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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的
“
无字碑

”

有字么

孙 焕 英

武则天的
“

无字碑
” ,

因其无字
,

闻名遐迩
。

7 月 2 4 日
,

《文汇报》发表陕西研究者的文章
,

提出了
“

无字碑
”

并非无字的新论
,

并有其他不少

报刊作了转摘
。

新论 的论据是
:

“

在
`

无字碑
’

的阳面布满了 4
.

5 厘米见方 的细线刻格子
。

这些格子一气刻成
,

整面贯通
,

从上

到下 84 格
,

从左到右 (按古行文制应是从右到左—
笔者 ) 44 格

,

有些线刻格子虽经 13 00 多年风雨

剥蚀至今仍比较清晰
。

根据碑 阳面格子总数看
,

该碑文约有 3 0X() 余字
。 ”

(《报刊文摘 》8 月 10 日 )

需要指出
,

研究者忘记 了或者不知道
,

他们所提出的论据
,

恰恰是
“

无字碑
”

无字的证据
:

第一
,

任何碑文都不可能是工整的长方形
。

因为
,

碑文要有抬头
、

落款
、

纪年等
,

它们都有特殊

的格式
。 “

无字碑
”

的刻线格排列成 工整的长方形
,

恰恰证明
“

无字碑
”

上的刻格
,

不是为碑文设计

的 ;

第二
,

有文的碑
,

一般没有刻线格痕迹
。

它说明
,

在刻写碑文而需要用格子界定时
,

先画上格子

而不是先刻上格子
。

待碑文刻好后
,

将画上的格子洗去
。 “

无字碑
”

的刻格
,

恰恰证明它不是为碑文

设计的 ;

第 三
,

人物的纪念性碑刻
,

一般正面是碑名碑题
,

背面是碑文阐释
。 “

无字碑
”

的阳面即正面
,

布

满 了几千个小格子
,

恰恰证明它不是为碑名
、

碑文设计的
。

至于
“

无字碑
”

有字论者说此碑原已拟好碑文
,

只是武则天的继任者不愿刻上去
,

所以才空留刻

格
,

则更是想 当然和不能 自圆其说
:

如果是武则天 自己拟就 了碑文
,

它用不着等待后人来刻 ;如果武

则天 自己没有拟就碑文
,

其继任者根本就不会再为武则天拟碑文—
既然继任者对武则天不置减

否
,

那么
,

这碑文怎么写
、

写什么 ? 既然继任者又不为武则天刻碑文
,

那么
,

还写碑文干什么 ?

那 么
,

武则天既然要立一个无字的碑
,

却又刻了那么多的格子
,

这是什么意思 ? 笔者 以为
,

有以

下可能的一种或几种兼之
:一

、

碑的高度数和宽度数
、

格子的边长数
、

碑 的纵格数和横格数
,

寓含着

一组与武则天有密切关系的重要的
“

数
” ;二

、

满贯碑面的空格
,

寓意武则天的功绩齐天盖地
,

罄竹难

书 ; 三
、

与上相反
,

满碑空格
,

寓意武则天大业未竟
,

空留天地宏 图 ; 四
、

反传统
、

标新立异
。

武则天女

身为皇
,

是反传统 ;她死后
,

立无字碑
,

寓意和她生前一样
,

反传统 ;五
、

与上相反
,

无字之碑
,

是古时

的一种特殊的习俗
、

传统
,

有其特殊 的涵义 ;六
、

有格而无字
,

有碑而无文
,

武 氏是将 自己 的千秋功

过
,

留待后人来评写
。

不管怎样
,

研究者发现了武则天的
“

无字碑
”

上有刻格便说
“

无字碑
”

原来有字
,

这种理论是不能

成立 的
。

武则天的
“

无字碑
” ,

至今还是一个千古之谜
。

我们盼望着有天才能够破解它的信息
,

作出

有根据的正确的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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