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图书在版编目 （ＣＩＰ）数据

　　云南边疆城市的文化构建／马继明主编—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云南城市文化研究论丛／张永刚主编）
　　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５４８２－１４２２－９

　　Ⅰ①云…　Ⅱ①马…　Ⅲ①城市文化—建设—云南
省—文集　Ⅳ①Ｇ１２７７４－５３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 （２０１３）第０３１６５４号

云南边疆城市的文化构建
主　编　马继明

副主编　王　炜　高　兴

策划编辑：徐　曼

责任编辑：徐　曼

责任校对：范　娇

封面设计：周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昆明研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７８７ｍｍ×１０９２ｍｍ　１／１６

印　　张：２０５

字　　数：３４０千

版　　次：２０１３年４月第１版

印　　次：２０１３年４月第１次印刷

书　　号：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５４８２－１４２２－９

定　　价：４０００元

社　　址：昆明市翠湖北路２号云南大学英华园 （邮编：６５００９１）

电　　话：０８７１－６５０３１０７１　６５０３３２４４

网　　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ｎｕｐｃｏｍ

Ｅ－ｍａｉｌ：ｍａｒｋｅｔ＠ｙｎｕｐｃｏｍ



书书书

序

在我们置身的时代，我想，可能没有什么会比城市更使我们爱恨交加

了。斯宾格勒曾断言，人类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的，世界史就

是人类的城市时代史，国家、政府、政治、宗教等，无不是从城市中发展

起来并附着其上的。但是，城市的历史已经说明，城市的文化创造功能同

它的文化负面影响似乎紧紧相连。约翰·里德在其 《城市》一书中写道：

城市被定义为文明的产物，但是它们也是危险的寄生物，能够祸害远离其

边界的广大地区。人类所有的成就和失败，都微缩进它的物质和社会结

构。回顾这些思想者敏锐的看法，可以促使我们对城市保持更持久的审慎

的态度。城市，永远都是一个需要严肃思考和仔细打理的所在。

没有人会否认２１世纪是一个 “城市的世纪”，这已经成为一个流行

的说法。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正在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城市所产生的活力。

中国的情况尤为突出，这个由来已久的农业国度，已经搭上了城市化的快

车。我们正在不断享受城市发展进程带来的种种令人欣喜的成果，与此同

时也不断感受着城市的巨大威胁，生态环境恶化、自然资源衰竭、地区发

展失衡这些城市化通病，以及城市文化趋同、城市个性缺失等现象正在直

接和间接地发出危险信号。可以说，展开对城市的思考，并促进更为科学

的城市建设实践，已经成为十分迫切的现实需要。

云南城市如何发展？在这个以自然生态和民族文化为主要特色的边疆

地区，怎样从城市化进程中获得实惠，又有效避免城市化的负面影响，这

是一些更具挑战性的问题。应对这些问题需要开阔的思路和艰难的探索，

但有一点是清晰而明确的，那就是应该始终将视点放在文化的整体效应之

上，重视边疆城市的文化建构，不要重蹈某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城市化初始

阶段那种只重经济不重文化从而导致城市发展失衡的覆辙，把云南边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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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设成为民族文化繁荣、生态环境优越、区域发展协调、个性特色鲜明

的城市。

刘易斯·芒福德认为：“把区域作为一个有活力的社会现实来掌握，

是迈向建设性的规划、居住和都市更新政策的第一步。”基于此种认识，

云南城市的文化构建，应有鲜活的理念作为先导。笔者认为云南城市离不

开 “边疆”地缘，它们的文化不应是一般意义上的趋同的城市文化，还

应该突出 “历史意蕴”、 “地缘特色”与 “民族传统”。因此，将 “美好

的边疆城市，和谐的诗意生存”作为云南城市文化风格塑造的基本理念，

落实在笔者带领的团队所承担的云南省校省院合作项目 “云南城市文化

风格塑造研究”中，对云南城市文化建构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作为这种

研究的后续，我们通过曲靖师范学院的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 “云南城市文化研究基地”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研究工作，准备推出

“云南城市文化研究论丛”系列丛书。马继明副教授主编的这本 《云南边

疆城市的文化构建》就是其中的一项成果。它既是有目的的城市文化研

究的体现，又是实践教学活动的一个尝试。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的部分

学生在导师的带领下，开展了云南城市的专项研究，研究涉及云南城市的

多个领域。更难能可贵的是，研究每有新颖的思想亮点闪现，体现出明显

的智慧色彩。马继明副教授等人将有关云南城市文化的论文修改整理，编

辑成书，希望有助于云南迅速发展的城市化建设。当然，文化是一个宽泛

而又捉摸不定的东西，不同的观念、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法可能得出不

同的结论。限于水平，我们的研究肯定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有待大家给

予指导指正。但研究毕竟已经开始，沙里宁曾经说过：“让我看看你的城

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什么。”而笔者希望的是，

我们憧憬什么，就能在我们居住的城市里看到什么。关键是，城市正在行

动，我们必须思想。

张永刚

２０１３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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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曲靖城市文化建设中
“爨碑”的重要价值

薛　钲

引　言

　　据资料统计，“十一五”时期，云南省曲靖市经济综合实力实现历史

性跨越，生产总值在全省第二个迈上千亿元台阶。２０１０年市内生产总值

１００５５亿元，年均增长１３４％，人均生产总值１７０００元，城镇化率３７％，

超过全省平均水平，被评为 “新中国建国６０周年城市发展代表”。无疑，

这是曲靖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然而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曲靖城市发展

过程中诸多负面的问题也凸显出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城市文化建设的重

要性。“爨碑”是曲靖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的两通碑刻，分别是位于曲靖

市的 《爨宝子碑》和陆良县的 《爨龙颜碑》，合称 “二爨”。自其出土以

来备受世人瞩目：云贵总督阮元称誉于前，维新领袖康有为盛赞于后，更

有日本书道爱好者不远万里前来 “朝圣”。作为曲靖本土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爨碑”蕴涵了丰富的文化艺术价值。但很遗憾的是，它的重

要价值却始终没有在曲靖城市文化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曲靖城市文化发展与 “爨碑”

（一）曲靖城市的历史与现状

曲靖是珠江的源头，也是著名的 “爨文化”的发祥地。早在旧石器

时代，南盘江流域一带就有人类生存的足迹。战国时代，楚国开拓疆域的

著名事件 “庄?入滇”拉开了曲靖地区原始开发的序幕。公元前２２５年，

秦王修通了起自四川宜宾，终于云南曲靖的 “五尺道”，有力地促进了云

南边疆地区的开发。公元前１０９年，汉武帝将 “滇国”划入王朝版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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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曲靖一带建成了味县。公元２２５年，诸葛亮亲率大军征讨南中地区
叛乱的部族，首领孟获与诸葛亮盟誓归附蜀汉。诸葛亮废益州郡设置建宁

郡，并把统治机构迁往味县，味县成了南中地区政治、军事中心。此后，

随着朝代的更迭，曲靖地区先后被称为宁州、南宁州、朗州、石城、南

宁、曲靖。①

改革开放３０余年来，曲靖城市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今是仅次
于昆明的云南第二大城市，分别于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三次被评为 “中

国十佳宜居城市”，ＧＤＰ保持高速增长，连续数年排名全省第二， “到

２０１５年，曲靖城市建成面积将突破１００平方公里，人口达１００万以上，
成为云南的第二个百万人口大城市。到２０２０年曲靖中心城区面积将突破
２００平方公里成为云南第二个特大城市”②。

（二）城市与城市文化

正在扩张的城市规模、经济发展、城市品牌为曲靖市的进一步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另一方面城市物质文明的繁荣也在召唤着城市文化构

建。城市文化是依托城市这一物质实体而存在的，没有城市就没有城市文

化。就 “城市”而言，无论是传统的中国式的城市，还是西方城邦、城

堡式的城市，大多同时具有 “城”的功能和 “市”的功能。城，主要为

居民提供生存、居住的场所和相关基础设施以及具备必要的军事防卫功

能；市，主要满足居民的生活，提供必要的商品经济贸易平台。作为一种

较高级的聚落形式，“城市自出现之日起就不仅是经济聚集地，而且是人

类文明的集中地，是历史文化资源相对丰富的社会区域”③。马克思认为，

城市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不是从来就有的，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社会

分工的需要。如 “城市化”这一概念是就在工业革命之后逐渐走上历史

舞台的，它指的是一个地区的人口向城镇、城市相对集中的过程。城市文

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城市文化，指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

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狭义的城市文化，指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所形

成的独具特色的共同思想、价值观念、基本信念、城市精神、行为规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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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曲靖》，ｈｔｔｐ：／／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ｖｉｅｗ／２０５２４ｈｔｍ２０１２－４－２９。
百度百科：《曲靖》，ｈｔｔｐ：／／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ｖｉｅｗ／２０５２４ｈｔｍ２０１２－４－２９。
卞敏：《城市文化与地域文化》，载 《阅江学刊》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４０页。



精神财富。”① 我们常说的 “城市文化”指的是后者。城市文化的基本结

构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物质文化层，它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一

切成果和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的总和；第二层次为行为文化层，它

是人的行为在城市文化中的体现，承载着城市特有的文化信息；第三层次

为精神文化层，它是人们社会意识的总和，是城市文化的最高境界，最能

体现城市文化的特征。”②

近年，城市文化这一概念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城市文化建设

的重要性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据统计，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我国的城市化水

平已经达到了５０％。我国城市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然而遗

憾的是，城市物质文明的膨胀使得更多问题也凸显出来，诸如住房危机、

交通拥堵、能源短缺、资源紧张、城市规划不合理、城市建设趋同等问题

都使当今和谐社会的建设面临巨大挑战。追根溯源，是属于我们每一个市

民的 “城市精神”缺失了。正如张旭敏先生所说，“经济是城市的肌体，

政治是城市的血脉，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文化是自然文化与社会

文化的结合，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统一，是一个城市生存

的基础和城市人生活的精神支柱。也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纽带”③。

城市文化的发展水平是现代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提升现代城

市形象的重要途径，也是现代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核心。对我国而言，

城市文化的探索还具有特殊的意义：“不管是中华文化或是区域文化，事

实上都是以城市文化为中心，如中华文化离不开古都、古城，海派文化离

不开上海，京派文化离不开北京，岭南文化离不开广州，巴蜀文化离不开

重庆、成都，吴越文化离不开苏州、绍兴等。”④

（三）曲靖城市文化建设的现状与 “爨碑”

目前，我国城市定位方面存在很多不良的倾向：城市定位贪大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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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谈城市文化对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载 《山西建筑》２００８年第１８
期，第６８页。

张旭敏：《论城市文化中的几个问题》，载 《南华大学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第２５页。

张旭敏：《论城市文化中的几个问题》，载 《南华大学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第２５页。

赵丽、张秀芝：《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城市文化》，载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

２００１年第３期，第２１页。



盲目攀比、漠视传统、人云亦云、缺少个性……①就曲靖的城市文化发展

现状而言也不容乐观。在物质文化层面，曲靖提出 “雕塑之城”的城市

建设构想，但其主题分散而不协调： 《麒麟仙女》传递着远古神力的恩

泽，《阿诗玛》书写着勇敢、爱情、不屈的赞歌，《诸葛亮与孟获》讲述

着南中民族团结融合、奋斗不息的煌煌史诗，而位于大花桥新建的巨型雕

塑 《彩云之南》又充满了蓬勃昂扬的现代气息。先不说 《阿诗玛》在石

林地区的行政区划转移至昆明市之后早已 “入赘邻家”，单 《彩云之南》

主题雕塑放在云南任何一个城市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城市风景，昆明可

以，大理可以，红河也可以，只要是彩云之南的城市都能当然地容纳它，

几乎毫无城市特色可言。在行为文化层面，能够成为曲靖市独特文化行为

的场所更是屈指可数，一样的公园，一样的广场，可谓 “千城一面”。曲

靖市也没有具有城市特色的行为文化，如特定的节日、纪念庆典、文艺活

动等等。这样的活动即便有，也带有很强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根本没有形

成一种俗成的城市行为文化现象。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不仅不能感受到

一座历史文化古城的居民所应有的精神气质，相反，中国现代城市发展过

程中的负面因素如人口素质低、人际关系冷漠而淡薄、个体精神孤独、强

烈的被 “物役”感等在不断侵蚀着它。曲靖城市文化发展方向又在何

处呢？

爱默生曾说：“城市文化是靠历史记忆存在的。”事实上，许多学者

都已经把目光投向了城市背后所承载的深厚底蕴和历史记忆。“一个城市

的历史文化越具个性特色，其存在价值就越大……历史与文化是一座城市

的永恒魅力。”② “文化是历史的积淀，文化无所不在，城市本身就是一件

杰出的文化产品。”③ “城市的每一砖瓦，每一街巷都带有文化的印记；每

一建筑，每一景观都是特定的文化品位的反映。”④ 因此，我们要充分挖

掘和利用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塑造城市的文化个性。例如拥有六朝古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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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称的南京，就利用其卓越的历史文化优势打出 “岁月金陵”的标志，

由南京市建设委员会出品、水晶石数字科技公司制作的宣传影像 《岁月

金陵》完美诠释了 “三十万年的繁衍生息，二十五个世纪的深情眷顾”，

“金陵古韵，往事千年，十朝旧事，风流云散，万古凭高，漫嗟荣辱”的

历史沧桑与厚重，让世人感知着这座千年古城的从容与洒脱。然而，随着

全球化、信息化的加速，城市现代化节奏的加强，以及外来强势文化的入

侵，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在不同程度上自觉不自觉地摆脱地域的、民

族的历史局限。许多城市的历史印记已经开始渐渐模糊，并淡出人们的生

活与认识。城市 “往往会成为消解民族文化的主要场所。另一方面，城

市发展又需要文化支撑，这是世界城市发展历史提供的宝贵经验，当代城

市建设尤为如此”①。因此，我们更要突出曲靖本土的民族文化历史特色

在曲靖市城市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曲靖有 “二爨之乡”的美誉，正是因为在这片土地上发掘出了 “二

爨碑”、孕育出南中文明史上光彩夺目的 “爨文化”。自公元三世纪到公

元七世纪，曲靖是数百年南中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作为六朝时期珍

贵遗存的 “爨碑”，更以其无可替代的文化艺术价值昭示着曲靖城市文化

发掘的新方向。“云南城市文化研究，就是要挖掘云南城市文化的各种资

源，打造云南城市品牌，从而推动云南城市发展和提高云南城市竞争力。

在这个理念引导下，云南城市文化研究要力争对云南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积

极作用。”② 那么，“爨碑”的独特魅力又在哪里呢？

二、“爨碑”文化艺术内涵

众所周知，“爨碑”是立于东晋的 《爨宝子碑》和立于刘宋的 《爨龙

颜碑》两通碑刻，也称为 “二爨”，或 “二爨碑”。历来对于 “二爨碑”

的研究大多侧重其书法艺术方面。诚然，“二爨碑”为世人所熟知、称道

并引为 “神品”，离不开其得天独厚、举世无双的书法艺术魅力，但是

“二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所承载的文化艺术特征远非仅此而已。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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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大致从碑刻文献传统、人文历史佐证、文学艺术特征、书法艺术价值等

四个方面来整体解析 “爨碑”的文化艺术特征。

（一）碑刻文献传统

我国铭刻文字的 “金石之制”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由于 “金”

和 “石”都有不腐不朽的特征，满足了先人对于留名千古的心理需要，

从而产生了大量的金石文物。夏商周三代贵金，我们今天犹能看到的诸如

毛公鼎铭文、利簋铭文、散氏盘铭文、何尊铭文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品。与 “金”相比，“石”的特点更为明显：取材容易、制作方便、成本

低廉。“碑”字，《说文解字》云 “竖石也”。古时人们通过它的影子看

时辰，用它拴牲畜，在丧葬中还有 “引棺下葬”① 的作用。起初的碑不刻

文字，也主要是实用的功能，西汉已经有把葬铭刻在石头上埋在墓前的丧

葬习俗，到东汉时期我们通常所看到的 《曹全碑》、《张迁碑》等已经是

无字的 “碑”和有字的 “铭”的结合了。②

东汉的 “厚葬”习俗可谓已尽奢华，书法家崔萛为安葬父亲甚至倾

家荡产。曹操基于统治的种种需要，于东汉建安十年攻灭袁谭后下令严禁

厚葬立碑，史籍记载 “……令民不得复私仇，禁厚葬，皆一之于法”③。

此后，“禁碑令”成为魏晋南朝的通行政令。

禁碑所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所出土的六朝时代碑刻文物的数量锐

减。 “二爨碑”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南中地区，与当时的政治情况关系甚

切：“云南地处边疆，山高皇帝远，很多政令的执行是比较走样的……内

地禁碑是为了遏止劳民伤财，有损国力。边土遥远，立碑之举，无损大

局，只要名分奉朝廷为正朔，其他也就宽松。”④

如今，在提及六朝至隋唐的南中历史时，“爨文化”始终是一个不可

忽视的名字。公元３３９年前后，南中大姓之中的霍、孟两家火并同归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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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于是爨氏一家独霸坐大。爨琛成为 “开门诸侯，闭门为君”的南中

地区实际统治者，虽历经东晋、南朝数百年的政权更迭兵燹之祸，爨氏始

终奉中央王朝为正朔，南中地区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呈现出较为 “繁荣稳

定”的局面。四百余年之间，南中人民创造了在建筑、饮食、书法、服

饰、民俗、歌舞在内的灿烂的 “爨文化”。然而，当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

文化时却发现有关南中的全面而系统的历史材料并不丰富，相关信息仅散

见于 《南中志》、《后汉书·西南夷书》、《南齐书·州郡志》、《唐书·南

蛮传》等中原官修史籍中，当地真实原始的文献材料是相当匮乏的。“二

爨”的出现，客观上继承了前代的金石传统，为研究当时西南地区的政

治、军事、文化等提供了重要而可靠的文献材料。

（二）人文历史佐证

史学界有所谓 “论从史出”的研究方法，注重对历史材料尤其是出

土文物等真切直观的历史材料的整理分析从而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二

爨”碑刻的出土对研究爨统治时期各个方面均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佐证。

１“二爨碑”揭示了我国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传统

自夏商周三代以来，中原逐渐形成了一个文明体系———华夏文明。华

夏文明亦成为中华的象征。中国自古对于文化认同感很强烈，甚至高于血

缘和道德。孔子曾经在评价管仲的时候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

孔子在这里强调的是管仲对于华夏文明延续的重要作用。判定是否为

“华夏”的标准几乎可以等同是否接受华夏文化。所谓 “诸夏而夷狄者则

夷狄之，夷狄而诸夏者则诸夏之”。

对于 “二爨碑”所记载的文字信息，尽管很多学者至今对其是否属

于中原文化仍然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它属于非中原文化，也有人认为它属

于中原文化的变体①，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其官方文字属于华夏文化范畴

“汉字”文化体系，行文的语言模式与中原华夏传统的语言模式 （文言）

并无二致。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背景构成了同一民族体系———中华民

族最重要的心理基础。自汉武帝开拓西南边疆并在 “西南夷”故地设置

郡县受中央直接管辖开始，云南一带成为中国的合法领土这一事实早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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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刊之论。

如前所述，华夏民族对于血缘的认同感不及对于文化的认同感，这就

使得华夏文明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民族包容性。蛮夷戎狄 “归化”的事

件仅在先秦时代就已不绝于史。秦王朝是历史上公认的第一个多民族的专

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这里的 “多民族”已经为此后我国延续两

千多年的帝国制度奠定了民族形态基础。

“二爨碑”所处的时代是民族大融合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碑中记载的

以爨氏为代表的南蛮民族与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少数民

族一同与原先中原的汉族相互杂处融合。尽管在残酷的历史现实面前

“匈奴民族、羯民族、氐民族几乎全部灭绝”① 湮没在滔滔的历史巨浪之

下，但汲取了先进文明的南中民族却越发生机盎然，创造出辉煌灿烂的

“爨文化”以及之后的南诏大理文化。中原农耕文明和西南部落文明相互

冲击交汇，西南各民族与汉族一起成为缔造六朝时代华夏文明的力量。

２“二爨碑”反映了西南地区六朝时期与中央政权之间的关系

在这方面， 《爨宝子碑》最具代表性。碑文记载的年号为 “太亨四

年”（公元４０５年），而在东晋历史上根本没有这样的一个年号。六朝时

期内乱频仍，政权更迭不断，谋朝
!

叛之举不可胜数。东晋末年，桓玄僭

越称帝，将东晋原先的年号 “元兴”改成 “太亨”。然而，不久之后桓玄

政权被刘裕所灭，恢复了 “元兴”这一年号。但是当时南中地区接到改

元诏令后随即执行，这一改就是四年 （很有可能实际上使用时间更长），

而四年后的东晋年号早已是 “义熙元年”了。这一事件传达了几个信息：

第一，南中地区奉东晋 “正朔”，在名义上服从中央的领导，接受中央的

册封。“尽管在 《爨龙颜碑》中记载爨龙颜身兼四职，但史籍中对其任的

主要官职 ‘刺史’却了无记载…… ‘刺史’成为爨氏自我封授的官职并

祖孙世袭……可视为后来元朝在云南实施土司制度之滥觞。”② 第二，南

中统治者实际上是地方割据政权。如果像汉王朝那样所设的郡县直接由中

央统辖，那么绝不可能出现连续使用数年 “伪政权”年号而浑然不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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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由此一端，可见东晋不惟不能统治南中，即互通消息都很少，以

致奉晋朝正朔而不知 ‘太亨’年号……南中与晋隔阂，已至于此。”① 此

外，我们从两块碑所记载的官职信息可以看出，当时尚带有 “鬼主制”

的原始部落民族特征的爨氏统治集团的汉化程度相当高。不仅是在诸如

“府君”、“使君”的称谓上，就连墓碑的 “前序后铭”的形制和文字书

写情况也与汉碑如出一辙。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原文化已经深入到了云

南腹地，成为边疆主体文化之源。

由此，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在爨统治时期政治上与中央王朝

（东晋、南朝）关系较为疏远，而在民间的文化交流却从未中断。我们更

应该看到的是，爨氏之所以能够在复杂残酷的民族斗争中最终取得南中的

统治权，不仅仅凭借绝对的军事实力，“爨氏凭借自身与中原文化的渊源

优势而取胜，当不是无稽之谈”②。

３“二爨碑”反映了书法艺术在六朝时代低微的社会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 《爨宝子碑》与 《爨龙颜碑》都没有留下明确的文字

书写者和刻石者。《爨龙颜碑》当中只提到碑文的撰稿人爨道庆与督制石

碑的杜长子二人 （龙颜碑中的 “匠碑”二字，杨莼先生翻译为 “督建碑

石”③，笔者认为是合理的。杜长子以 “府主簿”的身份不可能亲自刻

碑），而这些信息在 《爨宝子碑》中几乎完全没有。汉代著名文学家扬雄

就曾说 “书道小技，壮夫不为”，当今存世的众多汉魏时期的著名碑刻中

都没有署款，“写几个字，是不值得留下姓名的。汉晋的许多书法家，并

不像现在我们所想象的急功近利，为当书法家而奋斗，所以笔意静穆。

……从没有为书法而书法的”④。正如 “书圣”王羲之在写 《兰亭序》

时，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要创作出一份举世无双的书法作品的动机。单

就 《兰亭序》说，它是为 “修禊”仪式中 “流觞曲水”即兴所赋诗集所

写的序跋，更加不是什么刻意为之的 “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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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２期，第５８页。



唐代以后，由于科举制度和统治者对于书法艺术的偏好，书法艺术在

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仕途上沽名钓誉的 “敲门砖”，书法艺术的低位也水涨

船高，很多碑刻才开始出现撰稿人和书写者的落款。在此之前，碑文题款

的现象相当少见，这也是 “二爨”书家至今莫衷一是的原因。

（三）文学艺术特征

文学的文体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非常丰富的理论成果。曹丕在

《典论·论文》中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陆

机在 《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

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

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从文体的角度来讲，“二爨碑”碑

文都属于 “墓志铭”。然而，无论是 《爨宝子碑》还是 《爨龙颜碑》都

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碑铭尚实、质朴、温润的文笔特征，逐渐呈现骈俪之

气。“但作者立足于粉饰太平盛世，极力称誉爨龙颜之所谓功勋，不能不

离开 ‘尚实’原则而一味以浮言、谀辞充塞，所以内容一无足观。”①

“二爨”墓志部分的骈化倾向很明显，并开始注重对仗、音韵、用典等艺

术手法的运用。传统对偶要求字数相等、句式一致、词性相当、结构相

应、平仄相反、内容相关等。这是 “四声说”提出、格律诗词成熟后才

渐渐形成的 “作对规范”，但我们已经可以在 “二爨”碑文当中找到许多

不成熟的对仗句。《爨宝子碑》有句 “九皋唱于名响 （乡），束帛集于闺

庭”。在这里 “唱”为去声，“集”为入声，同仄。“名响 （乡）”与 “闺

庭”在意义上相应，平仄也相对，属于 “平仄”对 “平平”的形式。再

如 “山岳吐精，海诞荹 （渚）光”。其中 “山”与 “海”词性相同，为

表示自然景物事类的名词，平仄相反。而 “吐精”和 “荹 （渚）光”虽

然词义相应，但平仄相同。《爨龙颜碑》有这样的句子：“清源流而不滞，

深根固而不倾。” “清源”在词义上与 “深根”相应，音韵上都为平平。

“流而不滞”与 “固而不倾”就对得很好。又如 “姻娅媾于公族，振缨蕃

乎王室”。这句里的句尾 “族”为入声字 （仄）“室”也是入声字 （仄），

就不协调。

“二爨碑”文中多数语句句式整齐，骈散兼有，粗具 “四六”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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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施政声：《大爨碑管窥》，载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８３年第１期，第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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