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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踪
（总第999期）

今 日 滨 州

李象润在黄河沿岸考察。

黄黄河河水水为为““墨墨””
““写写””出出大大文文化化

中国书法从5000年前陶文、4000年前甲骨文、3000年前金文演绎为今天通行的篆、隶，楷、草、行五体
诸书，书法仍呈现着中华文化和艺术古老而又青春的魅力。而谁曾想这是一门传统的文化艺术，却与气势
磅礴的万里黄河有着千丝万缕的因果联系。

审读中国5000年历史文化长卷，诠释万里黄河具有的“文化主体”意义，深刻影响了包括汉字和书法
艺术在内的诸多艺术门类发生与发展的全部过程。滨州市文联主席、历史文化研究会秘书长李象润及他
的学术团队通过多年研究，对黄河流域的历史文化进行了6次文化考察，以中国书法的生成为个案，辨析
了黄河文化与中国书法的三要素——— 汉字、审美趣味与书写者之间复杂而密切的渊源关系，提出了“万里
黄河流淌出中国书法”的学术命题。

本报记者 王晓霜 郗运红

李象润介绍，在漫长的汉字象形时
期中，“象形”首先意味着象自然之形。从
先秦到北宋王朝，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
区域都在黄河流域，因此并不难于推断
黄河水系及其哺育的自然物会成为中国
象形文字的重要模型和文化基因。

“在《中国古文字的起源》中有关于
汉字起源的介绍，象形法造字，对自然物
象确定它的表名文字，这就首先涉及到
人们经常接触和目睹的自然物，如山、
河、云、雨等，古代的原始氏族部落过着
半游动和半定居的生活模式，他们游动
一定时间，便在水草适宜的地方定居下
来。定居的地方一般依山靠水，植被丰富
的地方。自古人类与山、河的关系十分密

切，因此，‘山’‘河’‘水’的创造也是比较
早的。”李象润说。

李象润及他的课题组在多次游遍
黄河的足迹，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在
黄河上游到下游之间，在中国书法的
创作与黄河流域的水势特征有着不经
相同的特点。李象润说，通过中国古代
及近现代的书法作品中可以看出，在
黄河上游水势特征比较平缓、横向安
流的流域，如甘肃区域，书法字体多以
结构扁长、笔墨丰润的汉简为主。而黄
河中上游的陕西区域，黄河的水势纵
向漫流、沟壑纵横，这里的书法作品中
的字体一般以结构挺拔、形貌庄严、线
条苍劲、运势开张的大篆为主。在黄河

中游的山西区域水势顺流直下，书法
字体就变成了峻急飘逸的狂草书法。
在如黄河下游的河南、山东平原境内，
黄河以地上三角洲的行驶呈现，书法
字体出现多种字体的“汉隶魏楷大河
气，碑法帖意中原风”的特点。

尽管以上所说的典型字体并不局
限于先秦至汉唐的“正书时期”，但无
论古今，均能在所处区域中觅得代表
性书家与书作，因此也不乏普遍的意
义。这种通过文字统一体现出来的“统
一趋向”，不仅是执政者的政治诉求，
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根本的文化意
志，更是黄河文化的根本要求与传统
基因使然。

◆缘由：

从书法审美上

研究黄河文化

2008年，国务院参事室和中央文史研究
馆组织启动了《中国地域文化通览》编纂，借
此“全国通览东风”李象润与他的团队开始
了组织《滨州区域文化通览》的编纂出版。

“想要研究滨州远古的历史文化，必须从‘一
国一河’开始。”李象润说。

这里所说的“一国一河”就是指远古时
期的薄姑国与黄河。李象润介绍，薄姑国是
滨州历史文化的根基源泉，而黄河文化同样
也是承载着历史文化的地缘主体。“现在黄
河的河道，在1855年之前流淌着的是大清
河，在此之前是济水、齐水。远古的河流是自
然漫流的，黄河流域范围并不规距，成扇面
分布漫流入海，春秋以后才加堤筑坝、种树
固堤才使黄河有了相对固定的河道。”李象
润说，不能用现代汉语的语境去简单的理解
考察古代地理地貌和文化内涵。

“从远古到当下，滨州长期都处于黄河
入海的下游地区，我们研究黄河历史文化的
过程中，不能把眼光只局限于滨州段，要善
于跳出滨州放眼纵观，看透整个黄河流域的
文化全貌，再回头看清滨州文化现状才行。”
李象润说。他们十几年来寻古访今，每年都
要到黄河一段流域进行考察，从山东到河
南、河北、山西、陕西、内蒙古、甘肃、四川、青
海，由黄河入海口到黄河源头青藏高原，他
们已经5次游遍黄河全流域文化考察，收获
多多。

2013年盛夏，李象润他们的课题组从山
东垦利河口溯源上行，第5次对黄河流域的
历史文化进行了全流域考察活动。尤其先后
游历河南孟津的黄河古渡口与山西临汾的
壶口瀑布时，不禁让他想起两位诞生于斯的
中国书法史上的“书法大家”——— 王铎与傅
山，眼前浮现出两位大书法家笔墨酣畅的书
法风采。

李象润不但是一位治学严谨的文史专
家，同时他还是一位富有人文情怀的书法艺
术家。他说，研究黄河文化要以书法家特有
的眼光看黄河，黄河文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
书法汉字的“形迹”与“神魂”。在他脑海中经
常出现“黄河文化与中国书法”的命题，在

“水势”与“心画”的交相辉映和碰撞升华在
一起。于是他们逐渐展开了“黄河文化与中
国书法”之间千丝万缕关系的学术研究。

◆探究：

汉字创造

来源黄河文化

“书法艺术的首批作品应当不是文字信
息，而是出现在陶器上的画图符号，也就是
汉字的刻画图腾。”李象润说，文化及社会的
发展需要传承，传承文化需要文字传递信
息，而文字最早的载体是5000年的陶器文和
4000年的甲骨文，黄河文化是汉字产生的客
观要求与发展的根本动力。

中国书法本源于远古时期的先人契刻，
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古人常以“书”与“文
字”为一事，仓颉造字的传说，通常被视作中
国文字史的开端。李象润告诉记者，其实甲
骨文比陶文要晚许多年，古人最早的文字是
刻在陶器上的书画图腾。根据考古发现，东
夷先人留下的山东大汶口契刻距今已有五
千年，被古文字学界认定为目前最早的出土
陶文字画。山东莒县陵阳河的大汶口遗址发
现于1957年，1969年这些陶尊书画文字符号
在北京展出后，引发了轰动。“就古文字的辨
识而言，这具陶尊文字被认为是汉字的远
祖。同时，它当然也就是书法和篆刻艺术的
雏形。“李象润表示，陶尊文字的成型时期属
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距今5000年以上，比
殷墟甲骨文尚早1600年左右。而我们邹平县
丁公遗址发现的陶器上也有文字契刻，书写
顺序也完全符合我国古代汉字成列从右向
左书写的习惯。

“山东自古也是河、济二渎入海的地方，
自由奔放是东夷文化的主要特点。丁公陶书
所代表的东夷契刻书写文化，是在文字创生
时期黄河文化注入汉字书法中的精彩体
现。”由此，李象润认为，中国汉字最早书写
于陶器，最早创造的文字则来源于黄河流域
的泥沙，因黄河流域有丰富泥沙资源和农耕
文明，故大舜陶河滨的故地重镇是古滨州地
域。

仓颉造字中，“鸟迹”是象形文字的直接
依据，而“天命”是仓颉造字所遵守的潜在规
律。在“天命”观念的形成与系统化的过程中，
黄河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主要通过先
民对黄河的最初认知形式，即大禹治水崇拜
彰显出来。“大禹跟黄河的关系不必过多论
证，自先秦至西汉，大禹都是介乎‘神’与‘人’
之间的治水英雄。”李象润介绍，大禹治水，梳
通九河被不少人视为治黄标准，这也就不难
理解“黄河”、“大禹”与“鸟迹”成为图腾的同
时，人们可以在先民遗迹中发现文字崇拜、信
仰的轨辙。“抽象的‘天命’与具象的‘鸟迹’通
过先民认识与理解黄河的精神探索而逐渐清
晰，并被联系在了一起，所以我们有充分理由
宣布：汉字的创生来源于黄河水文的启示，即
黄河文化孕育汉字符号的造型规律。”

汉字之“神”与黄河文化：

文学创作内容多与黄河有关
如果说汉字之“形”中的“黄河文化”

重在贯穿于正书体系中的“中庸”之理和
“中和”之美的话，那么黄河文化对汉字
之“神”的影响则主要体现为熔铸其间的
广博想象力与创造力。

李象润说，自由是在创生时期黄河
注入汉字中的一种文化精神。唐兰先生
在《中国文字学》写道：“文字起源于图
画，愈古的文字，就愈像图画。图画本没
有一定的形式和定律，所以上古的文字，
在形式上是最自由的。”汉字在奠立时期
固有的这种自由和奔放精神，正是书法
艺术诞生的源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无
穷想象力和创造力，多元归一而且具体
地写就了中国书法史的5000年绚丽多彩
的翰墨画卷。

总之，汉字创生的过程，正是中国书
法文化受孕的过程；汉字的“形”与“神”
则恰是书法艺术的躯体与灵魂：汉字在
书法三要素中具有首要地位，而黄河文
化发挥的巨大作用就是两者关系最具说
服力的明证。同时，这也是探讨黄河文化
对书法的另外两个要素—审美趣味与书
写的关键性基础。

艺术创作的规律，对“水”与书法创
作的通感关系，先秦时期对“水”的理性
认识主要来源于对“河”的具体感知。先
民对“水”的认识与中国古代书论人格化
的归旨相一致。如在《诗经》中，涉及到

“水”的诗有670首之多，主要记述的河流
有黄河、汉水、济水、渭水、淮水、泾水与
江水等20多条。这一统计数据表明，黄河

水系的干、支流对先民的自然观、世界观
与创作观起到了直接的文化影响。

再就是，人们对于“水”的认识与中
国古代书论人格化的归旨相一致。孔子
主张的“尽善尽美”、老子的“上善若水”
的观点都证明，“水”是历代先哲和书家
在创作时追求“善”“美”这种更高的审美
境界时的通感参照物。李象润介绍，众多
书论术语在“水”的灵感通理的基础上被
提炼生成的，更有相当一部分直接借用
对黄河水势的形象化概括。“比如险、苍、
雄、劲与力、胜等词语都被我们拿来形容
书法家的作品，而这些字词，原本都是形
容黄河水势的。”李象润说，本着通感的
原则，不难见在这些学术字眼背后跃动
流淌着滚滚万里黄河的水韵文化。

汉字之“形”与黄河文化：

不同地域书法创作与黄河水势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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