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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史岩文集》集入了史岩先生各个时期重要的文章。
这些文章曾散落在许许多多不同时期的报刊杂志之中，未能集辑而成珠链之美，更有先生认为不够充
分或未写完的一些稿件，以先生生前之严格，至今未能彰显示人。
今在中国美术学院及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得以结集出版，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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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河西走廊古窟拾遗——(东归烟尘录)阳关探访记秦之钟铸金人考——藤田氏及原田氏说质疑秦代钟镰
金人之艺术学的考察《古画评三种考订》自序古画评三种总考(初稿)宋季翰林图书院暨画学史实系年
《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序东西洋木版画之起源及其沿革西洋之石版画及其发达史西洋之金属版画及其
小史汉代画像石偶拾汉代画像石的表现技法中国刺绣发展史略(初稿)——工艺美术系民工班美术常识
课大纲戴逵的进步思想及其在艺术上的反映古代佛教造像遗珍伟大的佛像——杭州灵隐寺大殿新造的
佛像树根竹根的艺术谈谈潘天寿在史论方面的贡献木版画必须向民间传统学习中国传统雕塑主要参考
文献简解造像纪始探源——七个嚆矢(读书笔记之一)元代艺术概观元代北方地区的宗教造像元代建筑
装饰雕刻与工艺性小品雕塑元代喇嘛教造像及其风格特点西藏喇嘛教的产生和发展(初稿)雕塑的萌芽
龙山石窟考察报告《天龙山石窟艺术》序言西汉霍去病墓石雕群的艺术成就麦积山石窟北朝雕塑的两
大风格体系及其流布情况丰富多彩的四川古代雕刻珂利帝母——大足散记之一漫谈干手观音造像的艺
术——大足散记之二镌刻世家——大足散记之三关于宝顶山圆觉洞的跪像问题——大足散记之四《十
牧》散记——大足散之五杭州南山区雕刻史迹初步调查酒泉文殊山的石窟寺院遗迹散布在祁连山区裕
固族自治县的石窟群凉州天梯山石窟的现存状况和保存问题关于广元千佛崖造像的创始时代问题中国
佛教造像艺术基础(残稿整理)佛教艺术常识(残稿)编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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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余十五年前，因嗜艺史成癖，痛感法墨珍图、周铜汉玉未能遍观；各地历代壁画名迹、造像杰作、建
筑伟构无有周览，认为生平莫大恨事，西北为古文化发源地，未能巡游，尤感苦闷。
曩者大村西崖氏尝谓：“中国艺术史理想之作非最近数十年内所能完成。
”对此言，余实有同感。
盖文献史料浩如烟海，紊乱如麻，应整理之地史迹遍及海内，东西南北，无地不有。
世所闻名者，有待研究；淹没不彰者，尚须调查；地下文物，蕴藏至丰，考察发掘，整理研究，尤不
可或缓。
三端均属艺史之骨肉精血，今无一举，长此以往，艺史之形成实遥遥无日也。
惟此类重任，非一臂所能尽举，应由国家拨巨款建立艺术研究所，遴选国内数十硕学专家，经数十年
埋头研究，始有所成就。
在今日情形之下，吾侪醉心此道者，唯有自谋发展，在某一小范围内作某一小部分之研究，以期对某
一问题有所阐明。
蜗步萤光，何补鸿旨，然无奈何也。
余为个人爱好心所趋，尝拟一调查计划。
蔡公子民阅而捻须言日：“计划殊佳，值得重视，惟此事体颇大，若能集得专门同志若干人，通力合
作，当可谋其实现。
”无几何时，芦沟事发，因即踉路西上。
居蜀五载，足迹所至，虽不及省境之半，然对汉阙、崖墓、邛窟以及隋唐造像、宋明壁画，糜不遍窥
。
去春，教部筹设敦煌艺术研究所之议，嘱余相助，遂欣然离蓉。
余但知可稍偿宿愿之一部分，初未计及该所之如何也。
迩来，西北考察团大致遂体，此往彼来，盛极一时。
观光千佛洞之达官富贾更如行山阴道上，肩摩踵接。
渠等与余握别时，咸异口同音，谓：“西北不可不来，不可再来。
”余辄为哑然，揣其结论之意，殆以边徼之区不可不来一观，惟塞外荒寒，生活低落，故又不可再来
。
苟人人持此见解，则西北将成游历之区而无居留之民。
际此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充实西北之时，国家耗费巨款而考察诸公作此反本旨之论，其将何以自解
？
余谓西北可以常来，可以长住。
为学术而来工作，虽永生寓此亦有必要。
饥则清水面，渴则盐水汤，寒则老羊皮，余虽南人，过之如糖，何日能携万卷书来往于莫高、榆林两
窟间哉！
尝忆苏东坡有言日：大丈夫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余亦日：治艺史者之求知，行路当重于读书，惟读书先于行路。
读为得闻，行在求见，闻见实为求知。
见而不闻非真见，闻而不见非真闻，既见且闻，闻而又见，是为真知。
先见后闻知非妥法；先闻后见始为上策。
赵营本日：“百闻不如一见。
”洵至言也。
盖一见可决百闻，而百闻每不敌一见。
是以行路与读书并为求知，不得偏废者也。
治艺史，赏鉴尤重于读书，如欲明一家风格、一代风格，尚虽读百篇专论，亦莫明其真妙处安在，若
得披图一览，则了然若揭，千疑百难于斯决矣。
故闻可求知，而见可决知之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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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闻得来，不外二途；一语言传达，二文字记载。
语文二者并为抽象之描摹表现，殊不充分，故听闻亦属空泛不确。
知见之对象为实物，不脱具象范围，故视见所得，至为确实可靠。
百闻不如一见者，执是故也。
余昔读有关敦煌艺术图籍，半知片解，疑难丛集，脑际空空，毫无具体印象。
斯行亲履其地，巡礼一周，始豁然开朗，疑团顿释。
再度细加赏审，始知昔之知非真知，昔知不知今得而知之，昔之疑今得而决之，昔之误为今得而辨之
。
此行出发之前，原定调查计划时间，去来合计二年，地点以敦煌莫高窟为中心，在可能范围内兼及河
西走廊及陇东诸地佛教艺术史迹。
于民国卅二年三月十六日由四川省起程，途经天水、兰州、酒泉、安西诸要塞城邑，均作逗留，直至
五月廿六日始抵达莫高窟。
下春以工作尚未终结遂行延期。
北方长途旅行，春季最佳，初秋次之，夏不卫生，冬令道途有为风雪所阻之虞，咸非所宜。
故拟中秋前后离陇，初冬回蜀。
殊不料事有出于意外者，时涉洛邑沦敌，陕境吃紧。
当初一般观察蜀陇公路纵不为敌寇铁蹄所践，亦将为我兵车所阻，其时新疆西部哈萨克蠢动，河西一
带哈民蜂起响应。
敦煌祁连山麓突有东来哈萨克民数千，武器齐备，驼马成群，因而安、敦两地蒙汉居民牲畜劫杀惨案
日有所闻。
察其行踪，似拟过敦人新，企图在敦地掳掠粮米牲口车辆，假阳关古道，通过千数百里戈壁而西去若
羌者。
然五月廿二日所得情报，其驻帐牧马之地北距千佛洞仅八十华里，骏马半日可达。
敦地时驻新编四师十团，驻军单弱，仅新兵一营，无骑兵，且分防境内各地。
千佛洞仅驻一排，机枪二挺，步枪不全，外有手榴弹少许。
廿三日，番鹏营长来命令“无援兵，应死守”，士卒因于佛窟间兴筑工事、了望台哨、机枪阵地，靡
不配置。
一时间，极乐净土顿成地狱世界。
研究所雇高台马车五乘，满载人员文件人城内。
余以夜不安枕，四处恐慌，因亦摒挡行箧与焉，居城内二日，消息未转佳。
长此宕延时日，殊非办法。
继思调查工作已粗告段落，他日有便，仍可卷土重来作进一步之赏鉴，何必恋恋于斯，遂毅然起程。
计自去年五月廿六日晚到此，今年五月廿七日晨离此，羁旅此地正值一周年，无稍短长。
天下巧事无有逾于此者。
东归道中，复于玉门、酒泉、张掖、武威、兰州、天水、广元、绵阳诸地调查。
八月初四日卸装蓉城。
此行行程口千口百口十公里而强。
本篇乃为行脚归途之笔录，车马劳劳，风尘仆仆，走马看花，寥无所得。
雪泥爪印，聊资征途纪念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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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如今，网络也是个沉淀历史、体现价值的平台。
由于整理与编辑《史岩文集》的关系，我希望了解史岩先生的生平。
在对关键词“史岩美术史”的搜索中，史岩之名镶嵌在中国雕塑美术史研究的各个重要位置，且有一
篇纪念文章为史先生高徒一一孙振华博士所写。
此文章是纪念史岩先生百年诞辰暨史岩捐赠书画文物展而写，孙博士发至肺腑，言辞颇为感人。
文章中所提及“史岩先生弥留之际，口不能言，用手指划着阿拉伯数字从l到8，一遍又一遍，守护的
亲属不解其意，后来细看先生案头，方知先生牵念的是他未完成的著作——排列在书案上编号从1到8
的文件夹，史先生手指不停划着，直到吐完他90年人生旅途的最后一口气⋯⋯”这编号从“1到8的文
件夹”有幸搁到了编者的案头，成了《史岩文集》的重要组成部分。
史岩先生是个厚道而实在的读书人，厚道在对文物保护不断的呼吁，对伪劣修饰而掩压真美的厌恶，
实在于不顾辛劳与危险，对雕塑古迹的一一实地勘察、仔细记录，从不耳闻了事。
从书斋到佛窟遗迹，实践着读书人那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千古老话。
“1到8的文件夹”里许许多多的读书笔记与记录卡片，虽未能集入，希望读者能知道，正是这一寸寸
的测量；一字字的记录；一步步的行程构筑了中国雕塑美术史研究的宏篇巨制。
本书集入了史岩先生各个时期重要的文章。
这些文章曾散落在许许多多不同时期的报刊杂志之中，未能集辑而成珠链之美，更有先生认为不够充
分或未写完的一些稿件，以先生生前之严格，至今未能彰显示人。
今在中国美术学院及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得以结集出版，以飨读者。
本书严格忠实于史先生手稿，希望能给读者更多细微的文字信息，从而能从文字上感受史先生学术与
精神的魅力。
对于读书人而言，文字是生命与思想的承载形式，它摧毁隔世与在世的时间屏障，使思想得以复活，
从而唤起对其生命超时空的想象与复原，史岩先生正是通过他的文字成为不朽。
这让我渐渐想到了徐若屏女士对此书多年来默默的守候，正是她的时时敦促，成了我们加快工作步伐
的动力，让我们明白了此书不仅仅为了纪念，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和生命的延续。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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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史岩文集》编辑推荐：美苑老教授文丛。
史岩先生是个厚道而实在的读书人，厚道在对文物保护不断的呼吁，对伪劣修饰而掩压真美的厌恶，
实在于不顾辛劳与危险，对雕塑古迹的一一实地勘察、仔细记录，从不耳闻了事。
从书斋到佛窟遗迹，实践着读书人那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千古老话。
“1到8的文件夹”里许许多多的读书笔记与记录卡片，虽未能集入，希望读者能知道，正是这一寸寸
的测量；一字字的记录；一步步的行程构筑了中国雕塑美术史研究的宏篇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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