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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古代石刻以其丰富的文字内容与广泛的使用范畴而成为古代文明与历史研究的资料。
时至今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深刻认识到古代石刻资料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广泛征引古代石刻中的丰富资料已经成为学术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研究手段。
　　搜集与利用中国古代石刻资料的历史几乎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宋代金石学形成以后，更是获得
了官僚文人的普遍重视，金石著录的编写与出版有了空前的发展。
清代以考据为主的汉学儒风大行，当时学人十分重视金石资料实证，存世金石著录为历代之最。
而在近二十多年来，欣逢盛世，学术振兴，石刻资料的汇集与出版、研究更是前所未有的兴盛。
重要的碑石、墓志、佛教造像等重要的石刻门类都有多种大型著录汇编出版问世，为学术界提供了可
贵的原始资料。
然而，也有一些相对比较罕见、数量较少的石刻资料还没有系统的收集整理。
如汉代黄肠石题铭的研究即以原有资料零散而新品鲜见流播陷于沉寂，几乎成为汉代考古和石刻研究
的空白点。
而且由于墓葬资料较少的缘故，近些年来国内对黄肠石墓的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也有明显的错误论述
。
这是值得学术界留意去填补的。
　　黄肠石很早就有出土与利用的情况。
王国维在《南越黄肠木刻字跋》一文中引《水经·济水注》，“汉灵帝建宁四年，于敖城西北，叠石
为门，以遏渠口（浚仪渠），谓之石门。
石铭曰：建宁四年十一月黄肠石也，而主吏姓名磨灭不可复识”。
称：“实则郦氏所见石门乃后世发汉建宁旧墓石为之，郦氏误以治石之年为作门之年，不悟水门之铭
不得称黄肠石也。
然则黄肠本用木，后代以石。
端氏藏石所谓‘更黄肠者’，更者代也。
”至于研究与收集汉代黄肠石则主要始于清末民初。
罗振玉在他的《雪堂类稿》甲《笔记汇刊》、《石交录·予考知黄肠石》等著作中已经作了定性阐述
，指出：“古石刻，邱墓间物为多，著录家往往不知为何物。
如汉陵中黄肠石，其一也。
此石始著录于《訇斋藏石记》，漫称永建五年墓石题字、泠攸石题字、禹伯石题字、建宁残石，凡四
品。
予据《周礼·夏官·方相氏》郑注，及《水经·济水》篇注，始定为黄肠石。
洛中先后所出甚多，开封图书馆所藏多至三十石。
闻洛估言，各处所见尚不少，以重大难运，且数见不得善价，大半弃置。
岂知于此可考见古帝王陵中制度，所关固非细耶！
”由此开始，屡有发现收藏，对于黄肠石的著录与研究历史，振华先生的这本著作中作了详细清晰的
梳理与介绍。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洛阳东汉黄肠石题铭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研究“洛阳东汉黄肠石题铭”的专著，书中具体包括了：黄肠石墓的形制源流与题铭变化
、明代修葺白马寺以汉墓黄肠石和青砖为建材、西安碑林藏于右任“鸳鸯七志斋”石刻、帝陵南兆域
出土的黄肠石、帝陵北兆域出土黄肠石题铭的著录与未著录的拓本等内容。
 　　本书内容为清代以考据为主的汉学儒风大行，当时学人十分重视金石资料实证，存世金石著录为
历代之最。
而在近二十多年来，欣逢盛世，学术振兴，石刻资料的汇集与出版、研究更是前所未有的兴盛。
重要的碑石、墓志、佛教造像等重要的石刻门类都有多种大型著录汇编出版问世，为学术界提供了可
贵的原始资料。
然而，也有一些相对比较罕见、数量较少的石刻资料还没有系统的收集整理。
如汉代黄肠石题铭的研究即以原有资料零散而新品鲜见流播陷于沉寂，几乎成为汉代考古和石刻研究
的空白点。
而且由于墓葬资料较少的缘故，近些年来国内对黄肠石墓的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也有明显的错误论述
。
这是值得学术界留意去填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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