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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虚斋藏书画集胜（全五册）》

前言

　　我曾和我的忘年交、乡友张建智先生谈及，我是半个湖州乃或半个南浔人，杭州、湖州、南浔，
都是我神往之地。在我儿童时代，曾随慈母两次到过湖州南浔小住，至今我还能以那襄的乡音与人对
话，那裹的一草一木，一河一屋，时令我魂牵梦萦。我曾有诗曰：「儿时依母南浔住，到老乡音脱口
流，处世虽惭违宅相，此身终半属湖州。」湖州南浔，近百年来非但经济发达，且又是全国藏书和收
藏书画之地，备受世人瞩目。　　今由上海远东出版社用绫装书形式，重印吴兴南浔庞元济生前的一
部重要藏昼精品集，即珂罗版精印的《名笔集胜》，这确是一件令人欣喜之事。庞元济（一八六四！
一九四九》，字莱臣，号虚斋。他是南浔「四象」之一的庞家开创者庞云错次子，自幼嗜画，未及成
年就倾资购置清乾隆时人手迹，又刻意临摹，颇得形似。他毕生从事实业和收藏两项事业，以实业的
成功实现了收藏历代书画而著称，是我国近现代名噪一时的收藏家和鉴赏家，尤以收藏书画之富冠于
江南。庞莱臣曾仿《江村销夏录》的体制，把自己的收藏编纂成目录，这就是《虚斋名画录》及《续
录》。　　庞氏之收藏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难得一见。我与庞公一九四五年得曾相见，并观赏其所
藏「四王」山水画轴。缘于一九二零年「中国画学研究会」的成立，我之大舅金城（字拱北》，曾出
任首任会长。一九二七年珂罗版画册《金拱北遗墨》出版之际，庞莱臣还曾专此作了长序。而我母亲
金章（陶陶》也任该会画学「评议」，当年之评议有陈师曾、陈汉第、贺良朴、萧谦中、徐宗浩、颜
世清等昼界名人。南浔庞氏收藏颇丰且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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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虚斋藏书画集胜（全五册）》

内容概要

《庞虚斋藏画集胜(共5册)(精)(繁体竖排版)》源自庞元济先生生前出版的珂罗版精印《名笔集胜》，
收藏了近八十幅画，无一不是我国画史上的至精之品。由于时人能亲眼目睹完整版《名笔集胜》者，
已为数不多，本社将《名笔集胜》以《庞虚斋藏画集胜》重新出版，将原画中的题跋、印章尽量做出
解读，既可作为收藏、研究之用，也为拍卖市场鉴审庞氏藏品提供一种间接工具书。著名收藏家、有
“京城第一玩家”之称的王世襄先生对本书评价极高，年届九四高龄，还专门为本书撰写了前言。由
于本书极具艺术价值、收藏价值，对于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传承将发挥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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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　　 虚斋履痕　　 ——校注《庞虚斋藏画集胜》记　　 □ 杭州／朱绍平　　　　 庞元济乃我国
清末民初著名书画收藏家之一，业内素享“北张南庞”之誉，即北有张伯驹，南有庞元济。郑孝胥称
“虚斋主人收藏甲于东南”，王季迁称其为全世界最大的中国书画收藏家。时至今日，遍览庞虚斋藏
画固然已无可能，即便一睹庞氏著录之藏画亦属不易。笔者有幸步入虚斋，无力称览胜，不敢言探幽
，仅留履痕一二而已。　　 庞元济（1864—1949），字莱臣，号虚斋，湖州南浔人。庞元济父亲庞云
鏳，南浔“四象”之一，家底殷实，雄于资财，庞元济子承父业，创办实业更上一层楼。古人云：“
物常聚于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强。”庞元济集“所好”与“有力”于一身，加之清末民国年间，朝
代更替，时云变幻，各路藏家字画几经沉浮，纷纷于兵荒马乱之中易主。庞氏虚斋凭其眼力之精，财
力之巨，收藏渐丰，蔚为大观。　　 收藏维艰，著录流传更难。庞元济收藏宏富，名闻寰宇，更以其
著录《虚斋名画录》与《虚斋名画续录》（以下简称《续录》）驰名于世。《虚斋名画录》十六卷，
共收录历代藏画五百三十八件，起自唐代，止于清代，每种详记纸绢、尺寸、题跋及印章，书前有郑
孝胥序及庞元济自序。《续录》四卷，补录后来收画二百件，其中包括补遗六件。一九一五年，为赴
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庞元济又印行一部目录，即中英文对照本《中国历代名画记》，著录其藏画七
十八件（一说八十一件），皆为藏画之精品。　　 提到庞元济，述及《虚斋名画录》《续录》和《中
国历代名画记》者颇多，却少有人说起庞元济生前曾出版过一部重要的藏画精品集，即珂罗版精印《
名笔集胜》。即便言及，或词不达意，或误人视听。究其原因，笔者感觉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
，岁月流逝，时过境迁，了解当时实情的故人甚少。另一方面，《名笔集胜》分五册印行，每次一册
，历时近一年，加之珂罗版印刷术，印数客观上受限，最多不过二百余册。所以，时人能亲眼目睹完
整版《名笔集胜》者，已为数不多。　　 《名笔集胜》系民国二十九年由上海墨缘堂印行，由庞冰履
、姚子芬、樊伯炎、吴振平、吴彦臣、丁广平等六人合编。西泠印社奠基人之一王禔篆体题写书名，
平添一分古色，韵味犹浓。五册珂罗版画册，共收庞元济藏画八十幅，分五次印刷，每册集唐宋元明
清于一身，既可拥收全五册成一套，也可独抚一册而细读各代名迹。　　 几位编辑人，限于资料和篇
幅，不能一一介绍。仅举樊伯炎一例略作说明，以期读者对编辑群体之精鉴水平有所了解。樊伯炎，
擅画山水，兼工花卉，四十年代与山水画家吴琴木、徐绍青、吴孟欧四人，并称“上海画坛四公子”
。曾长年受聘于庞虚斋，得以模宋临元，艺境益进。父亲樊少云乃为吴湖帆、郑逸梅老师，著名琴人
，家学渊源；其祖父樊子云亦为一代画家与著名琴人，曾师从陆恢学画多年。樊伯炎夫人庞左玉亦为
民国期间著名画家，为庞元济侄孙女，曾得览摹虚斋名画，擅长花卉、草虫，风神秀雅 ，笔致工稳，
颇具恽寿平、华喦之神韵。据郑逸梅言，庞虚斋惮于应酬，其晚年作品，大多出于樊伯炎代笔。　　 
细览《名笔集胜》，收藏八十幅画，无一不是我国画史上的至精之品。涉及作者五十六人，横跨唐宋
元明清五代，有唐代的郑虔，有宋代的李迪、郭熙、马远、夏圭等，有“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倪
瓒、吴镇，有“明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有“清六大家”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
、恽寿平、吴历等。同时，还分别收录有元代高克恭、柯九思、马琬等，明代董其昌、陈道复、倪元
璐等，清代石涛、髠残、罗聘、戴熙等人的作品，各个时代的主要流派，基本上都有画作选入，既为
学者提供观摩之便，亦可为赏鉴家作披览之参考。得益于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录的《中国古代书画
目录》，笔者查阅到《名笔集胜》中的二十余幅作品，原画真迹现在所处的博物馆（院）。当年的中
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由谢稚柳、启功、徐邦达领衔，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为成员，其鉴
定之权威水平不容置疑。　　 正因虚斋藏画精鉴慎选，珍品源源荟萃，凡经虚斋收藏著录之画，世人
定当另眼相待。民国期间，虚斋鉴藏印记即是书画身价的标志。当年就有日本文人慕名求盖印记，被
庞元济婉言拒辞。眼下拍卖会上，凡经庞氏虚斋收藏过的书画，身价明显高出一筹。这与当年庞虚斋
精益求精之收藏理念是分不开的。正如庞氏在《虚斋名画录》自序中所言：“其间凡画法之精粗，设
色之明暗，纸绢之新旧，题跋之真赝，时移代易，面目各自不同，靡不惟日孜孜潜心考索，稍有疑窦
，宁慎勿滥，往往于数十百幅中选择不过二三幅，积储二十余年而所得仅仅若此。”据笔者不完全统
计，二○○四年一月北京翰海迎春拍卖会上，八大山人的《仿董巨山水》成交价二百八十六万元，该
画曾著录于《虚斋名画续录》卷四。中国嘉德二○○四年春季拍卖会推出元管道昇《修竹美人图》手
卷，系庞元济旧藏，曾著录于《虚斋名画录》卷二，最后成交价一百三十二万元。西泠印社二○○六
年春拍会古代作品专场中，元代夏考昌作品《溪山渔乐图》成交金额达伍百一十七万元，该画曾著录
于《续录》卷一。　　 我收藏《名笔集胜》，缘于平常喜好珂罗版画册。丁亥孟冬，承蒙张建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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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虚斋藏书画集胜（全五册）》

引见，我有幸结识上海远东出版社张跃进社长，他们拟将《名笔集胜》正式出版。我们的初衷是，将
原画中的题跋、印章尽量做出解读，既作为点校工作的抛砖引玉，也可为读者深入研究提供一些帮助
，同时也可作为拍卖市场鉴审庞氏藏品提供一种间接工具书。限于水平和时间，对题跋中一时无法确
认的，圴以方框代替，未敢臆测。对于画幅中的印章，亦采取同样方式处理，实在模糊不清者，就暂
不作辨认了，留待读者和专家解读。疏漏错误难免，祈望博雅君子，不吝指教。　　 在梳理解读题识
与印章时，我的体会是深刻的。透过放大镜下的字里行间，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格魅力和情谊之道，于
我眼前渐趋生动与连贯。解读过程屡遭卡壳，一度曾想放弃。然而，古代文人之情怀时时感召着我、
催逼着我，使我欲罢不能，唯有历弥愈坚。某天，我读到黄裳先生《姑苏访书记》中的一段话，使我
精神为之一振。黄裳先生认为，写在画帧上的小诗、自度曲、题记等，往往吐露了画家的思想、感情
，所以他以为“这也应该算是一种特殊规格的杂文”，这种见解无疑给我以启示，也颇值人们重视。
　　 付梓之际，感触良多。我首先要感谢张建智先生，没有他的经常鼓励和热忱帮助，我要完成这个
点校、解读工作，这是不敢想象的事情。为出此书，张跃进社长亲自选题、果断拍板，并专程四赴杭
城与笔者切磋商谈。可以想见，没有张跃进社长的真诚、执著，我的疲沓之心，也许不会在在他的鞭
策之下慢慢变得鲜活起来。感谢王世襄先生，年届九五，不辞年高，命笔前言，诚为本书壮行添色。
感谢刘江先生题签，亦为本书更增书香之气。感谢邓明先生对文稿认真细致的通读把关，使笔者深受
感动。感谢所有为此书出版出过力的同仁与朋友，恕不一一列名。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爱人吴凯美
和女儿朱艺，是她俩的大力支持和奉献，让我得以集中精力潜身书海。　　 欧阳修云：“聚多而终必
散，乃撮其大要，别为录目，因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见欧阳修
《集古录》）庞氏虚斋之物，现今大多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苏州博物馆
等处，海外主要藏地为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底特律美术馆等。藏画虽难见，珂罗版画册犹存。
倘若此次虚斋履痕，能为理清庞元济藏画来龙去脉，提供一些有益帮助，笔者精力所聚，或亦可稍得
安慰矣。　　　　 戊子冬月于西子湖畔彘斋　 
2、《庞虚斋藏画集胜》 朱绍平校注 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我曾和我的忘年交、乡友张建智先生谈及，
我是半个湖州乃或半个南浔人，杭州、湖州、南浔，都是我神往之地。在我儿童时代，曾随慈母两次
到过湖州南浔小住，至今我还能以那里的乡音与人对话，那里的一草一木，一河一屋，时令我魂牵梦
萦。我曾有诗曰:“儿时依母南浔住，到老乡音脱口流，处世虽惭违宅相，此身终半属湖州。”而南浔
，近百年来非但经济发达，且又是全国藏书和收藏书画之地，备受世人瞩目。今由上海远东出版社，
用线装书重印吴兴南浔庞元济生前的一部重要藏画精品集，即珂罗版精印的《名笔集胜》，这确是一
件令人欣喜之事。庞元济(一八六四——一九四九)，字莱臣，号虚斋。他是南浔“四象”之一的庞家
开创者庞云鏳次子，自幼嗜画，未及成年就倾资购置清乾隆时人手迹，又刻意临摹，颇得形似。他毕
生从事实业和收藏两项事业，以实业的成功实现了收藏历代书画而著称，是我国近现代名噪一时的收
藏家和鉴赏家，尤以收藏书画之富冠于江南。庞莱臣曾仿《江村销夏录》的体制，把自己的收藏编纂
成目录，这就是《虚斋名画录》及《续录》。庞氏之收藏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难得一见。我与庞公
一九四五年得曾相见，并观赏其所藏“四王”山水画轴。缘于一九二○年“中国画学研究会”的成立
，我之大舅金城，曾出任首任会长。一九二七年珂罗版画册《金拱北遗墨》出版之际，庞莱臣还曾专
此作了长序。而我母亲金章(陶陶)也任该会画学“评议”，当年的评议包括陈师曾、陈汉第、贺良朴
、萧谦中、徐宗浩、颜世清等画界名人。南浔庞氏收藏颇丰且精，他尽其毕生精力和财力，收藏和保
护了我国许多绘画艺术珍品，是中国画界崇仰的人物，也早令我敬佩。五册《名笔集胜》，共收有唐
画一幅、宋画五幅、元画十三幅、明画二十九幅、清画三十二幅。其中王蒙《夏日山居》、戴进《蜀
葵蛱蝶》等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倪云林《渔庄秋霁图》、沈周《九月桃花》等现藏上海博物馆，宋
徽宗《鸲鹆图》、夏圭《灞桥风雪图》等现藏南京博物院。惜尚有多种画卷，流入海外或毁于战火矣
。《名笔集胜》与《虚斋名画录》比较，最大特色在于以画示人，详其纸绢、尺度、作者传略，均简
要说明，并译成英文。庞元济凡所收藏，虽有《虚斋名画录》及《续录》刊本流传，而真迹未尝影印
。当年，在编者的商请下，庞元济不但慨然允可，出其珍秘，摄影制版，以珂罗版分期印行，更不惜
物力财力，力求印刷精良，既为学者提供观摩之便，亦为赏鉴家作披览之参考，诚为艺林增一巨著于
世。《虚斋名画录》刊于宣统元年岁次己酉，即一九○九年，距今已近百年。光阴荏苒，弹指一挥间
，一个世纪过去了，而我庶近目睹了诸多中国文物的飘零聚散、兴毁哀衰，适逢步入年迈之时，再次
看到我的乡前辈庞元济所收藏的许多名画，这无疑是我晚年的一件高兴事儿。杭州朱绍平先生能以多
年之心力收之，虽然是珂罗版，也实属不易，而上海远东出版社独具慧眼，以《庞虚斋藏画集胜》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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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刊出，这些为发扬我国传统文化之举，实让我感佩和祝贺，相信读者会自知其味，悟其精要，捧读
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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