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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摘 要」 碑刻文献材料丰富
,

所涉内容广泛
,

真实性强
,

产生时间
、

地

点可考
,

具有重要的文史研究价值
。

过去的研究曾取得很 多成果
,

但研究缺

乏系统性
、

理论性和科学性
。

目前应 该 注重碑刻文蔽的全 面搜集和科学整

理
,

努力构建碑刻文放学理论
,

全面利 用碑刻文献分专题进行 系统的
、

科学

的
、

深入的研究
。

[关键词〕 碑刻文献 整理 研究

一
、

碑刻文献研 究价值的基本认识

碑刻文献属于出土文献范围
,

具有不 同于传世文献的独特研究价值
,

与其他出土

文献如甲金文
、

简帛
、

敦煌写卷等在内容
、

形式
、

性质
、

用途等方面都有所不同
,

其文献

价值是巨大的
,

是其他文献不能代替的
。

凡山川
、

城池
、

宫室
、

桥道
、

坛并
、

神庙
、

家庙
、

古迹
、

家墓
、

寺观
,

随处立碑
,

土风
、

灾祥
、

制度
、

功德
、

宗教
,

无所不涉
,

对于考察古代山

) }!城池
,

风土民情
,

名宦乡贤
,

嘉言巍行
,

典章制度
,

政教布施等有特殊的意义
。

清代金

石学家王褪曾说
: “
宋欧

、

赵以来
,

为金石之学者众矣
。

非独字画之工
,

使人临摹把酝而

不厌也
。

迹其囊括包举
,

靡所不备
。

凡经史小学
,

暨于山经
、

地志
、

丛书
、

别集
,

皆当参

稽会萃
,

核其异同
,

而审其详略
。

自非栓材末学能与于此
。

且其文亦多壤伟怪丽
,

人世

所罕见
,

前代选家所未备
。

是以博学君子咸贵重之
。 ” ①

目前学界已经充分认识到
,

必须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有机结合
,

互相补充
,

互相

映衬
,

互相发明
,

互相支撑
,

去解决历史上留下的疑难和困惑
,

去发现尚未被前人注意

① 王艇《金石萃编 》
,

中国书店据 19 21 年扫叶山房本影
,
1 9 8 5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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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问题
;
必须打通学科壁垒

,

充分利用不同的出土文献
,

以拓宽研究的领域
,

增强研

究的可信度
,

在更高层面
,

更深领域观察和思考问题
,

这是值得欢迎的
。

碑刻文献研究的价值大
,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 材料丰富

我国碑刻文献产生的历史悠久
,

与甲骨文同时代的石刻铭文已有少量出土
;

战国

时期产生的《石鼓文 》
,

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

只是由于石质材料易脆
,

先秦以前的

碑刻材料保存下来的甚少
。

东汉以后
,

刻石之风大盛
,

为后世留下了十分丰富的碑刻

文献
。

碑喝
、

石阔
、

摩崖
、

墓记
、

表铭
、

文告
、

契券
、

画像题字等材料
,

已趋于齐备
,

碑刻的

形制体式也趋于定型
。

魏晋以后
,

由于禁止立碑
,

碑喝转人地下
,

从而促使了墓志的发

展 ;南北朝佛教的繁荣
,

促成了新的碑刻文献材料造像题记的产生
。

初步统计
,

有目可

考的汉魏六朝碑刻约有 3 0 0 0 通
。

① 隋唐时代是碑版铭刻的繁荣期
,

其数量远比汉魏六

朝丰富
,

而且多丰碑巨制
。

举几个数字
,

王启袜《隋代墓志铭汇编附考 》收录隋代墓志

约 700 通
,

毛汉光《唐代墓志集说附考 》收录唐代墓志 1 8 0 0 余种 ;周绍良
、

赵超《唐代墓

志汇编 》依据拓片收录《全唐文 》不收的唐代墓志 3 6 0 0 余方
,

其续编又收录 1 564 方
。

除去部分重复
,

数量也是很可观的
。

这还不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

一是不少著录碑刻文

献的著作
,

由于所载碑刻分量不大
,

没有统计 ;二是大量 已经出土
,

但尚未公布的碑刻

材料
;

三是有的碑刻因原物或拓本失传
,

只在传世文献如文集
、

丛书
、

类书中保存下来 ;

四是随着考古新发现
,

还会有大量新的碑刻材料出土
。

如果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
,

其数量无疑十分庞大
。

宋代以后一直到现代
,

碑刻铭文的制作从来没有间断过
,

而且时代越靠后
,

碑刻实

物或拓片保存下来的就越多
,

越完整
。

只是受崇古思想的影响
,

宋代以后
,

特别是元代

以后的碑刻
,

人们不大重视
,

其数量尚不清楚
。

中国上下几千年
,

碑刻数量到底有多少 ? 由于材料比较散碎
,

至今还没有进行过

系统的清理
,

有待学人全面搜集
、

著录
、

整理
。

不过
,

著录历代碑刻的大型著作仍然不

少
,

其著录方式包括跋尾式著录
、

摹录铭文
、

楷书连录碑文
、

著录碑 目
、

拓片及图录等
。

比如
:

王翅《金石萃编 》
,

材料采 自上 古至辽金
,

金石兼收
,

而重在石刻
,

共收金石铭刻

150 0 余件
。

该书刊布后
,

不少学者作了续编
、

补正工作
。

如陆耀道 《金石续编 》二十一

卷
、

王言《金石萃编补略 》三卷
、

方履钱《金石萃编补正 》四卷
。

还有未刊行的
,

如严可均

① 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 目录提要 》
,

线装书局即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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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津馆金石萃编》二十卷

,

又补编不分卷
,

稿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陆心源 《金石萃编

补 》二百卷
,

包括《萃编》以后发现的金石 2 0 0 0 余件
,

惜未刊行
。

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一百三十卷
,

《 目录 》二卷
,

《金石札记 》四卷
、

《元金石偶

存》一卷
,

除了少量汉镜铭文
,

绝大多数是碑铭
,

在《金石萃编 》的基础上
,

新增碑刻 2 0 0 0

多种
。

其次子陆继辉曾编辑《续补正 》六十四卷
,

惜未刊行
。

刘承斡刊有《希古楼金石

补正》十卷
,

还有未刊稿《金石萃编续补 》一百三十卷
,

其所收碑刻数量也不在少数
。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 》
,

各类碑刻兼收
,

按

时代编排
,

分装 1 01 册
,

公布历代碑刻拓片 2 0 0 0 0 种以上
,

这是我国 目前最大的一部通

代碑刻拓本图录汇编
。

吴钢
、

吴树平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
,

收录传世和新出土的

墓志 5 0 0 0 余方
,

制成图录出版
。

还可以从碑目大致了解历代碑刻数 目
。

《寰宇访碑录》收录上起三代
,

下迄元朝的

碑拓材料 7 8 5 3 件
。

后来不断有人补录和续补
,

将这一体系的石刻目录汇总起来
,

收录

石刻共约 1 5 000 件以上
。

封建时代
,

碑石
、

拓片散藏于各家
,

采访不周者有之
,

秘而不

宣者有之
,

其漏脱是完全可能的
。

民国以来
,

地不爱宝
,

又有大量石刻
,

特别是墓志出

土
。

保守估计
,

已知清代以前制作的碑刻
,

应该在 10 万件以上
,

而且今后一定还会继

续大量出土
。

如此丰富的材料
,

是我们从事各学科领域研究的宝库
。

(二 ) 反映的内容广泛

我国的各种文章样式在碑刻中基本齐备
,

而以墓碑
、

赞颂碑
、

祠庙碑
、

墓志铭
、

造像

记为主
,

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

包括了政治
、

经济
、

军事
、

历代职官
、

古了毛地理
、

民族融合
、

人口迁移
、

姓氏名号
、

世系谱谍
、

典章制度
、

风俗习惯
、

思想意识
、

道德观念
、

天文历法等广泛的领域
。

尤其是很多材料是其他文献没有记载的
,

如幽埋家墓石刻
、

造像题记
、

刻经记
、

经幢等
,

就更加珍贵
。

文献内容的丰富
、

广泛
,

能为利用石刻从事科

学研究提供十分广阔的空间
。

研究者可以根据需要
,

从不同的分支学科
、

不同的角度

切人
,

进行断代
、

分域
、

分项
、

分专题研究
,

其研究的前境十分广阔
。

特别是碑刻中有关地理
、

职官
、

姓氏
、

世系
、

宗教
、

经济
、

礼乐
、

刑政
、

民族等方面的

很多材料
,

是传世典籍
,

甚至其他出土文献无法获得的
。

清叶昌炽曾说
: “

撰书题额结

衔
,

可以考官爵 ;碑阴姓氏
,

亦往往书官于上
;
斗霄之禄

,

史或不言
,

则更可以之补网
。

郡邑省并
,

陵谷迁改
,

参互考求
,

缭于目验
。

关中碑志
,

凡书生卒
,

必云终于某县某坊某

里之私第
,

或云葬于某县某郊某里之原
,

以证《雍录 》
、

《长安志 》
,

无不吻合
。

推之他处
,

其有资于邑乘者
,

多矣
。

至于订史
,

唐碑之望族
,

及子孙名位
,

可补《宗室》
、

《宰相世系

表》 ;建碑之年月
,

可辛阿朔闰表》 ;
生卒之年月

,

可补《疑年录》
。

北魏造像记
,

可补《魏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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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老志》 ; 《天重纪功 》
、

《天发神俄 》之类
,

可补《符瑞志 》 ;投龙斋蘸
,

五岳登封
,

可补《郊

祀志 》 ;
汉之孔庙诸碑

,

魏之《受禅 》
、

《尊号 》
,

宋之道君五礼
,

可补《礼志》
。

唐之令长新

诫
,

宋之慎刑箭
、

戒石铭
,

可补《刑法志》
。 ’ ,①他的认识是对的

,

只是碑刻文献所涉领域还

远不止此
,

凡文史研究
,

无不可以大量资取
。

(三 ) 真实性强

传世典籍一般都曾经后人整理
,

书籍辗转传抄翻刻
,

不大可能保持原貌
,

尤其是文

字的变动更大
。

无关紧要的改动
,

问题不大
,

如果改动关键的地方
,

影响到对内容的理

解
,

甚至对一种思想观念的解释
,

问题就大了
。

举一个出土材料的典型例子
。

今本《老

子 》十九章
“

绝圣弃智
,

民利百倍
;
绝仁弃义

,

民复孝慈
;
绝巧弃利

,

盗贼无有
” ,

一直被视

为道家对儒家的激烈反对
。

但是郭店楚简《老子 》却作
“

绝智弃鞭 (辨 )
,

民利百倍 ;绝巧

弃利
,

盗贼无有
;
绝伪弃虑

,

民复季子
” , “

圣
” 、 “

仁
” 、 “

义
” ,

都不在绝弃之列
。

显然今本

是在儒
、

道两家强烈对抗的战国晚期
,

老庄后学所改
。

②

碑刻文字一经上石
,

本身就不易改动
,

碑志在出土之前
,

深埋地下
,

无人篡改
,

一如

地下档案
。

出土之后成为最原始的文献资料
,

属于一次性文献
。

因此
,

其真实性特别

强
。

虽然也有翻刻和伪刻
,

但是就文献而不是就文物的角度考虑
,

好的翻刻一般不怎

么失真
,

尤其是内容一般不会有大的变动
,

从事文史研究
,

用不着排斥
。

至于伪刻
,

只

要经过认真研究
、

细致考证
,

是可以剔除的
。

前人在这方面曾经做过很多工作
,

有不少

成果可供利用
,

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
。

拓本也有先后
、

精粗之别
,

有的拓本还可能经过

后世的挖洗补缀
,

但改动不会很大
,

而且可以通过各种拓本进行校勘
。

研究材料的可

靠性
,

为研究结论的可信性提供了重要保障
。

历代碑刻铭文
,

有一部分在传世文献中有记载
,

我们将碑刻原物或者拓本与之比

勘
,

触处可见两种文献的相异之处
,

传世文献的弱点便暴露了出来
。

清顾炎武 《 日知

录 》取唐石经与传本《仪礼 》对勘
,

补正了传本的多处讹脱
。

阮元作《十三经校勘记 》
,

使

用了大量的石经材料
。

我们曾将《庚子山集 》同出土的两通碑志对校
,

发现传世众本衍

脱错讹甚多
。

③ 再调查《全六朝文 》
、

《全唐文 》
、

《文苑英华 》等
,

发现彼此差别都很大
。

利用大量碑刻材料
,

不仅可以重编全两汉文
、

全魏晋六朝文
、

全唐文
、

全宋文等
,

可

以对历代文人别集进行辑佚
,

而且还可以对已经编纂成书的典籍进行详细校勘
,

为 文

① 叶昌炽著
,

柯昌泅撰《语石异同评 》卷 6
,

中华书局 19 94 年版
。

② 裘锡圭《关于 <老子 >的
“

绝

仁弃义
”
和

“

绝圣邹
,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 》第一辑
,

复旦大学出版社 2() 06 年版
。

③ 毛远 明《石本

校 <庚子山集 >二篇》
,

《纪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华诞国际学术召行寸会论文集》
,

文物出版社 2( ” 8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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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研究提供更加完整

、

真实
、

准确的文献材料
。

(四 ) 产生时间
、

地点可考

碑刻产生年代一般是自足的
,

镌刻时间是碑刻铭文的一个要素
,

一般都要明确列

出
。

少数碑刻自身没有明确的镌刻时间
,

但是可以利用与之同时出土的相关文物
、

镌

刻工艺
、

书法风格
、

文字书体
,

考察碑刻出土的环境等
,

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
。

还可以

在文献本身的字里行间寻找蛛丝马迹
,

考察铭文语言
、

附刻文饰等方面的时代特征
,

进

而作出判断
。

根据我们接触碑刻文献的经验
,

完全不能断代的材料是很少的
。

碑刻实物产生的准确时间
、

地点
,

不仅为鉴定器物
、

鉴别真伪减少了许多麻烦
,

而

且更重要的是能够保证对文献材料的准确利用
,

以及根据研究的需要作出断代
、

分域

的
、

专题的研究
。

二
、

碑刻文献研究存在的主要 问题

碑刻文献著录
、

整理与研究的历史比较悠久
,

司马迁著《史记 》
,

开始著录秦刻石
。

南朝梁元帝《金楼子
·

著书篇 》载
,

他曾编辑《碑志 》十秩
,

共一百卷
,

可惜该书并没有传

世
。

内容
、

体例均无考
。

唐代韦述等史家不仅开始搜集
、

著录金石碑版
,

而且将碑铭运用于史学研究
。

《旧

唐书
·

经籍志 》著录《诸郡碑 》一百六十六卷
,

《杂碑文集 》二十卷
,

只是这些碑铭均未能

流传下来
。

敦煌出土文书中也有辑录碑志 的材料
。

如《李氏造窟功德碑 》
、

《张淮深

碑》
、

《常何墓志》
,

都有写本传世
。

这些材料虽然不著编者姓名
,

但表明唐代已有学者

集录碑版铭文
。

大量著录并考证石刻的学者首推欧阳修
,

他的《集古录 》首创跋尾体例
,

为碑刻文

献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

继起者有赵明诚《金石录 》
、

洪适《隶释 》
,

他们都是学问大

家
,

其著作影响甚大
,

金石之学很快成为学术热点
,

而且代代相传
。

特别是有清一代
,

凡学术成就较大者
,

大都曾研究金石
。

表现为研究的学者多
,

研究的领域广
,

取得的成

果比较丰硕
。

只是学界研究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字形学
、

书法学
、

历史考证方面
。

其成

果形式多随兴感发式的跋尾或者笔记杂录
,

只是就具体碑石点染一二
。

真正有分量
、

有巨大影响的研究专著事实上并不太多
。

研究的广度
、

深度和成果的社会影响都不能

与甲骨文
、

金文相比
,

甚至不能与简帛文献
、

敦煌文献相比
。

碑刻文献的丰富性
、

研究

价值的重要性同碑刻研究的成果现状相比
,

实在很不相称
,

不能令人满意
。

碑刻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存在的问题比较多
,

要做的事情也比较繁
。

我们认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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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方面的问题亚待解决
:

(一 ) 材料散碎
、

原始
,

搜集
、

整理不够

过去的研究没有明确目标
,

没有具体策划
,

缺乏理论指导
。

首先表现在对碑刻文

献原始资料的清理不够
,

虽然学界从不同角度
,

不同层面
,

不同领域
,

以不同的方式
,

对

碑刻文献作了部分搜集
、

分类
、

综合整理工作
,

但并没有全面展开
。

学界面临的现状是

碑刻文献的家底不清
,

情况不明
,

心中无数
,

既难以对这项文献作出准确科学的评估
,

更难以对材料的科研内涵进行有效的发掘
。

我们觉得
,

目前亚须投人精力对历代的碑

刻文献进行全面的普查
,

作好通代的
、

断代的
、

分域的
、

分类的全面搜集工作
,

先把资料

汇集起来
。

在此基础上
,

进行认真细致的
、

负责任的整理
,

比如辨伪
、

录文
、

标点
,

注释

等
。

然后将整理的成果公布于世
,

以供各领域研究之需
。

出版物应该是释文 (包括注

释 )与 图版配套
,

以便研究时复核
,

并且还应该制作成光盘
,

或者在网上公布
,

以便资源

共享
。

只有这项基础工作做好了
,

碑刻文献的研究才会得到基本保证
。

(二 ) 研究缺乏系统性
、

科学性

过去的研究成果确实称得上丰富
,

而且不少研究在某些点上还比较深人
,

比如以

石证史
,

以史验石的工作
,

碑刻各体书法的推广和研究
,

碑别字的汇集和考论等
,

在历

史上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

研究的主要形式是碑铭题跋
,

其优点是保存了部分碑 目
,

研究形式自由灵活
,

但缺点是没有保存碑刻原文
,

材料难以继续利用
。

研究没有系统

性
、

科学性
,

驳杂无序
,

漫无条例
,

使得研究工作很难拓展
,

也很难深人
。

研究的理论
、

手段
、

方法也还不尽科学
,

不太合理
。

如何对过去的研究进行全面清理
,

作出实事求是

的评价
,

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

然后提出新的研究思路
,

设计新的研究计划
,

利用新

的研究技术
,

以便让这份宝贵的文献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

最科学的发掘
,

无论是在研究

的内容上
,

还是研究的思路和研究手段
、

方法上
,

都还值得深人探讨
。

(三 ) 碑刻文献学理论和碑刻文献学史的研究欠缺

碑刻文献学是古文献学的一个分支
,

古文献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

一般原贝IJ
、

理论和

方法
,

对碑刻文献学的研究都有用处
,

都可借鉴
。

但是
,

碑刻文献学又只是以碑刻作为

研究对象
,

属于个别文献学
。

由于文献载体不同
,

形制不同
,

使用范围不同
,

承载的内

容不同
,

文献形成途径不同
,

保存办法不同
,

流通方式也不同
,

因此应该有适合碑刻文

献研究的一套理论和方法
。

诸如碑刻文献的类别
,

文献的制度
,

文献的保存
,

文献的搜

集整理
,

文献的断代
,

文献的辨伪
,

文献的著录
,

文献的研究等
,

都应在全面调查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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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深人细致的
、

切合实际的
、

具体有效的分析研究
,

作出必要的理论归纳和规律

揭示
,

作为碑刻文献研究的门径
,

在方法论上切实指导对碑刻文献的具体研究与合理

利用
。

事实上
,

目前对碑刻文献研究的理论
、

方法
,

取得的成果
,

积累的历史经验
,

存在的

教训等
,

至今也还没有进行系统的清理
。

历史上研究碑刻文献有影响的人物和它们的

论著
,

金石学家 (主要指碑刻 )研究的彼此异同
,

相互影响
,

传承关系
,

各自的研究特色
、

风格
,

以及在碑刻文献研究中的历史地位
,

对中国学术的影响等
,

虽然已有一些零星的

介绍
,

但也还没有进行全面的清理
,

更没有进行科学的描述和中肯的评价
。

三
、

建立碑刻文献学的意见

(一 ) 碑刻学

专门以碑刻作为研究材料
,

考察碑刻源流演变
,

考订碑刻产生的时代
,

描述碑刻的

形制体态
,

追踪碑刻流传
、

保存情况
,

辨别拓本真伪
,

研究文字书体
,

鉴赏碑刻书法
,

以

及利用碑刻材料进行历史文化研究的学问
,

通称碑刻学
。

古代碑刻属于广义的古器物
。

刘舰曾说
: “

碑实铭器
,

铭实碑文
。 ” ①就其

“

铭器
” 、

“

碑文
”

之别
,

可以将碑刻的研究大分为两个分支学科
:

其一是铭器本体研究
、

玩赏和鉴

别
,

属于器物学范畴
。

其二是释读碑铭
,

研究铭文内容
,

属于
“

金石学
”

范畴
。

碑刻学的

研究于此二者都要涉及
,

而关注的重点在后者
。

从学科史的角度考察
,

严格说来
,

一直到清代后期
,

研究金器文字和研究碑刻文字

才开始出现分家的趋势
。

而直到二十世纪
,

碑刻的研究才真正独立出来
,

逐渐成为科

学研究的又一个分支
。

从此
,

以碑刻文献作为研究材料
,

从事历史
、

考古
、

礼俗
、

典制
、

文字书体
、

书法艺术等方面研究的学问
,

被称为
“

碑版学
” ,

简称为
“

碑学
” 。

碑学还有一

个狭义的用法
,

就是在书法上
,

推崇碑刻书法的流派
,

也称
“

碑学
” ,

它是与
“

帖学
”

相对

的一个概念
。

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大
,

研究内容的深入
,

研究水平的提高
,

学界认为应该

称为
“

碑刻学
” ,

或者称
“

石刻学
” ,

我们同意这样的意见
。

不过
,

就这门学科研究的实际状况看
,

在历史研究
、

文字考释
、

书法鉴赏方面的成

果是比较突出的
,

而在其他方面的研究贝叶目当薄弱
。

客观地说
,

这门学科至今也还没

有完全显现出来
,

或者说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

① 刘舰《文心雕龙 》卷 3(( 碑诛 》
,

《四部丛刊》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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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碑刻文献学

碑刻文献学应该是在碑刻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分支学科
,

又是古文献学的

一个分支学科
,

以古文献中的碑刻文献进行研究
,

自然要涉及大量的碑刻文献材料
,

要

涉及大量的碑刻学研究成果
,

还要涉及古文献的一般理论和方法
,

但是其重点应该侧

重于对碑刻文献的理论探讨和规律的揭示
,

努力为碑刻学研究提供材料
、

经验和门径
。

我们认为
,

其内容主要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1
.

碑刻文献产生
、

发展的历史
。

碑刻文献的产生与甲骨文差不多同时
,

这不仅是

典籍传说
,

而且有实物证据
,

尽管已发现的上古碑刻实物并不多
。

碑刻文献的发展在

东汉
,

而高峰则出现在唐代
,

并且延续到现在
,

人们用各种方式制作了大量的碑刻
。

各

时代碑刻文献的状况和特征各不相同
,

应该全面揭示和科学归纳
,

碑刻文献发展演变

的历史应该准确
、

细致地描述出来
。

2
.

碑刻文献的著录史
。

从西汉司马迁写《史记 》
,

著录秦刻石开始
,

到邮道元《水经

注 》记录前代碑刻
,

再到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
、

洪适的《隶释 》
,

清代王超的《金石萃

编 》
、

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 》
,

再到孙星衍
、

邢澎《寰宇访碑录 》
,

一直到现在大型碑

刻拓本图录
、

碑刻录文的出版
,

为我们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文献财富
。

碑刻文献著录

的形式
、

数量
、

内容
、

体例
,

各时代著录的状况
,

承传关系
,

著录的得失
,

已有的经验教训

等都应该研究
。

3
.

碑刻文献的发现
、

保存和流传
。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献载体
,

碑刻有的从开始便

植立于地面
,

直到毁灭
;
有的从开始树立

,

直到现在仍然立于地面 ;有的原先立在地面
,

后来被埋于地下
,

因偶然的机会又重新面世 ;有的一开始便埋于地下
,

由于种种原因
,

后来被发掘出来 ;有的碑刻实物至今仍存留在荒山野谷
,

风景名胜之地
,

有的碑刻
、

拓

片收藏在各地图书馆
、

博物馆
、

文物保护单位
,

有的贝l]仍然流失在民间
,

有的甚至在不

同时代背景下流落国外等
。

碑刻的命运不同
,

埋藏地层不同
,

保存地点
、

保存方式不

同
,

流传情况不同
,

其文献的价值也不一样
。

特别是历史上出土的碑刻
,

其现存状况尤

其重要
,

必须清楚来龙去脉
,

才有利于碑刻的具体研究与利用
。

4
.

碑刻文献的制作
。

因时
、

因地
、

因人
、

因所书内容等情况不同
,

石材质地的选择
,

石面的整治处理自然不会相同
。

碑刻的制作人
、

制作工具
、

制作工艺
、

制作程序等
,

也

各不相同
。

其间反映出时代特征
、

地域特征
、

等级特征
、

类别特征等
,

既千差万别
,

又有

内在规律
。

碑刻文献学应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
,

进行分析综合
,

追源溯流
,

提取其

规律
。

5
.

碑刻文献的形式类别
。

由于时代不同
,

用途不同
,

制作方式不同
,

制作人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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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碑刻文献在形式上曾出现碑竭
、

石网
、

摩崖
、

墓志
、

题名
、

造像
、

经幢
、

杂刻等很多类

别
。

而类别不同
,

所记载的内容自然不会一样
,

文献的价值也各有侧重
。

历史上曾经

有人进行过分类
,

但是由于分类标准不一
,

有的分类多到四五十类
,

仍然有交叉重合
。

怎样分类才科学合理
,

必须深人研究
。

6
.

碑刻文献的形制特征
。

不同类别的碑刻
,

其形制 自然不同
。

同一种类别的碑

刻
,

既有共同的构成成分
,

如墓碑有碑阳
、

碑阴
、

碑额
、

碑跌
,

墓志有志铭
、

志盖
,

经幢有

幢座
、

幢身
、

宝盖等
,

都分别各有形制
,

各有名称 ;而落实到每一通碑石的具体形制
,

又

各不相同
。

我们的研究
,

既要归纳共同成分的特征
,

又不能放过个别差异
。

7
.

碑刻文献的内容
。

将碑刻文献的内容分门别类地梳理
,

既有利于把握文献的全

貌
,

又有利于文献的合理使用
。

还可以与传世文献以及其他出土文献相比较
,

发现其

优劣得失
,

便于互相补充
,

互相校正
,

互相利用
,

无论是对于文献的整理
,

还是进行各学

科的研究
,

都有好处
。

但是碑刻文献的内容实在太复杂
,

粗分还是细分
,

用什么标准

分
,

都还没有展开认真讨论
,

因此在内容方面至今仍然是混沌的
。

8
.

碑刻文献的整理与辨伪
。

碑刻文献须要整理
,

才便于使用
。

基于碑刻文献的特

殊性
,

除了古文献整理的一般理论和方法可以借鉴外
,

还应有适合碑刻文献整理的理

论和方法
。

包括材料收集
、

断代
、

铭文释读
、

标点
、

注释
,

以及碑刻文献的出版形式体例

等
。

碑刻多鹰品
,

这是不争的事实
。

不论是碑刻原物
,

还是拓本
、

摹本
,

都有伪品
。

古

文献学辨伪的一般原则
、

理论
、

方法
,

自然可以利用
。

而碑刻作伪又有特殊性
,

应比较

全面地描述历史上伪刻的状况
、

特征
,

清理历史上出现的碑刻辨伪成果
,

总结辨伪的经

验
,

以指导今后的碑刻辨伪工作
。

9
.

碑刻文献的研究成果及其评价
。

碑刻文献的研究
,

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

研

究人员多
,

成果门类多
,

研究样式多
,

数量十分庞杂
。

从研究的不同 目的
,

不同视角
,

不

同侧面揭示碑刻文献的研究价值
,

正确评价研究碑刻文献的重要人物和重要著作
,

清

理前代的研究成果
,

总结研究经验
,

归纳研究方法
,

分析其存在的问题
,

对于学科史才

有清晰的认识
,

才有利于站在学科研究的前沿观察和思考问题
,

选择恰当的切人口
,

从

事各项研究
。

1 0
.

碑刻文献的专题研究
。

利用碑刻文献从事各方面的专题研究
,

是系统
、

深人
、

全面研究碑刻文献的必经之路
。

如历史研究
,

包括补史之缺
、

纠史之误
、

历史地理研

究
、

经济史研究
、

政治史研究
、

边疆史研究
、

中外关系史研究
、

教育史研究等 ;经学研究
,

包括经学史研究
、

经典异文研究
、

纬学研究等 ;碑刻书法研究
,

包括书法史研究
、

书法比

较研究
、

书法分类研究
、

碑书家派研究
、

碑书研究史的清理
、

刻工研究等
;
文化史研究

,

包括职官研究
、

礼学研究
、

姓氏谱蝶研究
、

社会习俗研究
、

泛神崇拜研究等 ;宗教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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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宗教碑刻的分类整理
、

宗教碑刻的内容清理
、

宗教派系研究
、

习俗与宗教关系研究

等 ;碑刻文学研究
,

包括碑刻文体学
、

文章学
、

风格学
、

碑刻文学史等 ;碑刻语言研究
,

包

括音韵研究
、

文字研究
、

词汇研究
、

语法研究
、

民族古文字研究等 ;科技研究
,

包括建筑

史研究
、

水文水利史研究
、

医学及医学史研究
、

地震史研究
、

天文学及天文史研究
、

地理

及地理测绘史研究
、

种植纺织史研究
、

工业技术研究等 ;艺术研究
,

除了书法艺术
,

还有

画像艺术研究
、

造像艺术研究
、

装饰符号研究等
。

可见
,

不论是碑刻本体研究
,

还是利

用碑刻文献从事各个领域的具体研究
,

其研究的空间都很宽广
。

总之
,

碑刻文献产生的历史十分悠久
,

源远流长
,

伴随着历史的进程
,

从来不曾间

断过
,

直到今天仍然在大量产生
。

碑刻文献具有鲜明的纪念性
、

标志性
、

张扬性特征
,

在所有铭刻文献中
,

数量特别庞大
,

内容异常丰富
,

而且今后一定还会有大量的新材料

源源不断地出土
,

研究前景十分乐观
。

对它的研究
,

起步既早
,

研究成果也算得上 丰

硕
,

可供利用和借鉴的东西很多
。

当然
,

由于至今碑刻学和碑刻文献学还没有真正建

立起来
,

不容易聚集力量
,

形成研究热点
,

更不容易凝聚研究的焦点
,

自然会严重影响

对碑刻文献的全面
、

深人研究
,

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没能得到深人研究和充分利用
,

实在十分可惜
。

虽然有一批学者早就呼吁建立碑刻学
,

但是响应者并不多
,

并没有在

学界产生太大影响
。

因此急需组织力量
,

投人人力
、

物力
,

全面搜集
、

整理碑刻的具体

材料
,

搭起研究的平台
,

努力构建先进的
、

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框架
,

探索科学合理的

研究方法
,

从不同视觉分门别类地展开全面研究
。

我们相信
,

经过学界的共同努力
,

建

立起真正意义的碑刻学
、

碑刻文献学是完全可能的
,

这应该是历史的使命
。

(本文作者毛远明
,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