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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碑林名碑

神光笼罩下的《晖福寺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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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旷闭塞的渭北原野上， 矗立着一通北魏显宦
为帝后皇室献媚祈福的高大丰碑， 温润秀雅的书法
艺术以及积淀深厚的历史价值， 不仅吸引了一代又
一代的文人学者、达官显宦，同时也随之滋生了一次
又一次为护碑、“禁拓”而哄然展开的大规模争斗。

为了这通碑石， 名士豪强曾绞尽脑汁， 使尽手
腕；为了这通碑石，兵士、村民也不得不献出自己的
鲜血甚至宝贵的生命。

村民坚信：强行拓印古碑并施暴于弱小，会招致
冰雹、大旱以及幼童死伤等报应。

读者提问：面对善良以及丑恶，寄居古碑的天下
“佛祖”，果真曾经显过灵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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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碑林第三室东侧中排的北魏《晖福寺碑》，原在澄城县北

寺村(今属澄城县罗洼乡)如来庙内，1919年曾移至澄城县城内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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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碑林名碑

碑林名碑

现藏西安碑林第三室的

《晖福寺碑》 ，圭首，圆穿，拥

有浓郁的两汉遗韵，只是碑身

下部凿成对称内凹之弧形，却

为金石苑地所仅见， 其意如

何？ 至今尚无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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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碑林名碑

神光笼罩下的《晖福寺碑》

学所，1972年方移至西安碑林。其高 294厘米，宽 90厘米。额部大

字篆书“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呈 3行 3字排列，顶部中央凿有

汉魏遗风之圆形穿孔，下部两侧则作弧形内收之状。 碑阴、阳两面

有文，真书。 碑阳文 24行，满行 44字；碑阴文为一列 9行题名，下

部已泐，上部可基本释读。 碑记太和十二年(489)七月一日散骑常

侍、安西将军、吏部内行尚书、宕昌公王庆时为文明太后、孝文皇帝

及其父兄子弟祈福消灾而在其故里雍州李润镇南北旧宅晖福寺内

兴建三级佛图各一区诸事。 秘书著作郎傅思益制文，口州钜作镳，

苏口刊文。

检点关中所存北朝碑版，《晖福寺碑》向与《立界山石祠碑》、

《邓太尉祠碑》三碑一起并列称雄，享誉全国。 因其形状奇特且书

艺高超，故自晚从北宋赵明诚的《金石录》开始即相继为各代金石

学者所辗转著录，着意考究。察其要者，大致有孙星衍的《寰宇访碑

录》、毛凤枝的《关中石刻文字新编》及《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

宋伯鲁的《续修陕西通志》、武树善的《陕西金石志》、杨震方的

《碑帖叙录》、王壮弘的《增补校碑随笔》、张彦生的《善本碑帖

录》以及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与马长寿的《碑铭所见前秦至隋

初的关中部族》等。

如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一书认为，此碑

不仅首创了北魏太和年间建寺造像题名之风， 且涉及北朝时期关

中部族之迁徙、融合与发展历史，因而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①。

另毛昌杰《君子馆类稿·文抄》卷三《跋晖福寺碑寄旭初侄》称：

“北碑大半刚健挺拔，如俊鹘出驹，不可羁 ，惟晖福寺碑温润敦

厚，真采内涵，略似穆子容书。 北书而近南派者也，安吴包氏及近时

南海康氏、长洲吴氏均极推崇，信非溢美。 ”②而康有为《广艺舟双

楫》则又分析是碑具有十大特点。 谓：“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

①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3月，
第 39页。

②参见毛昌杰：《君子馆类稿·文抄》，西安，193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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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林名碑

《晖福寺碑》 的书法艺术一

直被很多学者、书家所竭诚推崇，

其间的内蕴到底如何？ 只能靠读

者自己最后来判断定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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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碑林名碑

神光笼罩下的《晖福寺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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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曰兴趣酣畅，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 ”进

而盛赞其“书法高简，为丰厚茂密之宗，隶楷之极则”①。

可以看到，北宋以至近代的金石学者对《晖福寺碑》之著录、

研究虽有较大的进展与收获， 但却多限于程式化的著录以及浅显

的考究与一般性的书艺评介，像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

中部族》一书独辟蹊径、拓开一面者少，而纵深探求、系统揭示其流

变经历以及相关内蕴者则更为鲜见。 因此，本章的论述，便冀望能

在这一方面做一尝试。

（一）西羌显宦与寺、塔、佛碑

从东汉末年开始，关陇以外的氐、羌等少数部族在东汉、曹魏、

蜀汉等中原政权的压迫下， 曾大规模迁徙关中。 及西晋元康九年

(290)山阴令江统著述《徙戎论》时，遂有“关中之人，百万余户，率

其少多，戎狄居半”②的感慨。

十六国前赵时期，刘曜都长安，并州五部屠各及上郡、陇西、略

阳仇池等地的氐、羌部族再次大批涌入关中。 至前秦建元七年(371

年)， 关中一地的少数部族分布繁衍遂至极盛， 仅氐族就有 15万

户，75万人口。 由前秦以至北魏，关中地区的少数部族已多达 114

种，合数将近百万人口。 其中主干部族如氐族主要聚居在三原、九

、 、雍一带，羌族则主要聚居在冯翊郡一带，亦即长安东北渭河

以北以至洛河中下游地区。

在北魏时期西羌聚居的冯翊郡内，长安以北的杏城(今黄陵县

城东老城堡)与长安东北的李润镇(澄城县罗洼乡北寺村附近)为两

个最重要的聚居中心，丛集着雷、党、夫蒙(不蒙)、钳耳、荔非等数十

①参见《艺林名著丛刊》本，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崔尔平校注本。
②(唐)房玄龄等：《晋书·江统传》，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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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西羌贵族，至于发起雕凿《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的碑主王庆

时，则系李润镇附近众多西羌权贵人物其中之一位而已。

关于王庆时的身世、 居里，《魏书·王遇传》、《水经注·漯水

注》等历史文献都有较详细的记载。

《魏书·王遇传》称：“王遇，字庆时，本名他恶，冯翊李润镇羌

也。 与雷、党、不蒙具为羌中强族，自云其先姓王，后改姓钳耳，世宗

时复改为王焉。自晋世以来，恒为渠长，父守贵，为郡功曹，卒。遇既

贵，追赠安西将军，秦州刺史，澄城公。 ”

又云：“遇坐事腐刑，为中散，迁内行令、中曹给事中、中员外散

骑常侍、安西将军，进爵宕昌公，拜尚书，转吏部尚书，仍常侍。 例降

为侯，出为安西将军、华州刺史加散骑常侍。 ”

以上记载虽繁复细微，但与碑文所载王庆时家世、生平却大致

曾为“西羌”部落重要聚居之地的“杏城”遗址就在眼前(今黄陵县城东老城

堡)，满目都是古老沧桑，但“西羌”强族的另一个重要聚居之地———“李润镇”原

址，却一直扑朔迷离，困惑着一代又一代的治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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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碑林名碑

神光笼罩下的《晖福寺碑》

吻合。 不同的是，史载所谓其父名为“守贵”，碑文却记其父名为

“王口隆”。 其间差异，推测可能是“名”、“字”称谓相互分割、彼

此未得聚合联系之缘故。

王庆时既然出身于西羌贵族，因此在拓跋鲜卑横扫中原、一统

天下之际，遂有可能进入北魏王朝的上流社会。 加之他生性聪慧，

精于工巧，曾以将作大匠等身份参与监修文明太后陵庙、京师洛阳

东郊马射坛殿、文昭太后墓园、太极殿及东西两堂并内、外诸门等

皇家建筑。 因辛劳有功，故深得皇室信任，很快即“进爵宕昌公，拜

尚书，转吏部尚书，仍常侍。 例降为侯，出为安西将军、华州刺史加

散骑常侍。 ”

王庆时得势后，其家族戚友亦同时蒙受皇恩，随之升迁。 在碑

阴题名中，我们看到其父王口(？ )隆受封为安西将军、秦州刺史与澄

城公。其兄王何韬则出任华州主簿。其另外兄长王口(？ )阴、王口(？ )

桃者，一任宁远将军、澄城太守迁雍州刺史、澄城侯；另一则任宁翔

将军、河东太守、澄城子迁澄城太守。 至其兄子、世子等家族六亲，

也得以纷纷出任本郡功曹、鹰扬将军及内廷官员等显赫要职。 可谓

一门显宦，举族荣光。

为感谢皇恩，维护既得的权势与利益，炙手可热的王庆时于是

便追逐北魏一朝举世信佛、倾国礼拜的弥天狂潮，不惜挥斥金钱，

举家馨香，于本乡南北旧宅，修建佛寺，“规崇爽垲，择形胜之地，临

沃衍，据修岗，面修 献而带洛川，佩黄河而带龙门”。 继而伐华山之

良松，采荆山之文石，鸠工备材，大兴土木，历经三年，终于为当朝

“二圣 (孝文帝元宏与皇太后)” 建立起富丽堂皇的三级佛图各一

座。其寺院佛图“崇基重构，层栏叠起，法堂禅室，通阁连晖，翠林渌

流”，美不胜收。 所谓规崇爽垲，通阁连晖，佛祖赐福，灾消难灭，故

而称之为“晖福寺”。 而最后雕凿的《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只不

过是塔庙辉映之“晖福寺”内名士巧匠为记述王庆时其人建寺、修

塔、消灾、祈福等整个佛事过程中最后镌刻的一个显著标记而已①。

①本段所引皆参见《晖福寺碑》碑文。

111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