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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场“汲古论坛”聚焦陈介祺与晚清金石文化的振兴

　　2019年10月14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举办了主题为“格古鼎新：陈介祺

与晚清金石文化的振兴”的学术活动。论坛邀请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陆明

君、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所长朱天曙、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金石组副研究

员卢芳玉、故宫博物院器物部金石组馆员熊长云、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书写文化研究院博士

宋玖安五位学者主讲，陈介祺后人陈建受邀出席。论坛由中国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谷卿

主持，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喻静评议。

　　作为晚清金石学的杰出代表人物，陈介祺集藏古、鉴古、释古、传古于一身，收藏最

富、鉴别最精、传拓最佳、贡献多方，对古器物及铭文考释多有创见，研究成果丰硕，其

交游也囊括了当时几乎所有重要的金石学者，直接影响和推动了晚清金石文化的振兴。

2019年是陈介祺逝世135周年，“汲古论坛”第三场即以此为契机，聚焦其以金石为中心

的鉴藏、研究和交游活动，为全面认识和理解陈介祺的学术成就和他所影响的晚清金石学

展开对话与研讨。

　　卢芳玉担任国家图书馆善本特长部金石组组长多年，对陈介祺深有研究。国家图书馆

曾出版《国家图书馆藏陈介祺藏古拓本选编》四卷本，其中《铜镜卷》和《古砖卷》即由

她主编。论坛开始，卢芳玉首先结合自己多年来的整理和编纂工作，向大家介绍了国家图

书馆馆藏簠斋藏古拓本的情况，包括古陶、青铜、钱范、铜镜、古砖以及古玺印、封泥、

石刻等，借由大量图片展示，呈现出陈介祺的金石收藏、传拓以及在藏传过程中所做的考

释和编纂工作。透过对一些具体拓本的分析，例如著名的《十钟山房印举》的成书过程，

可以窥见陈介祺治金石学之严谨、细致、周详。卢芳玉特别提示，陈介祺的学术理念是藏

古和传古并重，他跟拓工研习技法，形成“陈簠斋拓法”，为他的同辈和后学所称道。此

外，由拓本整理中的相关问题出发，卢芳玉还提出一些对拓本制作年代、方式以及印谱钤

拓成书过程等问题的追索考证，将讨论引向深入。

　　熊长云博士专门做古代度量衡器的研究，他以大量图片展示了陈介祺所汇存的秦汉度

量衡器及拓片，以及他在鉴藏、传拓方面所做的工作。陈介祺开创了以实物为资料研究度

量衡的新风气，肯定了他在整个度量衡史研究中的先驱地位；陈介祺对度量衡器所反映的

单位以及表针量值的重视，这使得度量衡器超过了以往“证经补史”的局限，从而开创了

科学研究古代度量衡的新思路；陈介祺关于度量衡的定名和研究，例如一些秦诏量、秦诏

版的定名及考证，深刻影响了现今学界对于秦代历史文物的认知。

　　朱天曙教授是研究明清印学、印论、书写史的专家，他的发言勾勒了明末清初直至现

当代金石学与书法篆刻创作的渊源与互动脉络，认为随着清代金石学的振兴，书法篆刻创

作也随之出现了可贵的新思路，即从金石、碑版中寻找新的创作材料，促进书法篆刻艺术

不断地丰富。他指出，陈介祺的金石收藏品类繁多、年代久远，为艺术家提供了很多珍贵

的参考资料，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印外求印”等新的艺术创作方法影响至今。将陈介祺的

金石收藏及研究置于这一历史和学术背景之下，可以更好地观照其在艺术史上所作出的贡

献。

　　透过大量史料，宋玖安博士介绍了陈介祺与金石圈友人的古文字交游，还原和展现了

以陈介祺为中心的晚清金石学知识群体进行知识交流、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的状况。他首

先介绍了陈介祺为友朋著述所作的批注，以及与友人之间围绕古文字学的往来商榷，肯定

了他们所持学术立场的客观性。特别提到，陈介祺与友人金石拓本的交换极为频繁，且数

量庞大，这使得友朋之间对彼此的藏品有及时的了解，有利于新的学术观点的切磋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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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清代学术重金石考据，在陈介祺给友人吴大澂的书信中，就曾表达了以金石研究中发

现的新材料对《说文》篆字做互证的观点，并为吴大澂提供了大量古玺、古陶文等拓片文

字，促成吴大澂《说文古籀补》的成书。此外，陈介祺对友朋拓本多有资助和赠予，对友

人遗著的整理更竭尽心力。

　　陆明君是较早开始研究陈介祺的专家，相关著作得到了学界的重视。他首先肯定了陈

介祺在晚清金石学的杰出地位，随后具体分析了陈介祺在藏古、鉴古、传古、释古等方面

的成就。他指出，在藏古方面，陈介祺注重收藏早期珍贵的先秦三代之器，且把文字之器

视为考索古代文明的重要载体和最真实的材料。他的收藏眼力高、藏品精，且兼顾藏品出

土信息的考证。在鉴古方面，陈介祺独具慧眼、鉴别力高人一筹，这也得益于他的广闻博

识和考古学修养。在传古方面，陈介祺的拓本数量众多、品类全面，且拓工精良，他对传

拓方式特别是全形拓的探索研习颇具特色。在释古方面，陈介祺对陶文的发现值得重视，

用古文字补阙《说文》的观点亦颇有创见。在他的倡导下，促成了新的释古学术思想的开

拓和学术成果的出现。最后，陆明君特别提到陈介祺书札所包含的大量史学、政治学、宗

教学信息，并强调了清代书信题跋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对当代学者研治金石学的知识

结构、有关史料的辨伪问题提出了反思。

　　在评议环节，陆明君应邀对各位主谈人讲述的内容进行了点评，还就陈介祺著述整理

工作面临的困难、十钟山房印谱版本问题的复杂情况、陈介祺碑学思想的传承等问题，与

各位学者展开交流与对话。

　　喻静作总结发言。她指出，古人素重金石，以金石为永恒价值的载体，北响堂山《唐

邕写经碑》碑文曰：“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金石学将成为中国

文化研究所未来的学科建设方向之一，“汲古论坛”也会持续关注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作者简介

姓名：霍明宇 工作单位：

相关文章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