行文化交流 ,互赠图籍。

宋文帝元嘉三年 (公元 426年 ),北凉大且渠蒙逊派世子兴国
“
遣使奉表 ,(到南朝刘宋王朝 )

请《月易》及子、集诸书 ,太祖并赐之 ,合 四百七十五卷。蒙逊又就司徒王弘求《搜神记》,弘写与
之

”E2臼 。过了十-年 ,蒙逊卒 ,他的第三子茂虔继位后 ,又来到建康 ,“奉表献方物 ,并献《同生子》

十三卷 ,《 时务论》十三卷 ,《三国总略》二十卷 ,《俗问》十-卷 ,《 十三州志》十卷 ,《 文检》六卷 ,《 四

科传》四卷 ,《敦煌实录》十卷 ,《凉书》十卷 ,《汉皇德传》二十五卷 ,《亡典》七卷 ,《魏驳”屯卷 ,《谢艾
集 V`卷 ,《古今字》二卷 ,《 乘丘先生》三卷 ,《 罔髀》一卷”《皇帝王历三舍纪》一卷 ,《赵瞰传》并《甲

寅元历》一卷 ,《孔之旅》一卷 ,合 -百五十四卷。茂虔又求晋、赵《起居注》渚杂书数十件 9太祖赐
之

”E2羽 。北凉赠给刘宋的书 ,种类繁多 ,涉及到经、史、子、集囵部类 ,对促进南朝科学文化和艺术
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

自东晋迄隋,南方和北方在书法、绘圃、菅乐等领域中也时有交流。晋室南迁,本身就意味着
将原来以北方为主的书法、绘画、音乐等传入甯方。卢谌越河而开书画北派9王褒入周而体兼南北
则说明南方书法与北方的交流和融汇。这一时期能开创艺术新纪元且取得空前绝后艺术成就的
文人无不以北方文化之厚重基础融入南方文化的清丽飘逸,恻如王羲之。

王羲之为名门望族之后,世族文化的培育赋予他渊雅广博的文化修养。他的书法艺术,虽远
绍钟繇、张芝,但苴接影响他的则是他的叔父王濠。置瀵神气傲逸,高朗豪率,书画兼善。

“
晋室过

江 ,王廪书画为第一。书为右军法 ,画为(晋 )明帝师
”廴2妃 。王羲之以王麋为师。实亦为王廪气质为

师 ,为人傲散不羁。然而 ,羲之萧散书风的形成 ,离不开离方人文环境与南重
“
飘逸

”
的美学思潮。

王羲之在会稽时 ,与北来高僧支道林和竺昙猷交游甚深。而此二僧,均 以傲逸之气闻名于世 ,

且尤喜自然之美景。竺昙猷在赤城山
“
搏石作梯 ,升岩宴坐 ,接竹传水 ,以 供常用 ,禅学造者有十余

人。王羲之闻而故往 ,仰峰高绝 ,致敬而反
”E25j。 书法艺术全重自然 ,书法风格的形成得于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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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然的心灵沟通 ,书意来自于情意。也就是说 ,书法家本人的审美情趣与书法风格一脉相承。而

王羲之书法的萧散疏放得力于他在南方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中所受到熏染。同时 ,书法艺术又是

-种文化积淀相当厚重的艺术 ,而王莪之二者兼雨有之。故能成其大家。观其法帖 ,总的品格属

南之
“
飘逸

”
之美 :他的最有代表性的《快雪时晴贴》和《兰亭集序》思逸神超 ,如 飞天仙人、凌波神

女。这实际上是楚风的再现。

王羲之萧散疏放、流美秀逸的书风经羲之七世孙智永继承而传至虞世南、褚遂良、孙过庭。

虞、褚、孙三人都以温文秀逸为美。元代竞学颜书,而元赵盂颟为复兴二王秀逸之美的大家 ,无锡

倪瓒的书法有超逸平和之气 ,明代苏州人祝允明、文征明书风以清逸和颠逸著称于世 9而童其昌

则为追慕王派传统的书坛巨擘 ,其潇洒超逸的书风为世人所赞。

江南书法大家的
“
清逸

”
、
“
秀逸

”
、
“
超逸

”
、
“
颠逸

”
,莫不源于王莪之的萧散秀逸而远绍楚风的

飘逸之美。他们均以清快明朗之审美心态注视着对象的飞动流转 ,又以自然萧散的神思玩味着对

象的内蕴深涵 ,将流动的情绪和渭丽的心境以及洒脱的个性意识 ,借点、线、面的组合充分表达出

来 ,从而达到妙合自然和高扬生命意识的目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 ,以王曛和王羲之为代表

的南北书法交流开拓了中国书法美学的新纪元 ,而卢谌、王褒以及萧梁草书的入北则为改革北地

书风发挥了作用。

江南绘画早在孙吴时 ,就有曹不兴的屏风画著称于世 ,但绘画艺术的鼎盛时期则有待北方画

家的南来。自王咫度江 ,画为东晋明帝所学 ,南北画家遂相融互渗。王褒为北来画家 ,当 时名声很

大 ,世家大族兴寺造塔 ,慕名请他画壁。他的画作流传于世的有《孔子十弟子图》、《异兽图》、《列女

仁智图》和《吴楚放牧图》、《师子击象图》、《鱼龙戏水绢图》,等等。王莪之的绘画也以王钅为师。王

瘦曾画《孔子十弟子图》以勉励王莪之 9且题赞云 :“嗟尔羲之 ,可不勖哉卩王凄的画风经东晋明帝

而传至刘胤祖及其兄弟刘绍祖、儿子刘璞。

江南画家之祖为东吴时的曹不兴 ,然东晋画风的兴盛则有赖于卫协。顾恺之为东晋画圣 ,但

顾恺之的画理师承卫协。谢赫说卫协的画
“
兼善六法 ,妙有气韵

”
,仅次于其师曹不兴。恺之为江

南望族之后 ,绘画成就为东晋笫-人 ,且兼善诗赋。其画风传至陆探微 ,后经郑法士传入北方。

然雨 ,卫协实际上兼取曹不兴和范宣的画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叙师资传授南北时

代》说 :“卫协师于曹不兴。顾恺之、张墨、荀勖师于卫协。史道硕、王微师于荀勖 ,卫协、戴逵师于

范宣。
”
范宣为陈留(今河南省陈留县)人 ,过江后隐居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一带 ,以 贫为乐,书

法、绘画成就则取誉于世 ,戴逵曾亲往其家学习书画。所以卫协实为南北绘画交流中第-个兼取

南北画风的画家 ,他的画风经顾恺之、陆探微而传到北方的孙尚子和隋代画家王仲舒。

这是就南北绘画的师资传授看。如果就画家的风格看 ,则可以说 ,南方的顾恺之、陆探微、张

僧繇同为南北画家之祖。隋康著名画家 ,如
“
田僧亮、扬子华、杨契丹、郑法士、董伯仁、展子虔、孙

尚子、阎立德、阎立本并祖述顾、陆、僧繇
”
。E2"这实际上说明,在南北对峙时 ,南北绘画也有所交

流。
“
侯景之乱

”
后 ,南方文化中心衰落 ,南方绘画书法家纷纷被迫迁往北方 ,他 们带去了南方书法

的秀雨萧散 ,并融含北方碑书的瘦硬、茂密 ,遂开盛唐气象之先河。

阮元《南北书派论》说 :“染王褒本属南派 ,褒入北月,贵游翕然学褒书 ,赵文渊亦改习褒书 ,然

竟无成。至于碑榜 ,王褒亦推先文渊。可见南北判然两不相涉。《述书赋》注称唐高祖书师王褒 .

得其妙 ,故有梁朝风格 ,据此可见南派入北 ,惟有王褒。高祖近在关中,及习其书。太宗更笃好之 ,

遂居南派。丬㈤南北分派虽康有为、王国维有异说t2:」 ,但王褒入北 ,其书必化于北月而自已又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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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北地碑书所化 ,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阮元以王褒入北派但又说他
“
本属南派

”,实际上透出王

褒在南北书法交流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其实 ,康有为、王国维所列举的《始兴王碑》和《瘗鹤铭》类似北碑,而敦煌所出梁虞思美造像

和萧凉草书札 ,以 及北之《高湛》、《法生》等作晶的虚和婉雨 ,正是南北书法交流的结果 ,只不过我

们今天无法考其姓名而已。

五

南北艺术交流有时又交融着中外文化交流。因为这-时期的北方文化为多民蔟的文化 ,并汲

收了西域乃至中亚各国的文化艺术。这些带有异国锖调的艺术风格又随着文化中心的南移.尤其

是北方高僧的南下而传至江甯 ,便原本以汉文化为主要内核的甯方文化也嬗变为南北兼容、中外

并取的多元-统的文化。这个特点 ,在南朝梁代有着充分的体现。

粱武帝治国,以宽柔代萧齐之残杀,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强大 ,版图很广 ,南至今日的越南一

带 ,都 曾为梁国版图。外国贡职朝拜者数以万计 ,其文化也必然随之而入。现在能够在考古学上

找到的中外文化和南北文化交流的例证是 ⒛ 年代在南京发现的萧氏墓饰。

据陈志良《南京访古记》,南京甘家巷的萧秀墓、萧恢墓、萧 |詹墓、萧景墓等 ,墓前的辟邪及石

柱
“
最值得注意者为含有希腊作风的石柱 ,及埃及式的石兽

”
。而希腊艺术风格传入中国,-般认

为,始于印度东北部受希腊艺术风格影响的犍陀罗艺术 ,印度高僧向中国传经的同时 ,将这种具

有希腊艺术风格的犍陀罗艺术经西域而传至中国北方。

当犍陀罗艺术传入中国的北方后 ,对北方佛教造像和寺庙建筑艺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

时,北方也出现了具有希腊艺术风格的作品。19s3年 9月 12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和固原

县文物工作站在固原县南郊联含发掘了-座古墓 ,经考证 ,墓主是北闱柱国大将军大都督李贤夫

妇。其中出土的
“
鎏金银壶

”
,其制作地点为

“
中亚两河(锡尔河和阿姆河〉以南、伊朗以东的地域范

围内,即 萨珊以前帕提亚王国东部行省和巴克特里亚-带。这些地区在帕搌亚和贵耨时代就有浓

厚的古典艺术传统
’’E9gJ。 这种

“
鎏金银壶

”
的壶颈形状、纹饰和壶底的形状和纹饰与古希腊的

“
爱

奥尼亚柱式△饣形状、纹饰十分相似 ,如出一辙。

南朝梁代萧氏墓饰上存在的古希腊艺术风格 ,我以为-则归于刘裕灭前秦时所甯迁的
“
关右

百工”⒈3°:;一 则归于南下的北方高僧。北方高僧,包括天竺高僧 ,于晋宋之际躲避战祸 ,纷纷南栖。

他们带来佛教典籍义理的同时必然带来北方的佛教造像艺术和寺庙建筑艺术。此时已具古希腊

艺术风格的北方建筑祥式似亦南下江东。宋、齐、梁、陈诸君对南下高僧礼遇甚隆 ,为之修造的寺

庙不计其数。这些寺庙之带古希腊艺术风格当自不待言 ,而墓饰的详式和风格也随之出现希腊艺

术化。

在音乐艺术上 ,南北也时有交流。汉末大乱 ,通晓庙堂音乐的汉雅乐朗杜夔辟战乱而南依刘

表。曹操平定荆州后 ,杜夔遂入魏居邺 ,受命刊定雅乐罾律。至永嘉寇乱 ,当时雅乐音律及乐师为

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所获收,也有部分乐师甯投建康。《宋书 ·乐志》说 :“及胡亡邺下 ,乐 人颇有来

者。
”
后北魏孝文帝倡汉化 ,“颇为诗歌 ,以 勖在位°谣俗流传,布诸音律。大臣驰聘汉魏 ,旁罗宋、

齐 ,功成奋豫 ,代有制作
”r":。

“
侯景之乱

”
中,王憎辩破侯景 ,保存在建康的传统雅乐被王僧辩送往江陵。后江陵被西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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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大军攻破 ,所有的雅乐及乐师旋即被虏至长安。自此 ,传统雅乐复归北方。宇文泰践位 ,代西魏

而建北月 ,“ 每元正大会 ,以 梁案架列于悬间 ,与正乐合秦
”￡32]。

北方的民间音乐也在这-时期传至南方。东晋吴郡太守裒山松
“
善音乐 ,北 人旧曲有《行路难

曲》,辞颇疏质 ,山 松好之 ,及为文其章句 ,婉其节制 9每因洒酣 ,从而歌之 ,听者莫不流涕
川33j。

时

江南地区也受北方胡歌、胡舞的影响 ,如南朝
“
有西、伧、羌、胡诸杂舞

”[:‘〕,南齐人也喜学
“
弹琵

琶
”
和

“
鲜卑语

”[s引 ,陈后主
“
尤重声乐 ,遣宫女习北方箫鼓 ,谓之《代北》”ts6],等等。

南北艺术交流虽不始于南北对峙 ,但是 ,就其交流的广泛和对南北美学思潮的影响而言 ,尤

以东晋南北朝时期最为常见。正是有了这种对立中的交流 ,才使传统文化和艺术得以延续 ,并扩

大其内涵 ,不独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 ,而且为唐以后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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