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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刚
赏 读 新 印 《 石 鼓 文 》

雅 昌 文 化 集 团 印 制

限量发行、绝版印刷

石鼓安，国运昌

谛观善本、品读经典

75 折：1410 元（定价：18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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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 U  S H A O  G A N G
 刘绍刚，又署少刚，

1958 年 8 月生于济南。

1982 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1986-1989 年师从蒋维崧先生攻读文字书法专业研

究生，获文学硕士学位。

原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古文献研究室主任。

兼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书法培训中心

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研究员。  　　

曾获 1981 年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二等奖。

1983 年首届全国篆刻征稿评比一等奖，并多次参加全国书法篆刻展、全国篆刻艺

术展及中日、中韩和海峡两岸书法篆刻交流展。

著有《中国古代文房四宝》《篆书诗词名句选》《蒋维崧临商周金文》（与蒋维崧

先生合著）《刘绍刚印存》《泉城雅集》《刘绍刚篆书舜典》等著作。

由庸堂张鹏先生编著、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石鼓文》，是

安思远先生收藏碑帖精品之一，封面有二百兰亭斋主人吴云 (1811-

1883) 题签。庸堂在《神游物外心绪思远》中写到：  此本除正文第八、

九开（马薦鼓、吾水鼓）做了裁剪外，其余均为整拓，为存世最早

的整拓善本，……以此遍检其他公、私所藏《石鼓文》拓本，可知

是拓当属凤毛麟角，罕出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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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扁者最好，谓之蜾扁，徐铉谓非老手莫能到，《石鼓文》是也。” 

[3] 同一时期的泰不华（1304-1352）还开始把石鼓文的书法揉入其篆书之

中，这说明在元代，石鼓文拓片或翻印本的流传已经比较广泛并被书法家

所学习。此次出版的《石鼓文》善本，曾经原收藏者吴云根据潘氏《石鼓

文音训》定为元代至元己卯以前所拓，或如雅昌二玄比较审慎地认为属“元

明间拓”，都是有据可依的。

近代以写石鼓文成名的书法家，当首推吴昌硕。光绪六年（1880），

吴昌硕 (1844-1927) 曾寓吴云 (1811-1883) 两礨轩以《篆云楼印存》请教，

很有可能在吴云处见过这本元明间拓《石鼓文》。在这之后，吴昌硕才开

始学习石鼓文，对石鼓文的笔法浸淫日久，影响了他的书、画、印，使他

卓然成为一代宗师级人物。

吴昌硕篆书“西泠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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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己未（1919）作节临《石鼓文》四屏

刘绍刚书法册页

与吴昌硕同时期的另一位篆刻家黄牧甫 (1849-1908) ，1885 年

在北京国子监参加了重摹宋本《石鼓文》的工作，现在我们能够看到，

黄氏的篆书也深深地植根于石鼓文之中。

这两位影响至今的书法篆刻家，都受益于石鼓文的滋养。

我在八十年代初曾向蒋维崧先生请教如何学习篆书，蒋先生也

是让我先临摹石鼓文。大概是因为在流行的秦篆拓本中，峄山刻石

是南宋郑文宝根据徐铉的摹本翻刻，琅琊刻石存字太少，而泰山刻

石，又被马衡、容庚、裘锡圭三位先生提出了其是否出于原拓的疑问，

所以石鼓文是学习篆书最好的范本。



再来说说这次出版的元明间拓《石鼓文》是否为“最善本”的问题。 在雅

昌二玄的微信公众号推文《安思远旧藏“最善本”< 石鼓文 > 付梓出版，即将

发行！》中，我看到了马成名先生《关于明朝安国“十鼓斋”收藏宋拓 < 石鼓

文 > 之我见》一文的主要观点， 随即查找到了马先生的原文。

马先生在比对了原石拓本与安国本的“拼凑翻刻”现象，考据了“三本”

题跋的“移花接木”和“张冠李戴”现象，并证明了“三本”之上安国与华夏

二人的收藏印均为“加盖伪印”现象之后，以为： 所谓明朝大收藏家安国“十

鼓斋”收藏的《石鼓文》是翻刻本，安国没有收藏过，而且安国亦没有“十鼓斋”

和“天香堂”的室名，沈梧亦没有收藏过。是上海艺苑真赏社主人秦氏所伪造。 

也就是说现收藏在日本的《石鼓文》先锋、后劲、中权三本，皆出于民国时期

的伪造！我相信这不仅对我个人，恐怕对整个学术圈都是一个颠覆性的意见。

我虽然不擅碑帖鉴定，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也在古文献研究室随张燕生

的徒弟王敏先生整理过四年多的碑刻墓志，对碑刻鉴定略知一二。从前曾写过《秦

泰山刻石传本二种考》和《早期石刻拓本中的几个问题》两篇文章，主要是研

究早期碣石类石刻传拓中存在的问题。文章所依据的资料，除了晚清发现的好

大王刻石之外，最主要的还是明朝安国收藏的 165 字本《泰山刻石》和《石鼓文》

先锋、后劲、中权三本。

马 成 名 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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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先生的文章虽然没有明言安国藏 165 字本《泰山

刻石》也是出于秦氏所伪造，但明眼人不难在文章中发

现其观点。如果马先生的结论不误，那这两篇文章的根

基就会被推翻。于是我对马成名先生的文章展读再三，

并找出一些相关的石鼓文拓片资料和学术著作进行比

对，一时还没有发现可以否定马先生观点的线索。之后

我又请教了专注于碑帖鉴定多年的上海冯磊先生，冯磊

在微信中回复说：

其实日本的数册石鼓，我早就觉得不对，在几年前

上图办石鼓展时，也跟马先生交流过，大家都觉得不对，

也就没有更多的深入讨论。后来看他的文章，虽觉得论

证还不是十分充分，至少已有的材料也差不多能说明这

几册的问题了，毕竟一个人关注的角度不可能太多。我

认为这几册可以确定是民国时作伪的。

这样一来，就目前所有传世可见的《石鼓文》拓本

而言，其“最善本”就是本次雅昌二玄携手山东人民出

版社出版的“    远旧藏善本碑帖选”之元明间拓《石鼓

文》。

最后说几句这本书的印制。十几年前，我在北京雅

昌印制中华书局的《蒋维崧书法集》时，结识了此次出

版安思远旧藏《石鼓文》的庸堂先生。在关于艺术图书

出版的交流之中，我们都认为书法碑帖的印制并不是黑

白分明就可以了，而是要尽可能还原拓本的金石气息和

书法韵味，在制版时需要反复调试才能达到满意效果。

雅昌作为国内印刷行业的标杆，并不是因为有多么

先进的印刷设备，或者什么“不传之密”，而是因为有

许多像庸堂这样精益求精、喜欢“较真”的员工。

今天翻阅这本《石鼓文》，让人感觉如见真迹一般，

我知道了庸堂先生在策划出版这套图书的过程之中，不

仅仅只是编著，而且在幕后的印制中没有少下功夫。另

外，这本书做成了大八开蝴蝶装，却能在翻阅时保持平

整无粘贴痕迹，看得出在装订上也是下了功夫。

山东是石刻大省，存世秦汉刻石占国内总量的半数

以上。过去山东出版了不少石刻方面的著作。这次山东

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最早的石刻——先秦《石鼓文》的

最善本，对于石刻文字研究和书法的学习者来说，无疑

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