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쓪 % 퓂 %& 죕 星期五学人!

不过! 玄奘对于驻锡弘福

寺并不满意" 玄奘在长安并未

久留!即赶赴洛阳拜谒唐太宗"

太宗在洛阳宫仪鸾殿接见玄

奘" #三藏法师传$用了相当篇

幅详尽地记载了这次活动 !폈

其是两人之间的询问%对答"太

宗对玄奘的礼遇并不代表他全

力支持佛教运动! 而是采取实

用主义的作法" 쳀用彤早年指

出!所修功德!多别有用心" 只

不过顾忌到佛教是一个影响很

大的宗教势力集团! 쫨离这股

势力恐有不必要的麻烦" 当玄

奘希望能在嵩山少林寺翻译佛

经时!被太宗当场拒绝!对玄奘

看重的译经事业太宗并不以为

然" 틲此得到朝廷甚至皇帝的

支持! 在玄奘看来是非常重要

的! 上书皇帝要求颁赐序文也

是一种取得支持的重要策略 "

刚开始请求太宗赐序的请求 !

并未被理会"接着!뷨&컷域记$

修成之际!再次上表请赐'太宗

对佛经请序再次拒绝!뷶云(新

撰&컷域记$者!当自披览)* 在

王华宫见到玄奘时!又提旧事!

좰其还俗*在大臣长孙无忌+褚

遂良等人的斡旋下! 玄奘重提

赐序时!这次受到太宗的应允"

不久! 序文制成时特地举办盛

大集会!太宗亲临庆福殿!百官

侍卫!由弘文馆大学士上官仪!

当众宣读太宗赐序" 这篇朗朗

上口的四六骈文很可能就出自

上官仪之手"

收到太宗赐序! 玄奘上表

致谢! 太宗作答" 太子李治作

&述圣记$!玄奘又致谢书!李治

回答书!如此往复!使盛况达到

空前!佛界沸腾"彦悰描述万众

欢腾的情景,

ퟔ二圣序文出后! 王公"냙

辟"法"쯗"샨庶手舞足蹈!뮶咏

德音!内外揄扬!未及浃辰而周

六合!듈云再荫!믛日重明!맩依

之徒波回雾委# 所谓上之化下!

폌风靡草!웤斯之谓乎$ 죧来所

以法付国王!솼为此也#

在得到二序文后! 弘福寺

寺主圆定! 请求将序文镌刻于

金石! 藏于寺宇! 太宗同意这

个要求* (后寺僧怀仁等乃鸠

集晋右军将军王羲之书! 샕于

碑石焉)*

쯤然唐太宗对于佛教态度

令人难以琢磨! 떫弘福寺寺主

圆定为首的长安僧侣们的政治

动机却是显而易见的! 他们抓

住这一难得的机遇* 镌刻碑文

应该是大家的共识! 鸠集王羲

之书迹成文却是一天才的想

法! 或许这一灵感的闪现就出

自圆定! 他将集字工作交给书

法家怀仁*

&集王圣教序碑$是用行书

书体制作的碑石* 行书最早的

用途并非正式场合! 唐以前碑

石用字行书也是罕见的* 最早

的行书碑有记录者始于隋朝 !

뻝记载有李渊% 폝世南等人的

行书碑* 王羲之父子使行书书

体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他们

在世之时就成为人们竞相模仿

的对象* 目下传世的所谓王羲

之书帖以此类为主* 行书在书

家目中有崇高的地位*

二王书迹历代宝之! 梁朝

大同中! 梁武帝敕周兴嗣撰千

字文 ! 大约采用集模的方法 ,

(武帝周兴嗣撰&千字文$!使殷

铁石模次羲之之迹 ! 以赐八

王* )梁武帝的主要目标是使其

孩子方便学习 &千字文 $!죃殷

铁石从王羲之书迹中模出一千

个完全不相同的字迹* 王羲之

七世孙智永和尚经常临习&千字

文$!有八百本之巨!分施浙东各

寺!所采用的底本!大约就是梁

武帝从王羲之书迹中模出的集

字本* 日本天平胜宝八年-!"#.

六月二十一日圣武天皇(七七祭

日) 时所奉天皇生前珍玩的帐

单&东大寺献物帐 $载 ,拓王羲

之书二十一种! 其中第五十一

卷有(真草&千字文$二百三行*

잳黄纸! 绫褾! 带+ ퟏ檀

轴* )-춼 !.在传世碑帖中有一

种是所谓的隋代智永 &集王羲

之字告墓文 $!文行楷书 !有王

字风格!其中真伪尚不得知!如

是当是最早标明的集王字者*

&晋书 $修成时 !唐太宗特

地亲自为王羲之作传! 以彰对

王羲之的敬重* 贞观二十年唐

太宗用行书亲自撰写 &晋祠

铭 $! 횼在宣扬李氏自太原兴

兵!兴邦立国的丰功伟绩* 쇭!

$%&"'( 뫅敦煌卷子为&컂泉铭$

-춼 ".!뻝研究 !文中有 ( )!

并不讳(쏱)等字!字体与&晋祠

铭$相酹!맊以为是唐太宗亲笔

所书* 敦煌残拓! 应是唐人剪

裱!쒩有(永徽四年八月三十一

日圉谷府果毅儿 -下阙 .)쒫书

一行* 用行书书碑的这些信息

对当时社会有很大的引领作

用* 素与宫廷交好的弘福寺对

这些信息了如指掌! 所以才有

用集王羲之书 &圣教序$ 的举

动* 采用流行并便宜的楷书镌

碑是一个正常的思维! 鸠集行

草书制造出一篇完整的碑文 !

却是一颇有难度的新选择*

经过太宗的精心搜集 !돵

唐时所谓王羲之法帖已经达到

二千多卷!其中行草占居大半!

틲此集字只能以行书为主 !볦

用部分楷书+草书*쯤然宫廷收

藏丰富! 떫要从卷帙浩繁的手

卷中找出每一个可能采用的字

迹!并组成一篇宏文巨制!是件

相当有难度的事* 怀仁集书所

用王帖后人有一些比对! 쟥人

翁方纲以褚模本&兰亭序$为底

本指出有三十七字与 &集王圣

教序碑 $相同 !与定武本 &兰亭

序$有七字 +两本通者十四字 *

뷱人喻蘅所持标准较为宽松 !

所列有八十八字与前者相关或

相同* 닜宝麟的搜集范围除传

世&兰亭序$췢!맣及&何如$&奉

槁$&得示$等十余王字帖!퓶十

多字* 王家葵等通过对一本传

为唐赵模 &千字文 $比较 !指出

&集王圣教序碑 $中见于 &千字

文$的字约有四百零二字之多!

并称尚有一些字迹是利用 &千

字文$운凑起来的*

즷费苦心地仔细搜寻 !并

不能保证每个字都是来自王羲

之的笔迹* 王羲之的书法在本

人在世的年代即有人临摹 !有

时候连他自己也难以分辨*

将全部字拣选出来! 怀仁

等接下来要面对的困难! 就是

如何将形体+大小各异的字体!

냚布到同一篇章中去*틲此!集

字上石时不得不按照一定比例

缩放! 在视觉上有大小适度的

协调* 整个集字活动肯定费时

耗力旷日持久! 떫 &三藏法师

传$中并没有所费时间的记录*

关于怀仁!&宣和书谱$云,

쫍怀仁!늻载于传记!而书

家或能言之# 믽年学王羲之书!

웤合处几得意味% 죴语渊源!만

未足以升羲之之堂也#좻点画富

于法度!럇初学所能到者#

作为一名弘福寺僧人! 怀仁在

佛学上并无任何贡献! 只是书

法家或能知道一些情况* 怀仁

最善长者当然是集字!除了&集

王圣教序$췢!他还集晋司马孙

绰的 &兰亭诗后序$-춼 #.!录

文收在桑世昌 &兰亭考 $!书帖

收入董其昌所编&쾷鸿堂法帖$

全文*

不过&集王兰亭诗后序$后

款识云,(乾封二年十月廿七日

弘福寺沙门怀仁集写晋王右军

书* )这件款识如果不误的话依

然提供一些重要信息* 一是乾

封二年 -))!.十月二十七日所

集 &兰亭诗后序 $!时间上要早

于&集王圣教序碑$咸亨三年十

二月八日 -)!*.五年时间 * 此

时!高宗已为皇帝* 第二!标明

是 (弘福寺沙门怀仁集写晋王

右军书)* (集写)的方式也透露

出 &集王圣教序碑$ 的集字模

式!应当也是由怀仁集写*怀仁

所集&圣教序$的原本或许在北

宋时仍保留在宫廷内府之中 *

&宣和书谱 $载怀仁书迹 !其中

有行书&圣教序$*

董其昌在&쾷鸿堂法帖$中

亦收有怀仁 &集王圣教序碑$!

并且标题作 (怀仁圣教序真

迹)!或表明是用怀仁书写的真

迹刻帖* 宋人有记载,&兰亭修

契前叙 $ 世传隋僧智永临写 !

&后叙$ 唐僧怀仁素麻笺所书!

랲成一轴*现存所谓唐模&兰亭

序$中并无怀仁所模写的&兰亭

诗后叙$!뷸而使我们了解到传

世&兰亭序 $摹本的复杂性 !并

非流行说法那样简单*

唐太宗&大唐三藏圣教序$

及太子李治的&述圣记$问世以

后!믱得迅速传播* 按照规定!

&圣教序$&述圣记$二文都要抄

写于玄奘译经文之前* 敦煌 $+

,*,* 文书抄录于玄奘译&能断

金刚经$前!由杜行凯抄写于贞

观二十二年十月!也就是说&圣

经序$&述圣记$ 颁布之后两个

多月! 就被迅速地抄录于佛经

之前!传播速度令人震惊*

褚遂良具名书写的 &圣教

序碑$퓸分立于弘福寺+듈恩寺

两处* 太宗驾崩!高宗即位!褚

遂良被弹劾!ퟳ迁同州刺史*褚

遂良回京后!将太宗+高宗的两

篇文章刻碑上石! 只是被署其

不同时期的职官* 쇭传有褚遂

良书&同州圣教序$*

弘福寺怀仁集 &圣教序$!

现存碑文称集字碑立于高宗咸

亨三年十二月八日!相较&퇣塔

圣教序$又晚十七年*那么此碑

是否为怀仁等所集弘福寺原碑

呢/ 뻝唐韦述所著&两京新记$

载兴福寺-弘福寺.,

쯂内有碑!쏦文!뫘兰敏之

写&뷰刚经'%틵文!쯂僧怀仁集

王羲之书写太宗&圣教序'及高

宗&쫶圣记'!为时所重(

韦述&两京新记$约成书于开元

年间* 뻠离弘福寺怀仁等集字

立碑不过几十年!所述可信* 횵

得注意的是怀仁集王字 &圣教

序$&述圣记$뷶在碑石的背面!

正面则是由贺兰敏之书写的

&金刚经$* 弘福寺所邀 &金刚

经$ 书写者贺兰敏之亦为一时

之权贵!也是弘文馆学士* 弘文

馆学士当以书法见长! 贺兰敏

之应弘福寺之邀书写&金刚经$!

或为一位重要书家* 贺兰敏之

替弘福寺书写&金刚经$!显然应

在此时间点以前* 表明怀仁&集

王圣教序$!在咸亨二年以前即

完成* 现存碑中内容并非与&两

京新记$所载为同一版本*

不过! 很有可能韦述是将

两块碑混记一块! 贺兰敏之所

书 &金刚经 $元代时仍在 !(&金

刚经碑$!唐武敏之正书* 碑以

麟德二年-##-.立*在文庙* )武

敏之即贺兰敏之*

在与弘福寺相邻的千福

寺! 쯆乎也有一通 &集王圣教

序$的碑石* 헅彦远&历代名画

专题

! !짏接 $ 냦"

!쿂转 " 냦" "

춼 ! 헽仓院展 #뚫大寺献物帐$

# 춼 # 뮳仁集%삼亭诗后序&

$ 춼 " 쳆太宗%컂泉铭&췘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