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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艺术的南北差异!

朱志荣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5"$

摘3要#中国艺术南北地域风格的差异$是在南北气候的基础上形成的% 南北地域的差异带来了物候的差异$也带

来了人的气质和性情的差异$进而形成了艺术作品的不同风格$包括音乐和文学作品在音律方面的差异等% 这主要表现

在南虚北实&南文北质&南韵北骨和南秀北雄等方面% 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因战争和政权的更迭$统治阶级的倡导$

以及南北文化之间的不断交流$南北艺术风格之间也互相取长补短$常常体现出融合的特点$但是南北艺术风格的差异

依然长期存在和持续$这也是中国艺术多元性特征的体现% 只是$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绘画&书法和文学中的所谓南

北宗$受禅宗影响$涉及到思维的渐顿&庙堂与山林的差别等问题$与南北地域风格不是一回事%

关键词#地域风格'南北气候'南秀北雄'多元性'南北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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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地域风格的差异#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可以理

解为中外差异% 但在中国艺术的范围之内#地域

风格的差异是指在自然气候和环境基础上所形成

的中国东南西北间艺术风格的差异% 中国古代艺

术风格最大的地域差异是南北差异% 北方寒冷气

候与南方温润气候之间#由自然环境的差异#影响

到人的生活环境#即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所形成

的人文环境#包括由自然差异所形成的风俗差异#

进而影响到南北方人气质和性情的差异#从而造

成了艺术作品南北地域风格的差异%

一3气候对南北差异的影响

中国古代艺术风格的南北差异#首先取决于

南北气候的差异% 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的地

理特征不仅带来了南北方自然地貌(地理特征的

巨大差异#而且也造就了不同地域间独特的风土

人情#深刻地影响了主体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的

形成% 中国艺术风格之所以更侧重于分南北#而

不分东西#原因就在于南北方的自然差异更为明

显#更具有典型性% 黄河(长江(淮河等江河天堑

阻隔#舟楫交通不便#南北交流也相对缺乏#由此

形成的风俗(民情(情趣等#不可避免地带有南北

风格的差异#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艺术技巧

等方面的交流与切磋% 俞剑华在)中国绘画史*

中说!&南北朝分峙于黄河(长江两流域#不但地

理气候#划然不同#而风俗文物#亦不相侔% 且北

方多为鲜卑族#民性强悍#南方为汉族#民性优美#

故其表现于艺术者亦生显然之差别% 雄峻峭拔#

成为北派,柔和蕴藉#成为南派%'

!南方气候暖

热(草木丰茂(色彩斑斓#势必影响到艺术作品多

情(细腻(缠绵(温婉柔媚的特点,北方气候荒寒(

苍凉壮丽(广阔无垠#势必影响到艺术作品淳朴(

粗犷(豪迈的特点%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古人就有了关于南

北气候差异的论述% )周礼2考工记*序曰!&天

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

以为良% 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则不时#不得地气

也% ++橘逾淮而北为枳++此地气然也%'

"古

人发现自然气候和山川水土的差异#不仅能够影

响自然万物的生存状态#同时又能够使人感受到

天地间所孕育的&气'的变化% &橘'变为&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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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随着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的改变#物质的本

性也会发生质的变化#而人的性情气质也会受到

潜移默化的影响% 晏子曾说!&婴闻之#橘生淮南

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

所以然者何/ 水土异也%'

!他认为&水土之别'是

导致&橘枳味不同'的根本原因% 这种气候的差

异#也带来了南北艺术风格的差异%

第一#自然界气候风貌的差异#带来了人的性

情的差异#南方人相对温润和雅#北方人相对刚健

爽直#体现在绘画创造中#就显示出各自的艺术风

格%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习熟塞北#不

识江南山川,游处江东#不知京洛之盛% 此则非绘

画之病也%'

"这说明绘画中南北风格的差异是南

北风物的差异和自然风貌的差异所造成的% 清代

沈宗骞云!&天地之气#各以方殊#而人亦因之%

南方山水蕴藉而萦纡#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

温润和雅#其偏者则轻佻浮薄% 北方山水奇杰而

雄厚#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刚健爽直#其偏者

则粗厉强横#此自然之理也% 于是率真性而发为

笔墨#遂有南北之殊焉%'

#他强调南北天地之气

和山水环境的差异#从而带来了性情的差异和南

北艺术作品风格的差异% 受自然气候和地质地貌

差异的影响#北方绘画主要以峭拔(旷远的山体为

刻画对象,而南方绘画多以秀润(淡雅的笔墨描绘

青山绿水之景% 南北气候的差异和自然风貌的差

异#带来性格的差异#直接影响了南北艺术作品所

表现对象的差异%

第二#气候差异不仅造就了各具南北风格的

自然景物#而且影响了不同的风俗习惯和人文气

息#进而影响了艺术家的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

)中庸*云!&子路问强% 子曰!南方之强与/ 北方

之强与/ 抑而强与/ 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

强也#君子居之% 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

而强者居之%'唐代孔颖达疏!&南方谓荆阳之南#

其地多阳% 阳气舒散#人情宽缓和柔'#&北方沙

漠之地#其地多阴% 阴气褊急#故人生刚猛#恒好

斗争%'

$反映了南北气候对人的性格的长期浸染

和潜移默化的影响%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

说!&若论衣服车舆#土风人情#年代各异#南北有

殊%'

%宋代庄绰)鸡肋篇*!&大抵人性类其土风%

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朴鲁% 荆扬多水#其人亦明

慧文巧#而患在轻浅%'

&气候的差异带来人们生

活和性情的差异#进而影响到作品的南北特征

差异%

第三#南北差异影响了人们的发音特点#音韵

形式和语言表达方式密切相关#直接影响了南北

音乐(戏曲和诗歌等文学的语言风格% )颜氏家

训2音辞篇*云!&南方水土柔和#其音清举而切

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 北方山水深厚#其音

沉浊而
&

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

'隋代陆法

言的)切韵序*!&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

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

(两者都

是基于南(北方地域的不同来论述发音所带来的

艺术风格差异% 明代李开先)乔龙溪词序*!&北

之音调舒放雄雅#南则凄婉优柔#均出于风土之自

然#不可强而齐也% 故云北人不歌#南人不曲#其

实歌曲一也#特有舒放雄雅(凄婉优柔之分耳%'

)因此#江南小调和北方曲音在音韵风格上是有

差异的#并且影响到语言表达的方式% 刘师培在

)南北文学不同论*说!&夫声律之始#本乎声音!

发喉引声#和言中宫#危言中商#疾言中角#微言中

徵羽,商角响高#宫羽声下#高下既区#清浊旋别%

善乎0 )吕览*之溯声音也#谓涂山歌于候人#始

为南音,有篲谣乎飞燕#始为北声% 则南声之始#

起于淮(汉之间,北声之始#起于河(渭之间% 故神

州语言#虽随境而区#而考厥指归#则析分南北为

二种%'

*+,南北方人发音成声的差别#具体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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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作品的内容(表现手法(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差

异上%

二3南北艺术风格的特点

中国南北地域不同的气候条件(自然环境和

人文特征#对主体的艺术创作和审美欣赏产生了

重要影响#进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南北艺术风格%

并在中国古代的文学(绘画(书法(戏曲等艺术形

式中反映了不同自然环境(不同风俗人情的影响#

主要表现为南虚北实(南文北质(南韵北骨(南秀

北雄等四种艺术风格%

第一#南北地域的艺术风格#主要呈现出&南

虚北实'的特点% 在早期的艺术创作过程中#

&虚'与&实'的艺术手法一直深受创作者的推崇#

这不仅是受到传统儒道思想熏陶的结果#而且也

是南北地域差异的缘故% 南方艺术作品深受道家

玄学思想的启发#追求写意(玄虚(抒情的艺术精

神,北方艺术作品受实用经学的影响#体现出写

实(质实(析理的艺术精神#因此形成了&南虚北

实'的艺术风格%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五指

出!&六朝人虽以词藻相尚#然北朝治经学尚多专

门名家%'

!刘师培曾说!&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

生其间#多尚实际% 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

间#多尚虚无% 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

析理二端% 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

情之体%'

"

&南虚北实'的艺术风格差异在)诗

经*)楚辞*#以及各地神话传说(诗词文赋等创作

过程中表现尤为明显% )诗经*作为北方文学的

代表#其中)国风*不仅展现了周王朝发展兴盛的

历程#同时也真实地描绘了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地

区的百姓的生活图景和风土人情% 重写实(多直

陈的创作方法成为了北方文明的标志#即传统意

义上的&中原风格'% )楚辞*作为具有代表性的

南方诗歌作品#则倾向于虚拟(象征(夸张的表现

手法#其中不乏上天入地(离奇怪诞的神话传说#

从而体现出了南人充满想象力的创作风格% 因

此#北方神话多英雄传说#具有平实(典雅(肃穆的

风格% 而南方神话多自然神话#具有飘逸(虚幻(

浪漫的风格%

第二#南北艺术风格还呈现出 &南文北质'的

特点% 南方艺术崇尚文辞修饰(字斟句酌(绮靡华

丽的形式风格,北方艺术则推崇文辞简约(粗犷直

陈(质朴复古的形式风格% 李延寿在)北史2文

苑传序*中提出!&江左宫商发越#贵于轻绮#河朔

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

较也%'

#对长江以南黄河之北文学的语言和风格

作了精彩的点评% 刘师培也曾评价!&大抵北人

之文#猥琐铺
'

#以为平通#故朴而不文,南人之

文#诘屈雕琢#以为奇丽#故华而不实%'

$这种南

方尚文(北方质朴的艺术风格不仅在文坛如此#而

且在书法艺术领域也同样如此% 阮元)南北书派

论*提出#南派书法随意自由#故体现出&风流'

&疏放'&妍妙'的风格,北派书法严谨质朴#故体

现出&古法'&拘谨'&拙陋'

%的风格%

在中国古代绘画中#南方绘画用笔细腻(极尽

工密#且多线型结构#擅于表现烟云氤氲的江南之

景#如元代王蒙构图复杂(绘景稠密#善用解索皴

的表现技法,北方绘画用笔迅捷(方刚严谨#且笔

力劲利阔略#如明代张路笔墨遒劲(景致简约#善

用线条勾勒的绘画技巧% &南文北质'的艺术风

格在声音和曲调的表现形式方面也有显著的差

别#南曲流丽(婉转#注重技巧的多变,北曲则慷

慨(朴实#技巧较为单一#王骥德)曲律*云!&以声

而论#则关中康德涵所谓!南词主激越#其变化为

流丽#北曲主慷慨#其变也为朴实%'

&徐渭)南词

叙录*亦云!&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

以作人勇往之志#信胡人之善于鼓怒也#所谓-其

声噍杀以立怨.是已,南曲则纤徐绵眇#流丽婉

转#使人飘飘然丧其所守而不自觉#信南方之柔媚

也#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是已%'

'南曲趣澹辞

雅(婉约柔情#以释情达意为目的,北曲精丽宏博(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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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犷豪放#以期文义畅达(直抒胸臆%

第三#南北艺术风格还体现了&南韵北骨'的

特点% 在南北艺术风格的形成过程中#气韵和风

骨始终占据着生命本体的核心位置#主要表现为

婉韵之趣和刚劲之气的审美风尚#进而形成了

&南韵北骨'的艺术风格% &骨'是指遒劲方刚(俊

俏方正(爽朗刚健的精神#&韵'是指阴柔秀丽(含

蓄温婉(余味无穷的意蕴% 明代沈颢)画麈*!&南

则王摩诘裁构淳秀#出韵幽淡#为文人开山% ++

北则李思训#风骨奇峭#挥扫躁硬#为行家建

幢%'

!南方绘画侧重于表现自然山水平淡(含蓄(

幽雅之韵味#北方绘画多表现山川江河遒劲(方

刚(奇峭的风骨% 这在书法上体现在北碑和南帖

中% 北碑端庄(素朴(劲健,南帖清丽(潇洒(流美%

刘熙载)艺概2书概*!&篆尚婉而通#南帖似之,

隶欲精而密#北碑似之% 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

胜% 然北自有北之韵#南自有南之骨也%'

"但是#

这并不代表南书无骨#北书无韵#而是强调南北地

域的书法艺术的基本特色%

第四#艺术风格在形态上还体现了&南秀北

雄'的特征% &秀'指意象的秀丽飘逸#含蓄灵动#

能够在舒适(放松的状态下感受到审美对象的阴

柔之美,&雄'指意象的雄浑气势#磅礴震撼#给人

以心灵的震撼和冲击#能够在敬仰与赞叹中感受

到审美对象的阳刚之美% 南方书法艺术作品常以

优美(幽雅(恬淡的情调感染主体#而北方艺术作

品常以恢弘(雄伟的气势使主体心潮澎湃% 刘熙

载)艺概*说!&南书温雅#北书雄健% 南如袁宏之

牛渚讽咏#北如斛律金之)敕勒歌*%'

#梁启超在

)中国地理大势论*中说!&北以碑著#南以帖名%

南帖为圆宅之宗#北碑为方宅之祖% 南帖为圆笔

之宗#北碑为方笔之祖% 遒健雄浑#峻峭方整#北

派之所长也#)龙门十二品* )爨龙颜碑* )吊比干

文*等为其代表,秀逸摇曳(含蓄潇洒#南派之所

长也#)兰亭*)洛神*)淳化阁帖*等为其代表%'

$

音乐戏曲也同样如此% 王骥德)曲律*说!&南北

二调#天若限之% 北之沉雄#南之柔婉#可画地而

知也% 北人工篇章#南人工字句%'

%明人徐渭)南

词叙录*也指出!&今之北曲#盖辽(金北鄙杀伐之

音#壮伟狠戾#武夫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

之日用%'

&源自北方的秦腔(长调(花儿等音乐形

式#本身就带有激越(亢丽(悲壮的恢弘气势#表达

着北人强烈的生命活力与情感诉求% 而产生于南

方的越剧(黄梅戏(粤剧等戏曲形式#大都以轻快(

婉转的节奏和凄切(含蓄的情感来讲述男女间的

爱情故事#具有浓厚的浪漫气息%

三3南北艺术的交流

中国古代的艺术风格#南北融合是客观存在

的#但南北差异也同样持续存在着% 尽管历史上

南北文化不断地交流#其风格也在不断融合#但是

直到今天#南北风格的差异依然比较明显% 这说

明自然气候对人之性格和性情的影响#不会因为

南北风格的交融而消弭% 因战乱(饥荒等因素导

致南北人员的流动等#也并不能改变这一局面%

因此#人的性情(民俗和语言#至今仍然有着明显

的差别% 时下的地方戏曲和其他艺术作品#依然

保持着显著的风格差异%

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作为中国文明的两大发

源地#受自然气候和地域风貌的影响#在新石器时

代就呈现出了艺术风格的南北差异% 河姆渡文明

作为典型的南方文明的形态#其陶器(骨器等艺术

作品形式主要表现为线条明快(图案简洁(器面光

滑#艺术风格相对素雅(含蓄(隽永% 相比之下#半

坡文明作为典型的北方文明的形态#其中的陶器

等主要表现为线条厚重(粗犷刚劲(造型朴素等#

纹饰图案更加写实% 元代以下的南北戏曲在音调

和语言风格等方面都有着很大差异%

自古以来#各时期(各地区的艺术一直都处于

相互交流(彼此借鉴的状态#从而推动了南北风格

的融合% 当自然地域的差异与人文因素相碰撞

时#就会激发出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如南北朝时

期&南风北渐'风气的形成% 这是由多方面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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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决定的% 首先#由于战争频发#统治阶层的更

迭#人们躲避战乱#造成了很强的流动性#带动了

文化的相互交流% 其次#北方少数民族掌握政权#

为巩固统治#自觉推行大规模的汉化政策#如北魏

孝文帝改革等#北方民族学习南方文化的步骤加

快#为南北融合奠定了基础% )北史2王昕传*

云!&伪赏宾郎之味#好咏轻薄之篇#自谓模拟伧

楚#曲尽风制%'

!说明北齐之民在生活趣味(文学

艺术等方面都向南楚学习% 北方文人对南方文学

艺术的推崇#加速了 &南风北渐'的进程% )北

史2柳庆传*引苏绰语!&近代已来#文章华靡#逮

于江左#弥复轻薄% 洛阳后进#祖述未已%'

"

)周

书2艺术传2赵文深传*!&及平江陵之后#王褒

入关#贵游等翕然并学褒书%'

#由此看出#北方贵

族和文人对南方文学等艺术推崇备至#不断学习#

使北方的文学艺术受到了南方文学和艺术的影

响% 戏曲也同样有南北融合的情形% 南曲和北曲

有些曲牌同源#如大曲唐宋词(诸宫调等% 南戏和

北杂剧#先北后南#先南后北#客观上推动了南北

的融合% 其中南北合套#北曲为主#南曲为宾#如

洪升)长生殿2惊变*%

南北风格在相互交融的过程中又体现出了历

史的传承性% 阮元)南北书派论*云!&正书(行草

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

派#赵(燕(魏(齐"北齐$(周(隋为北派也%'

$南宋

赵孟坚)论书*云!&晋宋而下#分而南北%'

%南方

柔婉华丽#清新优美,北方刚健质朴#苍劲有力%

这种人文特征的差异#形成了&北方多朴#有隶

体#无晋逸雅#谓之毡裘气'

&的风格#其内在意蕴

也逐渐被后人所继承% 南北艺术在相互交流的过

程中潜移默化地融进了对方的一些特点#在一定

程度上实现了取长补短#去短合长#共同推动了南

北艺术的发展与繁荣% 魏征)隋书2文学传序*

曾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

重乎气质% 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

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

得失之大较也% 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

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

'很显

然#单一的清绮或者贞刚都不能蔚为大观#所以要

避免北方质胜文和南方文胜质的情形#提倡合南

北之长%

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说!&自唐以

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 长城饮马#

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

人之情怀也% 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

为优,骈文之镂云刻膳移我情者#南人为优% 盖文

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影响特甚焉% 自后世

交通益盛#文人墨客#大率足迹走天下#其界亦浸

微矣%'

(他认为南北差异势必会在相互融合的过

程中逐渐消融% 这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形的% 交通

的便利确实推动了不同地域间艺术的交流#但这

并不代表南北风格就此消失殆尽#而是在相互渗

透(相互交融中又各自保留了自身的特征% 当然

梁启超同时也看到#虽然南北艺术风格不断交流#

但直到现代#南北艺术依然有着各自的风格!&直

至今日#而西梆子腔与南昆曲#一则悲壮#一则靡

曼#犹截然分南北两流%'

)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唱

腔独特的地方戏曲#还是带有民族风格的舞蹈形

式#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南北风格的差异依然长

期存在%

南北艺术风格的交流和差异的持久存在这两

者是不矛盾的% 惟其交流#方才成就了中国艺术

的整体特点#惟其因地域的自然差异和在自然差

异基础上所形成的人文差异#包括艺术风格的差

异#才使得艺术风格在体现中国特色的基础上具

有多样性% 南北风格的差异#使得中国古代艺术

的艺术风格更有生机(更有活力(更趋多元% 这种

南北艺术风格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随着政权

更迭(人员流动(文化交流等实现了艺术的大融

合% 这种具有动态生成性的艺术风格实现了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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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的相反相成与和谐相生#同时兼具南北各地

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审美趣味#进而又产生了新的

南北风格差异%

四3南北宗非南北风格

中国古代画的所谓南北宗#受禅宗影响#涉及

到思维的渐顿(庙堂与山林的差别等问题% 后世

学者常有将南北宗与南北风格混为一谈的言论%

但事实上#南北宗与南北地域风格不是一回事%

阮璞说!&画分南北宗说#非仅来源于禅宗之影

响#更兼根柢于吾国固有之宗法(正统(道统观

念%'

!由于禅宗思想是佛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

的融合#阮璞的说法并没有错% 但这与南北地域

风格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

论*说!&画学亦然% 北派擅工笔#南派擅写意%

李将军之金碧山水#笔格遒劲#北宗之代表也,王

摩诘之破墨水石#意象逼真#南派之代表也%'

"显

然是将南北风格与南北宗混为一谈了% 其中诗学

的南北二宗#从王昌龄就已开始划分% 他的)二

南密旨*就立足于&南风北渐'的教义% 后人则更

进一步从诗歌和书法等方面讨论南北宗% 如钱泳

)履园从话2书学*!&画家有南北宗#人尽知之,

书家亦有南北宗#人不知也%'

#而在具体的论述

中#则常有将南北宗与南北风格混为一谈的情形%

流传很广的是所谓董其昌南北宗说% 但童书

业在)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家说新考*中将画学南

北宗的提出者归为莫是龙$

% 俞剑华的)中国山

水画的南北宗论*一书#也说是莫是龙%

% 他们认

为#将这些内容归为董其昌#系后人之误% 当然#

也不排除董其昌对莫是龙南北宗的阐述有所发

展%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沿袭董其昌作的旧

说#认为这种说法理由并不充分#&若谓此处之

-南北遂分.#系指全画史而言#则董其昌分明指

出-亦唐时分.#何致以顾(莫两氏为分宗之祖/

可见上引)画眼*中的一段话#是有人故意捏造出

来#以抑顾捧莫#断非出于董氏%'

&董其昌)画旨*

云!&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 画之南北二

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

'其中明确提

出了绘画的南北宗与地理的南北之分是有区别

的% 不过#这段文字与他同时代的长者莫是龙

)画说*几乎完全相同(

% 董其昌本人也说!&吾乡

顾仲方(莫云卿"莫是龙之字$二君#皆工山水画%

仲方专门名家#益已有年% 云卿一出#南北顿渐#

遂分二宗%'

)可见#董其昌本人也承认莫是龙的

首创之功% 如果说董其昌有南北宗论#那也是从

莫是龙那里继承来的%

在中国古代美术史观念中#重文人画而轻院

体画的现象较为普遍#莫是龙(董其昌等人则在此

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为南北宗论% 南宗画以写意

为主(圆柔疏散#技法自由而随意的文人画,北宗

画以写实为主(方刚严谨(浓墨重彩#技法追求精

雕细刻的工笔画% 因此#南北宗并非地理之南北#

乃是借鉴禅宗意境来划分#以此来区分文人画与

院体画#其中对王维等人的追溯#多主观臆测#颇

多牵强之处%

南北宗论也有风格方面的辨析#如从着色(渲

淡(钩斫等风格区分% 董其昌说!&北宗则李思训

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干(赵伯驹(伯#

以致马夏辈% 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
(

斫

之法%'

*+,这些是属于技法风格#借禅宗的南北宗

为喻#按照绘画审美意境区分南北风格% 虽然也

涉及到一点风格和趣味问题#但与地域风格问题

并不直接相关% 滕固)唐宋绘画史*说!&南北宗

说是无意义#是不合理#不是过分之辞%'

*+-也是有

一定道理的%

南北宗说也深刻影响了文学戏曲等艺术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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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 王世贞云!&大抵北主劲切雄丽#南主消

峭柔远#虽本才情#务谐俚俗% 譬之同一师承#而

顿(渐分教,俱为国臣#而文(武异科% 今谈曲者往

往合而举之#良可笑也%'

!他对南曲和北曲的分

析虽然较为精辟#却硬要把南北风格与禅宗顿渐

分教联系到一起#显然受到了南北宗思想的误导%

清代俞樾也说!&乃至画有南宗(北宗#词曲有南

曲(北曲#群分聚类#凡事皆然%'

"这种把南北风

格的差异比作禅宗的南北宗差异显然是错误的%

总而言之#中国气候由于南北地域的差异#形

成了不同的自然风貌#北方干燥寒冷(山多土厚与

南方湿润暖热(水势浩洋#造就了南北方不同的人

文环境和人文特征#包括主体性格趣味(审美意识

等的差异#遂产生了中国古代艺术南北风格的差

异% 中国艺术的南北风格迥异#是中国古代艺术

最显著的差别#也是中国古代艺术最典型的特征%

这种南北差异体现在各门类的艺术形式中#表现

在作品的内容题材(技法(艺术媒介等方面% 当

然#这种差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动态生成中

不断更迭#在交流融合中不断创新#体现出中国艺

术的生命性和无限发展性#与此同时#这种南北差

异从未也不可能消弭#中国艺术求同存异(和谐共

存#构成了中国古代艺术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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