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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几年前，我以公务去日本东京，见到了老朋友木鸡室主人伊藤滋先生，伊藤先生是当今日本一流的碑
帖鉴定专家，在国际金石界也非常有名。
每有日本之行，我总要去拜访一下伊藤先生，与他探讨一些关于碑帖鉴定方面的问题。
这次与伊藤先生之晤，他馈赠给了我一部他的新作《游墨春秋》。
这是一部化高深的碑帖研究为浅显的鉴赏性读物的著作。
其实，只要看一下此书的出版者为“日本习字普及协会”，大约也就可以想象出这本印刷、装帧均称
精美之书的内容了。
我虽不通日本语，但伊藤先生行文中所使用的汉字极多，大略也能看懂书中的说明文字。
概而言之，这是一本浅显、有趣的有关碑帖研究的读物。
从那时起我就在想，为何国人不去写出这样一部书呢?为什么国内所能见到的大都是只有高深的碑帖鉴
定、碑帖研究专家才能读懂和感兴趣的书呢?今年初，长安碑帖研究者宗鸣安先生寄来新著《碑帖收藏
与研究》的部分手稿请我作序。
展卷略读，顿觉前负尽释。
因为这正是我几年来心中企盼良久的那种书，自不免观书而生出许多想说的话来。
在碑帖的研究与收藏之中，究竟有哪些“美事”、“美感”，为何古往今来总有那么多人对碑帖如此
看重，如此痴醉呢？
观宗先生此书，读者也许就能了解到这其中的原因，同时也可以看出宗先生对这种“美感”追求的历
程。
下面，我就从这几个方面来谈谈：一、碑帖的资料之美碑帖是中国古代因人、因事而书刻到碑石、摩
崖、木板之上，又经传拓出来，并得以广为流传的一种文献记录和书法艺术品。
碑帖除了书法艺术的欣赏之外，其内容也包含着史料价值，这种史料价值往往可以弥补历史研究中的
资料阙失，同时也可以印证某些历史事实。
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有一传世孤本，为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所书写的《神策军碑》，宋代所拓。
此碑立于唐宫之内，历来外人鲜有知晓者，拓本也更是难得一见。
“神策军”，唐代宫廷禁军之名，在中国历史文献和典籍中，有关“神策军”的记载十分有限。
后世研究唐代的宫廷禁军制度，此碑拓本就成为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
我曾读过一篇关于唐代禁军研究的文章，是原山东大学王仲萦先生的博士生齐勇锋所撰写的，文中就
引用了《神策军碑》的内容作为论据，可谓言之有物。
宗先生此书中多有论述碑帖刻石所涉及的历史背景、历史事件，如果读者能够从中获得一些提示，获
取一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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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碑帖收藏与研究》共选历代碑帖一百八十种，重点是在汉、魏刻石之中。
在这些碑帖中，有稀罕者，有常见者，层次各不相同。
论说也有简有繁，但还算是言之有物。
特别是对近数十年来所出土的一些汉魏碑石，做了较为详尽的考释。
对一般读者来说，对刚刚介入碑帖收藏的人来说，《碑帖收藏与研究》无疑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另外，该书于每篇文后，列出了碑帖在现行市场上的参考价格，这也是近代金石研究著作中少有的现
象，这也是《碑帖收藏与研究》的特色之一。
碑贴是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碑贴研究是门集艺术、史料、文献、工艺以及目录学为一身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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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画赞碑 唐玄宗天宝十三年178 唐大达法师玄秘塔碑 唐武宗会昌六年179 宋黄公神道碑 南宋孝宗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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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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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此书前后写了三年，从写提纲，到写初稿，再到抄改一过，总共抄写了超过一百万字，而且，前前后
后完全是用手写的形式完成的。
尤其是到了书稿抄改的后期，几乎天天都可以用“腕几断”来形容。
不是我不想用电脑来打字，不是我不接受新科技，实在是写作如金石文字这类的文章，电脑中常常打
不出那些变形字、假借字来。
如果硬是要用电脑打字，硬是要慢慢地在那里拼字，就必定会影响了写作的思路和写作的情绪。
我不知道当今研究金石文字的人使用电脑写作的多不多，总之，我不适用。
在此书将要完成的这最后一年里，本人经历了人生的许多大事。
或悲或喜，但仍是一步步地走来。
自己的信念是一个方面，家人的支持、朋友的支持是绝不能少的。
本书将要出版之际，我要特别感谢责任编辑储小平兄，没有他的努力，此书或无法出版。
还要感谢金石家陈根远兄，因为我常常打电话给他，核实、询查了许多问题。
长安德高望重的宿儒陈少默翁、曹伯庸老经常问及此书的写作，并提出了不少意见。
曹伯老酷暑之中还精心为此书题写了书名。
各方厚爱让我感到，生活在这样一个具有浓厚文化气息的城市是何等的幸运。
此书无疑是我一生经历中最重要的一个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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