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了杭州，听当地人特别是女士说话，
就像年轻时看过的越剧电影《红楼梦》《梁山
伯与祝英台》，总有一种软绵绵的感觉，诸如
才子佳人、吴侬软语、柔情万种之类的词汇，
也在脑海中不断地浮现。

这杭州话吴侬软语的，加上这城市水系
发达，西子姑娘天生水灵，也就没有什么必
要大惊小怪了。

吴侬软语虽然好听，但对外地人尤其北
方人来说，要听懂还要做点功课。其实这道
理也不复杂，杭州位尊浙江首府，早在春秋
时，“先属越，后属吴，复属越”。五代十国，
更是吴越国都，想必这吴语便是唯一畅通的
官方语言了。

最近去了杭州，听一位老杭州的一番说
道，对杭州有了新的领悟。

杭州话并不是清一色的“吴侬软语”，而
是浙江北吴语，范围略大于杭州城区，大致
从笕桥至拱宸桥、古荡、北高峰、天竺山、五
云山、钱塘江边。

语音结构是地道的吴语，但具有不同于
浙江吴语其他方言的特点。有人考证，杭州
话缺少“文白异读系统”，许多词语的用法与
普通话相同，比如不说“锅子、事体、面盆”，
而说“锅、事情、脸盆”。

有很多儿化音，而且自成音节，如“姑娘
儿，老头儿、疯婆儿、小伢儿”，儿尾词成为一
大特色。这儿化音，在北方话中较常见。

很多杭州人的语言和生活习性，也带有
北方特别是开封人的特点。就像河南人爱
吃面食特别是面条，杭州人除了米饭，爱吃
面条也是出了名的。

那么，杭州作为一个典型的南方城市，
语言和生活习惯怎么会有这些特点呢？

公元1127年，金国四太子兀术带兵攻
破北宋首都汴梁城（今开封），俘获北宋徽钦
二帝及后宫、百官。同年，宋钦宗之弟赵构
逃往南方，在应天府（今南京）做了“南宋”的
皇帝，史称宋高宗。接着，被金兵追击，带领
宠臣汪伯彦、黄潜善等人，从应天府逃到扬
州，一意享乐。

1129年（建炎三年），赵构置行宫于杭
州，为行在所，升为临安府，治所在钱塘。辖

钱塘、仁和、临安、余杭、于潜、昌化、富阳、新
城、盐宫9县，地域与唐代大致相当。

公元1129年九月，金兵渡江南侵，宋高
宗又率臣僚南逃。1130年夏，金兵撤离江
南，高宗才又回到临安府，并于1138年正式
将临安定为南宋的都城，建立了偏安一隅的
南宋小朝廷，直到1276年被元朝攻占。

赵构为何选杭州作为都城？一个很重
要的原因，是杭州经过北宋150多年的发
展，已成为规模很大且比较富足的城市。

北宋时，杭州为“两浙路”的路治；大观
元年（1107年）升为帅府，辖钱塘、仁和、余
杭、临安、于潜、昌化、富阳、新登、盐官9县，
人口已达20余万户，是江南人口最多的州
郡。

到南宋时，杭州进入鼎盛时期。绍兴八
年（1138年）南宋定都杭州后，“城垣因而大
事扩展”，分为内城和外城。内城，即皇城，
方圆九里，环绕着凤凰山，北起凤山门，南达
江干，西至万松岭，东抵候潮门，在皇城之
内，兴建殿、堂、楼、阁，还有多处行宫及御花
园。外城南跨吴山，北截武林门，西连西湖，
东靠钱塘江，气势宏伟。设城门13座，城外
有护城河。

建都后，原北宋都城汴梁的权贵们，逐
渐大量“麇集杭州”。同时，南宋在江河码头
或交通要冲设接待处，专门接引安置大批西
北流民。在流民南移中，官吏、士人、商贾、
工匠、僧道、艺人等大批北方人进入临安，使

“人烟稠密，户口蕃盛”。
20余年间，累计接引300万人次。到咸

淳年间（1265—1274），包括所属县域，居民
增至124万余人。另有史料认为，临安人口
规模已达150万人，就府城所在的钱塘、仁
和两县而言，人口也达43万余人。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切见临安
府……西北人以驻骅之地，辐辏骈集，数倍
土著。”另有文章称，“西方最繁华的城市威
尼斯也只有十万人口。今天的世界各大都
会，当时还沉浸在一片蒙昧的幽暗之中，只
有杭州的南宋皇城，灯火映彻碧空，映亮了
世界的东方。”

人口的增多，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商

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临安手工作坊林立，
生产各种日用商品，尤其丝织业的织造技艺
精良，能产出许多精巧名贵的丝织品，在全
国享有盛名。

据《武林旧事》等书记载，南宋时的杭州商
业有440行，各种交易甚盛，万物所聚，应有尽
有。对外贸易相当发达，有日本、高丽、波斯、
大食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之有使节往来和
贸易关系，朝廷专设“市舶司”以主其事。

西湖风景区经过修葺，更加妩媚动人，
吸引了中外游客；酒肆茶楼，艺场教坊，驿站
旅舍及夜市也很兴盛。“山外青山楼外楼，西
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
作汴州。”南宋都市经济的繁荣，不仅超越前
代，而且居世界前列。

南宋时，杭州还是全国的文化中心，设
立了最高学府——太学，还有武学、医学、算
学、史学等各科学校，临安府学及钱塘、仁和
两县学的学生近千人。这里书铺林立，刻印
书籍精良。绘画艺术甚盛，“西湖十景”就是
由南宋画院题名的。

这里要说到外来语言特别是开封话对
杭州话的影响，在南宋以前，杭州城里的人
口结构与江南其他地方差不多，都是由本地
人与外来移民构成。而移民不是很多，且陆
续迁入，即使方言不同，对本地影响也不会
很大。东晋和南朝期间、唐朝安史之乱以
后，江南地区都有大批北方移民迁入，使江
南的方言增加了不少北方话的成分，但杭州
的移民状况与周围地区并没有明显区别，对
方言的影响也没有什么差异。

开封话对杭州话产生重大影响，是在靖
康二年（1127年）即北宋覆灭、南宋在杭州建
都之后。“黄河流域的人口大量南迁，一次次
的移民浪潮一直延续到南宋末年。”

自绍兴元年（1131年）起，临安（今杭州）
一直是南宋的“行在所”即临时首都，此后的
143年间都是南方的政治中心。因此，从北
宋都城开封南迁的皇室和部分皇族、文武官
员、商人、士人、市民、士兵、僧尼，大多集中
在临安。

由于这批移民身份特殊，数量较多，居
住集中，定居杭州后依然说开封话，在杭州
城内形成了开封方言区。来自北方其他地
区的移民，方言与杭州话有很大不同，却与
开封话接近，自然会选择向开封话靠拢。

开封话成为朝廷官话，也成为杭州的强
势语言；而杭州土著为与这些处于统治地位
的开封人打交道，要做官、上学、经商、当仆
佣，也只能学说开封话。久而久之，开封话
成为杭州一带的方言，完全取代了原来的方
言。

当然，在此过程中，移民或多或少受到
本地方言的影响，新形成的“杭州开封话”与
原来的开封话也有差异。“南方的腔调，北方
的字眼，一来一去，相互融合，就成了现在的
杭州话。”

南宋灭亡后，杭州失去了首都和南方政
治中心的地位，但经过100多年，“杭州开封
话”已经成为杭州人的母语；而且元朝以来，
杭州一直是省级政治中心，经济文化发达，
杭州人对周围地区继续保持着优越感，杭州
话也是一种相对强势的方言。

由于元明清三代的首都一直在北方，北
方话是“官话”，带点北方味的杭州话因接近
北方官话而保持着身价，更有利于它的延
续。

人们怎样看待杭州话现象？宋代路德

章《盱眙旅舍》：“浙近中原语音好，不知淮水
是天涯。”明代陈全之《蓬窗目录》载：“杭州
类汴人种族，自南渡时，至者故多汴音。”另
一位明代人郎瑛，也注意到了杭州方言这一
特点。他在《七修类稿》中指出：“（杭州）城
中语音好于他处，盖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
家焉，故至今与汴音颇相似。”

清代毛先舒《与婿徐华徵书》：“汴为中
州，得音之正。杭多汴人，随宋室南渡，故杭
皆正音。”看来，明代的杭州方言，比今天更
接近北方的开封话，而且，时人对语言的融
合多持赞许态度。身为杭州人的郎瑛，更是
为杭州话接近开封话而颇感自豪。

当然，我们不能否定这样一个事实：一
个地方人的定位，是与当地兴衰有关的。河
南长期处于“天下之中”，农业发达，商贾云
集，洛阳、开封拥有首都或陪都地位之时，外
地人自然会以成为河南人为荣，不会也不敢
歧视河南人。即便是北宋兵败如山倒，但当
时随宋室南迁的河南人也大多是皇族、高
官、名流，到了首都临安（今杭州），其地位也
是举足轻重，谁又敢怠慢。

但近代以来，河南常与天灾人祸、“水旱
蝗汤”连在一起，河南人的优点才被慢慢遮
蔽。故而，似乎与古人的包容不太一样，当
今一些人对杭州话包含北方元素，表示出某
种情绪。

有文章这样描述：“由于怀念在首都开
封的辉煌岁月，这些来自北方的统治者（指
开封在浙江以北）于是按照开封的样子建设
杭州，于是当时的杭州俨然成了一座北方化
的城市。河南话与绍兴土语（当时杭州通用
正统的越方言）经过千年的混乱杂陈，杭州
话也因此带有浓重的北方味道，是长江三角
洲唯一具有北方口音的城市。”

其实，开封话影响的不仅仅是杭州话，
“北宋南渡对南方的影响很大，全国各地很
多方言都受到了影响。”也有观点认为，说杭
州话是开封话和越人绍兴话的结合并不一
定有道理，事实上，杭州话更像是元朝官话
和越人绍兴话的结合。因为杭州人大多是
南方越人后代，也有些是北方官宦甚至是蒙
古人的后代。 ■成岳 摄影

杭州话里有多少开封话
赵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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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绘画，是在深厚的
传统文化和哲学基础之上形成和
发展起来的，它的图式、造型和色
彩等元素，在深深打上传统文化
和哲学烙印的同时，也受到外来
文化的影响。了解传统文化和哲
学背景，是我们深刻领悟传统绘
画的基础。

传统绘画的内在精神

傅抱石说：“中国绘画是中
国民族精神的最大表白，也是中
国哲学思想最亲切的某种样
式。”传统绘画在发展和演变中，
如果与文化哲学脱离了关系，就
会失去根基、索然无味。

春秋战国时期，是以儒道为
代表的传统哲学奠基时期。儒
家思想主要以孔子为代表，主张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调道德伦
理和绘画的教化功能性。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
“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
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
运。”这充分肯定了绘画的教化
作用。道家思想又以老子和庄
子为代表，老子的自然观作为审
美的最高理想，对中国传统绘画
产生了深远影响。《道德经》有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等思想，
认为混沌状态中的宇宙所生发
出的“声”和“形”不是物理状态
下所指的“声”和“形”，而是一种
超然的审美境界。

庄子发展了老子的自然观，
提出顺其自然、由技进道的“游
心”说，其“得意忘言”“言不尽
意”等思想，引向大美不言的境
界。魏晋时期以《老子》《庄子》
《周易》“三玄”为阐释对象的玄学，成为这个时代美学与艺术
的哲学基础。玄学清谈中的“言”“象”“意”之辩，逐渐成为古
代美学的核心范畴。由此可见，至魏晋时期，绘画真正步入
了自觉时代，表现出对绘画审美的超然追求。

传统绘画与画论互为依存。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笔补造化乃天人合一。“天人合

一”是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础上形成特有的文化关怀，是
画家以诗意情怀去体悟自然的结果——认为人与自然本为
一体。传统绘画所呈现的美感，同样是从“天人合一”的生命
律动中获得，其特征来自心灵与物象的完美融合，是画家之
心赋予物象以灵气和韵律，以皴擦点染等技法形式加以呈
现。

王微《叙画》所说“曲以为嵩高，趣以为方丈。以叐之画，
齐乎太华；枉之点，表夫隆准。眉额颊辅，若晏笑兮……”是
指将书法的笔法引入绘画，提出“曲”“趣”“叐”“点”4种用笔
方法，具有荡气回肠的审美感发力。传统绘画以线条的运转
传达万物的生命体态，以回环曲折、开合收放、疾徐浓淡等节
奏变化，来表现绘画的生命气象。

外来文化在汉化演进中，逐渐融进传统绘画的血脉，尤
其是佛教与绘画的完美融合。盛行于魏晋时期的佛教在玄
学理论的基础上，对“境”和“境界”做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阐
述，为绘画“意境”说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

佛教对“心”和“境”的论述，与绘画所传达的境界相契
合。譬如魏晋山水画，由山川的客观美到山水画的主观美，
归根结底是与这一时期以般若佛学这一社会主流意识的盛
行有着紧密关系。

当谈论魏晋山水诗时，自然会谈到谢灵运佛学修养；谈
到魏晋山水画，就会谈到宗炳作为佛僧这一事实。晋代王羲
之重视书法“禅意”的表达，这与他对佛学参悟和修持本心是
分不开的。因此，佛教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
统绘画的影响广泛而深远。

传统绘画的色彩关系

传统绘画的色彩与造型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以古代山
水画为例，水墨、浅绛或青绿等各类创作手法，不是对万物色
彩的简单再现，而是在追求圣贤之道基础上认识宇宙万物的
本质，呈现的是“天理”和“大道”。

传统绘画的用色，既顺从“天人感应”“随类赋彩”，又要
统一色彩的主观感受和客观实质。潘天寿说：“色凭目显，无
目即无色也，色为目赏，不为目赏，亦无色也。”其内涵就是色
彩不仅要为绘画主体的视觉所“显”，而且要为绘画主体的视
觉所“赏”。

历代画家多参禅悟道，作画崇尚墨色。这并不意味着排
斥绘画的色彩属性，更不是将墨与色互为对立。水墨画之所
以能够成为传统主脉，是因它根植于深厚的传统文化。

清代张式说：“右承谓画以水墨画成，能肇自然之性。黑
为阴，白为阳，阴阳交构，自成造化之功。故着色画亦以水墨
画定，然后设色。”是指天下万事万物的两极之间，存在着有
无互补、虚实相生的关系。“知白守黑”后被引入画理，形成

“黑白”互为转换的绘画法则，构成虚实相生的内在关系，“黑
白”与“虚实”就成为两个相对应的概念。

将黑白与虚实的概念范畴扩大，与之相对应的还有疏
密、轻重、浓淡、大小等。传统绘画的设色在丰富中求统一，
在对比中求和谐。清代方薰认为：“设色不以深浅为难，难
于设色相和，和则神气生动……”这种“神气生动”的色彩的

“和”，不仅依靠用一主色以调和，还要依靠用一类色相浑
融。

传统绘画的用色，蕴含于三教合一的哲学精神之中。从
盛唐以王维为代表的水墨画，到北宋以苏轼为代表的文人
画，水墨写意画逐渐成为传统绘画的主脉。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有：“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
意；意在五色，则物象乖矣。”被认为是中国绘画史上最早阐
释墨色绘画功能的理论。在道家思想中“墨色”即为“玄色”，
是一种符合传统人文精神的“色彩”。

道家有“墨分五色”之说。“五色”是万物的归合，是画家
对自然界的感应和归纳，墨色则是万物进入绘画的归本和载
体。《周礼》中说：“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
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

可见，这些呈现于视觉的“彩”，是古代文人对色彩的深
刻领会——它不是指某种具体物象的色彩，而是文化背景涵
盖下的“色彩”。因此，传统绘画所展现的色彩是潜藏着人文
精神、哲学观念的“色彩”。

中国传统绘画是传统文化和哲学的重要载体和组成
部分，两者交相辉映，浑然一体。历代绘画在风格演变中，
始终彰显着它独特的生命力——对传统文化的赓续和担
当，对自然山川的“吟咏”和“歌唱”。传统绘画的图式、造
型和色彩等“意象”，表达方式是在深厚的文化哲学背景下
产生的，这种思维方式反之又通过绘画本身加以呈现。中
国传统绘画的精神，即是传统文化和哲学在绘画中的高度
体现。

传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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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真卿不仅是书法大家，也是政坛翘
楚。其书法与柳公权并称颜筋柳骨，其官节
却可独擅颜公筋骨。

颜公入仕，曾任监察御史，职位高至光
禄大夫；当过御史，敢言敢怒，不怕他官大压
人。宰相元载，对上拍马功夫一流，对下骑
马威风二流子。对上则拍，对下则骑，这般
人十之九是这德性。

那次代宗“车驾自陕将还，真卿请皇帝
先谒五陵、九庙而后还宫。”路经祖坟不烧
纸，数典忘祖啊。元载却不给皇帝建议，既
然皇帝没这想法，他才不逆圣意呢。“公所见
虽美，其如不合事宜何？”元载话落，颜公一
脸怒色。诸位仔细瞧，对宰相发怒的不是皇
帝，而是御史。下属对上级发脾气，您见过
吗？但这不是脾气，是节气也。

敢向宰相发脾气，这官还要不要了？而
这颜公，脾气可以不要，官职可以不要，节气
却是必须要的。宰相面前想要保官，必无脾
气；而若无脾气，必无节气。颜公向元氏发了
脾气，“载深衔之”。古时跟上峰吵一次架，误
一生前途。“旋改检校刑部尚书知省事”，颜公
为一次顶撞宰相，付出了降职降级的代价。

教训大如许，颜公你就改了吧，脾气改，
节气改，一改老天天空不会高，一改官场场
域自会宽。而这颜公，天可改，地可换，节却
不可改，义却不可换。

颜公在大唐官场，曾与5任宰相共过
事。这些宰相肚里都不能撑船，颜公偏要去
宰相肚里弄芭蕉扇。颜公5次遇相，4次遭
贬，初心不改，气节不换，“中书舍人兼吏部
侍郎崔漪带酒容入朝，谏议大夫李何忌在班
不肃，真卿劾之。”官场人，颜公谁都敢得罪。

官人得罪法，我就得罪他。颜公不是为气
而得罪人，是为法而得罪官。为了法，什么官
他都敢得罪。杨国忠的小舅子是皇帝，颜公也
不攀附，“杨国忠怒其不附己，出为平原太守。”

比杨国忠更有来头的，颜公也敢去逆其
鳞，撄其须。皇帝有子，敢违法，更善违法。

“王当阙不乘马”，当面守法，背后违规；“步
出木马门而后乘”，大家都睁只眼闭只眼，颜
公却是见不得这般对法律阳奉阴违者。“真
卿进状弹之”，被皇帝骂了一顿，也不后悔。

“军国之事，知无不言。为宰相所忌，出
为同州刺史，转蒲州刺史。为御史唐旻所构，
贬饶州刺史。旋拜升州刺史、浙江西道节度
使，征为刑部尚书。李辅国矫诏迁玄宗居西
宫，真卿乃首率百僚上表请问起居，辅国恶
之，奏贬蓬州长史。”一贬再贬，三贬四贬，换
了一般人，不是随波逐流，就是沆瀣一气了
吧？或急流勇退，或灰心丧气，跟隐士一起当
农当仙。颜公非也，愈战愈勇，愈勇愈战，屡
战屡败，屡败屡战，将节操进行到底。

颜公一介书生，曾被武夫瞧不上眼。“安
禄山逆节颇著，真卿以霖雨为托，修城浚池，
阴料丁壮，储廪实，乃阳会文士，泛舟外池，

饮酒赋诗。”安禄山要叛大唐了，皇帝眼睛
瞎，看不出；百官瞎眼睛，不去看；颜公心明
眼亮，看出端倪来了，谁说书生是呆子？

颜公不仅有眼力，还有心力。看到安禄
山要反叛，他装没事人，一边厢厉兵秣马，做
好军备，一边厢饮酒赋诗，麻痹叛敌。若说
敢谏，是勇，那么善藏，便是有智，“或谗于禄
山，禄山亦密侦之，以为书生不足虞也。”

安禄山反叛，所向披靡。唯独在平原
郡，那个被杨国忠贬在此地的平原郡，遇到
了扎硬寨打死仗的颜真卿。那个日日夜夜
抱着杨贵妃不放的唐玄宗，也发感慨：“河北
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对，二十四郡无
忠臣，却有一个“朕不识颜真卿形状何如，所
为得如此”的颜真卿。

颜公是金银不能买他骨气，美人也不
能，职务职级高低都不能。恶贼李希烈要叛
唐自立，满朝文武，一个个都做了缩头乌
龟。颜公挺身而出，出入叛军虎狼之地。

叛军先是好酒好菜，佳肴佳人供着。利
诱之后是威逼，是老套路了。见颜公软硬不
吃，李贼来硬的了，“希烈乃使甲士十人守真
卿于馆舍，掘坎于庭，云欲坑之。”活埋坑都
挖好了，难道颜真卿不怕活埋？

颜公老矣，但气节不老。“死生已定，何
必多端。亟以一剑相与，岂不快公心事邪。”
挖坑好麻烦，多此一举，一剑把我脖子给抹
了，恩仇更快意吧。

颜公是书法大家，不乏惊世才艺，苟且
偷生也能一字千金，诸士断不会小看，而他
却不是这么自视的，他是节气高于利、高于
职、高于艺、高于命。

颜公居书坛楷书第一，更是书生第一楷

模，“圣贤道在惟颜子，忠烈名存独杲卿。甘
向贼庭守节死，不羞吾祖与吾兄”，更不羞书
坛与书生。

①颜真卿像
②颜真卿《勤礼碑》局部

■资料图片

怕活埋就不是颜真卿
刘诚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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