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挪范大学硕士学能论文 束代的书遗著录蛩}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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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著录”是记录中国历代法书、名萄的目录性簧述。古代没有现代的照

相、影印技术，稍画的复制手段属于手工技艺，复制的书画作品“下真迹一等”，

书殛鉴藏家只缛用文章记录他们所见、掰减弱书画作品。今天所能冕弱靛古代对

书斓的著录，较毕的有刘宋虞徘的《论书袭》、唐代裴率源的《贞观公私茴史》、

褚遂良的《晋右军王羲之书目》、张怀壤的《二王书录》、韦述的《叙书录》、张

彦避的《历代名溺记》等。

与唐代相比，宋代国力不强，但统治阶级重墨尊书、札遇文人，文化事业成

就突出。由于腐米、五代战乱对文化遗物造成的极大破坏，宋人所能见到前人的

法书真迹日见其少，为弥补士人学书壹接取法墨迹瓣局限，寒代亥4糖熊程。金石

学作为一门学问形成于宋代，文人对金石碑刻等的收藏顾为风行。正怒在这样的

历史文化背景下。为墨迹、剡帖、金石等作著录的著述大量出现。

本文班说的“书迹著录”，是摇专为墨迹、刻牯、众石每迹爨传的著录，包

括碑帖名目、书者、书体、书迹载体形式、文字内容、书迹产生的年代以及收藏、

流传情况、书迹的价值意义等，是书法史、粥家研究、书迹鉴藏、金石学、史学、

文字学研究豹鬟要文献。

本文试图对宋代所产生的“书迹著录”文献作较全丽的考察与研究，文章内

容可大致分为六个部分：首先是绪论部分；其次是“著泶”概说，其中包括“著

录”释义、“书迹著录”橇念界定、本文磷究对象豹说嬲等：接下来楚对宋代以

前的“书迹著录”作简要的追溯，主要是对“书迹著录”的产生、东酱、南朝的

“书迹著录”、隋唐时期的“书迹著录”作一回顾；第四部分是对宋代的“书迹

著录”内容与形斌豹考察。宋代的“书迹著录”钰括墨迹著录、刻憾著录、金石

著录三类，其中典型的“书迹著录”与具有“著录”性质的文献，‘爨迹类主要有

七部，刻帖类主要有十部，金石类主要有十赢部。这一部分就宋代的“书迹著录”

文献作一提要，弗就其中重要的著录诈一初步比较考察；第五部分楚朱健的“书

迹著录”产生的文化背景与原因探讨。宋代统治者实行右文政策，倡导重墨尊书

的文化风尚，同时公私收藏的必盛与文人之间法书名迹的鉴赏之风盛行，加之刻

糖必盛与金蠢考器豹学术风气，这一切促成了宋代“书涟著录”文麸豹大量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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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是宋代的“书迹著录”豹价撼与影响考察。这一部分主要是从寒代豹“书

迹著录”的书学文献价值、史学价值、在书迹流传、书迹鉴定方面的价值以及其

装录体铡辩后世的深远影响等足方瑟，就寒代豹“书迹著录”的价筐与影响作较

为深入的考察。

关键词：朱{弋 书迹 薯录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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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一)本文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我国古代书法文献种类繁多，数量极大，“书迹著录”就是一种重要的书法

文献，是开展书学研究重要的资源。

中国古代书迹及其他汉字字迹，是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随着书迹成为艺术

欣赏、书法学习、文史研究的对象，人们珍爱并收藏这类书迹，日积月累，收藏

渐多后，就要将其记录在册，于是“书迹著录”也就产生了。“书迹著录”包括

墨迹著录、刻帖著录、金石著录三大类。宋代以前的“书迹著录”主要是指墨迹

著录。刻帖著录、金石著录兴盛于宋代。

作为古代书法文献的一类，中国古代“书迹著录”为后人学习、研究、鉴藏

前人的优秀书法遗产提供了重要的文字记录资料。近年来，无论是影响深远、意

义重大的“兰亭论辩”，还是“国宝级”墨迹宋代米芾《研山铭》、隋人《出师颂》

以及《淳化阁帖》传世最佳善本的回归，立论的重要依据之一，即是书法文献的

记载。

宋代的“书迹著录”颇为兴盛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的。宋太祖赵匡胤和太

宗赵光义统一全国后，将各地方小王朝里的文物书画集中于汴京。当时西蜀和南

唐宫廷收藏之富，引起了他们的特别关注。《图画见闻志》记载：“太祖平江表(南

唐)，所得图画赐学士院。”又“苏大参雅好书画，风鉴明达。太平兴国初，江表

平，上以金陵六朝旧都，复闻李氏精博好古，义士云集，首以公停是邦，因喻旨

搜访名贤书画，后果得千余卷上进。”这些通过战争手段获得的书画作品，除了

一部分赐给大臣之外，其余的都成了宋代宫廷的收藏，这为内府收藏奠定了基础。

淳化三年(992)十一月六日，太宗命令翰林侍书学士王著将历代书法作品编次

为十卷，摹刻于枣木板上，即是《淳化阁帖》。所刊刻的《淳化阁帖》，可谓是宋

初宫廷收藏法书图录，只是刊刻的只有唐和唐以前的法书作品，共约有四百二十

帖。宋代自开国以来至宋徽宗赵佶，历经七位皇帝一百五十余年的搜集，宫廷的

书画收藏越来越富，加之徽宗本人不但是一位书画家，而且雅好收藏，所以宋代

阜室的法书收藏在徽宗朝达到了最高峰，所谓“秘府之藏，充韧填溢，百倍先朝”

(《画继》)。在整理、鉴定、著录内府书画收藏方面，徽宗先后任命沈乔年、米

芾负责宫廷内的书画管理工作。同时，赵估还命侍臣将宫内的书画收藏编纂成《宣



酋都师范大学鞭士学位论文 宋代豹书迹著泶研究

和书谱》、《宣和画谱》两部书。高宗赵构南渡建都临安之后，大力搜求古书画，

以充实宫廷豹收藏。经嵩宗三十余年的努力，历孝宗、光宗，至宁宗赵扩时，其

收藏颇为可观。宋代私人收藏文物字画之风特盛，士大夫及大商人家庭，或多或

少都有书厕的收藏。由于此风之长，宋代文物书画市场比较繁荣，书画著录藩述

渐多。宋代金石考据之学渐兴，搜访金石碑亥l，磷究古器物上豹文字，霹其遴幸亍

考释、辨伪、证史，评价其文字内容和书体风格等，这一切也导致了“书迹著录”

的大量出现。

本文试图对甄宋时期大量邕现豹“书迹著录”文献炸一全觏豹考察，裁束{弋

的“书迹薷录”文献的分类、著录体例、价值及其影响作一梳理，以期更进一步

地认识宋代书学，或许对今后的研究不无益处。

(二)“书迹著录”研究现状综述

在法书墨迹、刻帖、金石拓片的收藏过程中，前人往往将收藏或亲眼目睹过

的墨迹、刻旗、金石拓片以文字的形式记录并编成专门的著录书。此外，前人的

笔记文集中还有不少有关金石碑帖书迹韵著录。这些“书迹著录”是印证和研究

金石碑帖书迹的重要参考资料。专门藩录书籍自胯初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录》以

来，历代屡蹬不穷，特别是束、明、清三代，种类繁多。据初步统计，历代流传

下来豹专门书画著录书籍不下百种。

随着现代印刷、照相技术的不断发展，目前已经出版了不少大型的书蜮着录

书籍，特别是象《美术丛书》、《中翻书画全书》等大型文献，内容十分丰富，都

可资乖j用。此外，《故露书画录》、《敞宫藏书法》、《中国古代书画目录》等大型

书画编目、著录书籍，也都便于研究者使用。

在对历代“书迹蔫录”的整理研究中，朱家滔先生主编蛇《历代著录法书目》

颇为详备。该书所收书碍以见于翦入著录者为限，所编书目以人系书，且限于传

世墨迹。为便于检查，篇末另附字号异名索引和弓l用书目及略称，所引用书目按

篇名第一个字笔画为序，弓|用书醛著泶书二百八一}六部。徐邦达先生编著的《古

书画过眼要录》也是一部重要的“书迹著录”著作。杨仁恺先生主编《辽宁省博

物馆减·书画著录·书法卷》一书文图并重，图版不仅包括书法全文，而且包含

黢文、鉴簸印记在内的弓l黄、隔水、接纸等等，所录文字包括自题、笺题、跋文

及历代鉴藏印记。浚书编排，以书者时代先后为净，每件作品列有书心、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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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藏印记、有关文章、作者小传和附记，附记系对该作品产生时代、作者、跋文、

鉴藏印记及流传经过所作的考释。

此外，还有涉及“书迹著录”的研究专著，如穆棣《韭花帖系列考》、王裕

民《怀素自叙帖研究续集》、仲威、沈传风《古墨新研⋯一(淳化阁帖)纵横谈》
等。另外，还有单篇的“书迹著录”的考辩文章，如张天弓《马澄<逸少正书目

录>散考》等。

回顾以往的研究，研究家们大多以作品为纲、以时代为序，依据历代“书迹

著录”文献，或考证，或梳理，而对“书迹著录”这一类文献的综合研究关注较

少。宋代的“书迹著录”作为一种重要的书法文献，它对前代著录有哪些继承，

自身的价值如何，对后世有哪些影响，宋代的“书迹著录”家们各自的著述又有

哪些特点?这就是本文试图要解决的问题。

(三)本文研究内容及方法

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两宋时期书法文献中的“书迹著录”。本文所说的“书

迹著”录包括三类：一是传世墨迹著录。中国古代重收藏，前人墨迹，辗转流传、

买卖、收藏，往往真伪难辨，高下难分，对其著录，作用不言而喻：二是刻帖著

录。宋代自《淳化阁帖》刊刻以来，刻帖兴盛，对刻帖的文字内容、版式等的著

录；三是石刻、出土金石文字的著录。宋代金石学大兴，石刻、出土文物的著录

著述颇丰。本文试图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上述三个方面就宋代的“书

迹著录”著述的分类、价值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作一初步的阐述。

本文对宋代“书迹著录”著述的考察，将以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

指导，立足现存的两宋书法文献，主要采用文献学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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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著录”、“书迹著录”概说

(一)“目录”与“著录”

“目”之本义原为人眼，甲骨文“目”字皆作人眼形；“录”为“鲸”之本字，

“录，刻木录录也”，后世可作动词用，有详明记识之义。“目录”一词最早见于

汉刘歆《七略》，云：“《尚书》有青丝编目录。”。在目录学中，“日”是指一书的

篇名或群书的书名，也就是“条其篇目”；“录”指叙录，即对一篇文章或一部书

的内容所作的评述，也就是“撮其指意”，两者合在一起，就是“目录”。但是，

在古代著作中，目录一词的含义有时所指较为具体，有时含义较宽泛。凡是开列

一书的篇名，并对此书中每篇各作一提要，或仅对全书作一提要，我们称之为一

书之目录。凡是开列许多书名，并以或简单或复杂的形式将内容提要等编写出来

的，则称为群书之目录。

编目一类文献，产生由来己久。《诗》、《书》之序，即其萌芽。及汉代刘向、

刘歆奉诏校书，遂撰为《七略》、《别录》，这就是著作编目。

目录编日产生于图籍典藏的实际需要。中国国家藏书制度起源很早，夏有太

史令，殷有内史掌管图籍，为典书之官。《周官》记载：“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

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三代之盛，法具于书，书守之官，

虽孔子言礼，必访柱下之藏。汉代国家藏书基于秦世图籍。汉惠帝除挟书之律，

武帝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民间献书有奖，成帝更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

又命光禄大夫刘向父子校中秘书，历时二十年，纂成《别录》、《七略》，开我国

历史上国家藏书目录之先河。章学诚所谓“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别录》、《七略》不但成为我国传统目录学理论的开山鼻祖，实际

也是一部学术源流史。班固删刘氏《别录》、《七略》以为《艺文志》，重在彰明

学术源流而不论每书之得失。

三代以下，从秦汉至明清，图书主要由国家收藏管理的制度，维持了几千年，

我国古代图书得以善藏，著录部次之学术滥觞其中。刘向父子撰《录》、《略》，

通览先秦以来各家学术，分类著录各家学说，所以具有目录学价值。郑默、苟勖

创四部，王俭著《七志》、阮孝绪《七录》开佛学著作入目之先。魏征《隋志》

。《文选》卷三f一八．李善沣引《七略》

4《校雠通义》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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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率因旧录记其见存，集东汉以来古籍流传之大成。经史子集四部，自宋晁公武、

陈振孙以下迄清《四库》，大体沿用其形制。

“著录”又称“著习”、“象封”，“层”也就是“篇弱”。“目录”本只称为“录”，

“班固谓刘向着目录，而向书只名《别录》，不名目录者，以录中本兼有目，犹

之司马迁、扬雄叙，只名自叙，不名叙目也。”⋯“著”、“录”作为动词用，意义

上楚相通的。前入的“著录”著述，实翊怒“著习”、“录目”。

(二)“书迹著录”

“书画著录”是记录中国古代法书、名域作品的疆袋性著述。我国艺术，最

尚书画。魏晋绘蕊以壁画为主，卷轴酾次之，因而大多只能鉴赏，不宜收藏。南

朝书迹多半是乎札，君臣、士大夫之间，或吊唁，或问病，或报平安，鸿雁往来，

一时蔚成风气。对其书法之臧否，成为人品之评价，雅俗之分野。既有鉴赏，势

必就有人从事收藏，随之而来藏有所记载，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书煎著录”。

“书迹著录”则是专指对法书名迹的著录。我国古代的“书迹著录”的产生

仅次子文章志及佛经录，而艇法书名迹瓣藩录无疑借鉴了图书著录的一般体例，

举期类似后世的对书画的著泶仅见于综合性的图书目录。从目录学史上来说，书

酾类专科目录的产生也晚于经学、史学目泶。如果说图籍典藏的实际需要导致了

目录学豹产生，那么书遮的簧录，刚缘予人们对法书的欣赏、鉴藏与研究。刘束

时，虞繇首撰《=王镇书定舀》各六卷、《羊欣书目》一卷、《钟张书目》一卷。，

其后，梁傅昭著有《法书目录》。，此外，殷钧“又受诏料检西省法书古迹，别

为龋目”。。貉炀帝“聚魏已来古迹、名域，于‘观文’殿嚣，起二二台，东曰妙

槽台，藏古迹，西曰宝台，簸古画。”。獒时所藏既多，则必有目录，而《隋志》

不载。。而《述书赋注》载，隋时姚最有撰《法书录》。唐朱景玄撰有《书品目录》，

撂遂良有《右攀书目》、张悔灌撰《二王茁录》、韦述撰《叙书录》等，然大多有

目无录。迄宋塞和二年，内蔽奉救撰《宣和书谱》，始分列篆隶难行革诸体，于

作品之前详载作者小传，兼论书法优劣，最为翔实。同时，米芾撰《书史》，记

“。余嘉锝《目录学欲微》第二HL页中嗣人民大学H{版社

。见《虞簖论书表》唐张彦远《法{5要录》人民荚术iI{版社

4见赛震《述书赋》注 《历代书法论文选》 I：海书确iI；版牡

“《粱书》卷二l’七中毕书同奉

8《砖志序》孛华书羯本

⋯冉|《法书丑录》六卷，小箸撰A姓名，世《唐忐》作懿赫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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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目睹法书，详细著录藏家、用纸、印章、跋尾，兼及佚闻趣事，或加评论，用

语精到。淳化三年，太宗敕翰林侍书学士王著将历代书法作品编次为十卷，摹刻

于枣木板上，即是《淳化阁帖》。所刊刻的《淳化阁帖》，可谓是宋初宫廷收藏法

书图录，只是刊刻的只有唐和唐以前的法书作品，共约有四百二十件。自此，刻

帖类“书迹著录”著述不断。此外，金石类“书迹著录”肇始于欧阳修《金石录》，

赵明诚、洪适等人继之。至此，“书迹著录”著述体例大备，后世宗之。

从成书体例上来说，“书迹著录”或为通录，或为记录著者晚近时代之书迹；

亦有专记各代内府或一家所藏，也有兼录公私收藏之名迹；有仅限于著者寓目之

作，有采辑征引集录而成。所录内容初则仅为目录性，其后发展为述流传，记传

记，分派别源流，辩真伪美恶，并兼及鉴别。在古代书迹大量散佚、真伪相杂的

今天，“书迹著录”对书家研究、作品流传以及书迹鉴定等有不可或阙的参考价

值。

在古代书法文献中，“书迹著录”与书迹考订、书迹题跋等内容往往相互渗

透，书迹的著录、考订、题跋经常融为一体。书迹考订主要是考证书迹的流传、

书者、真伪等。书迹题跋是专指为墨迹、刻帖拓片、金石拓片所写的题跋。本文

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宋代产生的较为典型的“书迹著录”文献，即以著录墨迹、刻

帖、金石书迹名称、书者、书体、刻写材料、刻写时间、刻写内容、藏家(刻石

所在地)、书迹流传情况等内容为主，其内容多为实录，同时也对具有“著录”

性质的文献即涉及著录内容分别作出考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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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宋代以前的“书迹著录”

我国现存最早的文献目录是《汉书艺文志》，是当时公家藏书的分类目录，

通常讲解“中国目录学”和“中国目录学史”是从这里开始的。在这部最早的文

献目录中，“六艺略”专门著录“小学”，只著录字书。我国书画艺术的变革兴盛，

魏晋南北朝已显端倪，以后愈趋发达，南朝时，书画更为风行，鉴赏之风兴盛，

同时书迹收藏(主要是墨迹收藏)渐兴，收藏到了一定阶段，专门的“书迹著录”

也就产生了。书迹著录显示着书迹的流传有绪，鉴藏经历。

(一)东晋、南朝的“书迹著录”

“书迹著录”与书迹收藏、鉴赏有直接的关系。据明确的文献记载，收藏法

书名迹的风气，可以追溯到西汉后期。汉哀帝(公元前6年一前1年在位)时，

陈遵(孟公)以豪侠闻名于世，封侯居长安，“列侯近臣贵戚皆贵重之，牧守当

之官及郡国豪杰至京师者，莫不相因到遵门”，陈遵“略涉传记，赡于文辞，性

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

东汉前期，帝王也好收藏书法名家的书迹。宗室敬王刘睦“能属文”，“又善

史书，当世以为楷则。及病寝，(明)帝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东汉后期，

辞赋家赵壹在《非草书》中提及，西北地区的俊彦之士粱孔达、姜孟颖仰慕并学

习张芝的草书，则必定藏有张芝的书迹；“后学之徒”竞相以梁、姜“二贤”书

迹为“秘玩”，那么他们的草书又成为慕学者的收藏品。

曹魏西晋时期，御府“固多藏蓄，胡寇入洛，一时焚烧”。。庾翼与王羲之书

云：“吾昔有伯英(张芝)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可

见士族之家所藏的法书大多毁散于晋室南渡之际。东晋皇室也藏纳了一些法书真

迹，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略有记载：“桓玄性贪好奇，天下法书名画必使归己。

及玄篡逆，晋府真迹，玄尽得之。”

刘宋帝王大多善书，也雅好收藏。虞铄《论书表》记载，文帝在位的三十年

间，“朝廷秘宝名书，久已盈积”。宋明帝于泰始三年，下诏书搜求法书，民间

。《汉书》卷几一《游侠传》
”、《后汉书》卷一凹《宗室四F三列侯列传》

。、(唐)张彦远《历代名厕记》卷一《叙画之兴废》

。《晋书》卷八t《F羲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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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藏的名迹大多荟集内府。同时，又下诏书，命令中书郎虞毹、前将军巢尚之、

司徒参军徐希秀、淮南太守孙奉伯“科简二王书，评其品题，除猥录美，供御赏

玩”。当对御府所藏豹魏晋名迹，虞繇著录颧为详细，曹魏、西晋名述有：

钟繇纸书六百九十七字

张芝缣素及纸书四千八百二十五字；泰始年间又得缣素书三百九十八字

张昶缣素及纸书四千七十字

毛弘八分缣素书鸥千五百八十八寄

索靖纸书五千七百五十五字

钟会书五纸研百六十五字。

大概东晋以前的法书数量极少，因露以宇数计。当畦，内麝收藏的王羲之、王献

之父子的书迹尚多，以“帙”、“卷”为计量单位，总计有二一卜六帙二二百四十七卷：

缣素书珊瑚辆二秩二十四卷

纸书金轴二帙二十姻卷

纸书玳瑁轴五帙五十卷

扇书二帙二卷

纸书飞白章草二蛱十五卷旃檀轴

纸书戏学一帙十二卷玳瑁轴

二王新入书各装为六帙六十卷。

这些二王书遮是刘寒时期魔府所藏法书之“冠冕”。对王麸之作品豹装猿，大的

数十纸，小的数纸，并且卷轴大小悬殊，令其整齐，删劣存精。一卷装裱的作品，

其中有精粗之分，安排在“首下者次之，

券，懈怠于将半，甄丽略进，次邀中品，

中者最后”是由于“人之看书，锐于开

赏阅留连，不觉终卷。”@并且，囊此以

下，别有三品书，凡五十二帙五百二十卷，悉旃檀轴；又于羊欣缣索及纸书中选

其妙者，为十八帙一百八十卷。此外，在新装二王书所录之外，钟繇的书迹则是

采用拓书帮廓填的方法，“悉羯薄纸，厚薄不均，辄好绉起。”@鉴于内搿法书的

收藏缺乏整理，虞鲧建议“今各题其卷帙，所在与目相应，虽相涉入，终无杂谬。”

这里的“目”就应该是御府法书墨迹藏晶目录，只是这里还不清楚这些法书藏晶

“。蠛群《论书表》 (唐)张怀璀《法书要录》奉范祥雍点桉人民美术m版社
。虞新《论书表》 (唐)9转怀璀《法一阽要录》本范掸雍点校人民美术}ll版}l：

”I删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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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著录体例。他还主张以作品之等级配以金玉厕轴。从这些潜录也可以看出，

内瘸法书豹装治已寓鉴定、分等级予菸中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古代最晕的书迹著蒙，见于文献记载，是虞赫编的。

从他在泰始六年(470)九月写的《论书表》中可以了解到，虞稣等人奉诏整理

“赣廷秘裳名书”，分类蓉录法书名隧，完成了《二王镇书目录》各六卷，墩就

是王羲之六卷，王献之六卷，还有《羊欣书目》六卷，《钟、张书目》一卷。由

此可见，这种较早的书法目录的著述，产生的直接原因是清楚的，即为了皇～}=赏

嚣方便，秘寤收藏豹那么多墨迹需要一令溥单。书法层录豹著述形式，当然烧囊

接从秘府图籍的目录中派生出来的，当时被归于“文字部”。虞铄等奉诏整理内

府收藏，他对秘藏书迹及其装裱式样相当熟悉，在编写法书目录时，必定少不了

要诖宋弱锘过封，面寒明帝本人喜好读书，曾经撰写《江左以来文章志》，“文章

志”就是文学史。因而当时书迹著录的编写应当十分严谨，而且很可能就有宋明

帝本人的创意。

浚唐张彦远《法书整录》卷一陶弘景．《答梁武帝论书窟》之二邂载：臣萤予

马澄处见《逸少正书目蒙》一卷。澄云：右军《劝进》、《洛神赋》诸书十余首，

皆作今体，惟《急就篇》二卷，古法紧细。近脱忆此语，当是零落，已不复存。

澄又云：继注出装者，辫拟赉诸王及朝士。据今入张天弓先生的考证，马澄《逸

少J下书目泶》写于永明八年(490)前后，并且《逸少正书目录》中的“正”字，

恐怕是后人传抄时的讹误，原来应该是“镇”，当时“正书”的名称并不流行，

王箔《文字恚》“三卡六种”书体中窃“楷书”，没有“正书”。傻褥注意的是，

这篇《目录》不仅仅是书法作品的编曰，还有注解，是古代最早的有注解的镇书

目录。

南齐建阑之拐，内腐豹书迹收藏远远不及支目宋时期肉府藏晶的数量。《南齐

书》卷三十三《王僧虔传》略云：

太祖(齐高帝)善书，及即位，笃好不已。与僧虔赌书毕，示僧虔古迹十一

帙，就求铯书人名。僧虔得民闻所有，帙中所无者，吴大皇帝《孙权)、景帝(孙

休)、归命候(孙皓)书，桓玄书，及王丞相导、领军洽、中书令珉、张芝、索

靖、卫伯儒(卫觊)、张翼十二卷奏乏。。

“中华书局枝点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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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也可以嚣出南齐内府法书藏品的简明清单。

南朝梁武帝尤好图书古迹，他于齐束的兵火之灾后，搜访天下，重新收聚法

书名迹。唐赣张怀瑾《二玉等书录》记载，粱天益(502—519)年闯，“二王书

大凡七十八帙七百六十七卷”，“一万五千纸”。∞刘宋时期御府收藏的总量约为九

十六帙，二王书为二十六帙，而梁府的二王书迹的数擞就接近刘宋御府藏品的总

萤，由此可以怒冕粱朝“天府如海”静收藏气派。这些记载没有其体的蓑录。

晚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载录粱武帝萧衍(464—549)、陶弘景(456—536)

相互论书启九首，其中萧衍四首，陶弘嫩五首。九封书信前后关联，为二人晚年

所作。书信往来，评粘论书，所论精当。梁朝御府藏品甚多，伪迹膳品混杂其中，

经过陶弘景的鉴定，谗多假名“二王”的书迹被指认出来。陶弘景《与粱武帝论

书启》著录了“二王”帖目和冒名“二正”的帖日，并指明真正的书者：

第二十三卷今见有十二条在剐纸，按此卷是右军书者，惟有八条。前《乐毅

论》书乃极劲利，而非甚用意；故颇有坏字；《(太炜箴》、《大雅吟》用意甚至，

而更成小拘束，乃是书扇题屏风好体。其余五篇，无的可称。

第二十四卷今见有二十一条在，按此卷是右军书者，惟有十一条，并非甚

合迹，兼多漫捧，于摹处难复委曲。《第三篇)。

这两卷王羲之书迹共有三十三条，这里“条”即是书迹作品。可见御府的藏品条

理还是很清楚的，著录的条目也较为规范。

陈朝时期，皂第二代帝王文帝才开媲搜求法书名迹。历经蔻代豹搜罗、毁铗，

陈朝内府书迹的收藏已大不如前。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兴衰》云：“陈

天嘉(560～565)中，陈主肆意搜求，所得不少，及隋平陈，命元帅记室参军裴

矩、赢矮收之，德，l百余卷。”

作为收藏品的法书名迹，特别是御府的“珍秘”，往往要装裱一番，以便于

赏玩、保存和著录。东晋时期对法书名逾的装浊不甚讲究。一是不分书体，只是

按人分装，王羲之、王献之各为一帙；再者，装裱工艺不佳，“晋代装书”，“背

纸绉起”。刘宋时期，内府对藏品进行精心整理，开始讲究装裱工芑，而且确立

了卷轴的装治形式。。从虞稣《论书表》对刘宋内府法书藏品的记载可以看出，

4(店)张怀堆《法书要录》卷叫范祥雍点校人民菱术m版社

。《粱武帝与陶赡腭论书启，L首》 (唐)张怀璀《法书要录》卷二范祥雍点校人融荧术m敝往

4
l’以坤《书闾装满沿革考》“南北朝书卷的初步定形”紫禁城f{{版社1993年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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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南朝的书迹著录内容还相当简略，只涉及到书者、字(卷、帙)数、纸质

(纸书或缣素)、装治(玳瑁轴、旃檀轴、漆轴或金题玉躞、织成带)等。陶弘

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中才出现了著录“二王”帖目和冒名“二王”的帖目。

在唐以前流传下来的法书名迹中，虽或为真迹、或为临摹、或为双钩廓填，

但偶尔也可以从中看到一些鉴识人的“押署”，与唐宋以后作品本身或拖尾上钤

盖各种公私印玺完全不同。这在收藏、著录上是分别六朝与唐宋以下的一个特点。

实行“押署”之制是从刘宋时期“科简”御府法书名迹开始的。所谓“押署”即

是由鉴识艺人在藏品上署名，作为秘藏或鉴定的标记。这种情形，《历代名画记极

自古跋尾押署》中记载：“前代御府，自晋宋至周隋，收聚图书，皆末行印记，

但备列鉴识艺人押署。”《历代名画记》卷三记载了南朝的“押署”艺人名单，南

朝宋有张则、袁倩、陆绥三人，南齐为刘填、毛惠远二人，梁朝晟多，有沈炽文、

唐怀充、徐僧权、孙子真、庾於陵、法象、徐汤、孙达、姚怀珍、范胤祖、江僧

宝、满赛、陈延祖、顾操等十四人，陈有杜僧谭、黄高二人，北齐丁道矜一人，

隋有江总、姚察、朱异等四人。现存的古代法书名迹中所能见到的“押署”，主

要是梁朝的鉴识艺人。由此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唐以前书迹著录、鉴藏的一般特点。

(二)隋唐时期的“书迹著录”

隋唐官府对书迹的收藏，集中于皇室的“秘府”。“秘府”藏品一部分来自前

朝旧藏，另一部分来自私人藏家或民间所有，虽然也有当代作品，但多数是古代

书迹。由于战乱或赏赐，“秘府”珍藏时或流入私家之手，私家度藏也难免或自

愿或被迫献给皇帝。与东晋、六朝时期相比，隋唐时期书迹著录体例更为完备，

而且出现了书迹著录类的专门文章。

隋代在建国之初便着手收集书画名迹。隋文帝杨坚于589年灭陈，同时即

命元帅记室参军裴矩与高颊接受陈代的法书名画，共得八百余卷。迁都洛阳后，

隋炀帝杨广在观文殿后营造了两座建筑，东日“妙楷台”，收藏法书；西日“宝

迹台”，庋藏名画，以便随时观览。当时所藏的法书名画都由江总和姚察等人署

记⋯，收藏既多，必有目录，而《隋志》不载。

“见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iI葡之兴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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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帝王大多雅好书画，从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到唐肃宗、唐玄宗，搜

求古今法书名画不遗余力。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记载：“贞观、开元

时代，自古盛时，天子神明而多才，士人精博而好艺，购求至宝，归之如云，故

内府谓之大备。”

唐高祖李渊在建立唐王朝的过程中，陆续将隋代两都的书画收藏以及为窦建

德、王世充所获的书迹，_律收归内府，奠定了唐王朝皇家收藏的基础。稍后，

内府藏品又增进了一些原属私家的收藏，有的得于查获，有的来自进献，左仆射

萧璃进呈了十三卷书画，许善心献出了三卷，高平县行书佐张某进呈十卷，褚安

福进献了四卷，得之于杨素的有二十卷。。据贞观十三年(639)朱景玄的统计，

当时内府、佛寺和私家所藏书画，共计二百九十八卷，其中的绝大多数应当是内

府藏品。

唐太宗李世民，政治上雄才大略，同时雅好文艺，尤其喜爱王羲之书法。在

他还是秦王时，就注意收藏书画，并由薛收、褚亮、虞世南等跋尾押署。李世民

登基后不久，贞观六年(632)，曾下令整理御府钟繇、王羲之等人法书真迹。《唐

朝叙书录》记载：“贞观六年正月八日，命整理御府古今工书钟、王等真迹，得

一千五百一十卷。”。徐浩《古迹记》则云“钟繇、张芝、芝弟昶、王羲之父子

书四百卷，及汉、魏、晋、宋、齐、梁杂迹三百卷。”。由此足见太宗内府收藏之

盛，但这也只是粗略的数据统计，没有详细的著录。

太宗内府所藏法书名画，往往重加装裱，据卢玄卿《法书录》著录，内府

所得王羲之墨迹，真行草二九0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千纸，装为八十卷。其

装裱格式，多以镂牙轴，紫罗裱，以区别于青绫裱、玳瑁轴的梁代旧装。装成之

后，并以“贞”、“观”二小印押缝，这是历代帝王鉴藏印中开风气之先者。徐浩

《古迹记》云“贞观十三年(639)十二月装成部帙，以贞观字印印缝，命起居

郎褚遂良排署如后。”韦述《叙书录》也记载：“帝(太宗)令魏少师(徵)、虞

永兴(世南)、褚河南(遂良)等定其真伪，右军之迹，凡得真行二百九十纸，

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千纸，装为八十卷。小王及张芝等，亦各随多少，勒为卷帙，

以贞观字为印印缝及卷之首尾。其草迹，又令河南真书小字帖纸影之；其古本，

。庸张彦远《历代名lⅢJ记》卷二《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沣

。唐张彦远《}土书蔓录》卷叫《膺朝叙书录》范祥雍点校本人民美术i¨版社

”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唐徐浩古迹记》范祥雍点校率人民美术⋯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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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是梁隋官本者。”太宗初年，置弘文馆，用以钤押书迹者为“弘文之印”，其

印很小。对于所藏书画，唐太宗命当时著名书法家起居郎褚遂良、校书郎王知敬

等监领装治并进行鉴识，曾在法书名迹后题署签押的人员还有李德颖、平俨、苏

勖、韦挺、长孙无忌、霍士廉、魏征、侯君集、杨师道、李大亮、唐俭、刘德威、

冯长命、唐皎、姜行本等。这些所谓鉴识人，主要是见证人，未必都是鉴定专家。

褚遂良等人的跋尾签押虽然在于标志监领重装的职责，但深刻影响其后勃兴的题
●●

跋与观款是显而易见的。与东晋、六朝时期在法书名迹后题署签押的制度不同的

是，隋唐时期，在书迹后除了可以看到鉴识艺人姓名外，还增加了“某年月日奉

敕装”等内容，并且鉴识人大都附上官职爵里。

唐太宗之后，玄宗李隆基也十分重视法书名迹的征求与鉴藏。开元五年

(717)，玄宗登基不久，即诏令整理内府法书的收藏，计王羲之书一百三十卷，

王献之书二十八卷，张芝、张昶书各一卷，其中王羲之真行书只有《黄庭经》、

《告誓文》等四卷存世。玄宗内府搜求来的书画部分保存了张龙树、王行真等人

的原装，大部分由陪戎副尉王思忠或王府大农李仙舟重装，监装并押署的鉴识人

有王知逸、刘怀信、陆元悌、魏哲、褚无量、姚崇、马怀素、苏颓、宋璨、冯绍

正、陈义与尹奉祥等人。这时，不少的法书名画经过重新装裱，分一卷为两卷，

并割去前代名人题署，以陆元悌等人的题署取而代之。。同时，“上自书开元二字

为印，以印记之”。此外，玄宗朝设有集贤院，负责书画的征集与摹制工作，该

院曾由尚书左丞相集贤院大学士张说主事。

唐肃宗李亨即位后，内府收藏已颇寥寥。于是继续任命徐浩为搜访书画使，

重新收集到二王法书二百余卷。乾元三年(760)张怀瑾指出，当时天府所藏王

羲之真书不满十纸，行书数十纸，草书数百纸，共二十八卷，或许部分也是重新

收集而来的。

五代十国期间，北方五代纷争，官府收藏没有详细著录。江南十国中，南

唐后主李煜内府的收藏是十分充实的。宋初，江表初平，赵匡胤曾派苏大参搜访

名贤书画，得到千余卷南唐内府所藏名迹。赵匡胤又以上百卷赏赐给枢密楚公，

所赐书画卷中往往有唐人的跋尾。由此可知，南唐御府收藏的来源诈是唐内府。

后主内府所藏书画，多钤有“建业文房之印”、“内殿图书”、“内司文印”、“内合

“见庸书述《叙书录》 张怀瑾《法书要录》卷凹 范祥雍点校本人民美术H1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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瓣印”、“集资院御书印”等印记。

在东晋、南朝的书学文献中，与法书名迹的著录、鉴藏活动密切相关的，

类似后世典型的“书迹著录”文献当推南齐王僧虔《答齐太祖论书启》、《论书》、

梁萧子云《论书启》、虞稣《论书表》等。其中仅有虞舔《沦书表》中提到“今

撅装二王镔书定目各六卷，又苇欣书嚣六卷，钟、张等书瓣一卷。”该文仅对书

融作简介，未加说明。《陶隐居岛梁武帝论书启》包括君臣二入往来启与答共丸

通，其间翔实论及历朝书家墨迹之真伪优劣，鉴别、整理过程以及庋藏装裱等，

这黑已经有帖名、书者、内容等简要著录。

与东晋、南朝不同的是，唐朝的书学文献中出现了类似后世专门的书迹著

录类专著，有褚遂良《右军书豳》、武平一《徐氏法书记》、徐浩《古迹记》、张

·晦壤《二王等书录》、《右军书记》、韦述《叙书录》、卢元卿《法书录》等。其中，

褚遂嶷撰写的《晋右军王羲之书封》专录右军正书、行书，正书凡五卷四十帖，

行书荚五十八卷三百六十帖。每卷中所含各帖，大都著录帖文，标明行数，但是

末见草书，从此书中可以考见唐初时王氏书迹流传尚多。韦述《叙书录》(又名

《开元记》、《书述记》)记唐开元时叙录王羲之、王献之和张芝、张昶法书真迹，

当时得王羲之真、行墨迹二酉九十纸装为七十卷，得犟二搦整二千纸装为八十卷，

敬失嚣经蹯元悌、魏哲、刘悔倍等捡校换标，分一卷为弧卷，王羲之书迹哭存一

酉三十卷，王献之书迹只存二十八卷，张芝、张昶书迹各一卷。徐浩《古迹记》

则为记述唐太宗、武后及玄宗备朝内府收藏二王法书之盛褒，聚散情况，进表奏

上之作。《二王等书录》一书是张怀瑾在开元年问，任翰林院供奉之职时，鉴赏

和审定了许多秘藏于内府的=王法书的记录，乾元元年(758)五月追记的。而

《农零书记》则著录当时所存王羲之书四百六十五帖，王献之十七帖，并注释文，

实开宋代刘克庄《阁旗释文》之先淫。另外窦蒙《述书鬟i袭注》中也存不少蓖代书

迹著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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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宋代的“书迹著录”著作分类

宋太祖赵匡胤和太宗赵匡义在统一全国时，同时将各地方小朝廷中的书画文

物作为胜利品运往开封内府，南唐和西蜀的藏品亦不例外地进入了宋内府。那些

通过战争手段获得的书画作品，除去部分赏赐给大臣外，其余都归御府收藏．太宗

即位后不久，就“诏天下郡县搜访前哲墨迹图画”。诏令一出，各地官吏争相以进

献古书画作为进见之阶，以此邀宠者不可胜纪。《图画见闻志》中就记录了王贻正

等人献书画得“圣宠”之事。太宗除命各地搜访进献外，还专门指令高文进、黄

居案搜访民间图画，并为内府藏品铨定品次。

通过多种途径，宋初宫廷的法书名迹收藏颇为可观。宋代宫廷储藏书画之主

要机构为肇建于端拱元年(988)之“秘阁”。在此之前，宫廷书画藏品的主要来

源为960年赵宋开国之初承袭唐制而设的“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处

殿阁并称“三馆”，负责“修史、藏书、校雠”。”“秘阁”中所藏除了上万卷图

书之外，法书名画已达数于件之多。这一时期，内府所藏书画作品上已钤有印鉴，

据米芾《书史》记载，有“秘阁图书”、“上阁图书”，这两枚皇室收藏印章己极

为罕见。北宋徽宗确定书画专用鉴藏印即“宣和七玺”以及钤印制度之前，往往

在内府收藏的书画上钤盖最高行政机关一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官印。这也
是宋代内府收藏书画著录文献中与隋唐不同之处。

淳化三年(992)十一月六日，太宗命令翰林侍书学士王著将历代书法作品

编次为十卷，摹刻于枣木板上，即是《淳化阁帖》。所刊刻的《淳化阁帖》，可谓

是宋初宫廷收藏法书图录，只是刊刻的只有唐和唐以前的法书作品，共约有四百

五十件。宋代自开国以来至宋徽宗赵佶，历经七位皇帝一百五十余年的搜集，宫

廷的书画收藏越来越富，加之徽宗本人不但是一位书画家，而且好古收藏，他做

了皇帝后，又进一步向民间搜集，所以宋代皇室的法书收藏在徽宗朝达到了最高

峰，所谓“秘府之藏，充韧填溢，百倍先朝”《画继》。在整理、鉴定、著录内府

书画收藏方面，徽宗先后任命沈乔年、米芾负责宫廷内的书画管理工作。同时，

徽宗赵佶还命侍臣匿善笱将宫内的书画收藏编纂成《宣和书谱》、《宣和画谱》两

。南求费衮《粱溪漫志》(n92年成书)卷二“三馆馆职”条，收录于《束元笔记小说大观》 上海古籍m

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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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书。高宗赵构南渡建都临安之后，大力搜求古书画，以充实宫廷的收藏。经商

祭三十余年的努力，历孝宗、光宗，至宁宗赵扩时，其收藏颇为可观。宋代私人

浚藏文物字面之斑特盛，士大夫及大商人家庭，或多或少都有书画的收藏。由予

会石学渐兴，搜访金石碑刻，研究古器物+E的文字，对萁进行考释、辨伪、证史、

评价其文字内容和书体风格等，这一切都导致了书迹箸录的大量产缴。

(一)宋代的“墨迹著录”

墨迹著录乃书迹著录一大端，中国古代历来重视墨迹的鉴藏。

宋代自开翻以来至徽宗即位，经历了七位皇帝一百五十余年的搜集，皇家收

藏圈益丰富。加之皴宗本人不但是一位凼色的书画家，嚣且喜好吉迹收藏，健登

纂后，又进一步向民间搜访，所以宋代皇室的收藏此时达到了高峰，所谓“秘府

所藏，充切填溢，百倍先朝”。(邓椿《卿继》)从《赢和书谱》和《宣和画谱》

薄书著录的作晶鄂可获知，疯驷内府所藏魏晋迄予北宋物麓法书一手二酉嚣+八

轴，名画六千三百九十六轴，合计七千六百四十四轴。

《宣和书谱》。不撰著者姓名，是北宋时期重要的书迹著录类文献之一。《宣

秘书谱》共二十卷，按诸帝王书露篆、隶、正、行、鼙、八分书体及附录制谗分

类，记录了一百九十七名书家小传及一千二百四十余件作品名目。尾书所记为内

府所藏名家法帖，首列历代诸帝王书为第一卷，附皇后。有晋武帝、唐太宗、明

垒、肃宗、代宗、德宗、宣宗、旗宗、武舞9天、粱太椒、粱末帝、周鞋客十二人。

次列篆隶为第二卷，篆隶备有叙论。篆书刿唐李阳冰等四人，宋三人，共七人；

隶书只列唐韩择术。正书分列四卷，有叙论，起自魏钟繇，依历代次序收南北朝

(宋、弃)、隋、唐、五代至寒共圈十六名家。牙书分歹玎六卷，有叙沦、澍章革。

超自汉，列魏、蜀、吴、晋、宋、齐、粱、陈、隋唐、五代迄宋，共收六十九人。

末列分书一卷，有叙论，收Jl蠹四人。后附制诏诰命和牒。在所录历代各家中包括

僧、道和女书法家法帖，皆一一详捌目录，并撰备家小传，晶第风格，暗述澡滚。

每粥体前列叙论，陈述详明。遗闻轶事，赖之以存。兼论书法极为精细，夹叙夹

。关于《宣和—持谱》的研究可参番刘涛先生《(宣秘书谶)的考察》(载1997年《书法敲刊》)和手，￡军先
生《关于《宣和书爵)的几个问题》(栽1997年《书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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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体例亦馕。虽在著渌时精为汰简，却为后世保存下来丰富的书法史料，提供

了研究古代书学及书迹流传的可贵资jIs}。蓝谱在来代来曾到霉，元初有传钞本流

传江南。元丈德六年(1302)延陵吴文贵博求众本，与诸同好参校梓行于世。《津

逮秘书》、《学津讨源》、《四库全书》均有收录。今脊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

影印《津遽秘书》的《宣和书谱》零，上海书弱爨版社《中国书学丛书》1984

年顾逸点校本。

北宋灭亡，宣和秘府中的书画收藏全部散失，有的为金人所得，有的流蒋民

闻。高宗赵梅离渡建酃浆安之嚣，一方瑶招揽莉入，重壤富廷谶院，另一方蘸搜

求古书画，特别是从北方流散来的书蕊，以充实内府收藏。经高宗三十余年的努

力，历孝宗、光宗，至宁宗赵扩时，其收藏颇有可观。据杨王休《宋中兴馆阁储

藏豳画记》可约略知道卷对内府收藏攒嚣。僵是，杨王体的《寒中兴镶阁储藏图

画记》是其在庆元五年(1199)整理内府收藏畦的一个账目，记载十分简略。

宋代私人收藏文物字画之风特盛，士大夫及大商人家庭，或多或少都有书画

豹收藏。由予我风之长，宋代便出现了文物书垂审场，因丽宋代豹私家书画鉴藏、

著录著述弈盛。有关法书墨迹著录的藩述有：

(1)《定章待访录》。

蒂(105卜一1107)，初名黼，字元章，号海菩外史，又称襄阳漏士，蔑门屠

士，书画家，能诗文，精鉴裁。此书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作《宝墨待访

录》。《四席全书》审核陈著录书名为笔误或传写之误，甚当。其名宝章者，因唐

有“宝章阕”，为专贮法书之所，此书命名乃本予此。该书是米蒂就自己写瓣銎

睹的当时民间所藏晋唐法书而作的记录，目的是为将来寻访之用。正如该书序言

所云：“本朝太宗混一，伪邦图书皆聚，然士民之间尚或藏者，既非宝鉴，皆以

世传，闻觅浸多，惧久废忘，因作《塞章待访录》以俟访图书饺焉。”书中所程

录的法书脊相当一部分被米芾逐渐罗致到手。凡到手的法书，米芾在《书史》中

又有记载，前后鉴定基本一致，然《书史》详而此书较略。此书分“目睹”、“的

闯”二类，觜纪晋唐墨迹。“目藉”部分强《快雪时薅旗》毅下纛十四条，“豹闻”

部分，自怀索《自序帖》以下二十九条。“目睹”类中所纪真迹、藏处、装裱、

题跋、纸本、印鉴、避讳、拓制、考证等，皆有简明评述。在“的闻”类中，+记

录了名本薅辩豹藏处。米蒂以誉欲翔之于己，藏之予手的心情赏鍪多件名迹，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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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鉴核颇携。世人认为经米菇t绉题后，可“巧伪不能惑，J崧摹不能蘸”，“能识书

家主人”稻寄寞赏。是书掰载，与其所著《书史》相出入。验其成书年月，知在

《书史》之前，两书耀较，彼详托略，可互相参嚣考诞。有《酉J||学海》本、《说

郛》宛委山堂本、《湖北先斑遗书》本、《美术丛书》本。有的版本中载有毛晋、

吴颐修的嚣黢。

(2)米蒂《书史》(又名《米海岳书史》)(一卷)

米蒂对始爨西酱，迄予点代的蓑人鬓迹、郄耄跋隧、纸绢装褙，藏处，一一

详载之。新佟评语，誉为平生鏊历、区剐无疑者新之。按史发论，以指南识者，

不点俗目。对书法名迹，⋯一考汀真伪，叙其流传渊源，兼及逸闻趣事，读之觉

寄生气。找书珂谓晶藻辍墨，辨潮与研究古代名迹较翠的重要资辩。惟卷中论私

印时，注弓}三省篆文皆反戾，无～宰糖不被罪，御史台印发戾史字，少有中丞得

兔者为饲，认为“私印大主吉凶也。”《四库全书提要》对其印关吉凶，卜官体咎

之说，斥之“谬为雕会，徒为好辩丙已。”余绍宋《书颟书录解题》中妥l辩为“原

无关弘旨，图痒噩匕斥未免过当”，谓蜮书不饭其他“健事著录，依样葫芦”之佟。

祷《百川学海》(重辑本)越为《米元章书史》一番本、《说郛》宛委山堂本、《美

术丛书》(二二集)一卷本、《王氏书萄苑》一卷本、《湖jt先正遗书》本。

(3)荣珂《宝真斋法书赞》(甘八卷>

珂(1 183一1234)，字肃之，号，亦斋，又号倦翁。汤阴入。鄂国公武王岳飞
之孙，蔷霖之子。为南家文学家、变学家。是书以蒺蒙藏蘸人麓迹，自罾唐迄于

南宋，各系以跋瓶为之赞，其祖父番飞手迹，则剐为鄂国公传家帖附之于书来。

硐处予南渡积弱之余的政治环境，又当家难流离之后，故在其著作中多发愤激烈

之情。该书对诸家吉帖，尤征人论世，考核精审，文亦兼备众体，新颖百变，层

出不穷，可谓赏鉴商兼文章。全书前三卷为历代帝王帖；卷因为营人真迹、粱陈

名人真迹；卷五、六为庸名人真迹：卷七为唐摹晋人帖、唐人摹二王帖、万岁通

天帖；卷八为唐摹杂萜、唐无名入帖、吴越三王判蔟帖、五代名人真迹；卷九至

三十七共十九卷皆为宋名人真迹；卷二十八为鄂国公传家帖。怒编在每帖题名之

下系以总赞，次列案语，各帖皆录原文，分别记述书体、字数、行数、题记、考

订、跋尾、纸本、缺损等。所辑诸帖刻石，流传者十仅一二，墨迹仅存者百之一

二，皆因王可汇集以传。此编阂泯没零落数百年之久，由清朝纪昀为总纂官，予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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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年间重订刊行，始为世人所用。有乾隆四十六年武英殿聚珍版木活字本。

(4)周密《云烟过眼录》(四卷)

密(1232—1308)，字公谨，号草窗、苹州、泗水潜夫等。山东济南人。工
诗词，善书画，精鉴赏。该书著录周密所见当时秘书省及四十余家私人收藏的书

画与古物，其中以书画居多。著者以藏家为纲，记其所藏品目，加以考证。法书

著录汉至宋的传世真迹，注明作品名称、书者、流传、题跋、印迹、纸质、墨色、

品评鉴赏。有明刊本、《宝颜堂秘笈》本、《唐宋丛书》本、《十万卷楼丛书》本、

光绪年刻本、《美术丛书》本。

(5)佚名《赵兰坡所藏书画目录》(一卷)

赵兰坡，即赵与憨，宋宗室。该书无作者姓名，主要著录赵兰坡家藏书画，

共计有法书一百七十九卷，名画二百三十卷，书末附记云：“以上书画只是手卷，

大者不在此数，其中多佳品，今散落人间者往往皆是也。赵与憨所藏书画又见周

密所著《云烟过眼录》中。此书收录颇富，真实可信，但因仅有抄录编次，难予

深加考证。今有《美术丛书》本。

(6)佚名《悦生所藏书画别录》(一卷)

是书著录南宋理宗时权臣贾似道家所藏的部分书画，共计有法书四十二卷，

书画五十八卷，德祜末(1275—1276)所有书画均归入宋内府。据该书记载，贾

似道所藏书画另有《悦生古迹记》一书，著录《悦生所藏书画别录》没有记载的

书画。经贾似道收藏过的书画，均有“魏国公”、“悦生”(葫芦形)、“秋壑图书”、

曲脚“长”或“封”字等印。今有《美术丛书》本。

(7)杨迈《名贤墨迹类编》(十卷)

迈，字德夫，生平事迹不详，曾任宝谟阁侍制。绍定己丑四月，迈“以崇政

殿说书入侍”。由于谈论到御书大字木犀诗，帝命其编辑先朝所珍藏之名迹。编

辑中途，杨迈离世。其子璨继承遗愿，按迈之编辑计划，所编计十卷。其中，蔡

京、蔡卞、吕惠卿、王时雍、邹柄可，则列另卷，以明褒贬之意。庚寅三月，璨

曾进有《名贤墨迹表》一份。今有清石印本。

两宋时期的私人法书的墨迹著录还散见于一些文人的杂记当中，如苏颂、苏

轼、黄庭坚、秦观、晁补之、陆游、周必大、朱熹、董迪、刘克庄、释惠洪等人，

或自家有所收藏，或于他处所见，于文集题跋著作中均有所著录，具有书迹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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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质。国

(二)宋{弋的“刻摩鑫蔷录”

刻帖之风起源于唐、五代。南唐李后主在保大七年(949)，“命仓曹参军王

文炳摹勒古今法帖土石。”这就是蓠人所称的《保大帖》。又，宋阖密《云烟过眼

录》卷四，转引褚伯秀云：“江南李后主常诏徐铉，以所藏前代鼹迹、古今法帖

入石，名阴《舁元帖》。”。这是有关热帖刊刻的最早记载，但网向无传本，故其

著录情况无本可依。

根据目前的书史文献，刻帖著录始自宋代。淳化三年(992)十一月六日，

宋太宗诏令翰林侍书学：t王著将历代法书名迹编次为十卷，摹刻于枣本板上，也

就是《淳{乏润帖》。8这黧作品有的是秘阁所藏，也有少数是向驸马王始永家借纂，

或许还有一些法帖是用南庸《保大帖》翻刻的。《阁帖》刻成届，太宗将拓本赐

予近臣宫居二府(枢密院与政事堂)以上者，人各一部。王著摹刻的《淳化阁帖》，

可谓大观，算得上宋初宫廷收藏的法书总舀录。这部经过选辑刊刻的丛嵇不包括

五代以后书家的书迹，仅唐及唐以前的书迹就达到四百五十余件，可见宋初内府

收藏之富。《淳化阁帖》的汇亥4在中强书法史上无疑有羞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在

尚无影印技术，依赖攀勒椎拓手段来复制古代法书的时代，它给众多的学入士予

在无法亲睹墨迹的客观条件限制下提供了一个折中的范本，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了宋以矮书法史的发展进程。帖学之兴衰、碡学之继起，皆发端于《阁帖》之

汇亥4。

《淳化阁帖》刊刻后，刻帖之风大盛，其版本之传衍，书迹之著录著述颇多。

宋代的”刻耱书迹”甍录蠢：

(1)蒋士冕《法帖谱系》(亦称《谱系杂说》)(二卷)

曹士冕，字端可，号陶斋，江西都吕人，由幕僚侍至卅l郡。明代陶宗仪《书

史会要》称士冕“博参={{言法，服习《兰亭》”。此书为士冕将平生魇冤宋代亥l本汇

帖列成一谱，以见其源流。首冠谱系图。卷上为《淳化法帖》，是为大宗，以下

一明末毛嚣首次大规模辑集求人题跋刊于《滓逮秘书》之中，按收录欧阳修、曾巩、苏颂、苏轼、秦躐、

黄庭擎、巍{}之、张柬、李之枝菩20家76卷，这咎题蔽文中多钶涉笈肆旗著录内释。
。《弼库拿书》第87j料第78负

=。1《淳化阁帖》是钉刻诬是板刻．向来有两说。揲水赉佑研究《淳化阁帖》足刻n-枣木板I|o见水赉佑《宋
代帖学研究》 f：海人民美术小版钆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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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派，计有《二王府帖》、《绍兴国子监本》、《淳熙修内司本》、《大观太清楼帖》、

《临江戏鱼堂帖》、《利州帖》、《庆历长沙帖》、《刘承相私第本》、《长沙碑匠家本》、

《长沙新刻本》、《三山木版》、《黔江帖》、《北方印成本》、《乌镇本》、《福清本》、

《沣阳帖》、《鼎帖》、《不知处本》、《长沙别本》、《蜀本》、《庐陵肃氏本》等，凡

二十一种。卷下首为《绛本旧帖》，是为《淳化法帖》之别子。以下为支派，计

有《东库本》、《亮字不全本》、《新绛本》、《北本》、《又一本》、《武冈旧本》、《武

冈新本》、《福清本》、《乌镇本》、《彭州本》、《资州本》、《木本前十卷》、《又木本

前十卷》，凡十三种。每种叙述摹刻始末，兼订异同工拙。集各帖汇而刻之始自

宋代，而汇帖见于著录首见于此书。前有自序，后有董史跋。有宋刊本、《百川

学海》本、《说郛》本、《四库全书》本等。

(2)曾宏父《石刻铺叙》(二卷)

宏父，字幼9即，自号风墅逸客，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是书为分述各法帖

源流，几十六则，冠以绍兴石经、孟蜀石经、薛氏钟鼎款识三则，末以兰亭二则，

欧阳修《集古录》一则。其叙蜀石经本末特详，又南渡后秘阁帖，亦铨订有序，

至以阁帖、绛帖、诸郡帖谱具前．而补叙于后，与同时曹士冕《谱系杂说》作法

相似，大抵皆鉴别不苟。末附朱竹圪、何义门、钱竹汀三跋，并附录鲍渌饮跋，

及渌饮校订误字三十一条。其阁帖目次为：长沙帖、庐陵帖、清江帖、汝帖、武

陵帖、淳熙秘阁帖、群玉堂帖、风墅帖。今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四库全书》

本。有清翁方纲校本。

(3)黄伯思《法帖刊误》(二卷)

伯思(1079⋯1118)，字长睿，别号宵宾，号云林子，邵武(今属福建)

人。元符进士。政和间为秘书郎。能书，好古文奇字。王著奉敕编《淳化阁帖》，

然著昧于识鉴，采择未精，故帖中真伪杂糅，错乱失序。。虽有米芾《秘阁法帖

跋》，一一评其真伪，然多以臆断，且所述简略，罕所考证。黄伯思病其疏略，

乃重为补正，作《法帖刊误》。其考证精审，引据精当，使《淳化阁帖》真伪了

然，为后来考证法帖者所推许。此外，黄伯思还著有《古器说》四百二十六篇。

黄伯思卒后，其子摘取二书，并裒集平日议论，题为《东观余论》，为后代论书

者所重。今有《百川学海》本、《说郛》本、《四库全书》本。

”张小庄《淳化阁帖》研究一文认为：li著以学识见封，并_|f=后吐所消识见短舾者，《淳化阁帖》的}L=刻
』二著只是做，眭中部分的T作。见《书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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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次庄《法帖释文》(十卷)

次盛，字中叟，长沙入，崇宁中尝宫铘史。刘次庄作《法旗释文》，复取《露

帖》中草字不可识者，增刻释文于字旁，更名《戏鱼堂帖》，开创释文之先例。

次庄所作《法帖释文》本附于石刻之中，未尝别为～集。后人于《戏鱼堂帖》中

录其释文，掺合成此秩，依旧以阚零鞭第编次。搿释未妊尽楚，然创始之功不罨

没。是编前录有《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为之提要，后有刘

次庄元祜七年自撰之题记。有宋刊本、元刊本、《匿川学海》本、《四库全书》本、

《丛书集成初编》本。

(5)秦观《法帖通解》(一卷)

观(1049—1100)，字少游，一字太虚，别号淮海居士，扬州高邮(今江

苏)入。少游善书，棼轼谓萁书有东罾飙。是书魏分七编：一、汉章帝书；二、

仓颉书；三、仲尼书；四、史籀；五、李斯；六、钟繇；七、怀索及《兰亭叙》。

其撰述要蹿是在《阁帖》宫刻行世艨，私家别刻逐渐兴起。少游官正字时，见诸

牯墨迹藏之秘府者，警孛||气异予翔零之桔ji毒，嚣以赫然可考者疏记为透解。今有

《百陵学山》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6)姜夔《绎帖平》(六卷)

夔(约1155一122l，或H63⋯1203)，字尧章，号自磊邋人，郝阳(今璃
江西)人。一生未仕，著有《续书谱》。针对《泞化阁帖》增删而成的《绛帖》

(宋皇裙、嘉裙年闻刻)，姜夔著有《绛帖平》。此书原二十卷，仅存六卷。前有

序，有清纪昀等入作的撵要，并标有总强。《图库提要》言“身芒之论法黏者米蒂、

黄长睿以下互有疏密。夔欲折衷其论，故取汉宫廷尉平之义以名其书。”并评是

编“考据糖博”。所考法帖，乃古人陈迹，几经纂刻，原来笔意已失。撰者认为

诸家韧粘，黄长睿鉴赏较精。是编困荩条巯面增餐之，为使览者识其真伪，通其

义理，然艏究其点画，对翰墨有所补益。总录按年代顺序排列，举上古、三代、

秦、后汉至宋朝历代书豢九十余人，为使阅者知其概貌，不因其作品失传雨蠼名。

仪选六十余入的尚存作晶加以鉴定。多言所书作瑟字数、内容，涉及变传较多，

并多方考察，鉴别作品之真伪。论据较为充分，有较强说服力。后人多认为楚编

在米芾、黄俯思二家评论之上。有武英殿聚珍本、《四库全书》本。

(7)许开《二王旗评释》(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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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字仲启。二王帖所刻原本不W复见，许开守清江时为刻《二王帖》，取

散见于各帖中王羲之、王漱之书迹派刻丽成，并臻《二王粘评释》。该书{：每襁

摘二字或三、四字为题，先列释文，系以评语。于每帖下各注所采帖名，每条后

附米芾、刘次庄、陈与义、黄庭坚、黄伯思诸家评释。其中所采帖十四种，多为

今日罕存之本。该篇有功予宋帖者甚大，《碑帖叙录》书孛鸯考订。今有漓璇囊

洋溢堂刊本、《横山草堂从书》本、是兴汤氏本。

(8)桑世昌《兰亭考》(十二卷)。

-睦昌为陵游之霸，淮海(今江苏囊邮)人。是书据薮振孙《书录解题》载：

其书始成，初名《兰亭博议》，凡十五卷。高文虎为之序。再刻于浙东庾司时，

文虎之子简似孙删改，已非世昌旧作。是书为王羲之《兰亭序》作，集字为文，

分为兰亭、骞赏、纪艨、永字，k法、赣摹、审定(上、下)、推谱、法习、咏赞、

传刻、释禊等十二卷，其征引诸家，颇为详备，兰亭种种，可成综观。卷末所附

宋人题跋，援据尤详。记、考、评、审汇于一书，群公品题载录殆尽，足见桑世

昌珥意在欲人予兰亭无掰不知。有《图库全书》翻本、《知不足裔蓝书》、《熬书

集成初编》本。

(9)俞松《兰亭续考》(二卷)

鑫松，字寿翁，号吴由，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双其鹣好金石之嗜，将

家减摹拓之帖与所见撮为是编，以续桑氏《兰亭考》，然书中体例与《兰亭考》

迥异。上卷所载三十五帖、七十三跋并四诗，系出俞松家藏本或别家藏本，书中

均一一注出；下卷誉俞松家自藏。此编材辩翔实，考据有出，跫备窜详。经李心

传跋者，皆淳祜元年至三年所题，跋语畅达，尤熟于史实。编前有李心传作序，

编后有姚瓷跋语。有《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韧编》本、《知不足斋丛书》本。

此铃，宋入的文集、笔记、题菝巾也有大量的其有“刻糖著蒙”性质的著述。

(兰)宋代的“金石书迹著录”

“会”主要是指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在古代铜器铭文中往往称为“吉会”。

“石”主要是指秦汉以后的石刻，在古代石刻中毒时称为“乐石”、“嘉石”、“贞

。《兰亭考》、《兰亭续考》二郫哼前述小醛相同，脚其具著录性质，这单仍¨1作薯录文献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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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郑憔云：“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详其文而

用丰碑；蠡秦迄今，惟用石刻”。。

会石学是专门研究古器物的一门学问。古器物包括殷周彝器、周秦以来的钱

币、秦人稻鼓、石刻、汉魏碑刻等等，在这些古代的金石器具上，大多铭刻有文

字，记录着当时社会备方霞豹状况，它俏是重要的原始资辩，疆以挥为订正妻籍

和传说的有力证据。不过，对金石古器物的研究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则是从宋

代开始的。当时，由于发现的会石古器物已经积累到一定的数最，于是就出现了

一魏研究裁蔫录金磊古爨物豹著作。这些著炸著录、摇摹了一羝古器图形秘众石

刻辞，并进行了初步研究，扩大了文献资料的范围，也建立了收集、整理、壤别、

考订会石资料的一套方法，成了近代考古学的先驱。

寒襁，刘敞在长安徽缝方富期闽，对当瓣国凑收藏的簋、教、镜、彝等吉嚣

物进行了臻别考订，著浆成《先秦古器记》一书。和刘敞同时代的欧阳修，平时

也酷爱古石剿，家有大量收藏，他又在《先秦吉器记》的基础上加以扩展，编成

《集吉录》一书。在缝们的影响下，宋伐豹士大夫{『】竞相效仿，纷纷注重对古嚣

物的收集整理。元丰年问，李公麟在著录古器物的同时，配以图状，著成《考古

图》。宋徽宗即位后，根据宫廷所藏，亲自主持撰成《宣和博古图》。其后，赵明

诫编著《会石录》，史学家郑樵在《邋志》二十略巾专藤《金露蝰》。至魏，金石

学作为～门学问基本形成。

宋代的“金石书迹”著录是宋代金石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金石书逑著

录也为古代书法研究撬供了第一手资辩。宋代豹“金石书迹”著录著彳乍按其内容

和编写体例可分为：

1、碑拣类

(1)欧阳修《集吉录》、《集吉录跋蓬》(+卷)

欧阳修(1007一1072)，吉水(今江西吉水)人，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

一居士，为jE宋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长期搜集金石刻辞，辩裱七年(1062)，

欧阳修致书架襄，请他为《集吉录序》书石，书巾提到“盖自庆历乙酉逮嘉禚壬

寅，十有八年而得千卷”。9治平三年(1066)欧阳修跋《唐颜真卿射堂记》时释

“郑憔《通忠·会石略序》 中华书局1987年

4《居f毋h集》卷20《与蔡君说术}5(集古录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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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居士”之名，提及“《鬃吉录》一千卷”，为蒴止“聚多两终必数”，⋯乃“摄

其大爱，各为之说”，@编成《榘古录》。此后，又不断考订，共撰跋尾四百余则，

分为十篇。《集古录》原本无从得见，今存《集古录跋尾》中著录先秦直到宋初

的金硒器物计412则，分别为：先秦铜器、石刻30则；两汉铜器、石刻90则；

魏晋南北朝碑帖43则；隋碑15则，唐碑帖206则；五代、宋初及未注明年代的

薅旗28则。《集吉录黢尾》所载钟鼎款识及汊、魏罾、豢jE朝、跨、唐碑亥《，闻

及墨迹、刻辖，每种分瓤著录，有的还附驭释文，其涉及书法碑糖颇多，议论考

证，皆极精确。所著捡采佚遗，积至此卷，撮其大要，各为之说，虽随笔所书，

但其所论内容对研究古文字及书法碑帖价值极高。今有《津逮秘书》本、《四库

全书》本等。

(2)赵明诚《金石录》(三十卷)

怒胡诫(108l～1129)，宋密辩I诸城(今山东诸城县入)，字德文，徽宗朝宰

相赵挺之之子。疆诚自幼喜爱金石，以广异闻。后褥欧阳文忠公《集吉录》，读

而称菠，以为可以正伪谬，于后学者尤有功益。然惜其尚有漏落，又无岁月先后

之次，思欲广收博采，辑述成祭，以传学者。遂访求藏蓄积二十年，终成硕果。

绍兴巾，其妻李清照表上之。是书上自三代，下迄隋唐五季，内自京师，达于四

方遐郯绝域，所藏钟鼎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事之事迹，凡见于金石刻

者均辑录之。前有著者自痔，露雕易安居士之跋文。其翦卡卷皆以时代为次，是

第⋯至二千藏著于目，每题下淀年胃、撰书人名。焉二十卷为辨证，凡黢尾五百

零=二篇。著录内容：古器物、钟鼎、秦汉刻石、魏晋碑刻、隋唐碑刻。体例：碑

名(碑所在地)、碑云(史料)、碑况等。其跋尾对于补正史书缺误之处甚多，对

于欧阳修《集古录》中的跋尾，亦间有驳议。今有《三长物斋丛书》本、《四部

丛刊续编》本等。

(3)洪逶《隶释》(二一卜七卷)、《隶续》(二十一豢)

滋适(1117一n84)，字景倍，晚年自称盘溯老人，卒谥文惠，鄱阳(今疆

磷波阳人)。中绍兴博学鸿词科。孝宗时，任司农少卿，累宫至同中书门下平章

事，兼枢密史。工文词，与弟遵、迈并称“三洪”，又精众石学，平生酷嗜隶古，

好收藏金石拓本，并据之以证史书讹误，考证精审。撰有《盘洲集》八十卷，又

。《欧阳修皋集-集古录翳序》

。《列痒拿书惑日》卷86，史部毽录豢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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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隶释》二十七卷。《宋史》有传。此书前十九卷著录汉魏碑碣一百八十九种，

每种除著录其文字以外，又考释其立麓经过、内容、文字等。二十卷鞋下为附录，

著录有《水经注》中的汉魏碑目、欧阳修《集吉录》、欧阳荣《集古录目》、赵明

诚《金石泶》、佚名《天下碑目》中的汉魏碑目部分。此书是最早著录汉魏石刻

文字蛇专著。《四库全书总目》称“自有碑刻班来，攘是书最为精薄。”。著录

体例：碑名、碑址、释文(含碑阴、阕字)、题记、相关史实、注释碑别字。

《隶续》为《隶释》续作，辑录洪氏续得之碑，前四卷录碑、钲、镫等二十

九种，卷聂、卷六、卷八薅蚕，卷九、十缺，卷卡一至卷二十最薅文七十三种，

卷二十一残缺。体例一如《隶释》。此书乾道四年(1168)始刻十卷，淳熙四年

(1177)范成大又刻四漆，淳熙六年李颜颖又为增刻五卷，淳熙七年尤袤又刻二

卷，莉轰共二卡一卷，淳熙，k年与《袋释》合为一书弱行。原本教侠，今本汪非

完帙。《隶释》、《隶续》二书所载碑文，皆依原字摹写，并以跋尾形式将假借通

用字加以说明，对碑文中有关史事者，亦进行考诋。有清刻本、《四库全书》本、

中华书局影印本，前有洪迈、喻良籀、段玉裁题汉、汪国秀跋。

(4)陈思《宝刻丛编》(二十器)

《四麾提要》谓陈思为临安人。《宋会要》载开禧元年(1205)四月二十六

臼，“陈忍毫下六百一十一入，赐弼进±出身”，。刘其出仕当在宁宗朝。是书著

录古碑，以《元封九域恚》京府州县为纲，而各阻古碑目系之冀地，采录昔人辨

证审定之语，俱录于下，并各著录撰者。其编次以地域分，而分地之中以时为次。

自丽秦以选五代，将裔地可考之碎亥4分鄹录入，咒卡九卷，末一卷为诸书所录刻

石未详者，而于唐五代碑碣，搜采最富，可以补欧阳永叔、赵德文之遗漏。欧阳

修《集古录》有卷帙次第，而无先后，赵氏《金石泶》乃自三代、秦汉以下叙次，

而不著所在郡邑。王象之《舆地碑封》所录碑髫只收江淮班南，而i篼书赠兼及江

淮以北。是书征引赅备，刨宋人《宝刻类编》以韶家姓名分类未有之例。此书所

引曾南丰《集古录》、施氏《大观帖总释序》、《集表后集》、《诸道石刻录》、《复

薪碑录》、《京兆会石录》。《访碑录》、《元封碑嚣》、《资吉绍志录》等皆已不传，

惟籍此书得以了解大略。在引书中，往往只称某人的字、号，使读者茫然不知是

何人，则是此书的缺陷。著录体例：碑名、撰者、碑石所在地、见于谁家著录等。

”《l】：11库余啪总I=：I》卷86，史部日录类

”《来会要辑稿》选举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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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有《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5)佚名著《宝刻类编》(八卷)

宋理宗宝庆初年，始改筠州为瑞州，本书多以瑞州标目，《四库全书提要》

据以判定为理宗以后人的著作。书中将周秦至五代的碑目，按帝王、太子诸王、

国主、名臣、释氏、道士、妇人、姓名残缺八类编排。每类以书碑人名为纲，附

以所书碑目，皆注出年月地名。书碑及篆额出于二人者则分别著录。《四库提要》

评论称：“金石目录，自欧阳修、赵明诚、洪适三家以外，惟陈思《宝刻丛编》

颇为该洽，而又多残佚不完，独此书搜采赡博，叙述详明，视郑樵《金石略》，

王象之《舆地碑目》增广殆至数倍，前代金石著录之富，未有过于此者。”今存

《永乐大典》辑本，辑本中名臣类，缺唐天宝迄肃宗、代宗两朝碑目。

(6)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四卷)

王象之，金华(今属浙江)人。庆元二年进士，知江宁县。是书碑记皆以

府、州分载，而各注其所在，及年月姓氏于下，大致与陈思《宝刻丛编》体例相

类。但陈氏用北宋舆图，此用南宋舆图；陈氏集诸家题跋，此多自为考证。而其

考证精确者，足以证群书之伪误，此编“著之碑居地十之九，记仅十之一，则仍

以碑刻为主。”今有《四库全书》本。

(7)娄机《汉隶字源》(六卷)

娄机，字彦发，浙江嘉兴人。乾道二年(n66)进士，宁宗朝累官礼部尚

书、同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事迹见《宋史》本传。是书依洪适《隶释》次第，

以补洪氏所缺，首卷著录自汉至晋碑目三百四十部，分别记其年月地罩、书写人

名。以下用《礼部韵略》分为五卷，以楷书标目，以隶书排比其下，韵中不载的

字附于卷末，文字异同者随字注出，有时也进行一些考证，纠正前人的失误，“于

古音古字，亦多存梗概，皆足为考证之资”。。有《四库全书》本。

2、吉金古器类

(1)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

薛尚功，字用敏，浙江钱塘(今属杭州)人。薛氏精于古籀篆之学，著有

《钟鼎篆韵》等。据曾宏父《石刻铺叙》，《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初刻于绍兴

“《pU库伞_I言总H》卷291经部小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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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年(1144)。该书著录夏、商、周、秦、汉青铜器五百一十件，包括钟、鼎、

蓐、壶、整、垒、爵、敦、盘等，按甥代次第搀痒。其中“蠲鼓”为石蕤，“秦

玺”为玉器，并非尽是铜器。书中将每件器物款识，不仅依样摹录其文字，而且

详加考释，并著有释文。“所录篆文，虽大抵以《考古》、《博古》二图为零，而

攘辑较广，实多出予二书之努。”曾宋代集录彝器款{哭以瑟零最为丰富，羼出主的

青铜器有铭文者十有七八收入此书中，编排也最有条理。这些铭文或古文，或大

篆，或隶书，摹勒极精，对于研究书法学、文字学、金石学都有参考价值。但薛

氏所定器物时代及释文像时出现错误，孙谂诖掺出：“募氏之旨，在于鉴聚书法，

盖犹未刊集帖之陋，故藏书摹勒颇精，而评释多谬”，圆并为之校正商锺等十四器。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采其中豢公锺等五十二器重为考释。是书有绍兴十四

年(1144)亥l石，今仅存寒拓残页，又寿明万历卡六年(1588)本刻朱臻本等。

其中以崇祯六年(1633)朱谋堙刻本为最佳。

(2)王俅《啸堂集古录》(二卷)

王俅，字子弁，一作球字，又字夔玉，攥沌书其同乡父辇李西5序，知为济

州任城(今山东济宁)人。李邴卒于绍兴十六年(1146)，故《啸堂集古录》成

书当在南宋初期。容庚《宋代吉金书述评续》称：“此书之成，在《博古》之届，

丽非裘取《博古》之铭文。”@书中收寐了商至汉代铜器铭文及印豢三百靼十聂件，

皆“摹其款识，各以今文释之”，未作考证。今有《四库全书》本、《续古逸丛书》

本。

(3)王零之《钟鼎款识》(一卷)

王厚之，字顺伯，号复斋，浙江诸暨人，孝宗乾道二年(1166)进士，其

生平事迹《南宋馆阁续录》卷八有记载。此书收录了自夏至酱古器五十九件，每

器之前，霞殛器名，并记其出±之地、收藏之入，同时附释文。

(4)张抡《绍兴内府古器评》(二卷)

张抡，字材甫，云间(今上海)人，于高宗、孝宗两朝在朝廷任文职官员。

是书荚著浆—占器一百丸十五件，仪考释铭文，品评形色，荠不蘩写器形款识，+而

且大部分古器见于《博古图》。有《四库全书》本。

。《圈痒全书总H》卷4l择部小学类二

。孙诸’止《古籀拾遗序》

。《学术研究》1964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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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翟耆年《籀史》(二卷，现存一卷)

翟耆年，字伯寿，润州丹阳人，是高宗朝参知政事汝文之子。是书为一部

金石书目的著录，分别介绍著者生平事迹，并评述内容，有些散佚不传的金石著

作，如李公麟《考古图》5卷、《周鉴图》1卷、杨元明《皇祜三馆古器图》、赵

明诚《古器物铭碑》1卷等，皆可从此书中了解其梗概，因而对研究金石学史是

有价值的。由于书中多载金石款识，故以《籀史》为名。《四库提要》评论称：

“所录不及薛尚功《钟鼎彝器款识》备载篆文，而所述源委则较薛为详。二书相

辅而行，固未可以偏废。”⋯

(6) 吕大临《考古图》(十卷)

吕大临，字与叔，京兆蓝田(今属陕西)人，是程颐的学生，通六经，尤精

于《礼记》，“每欲掇习三代遗文旧制，令可行，不为空言以拂世骇俗”。。《考古

图》自序写于元祜七年(1092)二月，卷八《琥》按语引《复斋漫录》之文涉及

徽宗事迹，容庚认为：“若非后人所增，则其成书乃在作序十年之后矣”。。本书

著录官私收藏铜器二百二十四件，石器一件，玉器十三件，按年分类，摹绘器形

款识，并注明尺寸、重量、容量以及出土地点、收藏之家。体例谨严，有疑则缺。

所定器物名虽有舛误，但因为有图，使后人能据图加以纠正。

《考古图释文》一卷，《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此书，附于《考古图》、《续考古

图》之后，乃元祜中吕大临所撰。此书据《广韵》韵目，分上平、下平、上、去、

入四声，将《考古图》中的文字，分别编入，并将疑字、象形、无所从三部分附

于卷末。各字问有音释，有异同者，则加以训释考证。

(7)《续考古图》(五卷)

《四库全书总目》据本书卷三有“绍兴壬午”记事，认定此书成于“绍兴三

十二年之后”。。关于本书作者，容庚先生认为：足证其非大临所作，而以陆心源

《啸堂集古录·李邴序》所云南宋赵九成撰为是。@此书著录铜器、玉器、瓦当、

瓦鼎共一百零一件，收藏者二十九家，又有各地出土献之朝廷者。所著录器物，

不以类从，是随见随录之作，体例亦不统一，或有图而未摹写器文，或铭文不依

。《州库全书总日》卷86史部日录类一
。《来史》卷340，《丹人防传》附弟《R人临传》

⋯容庚《宋代古金书籍述评》，《学术研究》1963年第6期；中华本《考古图》卷首《考古图述评》，《考古
幽释文》卷酋《考古嘲释文述评》

“《叫库全书总日卷¨5了部谱牒类

。I司④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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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器行款，图识失真。近人王国维云该书所定器名有至当不可易者，但同时也指

出“伪器镶出，定名亦多误”。。

(8) 《博古图》(三十卷)

王黻等奉敕编修，初修于大观乏初，重修于宣和年闻。此粥所记皆徽宗宣和

黢濒藏自巍至唐吉嚣八西三手丸磐。全书将其五十因种吉器分为二+类，每类有

总说，每器皆摹绘图形、款识，记录太小、容积、熏量等，并附器物名称、用途、

时代的考诞，是考古学的一大成就。其款识之文摹绘尤精，观其形体，整齐雄伟，

古朴苍劲线条律动感甚强，是学习篆书的重要参考材料。藏书编篡体例比较完整，

在定名和考证方面吸取了前人的成果，但也有不少疏漏，宋代学者赵明诚、洪迈

早有评论。容庚认为：“以此书为荒陋可笑不无过当。使今日而评此书，其铭文

之误摹误释，歪不可胜数”。罾《靼库提要》稼“其书考证虽藐，露形模未失，音

释虽谬，而字画具存，读者尚可因其所绘以识三代鼎彝之制；款识之文，以熏为

核订，当时裒集之功，亦不可没。”国王国维《书巍和博古图后》蜕：“此图中各

嚣物，靖康之乱，已悉为金入辇之瑟lB。然其十之一二浅见张抡《绍兴癌席评》

中，盖金人不甚重视古器，而宋之君臣方悬重值购之，古汴京内府及故家遗物，

往往萃子榷场”。。有《格致丛书》本、《四库全书》本。

此癸，宋人豹笔记魂有“金嚣书迹”著录性藤的专论。如黄伯恿《东观余论》、

董迪《广川书跋》、吴瞥《能改斋漫泶》、洪迈《容斋随笔》、程大昌《雍录》、张

世南《游宦纪闻》、沈括《梦溪笔谈》、岳珂《捏史》、邵博《邵氏闻见后录》、蔡

僚《铁困由丛谈》、叶梦得《石林燕语》、《避暑录话》、赵彦卫《云麓漫抄》、赵

希鹄《洞天清录集》等，皆有金石书迹的著录。此类著述既非图录，又非编目，

特点是研究性强，著述偏重于某一类古器物碑石或某一方面的闻题，往往称“沦”、

“竣”、“辨”、“评”、“史”等。

上文将宋代的“书迹蔫录”著作按其主要内容即墨迹著录、刻帖著录、众磊

书迹著录大致归类。需簧说明静是，宋代豹“书迹著录”著述其内容往往笼杂，

其中的墨迹著录、刻帖著录、金石书迹著录经常混杂在一起。

。f．嗣维《观鬻集转》卷3《说髋》

4容庚《宋代吉套书籍述详》，《学术研究》1963年第6期

“《洲库争书总目》卷115了部湃录类

”l二国维《观嫩集林》卷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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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宋代的“书迹著录”的体例与内容考察

与前代相比，宋代的“书迹著录”著述无论是从著录体例，还是著录内容方

面，都有很大的突破。宋人的“书迹著录”体例对后世著录家影响深远，后世著

录家多遵循宋人的著录体例进行著录。宋人的“书迹著录”内容丰富，或墨迹，

或刻帖，或金石，其中有按时代进行著录，有分书体进行著录，同时还涉及法帖、

金石的考证、辩伪等。下面试图就宋代的“书迹著录”的体例、内容方面做一初

步考察。

(一)宋代的“书迹著录”的体例分析

宋代的“书迹著录”著述从体例上来看，有“谱”、“目”、“录”、“赞”、“跋”、

“记”、“评”、“史”、“图”、“考”、“释”等的分别，但都是著录，或者具有著录

性质的文献。

关于“谱”。 “谱”本是按事物类别或系统编辑的书、表。《汉书·艺文志》

“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

《史记·三代世家》则指编制谱册，“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

著。”

宋代的“书迹著录”著述中，冠之以“谱”的有《宣和书谱》。《宣和书谱》

二十卷，为宋徽宗时内臣奉敕所撰，所记为内府所藏法书名迹，按诸帝王书和篆、

隶、正、行、草、八分书体及附录制诰分类，记录了一百九十七名书家小传及一

千二百四十余件作品名目。是书所记为内府所减名家法帖，首列历代诸帝王书为

第一卷，附皇后。次列篆隶为第二卷，篆隶各有叙论。篆书列唐李阳冰等四人，

宋三人，共七人：隶书只列唐韩择木。正书分列四卷，有叙论，起自魏钟繇，依

历代次序收南北朝(宋、齐)、隋、唐、五代至宋共四十六名家。行书分列六卷，

有叙论、附章草。起自汉，列魏、蜀、吴、晋、宋、齐、梁、陈、隋唐、五代迄

宋，共收六十九人。末列分书一卷，有叙论，收唐四人。后附制诏诰命和补牒。

《宣和书谱》是历代书家、书体、作品的谱牒图，兼有书法史性质。与《宣和书

谱》成书相近的还有《宣和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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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士冕《法帖谱系》也是宋代“书迹著录”著述中具有谱牒性质的著作。此

书为士冕将平生所见宋代刻本汇帖列成⋯谱，以见其源流。首冠谱系图。卷上为

《淳化法旗》，是为大宗，以下为支派，凡二十一种，每种叙述摹刻始末，兼订

异间工拙。集各帖汇丽刻之始自寒代，两汇帖见于藩录翦见于北书。此终，曾宏

父《石刻铺叙》记载蜀露经及南渡后秘阁帖，铨订有序，至以阁帖、绛帖、诸郡

帖谱具前，而补叙予后，与同时曹士冕《谱系杂说》作法相似，大抵皆鉴别不苟。

宋人的“金石书迹”著述中，陈思《宝刻丛编》著录古碑，以《元封九域志》

京府朋县为纲，而各以古碑哥系之其地，同样其有碑刻“谱牒”特点。

关于“蟊”、“录”。 在秘录学中，“目”是指一书的篇名或群书的书名，也

就是“条箕篇目”；“录”指叙漾，即对一篇文牵或一部书的雍容所作的详述，也

就是“撮其指意”，有时也兼夜考谜，两者会在一起，就是“目录”或“录目”，

有时也称“著录”。“书迹著录”著述以“书目”、“目录”、“书录”等命名的有

刘宋虞徘《二王镇书定目》、《羊欣书目》、《钟张书目》，粱傅昭著有《法书目录》，

此外，殷钧“又受诏料检西省法书古迹，剐为品目”，《述书赋注》载，隋时姚最

有撰《法书录》。唐代朱景玄撰有《书品召录》，褚遂良有《右军书目》、张怀罐

撰《二王书录》、韦述撰《叙书录》等，然大多有爵无录。

寒代的“书迹蕃录”著述中，冠以“霾”、“录”著录碑帖、金石书迹的，大

多有目有录，即有礴帖、金石目，同时兼有评论、考释、说明等。这～一类著录著

述宥米芾《宝章待访录》、周密《云烟过眼录》、佚名《赵兰坡所藏书画目录》、

佚名《悦生所藏书蕊别录》、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王象之《舆

地碑记目》等。

关于“赞”。 “赞”，通“鼗”，本义为颂赞、称美，看成为一种文体。《文

心雕龙》云“赞之为体，促雨不旷，结言于嚣字之訇，盘桓乎数韵之辞，其颂家

之细条乎!”。古代书学论著中，赞文多附于叙事之寒，如唐张怀癯《书断》列叙

十体书，各附赞文一篇，赞文常有泛言而不切书旨的弊端。

宋代“书迹著录”著述中，岳珂撰《宝真斋法书赞》二十八卷，是书以其家

藏前人墨迹，自晋唐迄于南宋，各系以跋而为之赞，其祖父岳飞手迹，则别为鄂

国公传家帖附之于书末。该书对诸家古帖，尤征人论世，考核精审，文亦兼备众

“7《文心礁拢奇译》捌振甫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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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新颖百变，层出不劣，可谓赏鉴而兼文章，不独著录书迹1i百融。

关于“跋”。 题跋中的“跋”文，盏由“跋”尾发展丽来。”所谓踱尾，原

指在书画作品术尾署名，作为已经鉴赏或收藏的标识。跋尾押署之制在六朝已盛，

其时名画，多有帝王或名家跋尾。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专列“叙自古跋尾

押署”一节记其制。咀蠡跋尾凝由印记{℃替，两文字则演变为记述或晶评{乍晶的

诗文。鼹跋文作为一类文体编入总集，始自南宋吕祖谦《宋文鉴》。

具有“书迹著录”性质的题跋文在宋代卷帙浩繁。明末，毛晋茸次大规模辑

榘来入题跋刊于《津逮秘书》之中，共收录欧阳鲣、瞥巩、苏颂、苏轼、秦观、

黄庭壑、晁补之、张耒、李之仪、米蒂、释德洪、朱熹、洪边、陈傅良、周必大、

陆游、叶适、真德秀、魏了翁、刘克庄凡二十家七十六卷，数量极为可观。当然

还有董遣、赵明诫、浃适、搂锈等岽被收录。在宋人的题跋文中，有槿当篇幅楚

跋书帖、跋盘石碑帖的，这些跋尾本是单篇，后来才汇集成书，R有“书迹著泶”

著述性质。每篇跋尾的体例大致相似，先著录碑帖名，然后或考{正、或评析。

关于“记”、“评”、“史”。 “记”是典型豹“书迹著录”体倒之一，就是

具体著录书迹的名称、书者、书作情况。宋代的“书迹著录”著述中，杨王休《宋

中兴馆阁储藏图画记》就是杨氏在庆元五年(1199)整理内府收藏时的一个帐目，

记录非常簿酶。

“评”就是评论、评议。宋代的书学著述中，姜夔《绛帖平》、许开《二王

帖评释》虽冠以“评”，实则具有“书迹著录”性质。《绛帖平》总录按年代顺序

辨列，举上占、三伐、秦、后汉至宋朝历代书家九十余人，仅选六十余入的尚存

作品加以鉴定，多言所书作品字数、内容，涉及史传较多，并多方考察，鉴别作

品之真伪。《=：=二王帖评释》则于每帖摘二字或三、四字为题，先列释文，系瞰评

语。

米芾以“史”命名的《书史》实则是艘型的“墨迹著录”著述，对始白西晋，

迄于五代的前人真迹、印章跋尾、纸绢装褙，藏处，”⋯一详载之，并作评语考订，

并不具有“史”的性质。程耆年《籀变》为一部金石书目的著录，书中多载金石

款识，对研究金石学史极有价值。

关于“图”。 宋人的会石学著作中，育类著述附有图谱，摹绘器物款识，

。关f题跋的由来，张天弓《棵帖与谍题*t《中用书法*2l104年第5期)有详细论连

33



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宋代的书迹著录研究

并注明尺寸、重量以及出土之地、收藏之家，如吕大临《考古图》、《续考古图》、

《博古图》等，同样具有“书迹著录”的性质。

关于“考”、“释”。 宋入的书学蓿作中还有冠以“考”、“释”一类的著录

著述，如桑世昌《兰亭考》、俞松《兰拳续考》、洪适《隶释》等。桑世昌《兰亭

考》记、考、评、审汇于一书，俞松《兰亭续考》则为典型的“亥9帖著录”，洪

适《隶释》则是著录汉隶的专著。

(二)宋代的“书迹著豢”的内容考察

宋入以蘩，“书迹著录”蒋述只鸯“墨迹著录”一大端，著荣癌容相当篱略。

刘宋时期，虞觫《论书表》中提到“今新装二王镇书定目各六卷，又羊欣书目六

卷，钟张等书疆一卷，文字之部冬矣。”。这里，我蜘只知遴虞舔撰写了《二王镇

书定目》各六卷、《羊欣书目》一卷、《钟张书目》一卷，至于具体著录内释则无

从知道。痦代禧遂良在起居郎侄上编写《普右军王羲之书嚣》，著录“王书都六

卷”、“行书都五十八卷”，其正书第四卷目记：“周公东征十一行。年月日朔小字

十缉行鑫誓文。尚想荧绮七行。墓田丙舍五行。”。这是今存古代书学中较早豹书

目，其体例只是简单的记录卷次、帖名(或开篇数语)、行数等，基本不涉及真

伪撩谖、傀次评价。鞠《墓田褥舍》一帖，本为钟繇所书，这里旗遂良著蒙为王

羲之所书，即便是王羲之临仿，也应该注明是临本，但米嚣一辞。

来人的“墨迹著最”走容刘较为完备。如欧阳修《集吉录跋惩》(卷十)“遗

教缀”条云“右《遗教经》，相传云王裁之书，伪也，盖唐世写缀手所书。唐时

铸书今在者，大抵书髂皆类此，第其精粗不同尔。近有褥磨入所书经，题其一云

薛稷，一云僧行敦书者，皆与二人他所书不类，而与此颇弼，即知写经手所书也。”

9这墨，欧阳修所做“墨迹著录”不仅毒旗名、作者，同时还兼及辫伪、考证。

又如米芾《窳章待访录》“晋谢奕、谢安、桓温三帖”条记载：“右真迹，麻纸书，

在李公韬家。上有钟缨京书印、窦蒙审定字印，印谢安一帖，为焉人恐墨淡，得

1‘张彦远《注{；嚣录》卷二托祥雍点校人民美术m版社20阱年版第44砸

9账彦远《法”}5要录》卷二人民荧术Ⅲ版社2004年版第88页

“《欧m修全集》(卷一百蚪卜三)第蕊卷第231l硪中毕书局注：欧阳髂所作虽为“跋尾”，似是这毕
瓣样具柯“著录”矬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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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深墨添过，使入惋怛。与前帖并有绢帖书爵号，自为名笔。”。米蒂作为宋代著

名的书画家、蒸定家、收藏家，其“墨迹著录”内容更为完备，不仅涉及帖名、

书写榜料、藏家、印记，并存囊镑考辩。与寒芾《宝章待访录》、《书史》著录钵

倒相似的私家“墨迹著录”还有最珂的《涤真斋法书赞》、周密的《云烟过眼录》、

佚名《赵兰坡所藏书画目录》、《悦生所藏书画剐录》等。

寒代“墨这著录”重要文献还毒宣和年海奉敦编著粒《宣帮书谱》，作为官

方著录的书学文献，其著录体例、内容与私家著录不尽相同。因为个人收藏、识

照的局限，宋代的私家“墨避著录”所记载的古代法书名迹数量、范围都有限，

并置有些著录还有蘧机性，～些著录家隧辩l|芟蕨、目猪、耳闻，则夔对著录。宋

代御府收藏自有私家收藏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因而作为内府“法书藏品清单”的

《窟和书谱》巾的“墨迹著袋”体铡更显条理请晰，纲举目张。《纛和书谱》总

共二十卷中，除卷一“历代诸帝”、卷二十“铡诏诰裔”乡卜，其余部分按书俸、

分书家、掘年代依次著录，润时还著录当朝的一些书家的捧品。每种书体前有毅

论，叙述书体发展史，接下来是书家小传，最后是御府所藏法书名翻。

据文献记载，亥I糖始于南唐、五代，蕊对刻精豹簧录刚肇始于宋朝。淳化三

年，宋太宗诏令翰林侍书王著将历代法书编次为十卷，蔡亥4在枣木板上。《淳化

瀚枯》收录历代帝王书、历代名臣书、诸窳古法帖以及“二王”书。每帖蘸标弱

卷次，然后是书者。《淳纯阁糖》秘刻后，富刻、私刻历代法嵇之风大盛，围绕

刻粘版本传衍，辩刻帖书迹进行著录的著述颇多。宋代的“刻帖著录”的体移j根

据蔷录内容的不阊而不尽一致，无论是法帖谱系的著蒙，还是对刻糖的释文，翔

或是对亥I帖的越跋、杂考等，本文鄱认为是“刻帖著蒙”著述或是具有“刻萜著

泶”性质的著述。

宋代的“刻帖著录”中鸯对法糖谱系的著录，如营士鬟豹《法惦谱系》、曾

宏父的《石刻镳叙》。上两部著述分潮著泶各法帖的源流，每种法糖叙述摹麴始

末，兼订异同工拙。鬯宏父《石刘铺叙》卷下《续瀚帖》前的一段文字就是典型

豹著录：“卷蕾酱、密帝君书，二卷、三卷系王羲之暨其予操之等笔，五又所书

《黄庭经》、《蓉毅论》、《兰夸序》，六又冀家《宝章集》。七卷乃罾索靖所书《月

仪》，八则虞墩南、贺知章、柳公权帖，后则无名人帖，九则李怀琳嵇康《绝交

”《宝晋出林集》她囊熬书馆吉耩珍奉献铡第89集书耩文献出版社籀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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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末卷庸无名人书《月仪》诸帖。”。此外，还有针对法帖的释文类，如刘次

庄《法帻释文》、秦戏《法糖逶解》等。宋代的“亥《糖著录”箸述中，还有一类

“刻帖著录”的著录是先著录帖目，然后是评析、考证帖的真伪。

金石学发端于宋代，宋代金石学研究不仅涉及各种材料和备种类型的古器

物、碑刻，瑟整涉及这些吉器物、磷刻豹文字、形式、体截、图象、纹馋等各个

方面。宋代“金石书迹”著录体例涉及碑名、书撰入姓名、书碑年月、碑文，然

后是碑主的史实，并加以评论。如《集古录跋尾》(卷八)“唐颜氏家庙碑建中元

年”条记载“右《颜氏家廉碑》，蕨囊卿撰并书。真卿父名惟贞，仕至薛王发。

真卿，其第七子也。述其祖祢群从官爵甚详。”。又如《金石录》(卷第十八)“汉

太尉刘宽碑”条云：“右《汉太尉刘宽碑》。宽有两碑，皆在洛阳上东门外官道旁。

魏《碎》掇《艺文类聚》乃桓麟撰，《磁碑》不知傍入羼为，然字体则回也。”。再

如《隶释》(卷第二十三)“曹腾碑”祭著录“右汉隶，不著书撰人名氏。腾，柏

(桓)帝时官至中常侍长乐大仆，封费亭侯，追加兼谏议印绶。碑无所立年月，

在毫州。””赵骧诚《金蠢录》三十卷，其体分为嚣录十卷，跋惩二十卷，习蒙部

分著录从三代至唐、五代、国朝碑刻碑目，外加遗目，总计著泶碑二千零三方。

洪适《隶释》目录部分麓录体例一如赵明诚《金弑录》。

宋代“金石书迹”箸录著述中，陈思《宝刻熬编》、茯名《宝刻类编》、王象

之《舆地碑记目》著录碑刻则以地域编次，每一地域之中的碑刻又分时间先徭，

将有地域可考的碑刻分别录入，可补欧阳修、赵明诚碑刻著录体例之不足。宋人

对古嚣物的著录通常依辩代先后，将吉器物分类，每一器物摹绘穗形、款识，记

录大小、容积、重量等，有的还有出土地点、收藏者的记载，同时还有文字的考

辩。

宋入的“书迹著录”著透觚著岽癌容主看，鳞有纯嚣录类，其中著录站霸、

碑目、器物名称，或按照时代顺序，戚按照书体，或按地域依次记录；此外，还

有目录加说明、评析，著录帖、碑、器物上的文字，同时加以考证、说明。

。曾宏父《氍翔镧救》卷下《续阉旗》鼹薄拿书本

8《欧嗣修惫集》(卷一再列{_一)中华书弱

“《金“录校证》(求)赵}朔诚撰会文明校诫广西师范人学小版社

。《隶释》、《隶续》中华书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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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书迹著录”著述浩繁，其著录内容不尽相同。下面就《宣和书谱》

与《宝章待访录》著录内容作一比较，同时就洪适的“碑石书迹著录”作一考察，

以见宋代的“书迹著录”著述之一般。

附：1、《宣和书谱》与《宝章待访录》书迹著录之比较

《宣和书谱》与《宝章待访录》是宋代重要的墨迹著录著述，一为官方著录，

为私人撰写，其著录体例为宋代墨迹著录之典型，对后世官方、私家著录的撰

写影响深远，这里试图就其著录作一初步比较。

《宣和书谱》著录书家及作品简表

朝代 书家数 作品数 书体 书家数 作品数

汉 l 2 篆 7 21

三国 4 4 隶 2 36

晋 31 391 正 47 197

南北朝 23 38 行 67 284

隋 2 27 苴 63 634

唐 93 516 章草 7 17

五代 19 53 八分 4 19

宋 24 180

总计 197 121l 总计 197 1211

注：本简表依《四库全书》本为底本统计数据。《宣和书谱》所著录书家及

作品数说法不一，杨仁恺先生的结论是197家、1240余件作品。，王靖宪先生的

说法是197家、1344件作品圆，刘涛先生的统计为书家传记200篇，各体书作1207

件@。这里各家数据虽然与本文略有出入，但不影响分析宣和内府“书迹著录”

情况。

《宝章待访录》著录书家及作品简表

“目睹” “的闻”

朝代 书家数 作品数 朝代 书家数 作品数

汉 1 1 三国

。《中图书厕浆定学稿》杨仁恺著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

。《中国人百科拿书·美术卷》之《宣和书谱》条

4《(宣和书讲)的考察》刘涛《书法从刊》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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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 l l 晋 4 8

晋 19 30 袁jE赣 3 6

隋 2 4 隋

唐 14 49 唐 10 35

五代+ i 3 五代

总计 38 88． 总计 17 49

注：本简表依《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89)《集部·奠芒别集类》《窳晋

出拣集》为底本进行统计。

从上丽所列的两个简表可以初步看出，宣和内府所藏历代稍迹数量之犬，包

罗书体之多，涵盖书家之广，是以前的“书迹著家”文献中所没有的，而这也正

是统治除级文化垄瞬的寝现。米蒂你为宋代杰出的书藏家、收藏家、篓定家，经

其耳闻目睹的历代法书名迹虽数量有限，但是其鉴定结论大多魑无需质疑的。米

芾提倡“书宗晋唐”的书学观念从《宝章待访录》所著录的“待访”且欲据为己

有的晋唐名迹法书名迹羲录中可见一斑。

自汉魏以来，书学文献的编撰，内容多样，或论风格，述书防：或著录作品．

品藻书家：或叙体势源流，载书家传记。《宣和书谗》则开篇为历代帝王书一卷，

继以篆、隶、正、行、肇、八分，最露以“制诏诰命”结束，自篆书以下各旃叙

论，叙书体源流及书家流派，然后以朝代为序排列书家小传及其作品目录，其体

例既别事类，又合为系统，故名之豳“谱”丽不称“露”。其内容已超出了著录

豹范围，兼有书法史论的性质。

米芾所著的《宝章待访录》从成书体例上来说具有典型的“书迹著录”特点，

如“目睹”部分《晋右军王羲之书雪晴帖》著录云“右真迹，农承务郎吴郡苏激

处，集贤校理舜钦子也。帖尾有吉跋、君倩字及褚氏字印。”。这里，米芾的蔫录

包括帖名、|书者、藏家、押书、印记等，可谓详备，米蒂以前的“书迹著录”类

文献中，偶夜凡家著录涉及上述内容，但鲜有如米氏这么成篇成系统地著录前人

法书名迹，其对后世著录家影响深远。近人余绍米在萁编撰豹《书画书录解趣》

中评米芾《书史》“此书记其目见法书，详其藏家、纸本及印章、跋尾，实为后

世著录家之褪。”。这⋯‘评语用来评述《宝章待访裂》也丝毫不为过。

“见《宝晋山林集拾遗》卷五北京蹦书馆古籀珍奉从刊书lj文献出版荆
4

《书l嘶书录解题》卷六北京醐档馆fj{版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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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洪适的“碑石书迹著录”体例、内容考察

洪适的“碑石书迹著录”是在广泛搜集碑石拓片的基础上展开的，他家藏的

碑石拓本有前人已著录的和未著录的，以及南宋时新发现而前人未曾得见的，凡

是当时所能见到的碑刻，大多被其网罗在家，因而他的研究利用了尽可能丰富而

完备的资料，据其《淳熙隶释跋》称，他著录的各类隶书碑石、砖器己超过三百

件，此外还应有大量的篆书、楷书碑石。。

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等皆据家藏的拓本著成跋尾，然后

将跋尾汇成一编刊行，一旦原来的拓本散失，而碑石本身及其他拓本也不存世，

人们仅仅根据其跋尾便无从知道他们据以考证的碑铭原文，因此也较难利用他们

的研究成果，洪适则显示了其不同前人的碑石著录方式。《隶释》、《隶续》9先将

碑石铭文全篇抄录，然后再详加考证，所录碑文虽以楷书笔画写定，但点画与偏

旁的形态却悉依碑字，这样，不仅使考证史事者有碑刻原文可依，而且也使训释

文字者有字体行迹可据。至于《隶图》、《隶纂》、《碑式》的撰写，更是前人所末

涉及。可以想见，如能罗列洪适诸书于目前，读文、察字、观图，就能复原碑石

于脑海中了。

与前人相比，洪适的“碑石书迹著录”有更为完善的著述体例。洪适曾对其

著述作了一个全面性和整体性的构想，希望通过不同角度，形成一个包括释、续、

图、韵、式在内的，既各具特色，又相互关联的碑石专著系列，以便容纳他对碑

石所进行的综合性研究成果。他的设想在其各部著述以及晚年编定的含有“谱”、

“图”、“式”的《淳熙隶释》中得到体现。以《隶释》为例，全书可分为三部分。

首为目录，凡收录于书中的碑石，皆列出名目，注明年代，郦道元《水经注》、

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曾著录以及定名有别的，洪适在碑目下一

一标明。卷一至卷十九为洪适自己的研究：先著录碑文，碑上有缺损或缺多少字

皆于缺处注明；然后记述有无碑额、立碑年代、现存之地以及有关此碑的其他情

况，如果是新发现的还记述其出土时间和地点；最后再详加考释。卷一十至卷二

十七又分别收录了《水经注》、《集古录》、《集古录目》、《金石录》及宋无名氏《天

下碑录》等有关隶书碑石的研究成果。全书眉目清楚，次序井然，体例完备。

”《四库全书总日提要·盘洲义集》

“《隶释》、《求续》中华书局20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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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续》虽为不全之本，但其体例悉依《隶释》。《隶续》中的《碑图》，虽

也属残本，但仍可见其特色。书中先绘制整碑的形制及碑穿、碑跌和碑上的各种

图案、画像，然后对碑中的具体内容及书碑格式、题名之人、有无石纹和磨损等

详加记述，并间以考释。此著以图为主，图文并茂。就洪适现存之作来看，已见

其编撰体例、内容较前人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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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宋代的“书迹著录”产生的原因、社会文化鸷景分析

宋代的“墨迹著泶”、“刻帖著录”以及“金石著录”著述大量产生有其深刻

的社会文化背景。

(一)右文政策与重墨尊书的社会文化风尚

宋朝的开因皇帝赵匡胤及其后继者赵光义，骚出身于武将之家，毽都深知马

上可以缛天下，却不可戮马上治天下豹道理。赵嚣胤本人不是文言，继不仅麓诗

而且能书。蔡绦《铁豳山丛谈》卷一记载：“太褪书托有类颜字，多带晚唐气味。

时时作数行经予语，又间有小诗三四章，皆雄伟豪杰，动人耳目，宛见万乘气度。

往往跋云‘铁衣士书’，似仄微时游戏翰墨也。”。足见赵匡胤在微时喜好诗书，

而且格调不俗。太祖建豳之后，很快由一介武夫变成尊儒重文之君，大力奉行重

文掷武的右文国策。就德初年，“太租大喜疆：‘佟相须读书人。’由是大整儒蠹。”

9除了宰稳，主兵之枢密使、理舞|之三司使，乃至州郡长官，亦多为±入。柬太

祖本意是在约制、削弱异己势力，稳定、加强宝权，但文人执掌权柄，客观上健

成了文艺的繁荣。王夫之在《宋论》中还有这样的记载：“太祖勒石，锁鼢殿中，

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

不加农田之赋。”“终宋之世，文臣无殴刀之辟。”。这样明言对文人士大夫的优待

政策在蘸代是少见的。

宋太宗赵光义邸位堪，不仅国家的统一大娥在他手上褥越完成，两层也十分

注重文化的复兴，《太平御览》和《文苑英华》两部总集就是在他的授意下编篡

完成的。尽管四海混一后，偃武修文是新朝统治者的必然之举，但皇帝本人如无

儒雅之素质，则文化复兴之脚步不会迈得如此之快。太宗在登基前即留意翰簇，

而且各体皆能。朱长文《墨池编》卷九《宸翰述》记载：“太宗方在跃渊，留神

墨妙。断幸亍片篦，恐为对入所宝。及既即位，区内砥乎，朝廷燕宁，万机之啜，

手不释卷，学书至于夜分丽夙兴如常。以生知之敏识，蠢继搏学之不倦，巧倍前

古，体兼数妙，英气奇采，飞动超举，圣神绝浆，无得而名焉。帝善篆、隶、革、

行、飞白、八分，而荜书冠绝。尝草书《千文》勒石子秘阁。又八分《于文》及

”蔡愫《铁嘲山从谈》卷一 中4挣书局

2《束史》卷三“本纪第三三”，中华书局版第一册，第so页

。(渍)1i犬之《束论》卷一，中华书嗣j964年版，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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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飞白数尺以颁辅弼，当世工书者莫不叹服。上尝语近臣曰：‘朕君临天下，亦

有露事?于笔硬特中心好耳。江衷入能参莩，累搿谤之，殊不知向背也。小摹字

学难究，飞白笔势罕工，吾亦恐自此废绝矣。一”太宗的书迹今日早已失传，从

上述记载中尚能看出他对各种书体的涉猎之广。难能可贵的是，太宗能够充分发

挥降囊的书法特长，不仅虚心自匏销学习，．而且茭霹怠l造了书法豹辉煌蜀磷。淳

化三年(992)十一月六日，太宗诏令翰林侍书学士王著将历代书法作品编次为

十卷，摹刻于枣木板上，是为《淳化阁帖》。这是在搜求历代法书名迹的基础上

所傲豹一矮意义深远豹二E作。翦入法书名迹得以妥薷保存若数剡旗形式广泛流布

人间。这对于宋代文人士子的书法学习，形成重鬟尊书的社会文化风尚，影响很

大。而且，宋太宗还诏南唐降臣徐铉和蜀国降臣句中正参与《说文解字》的整理

葙修订。《续资治逶鉴长编·太宗雍熙三年(986)》‘遗载：“上留意字学，班许攘

《说文》麓谬，学者无所依据，乃诏右散骑常侍徐铉，著作郎、直史馆句中难等

精加雠校。”这就是今同通行的“大徐本”《说文解字》的来历。元代刘有定《衍

极注》中{己载：“宋太宗募求善书者，许自言于公车，首选七入，童章}翰转待谣，

赐绯鱼袋。骤加恩宠，海内从风。”o此时，善书者地位得到显蓑提高，在服饰上

被允许和朝官一样服“绯紫”和“佩鱼”。宋徽宗即位后，更是大力搜求历代法

书名画，尝设书莉学和书艺图蘑等岗。高宗对书艺的追求在《翰墨恚》中可觅一

斑：“余每得右军或数行、或数字，手之不置。初若食蜜，喉间少甘则已；末则

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也，故尤不忘于心手。顷自束发，即喜揽笔作字，虽屡易

葜刑，丽心霄赝嗜考，固有在矣。”又嚣：“凡五中年问，菲大稠密稳兢，末始一

同舍笔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帝王的喜好有蓿巨大的影响力，这也无疑是

促成宋代尊书重墨文化风尚的原因之一。

与酋朝相比，宋代书学亦经绣囊废兴复的曲拆。《玉海》卷112《崇宁因学》：“崇

宁三年(1104)六月建算学、书学、画学、医学，五年四月罢，其书、画学附图子

监，置书学博士、画学搏士各一员。大观四年(HlO)并入翰林书艺、图画硒。”此

后，书学生豹隶漏，由国子篮改为翰林院。《宋史》卷22《徽宗靼》记载：窟秘二

年(1120)七月，又罢废书学，两年后复置。宣和六年(1124)春『F月，又鬣有御

前书艺所。关于书学生的学习课程与考核等级，《宋史》卷157《选举三》记载髅详：

。’朱K文《墨池编》卷凡，载《中国书嘶辛书》第⋯腑第277颞I：海郫画搦版社1993年版
。《历代书法论文选》I。海书嘲}}j版社2002年版第432、433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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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学生，习篆、隶、草三体，明《说文》、《字说》、《尔雅》、《博雅》、《方言》，兼

通《论语》、《擞子》义，愿最大经者听。篆以古文、大小二篆为法，隶以二王、欧、

虞、颜、物真嚣为法，草以帮摹、张芝九体为法。考书之等，以方豳肥瘦适中，锋

藏画劲，气清韵古，老而不俗为上；方而有圆笔，圆而有方意，瘦而不枯，肥而不

浊，各得一体者为中；方面不能圆，肥丽不能瘦，模仿古人笔画不得其意，而均齐

霹观为下。”可觅宋赣豹书学_|{孽±，不仅要教授各秘书体字体搜法，还要传授文字学、
●

经学。书学生既习孔孟，兼通文字学，而且篆、隶、草兼习，而均齐可观之作仅视为下

等，评判标准强调气韵方圆，学生须具备全面的文化修养。设置书学乃宋朝书坛盛

事，对于宋代书法的影响实难戮估量。勇撵《宋史》卷442记载：韩忠恕“尤工蒙

籀，周广顺(951⋯953)中，诏为宗正丞兼国子书学博士”。《宋史》卷444米芾传

记载，米芾“召为书画学博士，赐对便殿”。与米芾同时担任书学博士的，还有李时

雍。另据宗岳王葶《宝真斋法书赞》卷24录米友仁题跋，宣和霆年(1122)至六年担

任徽宗朝书学博士有米友仁、杜唐稽、徐兢三人。

从大的文化背景来说，宋初朝廷的右文政策，加上相对承平的社会环境为文学

麓术豹繁荣提供了物质傈证，可以说宋代楚一个“郁郁乎文哉”的辩代。在这襻的

历史背景下，宋代的文化发展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散文、诗歌、词、话本等文

学样式都得以充分的发展，锌类学术如儒学、理学、史学、小学、目录学、金石学

等皆有突出成就，彰显宋代学术全面蓦明的景象。柳诒徽《中国文化史》论宋代学

术云：“有宋一代，武功不竟，而学术特昌。上承汉、唐，下启明、清，绍述创造，

靡所不备。”。丽书法绘画更在这右文政策的社会大背景下独享其特殊的地位。

宋代帝王自始至终奉行重文季审武的治国策略，致使宋代白衣卿相众多，文入士

大夫怀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优越感。统治者为避免武人飞扬跋扈，拥兵自重，把稳固

赵宋江山的希嫩寄托于文人：l：：：大夫，出台了⋯系列尊崇文人的措施，吸纳优秀的知

识分子入仕。与詹代相比，宋代科举胡度的最大特点在于：取士不闷家毽，严防考

官营私、考生作弊，全凭经义、诗赋、策沦取士，个人的知识才能，取代了门第血

统，在科举考试中占了主导地位。这是唐寒之际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化在取士制度

巾的反映，因搿能更广泛地选拔人才，从黼对宋代文化的发展，整个社会文化素矮

的提高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社会环境的宽松、文化氛围的浓郁，伴随新兴的

⋯柳设微《中丽文化史》 卜海古籀：|j版社2001年版第5甜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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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士大夫阶层的崛起和宋代文化的普遍高涨，士大夫新的精神风貌与生活理想也

在艺术美学颁域孛有了新豹凸瑗。宋代文人涛书函皆能，赏书ll毳画是文入圭大夫生

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潮家李公麟曾作《西园雅集图》，描绘苏轼、黄庭坚、米芾、

张末、蔡天启等在驸马王诜家作画吟诗、谈禅论道的生动画蕊，显示了当时文人雅

集交游的文风习气。糖整理念的变化，±入们耋新诱整了艺零浆光，重建了对予艺

术的本质和艺术功能的理解。绘画中的文人画、墨戏等的产生，对比唐人的尊崇法

度，宋人的尚“意”则鲜明体现了业余化、娱乐化特征。支撑颜真卿、柳公权等书

家豹精神世赛的是臻家成圣理恕与瀵德人格，丽支撑苏轼、荧蠢壑等人糖孝串世界豹

则除了这魑精神内涵以外，还有了庄周的逍遥游的诗性生存精神与禅宗的随缘任运

的旷达人生态度。在北宋的一些文人士大夫看来，书法显示着个人的学问、修养和

人格。黄庭疑评苏轼的字说：“学翔文章之气，都郁苹芋，发予笔墨之阂”。

总之，宋代实行右文政策，帝王对书画极为重视。在宋代学术文化和艺术文化

全面繁荣的的背景中，宋代文人博学多才，修养深厚，文人之间，或谈禅论道，或

诗书喝稷，或赏画评书。宋入诗书酒一体，对书溺酱遍具有很离的艺术鉴赏力，这

些因素促进了书迹著录的大量出现。

(二)公私收藏的兴盛与文人之闻法书名迹的赏鉴之风

“书迹著录”是对传世墨迹、刻懿、石刻、出±金石文字的著录。宋代“书迹

著录”大量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宋代官方和氐间对法书名迹鉴藏之风的兴盛。

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在统一全国时，就注熏对文物书画的收藏，将地方小

王朝里的文物书画集中于汴京。《图酾见闻志》澈载：“太祖平江裘(摩唐)，所得图

画赐学士院。”赵光义对书画的收藏更为重视，他乘太祖病危时夺得帝位后，不久，

即“诏天下郡县搜访前暂墨迹图画”。在这一诏令之下，“先是荆湖转运使得汉张芝

草书、唐耱斡马二本以献之。韶州(今广东韶关)褥张九龄殛像劳文集九卷表进，

后之继者，难可胜记。”。这是帝王通过行政手段搜集法书。

由于上有所好，～熄大臣便随即以进献古代法书名迹作为进身之阶，并以此邀

宠。《图画见闻志》又记载：“王文献家书画繁富，其子贻正，继为好之，尝往来京

“见《幽l口l见阐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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雒间访求名迹，充轫中衍。太宗朝尝表进所藏书画十五卷，寻降御札云：卿所进墨

迹并古画，复遍览看，俱是妙笔，除留墨迹五卷、古画三卷领得外，其余却还卿家，

付王贻正。”。王贻正以得到“御札”为荣。

宋初内府古书画的收藏已颇为可观，朝廷于端拱元年(988)在崇文院特设秘阁以

储之。秘阁之中，除了上万卷古籍书之外，法书名画有数千卷，遗憾的是这些法书

名画没有留下完整的目录。宋代自开国以来至宋徽宗赵佶，历经七位皇帝一百五十
t●

余年的搜集，宫廷的书画收藏越来越富，加之徽宗本人不但是一位书画家，而且好

古收藏，他登基后，又进一步向民间搜集，所以宋代皇室的法书名迹收藏在徽宗朝

达到了最高峰，所谓“秘府之藏，充切填溢，百倍先朝”。。在整理、鉴定、著录内

府书画收藏方面，徽宗先后任命沈乔年、米芾负责宫廷内的书画管理工作。同时，

赵佶还命侍臣将宫内的书画收藏编纂成《宣和书谱》、《宣和画谱》两部书。这两部

书是第一次较为全面系统地记载宫廷书画收藏的著录书，在中国书画史上占有十分

重要的地位。其中《宣和书谱》详细著录徽宗内府所藏法书名迹：首列帝王诸书为

一卷，次列篆隶为一卷，次列正书为一卷，次列行书一卷，次列草书一卷，末列分

书一卷，附系制诰。该书所录书家凡197人，作品1344件，上起汉魏，下迄当代。

宣和内府的收藏，蔡僚《铁围山丛谈》记载：“吾以宣和岁癸卯尝得见其目，若唐人

用硬黄I临二王帖至三千八百余幅，颜鲁公墨迹至八百余幅，大凡欧、虞、褚、薛及

唐名臣李太白、白乐天等书字，不可胜会，独两晋人则有数矣。至二王破羌、洛神

诸帖，真奇殆绝，盖亦为多焉。”。蔡僚所见的内府收藏法书目录应该是未经整理的，

其中伪作很多。而据《宣和书谱》的著录，王羲之帖仅242种，王献之帖仅89种，

颜真卿帖则只有28种，与蔡倏所见帖目数字差距很大。米芾认为：“盖其(《宣和书

谱》)著于录者，亦精为汰简，鱼目之混罕矣。”但这也足见宣和内府收藏之富。

北宋灭亡，宣和内府中的书画收藏全部散失，有的为金人所得，归入到金内府，

有的流落民间。建炎元年(1127)五月，赵构即帝位于应天府，重建宋王朝后，即

一方面招揽画人，重组宫廷画院，另一方面搜求古书画，特别是从北方流散来的书

画，以充实内廷的收藏。《思陵书画记》云：“思陵妙悟八法，留神古雅，当于干戈

假扰之际，访求法书名画，不遗余力。清闲之燕，展玩摩拓不少怠。盖嗜好之笃，

”见《图画见闻志》

9见邓椿《画继》

。蔡僚《铁喇山从谈》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8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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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惮劳费，故网方争以奉上光虚嗣。又于榷场购北方遗失之物，教绍兴内府所藏，

不减宣、政。”o经商索三十余年的努力，历孝宗赵膏、光宗赵悖，至宁宗赵扩时，

朝廷收藏之寓，据扬王休《宋中兴馆阁储藏图溺记》可约略知道大概。

北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到了中后期，一是由于经济的富裕，二是统治者

长期推行文治政策，三是文学上反对绮丽文风丽出现的复古主义，四是文入队伍的

不断扩大，使得好古之风愈演愈烈。。不仅古书嘲收藏极为普遍，会石收藏亦成风气。

宋代金石学家甚众，陆和九《宋代金石家姓名表》，共列出入名126人。宋代金石学

著作的数量尚无精确的统计，杨殿殉《宋代金石佚书目》共列89种，容媛《金石书

录目》中所列今存者为30种，只相当予散佚书目的三分之一。而融现于北宋中后期

的就有刘敞的《先秦古器记》、欧阳修《集古录》、吕大临《考古圈》和《续考古图》、

王黻《宣和博古图》、董迪《广川书跋》、黄伯恩《东观余论》等，从这些著作可以

了职当时会石收藏的情况。其中吕大临《考古图》和《续考古图》就记有私人收藏

家六十余家。

书画收藏更是盛极一时，收藏与雅玩书画成为文人士大夫生活的一部分。当时

私人收藏书颟的情况从苏轼《东坡题跋》、黄庭坚《山谷题跋》、米蒂《宝章待访录》、

《书史》、《画史》、董遣《广川书跋》、《广川画跋》、沈括《梦溪笔谈》等著作中可

以了解大概。如苏轼《东坡题跋》就涉及多家收藏，米芾的《书史》、《硒史》涉及

私人藏家一露多人。如《书史》记载“《晋右军王羲之书雪晴帖》，在承务郎吴郡苏

激处，集贤校理舜钦予也。”、“智永千文，是贾安公物，作润笔送王荆公，其弟安国

碍之，今在叶涛处，安国婿也。”、“晋贤十四帖，检校太师簪玮于侍中王贻永家购得。”

。当时有名的收藏家如苏易简一门五代、王诜、李玮、赵德麟、米带、薛绍彭、刘泾、

石扬体、T谓父子、唐彦猷兄弟、章悸父子、长安李氏家族、洛阳张氏家族都有相

当数量的藏品。丁谓在落职时，家中被抄出大瀑书画，其中题为李成的山水就有九

十幅之多。苏易简子苏耆，孙苏爨元、苏舞钦、苏舜宾，曾孙苏泊、苏泌、苏液、

苏激、苏澄，玄孙之纯、之友、之孟、子文等均寓收藏，米芾的很多藏品都是从苏

氏家族购得或交换焉想，如传．鲢的王羲之《快雪时睫啦》、《兰亭序》、怀素《自叙嗽》

等晋、唐名迹，都曾藏于苏家。王诜不仅收藏多，而且还好造假，筑室贮藏书画，

。周街《思陵书嘲记》载《中目书画牟弗》第一二册l：海书画H{版社1992年版

“杨新《中国埘代书蜥黪别义集》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

4米蒋《书史》中图书蕊拿书本l：海书|：睡|{|I敝{E】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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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宝绘堂”，苏轼为之作《宝绘堂记》。李玮以藏有《晋贤十四帖》而令人垂涎，

米芾38岁时在其家中见到，欲易不能，只得归来追想摹拟几个字形，聊以自慰。章

悼位居宰相，常借观他人书画不还，他人亦不敢索要。石扬休及其子石幼安、孙石

夷庚均好收藏，石幼安藏画数百轴，命藏室为“石氏画苑”，苏轼为之作《石氏画苑

记》。唐林夫藏有智永、欧阳询、褚遂良、张旭、颜真卿、柳公权真迹，苏轼为之写

下了《书唐氏六家书后》。甚至有人为收藏书画忍饥挨饿，苏轼有一首赠吕倚承的诗，
-●

诗序云：“虔州吕倚承事年八十三，读书作诗不己，好收古今帖，贫甚，至食不足。”

诗中写道：“扬雄老无子，冯衍终不遇。不识孔方兄，但有灵照女。家藏古今帖，墨

色照箱笈。饥来据空案，一字不堪煮。枯肠五千卷，磊落相撑柱⋯⋯”。这位八十三

岁的老人对古帖酷爱之至，堪称好古之典范。

南宋末周密著《云烟过眼录》，记录当时所见秘书省及四十余家私人收藏的书画

与古物，其中以书画为多，著者以藏家为纲，记其所藏品目。如著录了焦敏中、乔

篑成、鲜伯机、张益谦、王庆芝、郭天锡等藏家所藏法书名迹，并附以说明。另岳

珂《宝真斋法书赞》所著录历代名家真迹也都是家藏的，足见宋代私人收藏风气之

盛。南渡以后的重要收藏家有赵令畴、赵与憨、贾似道等人。

宋代公私收藏的兴盛，文人的好古之风，使得大量名迹得以珍视和妥善保存。

这种风气一方面促进了文人雅集，品评或互换书画，互通有无，同时促成了书画玩

好市场的形成，增进了书画的商品性，书画买卖活动频繁。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记载，在当时汴京最大的自由贸易中心之一的相国寺内，殿后资圣门前，就是专门

买卖“书籍玩好图画”的地方，很多士人和收藏家经常来这里，米芾曾在这里买得

王维《雪图》和徐熙的《桃两枝》。但与此同时，赝品、伪作亦大量出现，鱼目混珠。

米芾将收藏者分为两种：一日“好事者”，一日“鉴藏家”。他说：“好者与赏鉴之家

为二等，赏鉴家谓其笃好，遍阅记录，又复心得，或能自画，故所收皆精品。近世

人或有赀力，元非酷好，意作标韵，至假耳目于人，此谓之好事者。”针对鉴藏书画

的时弊，沈括云：“藏书画者，多取空名，偶传为钟、王、顾、陆之笔，见者争售，

此所谓‘耳鉴’。又有观画而以手摸之，相传以为色不隐(一作印)指者为佳画，

此又在耳鉴之下，谓之‘揣骨听声”。。

法书名迹与赝品、伪作及低俗之书混迹于公私收藏中，这就需要评鉴高下、判

。苏轼《棼轼争集》(上)笫559：!j；f L海古籍⋯版j}f=2000年版

“沈牺《梦溪笔谈》补遗卷二《艺文》

47



首都萍燕大攀碗圭学位论文 宋代的书迹著录骈究

别真伪。宋代书迹著录者多是学者、文章家、书函家、鉴藏家，而且是鉴赏力、判

断力缀商的文入，谴们为书迹作著录，就理所当然媲承担了为法书名迹作鉴赏指导、

鉴别真伪、判别高下的资任。可以邀么说，宋代“书迹著录”是宋代公私书逊鉴藏

之风兴盛的赢接结果。

(兰)、刻帖兴盛与金石考据的学术风气

宋代文化发展中，刻帖活动和金石考据学术之风兴盛，为前代所未曾广泛如现，

而刻帖和金石考据是推动“书迹著录”大量出现的又一重要原因。

柳耠徵曾说：“仁宗时，曾诏僧希内刻石于秘阑，徽宗时，又刻《续法帖》及《大

飘蕹》。自建学书者多取法于帖，两法惦亦孳乳浸多，寿《绛旗》、《潭帖》诸本。考

证批评，亦因以盛，是网一时之风气也。”⋯

五代以前，无专浚金石学者。“有宋一代，始崔专袭瑟学者，欧阳修《集吉录》

为金石有专书之始。自怒以后，强大临、薛尚功、黄伯思、赵明诚、洪适辈，各有

著述，蔚为专家。郑樵作《通志》，以金石别立一门，侪于二十略之列。而后余石学

一科，始成为专门之学，卓然独立，即以物质之名称为其学科之名称矣。”(马德《凡

将斋金石丛稿》第二页中华书弱1977叛)

中阑古代没有影印技术，为了保存古代法书名迹，同时也为人们欣赏、学习、

耨摹前人豹名迹提供更多范本，人们就借鉴“摹勒上石”的剡碑方法，将名家书迹

摹勒到石头或硬质木料上，再用搬拓技术制成拓片，装裱成卷册，以供欣赏和临仿。

由于是集名人书迹专供效仿取法的，故称“法帖”。同时，也为了与墨迹的“帖”相

区别，又通称“刻惦”。从伪兴式的妊下前人的款识碑磋，到有嚣的地汇刻古人豹法

书名迹以广流传，这中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法书然旗豹发端，据记载是南鹰中主

的《保大帖》与后主的《毋元帖》。这两部丛帖均已失传，因而它们存在的真蜜性也

不可避免蟪受至I质疑。

宋代的刻帖，按刻帖者的性质分，有官刻、‘私刻；按帖学内容分，有单帖、丛

帖，而丛帖又可分：历代综合帖、宋代综合帖、个人专帖三类，个人专帖又可分为：

o晃蜘诂擞《中国文化史》，第648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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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大臣、文人士大夫；按书法字体分，还有钟鼎文帖、隶书帖等。。信而有征的

丛帖，最早的当推《淳化阁帖》。淳化三年(992)十一月六日，太宗诏令翰林侍书

学士王著将历代书法作品编次为十卷，前五卷收历代君臣的作品，后五卷专收二王

法书。这些作品有的是内府所藏，也有少数是向驸马王贻永家借摹，或许还有一些

是用南唐《保大帖》翻刻的。《淳化阁帖》刻成后，太宗将拓本赐予近臣宫居二府(枢

密院与政事堂)以上者人各一部。这部官方刻帖因属草创，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

编纂失误、摹刻失真等缺陷留下太多遗憾，但它毕竟保存了半数魏晋书迹，对法书

名迹的传播功不可没，并且为以后公私丛帖的涌现埋下了伏笔。

继《淳化阁帖》之后，宋代官方以《阁帖》为底本所刻的丛帖有：宋徽宗大观

三年(1109)《大观帖》(十卷)、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淳熙秘阁续帖》(十卷)。

私人摹刻的有：刘沆命慧照大师希白于庆历五年(1045)至八年摹刻的《潭帖》(十

卷)(又名《长沙帖》)、仁宗至和、嘉祜间潘师旦摹刻的《绛帖》(二十卷)、哲宗

元祜七年L 1092)刘次庄翻刻的《lI蠡江帖》(十卷)、大观三年(1109)王案摹刻的

《汝帖》(十二卷)、开禧宰相韩倔胄名门客向若水摹刻的《群玉堂帖》(十卷)、曾

宏父摹刻的《凤墅帖》(十卷)、曹之格咸淳四年(1268)刻于无为军的《宝晋斋法

帖》(十卷)等。此外，尚有某家专帖的汇集，如绍兴十一年(1141)奉高宗圣旨摹

刻的专收米芾书迹的《绍兴米帖》(十卷)、孝宗乾道四年(1168)汪应辰守成都时

专收苏轼书迹的《西楼帖》(三十卷)、宁宗嘉定八年(1215)刘元刚摹刻的专收颜

真卿书迹的《颜鲁公帖》等。

宋代刻帖之风大行，由于《淳化阁帖》系官方所刻，又刊行最早，因而影响深

远。如果说主持这项工作的王著为了不使原迹污损而采取摹刻的方法，虽然失真却

还保存了若干相似的话，那么这部丛帖中因识见所造成的不少错误则是显而易见的。

当经过数朝，《淳化阁帖》广为流传，成为士人学书所必须取法的对象之时，有识之

士开始指斥它的硬伤。《淳化阁帖》或被翻刻，或被增删，版本众多，文人士大夫亦

热衷于《阁帖》和刻帖的著录、考订、比较和研究，从而逐渐形成“帖学”。针对《淳

化阁帖》的刊刻，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都有跋阁帖的多篇文字。米芾有《秘阁

法帖跋》，然而米芾所作跋文罕所考证，多以臆断，黄伯思重为补正，作《法帖刊误》。

刘次庄则根据《阁帖》中草字不可识者著《法帖释文》，秦观作《法帖通解》。此外，

见水赉佑《宋代帖学研究》 l。海人民美术⋯版社2帅1年版第34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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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宏父则就《淳化阁帖》法帖源流作《石刻铺叙》，曹士冕著《法帖谱系》，桑世昌

著《兰亭考》，俞松著《兰亭续考》，许开著《二王帖评释》等。正是因为宋代刻帖

风行，士人在取“帖”为学习对象时，由于刻帖底本墨迹真伪混杂，刻工良莠不齐，

拓本优劣差别甚大，故而文人士大夫针对刻帖的考证、著录著述应运而生。

北宋是在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之后建立的王朝，宋朝鉴于五代的混

乱和君臣伦理的破坏，面临着一个恢复礼制，重整伦常的任务，因而极为重视并积

极倡导经学。以证经补史作为主要任务的金石学的问世，正是适应了当时统治阶级

证经补史的需要。许多金石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表明了这一点。如刘敞认为“三王

之事，万不存一，非赖其(指古器物)用也，亦云上古而己矣，并提出研究金石的

方向是“礼家，明其制度；小学，TF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吕大临也曾说：

“非敢以器为玩也，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

或探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欧阳修认为收集“文武以来

迄于五代盛衰得失，贤臣义士，奸雄贼乱之事可以动人耳目者”，“可与史传正其缺”。

。董迪说“书画题跋若干治道必反复详尽，冀助教化，其本礼法可为世范者，必加显

异，以垂楷模”。等等，在宋代金石著作中这类议论不少，表明金石学为宋王朝恢复

礼制，冀助教化，巩固统治秩序服务的目的是何等强烈，也就不难理解金石学之所

以在宋代兴起了。

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宋代文人士大夫热衷于金石考据。宋代的金石学研

究以欧阳修、赵明诚、洪适等为代表。宋人搜访金石刻碑，研究古器物、碑刻上的

文字，并建立了一套对其进行收集、整理、鉴别、考订、刊布、著录的基本方法，

大量的会石学著作是以“著录”的形式出现的。宋代金石著作的大量涌现，也与当

时金石的大量被收藏密切相关，据吕大临《考古图》记收藏家为40处，《续考古图》

列30家，除重复5处，政府及寺院5处外，私人收藏计60家，而翟耆年《籀史》

所载著录金文之书为34家，还不包括南渡以后的诸家之书。宋代的金石著作，据陆

和九《宋代金石家姓名表》共列126人，杨殿殉《宋代会石佚书目》列89种。现存

金石书据容媛先生《余石书录目》为29部，24名作者。容庚先生《宋代吉金书籍

。刘敞《公足集》卷36商务E¨书馆1935年版
4

f-1人临《考古幽》序pq库牟书奉

4欧闭修《集古录》自序

”、芾迪《广川书跋》蕈钟书序津速秘书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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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评》列吉金书20种，而现存仅8种。⋯

宋人搜集齿金铜器、石刻拓片并进行研究，已形成⋯种风尚。刘敞对所得铜器

十分珍惜，“每翻：我死，子秘驭此蒸尝我”。。宴n季孙家藏金石亥8予余卷。欧阳修“集

三代以来金石铭刻为千卷，用以校难传记纰缪，人得不疑”。。叶梦得在《避暑录话》

中选样说道：“嶷和间，内府尚古器。士大夫所藏三代、秦、汉遗物，无敢隐者，悉

献予土，箍好事者复争寻求，不较重侩，一器骞僮千缪。利之掰趋，入竞搜剔出泽，

发掘冢墓，无所不至，往往数千载之藏，一旦皆见，不可胜数矣。”雁因为统治阶级

的倡导，宋代搜集金石成为风尚，出土的古器增多，：：f；i刻拓片也较易搜集，因而宋

代金石“书迹蘩渌”著述大灞。

值得指出的是，宋代会石“书迹著录”著述的大量出现也与士大夫关注书学联

系紧密。宋人收集鼎彝碑石拓本的人数之多，范围之广，用心之勤都是空前的，其

中缀大帮分是余石文字。欧阳修}|芟集“汤盘孔鼎歧阳之鼓，岱由邹峰会稽之刻石，

与夫汉魏以来，圣君贤士桓碑彝器铭诗序记，下至古文籀篆分隶诸家之字书”，∞他

不信佛，但为了书学、金石学还是浮屠选碑像。赵明诚“益访求藏，蓄凡二十年丽

籍穰备。上自三代，下迄隋衡五季。蠢蠢索师，达于网方，遥邦绝域夷狄所传念史

以来古文奇字；大小二篆，分隶行草之书⋯⋯几古物奇器，丰碑巨刻所载与夫残罐

断画摩(磨)灭而仅存者，略无遗矣”。同时，许多金石学家，往往也是书法家、书

法评论家，俺们的著作中涉及书学的为数可观，如欧臣目修、黄伯思、藿遣、曹士爨、

刘次庄等。

总之，宋代相对承平的社会环境，朝廷尊书重墨的“右文”政策，加之文人士

大夫精神文化需求的扩大，法书名迹的签藏之风以及公私刻帖的风行，出土文物的

增多，会石考掘的兴起，学术文化和艺术文化的繁荣发展为“书迹蒋录”这类著述

的大量产生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文化背景。j掰墨迹、刻帖、金石及出土文字等“书迹

蔫荣”豹作者，大多或是书法家、或是金石学家、或是文化教养深厚的学者、文人。

有了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又有大量可供藩录的墨迹、刻帖、金石拓片，再加上藩

录嚣自身的素旗，这就为宋代“书迹著泵”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牛，提供了可能

。容胰《宋代吉盒啪籍述评》，《学术研究》1963年箔6期、1964年第1期

。《束史》卷319，《刘敞传》

。《敞翔修拿集》驸录卷2，韩琦《文忠敞翔公墓盘编》

”欧黼黪《集吉录》括亭

8赵哦诚《会石录》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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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宋代“书迹著录”的价值与影响

为古今法书墨迹、刻帖、金石及出土文字作著录，在宋代文人土大夫、学者、

书法家之间颇为盛行，并且取得了突出成就，产生了一大批“书迹著录”著述。这

些“书迹著录”著述伴随着宋代的书画鉴藏、刻帖活动、金石的搜访考证而发展，

同时又指导并促进了书迹的鉴藏、刻帖的兴盛与金石学的发展，这是一个相互影响

的过程。在“郁郁乎文哉”的宋代，“书迹著录”既是文人士大夫精神文化需求扩大

的反映，是一项雅事，也是与书画的鉴藏、交流、买卖相关的俗务。一件墨迹、刻

帖拓片、金石拓片，是否见于著录，具体情况如何，即书迹所用材质、是否有印记、

押属、字数、行数、题记等，将是后人对其进行真伪高下评判的重要依据之 。

“书迹著录”的发展过程，就足著录内容的不断丰富、结构编排的逐渐合理、

著述体系的日趋缜密的过程。宋代的“书迹著录”著述颇丰，这些“书迹著录”既

继承了的人著录的一些长处，同时又有所创新和发展，其著录体例和方法对后世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著录内容为后世法书名迹的鉴定、收藏提供了宋贵的依据。同

时，宋代的“金矗书迹著录”及“刻帖著录”为前代所未有。其中，“金石书迹著录”

为金石学、史学、文字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刻帖著录”则记载着宋代及以后刻帖

的流传过程。

(一)宋代的“书迹著录”的价值

宋代的“书迹著录”著述浩繁，蔚为大规，出现了许多“书迹著录”的名篇。

与前代相比，其著录体例日渐完善，内容更加丰富。末代的“书迹著录”的价值是

多方面的，这旱，拟从“书迹著录”的书学文献价值、史学价值以及在书迹流传、

书迹鉴定方面的意义分别作些考察。

1、宋代的“书迹著录”的书学文献价值

中国古代没有影印技术，书画鉴赏家只得用史章记录下所见所藏的书画作品。

今天存在古代对绘画的记录，最早的有唐代裴孝源所著《贞观公私画录》。(一称《贞

观公私画史》)，历来被看作是著录之祖，所记名厕均载其作者、画名、本别(是真

迹还是摹本)、件数、题识、印记、束源等情况，但这只是对绘画的著录。

迹还是摹本)、件数、题识、印记、来源等情况，但这只是对绘画的著录。

启功M稿·论史卷第126贝中牛书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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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最早的“书迹著录”，见于记载，是虞稣编的。⋯我们从虞觫在泰始六

年(470)九月写的《论书表》中可以了解到，他完成了“《二王镇书目录》各六卷”，

也就是王羲之六卷，王献之六卷，还有《羊欣书目》六卷，《钟、张书目》一卷。。这

些书目的标题不够规范，应该是处于初创。永明八年(490)前后，马澄著有《逸少

镇书目录》。@这些书迹的目录因系草创，其记述的内容应该相当简略，目前所能看

到的只是书目。唐代则出现了大量的“书迹著录”文献，有褚遂良《右军书目》、武

平一《徐氏法书记》、徐浩《古迹记》、张怀瑾《二王等书录》、张彦远《右军书记》、

韦述《叙书录》、卢元卿《法书录》等，此外窦蒙《(述书赋)注》也记载了当时所

存魏晋以来名家书迹。这些“书迹著录”著述中，有一些还兼有记事性质。

唐代及以前的“书迹著录”主要涉及“墨迹著录”。宋代的“书迹著录”则包含

“墨迹著录”、“刻帖著录”、“金石文字著录”等内容。宋代的“墨迹著录”著述有

米芾《宝章待访录》、《书史》、岳王可《宝真斋法书赞》、周密《云烟过眼录》、佚名《宣

和书谱》等。在“书迹著录”中，“墨迹著录”的书学文献价值更为重要，这种体例

不仅在保存书家、书法作品的史料上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对于书法观念、书法理论

的形成与发展也有不可低估的价值，而且“墨迹著录”历来为后世鉴藏家所重视。

与前代相比，仅就“墨迹著录”一端，宋代“书迹著录”的书学文献价值更为

突出，现仅以米芾《宝章待访录》和佚名《宣和书谱》为例加以说明。

唐末(乾符中)，张彦远作《右军书记》，著录了他平生所见的王羲之书四百六

十五帖的全文。张氏在小序中云：“十七帖者，以卷首有十七日字故号之。二王书，

后人亦有取帖内一句语稍异者襟为帖名，大约多取卷首三两字及帖首三两字也。⋯从

这段小序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标题帖名是后人之事。我们现在查考帖字的用法，开

元天宝问正在转变，由此可以推测，张彦远所谓“后人”，必指开元、天宝以后。。

宋代“墨迹著录”著述中，多把古人墨迹称为帖，并且每帖都有相对固定的名

称，如《晋右军王羲之书雪晴帖》、《王右军来戡帖》、《陈僧智永真草书归田赋》、《唐

率更令欧阳询书卫灵公天寒凿池帖》、《贺克捷表》、《奏事帖》、《颜真卿寒食帖》等

等，后世的法书著录多沿袭这些名称。从“书迹著录”的发展历程来看，宋人的“书

。张天弓《马澄(逸少正(镇)书日录)散考》见《书法研究》2002年第4j{|j

o庸张彦远《法书生录》卷二一范祥雍点校人民美术Ⅲ版社

“见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一‘陶弘景《符梁武帝论书启》之二。

3膺张彦远《注书要录》卷十《右军书记》范祥雍点校人民美术⋯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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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著录”文献对商入墨迹标题定名，统一名称，其意义不言而喻。从齐梁到初唐，

还没有把吉人墨迹称为帖的，记数单位一般都用字、纸、卷、帙。饲如，《梁武帝与

陶隐居论书启九酋》中云：“给事黄门一纸，沧廉沥一纸，蔚又治廉沥一纸，右蹬条

非右军书。”、“给事黄门二纸为侄靖书。”。唐初，猪遂良抄豢其在御府所见王右军墨

迹目录，如雁书第四卷的内容为“周公东征十一行，年月同朔小字十四行，尚想黄

绮七行，墓田丙舍伍行。”圆由此可知初唐时还没有《给事帖》、《墓田帖》这样的名

称。

宋入的私家“墨遗著录”中，米芾的《宝章待访录》爨具有代表性。米蒂当年

曾在徽宗禁中任书画学博士，是l￡宋最著名的书溺鉴定家。在箕所著《宝章待访录》

中，“麓迹著录”分“目睫”、“的闻”二类，皆纪晋摩墨迹。“目结”部分爨《快霉

时晴帖》以下五十四条，“的闻”部分，自怀素《自序帖》以下二二十九条。“目睹”

类中所纪真迹、藏处、装裱、题跋、纸本、印鉴、避讳、拓制、考证等，皆有简明

评述。在“的闻”类中，记录了名本碑帖的藏处。米蒂以皆欲归之于已，藏之于手

的心情赏鉴此多名迹，因而鉴核颇精。世人认为经米蒂品题后，可“巧伪不能惑，

晒摹不能乱”，“能识书家主人”雨寄真赏。如：

“王右军纸妙笔精帖，有贞鼹印；王大令目寒帖，有唐氏杂迹印。

矗赦相王曾家物，在其孙景融处，后为前龙图待制沈括存中取之。吉跋右军作

羊欣，大令作薄绍之，仍将‘大中岁跋’刮去数字，填为‘薛邕记之’。而故楣薛居

正题曰：‘和傅遗余。’此盖和凝，为薛氏故物，归居j：l_!耳。唐太宗雅不喜子敬书，

故时入以他名名之以应募，所谓绍之书日，乃于耳字不刮去，及不次献之顿首犹在

一分许可识。大中所跋，既不能辨，复为不鉴之人所收，遂使至宝永失其真。吁!

霹痛也。”9

这里，米芾对王羲之《纸妙笔糖懿》、三E献之《只寒帖》的著录便涉及糕名、印

记、流传经过，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对羲之、献之帖的考辨，说明前人何以涂改、刮

削造假，更改帖的作者及跋文，以他名名之，致使至宝法帖失去其本来面貌，而鉴

书人囿予识见不知原委。

o庸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粱武帝畸陶隐居论书启九首》范祥雍点校^民美术m版{1f=

。璃巍彦远《法书要录》卷三《褚遂耗右军书日》范祥雍点校人民美术出版社

。《宝卺山林集捻遮》北京熙书馆青耩珍率丛刊89集#翻文献出版毒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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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宋代官方法书著录文献的《宣和书谱》，其书学文献价值自不待言。该书著

录采徽宗时内府所藏书迹。其中历代帝王粥一卷，正书四卷，行书六卷，草书八卷，

八分书一卷。蠡篆书黻下各蠢叙论，阐述备书体的源流及其变革，论说所著录书家

的标准和道理所在；终以制诏、诰命、补谍附录。各卷有分目，人备一传，共立传

一百九十七名书家；次为御府所藏法帖，凡⋯千二百四十余件，立目不录文。⋯其内

容已超出著录豹范围，兼有书法变论豹性矮。这样的编纂方式在书法范畴内是有拜

创之功的。《宣和书谱》所收列的书家，著泶的作品，颇有一些是除非本书恐怕再难

在其他著述中寻觅其踪影者，单凭这一书家、书作史料的全面搜罗，该书的书学文

献价值是为弓I超蠢人豹重视。

2、宋代的“书迹著录”的史学价值

宋人的“书迹著录”，尤其是“金石著录”，不仅将其放在书法史的发展中作评述，

纛篮放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园丽“蔫录”中每每涉及对书迹产生

时代社会文化的论述，特别是“著录”中经常述及具体的人物、事件及其背景，这

是极为宝贵的史实材料。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代的“书迹著录”不仪具有书学的史

料价值，焉且对宏观的文化受研究也有缀重要的参考徐僮。。

宋代文人名士博雅好古，喜收藏，精艇赏，识见广博，对所搜集或见到的古器

铭刻、石刻进行编纂研究，证经考史，钩沉本原，系之以“著录”，常可补纠史传之

缺谬者，增益嚣学，极其学术价值。如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先菇花

了十八年时间，即宋仁宗庆历五年至嘉辜占七年(1045—1062)，收集上自周穆王，下

逸豢汉隋唐五代石刻拓本一千卷。宋仁宗霈祜八年(1063)他命儿子裴“撮其大要

剐为录目”，都《集古录目》，细上有跋语的四百余篇抄在一起成《集古录跋尾》十

卷。。今传《六～题跋》就是古器物铭文、古碑石刻的跋尾，虽曰“题跋”，同样其

有“著录”性质。欧阳柒在《录目记》中说，此书“可与史传正其阙缪。”这种蓑作

实际上是会石专论，为欧阳修所首创，“自汉迄隋唐五季未有集录金石文字者，盖鸯

六⋯居士始。后来赵德父、王顺伯、黄长睿辈接踵博访，树帜辨论”。。《集古录跋

磁·秦昭和潼铭》一则：“右豢昭和锺，铭曰：秦公日，丕灏朕皇祖受天命，奄鸯下

。刘涛《(宣和书讲)的考察》(载《*法从刊》一文认为该书列书家传记=汀篇，著录备体*作一下二两
零七件

”叶培贵《(集古录H跋尾)的书法史学》(载《书法研究》)足宋代“书迹麓录”著述的拈法史学价值研究
的代表性义章

4关于《集击录}{》秘《集毒录跋惩》的关系，顾永耗《欧阳鲣学术蟹}究》蠢详鲴论述

o《集吉录》毛晋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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圄十有=公。案《史配·察本纪》：自非子邑秦而秦仲始穗大夫，卒，苒￡公立，卒，

襄公、文公、宰公、出公、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共公、掇公、

景公相次立。太史公于本纪云：襄公始列稳褚侯，于诸侯年装剐以秦仲稳始。今摅

年表始豢仲剐至康公捣叶‘二公，此缝巍共公畴作也。摅本纪自襄公始则至桓公穗十

二西铭缝者誊穗景公也。赦并列之。”在这里，欧辍修运崩史誊毒，疆鄢鳞豹年代，根

疆记载，有两种说法，他也实事求怒地一并说明。爵如《唐孔颖达碑》跋尾：“右孔

颞达碑，子志宁撰。其文瓣灭，然尚可读。今以冀可见者质予《唐书》列传，《传》

所阙者，不载颖达卒时牮海，其与魏郑公奉敕共修《鬻书》亦不著。又其字不同，

《传》酱‘字仲达’，碑云‘字冲远’。碑字多残缺，惟其名字特完，可以正《传》

之缪不疑。以‘冲远’为‘仲达’，以此知文字转易失其真者何可胜数!幸而阂予集

录所得，以歪其魏娉者亦为不少也。乃知余家掰藏喾德玩好箍暑，萁蕊岂不媾裁!

治平元年端午日书。”。欧阳修运用碑史互证的方法抉幽钩沉，使用具体的实际材料

说明了传所I|芟藏的古代金磊拓片豹史料徐值。健同朱祁等舍撰《赣唐书》，订委了《l墨

唐书》的一些讹误，补充了一些史实，就多褥益于庸人碑刻。

南柬赵明诚所撰写的《金石录》三十卷，就是仿照欧阳修《集古录》体例，著

录所藏金嚣拓片凡两千种，比欧阳修所集录的多出一倍。其中蒋录为数甚多的汉、

痦磷袤《，都是书法名迹，弱时t奠涉及到法帖之类，暴有重要的书法史料价值。“是羹三

讹谬，去取褒贬”，考证审慎，是宋代研究金石的重要著述和金石题跋、著录的专书。

露求中期，洪适《隶释》、《隶续》更是保存了空蘸丰富豹薅石资料。洪逶是在

广泛搜集碎石拓本的基础上展开磺究的，健家藏的辆本有前人已蔫录的和未藩渌的，

以及南宋时新发现而前人未曾得见的。更为可贵的是，洪适与众不同的著述方式。

以碑石铭文著录为例，洪适以前的学者，如欧阳修、赵明诚等，皆据家藏的拓本著

录、竣怒，然后将跋慝汇为一编干|J行，一旦原来的拓本散失，纛碑石本身及其健拓

本也不存世，人们仅根据其跋尾便无从得知他们搬以考证的磅铭原文，因此墩较难

利用饿饲豹研究成果。攀蜜上，欧、赵等人豹著述最是遇到了这样的难题。箍洪适

《隶释》、《隶续》剩先将碎石铭文全篇抄录，然爝再详加考证，所录碑文虽然多以

楷书笔域写定，但点画与偏旁的形态却悉依碑字。这样不仅使考证史实者有碑刻原

文可搬，而且也使训释文字者有字体形迹可寻。至于《隶图》、《隶韵》、《隶纂》、《碑

4《pq库夸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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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撰作鼹是前人从未涉及。可以想见，如能罗列洪适诸书于露前，读文、察字、

观图，就几乎可以复原礴石原转予脑海中了。岁月流逝，原有的骥石或亡或残，或

未存整纸拓片，洪适所保存的资料便更显其珍贵了。由此可见，洪适的碑石专著是

以著泶大量原始资料和汇集研究成果为特点的，它给后世学者的迸一步研究所提供

的便利，是其前入塑尘莫及翦。至于一些现穗亡挟的著作，可班确信，它们在当时

也曾有着极高的资料价值。如《隶韵》是洪遥取碑石铭文汇编而成的，娄机受其影

响撰成《汉隶字原》一书。在该书中，娄机所录碑秘的前一百八十三目与《隶释》

所歹目者无一不同，缀难说娄梳没有黎|攫或氆鉴过《隶韵》豹资料。在研究中，洪适

不但以碑石岛文献短证，而且以碑石与碑石互证，训释之详密，持论之精当，皆达

到了～个新的水平。如隶书《石经》为东汉熹平年闻所立，《三体石经》为魏正始年

闷所立，丽磊世学者多据《矗汉书·儒林传垮》所载，误为后者也是汉时所立。洪

适分析多种文献，细察二刻拓本，详加考证，确定隶体《_石经》为汉刻，《三体石经》

为魏刻，遂使“历古所毅，于今始判”。哩’又如《石门颂》，前人皆以为所颂之人为“杨

厥”，褥洪逶将此刻与《杨淮表诡》对劫，确定“厥”为语劲词，又据《华阳潮志》

所载考证出，其人实名“杨涣”。此类精湛的考辩在洪适的著述中俯拾皆是，后世学

者对其评价极高，称其“于史传舛异，考核特精”。。《四库全书总目》把《隶释》、

《隶续》|蟊于“变部”，就是从其以碑订史的建度两言鹃。

宋代这种“金石著录”著作，其著述体例和研究方法，于金石学研究有开拓之

功，对后世影响甚大，意义深远。

3、宋代“书迹著录”在书迹鉴定方面豹价懂

宋代的“书迹著录”著述，较为客观、真实地避载了法书名迹的基本情况，客

观上为后人留下了可资借鉴的宝贵依据，因而在考订法书名迹的流传有绪、书迹鉴

定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如前所述，宋代的“书迹蔫录”著述的作者多是学

识渊搏的学者、或跫搏古通今的金石学家、或是识见广搏豹收藏家、或是能书善画

的书画家，他们的“书迹著录”，多能慧眼识珠，拂去历史的尘竣而显现法书名迹的

本来褥目，从而遗泽后氆。法书名迹自诞生之El起，一旦进入鉴藏阶段，“书迹著录”

也就随之产生。当然，一件书迹豹鉴藏是经历代有绪流传的，其著录文献自然也是

不断层垒式地完善的，宋代的“书迹著录”同样也如此。在书迹流传、书迹鉴定方

。j洪通《束释》卷凹中华书局

4《蛔庠争书总目提要·盘渊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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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宋代“书迹著录”有其独到的价值。这里以陆机《平复帖》的流传、著录为例。

陆机书迹的最裙著录，见于宋哲宗冗祜元年(1086)米芾撰写的《宝章待访录》

一书中。。米芾爵收藏，他把耳闻目睹的名赞墨迹一一著录下来，诞藏家、纸质、印

记，并注明真迹或摹本，兼作品题，以备来日访贿时使熙。米芾著录的法书名迹，

分“目睹”、“的闻”两部分，陆机的《平复帖》列入“目睹”部分，系米芾在驸马

都尉李玮(公遛)家见到的，是李玮所藏《晋资十豳稚》一卷中的一件。米芾著录

时题为“晋武帝、王浑、墨戎、正锯、郗培、陆统、桓温、陆机、谢安、谢万等十

四帖”(原题误为“陆云”，恐传刻有误)。当时备帖尚来定名。后来，米芾撰《书史》，

称之为《晋赞十四秧》，还详细朝煞舞出了晋贤的名单：晋武帝、张华、壬溶、王戎、

王衙、陆机、匿)譬、晋元帝、郡鉴、陆统、谢方回、右军、郡幢、谢肖、谢安、谢

万、王殉，凡十七人。

《平复糖》的流传，根据所钤印记，最早可上溯至n唐朝末年。米蒂《书史》中

著录《器贤t“四帖》时记载了他见到卷帙中的印记：“谢安惦毒‘开元’印缝，两小

玺‘建中翰林’印。安及万帖有‘王涯永存珍秘’印。十八卷前有‘梁秀收阅古书’

印，稻有‘觳诰(洛)’印，‘殷诰(浩)’以丹，‘梁秀’阻赭，是唐来鉴赏之家，

其问又有‘太平公主’胡(靛)书印、‘王溥之印’。囊五代相家宝藏。侍中，国嫣，

丞相予也。”。因《平复帖》上钤霄“殷浩”红色印章，可证蜜该帖流传自唐朝末年。

而此前的经历，可作的大致推断是，唐朝自太宗起重“大王”书法，钟繇及“小王”

的书迹，身价淹显不及“大王”，更何况磨人“书迹著录”中从未提及的陡抿豹书法。

我们还从徐浩《古迹记》、武平一《徐氏法书记》、卢元卿《法书录》等艨人书法著

述文献中得知，唐朝内府法书名迹藏品，是按“大王”、“小王”分帙装治的，丽《晋

贤十四憾》魑将“大王”书迹与弧晋君雁书迹杂处一帙，可见《平复牯》当时系文

人雅士的私家藏品。《晋贤十四帖》中的谢安帖钤有“开元”年号印，说明此帖曾是

御府藏品。又见“太平公主”印，足见《晋贤十四帖》中的部分晋人名迹曾散侠当

朝显爨之家。。大概褒唐德宗建中(780一783)以焘，这些叙捶陆枫《平复糖》在肉

的或内府或私家收藏的“十四帖”才集为一帙，唐朝洙年为殷浩所收藏。

五代后期至北宋仁宗时，《晋贤十四帖》归王溥家私藏。米芾《书史》又记载：

。台湾l二裕民《怀豢自叙帖研究续集》中认为：米蒂的《宝章待访录》并非定稿于元褚j己年(1086)，“J=1

睹”0“的蝇”的后半部，，足后，k扑入。

”《米芾集》湖北地方去籍文献腻书 湖北教育出版杜

。庸武甲一《徐氏法*记》曾记载太·F公主私取宫中藏品的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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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贤十四帖》，检校太师李玮于侍中王贻永家购得。”《宋史·王溥传》记载，王

溥有四子，官僚都不显赫，他的孙子克明，字季长，在真宗咸平年间(998一l003)

娶太宗女郑国长公主，并改名始永。王溱豹孙子辈中数王始永最有融惫，仁宗至和

年间官拜尚书右仆射、检校太师兼侍中，王溥家藏的《晋贤十四帖》就传到他的手

上。”此后，同是外戚的李玮从王家买走了《晋贤十四帖》。

《平复帖》的著录还魇予宋徽宗敕令编撰豹《宣秘书谱》卷十鞠孛，这也凳撵

认《平复帖》的“草书”为“章草”的最早记载。从《鬣和书谱》的著录可以推断，

《平复帖》曾经内府收藏，而米芾著录的那卷《晋贤十四帖》中的书迹，并未全数

为《宣和书谱》掰著录，所以窟功先生推测，《晋赞手豳牺》豹拆散，楚在李玮收藏

的时候。，也就是说，《平复帖》是在李玮家被拆装后于徽宗朝收入御府的。

宋代“书迹著录”中，“刻帖著录”的价值体现在对刻帖版本谱系的梳理以及版

本豹蓥定等方灏。宋代，笼葵是自煮宋以嚣，翻翔本大赣涌瑰，寓刻、私刻，竞褶

争奇，一部法帖往往出现很多不同的版本。这些版本多半精粗相杂、真伪难辨，⋯

般士人难以分辨，因而对法帖版本的著录、研究就成为必要。宋代“刻帖著录”著

述中，较为重要豹有曹士冕《法帖谱系》二卷、警宏父《石刻镶叙》二卷，他们将

其生平所见宋代丛帖编成谱系，著录各种版本，每种版本叙述其摹刻始末，同时考

订不同版本之间的异同。曹士冕自谓：“取生平所见诸帖，列成谱系，以备遗忘。”

两书都醚有宋代法糖源流谱系图，诧二书记载虽不详尽，但为宗代安《本源流情况提

供了可贵的资料，对刻帖版本谱系的梳理以及版本的鉴定等方面，意义重大。

总之，宋代的“书迹著蒙”著述为后世书学研究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辩，同列

还具有证经考史、钩沉本原等史学价值，此外在书迹的流传、书迹鉴定等方面也为

届人留下了可供借鉴的宝贵资料。

(二)宋代“书迹著录”对后世的影响

宋代以后，元、明、清赢至当代，“书迹著录”类蔷述大量出现，这⋯现象显而

”。见《客史··}：潜传》、《寨史·外斌转》

2《启功从稿·论文卷》中毕书局】999年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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爨既是深受宋人懿“书迹著录”蓑述的影响。骺世入或仿宋代“书迹著录”的形式

著述立说，或将记录下来的书迹攀赏整理成完整的体系，名之日“莱某书戚录”、“书

阐过鼹要录”等等，从而形成蔚为大观的“书述著录”著述，这即是受宋代“书迹

著录”之风的影响，并且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同时也为书掌研究留下了宝贵的文献

资料。这里以米芾为例加以说明。

近入余缓宋先生《书画书录解趣》称米蒂蟾《书史》、《磊史》为“螽氆著泶家

之褪”。，这个论断非常糖卷。囱米蒂《书史》、《匿史》舞笔记体簧录之先河，嚣毽

受其影响者比比皆是。

米芾作为一代鉴藏家，其书迹鉴藏、著录对后世之影响，在南宋既已凸现出来，

米蒂之子米发仁是南宋富廷的鉴定权威，丽米友仁直接受教予米露。岳飞之子、岳

霖之孙岳珂。仰慕米芾，雅好鉴藏，收集米芾诗文著述两成《宝晋英光集》，收集米

蒂墨透雨成《英光堂糖》，著录家藏法书面成《宝真斋法书赞》，协米芾“宝晋斋”

两命蔫室为“宝真斋”。自此两“F，宋末元初豹瘸密著《云烟避眼录》、《恚雅堂杂钞》、

明代朱存理著《珊瑚本难》、都穆著《寓意编》、詹景风著《东图玄览编》、赵墙美著

《铁网珊瑚》、张丑蔫《清河书画舫》、《真迹礴录》、都逢庆著《郁氏书确题跋记》、

注硐盖薯《珊瑚网》等；到了清代，著装之书更多，如孙承泽著《庚子销爱记》、吴

其贞著《书画记》、顾复著《平生壮观》、高士奇著《江村销夏录》、受井著《大观录》、

缮目藻著《寓意录》、安歧著《墨缘{[观》、安元忠著《鬃缘汇观续录》、陆时化著《吴

越所见书画录》、连朗著《三万六手唾湖中画船录》、吴荣光著《辛匿销爱泡》、李佐

贤蓑《书画影鉴》、顾文彬著《过云楼书诬记》、陆心源《穰裂馆过眼录》及《续录》，

等等。在这些著录书中，有的作者明确说明是受米带《书史》、《域史》的扁发而箸，

如明代豹张飘，就是米萤豹积极伸慕蠹，饱命名自家豹斋室为“米瘫”，在《鉴吉诗

一百首》中写遒：“革庵如篾拟藏身，向往襄阳宝晋人。”能仿米蒂《宝章待访豢》

著《法书名谶见闻表》，也分“目睹”和“的闻”两类，丽且开篇即言：“历观书画

绪论，莫过米氏元章”，对米芾极为推许。在谈及《清河书灏耪》的写作动机时，张

丑明言要与米带《书画史》为伴，他在该书序言中说：

“今世好古成风，真鉴日少，其于琴研铜燕窑器等项，识者西或二三，至于书

商卷轴之事，解者亿不得⋯‘耳。飘受性浦陋，生平绝无琴磷铜玉窑器等磷之癖，第

”余绍求《书画书录解题》乾京图书馆m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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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书画卷轴，粗能上窥前贤心画之秘。每至契合处，恍然神游金题玉躞间，愿终身

作老蠹鱼而不害，只今闻见浸多，惧久忘佚，稍为区分，随笔笺记，造《清河书画

舫》传诸雅士，不令海岳庵《书画史》独行也。”。就是《清河书画舫》书名的拟定，

也与“米家书画船”有着渊源关系，舫就是装饰华美、专供游玩的船只。

米芾书迹著录的影响在文征明的《文待诏题跋》一书中也可见一斑，文氏在《跋

唐李怀琳绝交书》写道：“右唐胄曹参军李怀琳《绝交书》，今监察御史安成张公鳌

山所藏，双钩廓填，笔墨精绝，无毫发渗漏，盖唐摹之妙者。按海岳《书史》及《东

观馀论》并言怀琳好作伪书，世莫能辨，今法帖中《七贤》、《卫夫人》等帖，皆出

其手。而唐窦氏《述书赋》亦云：‘爰有怀琳，厥迹疏壮，假他人之姓字，作自己之

形状。’观此则怀琳在当时已推其摹拓之工矣。此书相传临嵇康本，而此卷后有右军

字，不知何也?《续法帖》虽载此书，亦不载其l临何人。惟张彦远云‘尝见叔夜自

书《绝交书》’云云，故黄长睿以此书唐世尚存，怀琳见而仿之，且谓中有古字，非

能自作。⋯⋯岂右军尝书此帖而怀琳摹之邪?抑怀琳好右军之迹而为之邪?”。其中

关于李怀琳作伪和《七贤》、《卫夫人》等帖出自李怀琳之手都是沿袭米芾的观点。

明代汪石可玉在《珊瑚网》中说：“兹因庄盆罢鼓，聊尔剖钞寄情，凡名画法书，

自晋唐以来，准时酌取，有不薄今人爱古人，为各自成部，而所书真迹诗文后，则

石刻继焉，复搜载记收藏家为书，凭以往哲名言，为书旨画品，真如米老愿作蠹书

鱼，入金题玉躞间游而不害。”。这里汪氏明言著述以米芾自喻。

清代的安歧，出身盐商之家，学问渊博，尤精鉴赏，收藏书画之富，甲于海内。

乾隆八年(1743)6l岁时，写成著录书《墨缘汇观》。这部书的写作也是受米芾《书

画史》的影响。安歧在《白序》中写道：

“余虽不悔，却惜岁月无多，暇日遂将平昔所记，择其尤者，复为编次，汇成

卷帙，虽未敢拟诸米家《书画史》、《清河书画舫》诸书，偶一展阅，得历朝墨妙，

纷然在目，亦足以志余之所好云。因名其录《墨缘汇观》。时乾隆壬戌七月十二日，

松泉老人识于古香书屋。”。

从《墨缘汇观》的写作方式、体例和写作缘起上来看，明显受米芾的影响。文

中虽言“未敢拟诸米家《书画史》、《清河书画舫》诸书”，但这只是作者的自谦之词。

“。l蝈张】f《清河书嘲舫·引》 《中国书画牟书》(4)第127页上海书厕j}；版社1993年

“f!IJ史擞I{Ij《史待ii}f题跋》 《中国书画伞书》(3)第777页L海书画fJ{版利．1992年

。例汀I珥玉《珊瑚阕》 《中固书画全书》(5)第713页上海书画}I{版社1992年

”清。叠歧《墨缘汇观》(张增泰校沣)第3页江苏美术m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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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序作予乾隆壬戌(1743)七月十二日，在此之前成书的著隶书，元、明时代的姑

且不论，仪清代靛有十几种，翔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吴其贞《书画记》、鬏复《平

生壮观》、高士其《江村销夏录》、吴升《大观录》等早已问世，对此安歧只字不提，

仅仅拈出米家《书画史》和张丑《清河书域舫》，一是表明对这两部书的服鹰，二则

谎骥《墨缘汇溉》豹写侔深受其影嚷。

总之，元、明、清时代，笔记体书画著录蔚然成风，其发端则是米芾的《书史》、

《画史》、《宝章待访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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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上文是我对宋代的“书迹著录”所作的概略考察和初步研究。宋代的“书迹

著录”著述垮前代相比，不仅篇什浩繁，作者众多，而且其体例、内容也各不相

同，因丽其价值、影响也不尽一致。在进行资料豹搜集、整理、研究时，由于对

鞭始资料的阅读、研究不够深入，加t垂身学力有限，同时还有ll寸间的限翎，因

而我只能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对宋代以前的“书迹著录”做一大概陈述，对宋代

的“书迹著慕”著述做一蒸本分类，择其大要，对宋代的“书迹蔫录”著述从著

录体例、薯漾内容方面做了初步研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宋代的“书迹著录”

编写的原因及社会文化背景，同时还初步探讨了宋代的“书迹著录”的价值与影

响。本文之所以说是初步醋究，是因为宋代的“书迹著录”内容丰富，其中包含

了史学、文学、文字学、金石学、书学等多方面的珍贵资料，值得继续做细致深

入的研究。本文主要偏重对宋代典型的“书迹著录”类文献的考察，对具有“书

迹著录”性质的文献关注不够，同时对“书迹著录”文献本身的磷读、}k较、分

析还浮在表层，未能真正进入研究层灏。

宋代的“书迹著录”研究是个较大并且极有研究价值的题目，这里的概略考

察和初步研究仅仅是个开端，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我将继续努力，认真地避零亍

这方面的研究。在此，期待导师和各僚老师能继续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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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书目

1．《古书灏过眼要录》(酱、猜、堵、五代、宋书法徐邦达撰湖鸯荚术&版桂1987年舨

2．《书林藻鉴书林记事》马宗霍辑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新一版

3．《宋代文献学散论》张富祥编著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

4．《中国目墩学史》姚名达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6月第l版

5．《启功丛稿艺论卷》扁功著中华帮躅2004年7，醛第l舨

6．《南宋馆阉录》南宋陈联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7．《南宋馆阁续录》南宋侠名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8．《四库提要辨证》余嘉锡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9。《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刘涛薯江苏教育出舨社1999年lO胃第l版

lO．《六朝书法与文纯》 王元军著上海二捧画出舨社2002年强月第一版

11．《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曹宝麟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第l版

12．《书画r档录解题》余纲朱编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3月第l版

13．《法书要录》唐张彦远撰范祥雍点校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5月第l版

14。《图画觅耀志》来郭蒜虚撰中国书簪全书本。乜海俘殛出版耗

15．《东观余论》宋黄伯恩撰中国书画全书本上海一特瀚出版社

16．《宝真斋法书赞》宋黼珂撰丛书集成初编本

17．《宣和书谱》宋侠名中国书画全书本

18。《能书漾一卷》齐王僧虔撰说郛(宛委山堂)本

19．《书小史》宋陈思撰四库全书文澜阉本

20．《皇宋书录三卷外篇一卷》宋董史撰四库全{5文渊阁本

21．《金石泶》宋赵明诫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22．《金石略》宋郑樵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23．《集古泶》宋欧阳修撰四库全鹳文渊阁本

24．《集古泶跋尾》宋欧阳修撰四部丛刊本

25．《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来薛尚功撰四库全1S文渊阁本

26．《舆地碑记目》宋王象之撰丛书集成初编本

27．《宝刻炎编》宋佚名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28．《隶释》宋洪适撰四痒全书文渊阁本

29．《石刻镝叙》宋曾宏父撰 四库全{5文渊阁本

30．《宝刻丛编》宋陈思撰丛二俘集成初编本

3l+《云烟过胀录》宋周密撰四库全二}善文游}蚓本

32。《受喧野录》宋陈穗撰丛书集成劫编本

33．《法书苑》来周越撰说郛(商务印伟馆)本

34．《书史》宋米芾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35．《宝章待访录》宋米帮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36．《褰宗囊帝御割翰墨惑》柬裹宗撰献一葬集成初编本

37．《法帖邋释》宋秦观撰丛书集成初编本

38．《法帖释文》宋刘次庄撰丛书集成初编本

39．《法帖刊误》来黄伯思撰四库全r忙文渊阁本

40．《法帖谱系》求曹士冕撰丛·饽集成初编本

41．《终糖平》宋姜夔撰 四库全书文渊瓣本

42．《兰亭考》束桑世吕撰宋高似孙删定四库全j|5文渊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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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宋代的“书迹著录”研究》初步定稿，但我并未感觉轻松。

三年前，经过艰辛的努力，我终于考取了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

在导师刘守安先生的指导下进行学习。这一难得的学习机会是我梦寐以求的，因

而焕发了我巨大的学习热情。记得刚入校后，刘老耀就谆谆教导我们，研究生要

学会读书，学会学习，要在研究中学习，在学习中研究。三年来，我不敢有丝毫

的懈怠，努力以实黪行动谨记老炳的教海。

与刘老师的结缘，是我人生的一件大事。刘老师的目常工作很忙，既要给书

法院里的博士生、硕士生授课，同时还要花大最心血指导学生论文的选题、写作。

尽管这样，刘老师从不会耽误学生向他求教。我与刘老师有过多次深入的交谈，

每次的交谈我都如沐春风，都能深深体会老师那来自齐鲁大蟋的儒家长者风范。

刘老师的教导如涓涓细流，无声地汇入到我的论文写作、为人处世、学习生活之

中，这是我三年来最大的收获。此次论文的写作，从选题，到资料的搜集到整篇

论文的修改，刘老师不厌其烦地给予指导，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硕士学位论文的完成，预示三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涯即将结束。三年来的学习

生活是紧张丽又充实的。欧阳中石教授作为书法院的创建者和领导者，给予我嬲

诸多教导，书法院的张同印老师、叶培贵老师、甘中流老师、王元军老师、翎}，J、

毒老魉、云志功老师，为我们授课、指导作业，我们受益良多。自秀芳老师为我

们的学习生活做了精心安排，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在此，我一并表示深深谢意，

并将铭记在心。

最后，我想对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的人真诚地遴一声：谢谢你{f]!

张百军

2006年5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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