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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鲁访碑三题

!"#$ 年 % 퓂 !& 죕至 &"

죕! 뇊者受北京大学人文社科

研究院 "以下简称文研院 #엉

遣!与本校历史$考古二系两位

同事及浙江大学$复旦大学$쯕

州大学$쿣港中文大学$中央美

术学院$맊宫博物院$国家图书

馆$ 컷安碑林博物馆$ 컷泠印

社$ 뷼墨堂基金会等学术机构

同侪约三十余人! 닎加由浙江

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和北大文

研院联合主办的山东石刻考察

工作坊% 我们一行在山东当地

著名书法考古学者赖非先生的

向导下! 先后考察了济南石刻

博物馆! 뎤清孝堂山汉墓及洪

顶山摩崖!볎祥武梁祠!济宁博

物馆和萧王庄墓群! 쟺阜孔庙

及汉魏碑刻博物馆! 邹城博物

馆及葛山$ 岗山$ 쳺山摩崖石

刻!山妖精洞摩崖!첩山岱庙

及经石峪刻石等历史文化遗

存!收获颇丰% 所观摩的石刻!

有些在此前曾经有机会考察过

&如孔庙和岱庙碑群#! 떫更多

的则是早已心向往之的初次访

问!新奇之余!훮多今后值得深

究的问题不断在心头盘旋%

仍忆十八年前在美院编辑

校刊 '空间 (时 !曾编发大学同

届同学衣雪峰君 '邹鲁访碑散

记(一文% 쾧年代久远!对该文

所述内容早已忘却! 뇩寻原刊

竟不可得! 而网上又不见此文

收录转载% 因仿其大体! 成此

)三题*! 将此行主要收获概

括如下%

"럃碑 #! 튻种民族

志的研究方法

访碑之成一种风气! 쪢于

满清%初!有黄易"킡松+等人发

扬斯道以兴金石之学! 复有吴

大澂等人勒石为记以为壮游之

志% 떫这一切都不同于现代学

术研究%컷学东渐以来!컷方考

古学$ 人类学理念和方法传入

我国! 古老的金石之学在 )싞

王* 及其后学的推动下获得新

生! 几成与重传世文献和秦系

今文的)헂黄*之学分庭抗礼之

势% 然而由于时代和条件的局

限!研究方法远未臻于成熟%石

刻史料之大量出土和研究 !뮹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事情% 떫

即便是在)삼亭论辩*这样因新

出土石刻而肇始的学术事件

中! 맹沫若等人关于石刻史料

的研究方法仍然是基于复制品

"拓片或印刷品 + 而不是针对

王$ 킻家族墓志的出土地原址

和地层$ 뛑叠等进行田野式的

考古学$人类学观察%

뷼年来 ! 有关书法地理

学$书法考古学 $书法环境!类

型学研究不断兴起 !为我们带

来了新鲜的学术思路和学术

方法 % 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 !

一言以蔽之 ! 就是下田野 !把

书法史的工作领域从书斋拓

展到书法作品原初的生存空

间 % 因此 !受到人类学 $民族

学 $文化地理学等学科研究范

式的启发 !这些新兴学科不同

于以往的文献研究甚至是 )뛁

图 *这种过去被认为是艺术史

研究区别于一般的历史研究

最具区分度的研究方法 !而是

走到田野中去,,,不仅仅考

察碑刻史料上的文字内容和

形象 !更重要的是考察这些碑

刻的生存环境 $地理特征以及

形制与装饰等早前容易被忽

视的问题 !并且 !这种研究方

法越来越成为书法研究的主

流和国际书法研究界的前沿

趋势%

德国汉学家雷德侯! 뷼年

来启动了中国境内佛教石经刻

石实地考察的研究项目! 并在

中国学者的帮助和向导下已经

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我们

此行所考察的大量石刻! 뻹为

雷德侯曾经走过的路线% 폌记

邹城的岗山是此行最难攀爬的

石刻所在地! 我们艰难攀爬上

去又匆匆而返% 不料竟被赖非

先生告知! 雷德侯曾携其团队

来此! 自备午餐在山上停留了

一整天% 雷德侯先生的考察成

果! 现已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

社陆续出版为图文并茂的大书

'中国石经(% 与他此前大量的

美术史研究成果相比! 这些成

果似乎 )问题意识 *并不突出 !

也没有提出像他之前的著作中

所提出的)쒣块化*这样影响深

远的理论% 떫是! 如果仅仅用

)资料收集*来评价一个汉学家

所做的工作显然又有些低估了

他的成果! 因为那样的话显然

并不比一个本地的研究者更具

备研究的条件%那么!究竟为什

么他愿意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

这种资料性的工作上面呢-

我以为! 这种田野考察工

作最大的价值! 就在于这种民

族志式的研究方法本身%以往!

我们把美术史区别于一般的史

学研究最大的不同! 界定为研

究对象&图像+以及与这种对象

关联的研究方法 &图像志和图

像学+% 图像学的方法!简单地

说就是阐释图像的象征含义 !

以与哲学文献印证% 而图像志

的方法则是对图像各种细节的

详尽考察与记录% 今天随着艺

术史处理对象的范畴的扩展 !

用)图像*来概括艺术史显然就

是不够的了% 艺术史的对象不

仅仅是平面的 )图像 *!也包括

立体的)田野*% 如果说对于田

野的研究也分为)志*与)学*两

部分的话! 那么首先我们必须

建立起艺术史料田野考察的民

族志% 这就需要研究者从人类

学$民族学$文化地理学等其他

学科吸取研究方法! 并结合书

法专业的学科特点进行转化 %

这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

作! 而雷德侯关于中国石经研

究现阶段的贡献也正在于此%

不宁唯是% 돽了传统意义

上的 )证经补史 *之外 !石刻史

料自身的研究价值也开始受

到重视% 随着石刻史料在书法

史研究中有越来越高的本体

的研究价值 !在今后 !对书法

石刻的田野考察将不再是一

门独立于图像志之外的独立

的学科 !쯼将成为一切书法史

研究者都需要具备的功课 !一

门带有某些基础性的学科% 因

为随着书法研究的进展 !书法

的外部研究必将获得越来越

多的重视 % )没有调查研究就

没有发言权 *! 횻有做到内外

互证 !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

识和理解书法的本体%

碑学 !碑碣刻石何

以 成 为 书 学 取 法

对象

我们此次考察的石刻 !以

汉代至北朝时期居多% 尽管经

过了历朝的几次 )뷻碑 *!显示

出制度史对于艺术史的某种根

本性的影响! 떫其实石刻在中

国历史上一直绵延未断绝% 不

过大概令书写和镌刻者始料未

及的是! 这些碑刻作品最初不

是为保存书法而设! 却在后世

成为书法爱好者取法和书法史

研究的重要对象%샽如!我们此

次看到的出于僧安道壹之手的

大量佛教摩崖刻经 !往往是出

祝帅

以往!컒们把美术史区别于一般的史学研究最大的不同!뷧定为研究对象"图像#以及与这种对象关

联的研究方法"图像志和图像学$% 图像学的方法!볲单地说就是阐释图像的象征含义!以与哲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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