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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过二三十年时间的考验，我的朋友们在学术上卓然成家的已经有不少人。
    但是，就掌故学而论，我的新交旧识中还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和高伯雨先生抗衡。
他的成就简直可以和《中华二千年史》的作者邓之诚先生相媲美。
    原来掌故学主要的是研究典章文物。
要精通典章文物，必须对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制度，以及各部门的文学和人情风俗下工夫，这
才谈得中肯。
不过有些人，往往以耳代目，道听途说，摭拾人家的唾余，然后加上一些推测，说得口沫横飞，仿佛
只有他们懂得内幕，这真是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的事情。
    伯雨先生之所以精通掌故学，并不是没有原因。
    第一，他有广泛的兴趣。
他出身于潮州的富裕的家庭，幼时曾留学日本和英国。
因为他不急急于猎取学位，所以他可以凭个人的兴趣从事博览。
从文学、史学、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到绘画、书法、金石，他都有浓厚的兴趣。
他走遍名山大川，广交当代风流人物。
因此，无论谈什么问题，他都能够原原本本地和盘托出。
    第二，他专精近代中国史实。
做学问的秘诀，不外“由博返约，执简驭繁”八个大字。
上句指归纳，下旬指演绎，归纳和演绎交互为用，这才有所成就。
伯雨先生在学问上奠定广泛的基础后，近二十年来便致力于近代中国的史实。
他的方法是以《清史稿》做底子，然后参阅各家文集、传记、年谱、小说、笔记、日记以及碑板。
经过排比、互证、对校之后，一切来龙去脉，完全了然于胸中。
换句话说，从一八九五年的甲午战争起，到一九五五年中国参加万隆会议止，那六十年间的史实，他
差不多是点滴不漏地尽量搜集，切实研究过。
    具备这两个大条件，伯雨先生不谈掌故便罢，一谈就能够道出真相。
专门治近代中国史的学者们，如能跟伯雨先生时常接近，绝对不至走入迷津，而质疑问难的乐趣更不
必说。
    年来伯雨先生已经刊行两三种专著，现在又把近三年间所发表的有关于历史文物的文章，搜集了二
十五篇，辑为一集，题为《中国历史文物趣谈》。
其中如《谈》、《苏东坡真迹》、《三希堂法帖》、《宋高宗的字》，都是讨论中国著名的字画的力
作，他如《(四库全书>与七阁》、《范氏天一阁》，正是现代学者最重视的国家图书馆的前身。
至于甲骨文、买地券，这些本来是再枯燥不过的材料，可是经过作者一点缀，却成为很有趣味的故事
。
文字的妙用，全在于化腐朽为神奇。
把杂乱无章的故纸堆，整理成有条不紊的系统；把味同嚼蜡的东西，变成津津有味。
伯雨先生可以说是洞悉这道理。
    我和伯雨先生结交二十年。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家散处天南地北，但他的研究近代中国史实的辛勤，实在使我钦佩。
    现值他的新著出版的前夕，我特地写了这篇短文。
这算不得什么“序”，仅表示我的一点敬慕的意思罢了。
    连士升    一九五八年一月四日志于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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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家史说：历史文物趣谈》主要内容包括：毛公鼎、甲骨趣谈、宋高宗的字、三老忌日碑、有
趣的买地券、寒山寺钟与诗碑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历史文物趣谈>>

作者简介

　　高伯雨
　　名秉荫，又名贞白，笔名林熙。
出生于广东澄海。
青年时期，
曾游学日本，1926年游学欧洲，主修英国文学。
回国后，
曾在北平跟溥儒习画，随杨千里学篆刻，与当时的文化、学术、书画界名家接触密切。
1937年后，高伯雨移居香港，靠卖文为生。
因子生喜雨，故号伯雨，在报纸上开设的专栏和以后结集的随笔也多以听雨楼为名。
他精通文学、历史、翻泽，也喜欢绘画、金石、书法：文风生动活泼，又不乏从容气度，其笔下的掌
故随笔，见解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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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毛公鼎毛公鼎是中国三千年前所铸的一件铜器，在我们的文化史上占有极重要的位置。
它的发现和被人争夺的一段历史，是相当有趣的。
远在一百年前，大概是清道光末年，毛公鼎在陕西省的岐山县被发现，最先为山东潍县人陈介祺所得
（介祺字寿卿，号笸斋，道光廿五年乙巳恩科进士，授编修，大学士陈官俊之子，为近百年著名金石
家。
介棋向有富名。
咸丰帝即位后，就勒索穆彰阿、崇实等人巨款，以发放京官薪俸，陈介祺也被派数万两）。
介祺得到此鼎，欢喜非常，把它秘藏起来，轻易不肯给人一见。
后来他把鼎内的铭文精拓出来，供给一班专门研究古史、金石文字的学者参考。
此后，知道有毛公鼎的人就日渐多了。
过了不久，不少人就向陈介祺索取拓本，介祺穷于应付，索性拓了来公开出卖，但价钱定得很高，以
杜绝人们的要求，并省麻烦。
陈介祺秘藏毛公鼎不肯随便给人知道，那是大有原因的。
在那个时代，有些达官贵人颇好风雅，不肖者就利用权势，知道某人藏有著名的金石书画，就想弄到
手上为快。
纵观历史，有些人因为藏有好东西，往往被累而倾家荡产，甚至失去生命，所以陈介祺有鉴于此，就
把毛公鼎深藏起来。
在他死去三十年后，一个豪于收藏古物的满洲大臣端方（字午桥，号陶斋，官至直隶总督，以事罢。
辛亥复起，带兵入四川，在资州被杀），就垂涎陈家的毛公鼎，果然不出陈介祺生前所料。
相传端方用势力和金钱把毛公鼎强买过来了。
陈氏后人在万不得已中才答应卖给端方的。
其中内幕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也许陈氏后人有求于瑞方也说不定。
说端方用威迫利诱弄到手，恐怕也未必尽然。
端方在光绪廿六年（1900）以后，已经不在京里做官（他在京中做的官也微乎其微），后来出任湖北
巡抚、湖南巡抚、两江总督，其势力皆不及山东，官虽大，但管不着潍县。
所以我不敢随便说他用势力把毛公鼎弄到手。
陈氏一个亲戚曾对人说，当毛公鼎成交之后，将出大门，陈氏一家人都列队送它，如丧考妣的挥泪再
拜而别。
此说还有点合理（我说端方不敢用尽势力去夺此鼎，也有原因的，端方在满洲大员中，还不失为一个
自爱之人，有名士风，颇爱声名，他在光绪末年前程似锦，断不敢因一鼎而欲牺牲前程的，那时候清
政府离然不纲，但一班御吏遇事敢言，一经给人揭发，他就受到攻击，前途大有影响了。
所以我说毛公鼎之归端方，内幕非如此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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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文物趣谈》是20世纪50年代著名掌故学家高伯雨先生的著作。
全文由连士升先生作序，以历史故事为依托，包罗了中国古代部分精品文物，并对其加以详细介绍和
叙述。
《历史文物趣谈》是一本针对大众的历史读物，对于有志于了解历史文物的读者，可谓是不可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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