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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汉碑砚”的摹刻及“百汉碑砚集拓”

万承纪（1766～1826），字廉山，一字廉三，号
“百汉碑砚斋主人”，江西南昌人，清金石家、书画
家，乾隆副贡，官至海防同知，署淮扬道，以“缩摹
肖刻”百汉碑砚，留名艺术史。《南昌县志》卷三十
五载：“承纪取砚石百方，择汉碑最精者缩临上石，
钩勒点画，剥落阙失，夫毫发不爽，神韵之超，刀法

之工，均与原碑无二。”两宋以来就有文人访碑的
风尚，清初褚峻喜捶拓了大量汉碑，开创了石刻摹
图之法。但将古碑集刻于砚上，万承纪当为第一
人。百汉碑砚的琢制始于道光三年（1823），道光九
年（1829）完成。其中，万承纪完成了选碑、选石、缩
摹工作；王应绶则负责将汉碑拓片的缩摹本雕琢
于砚背。

王应绶（1788～1841），字子若，江苏太仓人，
“清初四王”中王原祁之玄孙，精于篆、隶、雕琢。张
金镛《百汉碑砚集拓跋》称：“百汉碑研，太仓王子
若应绶为南昌万郡守丈承纪作……郡守之殇也，
是刻甫过半。肤施张侍郎井方督河江南，属子若足
成之，以归万氏嗣。”百汉碑砚一套百方，方方镌刻
极工。王景淳《百汉碑砚集拓跋》赞道：“其制随砚
形大小缩本摹刻……具见古泽，迥殊常笔……此
册合汉碑与砚式而为一，尤令嗜古者更资赏心之
助也。”百汉碑砚的造型丰富多彩，大小不一。多数
砚边都刻有款，或“物勒工名”，或镌有碑帖流转及
考证文字。其中，箕形砚是斋主记述石经残字碑记
砚，砚背有斋主签记。“正直碑砚”题款内容则直接
刻于桃形砚背的汉碑刻面中心，非常别致。百汉碑
砚“合汉碑与砚式而为一”不仅具有开创意义，还
具有重要的碑帖学史料与文献价值。张金镛跋指
出：碑砚大多数的摹本，是万承纪自家所藏碑拓，
只有少量“假于它氏者”，因此“其与欧阳、洪、赵诸
录及王氏萃编异者故多。”如“裴岑海祠纪功碑”
砚、“西岳华山庙碑”砚、“西狭颂碑”的摹本就与流
行碑本相差不少。而百汉碑砚的摹本又多是以较
早的旧拓缩摹，或选取最完者缩摹。

《百汉碑砚集拓》留存的深刻大汉印记

山阴跳山摩崖石刻 “山阴跳山摩崖石刻”，
又称“大吉买山地记石刻”，位于浙江会稽跳山，
刻于东汉章帝建初元年（76），是浙江现存最古
之刻石。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载：“拓本
高四尺五分，广五尺五寸……字径七寸至尺余

不等。”刻石共 22 字，分上下两列，上列竖书
“大吉”两字，下列分五行，每行四字：“昆弟六
人，共买山地。建初元年，造此冢地。直三万
钱。”记录了当时的土地买卖情况。现该石石质
剥蚀，字口已趋浅平。阮元第三子阮福《两浙金
石志补遗》载：“近年始为山阴杜氏所获，盖当
时买地券文也。”即道光三年本地人杜春生访
得。该刻石处汉隶发展中期，其书方体，篆意颇
浓，笔画圆转，略显波磔，倚岩面随形布势，章
法布局浑然严谨，疏密有致，字体大小参差，富
于变化。清末汪鋆《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言：

“书势古拙，乃西汉之遗。”杨守敬《寰宇贞石图
录》亦缩印收入，20 世纪日本二玄社《书迹名品
集刊》也收入。

嵩山三阙石刻 阙为古代宫室、陵墓、庙观
门前的特殊建筑，常呈对称形式分立于神道两
旁，中间缺然，故称“阙”。汉代建于河南嵩山的
太室石阙、少室石阙、开母庙石阙合称“嵩山三
阙”，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庙阙。太室石阙位于嵩
山太室山前中岳庙南，东西二阙，西阙之阳有大
段隶书铭文，行间有界格。其他各面均满饰姿态
生动的人物、车马、动植物等图案。其铭文隶书，
篆意甚浓，圆润古朴，是传世汉代碑铭的精品。
少室石阙在少室山下，为少室山庙神道阙，东汉
安帝延光二年（123）颍川太守朱宠所建，形制与
太室阙相仿。西阙之阳有二十行篆书阙铭。西阙
之阴有体形方正、笔画方折的篆书题额“少室神
道之阙”六字。东阙之阴有隶书题名四行。其他
各面亦如太室阙满刻精美的画像——汉人赛
马、踢球、射猎、斗鸡、角力、与兽相逐等生活场
景。现在因剥蚀较重，图案不甚清晰。可喜百汉
碑研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清晰的大汉影像，如驯
象、逐鹿、杂技表演、白虎相争等。其篆铭宽博朴
厚，气象恢宏，雄强朴茂，可与商彝、周鼎同日而
语。开母庙阙位于万岁峰之开母庙前。开母庙本
名启母庙，汉武帝为避景帝讳，改名开母庙。“百
汉碑研”将其称为“圣母庙”更为得体。开母庙阙

亦为东汉延光二年颍川太守朱宠所建。阙有篆
书铭文，以颂扬夏禹治水和启母事迹，还有东汉
灵帝熹平三年（174）刻隶书“嵩山请雨铭”。其他
面亦有画像。杨守敬《平碑记》云：“汉隶之存于
今者，多砖瓦之文，碑碣皆零星断石，惟《太室》

《少室》《开母》三阙字数稍多，且雄劲古雅，自
《琅邪台》漫漶不得其下笔之迹，应推此为篆书
科律。世人以郑文宝《峄山碑》为从李斯出而奉
为楷模，误矣。”除了书法，嵩山三阙 200余幅精
美的石刻像令人神往。据统计，有车马出行、宾
客迎门、虎逐鹿、犬逐兔、比翼鸟、三足鸟、果下
马、四神、羽人、楼阁、百戏、铺首、鸱鸮、宴饮、蹴
鞠、月宫、狩猎、双蛇、吹奏、驯象、杂技、斗鸡、大
象、骆驼、龙、羊、虎、柏等奇禽怪兽、神话故事以
及贵族豪华奢侈的生活画面。

裴岑海祠纪功碑 东汉永和二年（137），敦
煌太守裴岑率三千郡兵出击北匈奴，击毙呼衍
王，恢复了西域各部落人民的安定生活。当年，敦
煌百姓建祠歌颂裴岑的战功，并刻立《裴岑海祠
纪功碑》以纪其功。“纪功碑”原立于新疆巴里坤
村郊，清雍正七年（1729），岳钟琪将碑移置将军
府，后迁往巴里坤城外关帝庙筑亭，现藏于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此碑字体系以篆入隶，圆
劲古厚，气势磅礴。字形较它碑为长，宽博大度，
章法茂密。与《鄐君》《石门》《西狭》刻石同属一
路。“纪功碑”清初已经有拓，褚峻《金石图》载《裴
岑记功碑》：“碑在绝域，拓摹者弗能到，好古之士
罕觏焉。故自《集古录》以来，诸金石文字皆不载。
予窃叹是碑以先汉法刻，超然独立于万里荒徼之
外，殊可惜亦可幸也。”汪中《容甫先生年谱》评：
汉碑之存于世者，此为天下第一。“小楷之王”郭
尚先评此碑为摹印篆，朴古遒爽，与《鄐君》《杨孟
文》《李翕》诸摩崖同类。方朔《枕经堂金石跋·卷
二·汉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跋》评：“字在篆隶之
间，雄劲生辣，真有率三千人擒王俘众气象。”“裴
岑纪功碑”的拓本主要有三种：一是雍正初拓本，
二是嘉庆、道光年间拓本，三是清末民初拓本。此
研铭刻为雍正时初拓本，首行“惟”字左旁中竖笔
未泐损变粗；“煌”字“火”旁右下一点未被石花连
至右下。第五行“害”字右竖笔未泐损。

《百汉碑砚集拓》是清代乾嘉学派中金石学
的扛鼎之制，堪称中国砚文化、书法史与碑帖鉴
藏史一朵光芒四射的奇葩。

八大山人临《石鼓文》出自《石鼓文篆楷书
册》，作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14开，纸本墨
笔，纵 17 厘米、宽 8.3 厘米不等，江苏南京博物
院藏。在《石鼓文篆楷书册》之前，八大山人的
篆书作品不多，多见于题款，按时间顺序有：甲
寅年（康熙十三年，1674）黄安平为他画《个山
小像》上所题“个山小像”四字，甲子年（康熙二
十三年，1684）《杂画册》第一开所书“八大山
人”名款，以及《天光云景图册》（约在康熙三十
五年，1696 前后）上的篆书引首，清康熙三十三
年（1694）《石鼓文篆楷书册》和壬午（康熙四十
一年，1702）《松柏同春图》卷上的篆书引首。这
其中只有《石鼓文篆楷书册》可以称为篆书作
品。八大山人篆书作品虽少，但篆书对他影响深
远，且直接促使其书法风格的确立，因此分析其
篆书作品对于了解八大山人书法风格具有重要
意义。

在《石鼓文》之前，八大山人在书写楷、行、草
书时，好用一些奇古难认之字，这些字多出自东
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古篆的写法。自宋以来，
金石学兴起，以能认善写古篆字视为博学，而八
大山人的家族中，更不乏金石学家。八大山人的
祖父朱多炡，汪世清《八大山人的家学》称其：“能
诗工书，行草杂以古字”。八大山人的族叔朱谋玮
是明代文学家、藏书家、金石学家，摹写和考释了
当时认为三种最古老的文字《大禹碑》《石鼓文》

《比干墓铭》。另一位族叔朱谋垔翻印了南宋金石
学家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式法帖》，这一版
本至今仍是其最佳刊本。据书前自序朱谋垔于崇
祯庚午年（1630）重金购得《历代钟鼎彝器款式法
帖》木刻拓本真迹，得到此书后，朱谋垔不愿独擅
其美，于崇祯六年（1633）将该书刊刻出版。八大
山人幼承家学，因此对古篆的写法在其作品中随
手拈来。

八大山人临《石鼓文》十面，每篇石鼓文后以
行楷书写诗文注释，参考的是薛尚功的《历代钟
鼎彝器款式法帖》。将八大山人临本与薛尚功的

《历代钟鼎彝器款式法帖》第十七卷比较，可以发
现，八大山人临写石鼓文即以朱谋垔翻刻的薛尚
功《历代钟鼎彝器款式法帖》为范本。薛尚功《历
代钟鼎葬器款识法帖》（以下简称《历代》）二十
卷，集合 496件夏商周至秦汉时期的铜器款识，

以及 3件玉玺、1件玉琥、1件石磬、10件石鼓，共
计511件古物铭文汇编而成，是宋代金石书中铜
器铭文资料最丰富的一部，每件器物摹录铭文之
后又附释文，因此具有经学、文字学与书法学多
方面的价值，成为清代画家和学者学习和参考的
范本。

石鼓文是我国较早的刻石文字，被称为“石
刻之祖”，因石头形状似鼓而得名。鼓有十个，
大小不一，高度和直径约二尺，每个石鼓文上
面刻着一首四言诗。石鼓的发现，始于唐初，出
土于陕西陈仓之野，故有“陈仓十碣”之称，又
因在岐山之阳，也称“岐阳石鼓”。鼓上所刻文
字，四字一句，延续了“诗经”的体例格式。文字
内容最早被认为是记叙秦国君出猎的场面，故
又称“猎碣”。

八大山人《临石鼓文》与原作书风迥然有异。
《石鼓文》体现了秦文化质朴雄浑的特点。体势方
正丰厚，用笔起止均为藏锋，圆融浑劲，结体促长
伸短，均匀适中。古茂雄秀，冠绝古今。八大山人
临《石鼓文》，在忠实于法帖中字架结构的同时，
没有囿于篆书笔法，粗细均匀，圆起圆收，而是用
行草的书写速度写就，行笔流畅，任意挥洒，因此
兼有小篆婉转圆润的特点和行草书生动活泼的
气息。具体表现在他一方面是以笔法转变刀法，
任意自然，在快速行笔中完成了用笔上丰富的变
化，形成了浑然的气势；另一方面在字的结构上
也摆脱了石鼓文整齐方正、均衡对称的特点，字
体大小错落，笔画少的字字形小，如石鼓文之二
中（图1），“止”“子”“日”与字形繁复的“骜”大小
相差很大；在结体上，改变石鼓文字体结构左右
均等的特点，自然呈现八大山人行草书中结体左
短右长、左下角的留白的特点，如 、 等字整体
布局参差错落，疏密有致。全文行笔流畅，任意挥
洒，因此兼有小篆婉转圆润的特点和行草书生动
活泼的气息。

八大山人在每篇石鼓文之后另附释文，所写
释文在《历代》释文基础上做了很多考订。如石鼓
文之二释文中（图2），“飞疾：飞字，从翰，疾字，
象形。疾风暴雨弗速”。“骆”，八大山人改为“乐”：

“乐，假借指事会意谐声，从骆”；“树：上声”“马：
音午”。“女”改为“而”，“女”和“而”的篆书写法不
同，熟悉金石学的不会混淆，这应是八大山人考

虑到经过刊刻的铭文与古器上的真铭之间存有
差异，如再经过翻刻，尤其是以抄本为底本的翻
刻本，所存差距更远。所以他依据铭文内容对篆
文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八大山人对《历代》释文进
行的考订，表明他对金石学有很高的造诣。从《历
代钟鼎彝器款式法帖》成书时的南宋绍兴十四年
（1144）到八大山人写此《石鼓文》的清康熙三十
三年（1694），历经 500 余年，金石学发展更加完
备，因此八大山人对释文有异见处改之，空白处
补之，音异处注之。这样细致地临写研究，表明八
大山人对《石鼓文》的喜爱，这也解释了他为何最
终将小篆笔法创造性地运用于行草书直接促使
了其书风的确立。

八大晚年的书法作品以行书居多，他的行
草书借鉴各家之长，融会贯通而自成一家，世
称“八大体”。在他的行草书作品中，特别是一
些大字立轴，常带有篆书的笔法特征，最典型
的是中锋用笔。中锋圆润，省略提按，雄厚婉
约，浑厚多姿，笔锋在转向、弯曲、自由滑动的
过程中完成了丰富的变化。此外，篆书中转折
的圆转行笔等特点，也都反映在八大山人的行
草书作品的笔法中。在一些以竖收笔的字中，
最后一竖故意拉长，并带有不经意弯曲，这种
典型的篆书笔法，苍劲中带有一股柔韧感。与
他所画荷花花茎的笔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正是
书法兼之画法。

《石鼓文》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
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且具有极高的艺术
价值。唐代张怀瓘《书断》赞云：“体象卓然，殊今
异古。落落珠玉，仓颉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称书，
遗迹石鼓。”唐韩愈在《石鼓歌》中写道：“鸾翔凤
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金绳铁索锁钮壮，古
鼎跃水龙腾梭。”以鸾翔凤翥、珊瑚碧树、金绳铁
索、古鼎跃水形容《石鼓文》之美。石鼓文被历代
书家视为学习篆书的“书家第一法则”，学篆者无
不临习，得益于石鼓文的书法家众多。《石鼓文》
和所有书法范本一样，因学者审美、观察、理解能
力的差异，师法相同而结果各异，八大山人以笔
意刀、遗神取貌的“写意石鼓”独辟蹊径，他通过
临习《石鼓文》将篆体的笔法、结字和“错落”之趣
运用于行草书，并以他对形式的敏感及创新成为
后人学习的典范。

图2 汉少室石阙碑砚拓

图3 汉“山阴跳山摩崖石刻”碑砚拓

《百汉碑砚集拓》中的大汉印记
郏颖丽

汉代碑刻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瑰宝。清代

中期摹刻的汉代碑刻“百汉碑砚”因清末战乱不

知所踪，今仅存《百汉碑砚集拓》，几乎每张拓片

上都有道光、咸丰时期张金镛、黄爵滋等官宦名

流的赏鉴钤印。江西省博物馆馆藏《百汉碑砚集

拓》为“百汉碑砚”主人万承纪缩摹刻汉代碑铭于

砚台上拓片所集，共一册（今存65种），经折装，纸

板骨云龙纹红锦（封）、黄锦（内）裱装，纵52厘米，

横30厘米，卷首题写“南昌万氏缩模百汉”。其中

一些堪称精品，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与艺术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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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5版）
《人民胜利万岁》内容说明与幕前献词

（图2） 该文物为 10月 2日第三场演出所使
用，对开4页，长13.1厘米、宽19.1厘米，纸张
泛黄，第 1页为幕前献词，第 2至第 4页为每
段歌舞的导演及内容说明。

光未然在幕前献词中写道：“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开幕了，新中国诞生了，全国人民
欢欣鼓舞。我们为了祝贺人民解放战争和人
民革命的伟大胜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诞生，表现人民胜利的愉快和建设新国家的
坚强信心，特编排了这部《人民胜利万岁》大
歌舞。”人民自豪着“独立、民主、和平、统一、
富强，这些美好的概念，已经变成或正在变
成可以触摸的活生生的新事物了。”这是中
国人民长久梦想着的，在中国历史上从没出
现过的新事物。

内容说明简要介绍了每段歌舞所表达
的主题内涵，包括人民群众热烈庆祝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的顺利召开与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解放区肃反运动、工农同志对前线
夺取战争胜利的支援与拥护；中国人民努
力创造一个工业化的新国家、解放台湾、解
放西藏，与全世界人民紧密团结，保卫世界
持久和平的信心与决心；祝愿民主中国万
万年等。胡沙谈及人民胜利万岁创作经过
时说：“我们要研究中国人民这样神速的胜
利的原因：那是由于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中
国人民长期的艰苦奋斗、国际的援助、人民
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工人农民们奋不顾身
的支持前线、毛主席英明的领导，各民主党
派、各民族空前的大团结、在毛主席旗帜下
继续胜利前进等。”《人民胜利万岁》大歌舞
将各种胜利因素与人民愿望巧妙融合，更
强化了其大众化、民族化、革命化特征，有
效巩固了新中国人民建设国家的凝聚力与
战斗力。

戴爱莲参与编导的《人民胜利万岁》剧
照 这是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参与编导的两
段舞蹈的系列剧照。其中包括：《庆祝胜利》
剧照（图3）和《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
进》剧照（图4）。

戴爱莲（1916～2006），祖籍广东省新会
县，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舞蹈家、教育家，
中国当代舞蹈史上的开拓者，被誉为“中国
当代舞蹈艺术之母”。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
后，戴爱莲在英国伦敦多次义演筹集资金，
支援祖国抗战。1940 年戴爱莲回国后，先后
担任华大三部舞蹈队队长、中华全国舞蹈工
作者协会主席、北京舞蹈学校校长等职。这
一时期，周恩来和邓颖超等同志鼓励她向民
间学习，努力发展中国民族舞蹈事业。在他

们的影响下，戴爱莲积极践行党的文艺思想
——民族性、革命性、群众性。

在工作中戴爱莲反复强调“搞自己的文
化，要爱自己的国家，要爱自己的人民，要爱
自己的文化。”在这一舞蹈思想的指引之下，

《人民胜利万岁》中的几个节目是直接或间
接的根据民族或民间素材加以改编而成，如

《庆祝人民政协会》根据东北秧歌舞改编，
《献花祝捷》中走花灯则根据陕北民间舞蹈
改编而来。以人民群众所创造并且喜闻乐见
的艺术形式赋予了整场歌舞更强烈的中国
气派与中国色彩。此外，戴爱莲还在《红旗飘
扬》与她个人独舞部分将一些西方舞蹈元素
融合到本民族舞蹈艺术之中进行全新的展
示，胡沙对此评价：“我们认为很合适，并未
被它束缚，观众并不觉得不调和，因为她适
当地表现了内容，并和秧歌舞融合在一起
了。”戴爱莲以这些素材，为舞台描绘出中国
现代舞新蓝图。

《人民胜利万岁》是在中国人民解放战
争取得重要胜利、第一次文代会确立人民文
艺路线、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召
开、新中国即将成立的多重背景之下创作的
大型歌舞，首开以大型歌舞书写中国共产党
奋斗历史的先河。

如今，《人民胜利万岁》系列文物已成为
新中国诞生的重要历史见证物，带我们回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
生动历史瞬间。让我们既感受到新中国成立
之际这场歌舞带给人民的强大力量与巨大
信心，也更加深入了解中共中央在香山筹备
新政协、筹建新中国的光辉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