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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宋代器物学的成就世所共知，现代中国考古学就是以宋、清两代的传统古器物学为基础，引入西方考
古学建立起来的。大量的宋代古器物学以及古器材料散存于浩如烟海的宋代笔记中。作者以此为研究
基础，对大量宋人笔记中有关古器物记述的只言片语，进行爬梳整理、分析甄选、集中归纳，以一、
铜篇，二、陶篇，三、泉币篇，四、玺印篇，五、玉篇，六、竹木篇，七、石刻篇，八、墓葬遗址篇
，九、仿制篇，十、杂篇等篇、章、目，把分散于宋代笔记中的金石古器物学发现和研究成果汇为一
书。为避免成为无价值的断烂朝报，本书还尽量吸取当代考古学理论和成就，在需要的地方加一些简
短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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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一 铜篇
第一章 总论
第二章 器类
第三章 收藏
第四章 著录
第五章 考史
二 陶篇
第一章 砖瓦
第二章 陶器
三 泉币篇
四 玺印篇
五 玉篇
六 竹木篇
七 石刻篇
第一章 碑刻
第二章 石鼓
第三章 诅楚文
第四章 石经
第五章 杂
八 墓葬、遗址篇
第一章 墓葬
第二章 遗址
九 仿制篇
十 杂篇
参考文献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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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周方鼎说】按古宝器鼎之方者多矣，以其铭款考之，鲁公文王方鼎则谓之尊彝，单子方
鼎则谓之从彝，王伯方鼎则谓之宝盆，惟陀员庚申方鼎乃谓之鼎。然则诸器制度大概相类，以其可尊
而为法故日“尊彝”，以其陪贰而非正故日“从彝”，以其或用于齐盛若九嫔之赞玉盎故日“宝盎”
，其实皆鼎也。故郑公孙侨辨黄熊之梦晋平公赐以莒之二方鼎亦止谓之鼎。今此二器制度与诸方鼎同
，盖周器也，故目之以周方鼎。其大也，几可以函牺牛之全体。其文镂也淳美而不太华，其中也略无
款刻，盖用于王之燕飨而已，与铭祖考之功而为祀器，著自作之时而为养器异矣。他器无款刻者，殆
此类也。此鼎腹之四周皆饰以乳，其数比他器为多，盖亦推己以致养之义。夫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
以及万民，先王宴飨以厚群臣，以仁嘉宾，亦以养之也。《易·鼎》之《彖》日：‘‘圣人亨以享上
帝，而大亨以养圣贤。”此鼎形特大而乳极多，盖大亨以养圣贤之意，得不为燕飨器乎？鼎之四足皆
衔以羊体，所谓羊鼎也。又养于文从羊，庠也美也，亦如之皆有致养充实之义。此饰以羊，意亦寓此
。鼎之唇缘，其文镂也，合则为饕餮，以著贪暴之戒，散则为应龙，以见居上泽物之功。凡龙之有翼
日“应龙”，此器之龙如之。至于足之中空，上彻于底而无碍，则以澄肉洎之滓浊，兼取其易饪耳。
三代制器其寓于理也详，其适于用也周。故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不然何以底此？（《东观余
论》卷上）（金丝商嵌小鼎）金丝商嵌小鼎，元贾氏物，文极细，后并高丽商嵌归之吴存斋。（《云
烟过眼录》卷三）（癸字鼎）癸字鼎，初出萧山张称孙，其制三足两耳，其花饕餮图雷文麓细花相问
，俨然一局炉耳。特青绿自内出，外则裹之以褐色莹光可爱。内有三字款文，伏自。然其样则不古也
。（《云烟过眼录》卷三） （绍兴初，有献鼎于行都）绍兴初，有献鼎于行都，上赐白金三千两，赐
三茅观。高一尺三寸有咫，两耳旁出，三足与首皆类牛，腹外周纹如篆籀，腹内篆铭日：“维甲午八
月丙寅帝若稽古肇宋鼎审厥象作牛鼎格于太室从用享亿万宁神休惟帝时宝万世其永赖。”乃宋孝武孝
建元年八月二日肇作以享太室者，二十九年常州澄清观。⋯⋯（《随隐漫录》卷五） [按]南朝器，作
于公元454年。

Page 4



《宋代古器物学笔记材料辑录》

编辑推荐

《宋代古器物学笔记材料辑录》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Page 5



《宋代古器物学笔记材料辑录》

精彩短评

1、非常不错的辑录
2、可惜作者英年早逝，留下一片狼藉
3、基础性史料辑录工作。
4、这是作者在读硕士研究生时（1998年）编著的一部未定遗稿。她于2002年获得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
所博士学位，学术方向是先秦史（晚周历史地理）。2003年11月6日突然病逝，年仅28岁。大约是广东
（广州）人。如天假其年，学术前途不可限量。真天妒英才也。本书182页。18万字。
5、倘若作者尚未故去，关于古器物研究的“新范式“会走的更远。抑或成为孙机式的人物。
6、查了下引嬾真子的几处（p153 p122）
7、内容繁杂，要是配图就更好了
8、非考古专业者，拿来做工具书
9、非常好的资料书，研究宋代金石学很需要。
10、本书看的很伤感。一。翻了前言才知道，作者是位女博士，毕业不到半年即撒手人寰，本书能够
出版，为更多的人如我辈所阅读。是导师十年后多方努力的结果。二，本书完工于2003年，彼时，各
种古籍数据库还没有面试并被广泛使用。爬梳资料纯靠原始手工，也必然存在着材料有限的缺憾。看
到这本书，想起很多年前在系资料室书架上见到的几大本厚厚的《杜诗引得》之类的引得体工具书，
无限唏嘘。
11、看完《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想起来七月份看过这本。评价本应更低，但因作者芳年遽陨，算了
算了。
12、因知其学术耕耘之不易，当受我辈之尊敬
13、唏嘘
14、和我研究的内容有相近之处，可以看看。是资料汇编性质的。一般人其实不用看的。
15、也想自己做一份
16、材料有限，体例一般，聊胜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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