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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称：韩寿墓表
文物年代：西晋
出土时间：清代嘉庆年间
出土地点：洛阳

清代嘉庆年间在
洛阳被发现的韩寿墓
表，是研究晋代书法
的宝贵实物材料，它
反映了汉字书体在
晋代由隶书向楷书
的演变。

核心提示

韩寿墓表：
由隶到楷书体演变
此表残字可窥其踪

本报记者 张锐鑫 文/图

在古代文人眼里，相如窃玉、韩寿偷香、张敞画眉、
沈约瘦腰为“风流四事”。其中“韩寿偷香”讲的正是墓
主人韩寿的故事，而且就发生在洛阳。

西晋时期的大臣贾充有两个女儿，次女叫贾午。韩
寿早年投谒贾充门下，希图求得一官半职。由于韩寿英
俊潇洒，风度翩翩，尚未许配与人的贾午对其一见钟
情，于是通过丫鬟让韩寿夜间越墙相会并将一种香料
私下送给韩寿。由于该香料为晋武帝赐给贾充的西域
进贡的一种奇香，议事时，贾充闻到韩寿身上这种独特
的香味，便起了疑心，于是招来丫鬟审问。于是，贾午干
脆摊牌，直言非韩寿不嫁。贾充别无选择只好将错就
错，让韩寿入赘，成就了一桩佳话。 （锐鑫）

韩寿偷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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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年间在洛发现
据考证，韩寿墓表出土于洛阳，现存于洛阳博物馆。目

前最早有其记载的文献为清代孙星衍所撰的《寰宇访碑
录》，该书成书于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清代洪颐煊在嘉
庆年间所撰《平津读碑记》云：“右骠骑将军韩府君神道阙，
在洛阳，近年始出古井中。”由此约略可知该墓表的发现年
代为清代嘉庆年间。

该墓表的制作材料为青石，其外形为圆柱体，高约110
厘米，直径33厘米。墓表底部平坦，顶有榫（sǔn）头。墓表外
雕刻有24条半圆状凸棱。雕刻墓志的方形石块位于该圆柱
的中部偏上处，石块面高48厘米，宽32厘米，石块下方和
柱顶两处刻有两圈绳索纹。

墓表即墓碑，竖在墓前或墓道内，表彰死者。古人云：
“墓前开道，建石柱以为标。”墓表一般由3部分组成，下为
础（垫在柱下的石礅），上为立柱，柱顶的榫头一般用来固定
雕兽。韩寿墓表仅保留了中间的圆柱，却是研究其生平的唯
一实物材料。

记者看到，韩寿墓表中靠右的首行文字多半残坏，现仅
存的10个大字位于中间，为“侍骠骑将军南阳堵阳韩”。考
古学家通过研究古人的拓片，得出该墓表全文为：“晋故散
骑常侍骠骑将军南阳堵阳韩府君墓神道”，单个字迹长9厘
米左右，字形略呈长方形。

字体带有楷书特征
虽然残留的文字不多，但是这些字迹是反映晋代书法

演变的珍贵材料。
韩寿生前是朝廷高官，所以为其书写墓志的应该为当

时的书法名家。韩寿墓表的字结体方整、行笔平直，收笔处
锋芒毕露。考古学家通过研究现存的西晋石刻，得出这是西
晋时期京畿地区最为流行的书风。洛阳及其周边所出晋代
墓表，几乎全是这种风格，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也被古
人称作“西晋洛阳体”。

记者发现，尽管墓表文字的字体被认为是隶书，但是其
字形方正、结构疏朗的特点，又隐隐约约显出楷书的影子。原
来，在晋代，楷书在民间慢慢传播开来，韩寿墓表这样的官方
隶书受民间兴起的楷书影响，被加入了些许楷书韵味。其笔
画规范、行笔重视起收的特点，也是后来楷书的基本特征。

元庄村位于孟津县横水镇西约 3
公里处，村名来源于村子西边的一座
山，名叫元龙山。在当地，此山极负盛
名，元庄村一带流传着不少有关此山的
传说。

元龙山山势走向十分奇特。其附
近的主要山脉——邙山，从孟津县西部
发脉后，整体走向是自西往东，元龙山
却特立独行，走向是自东北往西南。如
果把邙山比喻成一条大龙的话，远远看
去，元龙山就像大龙身旁的一条小龙，
更加奇特的是，这条小龙的尾巴形状如
同甩出的半圆，恰好围住了元庄村的
西、北半边，如同神龙保护村庄一般。

元龙山一路蜿蜒，形状类似龙头
的部分一直延伸到元庄村附近的河
里，远观犹如神龙沐浴一般。在元
龙山周边，还有 10 余座小山，就像是
元龙山的贴身护卫，左右追随、前后
簇拥。

元龙山在当地如此出名，相传与大
名鼎鼎的周文王姬昌有关。

相传商纣王滥杀无辜、十分凶残，
一些正直的大臣也难免遭受残酷刑罚，
周文王听说后经常叹息。一个名叫崇
侯虎的人偷听到周文王对商纣王的不
满，便偷偷跑到商纣王身边告状，并添
油加醋污蔑周文王招纳贤才，收买人

心，企图谋反。商纣王听后大怒，派人
将周文王囚禁起来。

周文王身边的大臣们得知周文王
被囚禁，赶紧前往西域等地搜求宝马、
玉器等进献，并承诺献地给商纣王，商
纣王才同意放了周文王。

献地需绘地图，并要在地图上标明
地界、山脉、河流等信息。于是，周文王
在勘绘地界时来到了元龙山，当他看元
龙山山势走向后大惊，不由感慨道：“大
哉乾元！君子就应该像你一样百折不
回，奋发努力！”

周文王决定以此山为界，凡是头朝
西的山都归周，凡是头朝东的山都送给

商纣王，并在乾卦中写道：“乾，元亨利
贞。”元龙山由此得名。

此后，附近的百姓陆续前来依山而
居，渐渐形成村庄，并将村子起名元庄
村。相传当地村民担心元龙山会“跑
掉”，就在龙尾处修了一座庙，以求元龙
山长久保护一方百姓平安。

本报记者 赵佳 实习生 冯婷婷

元庄村：形似不屈神龙 姬昌敬之封名

地名故事

大谷关：
自然和文化共孕的宝地

公元184年，也就是汉灵帝中平
元年，黄巾起义爆发，朝廷随即设八
关拱卫京师洛阳。位于今伊滨区寇
店镇水泉村的大谷关，就是当时所设
八关之一，扼守都城南大门。

大谷关因其险要的地形，成为历
代兵家必争之地。此地沟壑纵横，战
时可埋伏重兵，断绝南北交通。对
此，东汉著名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张
衡曾不惜笔墨，盛赞大谷关地势，文
曰“盟津达其后，大谷通其前”。

其实，关于大谷关的名称，历朝
历代并不统一，《三国演义》第六回中
所说的“太谷”就是大谷关。

对此，历史学家表示，在古代，
“大”和“太”是通假字，互用现象十分
普遍。以大谷关为例，在《后汉书》中
为“大谷关”，而在《资治通鉴》中则为

“太谷关”。两者都是权威史料，所以
并无对错之分。

长期以来，大谷关都是古代洛阳
通往南阳、汝州、许昌等地的重要关
口。据《三国志》记载，汉献帝初平二
年（公元191年），长沙太守孙坚进兵
大谷，讨伐董卓。董卓败走渑池后，

孙坚进入洛阳。在《三国演义》中，
“司马懿设计赚曹爽”的故事也与大
谷关有关。曹爽陪魏明帝曹睿的儿
子经大谷关到山南祭祖，被司马懿用
计夺了军权，最终丢了曹氏天下……

作为汉魏洛阳故城的南大门，大
谷关也留下了汉人南迁的足迹。西
晋末年，“永嘉之乱”爆发，洛阳陷落，
不少士族、百姓为避难，穿越大谷关，
踏上南迁之路。他们也成为后来闽
南人和客家人的先祖。

几经战火洗礼的大谷关，到了现
代，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军事作用。
1926年，军阀混战，驻豫国民二军军
长岳维峻部被吴佩孚击败，溃退于大
谷关后，又遭民团截击；1944 年 9
月，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挺进豫
西，皮定均率部在大谷关一带抗击日
军，偃伊边区自卫队在队长马怀珍的
带领下，在大谷关两侧的褶皱中与日
军周旋，对水泉据点的日军予以重
创，有力地支援了豫西抗战。

如今，虽然大谷关遗址和军事工
事已难觅踪影，但大谷关故道几经修
筑，仍是偃师通往伊川的交通要道。

历史的硝烟散尽，如今的大谷
关留下的是静好的绿树村庄和农
田阡陌。同样在水泉村，距离大谷
关 2 公里处万安山崖壁上的水泉
石窟，也默默诉说着历史的故事。

水泉石窟，依山面水，凿于北
魏至唐宋期间。较之龙门石窟，它
显得相对“低调”。直到去年，水泉
石窟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才渐入公众视野。

整座石窟在一个原始溶洞的
洞壁上凿龛造像而成，后来可能因
石质原因，没有继续雕刻。该洞窟
深6.5米、宽4.8米、高约12米，窟
面呈方形，后壁中央雕主佛两尊。
窟壁间雕大小佛龛400多座，有造
型各异的石佛造像1000多个。

石窟造像刻工简朴硬直，体现
了北魏石刻艺术的特点。龛楣及近
侧多刻飞天、化生、莲花等，佛座下

有金刚力士及蹲狮子、卧兽等。在
窟外北壁上雕有一处唐玄宗先天
二年（公元713年）的像龛，雕刻技
法细腻，让人叹为观止。

历史学家指出，通常，洞窟龛
内造像多为一佛、二弟子、二菩
萨，而水泉石窟则有两尊佛，这让
它在诸多石窟艺术造像中极为

“另类”。
专家分析，两尊主佛实则是北

魏时期畸形政治影响下的产物。北
魏迁都洛阳后，胡太后和孝明帝曾
联合执政，因此，水泉石窟并雕主
佛两尊，一佛象征皇帝，一佛象征
皇太后。

虽然水泉石窟规模不大，但布
局奇特，造像集中，雕造工艺精美，
不仅是研究古代雕刻、绘画、建筑
及佛教发展的珍贵资料，也是了解
当时历史状况的重要证物。

提及大谷关和水泉石窟，自然
少不了承载这一切的万安山。自然
的神工和历史的厚爱，让万安山成
为一座文化名山。

万安山山势突兀，险峻挺拔，
怪石嶙峋，清泉涌流，曲径通幽。有
的峰峦挺拔林立，犹如刀削斧劈一
般，有的则像斜生的笋尖，可攀缘
而上。“石林雪霁”曾是洛阳八小景
之一。山顶有西祖师庙、白龙王庙
等庙宇，香火不断；山麓有范仲淹
墓、水泉石窟等名胜古迹。

唐宋时期，不少帝王将相、文
人墨客来到这里，流连忘返。大谷
关和水泉石窟所在的寇店镇得名，
也与将相名人有关。

北 宋 真 宗 景 德 元 年（公 元
1004 年），辽军南侵，一路攻城拔
寨，杀到澶州（今河南濮阳）城下。
当时的北宋朝廷里弥漫着迁都求
和的情绪，而宰相寇准坚决主张抵
抗强敌。

宋真宗采纳了寇准的意见，御
驾亲征，大败辽军，宋辽双方订立
了合约，史称“澶渊之盟”。此后，宋

辽边境干戈宁息，人民生活安定。
澶渊之役的胜利，按说寇准居

功至伟。但此后，寇准连遭同僚的
诽谤排挤，宋真宗听信了谗言，将
其罢相削官。

此时的寇准自叹为小人所累，
不觉心灰意冷，于是来到洛阳，每
日与同僚挚友饮酒狂歌。

一日，宴会上来了一名叫茜
桃的歌女，身姿曼妙，容颜楚楚动
人。寇准问她家居何处，茜桃答
道：“家住万安山下、大谷关北的
烟岭镇。”

寇准听后，对烟岭镇产生了兴
趣。他随那名女子来到这里，建了
一个宅院，时常居住。因为他的名
气大，当地人后来就将烟岭改名寇
店并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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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洛阳八关之一的大谷关，又名太谷关，乃东汉灵
帝为抵御黄巾起义而设，固守汉魏洛阳故城南大门。该
关遗址位于伊滨区寇店镇水泉村，与北魏时期开凿的水
泉石窟相近，风景旖旎。大谷关所在地寇店，因宋代宰相
寇准曾在此居住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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