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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西冷印社百年史上，有一些旧事旧人是不能忘怀的。
吴昌硕等人抢救汉《三老碑》，是20年代印社史上标志性的大事。
本次编稿集中了散藏各处的汉《三老碑》拓本共九种，特别关注不同时期各种拓本中先贤的题跋文字
内容，并试图依此勾画出一个大致明晰的汉《三老碑》鉴藏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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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难看出，名单所列均为沪浙两地知名人物，有浙江督军卢永祥及其部下陈乐山、潘国纲二位师
长，有绍兴籍上海知县沈宝昌、海宁籍前清遗老姚煜、湖州首富张均衡、嘉兴在沪实业家姚福同、嘉
兴闻人徐钧、南浔“傻公子”刘承干、乌镇在沪大商人徐棠宇，有文化名人俞寿璋、蒋汝藻、丁辅之
等，还有沪浙两地的印社社员，这一群人奏响了迎接《三老碑》回归浙江的交响曲。
上虞籍金石家罗振玉闻知，为众人精神所动，亦捐出其所藏“汉齐桓公吴王画像石刻”（石高约77厘
米，宽85厘米）。
同人一并迎回西冷，同样让浙人骄傲。
可以说，没有社会各阶层力量的支持，就没有《三老碑》回归浙江、落户印社的可能！
　　笔者在研究中还发现：以往许多描叙《三老碑》回浙的文章，着重强调吴昌硕、丁辅之得知后，
立即联系同乡，发起书画篆刻义卖。
参加者各捐书画印谱10件，古字画30件，举行义卖，最后募集8000银元，向陈某赎碑运抵印社。
但是，笔者反复阅读印社1957年以前的相关史料，尚未找出有为赎《三老碑》而捐书画义卖的点滴记
载。
所有记载，几乎众口一词地反复强调这次行动是“捐金赎之”。
　　《三老碑》落户西泠，由丁辅之、叶为铭负责监造石室，落实安置工程。
整个工程总共支洋11270元，收支平衡。
其中“支东汉三老石价洋8000元；支汉画像石价洋250元；支两石运费洋118元；支上海交通银行垫款
息洋103.5 6元；支石室建筑费洋2200元；支开平山石洋灰平地工料66元；支立碑配石座工料洋34元；
支石室立匾刻字工料洋8元；支石室内添制石桌工料洋30元；支铁门连锁玻璃油漆工料洋63元；支碑记
题名石刻字工料洋147元；支移建贞石亭费洋135.7 4元；支金锔匠砌路挑土工洋25元；支拓碑纸工
洋67.2 元；支拓碑记题名画像纸工洋22.5 元”。
　　1922年7月石屋基本建成，由社长吴昌硕作记，略述其事。
1923年秋天，邀请时年81岁的著名书法家冯煦撰书“汉三老石室”门额，并雇工镌刻。
至此，《三老碑》落户西冷已全部完工，成为迎接西泠印社成立20周年的一份大礼。
　　石室门侧，名家题楹，昭示来者，经年不绝。
甲子孟春之月，张均衡集葩经：“我思古人，有扁斯石，其究安宅，莫高匪山。
”甲子百花生日，胥云龛主朱景彝题：“东汉文章留片石；西冷翰墨著千秋。
”中元乙丑春日，钱塘丁上左撰，长乐黄葆戊书：“竞传炎汉片石；永共明湖万斯年”。
西泠印社卅周纪盛，癸酉春仲，童大年题：“西冷结社千秋社；东汉石传三老碑”。
这些联对，更使《三老碑》锦上添花，蓬荜生辉。
　　西冷印社感谢所有为回归《三老碑》而努力的人，包括禀报信息的毛经畴先生，转让石碑的陈渭
泉先生，石料制作的吴大牛先生，石室刻字的俞廷辅、吴福生先生，虽然理由不一，但一样值得感恩
。
　　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无论岁月的风云如何变幻，西冷印社的守护者兢兢业业，恪尽托付。
虽然岁月沧桑，《三老碑》安然无恙。
　　1951年，西泠印社的创始人王福庵与另一位创始人吴隐之子吴振平一起将西泠印社园林、文物捐
献给人民政府，分别交由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杭州园林管理局管理，从此《三老碑》和印社所属文物
一样在政府的视线受到倍加精心的呵护。
1957年春园林管理局拨专款对“汉三老石室”进行维护修缮，补做损坏的匾额楹联，并将“汉三老石
室”及室内所列文物列入养护项目。
1963年6月，在西冷印社60周年庆典前夕，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将“汉三老石室”内《三老碑》等25件（
组）碑刻、石器专项移交西冷印社管理。
汉《三老碑》的管理权、所有权又回到了西冷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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