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0年出土于四川省青川县郝家坪

第50号战国墓的青川木牍,书于秦武王二

年至四年(公元前309年-公元前307年)。

木牍为楠木,长46厘米,宽2.5厘米,厚

0.4厘米。牍文正文三行,121字,背面文

字与正面颇有联系,但残损过甚,仅上端

部分可识,直书四行33字。木牍正面记载

了秦武王二年,王命丞相戊更修《田律》等

事,背面为与该法律有关的记事。据《史

记·秦本记》载,秦惠王九年(公元前329

年)灭蜀,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

茂为左右丞相,甘茂即牍文所书之“戊”,

茂、戊古通。背面为“四年”补记事项。以

风格求之,二者非一时之作,字为早期隶

书。此牍现藏青川县文化馆。

需要注意的是,青川木牍的古隶书

体,与秦国统一中国前的石鼓文以及统

一中国后的李斯小篆都毫无相似之

处。这说明,周秦以来的篆书、金文及

石刻文字是当时文字的精华,但那是贵

族化了的工艺美术字,真正普遍流行的

书写文字是竹简书。由于竹简的材质

影响书体的变化,使字体逐渐演变为扁

方形,这是汉代隶书结构形成的渊源所

在。因此,青川木牍被视为年代最早的

古隶标本,是具有代表性的先秦简。青

川木牍应系目前我们所见最早的秦系

署书范本,同样为秦官方使用古隶书写

律令、公文的最早一例。

青川木牍的隶书字形不拘一格,起

笔、中笔、收笔富于变化,点面有明显起

伏,出现了波挑的笔意。作为大篆快写趋

向隶书的过渡期作品,青川木牍还夹杂着

许多篆体字,显示了与其隶变母体(同时

代金文)的一致性和延续性。木牍简率的

用笔意识和参差不齐的天然美感,与金文

所具有的严整、均衡对称、凝重等美感已

大相径庭,展示了与金文审美系统完全不

同的书法语言和审美模式。篆法隶势,是

一种介于篆隶之间的新体,通常称为古

隶。笔力沉静,结体严谨,章法已破篆书

之板滞,显示出清丽劲秀的书风与气格,

为后面分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青川木犊不是我国最早的墨迹,比

它的产生早的还有侯马盟书等,不过它

却是由篆向隶演变的过渡性字体的力

作,比嬴政灭六国统一中国整整早了88

年,既是作为后来隶书发展定型的源头

和依据,也同时对篆书创作产生着不同

程度的影响。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薛涛坟”
墓址在望江楼公园右侧约里许

原来，薛涛去世后,她的坟茔埋在望

江楼附近里许，这才与望江楼发生了关

联。据《四川通志》载:“薛涛墓在华阳县

东十里。”《华阳县志》与《华阳新志》均

载:“薛涛墓在城东数里”。《蜀中名胜记》

引涛集序云:“段文昌为撰墓志,题曰:西

川校书薛洪度墓”(薛涛字洪度,“涛”有

作“陶”,“洪度”有作“弘度”或“度弘”)。

段曾任西川节度使,与薛涛有过往还,故

薛死后为其题墓。段题墓碑早已毁佚,

然因志有记载,故在明代嘉靖时又补立,

后仍毁佚,直至清代光绪九年癸末(公元

1883年),浙西沈寿榕才再为其重新刊

石,即十几年前尚能见到的墓碑。薛涛

墓与碑后来被夷平捣毁,墓址在望江楼

公园右侧约里许的四川大学里面。

就因为唐时埋了这座真实的“薛涛

坟”，才在这里引来了薛涛的“身影”。

当时人们纪念薛涛，在坟的周围栽上桃

花。故唐代诗人郑谷在《咏薛涛坟》诗

中有“渚远江清碧簟纹,小桃花绕薛涛

坟”之句。到明代,万历年间进士邓原

岳《咏薛涛坟诗》也说“三尺荒坟傍狭

邪,坟前流水绕桃花”。以后,不知何年

何月,有人把绕墓桃花,换成了几丛翠

竹,因此引得清初诗人郑成基在《咏薛

涛坟》诗中感慨地说:“昔日桃花剩无

影,至今斑竹有啼痕。”

薛涛坟侧的几丛翠竹，因岁月长流

逐渐发展,再加之有意培植,遂成为现今

望江楼公园翠绿缭绕、修竹成林、凤尾森

森、龙吟细细的竹园美景。这对纪念薛涛

来说,倒是符合诗人生前志趣的雅事。因

薛涛《洪度集》的第一篇《醉人雨后玩竹》

诗,写的便是竹：“南天春雨时,那鉴雪霜

姿。众类亦云茂,虚心能自持。多留晋贤

醉,早伴舜妃悲。晚岁君能赏,苍苍劲节

奇。”这首诗可看成是薛涛对自己的写照,

以竹比喻和象征自己崇高的品格。后人

以竹代桃花绕其坟,是有道理的。附近有

坟,坟侧有竹,对构成现今望江楼公园的

特色似乎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更主要的恐

怕要算“薛涛井”。

“薛涛井”
缘于词人墨客对薛涛的幽思怀想

“薛涛井”这地方，据《四川通志》

载:旧名为“玉女津”。左面是水码头,

右面是清水池塘,地下水脉与锦江相

连。因其塘底是由层沙构成,故塘水清

洌,澄澈照人。明代蜀藩因而指定每年

三月三日在此取水,仿效当年薛涛在浣

花制造浣花笺的办法制作二十四幅贡

纸,以十六幅贡纳朝廷。时移世易,月

久年深,锦江有时水涨水消,殃及池塘

及附近农田,故又在塘前建回澜塔,塘

后建雷神庙,以镇水怪。明代末叶,朝

政日非,贡纸事务,早已作罢,池塘亦因

历年变迁,逐渐缩小,只供当地人士取水

使用。一般人士因称呼方便,约定俗成,

遂呼此井为“薛涛井”。井侧江水泱泱,树

影婆娑,田畴纵横,云雾叆叇（ài dài,云

彩很厚的样子）,明末以来就已成为名

胜,供人游览(见曹学佺《蜀中名胜记》),

但尚无薛涛在此浣笺之说,直至清代康熙

三年(公元1664年),成都知府冀应熊手书

“薛涛井”三字并刻立石碑,作为正式地名标

识,才引起了词人墨客对薛涛的幽思怀想。

又过了百余年,至乾隆六十年乙卯

(公元1795年),清朝的翰林院编修、成

都学使周厚辕来到成都,于杜甫草堂、

武侯祠题写之后,又至薛涛井旁,雅兴

盎然,浮想联翩。他推断薛涛井水既可

汲来制笺,那么薛涛似应居住此地,就

手书唐代诗人王建《赠薛涛诗》:“万里

桥边女校书,枇杷巷里闭门居。扫眉才

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他又另外

写了《薛涛井诗》《剥蚀难认》,将此两诗

刻石附立薛涛井两旁,修建成碑坊形式,

这就是现存可见的“薛涛井牌坊”了。

吟诗楼
名人雅士建造有关薛涛的楼台

有了薛涛墓、井,固可引人入胜,但
尚不能令人留连忘返。到清嘉庆十九
年甲戌(公元 1814年),四川布政使方
积、成都知府李尧栋,于培修薛涛井外,
在井碑对面,又建吟诗楼、浣笺亭。吟
诗楼和浣笺亭是薛涛生前兴建在碧鸡
坊和浣花溪的，在这里修建楼、亭,并用
古时名字，俨然薛涛确曾在此汲水浣
笺、吟诗咏怀了。又因都在濯锦江边,
再建一座濯锦楼以作陪衬,兼作官民游
宴之所。到咸丰四年甲寅(公元 1854
年),任成都学使的何绍基与蜀中名士
张怀溥、张怀泗弟兄,大发思古之幽情,
为其撰写诗联题咏,悬挂楼亭各处。特
别是何绍基用鸡毫书题吟诗楼的“花笺
茗椀香千载,云影波光话一楼”的名联,
字简词新,意味深长,一时争相传诵,这
就更增游人过客对薛涛怀念的雅兴了。

薛涛出身贫寒,才华出众,在成都度
过了一生,与当时有名的诗人元稹、白居
易、牛僧儒、令狐楚、裴度、严绶、张籍、杜
牧、刘禹锡等竞相唱和,写了大量诗篇,
其中有不少歌颂祖国美好山河、关切劳
动人民疾苦的佳作,对中唐文化的发展
起了一定作用。她的《洪度集》以及创制
的“浣花笺”(即薛涛笺)流传至今,影响
深远。她在万里桥边、浣花溪畔、碧鸡坊
舍等旧址遗踪,早已杳不可寻。因此，为
纪念诗人，由坟及井，建造有关诗人的楼
台香榭，将望江楼臆定为其故居，开辟成
休息娱乐的场所和旅游胜地。诗人泉下
有知,亦当含笑赞赏不已。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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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望江楼公园漫步,常听到人们问：哪里是薛涛故居？园内三座楼哪一座是真正的望江楼？楼与薛涛有何关系，于
何年建成？
其实,唐代女诗人薛涛生前既没有在望江楼公园一带住过,也没有在这里制笺题咏,她的活动与望江楼并不相干。据王

家祜《成都城史》的《碧鸡坊考》中说:“薛涛早岁居万里桥边(在成都城南),中年移住节度使别墅浣花溪旁(在城西),晚年居碧鸡坊创
吟诗楼(在城北)，三处各不相连,盖迁居异地也。”那么,薛涛怎么又和城东的望江楼扯上关系了呢?

成都望江楼公园里的薛涛“身影”

薛涛墓。据成都望江楼公园官网

青川木牍被视为年代最早的古隶标本。

青川木牍：年代最早的古隶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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