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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雪雲鶴 著

葉昌熾石刻學研究



提    要

葉昌熾是清末民初著名的藏書家、金石學家，其著作《語石》被譽為我國第一部古代石刻

的通論性專著。本文立足於葉昌熾的石刻學著作《語石》、《邠州石室錄》等，補充了《支那金

石書談》及南京圖書館藏《五百經幢館碑目》等新材料，結合民國手札、日記等社會史材料還

原「碑目」在歷史語境中的用途與文本形成方式，並從經史學術地位的變化重新闡釋清末學者

複雜的收藏心理，發掘《語石》一書在傳統金石學向近現代考古學轉型中的學術意義。

全文共分為四章：第一章在總結清以前金石學史的基礎上，分析傳統金石學的著述體例發

展情況以及晚清金石學出現的新變化：石刻學的獨立。在這些學術背景的鋪墊下，結合葉昌熾

的早年生活將其未刊石刻學著作還原到歷史語境下，探討其未刊碑目與題跋的實用價值與社交

屬性。

第二章圍繞葉昌熾仕宦期間的收藏情況與《語石》的文本展開。針對《語石》文本展開的

內容包括，考察《語石》的體例和引書特點，明確了葉昌熾對當朝金石學著作的關注，以及對 

《金石萃編》等著作的利用。葉昌熾在引用其他文獻時，以文本的稀有性為篩選標準，且會注意

保留原文本的客觀內容，體現了傳統金石學中已初顯學術範式的轉型。

第三章探討戰爭背景下葉昌熾的收藏心理。晚清士大夫常有為自己收藏活動並非「玩物喪

志」的焦慮，葉昌熾以「書淫墨癖」來總結自己的碑帖和書籍收藏活動。戰爭背景中的收藏活

動在主觀上將收藏活動作為自己逃避亂世，宣洩情感出口。本章還勾勒了葉昌熾與刻書工匠的

交往，從社會史角度考察《語石》、《邠州石室錄》等石刻著作的刊刻細節。並以《邠州石室錄》

中葉昌熾摹勒的拓片為例，結合手札、日記中所載書法實踐活動，考察了葉昌熾書學觀念及臨

池活動。

第四章以《語石》為例，回顧民國時期學者對《語石》的評價與續作，並結合島田翰與中

國學者的交流情況兼論晚清時期中日學者的學術活動。最後介紹了新材料《語石》的日文譯本，

藤原楚水所翻譯的《支那金石談》。並結合跨文化視角探討不同時代、國家對書籍、石刻拓片收

藏鑒賞活動的認識。

附錄一為本文插圖輯錄，附錄二以浙江大學出版的《語石》點校本為主要工作本，結合國

家圖書館藏章鈺批校《語石》，及中國美術學院藏歐陽輔批校《語石》為對照，輔以金石拓片、

傳世文獻等材料，校補《語石》文本中的錯訛之處。並對韓銳校注本中「未見著錄」的不明碑

刻進行考證補充，充實相關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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