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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金石学概论》是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先驱马衡先生，于1923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金石学
课程时所著讲义，它也被誉为近代金石学的开山之作。
    马衡(1881～1955)，浙江鄞县人，字叔平，我国著名的金石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
吴昌硕去世后他被公推为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遥领社职”，并从1924年起，多次参与故宫博物院
的文物点查、维护工作，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长达19年，在战乱中亲自主持故宫文物的南迁、西运，
确保了故宫万余箱文物毫发未损，更在关键时刻拒运文物赴台，使故宫能以今日的面貌存在。
    金石学是指近代考古学传人中国前，以古代铜器和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
这门学问的研究对象是零星的、未经科学发掘的出土文物或传世品，研究方法偏重于铭文的著录和考
证，研究目的是与古籍记载相对应，补充文字记载的不足，或者校订文字记载的错误。
它近似于欧洲的铭刻学，形成于北宋，到了清代，正式有了“金石学”的命名，被视为中国考古学的
前身。
    金石学是伴随着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收藏热发展起来的，比如北宋的时候出现了《考古图》，这是流
传至今的最早的古器物图录，其后又有《宣和博古图》等铜器著录书，《集古录》、《金石录》等石
刻著录书。
明代出现的《格古要论》，是中国早期的文物鉴赏书。
到了清代金石学进入鼎盛，乾隆年间曾据清宫所藏古物御纂出《西清古鉴》等书，其后，在铜镜、兵
符、砖瓦、封泥等方面有了专项研究，到了清末，研究范围扩大到甲骨、简牍、明器和各种杂器，蔚
为大观。
    但金石学始终没有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近代考古学传人中国后，虽然仍有学者进行金石的整理和
研究，但独立的金石学已不再存在，金石学变成考古学的组成部分。
    马衡毕生致力于金石学的研究，精于汉魏石经，其治学上承清代乾嘉学派的训诂考据传统，注重对
文物发掘考古的现场考察，主持过燕下都遗址的发掘，对中国考古学由金石考证向田野发掘过渡有促
进之功。
郭沫若认为：“马衡先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
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传统，而又锐意采用科学的方法，使中国金石博古之学趋于近代化。
”    这本《中国金石学概论》，是马衡任教北大时的讲义。
1917年，马衡任北京大学附设国史编纂处征集员，并于次年任文学院国文系金石学讲师。
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后，任考古学研究室主任兼导师，并在历史系讲授中国金石学。
作为讲义的本书，不仅探讨了金石学的定义、范围与历史的关系，同时也指出了金石学研究方法与搜
集、保存、流传的材料处置方法，堪称全面的学科导论性文献，具有统领学科的巨大价值，被誉为近
代金石学的开山之作。
    马衡在学术上成就众多，贡献巨大：他确定了殷虚甲骨年代，测定了先唐十五等尺长度，肯定石鼓
为秦刻，对汉熹平魏正始石经之研究成果达到后人难逾之高度，深入探讨了中国书籍制度之变迁⋯⋯
这些卓越的学术成就，都体现在这本《中国金石学概论》中。
郭沫若评价他：“凡德业足以益人者，人不能忘之，马先生虽颇自计，然其所成就，已应归于不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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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金石学是我国文物考古鉴赏中最常用的学问之一，本书是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先驱马衡先生于1923年，
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金石学课程时所著讲义，堪称全面的学科导论性文献，被誉为近代金石学
研究的开山之作。
本次出版，我们根据书中所述内容，在中国古代器物中精选了近300幅珍贵图片，既方便读者直观地了
解文字内容，也极具艺术鉴赏和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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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衡（1881-1955），浙江人，我国著名的金石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长达19年
。
郭沫若评价他：“马衡先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
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传统，而又锐意采用科学的方法，使中国金石博古之学趋于近代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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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章 铜器中国之铜器时代中国古代之用金属品作器，始于何时？
创于何人？
此问题现在无能解答也。
求之于古史，则《尚书·尧典》有“金作赎刑”之文，《禹贡》扬州、荆州有“金三品”之贡，梁州
有“璎铁银镂”之贡。
求之于传记，则《春秋左氏传》（宣三）有王孙满对楚子之言，详述禹铸九鼎之经过；《史记封禅书
》且有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之事。
《史记》之说荒诞无稽，姑置不论。
据《尚书》之说，则舜禹之时已知用金，则发明冶铸之人当更在其前。
依《左传》记王孙满之言，则禹之时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匪特能以铜铸器，抑且刻镂物象，艺术至
精矣。
况九鼎之为物，在春秋战国之时，为列强所觊觎，尤言之凿凿，不类向壁虚造之辞。
故昔之言中国文化史者，多主冶金之术起于虞夏之世。
然余于此窃不能无疑焉，兹述其理由如下。
一、《尧典》《禹贡》是否为虞、夏时之书，不可不辨也。
此问题前人颇有疑之者，而近人如梁启超、顾颉刚等疑之尤力（其说见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再版
一七五页，顾著《古史辨》二。
二、二。
三、二。
五等页）。
其所疑，皆有其相当之理由与相当之证据，今就其说而申辩之于下：（甲）闰之名，不知起于何时。
甲骨刻辞、彝器欵识中皆不见有此字，而所见有“十三月”。
见于甲骨者凡四（《殷虚书契》卷一第四五页、卷二第二五页、卷三第二二页、卷四第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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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金石学概论》编辑推荐：开山经典，传世之作。
宋有《考古图》、《宣和博古图》，明有《格古要论》，清有《西清古鉴》，民国有《中国金石学概
论》，它是近代金石学的开山之作，也是现代文物收藏的必读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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