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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 碑 溯 源 —— 平 城 时 期 魏 碑 书 法 艺 术 展 ”正 在 太 原 市 博
物 馆 展 出 ，这 是 我 国 近 年 来 首 次 举 办 的 以 北 魏 平 城 时 期 碑 刻
书 法 艺 术 为 主 题 的 大 型 展 览 ，也 是 全 国 第 十 三 届 书 法 篆 刻 展
山西展区的古代系列展之一。

本版撷其精华，以飨读者。
——编者

魏碑撷珍
张永强

南北朝时期的“北碑”与“南帖”是中国古代书法史的重要
组成部分，分别以铭刻雄强和笔札风流著称。清代康有为在其
名著《广艺舟双楫》中推崇“魏碑十美”为：“魄力雄强、气象浑
穆、笔法跳越、点画峻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
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美。”他所指的是以魏碑书法艺术成熟
时期的《龙门二十品》《云峰刻石》和《北邙墓志》为代表的洛阳
魏碑而言。平城魏碑气势雄强，有阳刚之美；风貌朴拙，蕴高古
之风。在时间、地域和艺术形态上与洛阳魏碑具有衔接性，“北
碑”因有了平城魏碑而更为完整。

文成帝南巡之颂碑
北 魏 和 平二 年（461）刻 ，著 录 最 早 见于北 魏 郦 道 元《水 经

注·滱水》，后湮没无闻。 20 世纪 80 年代重新发现于山西省灵
丘县郊唐河河谷台地，现移藏至大同灵丘觉山寺。

碑 已 断 碎 ，下 端 佚 失 ，龟 座 仍 存 。 两 面 刻 ，篆 额
“皇帝南巡之颂”3 行 6 字，碑阴刻从官题名 2000 余字，
其体量是目前发现的魏碑中最大的。碑文记述了和
平二年（461）三月，文成帝率军自平城出发，经定州至
于邺都（今河北省临漳县），途经此地举行上巳修禊和
御射的活动，可与《魏书》记载相印证。

此 碑 的 书 体 斜 画 宽 结 ，笔 势 舒 展 、劲 健 ，收 笔 上
扬，仍有隶书的遗韵，整体书风已是较为成熟的楷书
面貌，是北魏平城时代最重要的碑刻之一。

邑师法宗等五十四人云冈造像记
北魏太和七年（483）刻，1919 年发现于云冈石窟

第 11 窟东壁上层。
此记是云冈石窟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造像题记，也

是现存北魏平城时代的重要石刻之一。内容为邑师
法宗等信士女五十四人为孝文帝及其祖母文明太后

“敬造石庙形像九十五区及诸菩萨”，是云冈石窟第 11

窟开凿的明确记载。
书体在隶楷递变之间，笔致茂密，敦厚古雅，是平

城魏碑雄悍书风的代表作。
此拓为刚发现不久时民国梁上椿旧藏精拓本，钤

“不风斋”“梁上椿印”。

孙恪墓志
北魏正平元年（451）刻，20 世纪末出土于山西大

同市市郊，大同市博物馆藏。
楷法绵密，隶意犹存，体势飞扬，笔力雄健，是北

魏平城时代的典型书风。此为该志初出土时殷宪先
生手拓，墓志时间据其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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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 8月，彭真化名傅春雷写给
团中央一封信，主要内容是汇报太原团
地委改选情况。为了保密起见，信中多
次使用暗语。原文如下：
钟菊（指团中央）：

太校初级教务会，自七月间，因半
过数离校，既不能正式开会，今教务长
春雷又被铁总调去（廿五日后即动身），
若长此以往，教务势必废弛，故十一日
大中两级教务会议议决组织临时初级
教务会，次日（十二）晚，大会即遵照议
案，由同学举出正式委员五人——王宏

汉，尚静尘，毛心斋，纪秋蕉，傅春雷。候补委员三人——纪
秀川，陈焕亭，田永祥。次日临时初级教务会第一次会互推
王宏汉为教务长，傅春雷为庶务兼会计，毛心斋为工农科主
任，纪秋蕉为学生自治会主任，尚静尘为训育主任。任期至
九月十日为限。

太校教务长 C.L.Fu
1925年，阎锡山当局大量扩军，为了筹集巨额军费，不顾

人民死活，大大加重了税赋。其中一项重税叫房屋估价税，
即对全省城乡所有的房产（包括牲口棚、猪羊圈和厕所）逐户
登记估价，按所估价“值百抽九”征税，并于 1925年初下令各
县开征。

5月 18日，彭真、纪廷梓和潘恩溥等共产党员率领 4000

余名各校学生，一路高喊要求取消房屋估价税的口号，向督
军府进发，沿途许多工人、店员、市民陆续加入游行示威队伍
中，到督军府时已达万人。阎锡山自知支持征收房税的人不
多，怕事态闹大难以收拾，同意接见请愿代表。彭真、潘恩溥
等 20余名代表到督军府内同阎锡山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最
终，阎锡山不得不答应立即取消房产税，并亲自写下：“房屋
估价补契办法，着即取消，关于此项税款，如有收起者，立即
退还，以昭公允。”

反房税斗争的彻底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省人民的革命
斗志。同年 5月，上海爆发了五卅惨案，彭真等共产党员领导
山西广大民众掀起声援上海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斗争。

阎锡山取消房税的三个多月来，一直怀恨在心，开始收
集彭真领导革命斗争的材料，并准备发出通缉令，逮捕彭
真。中共北京区委从多个渠道获悉这一消息后，决定迅速将
彭真调离山西，到石家庄工作。这封信正是彭真在调离太原
前所写，从中体现出革命者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

彭真生平暨中共太原支部旧址纪念馆供稿彭真生平暨中共太原支部旧址纪念馆供稿

自然金自然金““华北金蟾华北金蟾”（”（山西地质博物馆藏山西地质博物馆藏））

乱石滩唐墓墓室全景 “树下人物图”之一 “树下人物图”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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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青铜博物馆，藏有
一组 19 件青铜乐器编镈和一
套 13 枚的石磬。它们均出土
于春秋大墓——赵卿墓。

这 套 青 铜 编 镈 ，形 制 相
同，尺寸大小依次递减。比出
土于湖北随州著名的战国曾
侯乙编钟要早 100多年。

《仪礼·大射仪》注：“镈如
钟 而 大 ，奏 乐 以 鼓镈为 节 。”
《说文》：“镈，大钟，淳于之属，
所以应钟磬也。”镈是春秋晚
期出现的一种大型打击乐器，
形 制 与 钮 钟 相 同 ，但 体 型 颇
大，是指挥乐队节奏的重要乐
器。赵卿墓出土的 19 件镈，
应是一组成套的编镈，按其纹
饰可分为夔龙夔凤纹镈和散
虺纹镈两种。镈体正视呈梯
形，俯视如合瓦的椭圆状，钮
作带角张翅的飞虎状，衔梁对
峙，鼓、舞、篆部或饰夔龙、夔
凤，或饰散虺纹。这套编镈中
最 小 的 19 号 镈 通 高 11.3 厘
米，仅重 0.69公斤。

与镈相配的是石磬。磬
一套 13 枚，多为灰白色石灰
岩 制 成 ，形 制 相 近 ，大 小 相
次。除个别磬大致完整外，余
皆破碎，并伴有严重的溶蚀现
象。但据说敲击还能发出清
脆的乐声。

磬是中国古老的打击乐
器，为“八音”中的“磬石”音。
由石或玉制成，钻孔悬挂于架
下，击打发出声音。由于磬在祭祀活动中地位突出，统
治阶级也逐渐加入这一乐器的研制中，并将其视为身份
地位的象征。由于备受历代帝王的青睐，加快了石磬艺
术的发展，逐渐出现了编磬。

古代王公贵族的祭祀、宴飨等活动往往在敲钟击磬
的美妙音乐中进行，称为钟鸣鼎食，排场十分豪奢。《左
传·成公十三年》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说明周人
将祭祀和战争视为国家最重要的事情。祭祀与礼乐密
不可分，祭祀文化逐步发展成为礼乐文化，乐与礼同样
重要。在古代乐的作用，对贵族阶层主要用于祭祀、宴
飨、典礼等，所谓助礼仪、飨鬼神；对平民阶层主要是教
化民众、引领风俗。

赵卿墓出土的一组 19件编镈是我国目前仅有的一
套，既是研究音乐史的宝贵资料，又是工艺研究的典型
实物。看到它们，人们仿佛置身于 2000 多年前的音乐
殿堂，钟磬齐鸣，衣带飘逸，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青铜编青铜编镈镈（（山西青铜博物馆藏山西青铜博物馆藏））

瓷枕消暑
慧 亭

金代三彩剔刻填黑“羊祜坠马”图枕（山西博物院藏）

初伏将至，太原进入盛夏后，气温逐渐攀升。古人在没有
空调的夏天如何消暑？清人曰：“昔尚瓷枕，暑月用之必佳。”

山西博物院有一件金代三彩剔刻填黑“羊祜坠马”图枕，不同
于普通瓷枕，它的枕身呈六角形，曾收录于《磁枕玄珠》。

这种六角形瓷枕是将长方形瓷枕的后墙两角切去制成，两
面高，中间略低，微有坡度。此种形制的瓷枕目前国内发现数量
不多，且大多以黑釉作底。而山西博物院的这件瓷枕，枕身周围
施绿釉且通体剔花，枕面为黑地勾金边“羊祜坠马”图。

瓷枕的历史，可追溯至隋朝。开始时，作为陪葬的明器居
多。至唐代，瓷枕大多体积较小且较高，已开始流行。由于当时
的烧瓷技术不算发达，瓷枕还比较稀有。到了宋朝，制瓷技术日
渐成熟，瓷枕的种类开始变多，且做工也更加精致。

据记载，瓷枕沁肤宜人，爽身怡神，是消暑的理想寝具，在宋
代最为流行。有一些设计精妙的瓷枕，还可以往里面灌入冷水、
放入冰块，消暑的效果就更好了。

北宋抗金名将李纲在《吴亲寄瓷枕香垆颇佳以诗答之瓷枕》
一诗中写道：“远投瓦枕比琼瑜，方暑清凉惬慢肤……枕上片时
聊适志，黄粱未熟到东吴。”北宋诗人张耒在《谢黄师是惠碧瓷
枕》一诗中写道：“巩人作枕坚且青，故人赠我消炎蒸。持之入室
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惊。”这两首诗，表明了古人对瓷枕清凉消
暑、助人入眠之功效的认可。

在中医理论中，人的后脑处有一个重要的穴位称玉枕穴。
长期使用温润清凉的瓷枕，可以刺激玉枕穴，起到疏通大脑经络
的作用。《本草纲目》中记载：“久枕瓷枕，可清心明目，至老可读
细书”，就是说常枕瓷枕可以保护视力，延缓视力衰退。

《《文成帝南巡之颂碑文成帝南巡之颂碑》》拓片拓片

《《邑师法宗等五十四人云冈造像记邑师法宗等五十四人云冈造像记》》拓片拓片

《《孙恪墓志孙恪墓志》》拓片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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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事死如事生，因而陵墓的建筑和随葬品均仿照世
间，犹如生时，此乃历代之流俗。因地域不同，墓葬涉及的文
化内涵也不尽相同。西安和太原是出土唐墓“树下人物图”
最集中的两个地区，但两地的图像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太原
地区唐墓“树下人物图”发现早、数量多，且内容难以识读，因
而引起研究者极大关注，有学者称之为“太原模式”。众多学
者各显所长，观点众多，迄无定论。

目前，太原地区已经出土的唐代壁画墓有 20余座，全部
带有“树下人物图”。其中，保存较好、资料较为完整的有 17

座；有确切纪年的 6 座，分别是赵澄墓（696）、郭行墓（700）、
赫连山墓（727）、赫连简墓（727）、温神智墓（730）和乱石滩□

（缺字——编者注）范墓（736）。另有龙山火葬场唐墓，由于
墓志（砖质）文字漫漶，依稀可辨是唐开元年间。纪年墓以唐
开元年间最多，没有纪年的墓葬，发掘者也大多将年代推定
在初唐至中唐。

近年来，太原地区出土了一批绘画水平较高且保存较好
的“树下人物图”唐墓，为这一题材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笔者认为，在太原地区唐墓中普遍存在的屏风画“树下
人物图”，其中的人物应为墓主人。

有学者认为，屏风画“树下人物图”仅作为棺床上的一种
装饰，内容为高士图、孝子图，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与道家修炼
有关。但笔者以为，“树下人物图”有可能是将墓主形象代入
人们熟悉的典故中以宣扬墓主道德高尚，类似于角色扮演的
性质。这样做的好处是，在有限的空间内不需要任何歌功颂
德的语言就可以把墓主人的德行表达得淋漓尽致，正如墓志
铭中的“溢美之辞”。我们可以将“树下人物图”理解为“溢美
之图”，其与高士图、孝子图之说并不冲突，可以理解为墓主

之德堪比某孝子、胜似某高士。
屏风画“树下人物图”位于整个墓室的主位，是墓葬壁画

中最核心的部分，而这一位置通常为墓主画像之所在。墓室
中出现墓主画像自古有之，也是历代较为流行的题材，此点
无需赘述。但为何到了唐代，墓主画像这一题材“不再流
行”？纵观历史，也仅仅是唐代“不流行”，这一现象值得
思考。

《宣和画谱》记：“画明皇者，不知仪范伟丽，有非常之表，
但止于秀目长须之态而已，又恐览者不能辨，则制衣服冠巾
以别之。此众人所能者，不足道也。”“恐览者不能辨”是画师
的心态，“制衣服冠巾以别之”则是画师常用的手法，也是众
人之所能。再看太原地区“树下人物图”中的人物，服饰、样
貌都基本一致，大有画师恐览者误辨而“制衣服冠巾以同之”
的意味。所以每套屏风画中所绘人物很可能是同一个人，墓
主人的可能性最大。再看南朝模印砖壁画“竹林七贤与荣启

期图”，八位贤士神态各异，样貌、服饰也有区别，作者还借助
不同的道具，力求刻画出每个人物的特点，使观者能观其形
而知其名，辨识度越高越是体现作者的水平。尽管如此，作
者仍不自信，要将诸贤名讳题于壁上。而太原地区“树下人
物图”受限于篇幅，绘画内容简而又简，使观者难解其意，即
便如此也绝无榜题，恐怕是刻意为之。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
院教授贺西林认为，“榜题的缺位，或许是有意淡化和消解壁
画的具体内容和故事情节”。榜题的作用在于凸显典故中主
人公的身份，如此标注，虽易于观者辨别典故，但也会影响到
对墓主人身份内涵的理解。所以，没有榜题，或是出于弱化
典故中的主人公，而融入墓主身份的目的。

这些唐墓中，可以确定墓主身份的多为处士或有勋爵无
实职的开国元从。这一阶层喜欢标榜自己的淡泊名利，喜欢
与德高又不出仕的高士相提并论，“溢美之图”可能也是墓主
未竟诉求的一种表达。

““树下人物树下人物””的的““太原模太原模式式””
龙 真

华北金蟾
孜 卜

被称为“华北金蟾”的“狗头金”是山西地质博物馆
的镇馆之宝之一，因其外形酷似蟾蜍而得名。

金是一种重要的贵金属，在地壳中含量极低，以单
质集合体出现更是十分罕见，俗称“狗头金”。

“华北金蟾”产于大同市灵丘县料眼金矿，重达 425

克，纯度可达 90%以上，是山西省有史记载以来发现并
保 存 下 来 最 大 的 一 块 。 它 是 岩 石 中 的 金 经 过 剥 蚀 、搬
运，并在地表流体等综合地质作用下，最终在金矿下游
河滩沙砾石层中沉积、聚集而成。

2024 年 6 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了太原市一座唐代
“树下人物图”壁画墓的详细考古信息。该墓于 2018年在太原
市西中环南延工程旧晋祠路改造路段被发现。此墓葬为斜坡
墓道单室砖室墓，墓门、甬道及墓室四壁、墓顶、棺床均绘有壁
画。这座唐代壁画墓是目前太原地区有纪年的唐代“树下人
物图”壁画墓中最晚的一座，对研究太原地区唐代“树下人物
图”的流行时间具有重要意义。

太原地区唐墓“树下人物图”发现早、数量多，且内容难以
识读，因而引起研究者极大关注，有学者称之为“太原模式”。

“树下人物”到底是谁？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晋阳古城
研究所所长龙真，有他自己的看法。

——编者

石磬石磬（（山西青铜博物馆藏山西青铜博物馆藏））

彭真写给团中央的一封信彭真写给团中央的一封信（（彭真生彭真生
平暨中共太原支部旧址纪念馆藏平暨中共太原支部旧址纪念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