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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史话》

内容概要

《石刻史话》讲述了：中国古代石刻，包括文字铭刻与艺术雕刻两大类。仅文字铭刻，就包含碑、摩
崖、墓志、刻经、题记、建筑题铭、法帖等多种类型。《石刻史话》以文字铭刻为主，依照时代发展
的顺序，结合有关的史实，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各种文字铭刻材料，对各类石刻的产生、演变过程
作了科学的说明。同时《石刻史话》也对大量名闻遐迩的石刻作品进行了详细、生动的介绍。相信通
过《石刻史话》，读者定能对中国古代的石刻艺术和文化有一个较深入、较全面的了解与认识。《石
刻史话》由赵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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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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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史话》

章节摘录

版权页：近年来，有人看到洛阳太学遗址出土石经碎片的情况，就断言汉石经在汉末战乱后被盖屋的
人相中，砸碎作了建筑材料。这种说法有些片面。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的发掘中
，确实从北魏以前的地层中发现了一些汉石经的碎片。尤其是1980年在洛阳太学村西北的一次发掘中
，共出土残碎石经661块，其中有96块上有文字。经查对，它们属于《鲁诗》、《仪礼》、《论语》、
《春秋》等几部经书。但是，这只能证明汉石经在北魏前就已经遭到了破坏，并不能证明汉石经在东
汉末被全部毁坏。事实上，汉石经确曾在东汉末年受到了部分破坏，所以《三国志·魏书·王肃传》
的注中记载：黄初以后，“补旧石经之缺坏”。就是修补残毁了的汉石经。由此看来，说汉石经的残
存部分在北魏时还存在，并在北齐、北周、隋代被转运到邺城、长安等处的说法是比较可信的。由于
多次搬迁，丢失损坏，再加上战乱的残毁。汉石经到唐代就已经没有一件完整的了。但是从唐宋时起
，汉石经的残块便不断出土。宋代的《广川书跋》中说：“唐造防秋馆时，穿地多得石经。”“国初
（宋代初年）开地唐御史府，得石经十余石”。宋代洪适《隶释》一书中，就收录了当时见到的汉石
经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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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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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史话》

精彩短评

1、了解一下石刻的知识，很好！半价入手
2、可能是史学正著 作者写的不生动 很难让人有读完的兴趣 作为学术参考资料倒还可以
3、写的一般般，比较泛泛。
4、举重若轻，化大为小，轻快地勾勒出石刻的变迁。
5、对了解古代石刻艺术有帮助。
6、通俗易懂
7、碑文的历史
8、我当作旅游指南看的。里面没有吐槽我佶，我给五星好评。
9、这套书不错的，可作为通俗读物。简体横排，纸质好，字迹清晰。32开，约12万字，186页。有钱
，我要买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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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史话》

章节试读

1、《石刻史话》的笔记-第44页

        现存汉画像石中，南阳地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近年在南阳市修建了规模较的汉画像石博物馆，
收藏的汉画像石达1200件以上。

山东省是汉画像石分布比较普遍的地区，有60多个县发现过画像石。与之相邻的徐州也有大量画像石
出土，徐州室内收藏的就有300多件。

2、《石刻史话》的笔记-第70页

        东汉时中国石刻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潮时期，形成了成熟的局面。魏晋时期，由于魏武帝和晋武
帝下禁碑令，以保护民生，石刻发展经历了一个低潮。南北朝时期由产生了继承汉代遗绪的石刻高峰
。

东晋《爨宝子碑》出土于云南曲靖，这件碑的书体独特，处于隶书向楷书变化的中间阶段，是中国书
法变化的重要实物例证。今存于曲靖中学。

东晋《好太王碑》出土于吉林集安县。高句丽《好太王碑》是高句丽国史的珍贵材料，受到东方各国
学者的重视。

3、《石刻史话》的笔记-第69页

        可以想象，石经刻成后，就有了在碑石上进行摹写和捶拓的活动。人们由此受启发，想出将文献
著作刻在木板上，通过捶拓印制书籍的方法，由此促进了雕版印刷的产生。

4、《石刻史话》的笔记-第32页

        强大统一的西汉时期，仍没有形成固定形制格式的文字石刻出现，连秦刻石那样的碣温也没有再
度出现。苛刻一点讲，西汉时一个没有利用文字石刻的时期。北宋的金石大家大力搜求，也没有找到
多少西汉的文字石刻。所以欧阳修《集古录》断言：“到东汉以后才有碑文，要想寻求西汉时的碑碣
，始终不能找到。”赵明诚也只找到两三种。可见西汉刻石罕见不是由于近代的破坏造成的，而是本
来只作的石刻就极少。现在能见到的汉代石刻文字共11种。西汉刻石少可能与当时的政治文化制度与
社会思想有关。

5、《石刻史话》的笔记-第17页

        【先秦的文字刻石有唐初就已经出土的石鼓文，宋代出土的战国诅楚文，还有战国中山国的守丘
刻石。】这些先秦刻石虽然形制各异，没有系统的类型，制作技术又比较原始，但它们仍然可以说是
中国古代石刻在本土上生长出来的萌芽，是古代石刻的先源。

6、《石刻史话》的笔记-第25页

        秦代刻石：《史记》中记载的秦代刻石共七件，现在所见到的秦刻石遗文，大都是秦二世续刻的
。
①峄山刻石在北朝时期便遭毁坏，至唐代完全破坏，所以无法得知它的原来形状。今有流传下来的摹
刻本和拓本。②泰山刻石的残件现在还保存在泰安城中岱庙内。明代嘉靖年间北京人许庄将它移到泰
山顶的碧霞元君祠中，碑石当时已经残毁，只剩29字可识，这就是著名的泰山二十九字。容庚曾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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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史话》

说它不是原石。但即便残石，也在清代乾隆五年的火灾中不见了。嘉庆年间（1815）泰安县令从玉女
池打捞到两块残石，这便是泰山十字。鲁迅先生称赞它的笔体“质而能壮”，是书法界的瑰宝。③琅
琊刻石是秦刻石中保存最好的。光绪二十六年（1900）不幸被雷电击中，从此埋没流散。1921年
至1924年，诸城人景祥才在荆棘丛中找到碎块，拼合粘结，嵌入博物馆墙壁保存。1959年，入藏中国
历史博物馆。

7、《石刻史话》的笔记-第16页

        西方文化中的石刻艺术对中国石刻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影响。中国的石刻比埃及、两河流域文明
等晚了2000多年。

8、《石刻史话》的笔记-第50页

        汉碑在中国古代的碑石大阵中只是貌不出众的小个子，高度大多在2米以下，而且只是在长方形的
石坐上竖立一块长方形石板材。

汉碑有一个特点，就是往往在碑身中凿一个圆孔，叫做穿，有时还在穿的四周刻上几圈晕纹。这可能
是保留了碑在下葬中作为辘轳架使用的痕迹。

汉碑有记事碑、颂德碑、法律契约碑、墓碑等几类。墓碑是最大类，数量最多。这是东汉社会追求厚
葬、大肆修建陵墓的产物。

褒斜道上的峭壁和石门中，密密麻麻地刊刻了汉代至明清的45种摩崖刻题。其中，包括汉刻八品在内
的“石门十三品”在书法界广受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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