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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幼拙于书写而酷爱之，每见优美书体即生钦羡之心，未及冠即从学于凌卓英老师（吴昌硕同时
书家），继之问笔法于从北方来的书家许铁丰。
一九五六年入上海古籍书店碑帖书画部工作，与前墨林（经营碑帖书画的店铺）主人尤士铮同事，承
其指导，得益良多。
然尤师年高多病，且处事谨慎，每得异品佳拓，必由我详细记录，得其嘉许。
未几尤师退休，一九五八年得识沈尹默老师，沈师喜名迹照片，每有得必逞览，故过从甚密，承其悉
心指导，遂得运笔精要。
惜工作甚忙，未能时时研习。
而善本记录之事，十余年间，从未间断，不觉积稿盈箱。
“文革”中遭毁大半，劫后余稿请姜再尹同学工楷誊出，由《书法研究》陆续刊载，名日《崇善楼笔
记》，而书画摄影之稿则全遭劫灰，每一念及，婉惜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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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壮弘，一九三一年十月生于上海。
原籍浙江慈溪。

    一九五六年始，先后在上海古籍书店、朵云轩等国家文物单位担任征集文物的工作，经手金石碑帖
书画数十万件，曾为各地博物馆所藏碑刻作全面的文物等级分类。
后任职于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眷出国讲学，一九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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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秦汉石刻（含先秦）　　岣嵝山铭　　《岣嵝山铭》俗误作《岣嵝碑》。
盖碑自汉始，秦前但有刻铭。
《说文》：“碑，竖石也。
”是竖在地上的石头，刻有文字的碑东汉始有。
　　《岣嵝山铭》又名《祝融峰铭》，据王氏《金石萃编》云，有四，其实远不止此。
除湖南衡山外，四川、云南、长沙、西安、绍兴、山东栖霞、黄县、陕西甘泉、河南汲县皆有刻本，
即湖南刻本所见亦有六、七种之多，李佐贤《石泉书屋类稿》云：以刻于衡山真隐屏后为真本，余见
此刻本虽较它本略胜，传为神禹之铭，实也未足征信。
　　此铭拓本余见有极旧者，然其文字正如叶昌炽《语石》云：“实道家之秘文。
”是也。
　　坛山刻石　　赞皇县坛山刻有“吉日癸巳”四字，相传为周穆王所书，谢从宁、吴恭顺、宋濂皆
为翻刻，石熙明《博古堂帖》亦曾刻之。
孙星衍辈信以为真，实小篆也。
笔力软弱，乃学李阳冰者所书，周穆王岂能小篆，不辩已明其伪。
石熙明、孙星衍辈素称精鉴，于此何其谬也。
　　诅楚文　　秦诅楚文古无闻，宋时始出，欧、赵著录皆信以为真。
余按此刻书既不类，文复不古，尤谬者成王十八世乃怀王，名熊槐，此误为熊相。
万斯同《群书疑辨》详言之。
其为伪物无疑。
　　石鼓文　　石鼓是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
无论在书法艺术、历史、考古、文字发展以及文学史上，它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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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崇善楼笔记》为作者在收购、鉴定之余所撰写，详细记载了历代碑刻的流传渊源、各个不同时
期拓本的详细情况，最初发表在最权威的书法理论刊物《书法研究》杂志中，断断续续载20期
（1981-1989年），为碑帖的鉴定及年代的断定提供了参考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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