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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忆启老》编著者金煜、章景怀。

本书介绍了启功先生从事教育工作70余年，为北师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为国家培养了古典文学
与学术研究的专业人才，他们已经成为享誉教育界与文坛的名家。
先生自幼对诗词、绘画与书法有着不解的情缘，终于成就了“诗书画三绝”之誉。
而对我国古代书法、绘画、碑帖的鉴定亦是慧眼卓识，由解放前被故宫博物院聘为专门委员，新中国
成立后担任顾问，而后又被国家文物局聘为书画鉴定专家七人组成员，国家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为
保护、整理中华民族珍贵的文物遗产贡献卓越。
启功先生著作等身，从文字学、敦煌学、诗文声律、红学、教育学，以至书法、绘画作品，均获得广
泛的社会影响。
启功先生更以自己的人格魅力与广博的学识对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与国际文化的交流有着非凡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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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我和启功先生的交往中以谈碑帖为最多。
先生为当代著名碑帖专家，对历代碑帖有精深研究，知识广博，见识独到，不囿于成见，不盲从时论
，对“碑”和“帖”两者没有偏爱和偏见。
关于这些事例，我曾在《启功书画集·序》、《启功坚净居丛帖鉴赏辑·前言》、《启功坚净居丛帖
珍藏辑·前言》中均有论述，这里补述几点。
 一般书法家对碑帖只重书法，不重碑帖本身的内容和史料价值，启功先生则两者并重，当然有的更重
其书法价值。
词学家夏承焘撰写《唐宋词人年谱·南唐二主年谱》，向启功先生询问李后主手迹，因及《苕溪渔隐
》所载围城中作长短句事，先生写信告诉夏老：后主书刻于《淳熙秘阁续帖》，《续帖》十卷，明金
坛复刻八卷，此迹适在缺卷中；而董其昌曾见宋拓，其临本刻在《剑合斋帖》、《临江仙》之后，书
太白五言：“好鸟巢珍木”、“月色不可归”、“涉江弄秋水”三首，当即《西清诗话》所见之本。
唯不知董氏有不临者否。
《临江仙》与《耆旧续闻》所引又有异同，殆《续闻》版本有经后人臆改处，当以董氏临本为得真也
。
其词云：“樱桃落尽春归去，蝶翻轻粉双飞，子规啼月小楼西。
玉钩谁卷，惆怅暮霞霏。
门巷寂寥人散后，望残烟衰草低迷。
炉香闲袅凤凰儿，空持裙带，回首恨依依。
”“烟”下又书“衰”字，殆即原稿涂改之字，董照临之耳。
谓其非围城困窘所书，固是；而谓为书他人词，恐亦不然；果书他人词，又何以涂注数字乎。
今集本据《丛话》编人，观其后注《西清诗话》一条，又注“案《实录》云云”，一条而删去“《苕
溪渔隐》四”五字，故知出自《丛话》也。
其缺三句者，盖只据《丛话》所引之《西清诗话》，不知《耆旧续闻》引者固不缺。
殆《丛话》偶有脱文，编纂者不知《续闻》中固有全文耳。
此信见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南唐二主年谱》之后记（三），古代碑刻法帖蕴藏着丰富的文学史料
，可校补更笈记载和作品之错误和缺失，这需要学者广博的知识，通晓碑帖的源流和融会贯通的能力
，以上不过举一例而已。
 有人认为先生书学重帖轻碑，并视先生为现代书法中帖学代表人物，其实这是皮相之见。
在我与先生的接触中，先生认为无论是碑或帖，学习书法者都应该学习、研究和吸收。
对汉碑，先生自谓生性不喜欢写隶书，所以没有学习，但他对汉碑是非常欣赏的。
他藏有《石门颂》、《史晨碑》、《张景碑》、《朝侯小子残碑》、《阳嘉残碑》等，都是很精的拓
本，尤其对新出土的碑刻，我见他将《张景》、《朝侯》等汉刻亲自裁剪，装订成册，放置案头，经
常翻阅欣赏，什袭把玩，与西陲简椟相互比较研究。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忆启老>>

编辑推荐

《忆启老》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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