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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是汉魏文化
的发祥地，三绝碑是汉
魏历史交替的见证。

这不仅是因它记
载了公元 220 年冬汉
魏交替的历史事实而
闻名，更因其精绝的书
法艺术而享誉海内外。

8 月 1 日，在许昌
博物馆的展厅内，三绝
碑的拓片，引来不少游
客驻足观看。那么，三
绝碑都记录了哪些历
史 事 实 ？ 三 绝 碑 又

“绝”在哪里？

两块碑字体为隶书，字体方
正，遒劲有力，洒脱飘逸，是我国
书法艺术的珍贵遗产，历代书法
家、书法理论家对两块碑多有评
价。

东晋的王羲之，唐代的颜真
卿、刘禹锡等。宋代的欧阳修还
多次来此临摹，并撰文纪念。

据了解，两碑均系王朗文、
梁 鹄 书 、钟 繇 镌 字 。 所 谓“ 三
绝”，一曰文表绝，由司空王朗撰
文。从尧舜禅德，史有前列，到
魏王德高望重，远近臣服；由汉
室气数已尽，理当代汉，到献帝
主动让贤，曹丕谦逊再三，文辞
宛转巧妙，论述深刻有力，气势
磅礴，层次井然严密，而且语言
简洁流畅，详略得宜，不枝不蔓，
无 懈 可 击 ，可 以 说 是 添 一 字 则
余，去一字则损。

二曰书法绝，由尚书梁鹄书
丹，两碑并称，同出一手，字体均
甚方正，渐开唐隶之门，笔法遒
劲 ，实 为 我 国 书 法 宝 库 中 的 珍
品，也是研究隶书发展的重要资
料。

三曰镌刻绝，由侍中钟繇刻
字。钟繇和梁鹄一样，同为东汉
著名书法家，他精于汉隶八分之
妙，形成由隶入楷的新貌，因此
被后人称为“楷书鼻祖”，史书称
他“秦汉以来，一人而已”。由他
镌字，更是锦上添花。以受禅表
为例，全篇 899 字，字字一格，毫
厘不差，中规中矩，相互映衬，韵
趣无限。

两碑的隶书，结体谨严，笔
力刚健，字体方正，中规中矩，这
正是汉末隶书的风格。隶书是
适应人们书写的简捷才从篆书
转化而来，但仍带有篆书痕迹，
到东汉中叶，点画波尾显明，才
脱尽篆意，成为纯粹的汉隶，汉
末更趋方正，魏晋则更加平板刻
画，结体端方，失去汉隶神韵，向
楷书过渡。

许昌是汉魏文化的发祥地，
三绝碑不仅因记载了公元 220 年
冬汉魏交接的历史事实而闻名
遐迩，更因精绝的书法艺术而享
誉海内外。南朝文学家兼书法
家庾肩吾在《书品》中评论两碑
时说：“天然第一，功夫次之，妙
尽许昌之笔，穷极邺下之牍。”

唐代刘禹锡在《玉堂嘉话》中
说：“魏受禅碑，王郎文，梁鹄书，
钟繇刻字，谓之三绝。”清末康有
为称其“书家之盛，莫如季汉……
于时卫敬侯出，古文实与邯郸齐
名，笔迹精熟。今受禅表遗笔独
存，鸱视虎顾，雄伟冠时”。

三绝碑不仅代表了当时许昌
乃至中国书法艺术的最高水平，
并且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政治、
文化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8 月 1 日上午，在许昌博物馆
二楼，许昌博物馆保管部主任陈
文 利 告 诉 记 者 ，三 绝 碑 是《受 禅
表》和《公卿将军上尊号奏》两通
石碑的通称。也就是说，三绝碑
其实是两块石碑。

据了解《受禅表》碑，高 3.22
米，宽 1.02 米，厚 0.28 米，圭形，上
有 碑 穿 ，碑 额 题 篆 书 阳 文“ 受 禅
表 ”三 个 字 ，碑 文 22 行 ，每 行 49
字，隶书阴镌。《公卿将军上尊号
奏》碑 高 3.22 米 ，宽 1.02 米 ，厚
0.32 米，圭形，上有碑穿，碑额篆

书阴刻“公卿将军上尊号奏”八个
字。

我国的碑石中，有一种碑文
的文章、书法和雕刻技巧都很精
绝 的 石 碑 ，人 们 称 它 们 为 三 绝
碑，这种碑石，大致可分为三种：
一 是 大 多 数 为 碑 文 、书 法 、刻 工
精 妙 绝 伦 ，又 能 汇 于 一 碑 者 ；其
二为文章、书法及文章所述之人
的德政功绩杰出者又能汇于一体
的；其三为文章、书法及镌刻之石
奇特。

“中国自古至今之书法碑刻

可 谓 林 林 总 总 ，然 而 ，能 称 得 上
‘三绝’或‘四绝’的碑刻却不多。”
陈文利说，目前能称为中国十大
三绝碑的有湖南省郴州市《苏仙
岭三绝碑》（秦观词、苏轼跋、米芾
书）、四川成都的《蜀丞相诸葛武
侯祠堂碑》（裴度文、柳公权之兄
柳公绰书、鲁建刻）等，记录汉魏
政权交替的《受禅表》和《公卿将
军上尊号奏》石碑，也因撰文绝、
书法绝、镌刻绝，名列中国十大三
绝碑之列。

1 此三绝碑是《受禅表》和《公卿将军上尊号奏》两通石碑的通称

记录了汉魏政权的交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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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绝碑：汉魏政权交替的见证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
英雄。

三国时风云际会，如今已成
历史任人评说。

陈文利告诉记者，《受禅表》
碑内容首先阐明禅让乃自古之美
德，接着颂扬曹丕“齐光日月，材
兼三级”，有“尧舜之姿”“伯禹之
劳”“殷汤之略”“周武之明”。在
公卿将军固请下，他“回师千虑，
至于再，至于三”才在繁阳（今繁
城镇）筑灵坛举行受禅大典。

《公卿将军上尊号奏》内容为
魏 文 武 大 臣 奏 请 曹 丕 代 汉 称 帝
事 。 奏 章 称 ：“ 汉 帝 奉 天 命 以 固
禅，群臣敬天命以固请。”汉献帝
让位曹丕代汉乃天命所归。奏章
前后均列公侯臣等 46人职名。

“碑文记录了建安二十五年
冬十月，也就是公元 220 年，魏王
曹丕接受汉献帝的禅让，代汉立
魏。”陈文利说，曹丕代汉称帝是我
国封建社会唯一一次不发生战争
和流血，和平过渡式的政权变更。

史载，建安二十五年（东汉延
康元年）冬十月，大臣们提出：“魏
王 布 德 四 方 ，万 国 归 服 ，人 臣 所
向，魏当代汉。”汉献帝知大势所
趋，即宣告群臣，愿将天下禅位于
魏王。曹丕遂令在繁阳（今繁城）
筑受禅台。曹丕在此接受汉献帝
的禅让，代汉立魏，谓“魏文帝”。
从此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的魏、蜀、
吴三国时代。

汉代的繁阳亭，北邻颍河古
道，是南北交通要道水旱码头，交

通方便。曹丕利用司马懿在这里
驻扎的 14 万部队，筑一大台，以备
受禅盛典之用。

此台为夯实结构，筑起后占
地面积约 8700 平方米。按品级为
三级台，每级 27 层台阶，三级共 81
层台阶通顶端。当时台顶靠北部
有宫殿式建筑，楼阁石栏气势磅
礴，威武壮观。

汉献帝受禅大典的盛况，裴
松之引《献帝传》注云：“魏王登坛
受禅，公卿、列侯、诸将。匈奴单
于、四夷朝者数万人陪位。”可见
其隆重。

现 今 的 受 禅 台 仅 乡 间 一 土
台，除了路旁的牌子，谁能遥想到
这是当年魏王曹丕接受汉献帝的
禅让、登基称帝之地？

梁鹄书、钟繇
刻，代表了当时书
法艺术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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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张铮

核心提示

保存在许昌博物馆内的三绝碑拓片。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