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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认为!字迹"行气似均显过于
拘束严整#$这其实正是它与东
汉以后隶书风味的差别所在 $

怎却变成造伪的证据了呢% 钟
铭!武#字&见图一'刻写得颇有
草味$虽然!武#字!止#旁作!

!

#

字形草写在汉代铜器铭文中常
见$但钟铭这类草法在汉代铜器
铭文中确甚罕见 &参看徐正考

#汉代铜器铭文文字编$%吉林大

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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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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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但实际上在汉武帝时甚至
更早的古隶阶段$已有比较草率
的隶书俗体)这是后来草书形成
的基础&参看'文字学概要!修订

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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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具体到雒
阳武库钟铭$仔细观察字形即可
发现$除了!武#字之外$!造#字
&见图二'也刻写得很草$!辵#旁
类似草法在昆阳乘舆鼎" 剌庙
鼎"敬武主家铫"南宫钟"中山内
府钟"绥和鋗"绥和燕足镫"阳泉
熏炉等器铭文中往往可见&徐正

考 )汉代铜器铭文文字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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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所以在铜器铭文里
把!止#旁简写作!∟#形根本不
足为异)敦煌汉简"居延汉简"肩
水金关汉简中的 !武 #字 $多有
!止#旁简写作!∟#形的写法&见

图三% 李洪财 #汉代简牍草字

编(%吉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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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与铭文

!武#字写法完全一致$这些材料
恐怕不是伪造钟铭的人所及见
的吧)因此!武#字写法非但不是
作伪的痕迹$反而强有力地证明
钟铭不可能出于伪造)

关于铭文内容$辛德勇先生

也提出了大致三点质疑)下面逐
一分析)

第一是武库为存放兵器的
仓储$辛先生认为!从未见有其
兼司诸如盛酒之钟这类铜器铸
造职事的记载#) 这是对先秦秦
汉!库#的性质及职能了解不够
而下的错误结论) 黄盛璋"裘锡
圭先生等在上世纪

"#

年代就早
已指出$古代的府"库不但负责
存放保管$而且都从事铸造等生
产工作&#裘锡圭学术文集(第五

卷%第
%+

页'$除了铸造"管理兵
器"车器等作战物资之外$还铸
造钟鼎等其他器物$裘锡圭先生
指出$银雀山汉简*库法+关于县
库的规定已明确说明了县库制
造的器物范围相当广$不局限于
武器 &#裘锡圭学术文集( 第五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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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从实物而言$安徽
阜阳汝阴侯墓出土的漆器&包括
木笥籥,杯"盂"唾器'"同墓所出
的及传世的铜器 &包括铜行灯"

鼎'$便都是汝阴侯国的库&相当
于县库'所制造的&#裘锡圭学术

文集(第五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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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雒阳武
库设令"丞$直属中央或郡$此钟
同样是雒阳武库铸造的武器之
外的器物$ 与汝阴侯家漆器"铜
器情况相同&#裘锡圭学术文集(

第五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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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辛先生举出
上党武库戈和雒阳武库熏炉$谓
其铭文!只是标明其分别属于这
两处武库置备的用品$与铸造器
具无涉#$当然也是不正确的$它
们当分别是武库制作的兵器和
用器)

第二是器铭所记容积问题)

雒阳武库钟记容量为!十六斗八
升#$实测

$"%&&

毫升$一升约合

'()

毫升&丘光明编著#中国历

代度量衡考(%科学出版社
)&&"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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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辛德勇先生说-

!当代学者推测$ 汉升合今
(&&

毫升$ 与这一标准容积相比$此
雒阳武库钟的容量亦嫌偏差稍
远$这同样显露出赝造的迹象#)

这也是非常武断偏颇的说法)丘
光明先生曾指出-

秦汉时期!常常在鼎"钫"钟

等各种容器上铭刻自身的容量"

重量# $$如按所厘定的一升的

标准量值为
!""

毫升!允许误差

为
!#"$

的话!超出允许误差的器

物就有
%&

件! 占总数的二分之

一弱! 其中每一升单位量值最小

为
###

毫升!最大的
'(&

毫升#

由于这些器物不是量器! 也未经

官方校验! 测算所得单位量值只

能作为参考! 不能作为汉代容量

值的代表# &#中国历代度量衡

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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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些容器所标容量$与
官方校验过的量器所标容量的
性质及准度$ 是有所不同的$不
能死看)雒阳武库钟铭所记容量
虽然有一定偏差$ 但距离

!*+,

的允许误差尚不甚远$据此即斥
为!赝造#$实在是把辨伪看得过
于简单了)

更何况$不知辛德勇先生为
何只谈钟铭容量$却对其同时记
载的重量未置一词)丘光明先生
据西汉标称刻铭的四件铜权$用
算术平均法求得每斤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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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雒阳武库钟铭记
钟重 !六十八斤 #$ 测得实重
*/(0&

克$每斤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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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数值距离西汉一斤的标准
重量极近$在西汉一般记重器物
的称量中$可以说在相当精准之
列 &#中国历代度量衡考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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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西汉度量衡制的具体
还不甚了然的清末$能够伪造一
篇记容记重铜器铭文$同时于容
量和重量两个方面都与西汉时
代衡和量的标准或实际情况差
异不大$其现实可能性也是绝不
存在的)

第三$是所谓督造官吏的排
列次序问题)辛德勇先生主要根
据尹湾汉墓出土西汉*东海郡吏
员簿+所载东海郡辖下各县官员
属吏由上到下的排列次序-

令%或长&'''丞'''尉'''

官有秩'''乡有秩'''令史'''

狱史'''官啬夫'''乡啬夫'''

游 徼'''牢 监'''尉 史'''官

佐'''乡佐'''亭长

认为 !.令史/ 的地位应当高于
.啬夫/&包括.官啬夫/和.乡啬
夫/'#$ 所以钟铭 !雒阳武库丞
阏,啬夫菅

#

&此字或释!乘#$非
是 $也许应是 !弄 #字 ',令史乐
时,工置造#中的!.啬夫菅

#

/理
当次于.令史乐时/之后$而绝不
应该像现在这样排在它的前
面#) 这也是误解)

尹湾汉墓东海郡吏员簿的
!令史#$乃是县令的属吏$它在
县级政府的属吏中排位是比较
靠前的$相对于县所属的官啬夫
以及乡的啬夫而言$其排名在前
是当然的)但这不能套用来看雒
阳武库钟铭的排列次序)因为钟
铭的!啬夫#是雒阳武库的属吏$

并非属于县的官啬夫 &#裘锡圭

学术文集(第五卷%第
%&

页')这
一!啬夫#是雒阳武库中主管器
物制造的机构的负责官吏$在其
下设有属吏!令史#$就好比官啬
夫下面也可以设置令史一样&睡

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官啬夫节

!即"不存%令君子毋害者若令史守

官%毋令官佐+史守,-就是说官啬夫

下属的令史可以暂摄官啬夫之职%

而不可以让级别更低的佐+ 史等

属吏担任'$是完全合理的)辛先
生所举建平二年摇钟&按$钟磬
之钟'和居摄钟&按$钟磬之钟'

铭文中地位高于 !啬夫 #的 !令
史#$是少府属官考工令的属吏$

!啬夫# 则是考工下属负责主管
作造的官吏$二者的排列次序也
是没有问题的$类似的排列关系
也见于蜀郡工官 &)裘锡圭学术

文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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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其!令
史#的层级皆与雒阳武库钟铭的
!令史# 有所区别$ 不能牵合作
解$以彼例此) 因此这一条所谓
!铁证#也并无所谓!铁#)

综上所述$辛德勇先生的辨
伪意见可以说全都无法成立$雒
阳武库钟铭从铭文书风,行款布
局,文字形体,内容及所反映的
制度等各方面看$ 非但毫无伪
迹$且是一件西汉武帝时代极其
重要的有铭容器$对研究西汉年
号纪年&明确了雒阳武库钟铭的
真实性$结合元封三年铫铭等判
断$*史记0封禅书+ 中所反映的
武帝前期在当时不用年号$建元
至元鼎年号为后来追加,元封以
后启用实际纪年年号的一般看
法与实物资料并无矛盾', 工官
制度以及容量权衡都是难得的
实物资料$值得备加珍视) 而通
过此次讨论$我认为更加值得与
每一个从事出土文物与文献研
究的学者共勉的是$对于出土器
物,文字资料的研究也好$辨伪
也好$必须首先持有客观公正的
态度$摒弃先入之见$对于自己
不熟悉的东西$应当多考虑相关
专家的意见$ 多查阅相关资料$

不轻率发表意见$不以浮言代替
严肃论证$以免对相关问题的研
究造成不必要的障碍和干扰)

!作者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

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出土文献与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

心教授"

!

秦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助

理研究员'

!云心石面"上海博物馆#无锡

博物院明清文人篆刻展$%上海书画

出版社
"#)%

年
))

月版&

本书为
!)#*

年底在无锡博物

院举办的同名展览之图录(书中每方

印章均有印石图片" 放大印面图片"

原大印蜕及边款拓本! 列出尺寸"材

质"来源等数据!并作简要解说!悉称

得体!加之印装精良!堪为图录编纂

的典范( 展览中上海博物馆提供的

#'*

件作品有少部分为首次公开!

值得关注!而更引人兴味的是无锡地

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掘的晚明顾

林"华师伊墓中出土的两组印章( 此

前两墓虽都有发掘简报刊布!但图版

简略!释文未当!不便学者(此次展览

乃将考古材料披露无遗!不仅可作为

明代印章鉴定的比对标准器!而且经

过深入研究!相信将在印学史上写下

重要一页( 顾林墓出土
#+

方印章!

为数甚众! 在考古发现中绝无仅有(

其中何震"苏宣等著名印人的作品无

疑具有重大研究价值(而此组印章所

镌文字中主人姓名"字号"斋馆名的

多样性组合!整体展示了明代文人印

章在信用依据"书札往来"鉴藏留痕

等不同领域的使用方式!亦是前所未

见的极佳实例(

!程应鏐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

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年
)#

月版&

上世纪
+)

年代程应鏐先生逝

世后!门弟子醵金刊印)流金集*!先

生一生学术之精要!尽萃其中(

!)#*

年!当程先生百年诞辰之际!上海师

范大学人文学院乃编成此皇皇大册!

以)流金集*为发轫!精神渊源有自!

师弟之谊!可铄金石( 与一般之纪念

文集有别者!此集除收入友人弟子回

忆文章和学术论文外!亦收入先生遗

文!如)流金碑刻题跋钞存*!一则展

示当代史家研读金石碑版的见地旨

趣!一则见出传统学人在艰难岁月中

不甘自弃唯求精进的动人风范(数百

条题跋之成!离不开程夫人李宗蕖女

士从未动摇过的坚毅支持!而此次得

以校录刊布!则赖蔡继福先生多年精

心保存手稿(大部分出自受业弟子的

+论文编,!从论题看!并非对先生学

术的+接着做,和+展开写,!选题的气

象和论证的方式却具有师承!既见风

格又无壁垒!一源派别!机杼各出!方

是尊师真义(

!审律寻幽%%%谢俊仁古琴论

文与曲谱集$%重庆出版社
"#)%

年
!

月版&

此为+现代琴学丛刊,之一种(

+丛刊,着意于整理古琴文献!弘扬古

琴学术!主编者眼界宽广!选择精到!

已出各种!皆具价值( 如蔡德允女史

)愔愔室琴谱*! 价不及港版三分之

一!而印刷精良过焉-又如龚一先生

)古琴演奏法*! 甫一面市即已告罄!

固以琴坛盼望久矣(今特拈出此书为

言!乃因当今以古琴为论题者!喜讲

风致!谈精神!蹈空逞词!流于虚巧(

而如本书作者这样!平实地提出聆听

和弹奏之际的兴味和困惑!以兴味为

缘起!因困惑乃问学!再以其医家的

科学素养提出假设. 解决问题者!实

在并不多见(比如在讨论香江容氏的

音律特色时!作者首先以自己真实的

感受提出问题!感觉容先生在弹奏中

有按音偏差!再分析此问题!认为非

技术原因所致(接着是对此音学现象

的确认!在这个步骤中!尽可能严密

地选取声音样本! 使用电脑分析软

件!确认+按音偏差,现象的存在( 最

终推导出结论!容氏之偏差按音的运

用!正是其家族承传+非五度律,的风

格体现(推论可称确当不移(此书所

收的论文常常始自猜想!有些能通过

文献实证与科学实验方法获得解决

的视角与途径%比如由+渐快而不觉,

的音乐风格提出+大速若迟,的哲学

思想&!有些依然是猜想%比如+凄凉

调,和+苦音系统,的关系.+中立音,

在古代中国音乐中的使用&! 作者试

图将难以言说的口传心授之法!努力

落实到科学数据上的历历可证!乃是

此书魅力之所在(

图一 图二

图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