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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在古代碑石上的显现

陈 虹

摘 要 ：碑刻是古代文化的精华和浓缩，是各 个 历 史 时 期 时 代 精 神 的 标 记 。汉碑隶书的 

劲 健 苍 浑 ，北魏石刻的浑厚峻伟，唐碑 铭 文 的 雄 健 华 丽 ，带给人们丰富的审美感受和深  

沉的文化哲思。古代碑文石刻中蕴含着先贤圣哲对生命意义与价值问题的深沉思考和不  

息 追 求 ：如何来超越生死？如 何 而 走 向 “不朽”？ 汉 字 显 现 于 历 代 碑 石 之 上 ，犹如岿然 

不动的民族文化之根，永远给予人们以民族精神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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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人类在摩崖巨石上留下第一道划痕，就 镌 刻 下 对 坚石的信赖和超越时空的渴望。世界上许 

多古老的民族都曾留下铭刻文字的历史，如苏美尔人的钉头字泥版、钉 头 字 太 阳 神 碑 ，古埃及的 

记 功 碑 、墓 室 文 字 ，玛 雅 人 的 9 6 字 碑 ……然 而 ，随 着 他 们 的 文 化 传 统 在 历 史 的 某 个 阶 段 戛 然 而  

止 ，这些 文 字 也 最 终 消 亡 ，镌 刻 着 这 些 文 字 的 碑 石 器 物 仅 成 为 考 古 学 家 们 苦 思 冥 想 的 研 究 对 象 。 

然 而 ，汉字却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地与碑石结缘，完 整 而 精 博 地 展 示 了 其 演 变 的 历 程 ，显 

现出多 样 的 美 学 形 态 。 “以 尺 壁 摄 万 有 ，以 刀 石 解 世 界 ，理 尽 赋 诗 乐 志 之 秒 有 ，情发千古幽思之  

胜 慨 。”[1]17成为历代中国人永久记忆之所寄，永恒情感 之 所 托 。

“碑” 的概念一 般 分 为 广 义 和 狭 义 。广 义 的 “碑 ”包 括 碑 刻 、墓 志 、造 像 题 记 、摩崖文字等  

所 有 的 石 刻 文 字 ；狭 义 的 “碑 ”仅指东 汉 以 来 形 成 的 ，由碑首、碑 身 、碑 趺 组 成 的 ，具有形制制 

度 的 石 刻 上 的 文 字 ，包 括 祠 庙 碑 、德 政 碑 、墓 碑 等 种 类 。本 文 囿 于 篇 幅 ，仅 对 狭 义 的 “碑 ”刻文 

字的审美形态与美学意蕴略作探讨。

许 慎 在 《说 文 解 字 》中 说 ：“碑 ，竖 石 也 。”认 为 “碑 ”是 扁 平 而 狭 长 的 石 头 。对 “碑 ”最早 

记 载 的 典 籍 文 献 是 《礼 记 》。《仪礼•聘礼》 中 云 ：“陪 鼎 当 内 廉 ，东 面 ，北 上 ，上 当 碑 ，南 陈 。”[2] 

《礼 记 • 祭 义 》中 有 载 ：“祭 之 日 ，君 牵 牲 ，穆 答 君 ，卿 大 夫 序 从 。既 人 庙 门 ，丽 于 碑 。”[3]郑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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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曰 ：“共 必 有 碑 ，所 以 识 日 景 ，引 阴 阳 也 。凡 碑 引 物 者 ，宗 庙 则 丽 牲 焉 ，以 取 毛 血 ，其 材 ，宫 

庙 以 石 ，窆 用 木 。”4 说 明 早 期 的 碑 用 途 有 三 种 ： “宫 中 之 碑 ，识 日 景 也 ；庙 中 之 碑 ，以 丽 牲 也 ； 

墓 所 之 碑 ，以下棺 也 。”[5]这 与 后 世 “碑 ” 的用途显然相去甚远。

东 汉 刘 熙 在 《释 名 • 释 典 艺 》 中 这 样 解 释 “碑 ”： “碑 ，被 也 。此 本 葬 时 所 设 也 ，施 其 辘 轳 ， 

以绳被其上，以 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 书其上。后 人 因 焉 ，故 建 于 道 陌 之 头 ，显见之 

处 ，名 其 文 ，就 谓 之 碑 也 。”[6]显 然 ，此 时 的 “碑 ” 已 有 了 较 明 确 的 精 神 上 的 意 义 。蔡 邕 在 《铭 

论 》 中曾这样阐述汉碑与先秦钟鼎的联系：“钟 鼎 ，礼 乐 之 器 ，昭 德 纪 功 ，以 示 子 孙 。物 不 朽 者 ， 

莫 不 朽 于 金 石 ，故 碑 在 宗 庙 两 阶 之 间 。近 世 以 来 ，咸 铭 之 于 碑 ，德 非 此 族 ，不 在 铭 典 。”[7]可 见 ， 

在 蔡 邕 看 来 ，碑 刻 有 着 替 代 钟 鼎 礼 器 的 功 能 。而 另 一 方 面 ，为 了 巩 固 统 治 ，统 一 天 下 人 的 思 想 ， 

汉 统 治 者 “罢 黜 百 家 、独尊儒术”，将 儒 家 学 说 经 典 《六 经 》指 定 为 读 书 人 的 必 读 书 目 。汉灵帝 

于 熹 平 四 年 （1 7 5 ) 昭 命 蔡 邕 写 定 儒 家 “六 经 ”作 为 范 本 ，派 匠 人 刻 在 石 板 上 ，立 于 太 学 门 外 ， 

让天下读书人都来校勘取证。这种以石经为典范来规范文字的做法也自此流传后世，广 被 效 仿 。

曹 魏 西 晋 时 期 ，为 杜 绝 厚 葬 虚 夸 之 风 ，实 行 薄 葬 禁 碑 政 策 ，厚 葬 与 私 家 立 碑 的 风 气 得 到 遏  

制 ，碑刻的数量大为减少。东 晋 年 间 ，禁 碑 法 令 渐 渐 松 弛 ，立 碑 之 风 重 新 盛 行 。而在同时代的北 

朝 五 胡 之 地 ，佛教的传人以及帝王的热衷，使开窟 造 像 之 风 日 盛 ，以造像碑题记为代表的书法石  

刻 应 运 而 生 。再加上北朝没有禁止立碑的规定，所 以 立 碑 之 风 极 为 盛 行 ，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的  

融合形成了刚健朴素的文化风气，由此产生了自由多样且独具风貌的碑刻书法艺术。在 南 朝 ，帝 

王和世宗大族厚葬之风盛行，豪门显贵的陵墓祠庙中一般有碑、阙 、墓 志 、神 柱 等 ，也都雕刻文 

字 ，从 另 一 个 方 面 推 动 碑 刻 艺 术 的 发 展 。南 朝 的 雕 刻 书 法 主 要 继 承 东 晋 “二 王 ” 清秀俊逸的风  

格 ，雕 刻 精 致 洗 练 ，更多地体现了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趣。随之而来的隋代虽然只统治了短短的  

3 7 年 ，但 是 作 为 一 个 南 北 统 一 的 朝 代 ，其 碑 刻 艺 术 融 南 北 风 格 于 一 炉 ，在碑刻上是一个承上启  

下 的 时 代 ，对唐代的碑刻产生直接的影响。

唐 朝 国 力 强 盛 、文 化 繁 荣 ，以李世民为代表的帝王身体力行和大力倡导，极大地推动了书法  

艺 术 的 发 展 ，碑刻艺术进人到全盛期。据 《全 唐 文 》和 《唐 文 拾 遗 》 《唐 文 续 拾 》 中 记 载 ，当时 

的碑 志 、塔 铭 、造像记等大约有三千多种 [8]。此 时 的 碑 文 多 由 文 章 名 家 和 书 法 名 家 撰 书 ，李世民 

不 仅 亲 手 书 写 《圣 教 序 》，多 次 刻 石 立 碑 ，还 常 令 当 时 的 书 法 家 们 与 高 官 显 爵 们 撰 书 碑 文 ，如虞 

世 南 奉 敕 撰 写 并 书 《孔 子庙堂碑》，魏 征 奉 敕 撰 、欧 阳 询 奉 书 《九 成 宫 醴 泉 铭 》等 ，因而形成了 

唐 代 书 法 艺 术 空 前 鼎 盛 的 局 面 ，涌 现 出 欧 阳 询 、虞 世 南 、褚 遂 良 、薛 稷 、孙 过 庭 、张 旭 、怀 素 、 

颜 真 卿 、柳公权等一大批著名书法家。朝廷还设有专门负 责 为 帝 王 祠 宗 营 建 选 石 的 制 碑 机 构 ，并 

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唐代的书碑名家和碑刻高手的数量成为历史之冠，碑 刻 文 字 诸 体 兼 备 ，精 

妙的书法也成为后世学习的典范，豪华壮丽的唐碑之中承载着的是太平盛世的风采。

宋 代兴起了倡帖轻碑之风，在碑刻上基本承续隋唐余风，但 失 去 了 唐 碑 的 精 致 生 动 。大多碑 

刻只题写几个字甚至一个字，如 “福”“寿” “龙 ” “虎”等 。而 同 时 并 存 的 少 数 民 族 政 权 ，除了 

金朝留下的碑刻相对较多之外，辽与西夏碑刻数量都比较少。元 明 时 期 碑 刻 也 不 复 繁 荣 。一直到 

清 朝 乾 嘉 年 间 ，考 证 之 风 兴 起 ，碑 刻 复 盛 ，特 别 是 1 7 6 4年 清 代 经 学 家 阮 元 在 《南 北 书 法 派 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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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碑 南 帖 论 》中详举了正史、金 石 书 中 所 载 的 传 记 、碑 刻 来 证 明 北 朝 书 法 传 承 有 绪 ，从而使以 

前并不为世人所看重的两汉刻石、魏 碑 、六朝墓志等的价值重新被发现。碑刻文字反过来对书法  

产 生 了 重 要 的 影 响 ：一 些 书 法 家 有 意 去 突 破 精 巧 妍 美 的 帖 学 书 风 ，追 求 一 种 金 石 之 气 、古拙之 

美 。于 是 ，社 会 上 涌 现 了 一 大 批 优 秀 的 书 法 名 家 和 书 文 俱 佳 的 名 碑 ，记 载 下 当 时 重 大 的 历 史 事  

件 ，反 映 着当时的世态人情，充 分发挥碑刻文字的述德、铭 功 、纪 事 、纂 言 功 能 。

如 今 已 进 人 2 1 世 纪 的 信 息 社 会 ，信 息 记 录 和 传 播 的 载 体 日 新 月 异 ，然 而 在 中 国 ，立碑刻字 

依然是 人 们 纪 念 先 辈 、铭 记 历 史 、寄托情思的一种不可替代的方式。碑刻的生命力实际上正来自 

于汉字作为中华文化之源的强大生机。在 对 中 国 古 代 碑刻文字的审美观照之中，人们可以穿越历  

史 ，体悟古人幽邃的精神时空。

受 内 容 、字 体 、书 家 、刻 工 、书 写 材 料 以 及 种 种 因 素 的 影 响 ，碑 刻 的 文 字 形 态 往 往 一 碑 一  

奇 ，各 领 风 范 ，但同时也具有所处时代字符群所共有的宏观审美风貌。正 如 有 的 学 者 所 说 ， 自秦 

汉 、魏 六 朝 以 来 ，“非 文 人 化 的 碑 刻 书 法 在 它 一 开 始 ，便 在 时 代 气 候 的 影 响 下 ，带上了中国古代  

社 会 整 体 文 化 的 浓 厚 气 息 ，不 期 然 而 然 ，也 已 经 开 始 蕴 含 着 较 为 成 熟 的 审 美 意 识 ”[1]133。汉 碑 、 

魏碑与唐碑是中国碑刻文化的三座高峰，也相对集中地反映了汉字在书体演变最关键阶段的审美  

特 征 ，下文就对这三个时期碑刻文字的审美形态作较详细考察。

(一）苍劲浑朴的汉碑

两汉时期是中国文字由篆书向隶书演变、由古文字向金文字蜕变的关键时期，这时的碑刻文 

字 ，形 态 多 样 ，篆 隶 并 存 。由于两汉时期特有的美学理想以及碑刻文字的特殊性，其文字形态体 

现 出 独有的审美风貌：既有小篆的凝整典雅又有简隶的方拙朴茂，既具篆书的奇古浑朴又具八分  

书的工整华丽。

两 汉 的 碑 刻 文 字 就 兼 有 篆 书 的 孑 遗 与 隶 书 的 特 征 。汉 代 的 篆 书 碑 刻 大 多 继 承 了 秦 小 篆 的 风  

格 ，但 是 不 同 于 秦 篆 匀 净 圆 转 的 线 条 ，汉 篆 笔 画 中 开 始 出 现 方 笔 ，形 成 了 方 折 的 隶 意 ，笔画圆 

瘦 ，结 构 匀 称 平 整 ，如 西 汉 的 《东 安 汉 里 刻 石 》 《汉 郁 平 大 尹 墓 铭 》 以 及 东 汉 的 《袁 安 碑 》等 。 

西汉的 碑 刻 较 为 少 见 ，篆 书 刻 字 更 是 稀 少 ，大 多 是几个字的题刻，如 《霍 去 病 墓 刻 石 》仅 有 “左 

司空”三 字 篆 书 ，且 变 化 随 意 草 率 ，不如秦篆的严整划一。到 了 东 汉 ，虽然隶书此时已成为通行  

字 体 ，但 是 由 于 树 碑 立 传 、刻 石 纪 功 的 目 的 主 要 是 为 了 彰 显 扬 名 、流 芳 千 古 ，书者态度 是 恭 谨  

的 ，刻 工 用 刀 是 慎 重 的 ，篆书的典雅庄重更能迎合立碑者的审美心理。因 而 在 两 汉 时 期 ，尤其是 

东汉也常以篆书来刻写碑文，又因篆书刻写速度较慢的缘故，便 常 采 取 以 篆 书 题 写 碑 额 、而以隶 

书刻写碑文的方式。碑 额文字居于石碑的上方，显得格外引 人 注 目 。以 篆 书 题 写 碑 额 ，一方面体 

现 了 庄重肃穆的要求，另一方面篆书线条的装饰性也有利于书者与刻者个性的发挥，体现出丰富 

多 彩 、絢 丽 多 姿 的 形 态 。有 的 笔 画 雄 健 粗 壮 ，以 隶 书 笔 意 表 现 篆 书 字 形 ，如 东 汉 《白 石 神 君 碑 》 

碑 额 “白石神君碑”五 字 ；有的方折劲挺中夹杂圆曲的篆法，显 得 刚 劲 而 又 委 婉 ，如 东 汉 《张骞

102



陈 虹 ： 汉 字 在 古 代 碑 石 上 的 显 现

碑 》；有 的 结 体 茂 密 ，有 的 笔 画 疏 朗 ，有 的 用 笔 遒 劲 ，有 的 圆 转 巧 丽 。有 的刻字干脆结合了篆书

和 隶书笔画，似 篆 非 篆 ，似 隶 非 隶 。如 西 汉 《群 臣 上 醻 刻 石 》 中 的 “臣”字写 作 2 S ，已接近隶

书 ；《鹿孝禹刻石》 中 的 “孝 ”字 ，写 作 g ，上 部 封 闭 性 结 构 有 篆 书 的 特 征 。这本是汉字隶变  

过 渡 期间特有的现象，但是即使在隶书完全成熟的东汉后期，依 然 还 有 这 种 字 体 的 存 在 ，显然是 

书者或刻者为了字体达到庄重典雅的审美效果而有意对成熟隶书作的艺术化处理。

东 汉 中 后 期 还 普 遍 以 八 分 书 用 于 碑 刻 。八 分 书 是 一 种 带 有 波 挑 的 标 准 隶 书 ，其用笔逆人平  

出 、横 向 伸 展 、左 右 开 张 ，波 挑 分 明 ，转 折 形 方 而 笔 圆 ，结 体 工 稳 扁 方 ，显 得 典 雅 凝 整 、整饬华 

美 ，可以充分体现庙堂庄严和儒家文质彬彬的审美情趣。如 现 存 山 东 曲 阜 孔 庙 的 《礼 器 碑 》 （如 

图 1 ) 就 是 东 汉 隶 书 成 熟 期 的 作 品 。碑 上 的 文 字 端 严 而 秀 逸 ，方 整 又 秀 丽 。其 结 体 以 横 向 取 势 ， 

笔 画 粗 细 分 明 ，横 画 波 磔 突 出 ，平正中又使人感到有翩翩欲飞之势；其 刀 锋 犀 利 清 新 ，使笔画显 

得 细 劲 刚 健 ，瘦 硬 似 铁 ，显出一 种 骨 力 与 雄 奇 ；而 结 体 的 舒 展 ，波磔撇捺的加粗又体现出一种韵  

律和无尽 的 意 蕴 。章 法 布 局 严 谨 规 整 ，列 距 较 细 ，行 距 疏 朗 ，字 形 笔 画 交 相 呼 应 ，显得飞动而和 

谐 。细 品 碑 文 ，和谐中透露出一种活泼的生命气息，让人似乎能感受到书刻者那刚健的精神和张  

扬 的 个 性 。再 如 被 称 为 汉 隶 “最后之花” 的 《曹全 碑 》 （如 图 2 )，刻 于 东 汉 中 平 二 年 （85 )，碑 

文 隶 书结体工稳舒展，主横画和撇捺的波挑都特别加长，笔 画 细 秀 流 畅 ，显 得 秀 美 飞 逸 。整个碑 

文 章 法 纵 横 有 序 ，既 秀 丽 华 美 ，又 轻 盈 飘 逸 ，让人似乎能感受到书刻者那细腻绵长的情感。

篥 效 今  

^ 夂 景

图 2 《曹全碑》

汉 碑 石 刻 风 格 繁 多 ，就其分类历史上名家学者各有所论。朱 彝 尊 （627— 1 7 0 9 ) 在 《西岳华 

山 庙 题 跋 》 中 将 汉 隶 分 为 三 种 ：方 整 、流 丽 、奇 古 ；王 澍 （668— 1 7 3 4 ) 在 《虚 舟 题 跋 》里的 

《礼 器 碑 》中 将 汉 碑分为三类：雄 古 、浑 劲 、方 整 ；康 有 为 在 《广 艺 舟 双 楫 • 本 汉 第 七 》 中则将 

汉 碑 分 为 八 类 ：骏 爽 、疏 宕 、高 深 、丰 茂 、华 艳 、虚 和 、凝 整 、秀 韵 。类 似 的 分 类 还 有 很 多 。当 

代 学 者 侯 镜 昶 在 《书学论集•东汉分书流派评述》 中 则 更 为 详 尽 地 列 出 有 1 4 种 不 同 风 格 的 碑 刻 ： 

方 正 派 、方 峻 派 、纤 劲 派 、华 美 派 、奇 丽 派 、平 展 派 、秀 劲 派 、骀 荡 派 、宽 博 派 、馆 阁 派 、劲直 

派 、摩 崖 派 、雄 放 派 、恬 逸 派 。可见汉代碑刻在庄重工整的总体风格之下，又有着异彩纷呈的表  

现 形 态 ，这既是汉字发展演变过渡期的必然状态，也 反 映 出 汉 代 恢 宏 大 气 的 政 治 环 境 ，以及由之

图 1 《礼器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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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宽博开明、敢于开拓创新的文化氛围。

(二）浑厚峻伟的魏碑

魏 晋 南 北 朝 时 期 ，是 汉 字 从 隶 书 演 变 为 楷 书 的 重 要 阶 段 。魏 晋 时 期 ，隶 书 尚 是 官 方 通 行 书  

体 ，石刻文字也大多显为隶体。魏 著 名 的 石 刻 《上 尊 号 碑 》 《受 禅 表 碑 》 《孔 羡 碑 》等 均 为 隶 书 ， 

笔 画 方 棱 ，书 体 方 正 、气 度 庄 严 ，体 现 了 端 严 的 庙 堂 色 彩 ；东 晋 时 期 的 《爨 宝 子 碑 》、 《好大王 

碑 》（如 图 3)、《司马芳残碑》，书 体 皆 兼 有 隶 书 和 楷 书 的 特 点 ，笔 画 多 为 方 笔 ，字 形 方 正 。而南 

北朝时期的碑刻则大多以楷书刻写。南 朝 出 现 了 如 宋 《爨 龙 颜 碑 》这 样 的 名 碑 ，其碑楷书中带有 

隶 意 ，“笔 势 方 折 雄 劲 而 具 飞 动 之 势 ，显 现 出 雄 劲 峻 美 、静 穆 典 雅 、疏 放 妍 妙 的 风 格 ，与北朝碑 

刻的雄劲似同而实异”8]。

位于北方地 区 的 北 朝 ，碑刻书法比南朝更加丰富多彩。因 为 北 方 历 来 为 中 华 文 化 的 核 心 ，虽 

然 西 晋 被 灭 后 ，士 族大户大多南迁，但是仍留下了深厚的中华文化的底蕴，与北方的少数民族文  

化以及西人的佛教文化互相影响和渗透，形成了北朝刚健而清新的地域文化，也孕育出一种新的 

书体—— 魏 体 。这种书体以 方 笔 为 主 ，隶 意 浓 重 ，结 体 大 胆 夸 张 ，充 满 自 由 想 象 力 ，从而开创了 

“魏 碑 ”碑体的一 代 风 貌 。

魏碑的字体 形 态 多 样 ，大体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 期 是 隶 书 向 楷 书 演 变 的 过 渡 期 ，由于 

还没有形成严格的规范，各 地 的 刻 工 们 可 按 照 自 己 对 艺 术 的 理 解 和 审 美 情 趣 来 处 理 字 的 形 体 结  

构 ：有 的 方 直 端 正 ，简 洁 大 方 ；有 的 以 隶 书 为 主 ，但是笔 画 撇 捺 被 夸 张 处 理 ；还有的在隶书中间 

有 楷 意 ，等 等 。到 了 后 期 ，楷 体 更 加 明 显 ，形 体 趋 于 规 范 ，横 画 倾 斜 健 劲 ，点 、撇 、捺跌宕起  

伏 、峻 厚 奇 逸 ，结 笔 爽 利 ，整 个 字 显 得 厚 重 拙 朴 ，雄 健 大 气 ，体 现 出 北 朝 刚 健 豪 爽 的 民 族 性 格 。 

北 魏 正 光 三 年 （2 2 ) 刻 立 于 山 东 曲 阜 的 《张 猛 龙 碑 》 （如 图 4 ) 是 北 朝 魏 碑 体中具有代表性的作  

品 ，受到历代书家的推崇。其 碑 额 1 2 字 ，碑 的 正 面 用 阳 文 书 刻 2 6 行 ，每 行 4 6 个 字 ，碑阴刻立  

碑 者 姓 名 。碑文记述了魏鲁郡太守张猛龙兴学办校的事迹。碑 上 的 文 字 已 是 成 熟 的 方 笔 楷 体 ，字 

的结构紧密，横 笔 微 微 上 斜 ，方 起 方 收 ，显 得 骏 爽 有 力 ；转 折 处 方 正 锐 利 ，但又于体势强劲之中  

呈现出宽裕开张之感。此 碑 刻 工 精 巧 ，笔画的起落刻得方整凌厉，更 增 强 了 体 势 的 力 度 。其布局 

井然有序而又 相 互 呼 应 ，因 而 在 端 稳 之 中 却 也 渗 透 出 几 分 空 灵 雅 致 。康 有 为 先 生 在 《广艺舟双  

辑 》中曾对魏碑书法高度评价，称 其 有 十 美 ： “一 曰 魄 力 雄 强 ，二 曰 气 象 浑 穆 ，三 曰 笔 法 跳 跃 ， 

四曰点画峻厚，五 曰 意 态 奇 逸 ，六 曰 精 神 飞 动 ，七 曰 兴 趣 酣 足 ，八 曰 骨 法 洞 达 ，九 曰 结 构 天 成 ， 

十曰血肉丰美。是 十 美 者 ，唯 魏 碑 、南 碑 有 之 。”[9]826

图 3 《好大王碑》 图 4 《张猛龙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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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的石刻追 求 规 整 实 用 ，不 管 是 碑 刻 墓 志 还 是 造 像 记 、摩 崖 ，刻 字 的 排 列 经 过 精 心 设 计 ， 

甚至将文字刻凿在整齐的界格中，整个版面显得规整凝重，秩 序 井 然 ，显现出北方文化质朴理性  

的特点。而中晚期南朝优美秀丽的书风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北朝书风，最终形成了风格纷繁而趋  

于接近的趋势。康 有 为 先 生 说 ： “统 观 诸 碑 ，若 游 群 玉 之 山 ，若 往 山 阴 之 道 ，凡后世所有体格无  

不 备 ，凡 后 世 所 有 之 意 态 ，亦 无 不 备 矣 。” [9]8°7或 许 正 因 如 此 ，魏碑文字以其丰富的运笔内涵以及  

自由的气度而被清代学者关注并推崇。

总 之 ，魏 碑 文 字 沉 稳 、厚 重 、浑 实 、健 劲 ，在 经 过 了 千 百 年 的 风 摧 雨 蚀 之 后 ，笔画刀痕变得 

更 加 苍 润 古 拙 ，于是最终呈现给人们的是它那浑坚大气的气魄，浑厚沉毅的意态以及雄强刚健的  

精 神 。

(三）雄健华丽的唐碑

唐碑石刻是中国碑刻发展鼎盛阶段的体现。无 论 是 形 制 、还 是 书 体 、文体以及章法的布局都  

接近尽 善 尽 美 。篆 、隶 、楷 书 均 已 发 展 完 备 ，刻石技 法 也 大 大 提 高 ，可以根据字体和书体的不同  

运 用 相 应 的 刀 技 ，还能根据墨书 的 轻 重 缓 急 、提 按 顿 挫 ，采 用 不 同 的 刀 法 ，表现碑文起伏变化的  

韵 律 。有的墓碑文字的笔画撇捺趋向明确，挥 笔 泼 墨之态势得到立体的再现，刻刀不仅增强了笔  

力 的 刚 健 舒 展 ，还大大加强了笔书所难及的厚重和丰满；还有的碑刻似乎能让人们想象出刻工挥  

凿奏刀时情感的起伏与动作的节奏，表 现了丰富的意趣与美感。

唐 时 碑刻种类不断增加，碑 刻 内 容 更 加 广 泛 ，不 仅 有 墓 陵 类 碑 、纪 功 记 事 碑 ，还有佛道寺庙 

碑 、祠 庙 家 庙 碑 、学 府 文 庙 碑 、传 承 纪 念 碑 等 。碑刻也具 有 了 更 高 的 文 化 价 值 和 社 会 地 位 。唐朝 

打 破 了 文 人 、士大夫不参与书写碑文的习惯，帝 王 将 相 、书 法 大 家 都 参 与 了 书 丹 碑 文 。因 此 ，唐 

代碑刻 既 有 以 欧 阳 询 、虞 世 南 、褚 遂 良 为 代 表 的 古 雅 秀 丽 ，也 有 李 邕 、柳 公 权 为 代 表 的 劲 健 爽  

利 ，还 有 颜真卿的方严整肃、大 气 磅 礴 。这 是 盛 唐 积 极 乐观的时代精神的鼓舞，也是海纳百川般 

的时代文化的孕育。盛 唐 的 书 风 流 派 百 花 齐 放 、竞 相 争 雄 ， “不 仅 突 破 了 秀 雅 妍 丽 的 风 格 ，而且 

在 唐 初 峻 整 、健 劲 、妍媚的楷书风格上又发展了一步，形成刚健雄强的气魄和张扬豪放的艺术风  

格”[1°]97，而 碑 刻 书 法 则 以 凝 固 的 形 式 永 远 地 保 存 了 这 种 盛 唐 气 度 。下 面 笔 者 拟 通 过 几 方 优 秀 的  

唐碑来作较具体的直观赏鉴。

《孔 子庙堂碑》（如 图 5 )，建 于 唐 贞 观 二 年 （633)，是 为了纪念孔庙落成而建，由著名书家虞 

世南撰文并书写。碑 文 以 楷 书 书 写 ，结 体 端 正 秀 丽 ，用 笔 轻 柔 、方 圆 兼 备 ，柔 中 有 刚 ，温柔洒脱 

中流溢着儒雅之风，刻 工 精 细 ，刀 法 巧 妙 ，笔画起 落 处 多 用 圆 刀 ，轻 挑 笔 画 处 逆 人 回 刻 、精细工 

巧 ，原 作 的 神 韵 盈 碑 ，呼 之 欲 出 。

《晋 祠铭碑》（如 图 6)，立 于 唐 贞 观 二 十 年 （646)，李 世 民 晚 年 所 书 ，是中国现存的第一块行 

书 碑 。该碑书 写 得 成 熟 老 练 ，颇有帝王睥睨天下的气韵。其 笔 画 遒 劲 有 力 ，字 体 洒 脱 放 达 ，笔势 

流 逸 潇 洒 。碑 石 质 地 较 粗 ，但是增加了笔力的浑厚圆劲，形 成 了 柔 中 有 刚 的 效 果 。风化剥蚀的痕 

迹增加了碑文苍茫坚浑的美感，显 得 雄 厚 浑 成 ，充 满 帝 王 之 象 。

《断 千字文》（如 图 7 )，具 体 时 间 不 明 ，大 约 立 于 唐 武 德 元 年 一 天 佑 四 年 （618— 907 )，相传 

为 张 旭 所 书 ，被 刊 刻 在 六 块 长 方 形 的 石 头 之 上 ，是 唐 代 草 书 碑 刻 的 杰 出 代 表 。该 碑 文 是 狂 草 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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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画 纵 横 豪 放 、粗 细 相 间 、勾 连 绵 延 ，字 体 大 小 不 一 、错 落 而 下 ，其 激 越 似 闪 电 、狂放如野火的 

激 情 顺 着 笔势一泻千里。当 然 ，这 幅 碑 刻 的 工 艺 不 够 精 巧 ，宛 转 轻 柔 的 笔 画 韵 律 没 有 很 好 地 表  

现 ，显 得 有 些 僵 硬 死 板 ，因为草书的雕刻要求刻工不仅有精熟的刀技还要有较高的书法造诣。尽 

管 如 此 ，人们还是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书者桀骜不驯的风骨和豪放热烈的情感，这是张旭鲜明个  

性和 卓 越 才 华 的 表 现 ，也 是 大唐气势的张扬。

《颜 勤 礼 碑 》（如 图 8 )，唐 大 历 十 四 年 （7 7 9 ) 刻 ，是 颜 真 卿 为 其 曾 祖 父 颜 勤 礼 所 立 ，并亲自 

撰 文 书 写 。此时颜真卿的艺术风格已臻成熟，笔 法 更 加 圆 润 雄 浑 ，结 体 宽 博 端 稳 ，骨 力 遒 劲 、气 

宇 轩 昂 。《颜 勤 礼 碑 》 的 碑 刻 文 字 笔 力 苍 劲 ，结 体 雍 容 端 庄 、舒 展 开 阔 ，空间格局紧密而浑满壮  

实 ，整 体 给 人 气 势 磅 礴 之 感 。这 尊 碑 石 的 雕 刻 技 艺 也 是 甚 为 精 妙 ，在 起 笔 和 收 笔 处 以 及 竖 钩 、 

点 、撇捺处都采用圆刀旋刻与方刀回刻的技法，较 好 地 再 现 了 原 书 的 裹 锋 写 法 和 笔 韵 ，并且增强 

了笔画的张力，加 强 了 颜 书 圆 润 浑 厚 、沉 雄 伟 壮 的 美 感 。压 刀 慢 进 的 刻 法 使 碑 文 线 条 酣 畅 有 力 、 

气 韵 贯 通 ，洋溢着伟壮沉雄的气势。由于长期深埋地下，经 过 长 时 间 的 风 化 水 蚀 ，这块碑的碑面 

已经有了斑驳坑洼，字 的 刀 痕 也 有 剥 蚀 ，似 乎 使 碑 面 不 再 那 么 完 美 ，但 是 却 增 添 了 几 分 坚 润 雄  

浑 ，更使 人 感 受 到 古 韵 悠 远 、忠义沉雄的气象。《颜 勤 礼 碑 》的 书 法 是 大 唐 帝 国 繁 华 气 度 的 体 现 ， 

也是颜真卿 道 德 品 性 、情 感 心声的自然流露。当 然 ，它在石碑上的完美表现是又一次成功的再创  

作 ，“是 那 位 雕 刻 艺 术 家 情 感 与 艺 术 的 完 美 结 合 ，是 领 悟 与 刀 技 的 天 然 默 契 ，是 情 艺 交 融 、智功 

合糅的艺术创造”[10]124。面对这样的碑刻文字，使 人 不 由 自 主 地 产 生 由 衷 的 敬 意 。正如朱光潜先  

生 说 ：“我 在 看 颜 鲁 公 的 字 时 ，仿 佛 对 着 巍 峨 的 高 峰 ，不 知 不 觉 地 耸 肩 聚 眉 ，全身的筋肉都紧张  

起 来 ，模 仿 它 的 严 肃 。”11]这句话传神地表达出千百年来观者的共同感受。

图 5 《孔子庙堂碑》 图 6 《晋祠铭碑》

图 7 《断千字文: 图 8 《颜勤礼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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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虹 ： 汉 字 在 古 代 碑 石 上 的 显 现

这四尊碑刻只是唐三百多年间刻制的丰碑伟碣中的吉光片羽，人们便可从中初步领略那个时  

代 前 所 未 有 的 恢 宏 气 象 和 书 刻 家 自 信 而 豪 迈 的 内 心 世 界 。 由 此 可 知 ，碑 刻 是 各 个 时 代 的 精 神 标  

记 。庄重古朴的汉碑反映着汉王朝的风采，峻 整方正的魏碑是北方民族精神的体现，而唐碑则被 

盛世气度所笼罩……面 对 石 碑 ，线 条 模 糊 、漫 漶 、斑 驳 、字迹不清的碑刻带给我们更加丰富的审  

美感受和深沉的文化哲思。

从 形 态 不 一 、文 字 简 率 的 “石 ”到 有 着 一 定 形 制 和 精 美 书 法 的 “碑 ”，期 间 跨 越 了 漫 长 的  

岁 月 。在 早 期 的 多 种 文 化 载 体 如 兽 骨 、陶 器 、青 铜 、简 帛 等 都 逐 渐 消 失 之 后 ，唯 有 “碑 ”还沿 

用 至 今 ，这 与 其 表 里 如 一 的 “物 象 性 ” 特 征 有 关 。在 中 国 古 人 心 目 中 ，石 头 具 有 坚 固 、顽 强 、 

灵 秀 、永 恒 的 特 性 ，能 承 载 着 人 们 对 坚 贞 、不 朽 的 向 往 和 想 象 ，因而古人总将最重要的内容刻  

于 磐 石 。商 周 铭 功 于 钟 鼎 ，汉 代 纪 德 于 石 碑 。蔡 邕 曾 说 ： “钦 盛 德 之 休 明 ，懿 钟 鼎 之 硕 义 ，乃 

树 碑 镌 石 ，垂 世 宠 光 。” 刘 勰 也 曾 云 ： “以 石 代 金 ，同 乎 不 朽 ， 自 庙 徂 坟 ，犹 封 幕 也 。”3 由 

之 可 见 ，述 德 、铭 功 、纪 事 、纂 言 是 碑 刻 与 生 俱 来 的 使 命 。人 们 将 最 值 得 记 载 的 事 功 和 言 词 铭  

记 于 碑 刻 ，碑 刻 因 而 成 为 古 代 文 化 的 精 华 和 浓 缩 ，所 谓 藏 之 名 山 ，传 之 后 世 ，碑刻文字 中 必 彰  

显 出 独 特 的 精 神 价 值 。这 种 精 神 价 值 蕴 含 在 一 篇 篇 碑 志 铭 文 之 中 ，体 现 在 一 个 个 方 块 字 的 书 法  

之 中 。因 此 无 论 汉 碑 隶 书 的 劲 健 苍 浑 还 是 唐 刻 楷 书 的 雄 健 端 庄 ，都 不 仅 仅 是 一 种 书 法 风 格 ，而 

是 一 种 精 神 和 人 格 的 外 化 ，是 一 个 时 代 共 有 的 精 神 追 求 和 价 值 取 向 。直 面 青 黑 色 的 石 碑 上 端 雅  

肃 穆 的 汉 字 ，感 受 到 的 是 古 人 对 生 命 意 义 与 生 命 价 值 等 问 题 的 深 沉 思 考 和 郑 重 表 达 。

(一 ）对生死的超越

生死是人生中最为重大的时刻，也 是 一 切 文 学 艺 术 、哲 学 思 想 和 宗 教 观 念 最 为 深 刻 的 主 题 ， 

畏 惧 死 亡 、留恋生命是人类乃至一切生物的本能。超 越 生 死 、追求永恒是自古以来人们最大的愿  

望 。墓碑是碑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一种最能让人们切近死亡的物象。人们面对墓碑时伴随  

着 一 种 非 常 近 、非 常 远 的 情 绪 ，这 种特殊的情绪就是由生死大事而产生的敬畏之心，而隐匿在敬 

畏背后的真正意愿是对生死的超越。人是在时间与空间中与这个世界照面，时间的限度规定了生 

死 的 必 然 。那么如何去超越永恒的生死呢？这 是 人 类 有 自我意识以来最关注的主题。碑刻似乎是 

让逝者走向永恒的一条通道。碑主人的生命尽管已然逝去，而其人其事作为历史的一个环节却永  

远地保存在文化长河之中。因 此 ，沉重的石碑中包含着深刻的生命内涵，它浓缩了一个生命的一  

生 ，并在后人的一次次造访中使得生命之光得以重现。碑主生前的功绩懿德由此超越了时间的局  

限 ，通过碑刻成为精神走向无限。

碑 的 形 制 中 也 似 乎 体 现 了 人 们 这 样 的 愿 望 。起 初 ，汉 碑 一 般 分 为 碑 首 、碑 身 和 碑 座 （碑 趺 ） 

三 部 分 。长 方 形 的 碑 身 ，上 有 螭 首 ，下 有 龟 座 。所 谓 “螭 ”是 指 一 种 黄 色 的 龙 ，是 一 种 象 征 吉  

祥 、英 雄 的 神 物 ，相 传 具 有 行 云 布 雨 的 超 凡 神 力 和 祛 灾 降 福 的 无 比 灵 性 ，因 而 成 为 华 夏 的 图 腾 ， 

成为中华精神的象征物。一 般 在 碑 首 精 雕 着 龙 纹 象 征 着 皇 权 或 地 位 的 尊 崇 。而 龟 趺 的 “龟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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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叫 “赑 质 ”亦 称 “霸下”，传 说 力 气 极 大 、善 于 负 重 而 又 寿 命 很 长 ，以它作碑座也 是 希 望 它 能  

永 远 驮 着 碑 石 ，使碑石保 存 久 远 。站 在这样的碑前审视碑文，碑自身的表象特征会一并调动人们  

的 感 觉 、知 觉 、想 象 、情 感 等 各 种 审 美 心 理 ，让 人 们 在 观 赏 碑 的 伟 岸 与 其 装 饰 文 字 的 沧 桑 的 同  

时 ，油然产生一种历史的崇高感。这种感受显然迥异于翻阅墨迹史书。

(二） 对生命价值的追问

所 谓 “价值”是 指 客 体 的 存 在 、作 用 以 及 它 们 的 变 化 对 于 一 定 主 体 需 要 及 其 发 展 的 某 种 适  

合 、接近或一致 [14]。对 于 作 为 主 体 的 人 而 言 ，实 现 生 命 价 值 是 生 命 中 最 高 的 追 求 ，生死的价值  

则 是 生 命 价 值 的 重 要 构 成 部 分 ， “从 共 性 上 说 ，人 的 生 死 价 值 都 是 在 终 极 关 怀 的 观 照 下 确 立 的 ， 

而人的终极关怀都是追求不朽，差 异 只 在 于 走向不朽的途径”[15]。古 往 今 来 ，无数圣哲大贤希望  

能 寻 找 到 一 条 走 向 不 朽 和 永 恒 的 通 道 。道 家 希 望 通 过 回 归 自 然 的 方 式 来 保 持 肉 身 长 久 以 达 到 不  

朽 ，佛家将超越无执进人涅槃境界作为对人类终极的关怀，而儒家则是把从现实人生中建功立业  

作为生 命 的 最 高 价 值 ，超 越 生 死 走 向 不 朽 。

作 为 承 载 着 丰 厚 传 统 文 化 的 “器 ”，碑 刻 中 附 着 的 最 深 刻 的 、最 光 辉 的 事 物 ，便是这种体现  

着 生 命 价 值 的 “道”，它 巧 妙 地 将 “道” “器 ”融 为 一 体 ，以 “器 ” 载 “道 ”。这 里 有 道 家 的 “齐 

一生 死 ”之 道 ，也 有 佛 家 的 “超 越 无 执 ”之 道 ，但 更 多 的 是 儒 家 的 “人 生 修 为 ，造 福 苍 生 ”之 

道 。儒 家 思 想 认 为 作 为 一 个 真 正 的 君 子 应 该 要 “修 身 、齐 家 、治 国 、平 天 下 ”。在生的世界要有  

所 作 为 ，造 福 国 家 社 会 ，以实现自我价值的完满。生 命 的 价 值 还 在 于 对 忠 信 礼 义 的 坚 守 ，甚而可 

以 “舍生取义”。因 此 ，那 些 承 载 着 圣 帝 明 君 、功 臣 贤 相 、仁 人 志 士 、民族英雄以及孝子节妇等  

的 碑 刻 ，无不在向世人昭示着某种精神，以此彰显生命真正的价值。正是在世世代代对生命意义  

的彰显和标举之中，中国人形成了伦理化的生命价值观，并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

(三） 对民族精神的垂范

“彪 炳 真 、善 、美 ，这 是 碑 刻 文 化 最 核 心 的 认 知 价 值 。让 真 善 美 的 精 神 不 灭 ，让真善美的灵  

魂 永 驻 ，是 碑 刻 文 化 的 理 念 坐 标 。”[16 ]提 倡 积 极 的 人 生 意 义 追 求 ，垂 范 本 民 族 深 层 的 文 化 精 神 ， 

建立起良好社会秩序和道德准则，从而维系着民族的生存发展与壮大—— 碑刻就承担着这样一种  

维 系 的 使 命 。几 千 年 来 ，华夏 民 族 世 代 沉 淀 下 来 的 ，以 “立 德 ” “立 功 ” “立 言 ”为 宗 旨 的 、追求 

青 史 留 名 的 积极人世的精神，百 折 不 挠 、 自强不 息 、富 贵 困 厄 不 移 其 志 的 进 取 精 神 ，舍 生 取 义 、 

为 国 捐躯的牺牲精神，都可以在碑刻内容中得到体现。因而探寻 碑 刻 博 大 深 邃 的 精 神 内 蕴 ，能激 

荡天地正气 和 民 族 豪 情 ，复 苏灵魂中的民族性情，让 人 们 对 个 体 生 命 价 值 做 出 终 极 判 断 ，从而使 

精神上升到一个崇高的境界。这是现在任何高科技手段制作的文字所无法取代的。

一 石 一 春 秋 ，一 碑 一 世 界 。碑 刻 不 仅 是 一 尊 石 器 ，它 蕴 含 着 人 们 对 精 神 价 值 永 不 停 歇 的 追  

求 ；碑文也不只是 显 现 的 汉 字 ，而 是 同矗立的石碑一起，给 予 人 们 精 神 的 指 引 。它们帮助人们从 

中追溯文化之根，切 近 无数先贤圣哲曲荡恚涩的心灵， “在 这 个 再 次 面 临 启 蒙 与 转 型 的 民 族 心 灵  

间 ，激起各类生机与絢烂涟漪”[1]17, 从 而 保 留 着 对 传 统 文 化 最 鲜 明 的 记 忆 ，期盼着宽厚雄强的  

民族精神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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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earance of Chinese Characters on Ancient Stone Inscriptions
Chen H o n g

Abstract： In scrip t io ns are the essence and concentration of ancient c u ltu r e, and are s ign s of the

tim e spirit in each historical p er iod. T h e inscript ions of L is h u styee of c a l l ig rap h y in the H an D y 

n a sty are m agnif icen t and p o w e r fu l. T h e stone carving in the N o rth e rn Wei D y n a s ty is v igorous

and g ra n d. T h e rnscriptions of tab le ts \n the T a n g D y n a s ty are stron g and g o rg e o u s. A l l of them

bring us abundant aesthetic fee l in gs and deep cultura l m ed ita t io n. T h e ancient stone inscriptions 

contain the deep m editation and the constant pursu it of m eanin gs and values of life by the re

now ned s a g e s： H o w  to transcend life and d ea th? H o w  to achieve the " im m o r t a l"? Ch inese c h a-- 

acters appearing on ancient stone inscript ions in all previous d y n a s t ie s, l ike im m o va b le cultural  

r o o t s, a lw a y s give people the guide of national sp ir it.

Key words： in s c r ip t io n s; Ch inese c h a r a c t e r s; aesthetic f o r m ； m eanin gs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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