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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诗歌与书法
———以李白 、张旭和杜甫 、颜真卿为中心

胡　遂 ,禹　媚
(湖南大学 文学院 , 湖南 长沙 410000)

　　摘　要:盛唐诗歌与书法高度繁盛 ,双峰并峙 , 在创作来源 、构思过程 、艺术技巧和美学追求等方面都有相通之

处 ,共同展现了雄浑浩大 、飘逸奔放的盛唐气象。 本文试以李白 、张旭和杜甫 、颜真卿这两组人物为范例来分析诗

歌与书法的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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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是中国诗歌与书法艺术高度繁盛并水乳交融的时

代 , 唐代书法在 “尚法”思想指导下 , 继承并完善了魏晋六朝

的书法神髓 , 并开创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新的 “法度”;唐代诗

歌荟萃前代诗歌的精华于一身 ,且成为后世诗人吸取不尽的

文化泉源。特别是盛唐时 , 诗歌和书法一起登上了艺术的最

高峰。诗坛李杜 , 书坛张颜 ,更是高峰中的高峰 , 形成了一种

奇特的 “双峰并峙”现象。盛唐气象涵括的雄浑浩大的气

势 , 昂扬向上的情感在他们的诗书中都得到了充分发挥 , 但

由于所处时代 、思想 、性格的不同使李 、张和颜杜表现出迥异

的风格和面貌。活跃于开元盛世的李白 、张旭同为醉态盛唐

的代表人物 , 纵情诗书 ,狂士风流 ,融合并超越了同时代和前

代的美学标准和形式规范 ,达到了 “无法之法”的至高境界 ,

展现了盛唐气象的飘逸奔放 、潇洒放浪;稍后的颜杜勇于创

新 , 在儒家 “三不朽”思想的指导下 , 开辟了新的书法及诗歌

语言规则 , 并力图中兴儒学 ,以作品中表现的至大至刚的人

格力量为后人确立了儒士的典范 ,开出了中晚唐乃至宋代各

种艺术流派和审美风格的蹊径。本文试从这两组人物为范

例 , 分析诗歌与书法的相通之处 , 并试图把握其中所蕴含的

各具特色的时代心理和审美风尚。

一 、从无法之法到新的法度

诗歌和书法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 , 在表现手法 、描

写对象上均有其特殊之处 , 如单论两者在创作来源 、篇章格

局等方面的相似 , 不免有牵强之意。下文试对诗歌和书法在

风格面貌 、艺术精神 、创作意识等方面的相通略作探讨。

(一)无法之法———张旭 、李白的狂草逸诗

“唐人尚法”,书法语言规则经过初唐时欧阳询 、虞世南

的初步探讨 , 孙过庭和张怀瓘的理论总结已经基本成熟了。

对法度的推崇导致了 “永字八法 ”等笔法诀的提出。这些法

诀不仅作为用笔的基本模式 ,而且显示出一种追求平正中和

之美的美学思想 ,初唐法度严谨的代表是欧阳询。张旭的草

书 ,却变动犹如鬼神 , 不可端倪 , 相传李白曾从其学书 , 故字

画飘逸 ,郑杓在《衍极》中称其得 “无法之法”。 无法之法指

对法度极度熟练之后的一种融会与超越 , 正是技巧的活用之

法。张怀瓘在《书断》中说:“若运用尽于精熟 , 规矩谙于胸

襟 ,自然容与徘徊 , 意先笔后 , 潇洒流落 , 翰逸神飞。”①李白

和张旭正是以我之意来驾驭形式 , 形式完全服从于感情的表

达 ,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内容决定形式。而他们的书中洋溢

着一股写意精神 ,而这种写意精神正是初盛唐浪漫主义思潮

的集中体现。

窦臮在《述书赋》中称张旭作书:回眸而壁无全粉 , 挥笔

而气有馀兴。李颀也赞其 “兴来洒素壁 , 挥笔如流星”(李颀

《赠张旭》),都特别强调兴在张旭书法创作中的作用 , 张旭

的草书 ,是他 “喜怒 、窘穷 、忧悲 、愉佚 、怨恨 、思慕 、酣醉 、无

聊 、不平”等诸种思想情绪的宣泄 , 扬雄云 “书 , 心画也”(扬

雄《法言》),张旭正是以舒卷云烟的草书来展现其真情与个

性。李白的诗歌创作也正是在这种强调兴会的创作心理支

配下完成的。如他的绝句往往随情涉笔 ,脱口而出 , 是其感

情世界的瞬间呈现 ,反映出他个性的各个侧面。浓郁的感情

和鲜明的个性意识溢出了形式规范之外 , 在欣赏他们的作品

时 ,我们会立刻被扑面而来的强烈情感所震撼 , 而无心理会

绳墨规矩或格律形式。

李白诗中写自然山水的占很大比例。在他的笔下 , 无论

是 “飞流直下三千尺 , 疑是银河落九天” (李白 《望庐山瀑

布》)的壮伟景象 ,还是 “两水夹明镜 ,双桥落彩虹”(李白《秋

登宣城谢朓北楼》)的明丽风光 , 都有一股生机流动于其中。

他甚至以诗人之心灵应合自然之节奏(相看两不厌 , 唯有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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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山),使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与山水意象融为一体 ,内在情感

节奏的流动使诗有一种音乐的律化。张旭的草书被誉为纸

上的音乐和舞蹈 , 也在于体现了情感的律动和生命的节奏。

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指出:“(旭)观于物 ,见山水崖谷 , 鸟

兽虫鱼 , 草木之花被害 ,日月列星 , 风雨水火 ,雷霆霹雳 , 天地

万物之变 , 可喜可愕 , 一寓于书。”草书是最能体现书法 “流

美”的特征的 ,张旭称其作书 “每为一平画皆须纵横有象 ”

(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 》), 伏如虎卧 , 起如龙跳 , 顿

如山峙 , 挫如泉流 ,在静态的线条中蕴含着大自然不断变幻

的勃勃生机和书者情感的变化 ,使人能领略到一种类似孤蓬

自振 、惊沙坐飞的流动的美感。盛唐诗歌和书法的审美实质

和艺术核心正是这种恣情写意的音乐性的美 ,相传张旭见公

孙大娘舞剑 , 得其神。剑舞正是以纵横跳动 , 旋转如风为特

征。可见这种音乐性的表现力量渗透了盛唐各艺术部类 , 成

为它美的魂灵。

张旭和李白对传统的继承早有前人指出。黄庭坚曾说:

“张长史行草与王子敬不甚相远 , 其书极端正 , 字字入古

法。”草圣乃从书圣来。张旭不仅继承了二王的笔法 ,更得其

神韵。王羲之提出 “意在笔先”, 其书 “字势雄逸 , 如龙跳天

门 , 虎卧凤阙。” “力屈万夫 , 韵高千古。”(刘熙载 《艺概· 书

概》)简静平和中存咄咄逼人的神彩 , 体现了阴柔和阳刚的

和谐统一 , 观其书 ,如赏其萧散自然的风貌。张旭的狂草《古

诗四帖》如云烟缭绕 ,龙蛇飞走 , 通篇意境飘逸潇洒 , 颇有远

韵。一切是那样的和谐 、美妙 ,真有觅不尽的意趣 ,赏不够的

风华。透过游走骇奔的线条 , 一个以头濡墨 , 解衣挥笔的颠

人形象呼之欲出。妍美和怪奇只是二王和张旭书法形态上

的区别而已 , 二王(特别是小王)所开创的重书法的艺术形

式美而不是实用性 , 重抒情而不是教化作用的写意书风 , 正

是张旭狂草的神髓所在。

李白的诗歌也是壮美和优美 、豪放和飘逸的统一。 司空

图的《二十四诗品》中 , 豪放和飘逸正分别属于壮美和优美

的不同范畴。李白的长篇歌行以直抒胸臆为主 ,感情喷薄而

出;绝句则大多自然天成而又含蓄蕴藉 , 追求一种兴象玲珑

而又韵味无穷的意境。如 《山中问答 》:“问余何事栖碧山 ,

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 ,别有天地非人间。”仅仅

是一个桃花流水的画面和拈花微笑的神态 , 妙理已在其中 ,

令人不断回想。清代评论家施补华在《岘佣说诗》中说:“少

陵 、退之 、东坡三大家 , 皆不能作五绝 , 盖才太大 , 笔太刚 , 施

之二十字 , 反吃力不讨好。太白才逸 ,笔在刚 、柔之间 , 故亦

能作五 、七绝。”自初唐以来诗歌一直追求的 “南北合流 , 文质

彬彬”,秀丽雄浑的诗歌风貌在李白诗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李白和张旭继承了诗书缘情写意的传统 ,以一支真情妙

笔来挥洒真情 , 熔铸个性 ,二者的诗书融法度于自然之中 , 展

现出一种清逸天然的风貌。苏轼云:“长史草书 ,颓然天放 ,

略有点画处 , 而意态自足 , 号称神逸。” (《东坡题跋》)正是

对李张诗书和性格的真实写照。 “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

不测之谓神”, 所谓入神 ,也就是阴阳 、动静 、强弱等多样变化

的和谐统一 ,正是在此基础上李张的诗 、书才突破了古法的

约束而达到 “神品”的境界。

(二)新的法度———颜真卿 、杜甫的颜体杜律

宋苏轼《东坡题跋》云:“诗至于杜子美 ,文至于韩退之 ,

书至于颜鲁公 , 画至于吴道子 , 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

矣。”在苏轼看来 ,颜书杜诗已达到了 “集大成”(天下之能事

毕矣)的顶点 , 这一点素来被评论家们津津乐道 , 元稹就指出

杜诗博大精深 、包罗万象 , “尽得古今之体势 , 而兼人人之所

独专”(元稹《杜工部墓系铭》);宋朱长文把颜书列入 “神

品”, 认为这是一种接近全美的登顶之书。苏轼的慧眼独具

在于他指出了二者的 “变 ”, 即新的开创。颜书杜诗在继往

之外 ,更多的是开来。他们在安史之乱之后才走向创作生命

的成熟 ,创立了迥异于前期的全新的法度 , 后人用颜体杜律

来界定这种法度(杜诗虽体载多样 , 但以律诗最为规范化和

典型化 ,故拈出做为其法度的代表)。诗书同时达到集大成

的顶峰 ,又同时建立了新的形式规则 , 书和诗的步伐惊人的

一致 ,共同显示了时代审美风尚的变化。

颜真卿是唐代楷书最杰出的代表 , 张怀瓘 《书断 》云:

“楷者 , 法也 ,式也 , 模也。”可见楷书是最讲究法度的 , 所谓

“方者中矩 , 圆者中规” (张怀瓘 《书断 》), 一点一画皆该规

矩。颜书不仅注意整体的流畅 ,更注重于每一个字结构用笔

的规范。杜甫的律诗创作也表现了同样的趋势。杜甫对平

仄对仗和字眼的推敲都远过于前人 , 他自称 “为人性僻耽佳

句 ,语不惊人死不休” 。 (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对

局部的雕琢甚至有时胜于整体的布局。颜体力求饱满 , “计

白当黑”, 杜甫喜于诗中描写时事和发以议论 , 少陵五律最长

的《秦州杂诗》二十首及著名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都

是此类型 ,往往面面俱到 ,务求说全说尽 , 有时难免有无余味

之憾。

与张旭喜作壁书 、善帖不同的是 , 颜真卿多作碑文。碑

文的主要内容是歌功颂德和记事言志。颜真卿一代忠臣 ,其

忠义之节皎如日月 , 一股忠义之气 , 跃然字间。 如传世名作

《颜勤礼碑》今人言巩达评之云:“端庄伟岸 , 雍容雄秀 , 高古

苍劲 ,气势逼人。”“书如其人”, 张旭狂草体现了他狂逸奔放

的情感 ,而颜体却显示了颜真卿忠君报国的道德情志。而贯

穿于杜诗之中的也正是这一股忠义之气 , 杜甫既不能实现其

“致君尧舜上 , 再使风俗淳” (杜甫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

韵》)的抱负 , 只能将热爱祖国和关爱人民之情怀寓之于诗。

颜真卿和杜甫将艺术创作和政治伦理紧紧联系在一起 , 要求

在比较通俗和具体规范的形式里 , 表达出富有现实内容的社

会理想和政治伦理主张。柳公权 “心正则笔正”(转引自宋

·朱长文《续书断》),白居易 “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

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的主张正是这种诗书言志理论

的延伸。

苏轼说:“颜公变法出新意 , 细筋入骨如秋鹰。” ①颜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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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正是以其独树一帜的新书风完成了自东汉 “书的自觉”以

来最大的一次书法改革 , 开创了书法史上雄伟苍劲的新流

派 , 后世称之为 “颜体” 。 “颜体”的新意表现在:左右基本对

称 , 出之以正面形象 ,横轻竖重 , 笔笔落到实处 ,强调规范化 ,

深厚刚健 , 方正庄严 , 元气浑然 ,不复以姿媚为念 , 全无王氏

书法的流丽秀媚。与书坛的风尚遥相呼应 ,杜甫的律诗创作

也体现了这种变法意识。杜律以时事和议论入诗 , 讲究用

典 , 锤炼字眼 ,喜用拗调 ,寓腾挪变化于法度精严之中 ,追求

架构严谨与肌理鲜活兼备 , 以卓越的功力推进了律诗结构体

制与语言规则的经典化。律诗渐渐取代了绝句和乐府诗成

为运用最多的诗歌体裁 , 正在于杜律作为一种诗歌模式的感

染力。

据上文所述 , 杜甫和颜真卿开创的新的法度并不单指形

式 , 而是力求将内容纳入形式 , 形式与内容并重 ,共同表现出

一种沉雄壮美的风格 , “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 ,力求把盛唐

那种雄豪壮伟的气势情绪纳入规范 ,即严格地收纳凝炼在一

定形式 、规格 、律令内。” [ 1] 140

严羽在《答吴景仙书》中说:“盛唐诸公之诗 , 如颜鲁公

之书 , 既笔力雄壮 ,又气象浑厚。” [ 2]李白 、张旭和杜甫 、颜真

卿诗书中共同具有那种元气淋漓的力量和势概 ,但李张表现

为超越了法则约束的豪放 , 杜颜却表现为纳新意于法度之中

的沉雄 , 它们是两种不同的 “有意味的形式”, 各自保有 、积

淀着不同的社会时代内容 , 是不同时期的士人心态的投射 ,

而对心态的了解必须结合时代的审美风尚 、理论主张和思想

风潮来进行考察。

二 、从狂士风流到儒士典范

(一)醉态盛唐的狂士风流

　　李白斗酒诗百篇 ,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

船 , 自称臣是酒家仙。张旭三杯草圣传 , 脱帽露顶王公

前 , 挥毫落纸落云烟。

———杜甫《饮中八仙歌》

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描绘了一个自己未能身与其

盛 、而心向往之的精神自由雄放而清雅绝俗的 “理想国”, 杨

义在《李杜诗说》中冠之以 “醉态盛唐”之名。

“斗酒诗百篇”、“三杯草圣传 ”已经成为 “醉态盛唐”旺

盛蓬勃的艺术创造力的象征 ,透过李白 、张旭的诗书我们也

能领略到豪纵自由 、挥洒脱略的一代士风。盛唐正是自魏晋

以来人的觉醒意识发展的高峰 , 盛唐士人真率任性 , 纵情诗

酒 , 极其注重个人价值和精神追求 , 盛唐狂士和魏晋风度 、六

朝名士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 ,但时代的不同使盛唐人多了

一些天真和自信 , 少了一些纵诞和矫饰。 “狂士”是这一时

期士人面貌的真实写照。对个性解放的推崇导致诗坛和书

坛同时出现了一种重风神骨气 ,以自然为美的美学倾向。张

怀瓘论书 “以风神骨气者居上 , 妍美功用者居下”, 殷璠也在

《河岳英灵集》中提出 “风骨”之说 , 风骨本源自魏晋的人物

品评 , 与人的天赋气质有关。对于风骨的自觉追求 , 使李张

的诗书中表现出浓烈的感情力量和逼人的壮大气势 ,富有强

大的感染力。

以自然为美的审美祈尚 , 显然有着老庄道家思想的影

响。这正是时代风尚所趋 ,玄宗好道 , 故开元年间道家独尊。

道家崇尚 “法天贵真 ”, 这也是李张所追求的审美理想。张

旭的狂草《古诗四帖》描写的是对道家及隐居生活的向往 ,

通篇意境飘逸潇洒 , 如云烟缭绕 , 变幻多端而又浑然天成。

窦臮的《述书赋》提倡忘情 , 是道家崇尚自然的集中体现。

张怀瓘的《书断 》也提出了书法通于自然之道。李白论诗 ,

主张 “清水出芙蓉 , 天然去雕饰”, 追求一种自然 、清真的风

格。这不仅指诗歌语言的不事雕琢 , 更表现为一种借诗酒以

达精诚 ,窥探宇宙人生之本真的境界。 如《把酒问月》:“青

天有月来几时? 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 , 月行却

与人相随。 ……今人不见古时月 ,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

人若流水 , 共看明月皆如此。”在停杯问月之时 ,诗人半含醉

态半含天真 ,以极浅显的语言富有神采地抒写了极深刻的生

命哲学 ,人的生命和自然浑然一体。张旭和李白继承了庄子

之 “逸气 ”, 却又输入了盛唐特有的时代精神。他们是 “酒

仙”, 比起完全遗世独立的仙人 ,显然具有更多的世俗精神和

人文色彩。故刘熙载云:“张长史书悲喜双用。”寓诗书以强

烈的感情是 “酒仙”们入世的重要特征。

同为 “饮中八仙” , 却来自不同的阶层 , 有王公宗室 , 有

宰相侍郎 , 也有清流文官。李白和张旭代表了同一种类

型———布衣文士。据林庚在《诗人李白 》中分析 , 布衣并不

特指不做官的人 ,而是指中下层有政治抱负的知识分子。李

白虽曾供奉翰林 ,张旭亦曾官至长史 ,却始终保持着一种 “不

屈己 ,不干人”的布衣气节 , 所以才能傲视权贵 , 无视等级而

“只以诗书论交 ”。这种对布衣身份的认定 , 深刻影响了其

创作。布衣文化比起贵族文化更多几分清新刚健 , 更不遵守

刻板的教条 , 这就使他们的诗书创造带上了充分的精神自

由。而这种 “以布衣直取卿相 ”及平交王侯的气度 , 固然与

盛唐的开明政治有关 ,更多地则是他们对自我价值充分肯定

的表现。

异质同构的李白 、张旭其艺术来自共同的思想基础:飘

渺无定 ,富于想象的道家思想 ,共同的时代氛围 , 盛唐普遍的

浪漫情绪。他们以诗书抒写的醉态 , 正是盛唐文明元气淋漓

的象征。只有在富有青春气息和少年梦想的盛唐前期 , 才能

激发和容纳如此醉态 , 如此狂妄 , 并把它视为自己光荣的风

流。正是这种狂士风流的精神面貌 , 才使得他们能把已有形

式搓揉于掌心 ,把意味和意义搓揉进去 ,在诗 、书中展示其对

独立人格的追求和对精神世界的关注 , 主体精神突出于表现

形式之上 ,与其说李白的诗 , 张旭的狂草 , 但不如说诗的李

白 、狂草的张旭。狂草逸诗的魅力就在于李白和张旭的魅

力。

(二)间气中兴的儒士典范

“曾闻碧海掣鲸鱼 , 神力苍茫运太虚。间气中兴三鼎足 ,

杜诗韩笔与颜书。”(清·王文治《论书绝句》)杜甫和颜真卿

由唐朝经安史之乱渐由盛而衰之际 , 开创了新的诗歌和书法

语言模式 ,诗歌与书法在交融渗透中走向了第二座高峰 , 宣

告着属于李张那个时代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已渐渐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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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而代之的是需要从乱世中复兴的唐代文明对新的规范的

需求 , 并预示了中唐那种尚写实和尚变化两种书风和诗风的

出现。他们诗书中所显现的儒家至大至刚的人格力量 , 显示

了佛道占相对优势的格局将被打破 ,儒家思想将再度中兴的

态势 , 其自身也一跃成了后世儒士的典范。

《左传》中说:“太上立德 , 其次立功 , 其次立言 , 虽久不

废 , 此之谓三不朽。”张怀瓘说书法为 “不朽之盛事”正是导

源于此。颜 、杜正是在这种追求 “不朽”的思想的支配下来

进行创作的 , 希望通过艺术模式和人格典范的确立 , 在后人

下意识的追忆和模仿中来达到 “不朽”。

颜真卿一生报国为民 , 最后甚至慷慨捐躯 , “忠义之节 ,

明若日月而坚若金石”;后世称其书 “如忠臣烈士道德君

子” 、“斯人忠义出于天性 , 故其字画……有似其为人”、“望

之而如盛德君子”(欧阳修《六一题跋》)。字如其人 ,颜书是

其人格力量的外在显现 , 故忠义之气 , 扑面而来。 后人睹其

书而慕其人 , 颜真卿正是以书载道 ,为后世树立起了忠臣烈

士的典范。杜甫以 “诗史”著称 , 史使他的诗变得沉重厚实 ,

于是诗消减了盛唐前期奋发 、昂扬的青春气息 , 在关注历史

中产生了新的精神指向:以悯世情怀 , 直面血肉人生 ,正视人

间疮痍。这正是以儒家的仁爱情怀作为文化底蕴的。后世

论杜甫必称其 “忠爱”, 实际上杜诗中更多的是展示一种关

注民生疾苦的仁爱情怀。杜甫在诗中常常以人民苦难的见

证者出现的 , 通过对苦难的感同身受他塑造了一个宁苦己身

以利国利民的寒士形象。 他在《江汉 》中说自己是 “江汉思

归客 , 乾坤一腐儒”。他正是本着悲天悯人 , 关怀现世的儒家

仁爱情怀 , 来对抗整个社会的风雨如晦。这种在乱世飘摇中

孤独而始终追求理想的伟大形象对后世文人人格的塑造起

了深远的影响。

颜真卿和杜甫都表现出一种追求阔大温厚的气象和合

乎实用的理论思想。颜真卿以实际的用途把书法分为俗通

正三体(《干禄字书序》), 因而颜体以平正端方为根本 , 稳实

而利于民用。他还主张书法要自然雄媚 ,文质并重。杜甫的

诗歌创作中有明显的写实倾向 , 在《同元使君舂陵行》中更

提出了:不意复见比兴体制 , 微婉顿挫之辞 , 感而有诗 , 增诸

卷轴。所谓 “比兴体制”, 就是指诗歌的讽谏美刺之旨。颜

杜的诗书理论显然反映了儒家以中和雅正为美 , 艺术与政治

结合的文艺思想。颜真卿是陕西人 , 杜甫是河南人 , 陕西和

河南在唐朝时还是文化的中心 ,故儒家的正统文化思想影响

特别深;而张旭是吴人 ,李白是蜀人 , 处于文化的边地 , 相比

之下更具野性和活力。

张旭和李白总的创作指向是向内的 , 他们更注重个性的

解放和精神的追求;颜真卿和杜甫的创作指向则是向外的 ,

更关注于真实的社会人生。前者更富理想色彩 , 而后者更带

生活倾向;前者更多的是才气 ,后者更多的是功力;在总的精

神风韵上 ,仿佛由少年情怀就要步入中年心境。 李泽厚认

为:“以李白张旭等人为代表的`盛唐 ' ,是对旧的社会规范

和美学标准的冲决和突破”, “以杜甫 、颜真卿等人为代表的

`盛唐 ' ,则恰恰是对新的艺术规范 、美学标准的确立和建

立。” [ 1] 139胡小石在《李杜诗之比较》中说:“从《古诗十九首》

至太白作个结束 ,可谓成家;从子美开首 , 其作用一直影响至

宋 、明以后 , 可云开派。” [ 3]胡小石的评价更为中肯 , 同样适

应于张旭和颜真卿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从书法史和诗歌史

的角度看 ,张 、李显然是对前代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文化的一

种总结 ,并不仅仅是 “冲决和突破”;而颜 、杜则以开启后世

新的规范为主。 伟大的艺术家都不乏创新精神 , 不能因为

张 、李的创新而将他们视为颜 、杜开派的先行者。两者在文

化史上的意义各有侧重 , 不能轻易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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