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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此诗，要先了解其人。司马光，字君
实，他急中生智砸缸救友、写过《资治通鉴》、
当过一朝宰相，既是史学家又是政治家。

司马光（公元 1019 年—公元 1086 年），
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村人，世称涑水先
生。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 1038 年），司马
光中进士，官至宰相。宋神宗时，他反对王
安石变法，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并编纂了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他反对王安石变法，长期辞官退居。后
来，他入京主持国政，数月间尽废新法，罢
黜新党。元祐元年（公元 1086 年），司马光
因病逝世。

他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
刻苦勤奋。他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
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司马光生平著作甚
多，除《资治通鉴》外，主要有《温国文正司马
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

据记载，自隋唐以来，200 多种牡丹云
集洛阳，经过花工的妙手栽培，红、黄、粉、
白、紫、绿、蓝、黑等各色牡丹争奇斗艳，为古
都洛阳增色添彩。本诗是唱给洛阳、唱给牡
丹的一曲颂歌，也反映出宋朝时，老百姓对
牡丹的喜欢程度。

诗作中的繁华指繁盛华丽。红绿指红花
绿叶，泛指各种牡丹。十万家意思是洛阳人
口众多。这两句诗是说，西京洛阳的春天最
是繁华美丽，十万多户人家就生活在花海之
中。从诗中能看出，宋朝时，老百姓钟爱牡
丹，家家户户种植牡丹。与此同时，宋人还有
插花的习俗。牡丹盛放，独爱牡丹的宋人，男
女老少都将牡丹插在头上，在和煦春日里游
春、赏花，也便有了诗中“红绿阴中十万家”的
盛景。

诗作最后一句中的锦绣指精致、华丽
的丝绸，人将是指我要说，这里表达了作者
特有的观点。三四句是讲，谁说美丽鲜艳
的牡丹花像精致的锦绣，我却要说，精美华
丽的丝绸完全是照着绚烂多姿、鲜艳美丽
的牡丹花绣制而成的。

本诗前两句是对洛阳经济繁荣、人口众
多、环境优美的描写，后两句称颂牡丹的绝
代风姿。作者把洛阳花事繁荣之时，人赏
花、花悦人的场面描写得淋漓尽致。在处处
牡丹、户户天香的洛阳，牡丹品种各呈娇态，
看花人摩肩接踵，如痴、如醉、如梦、如幻。
城内居民蜂拥往观，万人空巷，群花竞放。
牡丹好似锦绣，锦绣中有牡丹，这一反一正
彰显了宋人对牡丹的喜爱……

（贾臻）

人将锦绣学群花
洛阳春日最繁华，红绿阴中十万家。
谁道群花如锦乡，人将锦绣学群花。

——宋·司马光《看花四绝句》

跑火马盛行于河洛乡间，要玩跑火马，必
须预置一个道具——火马。道具的做法是用
木料做成架子，再用竹篾绑扎成有头有身有
尾的火马身子，在马的腰部预留一个洞，以供
跑火马的人钻进去。

临耍之前，可以先在火马身上绑上焰火
鞭炮。跑火马的人钻进火马里边，在身上披
一块湿透了水的麻袋，以防鞭炮焰火烧伤身
子，然后点燃鞭炮引信，鞭炮、焰火纷纷爆燃，
跑火马的人只用狂奔。

跑火马都在晚上进行，最大的看点是
“火”，或喷火吐焰，或银花四溅……那“马”被
焰火笼罩，真有腾空而起的气势。

跑火马的另一个看点是“跑”，跑家儿钻
进火马，焰火一经点燃，就狂奔起来。观看者
老远望见火马，还在惊异，转眼间已来到面
前，赶紧躲，赶紧闪，哗！焰火四溅，已经跑过
去了，观众又惋惜没有看够！

跑火马

□胡树青 文/图

洛阳，凭借着得天独厚的条
件，厚积中国古代书迹瑰宝。对
此，千唐志斋博物馆馆长、我市著
名书法家陈花容总结为“东西南
北中”。

他详细解释：东有偃师商城
博物馆，西有千唐志斋，南有龙门
石窟，北有王铎故居，中则指洛阳
博物馆。

偃师商城博物馆是一座以夏
商研究、陈列、宣传为主的历史类
专题性博物馆，馆藏文物近万件，
其中古代碑刻墓志等 60 余方，数
量虽少，但多为“重量级精品”，不
少刻石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声名
显赫。诸如汉代蔡邕书丹的《熹
平石经》（残块），唐代颜真卿书

《郭虚己墓志》等。
千唐志斋是我国唯一的墓志

博物馆，馆内珍藏2000多方自西
晋、北魏、隋唐、宋元、明清乃至民
国以来历代墓志碑刻，其中以唐
人墓志为最多，仅就旧藏唐代墓
志而言，就有1100多方，因此被称
为千唐志斋。千唐志斋收藏的墓
志石刻，不乏历史名人的墨迹。
如唐代名相狄仁杰撰写的《袁公
瑜墓志铭》、唐代王昌龄手书《陈
颐墓志》、唐代大书法家徐浩所书

《崔藏之墓志》、著名书法家李邕
的墓志、唐玄宗时期的“三绝”《郑
虔墓志》等，还有被称为“近代三
绝”的章太炎撰文、于右任书丹、
吴昌硕篆刻的张钫之父《张子温
墓志铭》等，都足以为后人法。

龙门石窟今存有窟
龛 2345 个，造像 10
万 余 尊 ，碑 刻
题记2800

余品。其中“龙门二十品”是书法
魏碑精华，褚遂良所书的“伊阙佛
龛之碑”则是初唐楷书艺术的典
范。清代人武亿在《伊阙诸造像
记》中说：“龙门不仅为石刻佛场，
亦古碑林也。”据统计，龙门石窟
原记载有造像题记和碑碣 3680
品，现尚存2870品，堪称我国古代
碑林之最。

王铎故居位于孟津老城，陈列
众多其书法手迹、碑刻、拓片，存有

《拟山园帖》刻石等。《拟山园帖》共
10卷79帖，1.8万字，刻石90方。

洛阳博物馆书画馆是该馆
的重要专题馆之一，其中不乏王
铎、吴昌硕、康有为、严复、齐白
石等名家精品，艺术价值颇高。
此外，该馆也有“碑碣墓志”的陈
展，展出有碑碣、石经和墓志铭，
如《熹平石经》残块、北魏孝文帝
之季女元瑛墓志、北魏文昭皇后
山陵志等不同阶层、不同人群的
碑碣墓志。

尽管洛阳纸本书法藏品传世
的不算太多，但我国现存的很多
名作都与洛阳有关。例如我国现
存最早的纸本书法作品是西晋
陆机的《平复帖》，这幅作
品就是陆机在洛阳
创作的。

（千年翰墨 河洛飘香1）

中国书法艺术光辉灿烂、
博大精深，无数人为之倾倒，在
洛阳，习练书法的人也数之不
尽。但您了解洛阳在书法艺术
领域的地位吗？您是否知道，
除小篆和古隶不是在洛阳被创
造外，流传至今的大多数书体
都起源于洛阳？

“洛阳是中国书法的圣
地！”《洛阳与中国书法》编著者
之一柴新胜如是总结。

他说这话是有底气的。
2002年，由中国书协鉴定

评估委员会原副主任、河南省
书协原副主席陈春思策划，柴
新胜与马发喜受邀担负起《洛
阳与中国书法》一书的创作任
务。2006 年，65 万字的《洛阳
与中国书法》出版，并于当年获
得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编辑
出版奖三等奖。书中，两位作
者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洛
阳是中国书法的圣地。这是因
为，洛阳是中国书法的主要发
源地，是中国书法发展的核心
地区，是中国书法最具活力的
地区，还是中国书法遗存藏品
的宝库！

在河洛大地上，“河图洛
书”“仓颉造字”等古老传说源
远流长，在这些古老的传说中，
蕴含着一个惊人的信息——中
国最早创造文字和书法的伟大
实践，是在以洛阳为中心的河
洛地区应运而生的。

柴新胜认为，书法是汉字
的艺术，汉字问世之时便是书
法产生之时，甚至在印刷术发
明使用之前，书法和汉字本为
同一性质。而汉字之根就深扎
于洛阳这块土地上——从河图
洛书到八卦，从卜骨到金文（青
铜器铭文），这些中国文字的雏
形无不与洛阳有关。因此，洛
阳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书法的主
要发源地。

这一观点得到许多书法家
和学者的认同。

“书法的产生和发展与文
字的产生和发展有密切关系。”
我市著名学者郑贞富认为，五
六千年前伏羲氏画八卦的依据
是产生于河洛地区的河图洛
书，《易·系辞上》云：“河出图，
洛出书，圣人则之。”而且从考
古上看，这一时期的孙旗屯仰
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有完
整的“X”“S”形状的刻画符号

（陶文）。这些都是中国文字发
源于河洛地区的侧面反映或有
力佐证。之后经过相继都洛的
夏商周三代，汉字不断地演进，
发展到成熟阶段，书法艺术也
就随之逐步发展、演变。

自从书法作为汉字艺术与汉字一
起诞生之后，便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
地演变。作为中国书法主要发源地的
洛阳，在这一进程中长期占据着主导地
位，从而成为中国书法演变、发展的核
心地区。

“代表时代风范的多种书体在洛阳
相继创成，就足以说明一切。”柴新胜
说，洛阳是中国书法艺术演变的核心和
主导地区，这表现在多种代表性书体，
如金文、八分书、章草、今草、真书、飞白
书、魏碑等，都是在洛阳被创造出来的，
可以说，中国书法主流书体，除了小篆
和古隶（古隶指隶书的早期表现形态，
之后称为“八分”，即成熟的隶书）外，其
他均起源于洛阳。

比如，东汉时期，草书艺术在洛阳
走向成熟。唐代张怀瓘（guàn）《十体书
断》云：“汉初而有草法……北海敬王刘
穆善草书，光武器之。”又云：“至建初
中，杜度善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
诏使草书上事。”

这说明，光武、章帝时期，书写奏章
已用草书，故又称章书、章草。到东汉
和帝时期，史游为草书集大成者，《十体
书断》云：“章草者，汉黄门令史游所作
也。”关于章草的特点，《十体书断》云：

“解散隶体……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
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章草的特点
是字字独立，不相连属，与后代的草书
不同，世传史游的《急就章》就是章草的
范本。

再比如行书也在东汉都城洛阳出
现。《十体书断》称，行书为东汉刘德升
所作，“即正书之小伪，务从简易，相间
流行，故谓之行书”。

说洛阳是中国历代书法活动
最活跃的地区，则是因为最早的
书法理论产生于洛阳；历代如钟
繇（yáo）、王羲之、颜真卿等大书
法家都与洛阳关系密切，他们或
长期居住于洛阳，或在洛阳创新
书体。

东汉，隶书在洛阳成熟和完
善，之后一直到北魏，在以洛阳为
核心的区域，还孕育了众多新书
体——章草、今草、行书、飞白书、
楷书和魏碑……从而使中国书法
进入了空前繁盛时期。

东汉时洛阳书家辈出，如善
于隶书的蔡邕、师宜官等，善于草
书的史游、杜度、张芝等，都在洛
阳书法艺术上名垂史册。

隶书的普遍运用，以及蔡伦
在洛阳改进造纸术，再加之东汉
太学规模扩大、碑碣的兴起、墓志
的普遍使用等，使洛阳留下来众
多书法作品。比如在洛阳镌刻的

《熹平石经》《三体石经》《东汉袁
安碑》等。

时光来到三国时期，魏国由
于采取了“唯才是举”等政治措
施，都城洛阳人才济济。钟繇、
梁鹄、卫觊、胡昭、韦诞、邯郸淳、
嵇康……他们会集京师，创造了
灿烂的魏晋书法艺术。其中以
钟繇成就最大，他被认为是楷书
的创始人。

北魏统一北方，迁都洛阳，结
束了黄河流域的混乱局面，洛阳
再次成为书法艺术的中心，一种
介于汉晋隶书和唐楷间的独特风
格的新书体——魏碑体产生了。
这种书体又被称为龙门体、伊阙
体，对洛阳熟悉的人一听就能会
心一笑：这肯定与龙门石窟有关。

的确如此！魏碑书法的代表
作就是龙门石窟内一千方左右的
北魏造像题记，其中最有代表性
的就是《龙门二十品》。此外，魏
晋时期，墓志起源于洛阳，大量的
北魏墓志重见天日后，让世人领
略了魏碑书法端正大方、质朴厚
重、刚健有力、峻荡奇伟之美。

□温燕

书法圣地说洛阳
编者按

书法，是中国及深受中国文化
影响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特有的一种文
字美的艺术表现形式，是中国汉字特有的
一种传统艺术。在书法诞生、演变和发展
的过程中，洛阳的地位不可撼动，始终和书
法保持着一种特殊的亲缘关系。今起，
本报推出《千年翰墨 河洛飘香》专栏，
采访我市专家，为您讲述发生在河
洛大地上的书法故事。敬请

关注。

书法宗师挥毫之地3

书法遗存汇聚之地4

（栏
题书

法：陈
花容

）

2 书法发展兴盛之地

1 书法艺术发源之地

崔瑗草书《贤女帖》（资料图片）

《熹平石经》残块 温燕 摄

千唐志斋（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