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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很牛的鼎新街
□庄学 文/图

□见习记者 余子愚 文/图

《辛穆墓志》的书法之美
【墓志拓片故事】

河 洛

提起《辛穆墓志》拓片，洛阳碑志拓片博
物馆馆长刘建军赞不绝口：“辛穆是一位有故
事的北魏大臣，其墓志具有典型的魏碑书法
之美！”

仔细看，果真如此。《辛穆墓志》拓片字体
看起来“眉清目秀”，有着明显的魏碑特点。

魏碑，是产生于我国南北朝时期（公元
420年至588年）北朝文字刻石的通称，大体
可分为碑刻、墓志、造像题记和摩崖刻石四
种。以用笔论其书体，又有方魏、圆魏、方圆
兼济三种不同风格。

作为一种隶楷相间的过渡性字体，魏碑
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点，对隋、唐两

代楷书体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历代书法
家在创新变革中也多从魏碑中吸取“营养”。

提起魏碑，大多数人会想到《龙门二十
品》，即在龙门石窟中发现的北魏时期二十方
造像记作品，被认为是魏碑书法的代表作。

然而，同样产生于北魏时期的《辛穆墓
志》，由于辛穆为官清廉，颇有政绩，加上墓志
字体清秀，拓片保存完好，被书家称为“刚柔
相济，冲和灵秀”，亦为魏碑书法的佼佼者。

辛穆在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之前
就有幸入土为安，其墓志得以从容镌刻，
因此我们今天有幸看到这精美的《辛穆墓
志》拓片。

我市青年书画家王卫东认为，《辛穆墓
志》的字体具有方魏的风格，但与《龙门二十
品》之《杨大眼造像记》的粗犷风格不同，《辛
穆墓志》字体用笔雅致。

王卫东说，《辛穆墓志》字体带有魏碑中
后期的特点，金石气较弱，书卷气较重。此
外，《辛穆墓志》的有些字带有明显的隶书意
味，如“之”“十”等。但是,该墓志字体的用笔
已经从隶书中脱离出来，具有楷书形神兼备
的特点。

王卫东建议喜欢魏碑的书法爱好者，常
到洛阳碑志拓片博物馆欣赏《辛穆墓志》拓片
的“书法之美”。

《辛穆墓志》未留下墓志撰写者的姓名，
也未留下书丹者的姓名，如此精美的字体，竟
不知出自谁的笔下，令人十分遗憾。

（感谢洛阳碑志拓片博物馆提供支持）

从老城区御（豫）路街进入鼎新街，入口不宽，稍不留神
便会错过。深入进去，路宽了起来，但也只有一车多宽。偶
有绿树成荫、海棠成簇，树下居民闲聊，显得十分清静。

不过，这清静时不时被搬迁的热闹打破，这里正在进行
拆迁改造。

鼎新街以前叫解元街，20世纪20年代改为现在的名
称。它虽狭小不起眼，但若仔细了解、观察，就会发现，它隐
藏着很牛的历史。

在这条200多米长的小街上，曾有民国时期的政府要
员、文艺界名人的私宅，还有洛阳市区仅存的绣楼（小姐
楼）。这里还曾存在过一个大驿站，号称河南府的中心驿
站，此地起初叫都亭驿，元代改为周南驿。周南，取自《诗
经·国风》之首篇《周南》，一个颇有诗意的名字。历史上有
许多名人光顾过这个驿站，如司马迁、林则徐，还有西逃回
京的慈禧和光绪皇帝……

周南驿的功能很多，是公办中转站，传递政府文书、通
信、客居、接待、转运物品等。想必那时这里车水马龙，不同
等级的公务员凭借官方文书在里面混吃混喝混住，热闹得
很。如今，周南驿早已成为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符号。

穿过鼎新街，西边便是热闹的南大街，给人一种穿越时
空之感。

如今，鼎新街居民与所有老城人一样，既关心古城开发
的前景，也关心自己的归宿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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