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校模勒使朝议大夫!!议大

夫上柱国!庭诲 !"#奉敕检校

树碑使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解

州诸军事解州刺史上缺!两行$

而在第四%第五部分&'御制!及

'制!& 如空间许可& 都提行刻

写& 因此被铲去的一行可能原

本仅为一'奉!字$ 而勒碑使姓

名 &(金石萃编 )已据 (뻉唐书 )

考为薛稷&可从*

而此碑的刊刻时间& 因为

神龙二年题记中有 '奉制刊碑

刻石为记!一句&故自清代以来

便已聚讼纷纭* 以王昶为代表

的学者认为此碑的建立应在神

龙二年& 떫也有学者坚持此碑

刻于圣历二年*何者为是&我们

仍需从碑文本身及碑阴题名提

供的信息入手&而第三个问题&

也可在此一并解决*

샭论上来讲& 碑文中保留

了大量的武后新字& 自然应当

信从圣历二年的建碑时间* 떫

是也不能完全排除神龙建碑而

保留武后御书原始面貌的可能

性*떫是碑阴题名结衔&폈其是

碑右侧造碑刻字诸臣题名中所

保留的武后时代特有的官名已

经否定了这一种可能性*

以居中的勒碑使题名为

界& 碑阴左右两侧题名之间形

成了自然的分割& 左侧是当时

在位诸相的题名& 而右侧的所

有题名则关乎采石+模勒御字%

刻字% 书写碑阴等一系列具体

的碑刻制造过程& 实际上是一

份造碑责任者题名$ 这份题名

无疑是碑刻生产过程中极为宝

贵的材料&对我们重建(升仙太

子碑) 的生产过程有着重要意

义$这份名单依照先官后吏&从

左往右%从上往下的顺序排列$

从这份责任者名单中我们很清

晰地看到造碑过程中细致的分

工,碑额'升仙太子之碑!%正文

第一行 '大周天册金轮圣神皇

帝御制御书 !%篇末 '圣历二年

岁次己亥六月甲申朔十九日壬

寅建! 以及碑阴武三思至吉顼

题名系薛稷所书$ 碑材系来庭

县尉!門负责采择$ 钟绍京和

李元!负责模勒御字& 몫神感

和朱罗门负责刻御字$ 最右侧

'题诸!等名左春坊录事直凤

阁臣钟绍京书 %!!!!臣卓

勒!% 麟台楷书令史臣!늮刻

字!三行已不太能看清&这几行

字所在的部分&有大片的石花&

不少研究者因此认为碑上原题

有武后时代诸王之名& 后被铲

去$떫细审拓片&碑阴右上段虽

有大片石花& 떫较第三部分勒

碑使姓名处的人为铲凿痕迹要

浅得多& 쟒石花断续处露出碑

石本底&并无唐代写刻痕迹&而

右侧所有责任者题名都迭压于

石花之上& 因此这一区域的石

花可能系碑石本身所有$ 而勒

碑使之右皆是负责具体造碑事

务的官吏& 即使武后欲令诸王

题名其上&亦不会在此区域$因

此&碑阴原本并未刻有所谓'诸

王等名!$ 那么所谓'题诸!等

名!究竟为何-考虑到此碑每一

字的书%刻皆有责任者题名&而

造碑使及书字% 刻写诸人题名

的书刻责任人尚未有归属 &疑

此三行即记此内容&也就是说&

从造碑使以下采石%书%刻诸人

题名&평钟绍京书写&卓某及麟

台楷书令史臣!늮刻字$ 这一

份分工明确的责任者名单表

明& 此时此刻整块碑石已经全

部完成$ 而造碑责任者的结衔

无一例外地保留着武后时候特

有的官称和武周新字& 这些低

级官吏的名字不可能出于事后

追题& 更不可能在事后仍保留

着当时的官衔& 因此圣历二年

六月立碑时间当无可怀疑$

至此笔者对围绕此碑的三

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然

而此碑的复杂性还远不止于

此& 实际上此碑的生成史可以

分为三个阶段& 我们需要从武

后撰写碑文的那一刻开始说

起$ 虽然碑文本身并没有明确

的写作时间& 不过碑阴第一部

分的宰臣结衔为我们提供了线

索$魏元忠%吉顼分别以凤阁侍

郎和天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

事在圣历二年二月& 娄师德再

为纳言在同年三月甲戌 .十八

日 /&而四月壬辰 .初七 /&魏元

忠已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 +

天兵军大总管& 并令娄师德副

之&因此魏+元二位当在不久后

即离都赴任* 因此这份名单的

题署早于圣历二年六月十九日

的建碑时间& 很可能即是在武

后碑文完成之后不久& 因此碑

文应作于圣历二年三四月间 *

而据(뻉唐书0武后纪)的记载&

就在此前一个多月& 武后在赴

嵩山途中专程 '过王子晋庙!&

可以想象& 王子晋这一意象激

起了武后特别的感受& 닅会使

她在一个多月后写下了这篇长

达两千多字的鸿篇巨制* 而碑

文的撰作时间也提示我们 &同

年六月十九日建碑之时& 题名

诸臣并未齐聚缑山+릲襄盛事&

而这恰恰反映了当时当地武后

对于升仙太子传说的重视111

因为这些题名并非寻常建碑仪

式中对现场参与者的记录 &而

是在碑文完成后不久& 所有在

任宰相对于碑文本身的联署 &

在一定意义上有着政治背书的

意味& 평此我们可以看见武后

对于此碑的郑重其事*

圣历二年六月&(升仙太子

碑 ) 在缑山之巅竖立起来 &然

而&随着女皇心绪的变化&这块

石碑还在继续着它不同寻常的

生长史* 碑阴第一部分武后御

撰(杂言游仙篇)的书丹者是奉

宸大夫薛曜*뿘鹤府改奉宸府&

(通鉴 ) 系于久视元年六月

.!""/&这提示我们 &这部分内

容要比碑文和碑阴第二+三+四

部分的形成时间要晚一些* 考

本年四月&武后幸嵩山三阳宫&

五月改元久视&七月返回洛阳*

(游仙篇)篇末出现了久视的年

号& 提示我们诗应作于改元之

后* 내武后本次改元缘于五月

的一场大病& 삵僧人胡超所合

'长生药 !方使御体平复 &诗中

所表达的愿仙人赐与灵药令其

长生的期冀正与她病后初愈的

情绪相合& 因此武后应于七月

返回洛阳时又一次取道缑山 &

쯬刊此诗于碑阴额部* 是为此

碑的第二次刊刻*

神龙元年 .!"#/& 武后逊

位&同年崩逝&然而这块碑的生

命历程却仍在继续*神龙二年&

不知何故& 相王李旦奉中宗之

命& 싊王府僚佐在碑阴的下部

'刊碑刻石为记!& 并留下了第

五部分的题名* 这是此碑的第

三次刊刻& 去此碑初建已是七

年之后*

ퟛ上所述 &(升仙太子碑 )

及其碑阴题名经历了长达七年

的生成过程, 在圣历二年庄重

立碑之后& 武后和中宗都在其

后的若干年中在碑阴刊刻了新

的内容& 而每一次刊刻或许都

包含着耐人寻味的含义& 횵得

我们作进一步的探寻*

!짽仙太子碑 "놳后

的幽微内心世界

从(升仙太子碑)웄为复杂

的生成史& 我们可以看到武后

对于此碑郑重其事的态度和持

续的关注& 故而这块碑石所承

载的意义& 不可能如后人轻薄

地认为的那样& 向天下宣示她

对二张的宠爱*

횵得注意的是& 在碑文之

中& 武后特别强调了王子乔的

太子身份 &虽然在 (틝周书 )和

(国语 )的记载中 &王子乔的确

是周灵王的太子& 曾经劝谏灵

王勿壅塞榖洛二水& 不过汉代

之后& 他通常以王子的身份出

现在后世的记忆中&无论是(列

仙传)(잱夫论) 还是传为蔡邕

所撰的 (王子乔碑 )&皆称其为

'王子乔!& 被突出的都是他骑

鹤升仙的真人形象* 떫是在武

后的表达中& 她特意化用了几

乎已被后世遗忘的(国语)中王

子乔谏周灵王壅榖洛二水的典

故来表现其作为储君的担当 &

짵至还加入了犯颜进谏这一

(国语)中并不存在的情节* 而

这一情节或许会让人联想到曾

因请嫁高宗二位公主而触怒武

后的太子李弘* 事实上在缑山

西北!公里左右&即是死后被谥

为孝敬皇帝的李弘恭陵所在之

地 &即使在今天 &从缑山北望 &

恭陵所在仍隐约可见& 很难想

象武后经行此地之时& 会完全

没有想起长眠于此的故太子*

李弘是武后与高宗的长

子 &上元二年 .$!#/四月己亥

.%&日/薨于合璧宫* 有关他的

死亡&唐代官修史书系统的(高

宗实录)(뻉唐书0高宗纪)及其

本传都不载死因& 成书于肃宗

时代的柳芳 (唐历 )则谓其 '以

失爱于天后 &不以寿终 !&大约

同时& 李泌亦谓 '天后方图临

朝& 쓋鸩杀孝敬!!"뻉唐书#돐

天皇帝倓传$%* (新唐书)纪传

则直接取李泌的说法& ퟸ实了

武后为谋篡位& 鸩杀李弘的罪

名* 因此历来对于他的死因多

有争论& 或同意 (新唐书 )之

说 &谓为武后所杀 &或仍愿根

据唐代官修史书系统的记载 &

相信他只是因病而亡* 떫是如

若我们考察一下以上各条史

料的可信度以及李弘去世前后

的活动轨迹和政治情势 &或许

可以对他突然薨逝的内情有

更多了解*

훚所周知& 官修史书天然

有着为尊者讳的义务& 볈然高

宗用制敕和碑文向天下昭告太

子的死因是病亡& 史官的书写

当然不可能背离这一官方口

径 &因此 (뻉唐书 )及司马光所

见到的(实录)里对此没有特别

的表述& 本就是官修史书的正

常状态* 而李弘不以寿终的最

早记载见诸柳芳(唐历)*柳芳&

肃宗朝史官& 唐代前期所修的

纪传体(国史)在他手中续至一

百三十卷& 并流传后世& 成为

(뻉唐书) 前半部分的蓝本&而

据(뻉唐书0柳登传)&柳芳曾以

'以所疑禁中事 &于 .高 /力

士* 力士说开元+ 天宝中时政

事&芳随口志之*又以(国史)已

成 &经于奏御 &不可复改 &쓋别

撰(唐历)四十卷&以力士所传&

载于年历之下* !因此(唐历)的

史料来源相当一部分得诸高力

士的见闻&而从撰作态度而言&

!쿂转 !" 냦% "

# !上接 !# 냦%

题

学人 !!!"#$ 쓪 % 퓂 %& 죕 星期五

伫立于今河南偃师缑山之巅的 "짽仙太子碑$&

쫇唐代著名碑刻之一& 웤碑文号称武后亲自撰书&

틲而在书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