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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展览展出了自明代中期至清末《石鼓文》各个时期的拓本标准件以及翁同
龢、吴昌硕等名家临作114件，观展者能零距离目睹它们的风采。

据介绍，因为拓本的文物价值，对不同时期的拓本进行研究意义重大。自明初
至清乾隆年间，《石鼓文》损字最多的部分集中在十面石鼓的第二鼓（汧殹鼓），明代
初期拓本中“汧殹”之“汧”字（首行首字）未损，故称为“汧殹本”；明代中后期拓本，

“黄帛”二字（第五行首）未损，故称为“黄帛本”；明末至清初（乾隆早年）拓本，“氐鲜”
等五字（第四五六行尾）未损，故称为“氐鲜本”。在展出的拓本中，最引人瞩目的是
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明中后期拓本“黄帛”本。目前国内的“黄帛”本仅存三本，这件就
是其中之一，更为难得的是，它还是吴昌硕的旧藏。

在名家临作中，吴昌硕的《临石鼓文十条屏》备受关注。吴昌硕临石鼓文作品存
世较多，常见者多为临某一鼓，或节临数字，或临摹一鼓文字。通临十面石鼓全文
者，非常罕见。通临十鼓，先依拓本位置临摹全文，再画出鼓形，然后朱笔释文，蓝笔
标注各本异同。王个簃先生称它为“吴氏第一神品”。通临此本时，正值吴昌硕六十
岁，他的篆书已基本确定面目。

天一阁展出114件
《石鼓文》善拓和临作
吴昌硕通临十鼓全文非常罕见

前天，由童衍方主编的《石鼓墨影——明清以来<石鼓文>善拓及名家临作捃
存》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它汇集了国内非常重要的石鼓文善本资料。

故宫博物院研究施安昌、罗随祖，古文字学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曹锦
炎，上海图书馆研究员仲威，上海朵云轩集团副总裁朱逸清，西泠印社党委副书记王
宏伟，上海博物馆图书馆原馆长唐友波等专家出席此次活动。

在同时举行的研讨会上，曹锦炎所长指出，从古文字学的研究角度来看，石鼓文
是汉字在大篆向小篆转化时的过渡阶段，近几年来，随着大量简牍的出土，通过古文
字的比对，石鼓文又有了很好的研究空间，《石鼓墨影——明清以来<石鼓文>善拓
及名家临作捃存》为接下来研究古文字的演变和复原提供了便利。

据悉，为一件碑帖举办一个金石专题展览的情况并不多见，目前仅有故宫博物
院举办过《兰亭序》专题展和上海博物馆举办过《淳化阁帖》专题展，上海博物馆图书
馆原馆长唐友波认为，这次石鼓文的展览和研讨会不仅办了展还出了图录，这既是
一次高规格的石鼓文字展示，更是一次影响深远的石鼓文献研讨，将在中国“石鼓文
化”研究史上留下精彩的一笔。

记者 陈爱红 通讯员 王伊婧

为什么要在天一阁举办石鼓文专题展览？原来，天一阁与石鼓文素有深厚的渊
源，因为天一阁曾藏有天下最旧本《石鼓文》，可惜于清咸丰十年（1860 年）毁于兵
燹。幸有阮元摹刻供后学者研习。本次展出的114件展品中有15件为天一阁馆藏，
而且展出的大部分展品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即阮元摹刻天一阁藏北宋拓本。

天一阁博物馆的刘晓峰博士介绍说，石鼓拓本在古代不是人人都能见到的，清
嘉庆二年（1797年），阮元摹刻“天一阁本”置于杭州府学，后称“杭州府学本”。首鼓
之前有阮元隶书题名“仪征阮氏重橅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本”。末鼓之后有阮元题字，
大意是说，石鼓拓本以浙东天一阁所藏松雪斋北宋本为最古，他摹刻是为了传播石
鼓文，方便后学者。嘉庆十一年（1806年），阮元重刻“天一阁本”置于扬州府学，后来
称为“扬州府学本”。

阮氏摹刻本广为流传影响深远，晚清著名金石学家吴大澂曾通临《石鼓文》，在
落款中写道：“光绪十又三年十一月，吴县吴大澂临阮文达公摹刻四明范氏天一阁北
宋本《石鼓文》原本。”后世的很多书法家临《石鼓文》，多取“阮氏摹本”，而吴昌硕的
石鼓文临帖也多是临“阮氏摹刻本”，

《傅山小楷石鼓文册》是天一阁收藏的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傅山是明末清初的
金石学家，此册是傅山在清顺治十五（1658年）年精心所写的作品，他除了抄写天一
阁北宋拓本外，还写下了自己从石鼓文中获得的启迪，表达了个人的书法理念，是历
史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为一件碑帖举办专题展览并不多见

天一阁与石鼓文渊源深厚

与拓本和名家临作零距离

本报讯（记者 陈晓旻 通讯员 张伟
海）近日，张为礼创作的长篇小说《渔乡曲》
由团结出版社正式出版。《渔乡曲》展现了上
世纪三十年代爵溪渔业鼎盛时期的历史风
貌。渔民、船老大等人物，对于自小生长在
象山爵溪的张为礼再熟悉不过了，于是他写
作起来游刃有余。“那是爵溪大黄鱼最高产
的时候，我父亲开了一家鱼鲞加工厂，我从
小就是看着这些长大的。”

82岁的张为礼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说
话声音洪亮。讲到高兴的事情，不容许记者
打断，而是抢着一定要把话说完。

张为礼不是专业作家，退休前在象山供
电局工作，是个机电工程师。他从2000年
开始写小说，迄今已出版了5部长篇小说，
约110万字。

学生时代的张为礼就喜欢看书和写
作。1976年，《杭州文艺》发表了他的处女
作短篇小说《植保姑娘》，当时轰动了全县文
艺界。“第一次见到自己写的东西变成铅字，
激动的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至今回想起
来，张为礼依旧难掩喜悦之情。“后来，我被
分配到供电局工作，就把写作欲望雪藏起
来，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之中。”

1997年，张为礼退休了，他萌生了写书
的想法。“有3年时间在人家工厂打工，边工
作边写作，突然有一天我想全身心当‘坐
家’，便辞了工作回家写起小说，那时候我已
经学会了电脑写作。”

写作是件苦差使，有时候半夜醒来还在
想小说中的人物情节和对话，就再也睡不着
了，躺在被窝里构思，一大早赶紧起来，坐在
电脑边开始写作。老人动情地告诉记者，那
段时间他把整个人都摆进故事情节和人物
思维活动中，达到了入迷甚至发狂的境界，
于是，退休之后的第一本自传体长篇小说
《逝去的岁月》就这样问世了。

接着，《无可奈何花落去》《柳暗花明又
一村》《欲望》等长篇小说相继出版。除了长
篇小说，张为礼还写了大量的散文、短中篇
小说等。

他告诉记者：“2004年，我参加人民文
学出版社的一个征文比赛得了优秀奖，去北
京领奖的时候，《人民文学》组织了一些作家
来给获奖者做讲座，有梁晓声、莫言、张抗抗
等，这让我获益匪浅。我终于明白小说要怎
么构思和创作，特别是莫言还给我签名了！”
说到这儿，他开心得像个孩子。

张为礼说，他只写自己熟悉的和体验过
的生活。《无可奈何花落去》《柳暗花明又一
村》都是农村题材，反映的是解放前后爵溪
的社会变迁。《欲望》写的是他在供电系统工
作的经历，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有原型。

“我写的是自己熟悉的生活，这一点用不
着像职业作家那样，为了写作而去深入生活。”

张为礼有个雷打不动的生活规律，每天
上午坚持3个小时左右的写作时间，下午看
书读报或外出散步一个小时，晚上看电视新
闻然后按时就寝。上网也是他的爱好，
2010年他在新浪开了自己的博客，后来又
在网易开了博客。

目前，张为礼是中国小说学会会员、浙
江省作协会员。他说，这两年的小目标是争
取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82岁业余作家张为礼
出版第五部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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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昨天,
人们在参观展出
的《石鼓文》善拓
及名家临作。
记者 周建平 摄

石鼓被称
为刻石之祖，
石鼓上的文字
被 称 为 石 鼓
文，它在中国
文化史、书法
史、金石史上
具有重要的影
响。值阮元重
摹天一阁旧藏
北宋拓《石鼓
文》220 周年
之际，“石鼓墨
影”——明清
以来《石鼓文》
善拓及名家临
作展览暨学术
研 讨 会 昨 天
在 天 一 阁 博
物馆举行。本
次活动由宁波
市文化广电新
闻出版局和童
衍方文艺大师
工作室联合主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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