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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平果甘桑石刻文作为我国新发现的骆越古文字，不仅具有历史文化价值，还有线的艺术价值。甘桑石刻文的线条艺术具有独特的艺

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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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桑石刻文是在广西平果市甘桑发现的一种古文字，其历史悠久并且

充满着神秘色彩。但是目前学界基本认定它是先秦时期古骆越民族使用的

一种表意石刻文字，与甲骨文、水书、古彝文等古文字有相似的字符，初

步认定甘桑石刻文是一种古骆越文字。甘桑石刻文的发现不仅对先民历史

的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对我国的古文字历史的研究也会产生巨大的

影响。它可与甲骨文相媲美，较之甲骨文又相对成熟。甘桑石刻文作为我

国汉字系统的一部分，具备了汉字书法的线条基本要素，而且不同的线条会

给人带来不同的艺术美感体验，具有文字、艺术、美学等方面的研究价值。 

1 平果甘桑石刻文的发现及最新研究概况 

平果甘桑石刻文是由感桑村的当地村民在耕田种地时在一片田间不

经意间发现的，它的发现引起了轰动，震惊了学术界。自 2006 年发现以

来，途经几次考古挖掘以及地表采集，出土并收集整理了 2 万多个字符。

根据碳定年法测定，甘桑石刻文已有 3600 多年的历史，目前还一直处在

研究阶段。2019 年 7 月 10 日召开了平果市甘桑石刻文学术研讨会暨阶段

性成果展示会，共同研讨了甘桑石刻文，并进一步取得了新的进展和突破。

百色学院李志强教授历经六载，反复研究，与相关专家学者共同研究，坚

持不懈，攻坚克难， 终出版了《平果县甘桑石刻文图像叙事摹本及字符

集》一书。中央民族大学壮侗研究所研究员黄懿陆教授对甘桑石刻文的研

究有了新的发现，在他的《骆越史》《甘桑石刻文新资料汇编》等著作中，

他认为甘桑石刻文记载了商纣王突围南迁建国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些成果

对于研究和解密甘桑石刻文之谜有重大意义。 

 
图为广西平果出土的甘桑石刻文 

2 平果甘桑石刻文线条的艺术特点 

自甲骨文开始，我国汉字一直以来都是线条的世界，线条发挥着不

可忽视重要的表现作用。不仅在岩画以及彩陶盆上面的纹饰中可以看到各

式各样线条，在各种文字符号中都可以看到线条的艺术。之后经过不断地

发展演变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线条，以至于我们产生了不同认识，产生了不

同的美感，每个历史时期的线条也因为不同的形状特点给人以不同的审

美。在处于世界东方有着五千年多年历史文化的 大文明古国——中国，

线条在艺术美学世界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汉字是使用各种各样的线条来

表现物象特点、形体结构的一种文字，异于西方字母艺术表现。平果甘桑

石刻文的线条艺术风格特点表现得斑驳多彩，呈现出多种艺术风格特点。

本文就平果甘桑石刻文的线条艺术表现特点作一简要分析理解概括。 

2.1 具有象形性特征 

平果甘桑石刻文笔画仍然保留有部分象形的特点。象形文字主要是

指起源于图画，既类似于图画，又超越于图画，是我国历史上的一种独特

的 原始的造字方法。从平果市出土的石片中来观察比较，仍有较多的象

形文字，结合实物特征进行刻画，生动形象，结合其象形特征并根据特

定的形旁，如人、车，使人容易辨认理解。它的象形特点不但表现在整

体形态这方面,而且还表现在每一个笔画线条上。如：山、田、鼠、鱼、

猪、狗等。虽然可以看得出象形的特征，但是这样的象形字整体来说还

是占少数，象形特点已经不是尤为的突出，导致我们不可能一眼就能理

解其所刻画代表的含义。其象形性略低于甲骨文，较之甲骨文相对成熟。

说明平果甘桑石刻文已经脱离了具有高度象形性的古文字发展阶段，

（如下图所示） 

         

   山       田     婴儿     鱼       鼠 

2.2 线条简单，斑驳自然 

从某些方面来分析研究，平果甘桑石刻文就具备有书法线条的艺术

特征。平果甘桑石刻文主要由直线和曲线有机相互统一组合构成。它没有

篆、隶、楷、行、草那样的横竖撇捺等多种复杂变化的笔画形式。平果甘

桑石刻文的用笔技巧也是相对简单，因为它只有直线和曲线的书写，没有

很难的动作。 

随着时间地推移，平果甘桑石刻文的线条显得比较斑驳多彩，加上

时间已久，线条出现损伤，残损不一，线条也就增添了几分丰富性而斑驳

自然。线条的残破，是由悠久的历史、风化等多种因素所形成的，并非人

Copyright ©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7 



国际教育论坛 
第 2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0 年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um 文章类型：论文|刊号（ISSN）：2705-1196（P）/2705-120X（O） 

为所致，才更显自然、灿漫、天真。 

2.3 线条节奏感不明显 

汉字书法线条的节奏感是指动态美，动态美指的是书家用笔写字的

起伏波动、轻重缓急等，这才是线条艺术的真正精髓所在。将平果甘桑石

刻文的线条放大观察，其笔画的起笔和收笔形状大致包括圆头和尖头两

种，两者在甘桑石刻文字中都较为多见，其中尖头的形状类似于书法中的

悬针竖，尖头收笔处呈现出均匀上升的缓坡形状，是由刻写速度由快到慢

且较快收笔所导致，一般在收笔处显得较多一些。刻写的笔画深浅度变化

总体来说差别不大，而且刻写的深度较浅，凹陷槽的深度和宽度较为均匀，

线条粗细变化不大，长短高低错落，字体较平稳。可以看得出刻写者的刻

写水平是比较自然熟练的，用力也较为均匀，表现刻手的沉稳个性和古骆

越时期的书写风貌。刻手所用的刻刀，经过实验和对比论证，应该是属于

锥字形青铜器或者是铁器之类，因为 V 字形刻刀契刻很容易使石头崩裂

开，难于锲刻，而且也达不到锲刻的效果。 

    
         圆头         尖头 

2.4 线条曲直适当，组合协调有致 

平果甘桑石刻文还没有形成真正笔画，只有直线和曲线两种书写形

式，长的线条和短的线段之分。在广西平果市出土的甘桑石刻文的石片中，

可以观察得到，从整体来看，直线偏多，直中略带曲，这是由石片的材质

以及坚硬和平滑程度所造成的，曲线较少。因为甘桑石刻文大多是在页岩

上面刻画的，必然要减少曲线，可能会出现将一些曲线笔画改造成直线形

状。并且线与线之间通常是以交叉线组合。且这些直线与曲线的组合很有

特点和规则，并不是杂乱无章，毫无规律。平果甘桑石刻文的线条在弯曲

中，由于其具有一定的弧度，同时又给人一种对称性的感觉，向外面或者

向里面弯曲。所以线条在弯曲中表现出一种弹性，犹如弓一般，而且在弯

曲中不仅显示出一种骨力和韧劲，还表现出一种力量感。并且其弯曲的程

度和方向是很有讲究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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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线条之间衔接自然，融为一体 

平果甘桑石刻文字的线条气息整体而言较为通畅自然。在书写中， 

复杂的字和线条并不是一笔完成，而是要分成几个部分来刻画，这样较为

容易刻画。刻写时各笔画之间的连接衔接合理，各笔画间融合， 终成为

一个整体。平果甘桑石刻文上下之间的线条衔接较为自然，刻手在刻写时

已懂得衔接。比如在前一条笔画结束时，接着又在它的末端出开始起笔，

衔接前一个笔画的收笔处，或是从另外一个方向转来的收笔与前一笔相

接，而且线条粗细变化不大，前后两笔的衔接显得自然。 

2.6 线条布局合理，细腻且较为理性 

平果甘桑石刻文单个字的笔画之间的整体布局组合较为合理，很

有讲究，容易看得出笔画是这个字当中的一部分，线条的刻写也清楚

可辨。平果甘桑石刻文线条没有大篆的粗犷凝重，线条较细小。例如

在长 14CM，宽 12CM 的石片上，可容纳上百个字符，并且每一个字的

占用面积大多数约为 0.6cm*0.6cm,很少有超过 1 平方厘米。如果要清

楚观察这些字符必须借助高倍数放大镜或有关先进技术设备。而且布

局较为整齐规范，井然有序，横竖布置错落有致，可以清楚地辨别出

单个字的位置并且占用位置较小。就算是一块石片上只有几个字符，

字符的线条也较为细小，足可见其线条的细腻程度和刻手锲刻技术的

高超，不禁让人赞叹。经过实验，如果要契刻出这样细腻的线条，记

事效果的字符，坐着拿着锥形刻刀坐着在较为平整的石头上刻写的可

能性是 大的。 

3 总结 

综上所述，广西平果甘桑石刻文作为我国南方新出土发现的一种古

老石刻文字。部分字符的线条或整个字还沿有象形特征的意味，但这种象

形特点较之甲骨文已经减少，更为成熟；它的线条主要是直线和曲线，比

较简单，且直线显得较多，直中略带曲，曲线较少，曲直有度，组合较为

协调统一；另外，甘桑石刻文线条斑驳，充满涩感；线条的节奏感也不明

显，表现较为简单；线条之间衔接交叉较为合理自然，整体的布局也较为

理性；线条较细，石刻的槽深较浅，宽度较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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