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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芝的《冠军帖》（局部）

索靖的《出师颂》

古人云：“大雪，十一

月节。大者，盛也，至此而

雪盛矣。”大雪，是二十四

节气中的第 21 个节气，冬

季的第三个节气。在每年

阳历的 12 月 6、7 或 8 日，

大雪的意思是天气更冷，

降雪的可能性比小雪时更

大了，标志着仲冬时节的

正式开始。

古
韵
甘
肃

张芝雕像

张芝和索靖是汉末魏晋张芝和索靖是汉末魏晋

时 期 草 体 书 写 艺 术 的 开 拓时 期 草 体 书 写 艺 术 的 开 拓

者者，，他们将汉隶演变成富有他们将汉隶演变成富有

书卷气的艺术书卷气的艺术，，不仅丰富了不仅丰富了

书写的形式书写的形式，，还推广了汉字还推广了汉字

的应用的应用。。

齐家文化的盘状石器（作者供图）

进入大雪节气后，我国越来越多的地区会迎

来降雪，且雪后气温下降，寒冷加剧。

每年公历 12 月 7 日左右，太阳到达黄经 255 度

时，即为“大雪”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大

雪，十一月节，至此而雪盛也。”

古人把这个节气命名为“大雪”，是因为“雪”

是寒冷的产物，代表寒雨天气，这节气的特点是气

温显著下降、下雨或下雪。“大雪”名称是个比喻，

反映的是这个节气期间气候变化，寒流活跃气温

下降、降水增多，并不是表示这个节气期间下很大

的雪。但是大雪节气之后，天气会越来越冷，下雪

的可能性大增。因此，进入“大雪”节气，预示着雪

将由小到大，降雪天数和降雪量比小雪节气增

多，特别是在强冷空气前沿、冷暖空气交汇的地

区，雪会下得很大，范围也更广。

我国古代将大雪分为三候：“一候鹖旦不鸣；

二候虎始交；三候荔挺出。”是说此时因天气寒

冷，寒号鸟也不再鸣叫了；此时是阴气最盛时期，

所谓盛极而衰，阳气已有所萌动，老虎开始有求

偶行为；“荔挺”为兰草的一种，感到阳气的萌动

而抽出新芽。

明人王象晋在其《群芳谱》中对此有着十分

详细且通俗的解释：“大雪，十一月节，言积寒凛

冽，雪至此而大也”。

有趣的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以及地理环境

的复杂，使得各地在大雪节气期间，通常出现不

同的天气景观，如湘鄂等地的冻雨；西北、东北地

区的雾凇；江南地区的晨雾；当然免不了还有大

范围的暴雪。因此，往往大雪节气一到，处于农

闲时节的各家各户便开始忙着腌制过冬的美味，

预备着进补，正如民间俗语所说的“小雪腌菜，大

雪腌肉”。而这些满怀心意所腌制的食物不光自

家享用，大多也成为馈赠亲友的佳品。

中国有着灿烂辉煌并延绵至今的农耕文明，

对于物候时令的重视从现存著名的“五大农书”

中可见一斑。四时的变幻与文学艺术的创作往

往是融为一体的，随着大雪节气而来的降温与下

雪，不仅催生了许多以“雪”为主题的诗文，也大

大丰富了艺术创作中关于雪景的描绘。

唐代诗人王维描绘《袁安卧雪图》，及其雪里

芭蕉所体现出的艺术创作的自由性，就曾广为时

人所称颂。此图虽已不存，但在南唐画家徐熙的

《雪竹图》中，我们或许可以体会到相似的意趣。

不畏雪寒的不仅有竹子，亦有喜爱雪天的孩

童们。今人戴树良与刘金贵的同名作品《大雪》，

就描绘了儿童们在雪天堆雪人以及打雪仗的欢

快情景。冬日飘雪的室外，成为小朋友们嬉戏玩

闹的天然游乐场。而大雪的寒冷，更凸显了阳光

的珍贵，在傅仲超的《冬日里的阳光》中，融融的

日光不仅温暖着画中雪白的大地，也透过画面，

触动着观者的心灵。

在现存的古代雪景图画中，广为人知的还有

宋徽宗赵佶名下的《雪江归棹图》。整幅画作用

极为细秀的笔触描绘了开阔疏朗的北方江岸雪

景，气韵雅润而苍古。在画卷的正中央，一位渔

者独自驾着扁舟，面朝着苍莽的雪山。对于这种

茫茫雪意的描绘，在今人钟蜀珩的《城市的雪》中

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此幅作品虽然施以油彩，

却又最大程度地降低了色彩对画面的影响，以大

面积的白和灰以及暗色调，营造出一种不断向画

面外延伸的空旷美感。

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艺术家的创作，往往发

乎性灵，他们用身体感知大雪节气带来的严寒与

雨雪，又将之付诸笔端，从而创作出这些隽永的画

作。而对于即将到来的大雪节气，我们在感叹自

然节律的奥妙时，也更多了一份与古人同赏、今人

同庆的快乐。 （编辑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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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汉文字开始于殷商甲

骨文，经先秦金文篆体（大小篆），秦始

皇统一六国“书同文、车同轨”后，到西

汉时隶书开始成为主要书写形式。至

此，汉字经过将近两千年的发展，步入

书 写 简 易、形 制 规 整、笔 力 沉 稳 的 阶

段。东汉后期，汉隶开始向随意洒脱

的个性化方向演变，草书因此产生，草

书使汉字书写建构起艺术性的美学享

受，很快得到文人雅士、官宦达人乃至

民间书写者的赞赏和喜爱。草书的出

现标志着我国书写形式从刻板规整迈

向恣意洒脱。

草 书 的 产 生 与 纸 的 发 明 相 伴 而

生。公元 105 年，蔡伦改进造纸术，汉

字书写从竹简、布帛转至纸张，可以说

纸的发明，推进了书法艺术的产生。

汉武帝在河西走廊设置郡县后，

大量中原和关中移民迁入，促进了河

西走廊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东汉

后期，敦煌已成为偏居一隅的文化边

地，张芝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生于敦煌。

张芝，东汉敦煌郡渊泉县（今甘肃

酒泉瓜州县）人，字伯英，我国草书的

开创者。张芝出生仕宦之家，其父张

奂，《后汉书》有传，历任官议郎、安定

属 国 都 尉、使 匈 奴 中 郎 将、武 威 郡 太

守、度辽将军、大司农、护匈奴中郎将、

少府、大司农、太常等职。张奂仕宦足

迹遍历关中、塞上、陇右及河西走廊，

在东汉西北防卫中立下汗马功劳。后

因牵扯入党锢之争，归居乡里，直至终

老，于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 181 年）

去世，享年 78 岁。

张芝为张奂长子，自幼勤奋好学，

痴 迷 书 写 ，淡 泊 仕 宦 ，朝 廷 曾 以 有 道

征，谢绝，由此被世人称为张有道。张

芝勤于笔墨，据《晋书·卫桓传》记载：

“凡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染）之；临

池学书，池水尽墨。”临池习字由此而

来。张芝将字字独立、笔画分离的章

草，连笔挥毫，改为字字相连，意气承

接且变化无穷的今草。其创作的草体

书写形式，冠名后世，开启书写的千秋

功业。

张芝草书承自章草，传说章草为

东汉章帝首倡。汉隶规整工稳，有人

随意潦草书写，使得书写速度加快，书

写时间缩短。汉章帝甚喜这种书写形

式，在汗牛充栋的奏章中提笔御批，速

度快，耗时短，此后这种御用潦草之法

被纷纷仿效，经书写者的刻微补拙，迅

速蔓延至民间，并冠以章草的美名。

章草在东汉后期已经普及，经杜

度、崔瑗、崔寔效法，章草由潦草到追

求 草 书 之 美 ，东 汉 末 ，张 芝 进 一 步 发

挥，摆脱了残存的隶书形迹，自成精巧

之态，收放自如，美若流云长河，令世

人 刮 目 相 看 。 张 芝 草 书 的 上 下 字 之

间，字与字之间，笔势牵连相通，贯通

一气，字的整体效果十分有气势。张

芝的草书源于章草，又别于章草，被世

人称为今草，之后今草便成为一般意

义上的草书了。张芝省减了章草的点

划波磔（即撇捺），连笔飘逸，运笔儒雅

飘逸，被后人推崇为“草圣”。

今草使汉字书写进入新阶段，那

就是充分展示书写者独具特色的书写

风格，用笔随意，挥洒自如，或如飞龙

长空搏击，或如游鱼悠然惬意，或如清

涧 长 流 ，流 而 飘 洒 ，或 如 白 云 萦 回 崖

谷，任于造化，收放之间，体现书写者

用 笔 之 神 奇 和 阔 达 。 其 要 求 功 力 熟

稔，心气沉稳，充分体现了书法的创造

性风格。

后人赞誉张芝不绝，三国书法家

韦诞称其为“草圣”，书圣王羲之十分

欣赏张芝，认为魏国的钟繇，东汉张芝

乃书法大家。后人将张芝和钟繇、王

羲之、王献之称为“书中四贤”。

张芝的草书墨迹流传后世的仅有

《冠军帖》。《冠军帖》被《淳化阁帖》收

存，《淳化阁帖》也称淳化秘阁法帖，是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书法帖，出自

北宋淳化三年（公元 992 年），是宋太

宗将秘阁所藏历代书法，令学者摹刻

在枣木板上，拓印汇帖共十卷。张芝

《冠军帖》收录在《淳化阁帖》第五卷

中，《淳化阁帖》使得张芝书法真迹得

以流传。

张芝也勤于著书，著《笔心论》五

篇 ，可 惜 早 已 失 传 ，只 在 晋 朝 卫 桓 的

《四体书势》中留下一句话，“匆匆不暇

草书”。

张芝的草书影响所及，批及旁人，

也熏染家族后人。张芝姐姐的孙子索

靖受其影响，也在草书上颇有建树，自

成一体，傲居魏晋书法之坛。张芝的

弟弟张昶，字文舒，也善草书。

受张芝草书影响，其姐的孙子索

靖 承 草 书 之 脉 ，临 池 习 字 ，形 成 了 自

己 的 风 格 ，位 居 魏 晋 书 坛 。 索 靖（公

元 239 年 - 公 元 303 年），甘 肃 酒 泉

人 。 曾 官 为 征 西 司 马 ，人 称“ 索 征

西”。 索 靖 出 生 于 仕 宦 之 家 ，父 亲 索

湛 曾 为 北 地 太 守 。 索 靖 自 幼 便 有 逸

群之才，与乡人氾衷、张甝、索紾、索

永赴洛阳太学，驰名海内，号称“敦煌

五 龙”。 其 他 四 人 早 亡 ，只 有 索 靖 精

博经史，留名后世。索靖年轻时曾任

州 别 驾 ，郡 举 贤 良 方 正 ，后 因 精 通 西

域 事 务 ，拜 驸 马 都 尉 ，出 为 西 域 戊 己

校尉长史。后受举荐，认为其才艺绝

人 ，宜 在 台 阁 ，不 宜 远 出 边 塞 。 晋 武

帝 将 其 擢 为 尚 书 郎 。 索 靖 与 尚 书 令

卫 瓘 都 以 善 草 书 知 名 ，深 受 武 帝 宠

爱，时人誉为“一台二妙”。后人评价

道：“瓘得伯英（张芝字）筋，靖得伯英

肉”，意思是他们两人各取张芝所长，

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索靖平生著述颇丰，撰有《五行三

统正验论》之作，主要辨理阴阳气运，

又撰写《索子》《晋诗》各二十卷，均散

佚。索靖撰写的《草书状》存于《晋书》

索靖传。索靖曾经为莫高窟仙岩寺题

额。索靖流传后世的书法作品有《出

师颂》《月仪帖》等，宋代《淳化阁帖》也

收集了索靖的墨迹《载妖帖》八行、《七

月帖》四行。

索靖书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唐代

书法家欧阳询重法度，不轻易赞赏他

人，一次，路见索靖书写的碑石后，竟

卧于碑下，朝夕摩掌，不忍离去。

索 靖 的 书 法 ，浓 浅 得 度 ，内 涵 朴

厚，古朴如汉隶，转折似今草，气势雄

厚 ，历 来 被 书 法 家 称 为 上 乘 。《月 仪

帖》圆 润 、古 雅 、含 蓄 、浑 朴 ，用 笔 端

庄 ，沉 稳 厚 重 。 南 朝 梁 武 帝 萧 衍 赞

誉 他 的 字“ 遒 劲 而 峻 险 。 遒 劲 处 如

飘风忽举，鸷鸟乍飞；峻险处如雪岭

孤松，冰河危石”。黄庭坚也称道其

书 法 为“ 笺 短 意 长 ，诚 不 可 及 ”。 其

章草字体有“银钩趸尾”之称。有人

比 较 索 靖 与 张 芝 ，认 为“ 精 熟 至 极 ，

索 不 及 张 芝 ；妙 有 余 姿 ，张 不 及 索

靖”。两位大师的书法各见所长，都

不失精湛完美。唐朝人把索靖的章

草列为神品。

索靖《草书状》一篇，对书法的演

变、风格、气韵、用笔及章法等作了全

面精辟的论述，有些基本观点，至今

仍有指导意义。《草书状》一文对草书

的产生和形状作了惟妙惟肖的描述，

表达了作者对草书的赞赏和厚爱之

情。

以张芝、索靖为代表的草书开了

我国书法艺术的先河，使书写形式达

到美学的欣赏和熏陶境地。

张芝和索靖的书法人生张芝和索靖的书法人生

齐家文化是我国最早的青铜时代

文化，也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末段至

青铜时代早期的考古学文化，距今约

4200 年-3600 年，历时约 800 年。齐

家文化是以甘肃为中心的新石器时代

晚期文化，并且已经进入铜石并用阶

段，名称来自其主要遗址甘肃广河县齐

家坪遗址，齐家文化是分布在河西走廊

地区的一支重要的早期青铜时代的考

古学文化。

在齐家文化石器中较有典型代表

之一的是琢日月纹盘状石器。在旧石

器时代的打制石器中，通常把盘状的器

物称之为“盘状石器”。这类将砾石或

石核边缘打成厚刃，用以砍砸的“盘状

石器”，习惯上把两面刃的“盘状石器”

称 为“ 敲 砸 器 ”，单 面 刃 的 称 为“ 砍 砸

器”。一般认为，“砍砸器”是一种形体

较大，形状接近圆饼形但不固定的工

具，器身厚重，有钝厚曲折的刃口，可起

到砍劈、锤砸和挖掘等多种作用，推测

可用于砍树、做木棒、挖植物块根、砸坚

果等劳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

“盘状石器”，由于通常的命名方法是以

器物的用途、功能作为命名依据，因此

“盘状石器”的命名也并不统一，常见的

命名有：“敲砸器”“砍砸器”“砍斫器”

“盘状器”“圆盘斧”“圆盘形器”“饼形

器”等。

齐 家 文 化 的“ 盘 状 石 器”除“ 敲 砸

器”以外，还有一点比较特殊，其双面

分别琢制有日纹和月纹。目前所知，

这类“盘状石器”只在齐家文化遗存中

出现，是齐家文化石器的特有器型，石

质大多为砾石、河砾石。这种齐家文

化特有的琢纹盘状石器，学界尚未有

统一命名，通常所见为：“圆形见手窝

敲砸器”“刻符石”“刻符石器”。民间

俗 称 为 ：“ 练 功 石 ”“ 日 月 石 ”“ 星 月 石

器”等。

目前所见的各相关考古资料均将

“齐家文化琢日月纹盘状石器”称为“敲

砸器”，显然是把两者混为一谈。由于

忽略了弯月形的琢月纹，佟柱臣先生

（1920 年—2011 年）在著作《中国新石

器研究》中将其命名为“圆形见手窝（圆

涡）敲砸器”或“手窝敲砸器”，后者明显

是没有弧形凹槽即琢月纹的另一类石

器，极有可能是混淆了不同器形的石

器。

喇家遗址发掘领队叶茂林先生将

此类石盘状器称为“刻符石”或“刻符

石器”，对于此一名称，笔者认为有待

商榷。因为所谓符号，应该只有象征

意义，而没有实际用途的或刻或画而

成的图形。而齐家文化琢日月纹盘状

石器的“日”“月”有实际用途。符号应

是从具象到抽象的，彩陶纹也是先具

象慢慢符号化，所以石器琢纹先是实

用，慢慢规范化，有了象征意义，成为

某体特定意义的符号。虽然“纹饰”有

装饰意，“符号”又抽象化，都不贴切，

但称其为“日月纹”，作为专指比较中

性。笔者认为，将此类盘状石器命名

为“齐家文化琢日月纹盘状石器”，应

该更为准确。

1947 年，史前考古学家、古生物学

家裴文中（1904 年—1982 年）先生和同

事来到甘肃，在临夏附近调查了张家

嘴、崔家庄等遗址。《裴文中史前考古学

论文集》记载，在崔家庄“……所采之

物，计最多者为打击之石器，圆形及长

形皆有，并有偏平甚大之砾石，一面凿

为半环，他面凿一圆坑者，不知其用途

及意义为何。”目前所知，裴文中先生是

发现记录齐家文化琢日月纹盘状石器

第一人。

据喇家遗址发掘领队叶茂林先生

介绍，喇家遗址一个房址中出土了一批

“刻符石”，大多在房址周围，摆放得整

整齐齐，有大有小。有学者整理研究了

73 个，认为刻符石器是喇家遗址所出

石器中的一类特殊现象，属琢制石器，

有圆形、椭圆形、近方形等，有部分残

缺，且重量、大小不一。多数长 15-20

厘米，最大达 26 厘米，最小约 10 厘米；

厚度在 5-7 厘米。这类石器上刻画有

圆窝形与弧形的图案，形似日月，多数

石器的一面为圆形，另一面为弧形；有

的两面都为圆形；有的一面有圆形另一

面则无图案；个别一面为圆形，另一面

为四个圆窝形连成的月牙形弧线。根

据符号组合的不同，将其大体分为两

类：第一类两面均有符号；第二类单面

有符号。刻符石器数量较多，图案重复

率也较高，极可能有着某种特殊的用

途。

通 过 出 土 的 众 多 盘 状 石 器 ，让 我

们更加了解到齐家文化，盘状石器是

原始石质工具中最早规范定型的石器

之 一 ，其 分 布 地 域 广 阔 ，使 用 时 间 较

长，分属旧、新石器和青铜时代不同的

考古学文化。以玉礼器、石圆圈、祭坛

等为代表的齐家文化，以原始宗教、祭

祀礼仪、天文体系、日月崇拜、“昆仑”

崇拜、青铜革命等文化内涵，对后代中

国商、周及先秦时代以玉通神信仰、礼

制文化等华夏文明的成熟璀璨产生了

广泛影响。

齐家文化中的盘状石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