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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几年前的一天，听著名收藏鉴赏家孙长林老师讲析海派书画大家的艺术，他讲到吴昌硕时特别提
到了吴氏的石鼓文书法，那是我第一次认真聆听和欣赏吴昌硕书画艺术。
临别时，老师送我一套《吴昌硕画集》，很快，我被吴氏那构图简单、造型别致和色彩艳丽的绘画所
吸引。
特别当我知道吴昌硕艺术的根基是书法，50岁时在任伯年的鼓励下才开始学习绘画，并且一生都在临
写石鼓文而终成一代大师之后，便心生敬意。
虽然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字不认识，天长日久我却喜欢上了他那大气磅礴、浓墨淋漓和韵味十足的石
鼓文书法。
因此，想认识石鼓文字、想知道石鼓文的内容和历史的冲动便油然而生。
随着学习的深入和时间的推移，探究吴昌硕及其书法的奥妙和石鼓文本身的艺术与传奇，甚至临写石
鼓文书法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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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后，这三块石刻都下落不明，原拓本至今不见踪影。
　　这三件诅楚文原石早已佚失，现在所能见到的只是后代摹刻的拓本。
早期著录有：宋代欧阳修在《集古录》中的《秦祀巫咸神文》，元代周伯琦《诅楚文音释》等。
其翻刻本有《绛帖》、《汝帖》等。
郭沫若断言：“周伯琦所藏原本的《巫成文》已经不是原石原拓，而是经过后人的整理，重新摹写的
了。
”大沈厥湫文也同样如此，而亚驼文则为宋人仿刻的伪品。
也许正因为其“诅楚”内容不吉利的缘故，自昭世以来便始终未能得到人们的正视。
诅楚文刻制年代及内容由于文字和史书都没有记载诅楚文的时代，因而造成后世学者的纷争，关于诅
楚文的确切制作年代，有过几种不同的说法。
欧阳修根据《史记》中战国后期秦、楚两国争战的史实，提出诅楚文不是作于秦惠文王时便是作于秦
昭王时，更倾向于秦昭王时所诅之楚王为顷襄王。
但后来他又改变想法，倾向制作于秦惠文王时代，并在后来《真迹跋尾》中又改为诅楚怀王。
董迪在《广川书跋》中持诅顷襄王说，王厚之持诅楚怀王说，但是都无法作为确凿的定论。
郭沫若在《诅楚文考释》中考证了铭文与其反映的历史，提出制作于楚怀王十七年（即秦惠文王后元
十三年，公元前312年），这一说法清代学者王澍也曾提出过。
其主要理由是，这年楚怀王因受张仪欺骗，发兵攻秦，战于丹阳，兵败后“乃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
田”，正是在这种严重的形势下，秦王才决定向神灵祈求保佑而诅咒楚王。
说法虽莫衷一是，但将其归为战国时秦遗物基本无错。
　　经学者考证，诅楚文写作、刻石的年代，应稍晚于石鼓文。
三石刻有秦王使宗祝在神前诅咒楚王，祈求“克剂楚师”并恢复秦边城的文章，所以后世通称为“诅
楚文”。
诅楚文与石鼓文的关系仔细辨识，秦刻石诅楚文，也可与石鼓文相互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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