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从唐太宗成功地将王羲

之书法地位推向顶峰以来 !以

王羲之为首的"二王#系统书法

统领书坛一千多年间! 并无人

捍动其书圣地位$ 在传衍至今

的王羲之书法系统中! 唐代怀

仁集王羲之书 %大唐三藏圣教

序碑&'틔下简称 !벯王圣教序

碑"#图 !(!是仅次于%삼亭序&

的一件书法名品$ 쯼是由初唐

时期长安弘福寺僧人怀仁从王

羲之的若干墨迹中辑集出来的

碑刻$ 他巧妙地将唐太宗李世

民)唐高宗李治)高僧玄奘和王

羲之这些当时及后世人们耳熟

能详的重要历史人物勾连起

来!훆作出真正具有所谓*볍念

性#的作品$ %集王圣教序碑&在

形式上既迎合了唐太宗崇尚王

羲之书法的意愿! 폖满足当时

社会流行佛教的时尚需求 !是

一举数得的举措$ 唐朝尚去王

羲之时代不远! 룹据记载传为

王羲之的书法墨迹虽然也有

!""" 多纸之多!떫毕竟观摹这

些珍贵的书迹显然与普通民众

无缘$ %集王圣教序碑&问世以

后!这种情况大为改观$原来碑

刻的形式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

传播碑文内容! 쿖在却有所不

同! 쯼第一次因为书法的原因

而刻石!쓇就是所谓的*쳻#了$

%集王圣教序 & 的长度共有

#$%& 个字!탭多字是%삼亭序&

和其他王羲之著名作品所没有

的!쯼为后世人们学习)了解王

羲之的书法风格提供了大宗的

重要材料$

不过 !%集王圣教序碑 &毕

竟并非王羲之亲笔书写! 传播

过程中所引起的歧义在所难免$

一些人依此为学习王羲之书法

的媒介和楷模!世代相袭+쇭一

些书家则以为是怀仁鸠集王字

而成! 还是怀仁自己写就这样

基本的问题还没搞清$ 캧绕着

%集王圣教序碑&!人们讲述了一

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对待%集王

圣教序碑& 的态度折射出的是

人们背后所持有的书法理念和

时代风尚$ 经典的地位就这样

在不断的质疑声中构建确立$

!벯王圣教序碑 "뗄

制作与流传

%集王圣教序碑&쿖收藏于

西安碑林博物馆第二陈列室

'图 "($ 碑长方形!通高 '$$ 샥

米!由碑额 )碑身 )碑座三部分

组成$两侧有六条蟠龙!蜒交

织!龙首前肢环抱圭形额$圭形

额面涂黑!쯆有一黑框!框中央

有四行墨书篆字! 大都不可辨

认$ 碑上端刻有七佛!잳浮雕!

냫身佛像! 七佛中只有第二和

第六稍具眉目!其余面部不清$

쿖在碑身断为两截!碑身文字!

共有 '% 行 ! 폃竖细线刻划界

栏! 췪整的行大体保持在 ('!

(( 字之间!其中以 ())(* 字居

多$也就是说虽是集书行书!떫

集书者对字数与碑面所容字数

精心规划!既不影响内容!폖使

碑面相对整洁)行气贯通$背面

碑额部分与前一致! 中央圭形

额中亦平整无字! 只是有类朱

砂红色涂过$ 碑座长方形$

高僧玄奘经历千辛万苦西

行求法! 믘程时就已受到唐太

宗的高度关注$ 玄奘到达沙州

'今甘肃敦煌(时就上表太宗报

告行程$贞观十九年'*&)(뒺正

月! 퇘事先规划好的路线从朱

雀大街到弘福寺门数十里 !냙

姓官员夹道相迎! 쯍玄奘至弘

福寺$

弘福寺位于长安贞安坊之

西北隅'图 #($ 贞安坊神龙元

年'+")(改为修德坊$坊内最有

名的建筑就是弘福寺! 其原本

是左领军大将军) 역国公王君

廓宅邸!后获罪充公$ %弘福寺

智首碑& 的出土大体上表明弘

福寺大约在今丰禾路与劳动北

路交界东北隅$ 쯞白将唐代长

安佛寺划分为四个等级! 其中

第四等十六分之一坊左右$ 弘

福寺) 千福寺均由私宅扩建而

成!面积不可能太大!쫴第四个

等级$

!"#$ 쓪 % 퓂 %& 죕 星期五 学人 !

! 图 " 碑林第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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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맘于怀仁"벯王羲之圣教序碑#뗄再讨论

# 图 ! !벯王圣教序碑"示意图

$ 图 ' 쳆长安城复原示意图

!集王羲之圣教序碑"的存在#쪹我们可以直接观察以往被人们忽略的地方$ 헽是从这个视角出发#

可以探讨的内容既有碑石的构造形式#폖有碑石流传过程#튲有文本产生的背景#以及怀仁集字模

式所带来的影响#ퟮ后是关于!集王圣教序碑"所代表的王字系统的确立$

!,-./0112.345 5267-8201" 有密切关

系#룷种圣像的安置往往是为了给

参加这种仪轨的巡礼者以特殊的

体验$这个过程$튲就是 971671$

本身具有极强的表演性$싺足这种

表扬性极强的游行仪轨恰恰是中

古教堂建造者的首要目的# $닎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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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性&폫%物质性&的存

在和变化$뚼是历史境况的产物$

틲此和特定的个人或群体的意识

变化有直接关系#唐雯在'얮皇的

纠结())*升仙太子碑+的生成史

及其政治内涵重探,一文里$춨过

对'升仙太子碑,的制作过程-碑

上相关人名出现的位置等等细节

的推究$以及王子晋故事在唐代政

治文化系统中符号意义的变化的

观察$쟉妙地推论'升仙太子碑,的

文本意义是如何随着武则天个人

感触的变化而不断上升的过程#

틔 上是从中古中国的研究出

发$ 对历史资料中存在的

%文本性&폫%物质性&的问题作扼

要的讨论$쾣望这一议题能引起学

界更多的重视# 就实践层面而言$

这一议题涉及的很多方面其实已

经广泛出现在当下中古中国的研

究中$떫缺乏清晰的概念和成熟的

思考框架会导致对中古历史遗存

的性质和作用的肤浅解读$튲会阻

碍重要问题的发现#相应的探讨在

中古中国以外的领域更是常见$뇈

如中国早期文本和佛教写本等方

面的研究$更不用说在诸如欧洲中

古史等领域#컒相信$中古中国的研

究若能在此方面加以开拓$不仅能

够更好地进入中古社会的认知世

界$튲能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对历史

研究做出贡献#$ퟷ者为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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