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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国浩繁的历史文献中，有许多是以金石为载体材料的。
远在殷商时代，就已经有刻石纪事的活动，]935年春在河南安阳殷墟侯家庄1003号墓中出土的石刻，
上有文字2行12字。
此后，在河北平山县中山国古墓出土的《公乘得守丘刻石》以及闻名于世的秦石鼓文，则是刻石纪事
颇为普遍的见证。
因此《墨子。
兼爱》在谈到文献记载时，有“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之说，可见铭刻金石作为一种文献记载的手段
，起源很早。
然而，以金石而论，其使用范围、传世数量与影响程度，石刻文献又要比金器文献超越许多。
因此，郑樵在《通志。
金石略序》中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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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秦迄今，惟用石刻。
”这是宋人的感觉，自宋以降，其情尤烈。
石刻文献的价值历来为学者所重视，司马迁着《史记》，已将石刻文献纳入其史料范围，《秦始皇本
纪》中就收录了始皇巡游天下时树碑立石、宣扬功德的刻辞原文。
石刻文献的价值不仅在于史学，还在于文字学、经学、文学、科技、文献考校、宗教、书法等许多领
域。
因此，清代学者王昶在《金石萃编》序言中曰：“宋欧、赵以来，为金石之学者众矣。
非独字画之工，使人临摹把酝而不厌也。
迹其囊括包举，靡所不备。
凡经史小学，暨于山经、地志、丛书、别集，皆当参稽会萃，核其异同，而审其详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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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書作為第一部全面、系統研究碑刻文獻學的通論性著作，討論了碑刻的定義、碑刻文獻學研究
的物件、內容和任務；追溯了我國各類碑刻文獻產生、發展的歷史、揭示了各歷史時期碑刻文獻的狀
況和特徵；全面清理了各類碑刻的形制、體式，歸納了碑刻文獻的主要內容；介紹了碑刻文獻的保存
方式、現存面貌以及歷代的著錄情況；分析了碑刻文獻的重要研究價值，總結了歷代學者整理與研究
碑刻文獻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問題，特別注意反映碑刻文獻的最新面貌和最新研究成果；具體闡述了
今後碑刻文獻整理、碑刻文獻學學科建設的意見和今後利用碑刻文獻從事各學科研究的重要理論問題
。
　　本書點與面結合，歷史與現實結合，材料介紹與理論分析結合，行文深入淺出，具有較強的理論
性、實用性和可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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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碑刻文献的形制。
不同类别的碑刻，其形制自然不同；同一类别的碑刻，既有共同的构成成分，如墓碑有碑阳、碑阴、
碑额、碑趺，墓志有志铭、志盖，经幢有幢座、幢身、宝盖等，都分别各有形制，而落实到每一通石
刻的具体形制，又各不相同。
我们的研究，既要归纳共同成分的特征，又不能放过各别差异。
7.碑刻文献的内容。
将碑刻文献的内容分门别类地梳理，既有利于把握文献的全貌，又有利于文献的合理使用。
还可以与传世文献以及其它出土文献相比较，发现其优劣得失，便于互相补充，互相校正，互相支撑
，无论是对于文献的整理，还是利用文献从事各学科的研究，都有好处。
8.碑刻文献的整理与辨伪。
碑刻文献须要整理，才便于使用。
基于碑刻文献的特殊性，除了古文献整理的一般理论和方法可以借鉴外，还应有适合碑刻文献整理的
理论和方法。
碑刻多赝品，这是不争的事实。
不论是碑刻原物，还是拓本、摹本，都有伪品。
古文献学辨伪的一般原则、理论、方法，自然可以利用，而碑刻作伪又有特殊性，应比较全面地描述
历史上伪刻的状况、特征，清理历史上出现的碑刻辨伪成果，总结辨伪经验，以指导今后的碑刻辨伪
工作。
9.碑刻文献的研究成果及其评价。
碑刻文献的研究，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成果门类多，样式多，数量可观。
从研究的不同目的，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揭示碑刻文献的研究价值，清理前代的研究成果，总结研究
经验，归纳研究方法，分析存在的问题，对于学科史才有清晰的认识，才有利于站在学科研究的前沿
观察和思考问题，选择恰当的切人口，从事各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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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上个世纪后期，我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碑刻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随着研究的展开。
发现属于出土文献范畴的碑刻文献，其产生历史悠久。
数量巨大，品类繁多，内容丰富，体裁多样，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自北宋欧阳修《集古录》以来，便不断有学者对碑刻进行收集、着录、整理与研究，对碑刻方面的有
关知识作扼要介绍，对碑刻的某些部门作专题讨论，所有的研究成果都为碑刻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同时，我们也发现，迄今还没有人从文献学的角度，就碑刻文献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梳理，没有对
碑刻文献的科学整理方法进行深入讨论，没有就利用碑刻文献进行多学科研究的问题，全面系统地提
出拓展性的、建设性的、可操作性的意见，更没有从文献学分支学科的角度进行碑刻文献学学科理论
的构建。
这种局面不利于碑刻文献的科学整理、有效利用和深入研究，不利于碑刻文献学学科的建立，也不利
于碑刻文献的普及与推广。
于是我们不揣冒昧，试图写一部关于碑刻文献学的通论性著作。
从2002年开始，我们着手搜集资料，确定需要研究的问题，斟酌全书的基本框架，然后动笔按专题写
作。
基本思路是以碑刻文献材料本身为依据，从碑刻学、文献学交叉学科的角度切入，吸收其一般理论和
已有研究成果，并注意突出碑刻文献自身的特点，为建立碑刻文献学学科体系提出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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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碑刻文献学通论(繁体版)》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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