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马衡讲金石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马衡讲金石学>>

13位ISBN编号：9787807296317

10位ISBN编号：7807296313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时间：凤凰出版社

作者：马衡

页数：248

字数：238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马衡讲金石学>>

前言

　　学术研究需要长期的积累，也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传承。
有了前人的成果，后人才能有发展的基础。
如果没有前人的成果，后人不得不重复前人的研究，而且未必能达到前人的高度，“广陵绝响”是人
类学术史上经常不得不面对的千古遗恨。
要是人类的学术研究成果始终能得到传承，人类能取得的进步肯定要大得多。
　　秦始皇时代，多数儒家经典被付之一炬，或者被禁止传播。
博士伏生将《尚书》藏在墙壁间，秦汉之际的战乱过后大部分已经遗失，只剩下二十九篇。
伏生就以此为基础，终身传授《尚书》。
在他九十余岁时，汉文帝派晁错去他家学习。
此时伏生已口齿不清，由他女儿转述才大致完成传授。
尽管由于双方所操方言的差异，导致晁错的一些误解，但基本内容还是得以流传。
“薪尽火传”，靠的是火种不灭。
中华文明能够长盛不衰，并发扬光大，靠的就是一代代的火种。
　　印刷术的发达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书籍的流传，但人为的破坏还是会使有些书籍从此毁灭，往往
使一门学问后继无人。
而且，对严谨的学者来说，总会有一些研究的心得或某项具体成果来不及整理成文，或者因种种原因
没有发表，只能靠口耳相传。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马衡讲金石学>>

内容概要

马衡，中国现代金石学家、考古学家。
他在学术上的主要成就是：扩大了金石学的研究范围，并对宋代以来的金石研究成果进行了比较系统
的总结；从文字的演变和有关铭刻的对比，论定石鼓文是东周时期秦国的刻石；根据新莽嘉量的实际
测量，推定王莽时期以至汉唐间的尺度；对汉魏石经资料作了收集、整理和全面研究。
本书整理和系统总结了马衡在金石学的学术讲稿，极具普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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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衡(1881—1955)，中国现代金石学家、考古学家。
字叔平，浙江鄞县人。
建国前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等职，曾于1930年主持燕下都
遗址的考古发掘。
他在学术上的主要成就是：扩大了金石学的研究范围，并对宋代以来的金石研究成果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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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金石学之定义及其范围　金石者，往古人类之遗文，或一切有意识之作品，赖金石或其他
物质以直接流传至于今日者，皆是也。
以此种材料作客观的研究以贡献于史学者，谓之金石学。
古代人类所遗留之材料，凡与中国史有关者，谓之中国金石学。
　凡甲骨刻辞、彝器款识、碑版铭志及一切金石、竹木、砖瓦等之有文字者，皆遗文也。
其虽无文字而可予吾人以真确之印象者，如手写或雕刻之图画，明器中之人物模型及一切凡具形制之
器物等，皆有意识之作品也。
　　由上所言，既名金石学，而范围乃不仅限于金石者何欤？
盖有故焉。
试先述其名称之由来及学科成立之概况。
　　商周之时，所谓金石者，皆指乐器而言，非今之所谓金石也。
其以金与石并举，而略同于今之定义者，盖自秦始。
《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群臣奏议及始皇二世诏书，多日金石刻，或日金石刻辞。
其意盖欲以文辞托之不朽之物质，以永其寿命，故合金与石而称之日金石刻或金石刻辞。
后世称此类刻辞，谓之金石文字，或竟简称为金石。
　　五代以前，无专治金石学者。
昔傅山问阎若璩，“此学始于何代何人”，阎举七事以答之。
王鸣盛为钱大听作《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序》，又续举十一事。
李遇孙辑《金石学录》，其第一卷中皆辑自经典、《史》、《汉》以及唐五代者，并阎氏王氏所举者
计之，亦不过四十余事。
此四十余事中，不皆属于考证。
其有可以订讹补缺者，亦皆一鳞片甲，不能成家。
有宋一代，始有专攻此学者，欧阳修《集古录》为金石有专书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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