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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艺术文化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离不开社会政治环境和经济基础。
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的发展离不开相关文化及时代背景的影响。
本文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多元发展为书法的区域差异奠定了物质基础，六阀制
度的形成、世家大族的出现为书法的发展提供了人才保证，玄学的兴起为书法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
支持，佛教、道教的兴盛扩大了书法传播的范围，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书法品评、收藏的社
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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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使书法　　品评、收藏的社会风气出现　　自春秋、战国之际到秦汉时
期，商品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轻商、抑商政策一直存在。
江南地区，自东汉以后，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都有了明显的进展。
孙吴立国于江南，在这里兴建屯田，同时发展了造船手工业和海外贸易。
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继之，以建康、三吴、会稽等为中心的经济区获得发展之后，国内的商
业与贸易均获得了继续发展，商品的范围扩大，不仅有自然物的土特产品，也有经过精心加工制作的
手工业品，还有从国外运来的奇珍异物。
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书法艺术的收藏奠定了经济基础。
书法的品评、书法的收藏也渐成风气。
这种风气始于汉末，而盛于魏晋南北朝。
　　在两汉时代，中国士大夫眼中唯经学和史学，“穷可以守身遗名，达可以尊主致平”，书法艺术
“盖伎艺之细者。
善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⑥难登大雅之堂。
直至汉末灵帝时，这种情况才有了改变。
灵帝虽然政治上昏庸，但是他对于书法艺术的发展却功不可没。
受宦官操纵而又酷爱文学艺术的灵帝刘宏把能为文赋、尺牍及工书鸟篆的人集中于鸿都门，并于光和
元年（178）设置鸿都门学，专门培养文学、艺术方面的人才。
鸿都门学的设立，使书法教育从与识字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书写教育上升为独立的艺术教育。
从此，书法艺术在传统士大夫的眼中不再是匠人所为的“雕虫小技”，从而把他们从“玩物丧志”的
先贤遗训与“经世致用”的惊天伟业的矛盾中解脱出来。
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文献中感受到魏晋时期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而带来的对于艺术作品进行品评与收藏
的巨大热情。
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人人皆以拥有一纸名人书迹为快。
善书者，不仅可以步入上层社会，而且还可以凭书法弄上一官半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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