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邗 （上接 10 版）

计杞人忧 。 摩挲翠墨神犹王 ，

何日皇文勒介邱。 （原载《籀公

谱稿》卷六 ，此据徐和雍 、周立

人辑 《籀庼遗文 》， 中华书局

2013 年版，下册第 553 页）

又邓辅纶有 《题陶斋尚书

天发神谶碑图》：

提挈瀛寰七万里 ，摸苏埃

及五千年 。 佉仓自古援神契 ，

斯邈而还此笔坚。 雪夜衔碑成

俊赏 ，墨华腾几秀高烟 。 可怜

一世泥砖本 ， 明眼当之不值

钱。 （《抱碧斋续集 》，《抱碧斋

集 》， 岳麓书社 2012 年版 ，第

117 页）

还有 ，陈三立 《题陶斋尚

书〈陶公亭雪夜评碑图 〉，图后

为天发神谶精搨本》，有两句：

东搜扶桑制 ， 西摹埃及

碣。 （李开军辑《散原精舍诗文

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

版，上册第 207 页）

又 《济南李一山乞题唐拓武梁

祠画像》，又有几句：

期藏金字塔 ， 大块一私

橐。 五州震仰之，光芒魑魅却。

（同上，上册第 558 页）

这也透露出诗人对埃及遗物

的一点兴味。

不仅如是 ，埃及遗物更一

度成为文人雅集的主题。

1935 年 ，夏孙桐有词 《锁

阳台》，小序云：

陶斋昔赴欧西考察政治 ，

购埃及古刻甚伙。 余得其造像

拓本 ， 或云五千年前女王也 。

袒胸被发 ，冠如鸟形 ，手执镜

制甚异，无题识。 徵同社赋之。

词云：

金墖遗封 ， 碧珉荒迹 ，争

看绝域蛾眉 。 青禽覆额 ，加冕

属阏氏 。 顾影春风美满 ，冰奁

对，纤腕新持。 休轻道，无盐刻

画，裸国少妍姿。

骞槎曾载石 ， 摩挲翠墨 ，

鞮译传疑 。 已镌苕字翳 ，云雨

迷离。 增我伊川一叹，蛮妆遍，

举国东施。 空依约，风鬟雾鬓，

海外补宫词。 （夏志兰、夏武康

《悔龛词笺注 》，内蒙古大学出

版社 2001 年版，第 178 页）

由小序可知 ，夏孙桐主动以端

方昔时所赠埃及女性造像为

题 ，在词社内征集作品 。 而应

和之作今尚存多篇。

汪曾武有 《女王曲 》，其小

序云：

乙亥仲秋 ， 寓斋词集 ，闰

庵属以所藏埃及女王画象拓

本为题 。 是碑 ，端忠敏同门考

察政治西洋 ，购石携归 ，拓本

罕觏 。 溥心畲知女王为殷时

人，生时有文在手 ，左右各一 ，

曰：水陆卓有功 ，功雄长欧西 。

象戴凤冠 ，手持明镜 。 姑就所

知率成二解。

词云：

周前夏后夸明圣 ，李唐武

曌无斯盛 。 囊括展雄才 ，英风

遍九垓 。 生成文在手 ， 水陆

还书籀 。 轶事说寰西 ，五千年

可稽。

蝉冠凤翼窥明镜 ， 宫中

照彻惊鸿影 。镌刻未题年 ，青

珉海外传 。陶斋勤访古 ，寰宇

碑宜补 。珍重压归装 ，几人椎

本藏。

作者特意选择 《女王曲 》这一

词调 ， 响应埃及女王画像主

题，足见匠心。 其辞句甚工，内

涵亦深，可谓精心之作。

另有章钰七绝 《题埃及女

王像》：

青鸟飞来厌鬓丝 ，玉台也

自弄娇姿 。 愧非金塔传奇手 ，

五百年前记艳尸。

又赵椿年七绝 《题闰庵年老先

生埃及女王造像拓片画轴》：

凤诺同签押尾书 （埃及敕

令多王与后同署 ）， 鹖冠犹似

上头初 。 尼罗河畔临流影 ，玉

面分明见锦车。

翠羽何如翠墨新 ，好从活

洛（按：此系 “托活洛 ”略称 ，指

端方 ）访遗珉 。 燕支已失无颜

色，愁绝明妆揽镜人。

又邵章七绝 《题闰庵前辈埃及

女王造像画轴》：

束发加冠凤翼骞 ，惊鸿照

影入宫年 。 残珉海外珍椎本 ，

良匠应踰卫改镌。

又黄孝平词 《满庭芳·题埃及

女王造像拓本》：

珠凤攲鬟 ， 明蝉照鬓 ，鬘

天影事留痕 。 诃梨半掩 ，镜里

月黄昏 。 十种宫湾奁艳 ，可怜

是，金塔离魂。 空相惜，摩诃曲

子，钗细〈钿？ 〉逐时新。

啼妆窥半面，咒心化石，捣

麝成尘。 任压装海客， 分载残

春。 谁解兰阇索笑，飞鸾影，空

剩青珉。 依稀认，劫灰罗马，留

有捧心颦。 （以上皆见夏志兰、

夏武康整理 《闰庵公遗墨辑

录 》，2004 年自印本 ， 第 281－

286 页； 另参刘叶秋 《艺苑丛

谈·埃及女王造像 》， 《学林漫

录 》第十一集 ，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此外 ，王襄在大量题跋之

外，尚有诗作五首：

《题埃及石刻拓本 》（《纶

阁诗稿 》第一册 ，《王襄著作选

集》下册，第 2499－2501 页）

《题埃及画像拓 》（《纶阁

诗稿 》 第二册 ， 《王襄著作选

集》下册，第 2517－2518 页）

《题埃及画像拓 》（同上 ，

第 2554 页）

《甲申九月题埃及画像 ，

感时虑患 ，百忧交乘 。 逾时读

之 ，辞伤激楚 ，念顽钝无能 ，空

言何补 ， 因制短篇自嘲 》 （同

上，第 2554－2555 页）

《四幅埃及画像既题诗其

二 ， 此幅空处不可无诗补之 ，

率写廿八字》（同上， 第 2555－

2556 页）

其中第二首云：

端公皇华使 ， 游遍东西

欧。 开雒 （埃及故都 ）得古刻 ，

橐载副车后 。 毡墨传脱本 ，欲

延贞石寿 。 鲰生癖嗜古 ，厂肆

日奔走 。 购求不辞劳 ，十殆获

八九 。 此幅神画好 ，庄严且雄

赳。 高冠峙双峰，圆乃如戴瓿。

长髯拟老翁 ，人何加兽首 。 祈

祷告皇神 ，献花礼拜手 。 彷彿

武祠画 ，阅世特悠久 。 怪诞信

堪嗤 ，奇古聊可取 。 详考题记

辞，分行列左右 。字存古象形 ，

音仍协声纽 。 昔读李氏说 （李

旭华译有 《埃及古代文字之研

究 》），略解某作某 。 愧无子云

才 ， 奇字辩科斗 。 念彼古王

陵 ， 半为今人剖 。 叹息感式

微 ， 伊谁克保守 。 展图意怃

然 ，进此杯中酒 。 （按 ：李旭华

《埃及古代文字之研究 》 一书

未能检得 ）

诗中对拓本的来历、 个人的搜

集活动，乃至文字的性质，都有

涉及， 系关于埃及碑刻甚有代

表性之作。 又末一首云：

尼罗河畔五千载 ，更历中

邦四十秋 。 独立无言微自惜 ，

共君冷眼看神州。

此 诗 作 于 甲 申 、 乙 酉 年

（1944—1945）之间 。 “共君冷

眼看神州 ”一句 ，显然就带有

忧世愤世的意思了。

这些诗词数量不少 ，内涵

有深有浅 ， 引处无法一一解

析。 但诗词作为文化载体的性

质 ，决定了这些文本必然异于

学术论著 ，必然包含了文人式

的思古幽情。 这无关乎正经的

学术史 ，但题材所系 ，却是深

有文化史意味的。

中 国人对埃及遗物的关

注和兴趣 ，可谓理所当

然 。 我大概想到有几项因素 ：

对古老文明正常的好奇心 ，尤

其是金字塔在视觉上的震撼 ，

此与西洋人无异 ， 此其一 ；埃

及是人类史上的古国 ，比之儒

家自傲的尧舜禹三代更为古

远 ， 在西力东侵的处境下 ，中

国人自易产生同情心理 ，此其

二 ；埃及古文字 ，跟汉字有类

似的 “象形 ”成分 ，素有小学传

统的中国人自然有探究的冲

动 ，此其三 ；金石学在本土为

一朝显学 ，中国士人完全可将

埃及遗物纳入金石学范围 ，此

其四。

只是很显然 ，埃及学极为

专门 ，国人既违天时 ，更乏地

利 ， 完全缺乏研究的条件 ，自

难以进入埃及学的堂奥 ，故近

代中国人对埃及遗物的搜集

和研治 ，大体仍限于学术趣味

层面而已。

照埃及学史专家之说 ，直

到夏鼐三十年代留学英伦 ，以

埃及考古学专业获博士学位 ，

才 “打破了中国没有埃及学者

的记录 ，成为中国第一位埃及

学者”（《法老与学者》， 第 235

页）。 其指夏氏“掌握了古埃及

文字 ”，或未必准确 ，但称他是

“中国第一位埃及学者 ”，却无

可疑 。 事实上 ，自学术史的立

场 ，即便有了夏鼐 ，中国的埃

及学仍无足轻重 ，更不必说连

埃及学都够不上的那种猎奇

崇古式的学术趣味———那只

是埃及学的前史罢了。

那么，夏鼐之前的潘祖荫、

端方，夏鼐之后的王襄，是不是

就全无价值呢？ 此又不然。

从文化史而非学术史的

立场 ， 埃及作为一种学术趣

味 ，一种文化风尚 ，自有其意

义。 它代表了中国人在学术趣

味上的拓展 ，代表了传统金石

学在 “走向世界 ”时代的扩张 ，

这是金石学最后的开疆辟地 。

不妨说 ，这是一种非学术史的

学术史 。 事实上 ，在近代西洋

式埃及学 （以夏鼐为标志 ）引

入之后 ，作为金石学的埃及趣

味 （以王襄为标志 ）仍在延续

着，我们不当视如无物。

况且 ，即便是错误的学术

探索 ，也非毫无意义 。 以汉字

与埃及文字同源论来说 ，它在

结论上必须批判 ，在方法上不

值得学习———但未尝不值得

汲取教训 。 一部学术史 ，不当

只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 ，

也应包含正确与谬误的纠缠 ，

也当有失败者的一页。 无数的

失败者 ，也跟少数的成功者一

般 ，参与了学术探险这一庞大

事业 ，他们有资格分享学术探

险族群之光荣。

像郭嵩焘提到的那位戈

谛生 ， “亦因中国古篆多与挨

及同 ，欲因以考求中国文字源

流 ，因假一官以为久驻中国之

计 ”， 为了求索埃及与中国文

字问题 ，不远万里 ，来到中国 ，

虽事业未成而身先死 ，但在学

术精神上又何等可敬！ 我们能

因为他或许持汉字源于埃及

之见，就轻视他吗？

还有一点 ，近代考古学对

古物取客观的研究态度 ，故自

觉地跟收藏癖切割 ，在纯学术

上 ，固然是一种进步 ，但在文

化史立场上 ，又未尝不是一种

失落 。 与此相对 ，传统金石学

并非一种冷冰冰的纯客观学

问 ，它既是学术的 ，重视史料

搜集 、考证 、补史 ，同时又是趣

味的 ，包含了收藏活动 、崇古

情结 、赏玩风气 。 这是金石学

异于近代考古学与历史学之

处 。 而这样的金石学传统 ，未

尝没有存在的合理性 ，未尝不

能在近代学术中保留一席之

地 。 很显然 ，收藏癖并非不能

促进考古与文物的研究 ，这在

近代学术史上 ， 在于省吾 、马

衡 、 容庚众多的学问大家身

上 ，已体现得极为清楚 （参《现

代学林点将录》，广东人民出版

社 2010 年版， 第 61 页；《藏物

之道与近身之学———从学术史

论可居之学 》，《欲采蘋花 》，南

方日报出版社 2014 年版）。

由此立场 ，我们更易理解

作为金石学的埃及趣味。 近代

中国的埃及学前史 ，即使是作

为一段学术掌故 ，也仍值得钩

沉，值得重温。

（上篇见 2019 年 1 月 18

日《文汇学人》）

附早期有关埃及专书

[日] 冈本监辅 《埃及国记》

（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英 ]韦廉臣 《埃及纪略 》（收

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黄曾樾《埃及钩沉》（商务印

书馆民国 29 年版。 按：此书

述埃及古迹甚为踏实，应为

民国以前对埃及记载最详

的专著，但属于游历和观察

性质）

夏鼐为撰写

关于古代埃及串

珠的博士论文而

制作的串珠卡片

均为资料图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