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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铭刻论丛》

内容概要

《古代铭刻论丛》中古玺印最早是作为模印工具出现的，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玺印开始成为人们社
会交往的信物，其中官印是各级官吏行使权力的凭证，从此，“信”也就成为古玺印最基本的社会属
性。

Page 2



《古代铭刻论丛》

作者简介

叶其峰，1939年6月生，广东惠阳县人。196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研究员，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
会委员，全国文物博物馆系统先进个人。曾任故宫博物院陈列部副主任，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
室副主任，国家文物鉴定广东站主任。对古印玺有深入研究，先后参加《古玺文编》、《古玺汇编》
、《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等大型古玺印字汇、谱录的编著。主编《故宫博物院藏肖形印选》。是国
家项目《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玺印篆刻全集》编委，并任该书专论撰稿人。发表过有关古玺印及
古代石刻的学术论文多篇。主要著作有：《古玺印与古玺印鉴定》、《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印研究》（
合著）。其中《古玺印与古玺印鉴定》获广东省第六次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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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铭刻论丛》

书籍目录

序 古玺印述略 古印收藏与古印收藏家 战国官玺的国别及有关问题 战国官署玺——兼谈古玺印的定义 
战国氏名玺国别探析 战国语辞玺析义 古玺篆刻艺术 西汉官印丛考 新莽官印鉴别例 对若干汉末至南北
朝将军及相关武职官印的考察 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护军、中护军与护军印 两汉魏晋的周边民族及方国
官印 汉魏南北朝官印随葬制度与随葬印 秦汉南北朝官印鉴别方法初论 秦汉语辞印 封泥“黄神越章”
及相关古印 汉肖形印的题材内容及其艺术特色 简论“契丹节度使印”的年代 故宫藏元八思巴字印及
相关问题 明宝“丹符出验四方”——兼谈明宝玺沿革及相关制度 珍秦斋藏古玺印的学术价值 《大风
堂藏古印举》序 浅谈商代书法艺术 故宫藏石两种 于景墓志再考释 《曹真碑》新考 晋石尠墓志——兼
谈墓志制度之演变 刁遵先人及刁氏家族的兴衰——读刁遵墓志铭 北魏赵郡李氏的人和事——读李宪
墓志 隋元智墓志涉及的史事及其用典 主要论著目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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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铭刻论丛》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元代私家集印的升温体现在集古印谱的数量上，据罗福颐先生的《印谱考》记录，
元人的集古印谱，除先前提到的赵氏《印史》外，尚有杨遵（宗道）的《杨氏集古印谱》、吾丘衍的
《古印式》、吴睿（孟思，号雪涛散人，杭州人）的《吴氏印谱》、叶森（景修）的《汉唐篆刻图书
韵释》、沈闰卿的《沈闰卿刻谱》、《申屠致达集古印章》等，明显比宋代多了，也反映出热衷古印
收藏的人多了。但是当时收藏家的名字多未记录下来，譬如赵氏《印史》的古印来源，我们就只知道
提供打本的人叫程仪父，而不了解真正的藏家。赵孟烦《印史》自序谈及编辑该书缘起说：“一日过
程仪父，示余宝章集古二编，则古印文也。皆以印印纸，可信不诬。因假以归，采其尤印雅者凡摹得
三百四十枚，且修其考证之文，集为《印史》。”赵氏仅记录提供打本的程仪父，而未记原印的藏家
，是很令人遗憾的。 目前确知的元代古印收藏大家是杨遵。明顾氏《印薮》录有《杨氏集古印谱》序
二通，其一为襄阳王沂（师鲁）撰，文日：“蒲城杨遵，雅性好古，蓄古印甚富，虑夫物之有形，必
有终弊也。乃捆摭其家与好事者所藏，摸其文为集古印谱。”据王序，《杨氏集古印谱》虽属摹本，
然其来源主要为杨氏个人藏品。杨遵为元代古印收藏大家是确定无疑的。杨遵为元末明初人，原籍蒲
城，字宗道。翁大年《古官印考补》记其行状日：“遵元遗老，复徙钱唐，明洪武中以荐记官至镇江
守。能抚流亡，有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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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铭刻论丛》

编辑推荐

《古代铭刻论丛》中古玺印是指我国先秦以降至清代的以实用为主的官私印章，它与明清时期发展起
来的以艺术欣赏为主的流派印属于不同的印章系统，古玺印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外部形
态和内在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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