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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狭颂》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亦甘肃成县宝贵的文化遗产。
其所在天井山下的鱼窍峡和黄龙潭，不仅以风景幽美著称，而且以“汉隶之正则”、“汉隶之上品”
（梁启超《饮冰室碑帖跋》）的《西狭颂》而闻名于世，为国内外学者、游客所向往。
　　20世纪80迄90年代，曾有热衷于汉隶书道研究的日本学者西林昭一、田中东竹、金子卓义和古田
康子等人多次组团到成县造访《西狭颂》。
回国后，他们写成多篇文章在日本报刊发表；并在东京“二玄社”出版专著和《西狭颂》拓本。
但他们的研究总的来说，局限于书道方面和一般性考察，而在其他学科深层次的研究领域，则罕有涉
及。
　　1988年，我从甘肃成县一中退休，生活给我提供了大量的时间和空间。
自感生逢盛世，不有述作以留人间，宁非憾事耶？
因以家乡省级重点保护文物《吴挺碑》和全国重点保护文物《西狭颂》，作为自己晚年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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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亦甘肃成县宝贵的文化遗产。
其所在天井山下的鱼窍峡和黄龙潭，不仅以风景幽美著称，而且以“汉隶之正则”、“汉隶之上品”(
梁启超《饮冰室碑帖跋》)的《西狭颂》而闻名于世，为国内外学者、游客所向往。
《“西狭颂”研究》为樊军先生在母校兰州大学出版的第二部学术著作。
收录了《东汉王朝对武都郡的迁移、开发和治理》、《下辨古城在今何处?》、《发展交通为“汉三颂
”共同的主题》、《论“汉三颂”撰、书者其人》、《略阳灵岩寺访碑记》、《仇氏家族是怎样从下
辨消失的?》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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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樊军，1925年生干甘肃成县。
先后就读于国立兰州大学和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1993年，在母校兰州大学和台湾国立文化大学出版了《（吴挺碑）校注》；同年秋，又以《（离骚）
译注》出版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1994年后，曾在《中国文物报》、台湾《历史月刊》、《远望月刊》和美国《世界周刊》发表《凉州
访古》、《甘肃成县宋朝陵园及其石雕遗存》、 《从秦陵出土文物追溯秦帝国历史渊源》、《扬州胜
迹大明寺》、《甘肃成县石马坝宋陵考》、《吴挺陵园记》、《李白取材于何处?》、《四·六风暴》
等作品。
2000～2007年，曾应中国屈原学会之邀，在北京、宁波、成都、包头、杭州出席了“楚辞学”国际研
讨会。
并将与会论文结集为《屈赋六论》，与近作《（西狭颂）研究》，同在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为樊军先生在母校兰州大学出版的第三部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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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强弩之末(代序)《西狭颂》概说《西狭颂》译注一、《惠安西表》二、《汉武都太守耿勋表》三、《
天井道碑》附录：《部阁颂》译注《石门颂》译注东汉王朝对武都郡的迁移、开发和治理下辨古城在
今何处?发展交通为“汉三颂”共同的主题论《西狭颂》的“祥瑞”说论仇靖的四篇《表》、《颂》作
品论“汉三颂”撰、书者其人略阳灵岩寺访碑记仇氏家族是怎样从下辨消失的?《五瑞图》的作者、创
作意图及其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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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今译：　　于是，来自汉阳郡阿阳县名叫李翕，字伯都的太守，在汉灵帝建宁三年二月二十日到
武都郡上任。
他急民之所急，苦民之所苦，打算给属县略阳办些兴利除弊的事情。
他听说嘉陵江西岸的析里，在道路交通上长期存在的严重问题，已困扰当地往来许久，还没有得到应
有的改善。
　　他遥想汉高祖的后代汉明帝当年为了发展交通，开通了褒谷的石门隧道，在历史上建立了不朽的
功勋。
于是他立即责成武都郡主管水利交通的官员仇审，命他将危险的道路加以修治，使其变得安全而平稳
，并在这里把析里大桥修建起来。
由于施工人员在仇审的领导下测量准确而细致，克服了许多艰巨的工程，使新修的析里大桥既实用又
美观。
即使是那古代号称能工巧匠的鲁班看了，也将引以为自己仿效的榜样。
　　大桥落成之后，仇审又偕同工程技术人员，把当地险峻的山峰和易为江水冲击的地段，加以修缮
，使新修的道路既向阳又干燥平坦，还削除了西面陡峻的高山，修成了坚固平坦的石道。
古代的大禹为了疏导泛滥的江河，使天下人民免受水患之苦，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我们今天应当继
续他未竟的伟业，使天下老百姓安康幸福。
　　臣（仇靖）等在大桥竣工之日，特为此撰文刻石，将太守的功德不但昭告世人，而且要颂扬他的
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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