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东莞市博物馆藏碑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东莞市博物馆藏碑刻>>

13位ISBN编号：9787501026456

10位ISBN编号：7501026459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时间：文物出版社

作者：东莞市博物馆 编

页数：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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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市博物馆藏碑刻>>

前言

　　罗丹曾言：“世界并不缺乏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东莞，一座创造了并继续创造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奇迹的城市。
在这个面积不过2，465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在短短的30年问，历史巨变呈现了从贫穷到富庶的
巨大反差，以至于许多人相信，东莞的今日，不过是历史的一个意外。
　　然而，欲理解一座城市的今生，就必须读懂她的前世。
事实上，东莞历史悠久，文脉绵长。
在经济的外表下，她有着穿越时空的人文魅力。
虎门销烟，那缕融会历史悲凉与豪迈的硝烟弥漫延续至今。
从近代再往前追溯，纵观各历史时期，东莞先哲乡贤在广东乃至国内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的
皇皇著述、仕履政声，为莞邑积淀了厚重的文化底蕴，他们的精神风范为中华民族增色添辉。
尤其在明一代，人才之盛可用“群星灿烂”来形容，难怪理学名臣丘溶在为东莞县所写的《重建儒学
记》一文中要感叹：“岭南人材最盛之处，前代首称曲江，在今世则皆以为无逾东莞者。
盖人皇朝以来，逾百年于兹，岭海人士，列官中朝长贰台省者，无几何人，而东莞一邑，独居其多。
”　　因此，东莞并非一些人所说的“文化沙漠”，而是人们没有意识到历史面纱掩饰下不断继承和
成长的“绿洲”。
在精彩纷呈的历史和现实面前，或许因为在经济与人文之间增量的侧重太过明显，议论一直存在。
东莞在这一方面，继续广东那种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姿态，做了再说。
以至于在过往的历史变迁中，曾经“得风气之先”的东莞，涌现出的是人们对它的陌生和惊异，乃至
种种争议。
所以，解读和阐析东莞背后的人文根脉，需要有一种“发现”的精神和素养，需要挖掘隐藏在堆积如
山的典籍及器物中的历史精髓。
对于文物工作者而言，责无旁贷。
　　东莞市博物馆的前身是创建于1929年、竣工于1931年的东莞博物图书馆，与有着80年历史的老馆
一一广州博物馆同为我国早期创建的博物馆。
作为东莞市唯一的综合性博物馆，担负着当地文物收藏、保护、研究、宣传和教育职能，是博物馆之
城建设中藏品托管与保护基地。
80年也许并不算长，但在这段时间里，通过历年的考古发掘和文物征集，东莞市博物馆积累了较为丰
富的馆藏文物，其中不乏精品。
更重要的是，这些珍贵的文物，大多都是东莞文明与历史传统的见证物。
　　我们欣喜地看到，东莞市博物馆以馆藏文物为依托，结合研究课题，编辑出版《东莞市博物馆丛
书》。
这套丛书，旨在记录千年莞邑的发展历史，挖掘她不为人所熟知的人文魅力，让东莞的现代文明在这
份底蕴深厚的文化遗产的孕育下，焕发出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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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莞市博物馆藏碑刻》收录东莞市博物馆所藏历代碑刻的拓片近六十种，并附以录文和简要考
释，还收录相关研究论文数篇。
所辑碑刻的年代，上起北宋，下迄民国，以明清为主。
碑刻的种类有墓志碑、纪事碑、诰命碑、告示碑、功德碑、艺文碑等，其中主要为墓志碑。
碑刻的内容，涉及北宋至民国近千年东莞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教育等方面，是研究东莞社会
历史的珍贵文献，具有多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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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明天顺三年（1459）立石。
王直撰文，马昂书丹，沈固篆额。
　　碑下部残，残存部分高90厘米，宽97厘米，厚5厘米。
无碑额，正文题名为“故通议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罗公神道碑铭”。
碑文楷书，23行，字径3厘米，文字多漫漶不清。
[民国]《东莞县志》（卷92页8-10）有著录。
碑中缺字以康熙刻本《觉非集》（卷10页28-31）中王直所撰《罗公神道碑铭》补全。
碑文：故通议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罗公神道碑铭　　资政大夫吏部尚书泰和王直撰文　　资政大夫
兵部尚书大粱马昂书丹　　资政大夫户部尚书丹阳沈固篆额　　公罗氏，讳亨信，字用实。
其先南雄人，后徙东莞之英溪。
高祖俊，曾祖应辰，祖德宽，父祖昌，俱不仕，而以公贵，祖考皆累赠至右副都御史，妣皆赠淑人。
公自幼知学，喜读书，年十二丧其母，即能以礼服丧。
选为学官弟子，业成。
永乐癸未，以《诗经》领乡荐，明年取进士，授工科给事中，命往嘉兴视水灾，奏免嘉兴、海盐、崇
德三县粮税，以苏民困。
丁内艰，起复调吏科给事中，升右给事中。
坐累谪为吏交趾。
公虽贬降，而益勤于事，分所当为者无不为。
久之，用荐起拜山西道监察御史，赐白金。
命往通州，察仓库之弊，得老奸宿蠹若干人，皆伏法。
巡按真定等府，旌廉黜贪，勉饬学校，人知劝沮。
清军山西，凡阅五万余名，无枉漏者。
丁继母何夫人忧，命驰驿奔丧，即起服。
既至京，大臣有言其堪任方面者，诏复旧任，食正五品禄。
宣德乙卯，升右佥都御吏，赐楮币，命同武员往平凉、庄浪等八卫练兵，以备边。
公殚心尽力，夙夜不懈。
上念边境寒苦，降敕勉劳，各赐文绮二副，公益感激自励。
正统丙辰，仍与都督赵安率师巡边，赐红纡丝衣以行。
正统戊午，丁外艰，有旨夺情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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