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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道东关街
访古大石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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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大气象《宋璟碑》
【碑志拓片故事】

在洛阳碑志拓片博物馆，《宋璟碑》拓片被重点展
示，拓片尺寸与原碑基本相同，认真欣赏拓片，“颜体”风
采毕现。

由于墓主宋璟和撰文书丹者颜真卿的特殊身份，
《宋璟碑》历来被人推崇——

北宋诗人、书法“宋四家”之一的黄庭坚在《山谷论
书》中评价：“惟鲁公《宋开府碑》（即《宋璟碑》，记者注）
瘦健清拔。”

宋徽宗崇宁年间编修范志君著《宋公神道碑后记》
云：“宋公神道碑（即《宋璟碑》，记者注）独完好，惟碑侧

记缺八字……公之墓高不愈（通逾）丈，丰碑尚存，可谓
忠义足以垂名不朽。”

北宋词人李清照的丈夫、学者赵明诚，称《宋璟碑》
为“上品”。

南宋学者刘子翚作《临池歌》，称宋璟碑“断碑云落
翠苔村，直气英风犹可睹”。

明代沙河县县令方豪，在《续宋文贞公神道碑记》
中，曾将《宋璟碑》与《多宝塔碑》相比，言其价值很高。
明代金石学家都穆，也称其“人、文、字，真足三绝”。

清代周星莲《临池管见》云：“鲁公书如《宋开府
碑》之高浑绝俗，《八关斋》之气体雍容，昔人以为似
《瘗（yì）鹤铭》，诚为绝作。”

清代收藏家孙承泽，在《庚子消夏记》中评《宋璟
碑》：“书法方整中带有虚合，视他书稍异。”

清代书法家王澍，在其《竹云题跋》中指出：“颜书多
以沉雄痛快为工，独宋广平碑，纡余跌宕，以韵度胜，东
坡元章，皆谓元章自褚出，此碑尤觉全体呈露。碑侧记，
无意求工，而规矩之外，别具胜趣……前碑直入神品，而
碑侧直入逸品矣。”

洛阳市书协副主席、洛阳师院薛玉印教授，对《宋璟
碑》评价甚高：“《宋璟碑》是颜真卿的代表作，其风格宽
博厚重、正大气象，展现大唐盛世之风。《宋璟碑》拓片
的颜体书法，正如苏轼所说——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
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
下之能事尽矣。”

此外，对于练习颜体的书法爱好者来说，《宋璟碑》
也是不错的选择。

时隔 1000 多年，我们今天仍能从《宋璟碑》的
拓片上欣赏到颜真卿书法的“真容”，了解到一代名
相宋璟的生平事迹，的确令人欣慰。

河 洛

据说东关大街的牛羊肉很正宗，很多人
去那里采购，牛羊肉摊位前的师傅如庖丁一
样挥刀自如。寻一处牛羊肉汤馆，坐在街边
喝着汤，看着川流不息的人群……想必数百
年来的东关大街就是这样一种俗世景象。

东关大街东起爽明街口，西至广济桥
（大石桥），不足千米。它处于老洛阳的东关
之外，也是旧时的官道和商道，十分繁华。
这里酒肆商铺林立，招幌摇曳，商业繁荣。

这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街。街
东头的“孔子入周问礼碑”，街中间的清真
寺，街西边瀍河上的广济桥，都是珍贵的历
史文化遗产，它们见证了东关大街的辉煌。

广济桥据说是由明朝太监黄锦出资修
建的。当时瀍河上的桥屡屡被水冲毁，黄锦
出资找人修了这座桥，桥全用石料建成，做工
精巧，结实耐用。建成那天，瀍河两岸顿成通
途，来看热闹的人不少。为了纪念黄锦，人们
把这座桥叫“黄公广济桥”，俗称“大石桥”。

东关大街也在与时俱进，在中间一段，北
侧是现代的高楼，南侧则是传统的平房，木门
铁环，瓦上衰草连连，也算是“一街两制”了。

午后的东关大街安静了许多，小吃铺
前偶有食客坐在路侧小方桌前用餐，也有
居民在路边下棋、打麻将，十分悠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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