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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健先生捐贈拓片目錄 

盧芳玉 

 

2016年，北京外國語大學熊健先生將其舊藏的《大秦景教流行碑》等 84種 210冊件金

石拓片及翁方綱手書《金剛經》墨蹟全部無償捐贈國家圖書館古籍館。熊健（1920—2016），

祖籍陝西，是原馮玉祥部下大將、北京市副市長熊斌之幼子，雖為國民黨高級將領子弟，年

輕有為的熊健先生卻接受了先進思想，在周恩來總理介紹下，1943 年 1月即光榮地加入了

中國共產黨，一直作為地下黨員在北京市為黨工作，建國後，他參與建設了北京外國語大學，

並在此一直工作到退休。 

這批拓片是建國前困難時期熊健先生偶然所得，當時正值兵荒馬亂、人心惶惶，在琉

璃廠做學徒的陝西同鄉因生意不濟，家無隔夜之糧，熊健先生以同鄉之誼，接濟他們兩袋白

麵，為答謝他的情誼，這些學徒將逃走的老闆留作飯資的兩箱拓片送給了他。這批拓片在他

手中收藏了近七十年。作為一個優秀的黨員，他一生勤奮清廉，毫無私心，生前即多次表達

了想把這批拓片捐獻給國家的願望，他說：我不懂，在家裡放了幾十年，覺得對不起這批好

東西，現在只要國家能收了這批東西，對國家有用，對社會有用，我就心滿意足了。2016

年 6月，在沒有舉行捐贈儀式的情況下，熊健先生將這批藏品全部無償捐獻給了國家圖書館

古籍館，遺憾的是，我們還沒來得及將捐贈證書送到他手中，他就中風住院了，8月 10日，

熊健先生在北京逝世。熊先生哲嗣熊仲協先生和熊仲穎女士都已定居美國，在回國侍病期間，

代為辦理了捐贈手續，並親自將熊先生擬另捐的翁方綱手書《金剛經》送到了圖書館，完成

了父親的心願。 

這批拓片的文獻價值、藝術價值和文物價值都很高，首先，基本都是現藏陝西西安碑

林的著名碑刻，如：集書聖王羲之的代表作《聖教序》，歐陽詢楷書代表作《九成宮醴泉銘》，

顏真卿楷書代表作《顏氏家廟碑》，費甲鑄摹刻肅府本《淳化閣帖》，等等，基本都是各個

時代書法大家的代表作。其次，所有拓本都是整幅拓片，而且是未經裝裱的軟片，整幅軟片

不僅能夠最完整地再現原碑原貌和殘損的細節，最大程度地保存該碑的文獻資料，而且也便

於後期的保護性裝幀和收藏，是拓片保存的最佳方式。《金剛經》墨蹟一冊，經折裝，是翁

方綱嘉慶二十一年（1816）四月八日佛誕日所書，全冊 43開，乃翁方綱 83歲所書小楷，自

始至終，一筆不懈，筆法精絕，是難得的藝術精品。冊後有清代著名學者葉昌熾兩跋和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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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一跋。目前，這批拓片已經完成了編目和整理的工作，可以無償提供給廣大讀者，今將拓

片目錄公佈於世，以饗讀者，也算完成了老人家的臨終之願，讓這批文獻發揮最大的作用，

讓更多的人能夠看到它們、利用它們。 

 

1  華山廟碑    各地 23832 

東漢延熹八年（165）四月二十九日。陝西

省渭南市華陰市華山。碑文隸書，額篆書題：

“西嶽華山廟碑。”原石明嘉靖三十四年毀

於地震，此為翻刻本，帖式刻，碑文有錯亂。

正文 13張，皆高 29 厘米，寬 29厘米；額 1

張，高 29厘米，寬 20厘米。鈐“府學街安

善堂法帖莊”印。 

 

2  楊淮表紀    各地 23819 

東漢熹平二年（173）二月二十二日。陝西

省漢中市，現藏漢中博物館。卞玉撰。此本

1張，高 190 厘米，寬 61厘米。鈐“褒城縣

立圖書館圖紀”印。 

 

3  曹全碑    各地 23829 

東漢中平二年（185）十月二十一日。陝西

省渭南市合陽縣，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隸

書。此本 1 張，高 170 厘米，寬 71 厘米。

碑中部斷裂，此本末行失拓，年代據《善本

碑帖錄》補。 

 

4  大風歌碑      各地 23878 

東漢（25-220）。江蘇省徐州市沛縣出土，

現藏沛縣博物館。漢高祖劉邦撰。篆書。石

僅存上半，存五行二十字，缺三行九字。此

本 1張，高 152厘米，寬 108厘米。 

 

5  華嶽廟碑陰題名    各地 23833 

東漢（25-220）。陝西省渭南市華陰市華嶽

廟，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碑磨泐殊甚。石

殘，僅存七行，斷為二截。尾刻民國十八年

宋哲元跋。此本 1張，高 90厘米，寬 33厘

米。 

 

6  魏文朗造像碑          造像 6854 

北魏始光元年（424）造。陝西省銅川市耀

州區出土，現藏藥王山博物館。正書。此本

2張，皆高 108厘米，寬 68厘米。拓本有磨

泐痕跡。 

 

7  暉福寺碑    各地 23828 

北魏太和十二年（488）七月一日建。陝西

省渭南市澄城縣，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碑

文正書。額陽文篆書題：“大代宕昌公暉福

寺碑。”此本 1張，高 153厘米，寬 84厘米，

額高 55厘米，寬 55厘米。 

 

8  元萇溫泉頌     各地 23834 

北魏延昌（512-515）年間。陝西省西安市

臨潼區靈泉觀。碑磨泐殊甚。正書。額陽文

篆書題：“魏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雝州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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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安西將軍雝州刺史松滋公河南元萇振興

溫泉之頌。” 此本 1張，高 123厘米，寬 68

厘米。此本鈐“府學街安善堂法帖莊”印。 

 

9  錡道憘造像記     造像 6855 

北魏神龜三年（520）四月八日。陝西省銅

川市耀州區出土，現藏藥王山博物館。正書。

此本 4張，陰陽皆高 108 厘米，寬 56 厘米，

兩側高 108 厘米，寬 24 厘米。拓本鈐“府

學街安善堂法帖莊”印。 

 

10  張安世造像記     造像 6856 

北魏神龜□年（518-520）八月。陝西省銅

川市耀州區，現藏藥王山博物館。正書。碑

有磨泐。此本 1張，高 49厘米，寬 66厘米。 

 

11  元遐碑      各地 23877 

北魏（386-534）。甘肅省天水市。正書。碑

陰題名，磨泐殊甚，下半字不存。此本 2張，

碑陽高 107厘米，寬 118厘米，碑陰高 125

厘米，寬 70 厘米，陰陽均下殘。 

 

12  豆盧恩碑      各地 23821 

北周天和元年（566）二月六日。陝西省咸

陽市。庾信撰。隸書。碑左半磨泐殊甚，此

本未拓全，出土地、年月及撰文人皆據《文

苑英華》補。此本 1張，高 182厘米，寬 62

厘米。鈐“府學街安善堂法帖莊”印。 

 

13  張僧妙碑    各地 23820 

北周建德三年（574）。陝西省銅川市耀州區

出土，現藏藥王山博物館。正書。碑磨泐殊

甚，且失年月，時間據《藥王山石刻集萃》

補。此本 1 張，高 134 厘米，寬 72 厘米，

末行未拓全。 

 

14  孟顯達碑     各地 23835 

隋開皇二十年（600）十月二十八日葬。陝

西省西安市出土，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正

書。額陽文篆書題：“魏故假節龍驤將軍中

散大夫涇州刺史孟君之碑。”此本 1 張，高

124厘米，寬 65厘米，額高 36厘米，寬 30

厘米。 

 

15  孔子廟堂碑    各地 23836 

唐武德九年（626）十二月二十九日。陝西

省西安市，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虞世南撰

并正書，唐睿宗李旦篆額，宋安祚刻。武德

原石已毀，武后時重刻本亦毀，此為王彥超

重刻本，因刻在西安而世稱“西廟堂碑”，

碑已裂為三。首題：“孔子廟堂之碑。”此本

1張，高 178厘米，寬 96厘米，額失拓。 

 

16  九成宮醴泉銘    各地 23818 

唐貞觀六年（632）四月十六日。現藏陝西

省寶雞市麟游縣九成宮遺址。魏徴撰，歐陽

詢正書。首題：“九成宮醴泉銘。”原石裂為

六塊。此本 1張，高 166厘米，寬 88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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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溫彥博碑    各地 23824 

唐貞觀十一年（637）十月二十二日。陝西

省咸陽市禮泉縣昭陵。岑文本撰，歐陽詢正

書。碑磨泐殊甚，首題：“唐故特進尚書右

僕射上柱國虞恭公溫公碑。”首題下刻“碑

林”二字。此本 1 張，高 100 厘米，寬 62

厘米。下半失拓，年月及責任者皆據《昭陵

碑錄》《求是堂文集》補。鈐“安善堂”“毓

文齋碑帖室”印。 

 

18  皇甫誕碑    各地 23837 

唐貞觀十七年（643）。陝西省西安市出土，

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于志寧製，歐陽詢正

書。首題：“隋柱國左光祿大夫弘義明公皇

甫府君之碑。”石中部斷裂，下方有剝泐，

年代據《雪堂金石文字跋尾》補。此本 1張，

高 174 厘米，寬 88 厘米。鈐“府學街安善

堂法帖莊”印。 

 

19  樊興碑    各地 23822 

唐永徽元年（650）七月九日葬。陝西省咸

陽市三原縣獻陵。正書。首題：“大唐故左

監門大將軍襄城郡開國公樊府君碑銘并序。”

碑磨泐殊甚。尾刻清光緒二十三年六月沈兆

霖等題記。此本 1 張，高 179 厘米，寬 92

厘米。 

 

20  三藏聖教序    各地 23838 

唐永徽四年（653）十月十五日建。陝西省

西安市，現藏西安大雁塔。唐太宗李世民撰，

褚遂良正書。首題：“大唐太宗文皇帝製三

藏聖教序。”此本 1張，高 140厘米，寬 71

厘米。 

 

21  三藏聖教序記     各地 23839 

唐永徽四年（653）十二月十日建。陝西省

西安市，現藏西安大雁塔。唐高宗李治撰，

褚遂良正書，萬文韶刻。首題：“大唐皇帝

述三藏聖教序記。”此本 1張，高 143厘米，

寬 70厘米。左行。 

 

22  三藏聖教序    各地 23827 

唐龍朔三年（663）六月二十三日建。陝西

省渭南市大荔縣，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唐

太宗李世民撰序，唐高宗李治撰記，褚遂良

正書。首題：“大唐太宗文皇帝製三藏聖教

序。”碑刻界格，尾刻清光緒十四年宮爾鐸

行書跋。此本 1張，高 208厘米，寬 101厘

米。 

 

23  道因法師碑     各地 23840 

唐龍朔三年（663）十月十日建。陝西省西

安市，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李儼製文，歐

陽通正書，常長壽、范素鐫。首題：“大唐

故翻經大德益州多寶寺道因法師碑文并序。”

此本 1張，高 215厘米，寬 98厘米。 

 

24  集王聖教序記并心經   各地 23841 

唐咸亨三年（672）十二月八日。陝西省西

安市，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唐太宗李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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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序，唐高宗李治撰記，唐釋懷仁集晉王羲

之行書，唐朱靜藏鐫字。碑頂刻七尊佛龕，

故俗稱“七佛碑”，碑橫斷為二，有磨泐。

此本 1張，高 214 厘米，寬 93厘米。 

 

25  美原神泉詩碑    各地 23830 

唐垂拱四年（688）四月戊□日。陝西省渭

南市富平縣美原鎮，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

韋元旦撰序，徐彥伯撰陰序，賈言淑詩，尹

元凱等撰陰詩，尹元凱篆書并篆陰額。首題：

“五言夏日游神泉序。”額隸書題：“美原神

泉詩序。”陰首題：“五言同韋子游神泉詩。”

陰額題：“大唐裕明子書。”碑磨泐殊甚。此

本 2張，皆高 123 厘米，寬 62厘米。 

 

26  法琬塔碑    各地 23842 

唐景龍三年（709）五月十日建。陝西省西

安市，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唐釋承遠撰，

劉欽旦正書。首題：“大唐靈安寺故比丘尼

法琬法師碑。”碑磨泐殊甚。此本 1 張，高

121 厘米，寬 70 厘米。 

 

27  李思訓神道碑    各地 23826 

唐開元八年（720）六月二十八日葬。陝西

省渭南市蒲城縣橋陵。李邕撰并行書。首題：

“唐故雲麾將軍右武衛大將軍贈秦州都督

彭國公謚曰昭公李府君神道碑并序。”碑有

磨泐。此本 1張，高 110 厘米，寬 110 厘米。

下半未拓，首題及責任者皆據《金石萃編》

補。 

28  吳文碑     各地 23843 

唐開元九年（721）十月二十三日。陝西省

西安市，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唐釋大雅集

晉王羲之行書，唐徐思忠等刻。碑僅存下半

部，有磨泐。此本 1張，高 68厘米，寬 94

厘米。 

 

29  御史臺精舍碑     各地 23844 

唐開元十一年（723）。陝西省西安市，現藏

西安碑林博物館。崔湜撰，梁昇卿隸書，趙

禮刻。首題：“大唐御史臺精舍碑銘并序。”

此本 1張，高 96厘米，寬 63厘米。拓片有

破損。 

 

30  義福碑    各地 23845 

唐開元二十四年（736）九月十八日建。陝

西省西安市，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嚴挺之

撰，史惟則隸書并篆額，史子華刻。首題：

“大唐故大智禪師碑銘并序。”碑有磨泐。

此本 1張，高 199厘米，寬 106厘米，此本

額失拓。 

 

31  石臺孝經    各地 23846 

唐天寶四年（745）九月一日。陝西省西安

市，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唐玄宗李隆基撰

序及注并隸書，唐肅宗李亨篆額。首題：“孝

經序。”碑四面環刻，尾刻李齊古表、批答

及明清題名等。此本 4 張，皆高 295 厘米，

寬 116厘米。此本額失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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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多寶塔碑     各地 23825 

唐天寶十一年（752）四月二十二日建。陝

西省咸陽市興平市塔耳寺，現藏西安碑林博

物館。岑勛撰，顏真卿正書，徐浩題額，史

華刻。首題：“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寶佛塔感

應碑文。”左碑側中部有泐。此本 1 張，高

177 厘米，寬 94 厘米。此本額失拓。 

 

33  臧懷恪神道碑     各地 23823 

唐廣德元年（763）十月葬。陝西省咸陽市

三原縣出土，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顏真卿

撰并正書，李秀巖題額。首題：“唐故右武

衛將軍贈工部尚書上柱國上蔡縣開國侯臧

公神道碑銘并序。” 此本 1張，高 255厘米，

寬 120厘米。此本額失拓。 

 

34  郭敬之廟碑     各地 23847 

唐廣德二年（764）十一月二十一日建。陝

西省西安市出土，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顏

真卿撰并正書，唐代宗李豫題額。首題：“有

唐故中大夫使持節壽州諸軍事壽州刺史上

柱國贈太保郭公廟碑銘并序。”碑磨泐甚，

首題據《金石萃編》補。此本 1張，高 240

厘米，寬 120 厘米。此本額失拓。 

 

35  李氏三墳記    各地 23848 

唐大曆二年（767）。陝西省西安市出土，現

藏西安碑林博物館。李季卿述，李陽冰篆書，

栗光刻。碑斷為二。此本 2張，碑陽高 148

厘米，寬 69 厘米，碑陰 150厘米，寬 63厘

米。此本鈐“安善堂”“毓文齋碑帖室”印。 

 

36  顏惟貞廟碑      各地 23849 

唐建中元年（780）七月一日刻。陝西省西

安市，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顏真卿撰并正

書，李陽冰篆額。原碑四面環刻，首題：“唐

故通議大夫行薛王友柱國贈秘書少監國子

祭酒太子少保顏君廟碑銘并序。” 首題下刻

宋太平興國七年八月廿九日夢英書李準跋。

此本 4張，碑陰和碑陽皆高 230厘米，寬 123

厘米，一側高 230 厘米，寬 28 厘米，一側

高 109厘米，寬 28厘米。此本額失拓。 

 

37  景教流行中國碑     各地 23850 

唐建中二年（781）正月七日建。陝西省西

安市，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唐釋景凈述，

呂秀嚴正書。碑下及側刻古敘利亞文及漢文

題名，額上刻十字架。首題：“景教流行中

國碑頌并序。”額題：“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此本 2 張，碑高 174 厘米，寬 86 厘米，額

高 50 厘米，寬 32 厘米，側高 72 厘米，寬

23厘米。 

 

38  不空和尚碑     各地 23851 

唐建中二年（781）十一月十五日建。陝西

省西安市出土，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嚴郢

撰，徐浩正書。碑右上角及中部斷裂。首題：

“唐大興善寺故大德大辯正廣智三藏和尚

碑銘并序。”此本 1張，高 195厘米，寬 93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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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楚金碑      各地 23852 

唐貞元二十一年（805）七月二十五日建。

陝西省西安市出土，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

唐釋飛錫撰，吳通微正書，宋液刻。首題：

“唐國師千福寺多寶塔院故法華楚金禪師

碑。”此本 1張，碑高 168 厘米，寬 92厘米。 

 

40  梁守謙功德碑    各地 23853 

唐長慶二年（822）十二月一日立。陝西省

西安市出土，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楊承和

撰并正書，陸邳篆額，強瓊刻。碑有磨泐，

撰、書人據《金石萃編》補。此本 1張，碑

高 240厘米，寬 113厘米。此本額失拓。 

 

41  馮宿神道碑     各地 23855 

唐開成二年（837）五月。陝西省西安市，

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王起撰，柳公權正書

并篆額。首題：“大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

禮部尚書使持節梓州諸軍事兼梓州刺史御

史大夫充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

內觀察處置靜戎軍等使上柱國長樂縣開國

公食邑一千五百戶贈吏部尚書馮公神道碑

銘并序。”碑磨泐殊甚。此本 1 張，高 210

厘米，寬 63 厘米。此本額失拓。 

 

42  苻璘神道碑      各地 23831 

唐開成三年（838）。陝西省渭南市富平縣。

李宗閔撰，柳公權正書并篆額，邵建和鐫。

首題：“唐故輔國大將軍行左神策軍將軍知

軍事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使大夫義陽郡王

食實封二百戶贈越州都督刑部尚書苻公神

道碑銘并序。”碑橫斷為二，磨泐殊甚，年

代據《金石萃編》補。此本 1張，高 223厘

米，寬 100厘米。此本額失拓。 

 

43  玄奘塔銘      各地 23854 

唐開成四年（839）五月十六日建。陝西省

西安市興教寺。劉軻撰，唐釋建初行書，宋

弘度刻。首題：“大唐三藏大遍覺法師塔銘

并序。”碑有磨泐。此本 1 張，高 79 厘米，

寬 162厘米，鈐“府學街安善堂法帖莊”印。 

 

44  大達塔碑      各地 23856 

唐會昌元年（841）十二月二十八日建。陝

西省西安市，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裴休撰，

柳公權正書并篆額，邵建和、邵建初鐫。首

題：“唐故左街僧錄内供奉三教談論引駕大

德安國寺上座賜紫大達法師玄秘塔碑銘并

序。”尾刻清道光四年八月聯輝等隸書跋，

石上部橫裂。此本 1張，高 232厘米，寬 115

厘米。此本額失拓。 

 

45  杜順道行記      各地 23857 

唐大中六年（852）□月二十四日記。陝西

省西安市出土，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杜殷

撰，董景仁行書，邵建初刻。首題：“大唐

花嚴寺杜順和尚行記。”碑下部磨泐。此本 1

張，高 107厘米，寬 63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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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經幢     各地

23815 

唐（618-907）。正書。磨泐殊甚。此本 1張，

高 110厘米，寬 56厘米，此本僅存三面。 

 

47  千字文      各地 23858 

北宋乾德三年（965）十二月二十八日立。

陝西省西安市出土，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

南朝梁周興嗣撰，宋釋夢英篆書并題額，宋

袁正己正書釋文，宋安仁裕鐫。首正書題：

“千字文。”此本 1張，高 229厘米，寬 100

厘米。此本額失拓。 

 

48  擬惠休上人詩      各地 23859 

北宋乾德五年（967）。陝西省西安市出土，

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南朝梁江淹撰，宋釋

夢英篆書并隸書注解，宋袁允忠正書歌詩，

宋安文燦刊。原石共五截，二截刻馬去非等

贈夢英詩，碑左刻郭忠恕與夢英書，有磨泐。

此本 1 張，高 128 厘米，寬 79 厘米。此本

首截失拓，二截正書題：“南岳宣義大師夢

英十八體書。” 

 

49  張仲荀抄高僧傳序      各地 23860 

北宋乾德（963-968）。陝西省西安市，現藏

西安碑林博物館。陶榖撰，宋釋夢英行書，

郭忠恕篆額，安文璨鐫。首題：“抄高僧傳

序。”額篆書橫題：“張仲荀抄高僧傳序。”

碑有磨泐，年代據《西安碑林博物館藏碑刻

总目提要》補。此本 1張，高 141厘米，寬

75厘米。 

 

50  淳化閣法帖      法帖 890 

北宋淳化三年（992）十一月六日。陝西省

西安市，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宋王著輯，

明溫如玉、張應君刻。此本為明肅府翻刻本

之殘本，存萬曆四十三年冬張鶴鳴跋、朱識

鋐跋。此本 4張，皆高 26.5 厘米，寬 35.5

厘米。 

 

51  嶧山碑      各地 23861 

北宋淳化四年（993）八月十五日。陝西省

西安市，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秦李斯篆書，

宋鄭文寶正書跋。原石久佚，此為鄭文寶重

刻本，碑中部斷裂。此本 2張，高 145厘米，

寬 76厘米，陰高 145厘米，寬 70厘米。 

 

52  說文偏旁字源      各地 23862 

北宋咸平二年（999）六月十五日建。陝西

省西安市，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宋釋夢英

篆書并自序，安文粲刻。首隸書題：“篆書

目錄偏旁字源五百四十部其建首立一為端

畢終於亥。”尾刻正書郭忠恕答夢英書，柴

禹錫銜名。此本 1 張，高 190 厘米，寬 94

厘米。 

 

53  李氏拪先塋記      各地 23863 

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九月十四日重刻。

陝西省西安市，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唐李

季卿撰，唐李陽冰篆書，唐栗光刻，宋安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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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刻。原碑刻於唐大曆二年，此為姚宗萼等

重刻本。碑中部斷裂，左上殘缺，磨泐殊甚。

首題：“拪先塋記。” 此本 1 張，高 155 厘

米，寬 73厘米。 

 

54  慎刑箴碑      各地 23864 

北宋天聖六年（1028）五月十二日立。陝西

省西安市，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晁迥述，

盧經正書，龐房篆額。首題：“慎刑箴并序。”

石中部斷裂，有磨泐。此本 1張，高 153厘

米，寬 77厘米。此本額失拓。 

 

55  滿庭芳      法帖 891 

北宋元豐六年（1083）。蘇軾撰并行書。碑

失年月，據《中國書法全集》第三十四冊補。

此本 1張，高 30 厘米，寬 42厘米。 

 

56  書林逋詩後帖      法帖 892 

北宋元祐六年（1091）。蘇軾撰并行書。首

題：“書和靖林處士詩後。”碑失年月，據《中

國書法全集》第三十四冊補。此本 1張，高

30厘米，寬 42厘米。 

 

57  游師雄墓誌   墓誌 13022 

北宋紹聖四年（1097）十月十七日葬。陝西

省咸陽市武功縣出土。誌文 67行，行 67字。

張舜民撰，邵䶵正書，章楶篆蓋。首題：“宋

故朝奉郎直龍圖閣權知陝州軍府兼管內勸

農事兼提舉商虢等州兵馬巡檢公事飛騎尉

賜緋魚袋借紫游公墓誌銘。”此本 1 張，有

磨泐，末行及蓋皆失拓，拓本高 109 厘米，

寬 111厘米。 

 

58  與趙夢得書·渡海帖      法帖 893 

北宋元符三年（1100）六月十三日。蘇軾撰

并行書。碑失年月，據《中國書法全集》第

三十四冊補。此本 1張，高 30厘米，寬 42

厘米。 

 

59  千字文      各地 23865 

北宋大觀三年（1109）二月十一日。陝西省

西安市，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南朝梁周興

嗣撰，隋釋智永正書草書。首正書草書題：

“真草千字文。”帖式刻，年代據宋薛嗣昌

跋。此本 1 張，高 172 厘米，寬 81 厘米，

此本跋失拓。 

 

60  古柏行      各地 23866 

金正隆五年（1160）九月三日。陝西省西安

市，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唐杜甫撰，金任

詢草書。詩歌題名據《全唐詩》卷二二一，

碑無年月及責任者姓名，責任者“龍巖”據

《攈古錄》考補，為金正隆時進士任詢，則

“庚辰”當為“正隆五年”。此本 1 張，高

114厘米，寬 62厘米。 

 

61  省試臘後望春宮詩刻      各地 23867 

宋（960-1279）。陝西省西安市，現藏西安

碑林博物館。唐林寬撰，宋米芾行書。詩題、

撰人皆據《全唐詩》卷六百六補。此本 1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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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109厘米，寬 61厘米。 

 

62  紹隆禪師碑      各地 23879 

宋徐林譔，元趙孟頫行書。江蘇省蘇州市虎

丘區。元至大三年（1310）正月十六日建。

首題：“臨濟正傳虎丘隆禪師碑。”帖式刻。

此本 22張，皆高 30厘米，寬 42 厘米。 

 

63  萬壽宮敕藏御服碑      各地 23868 

元延祐二年（1315）三月三日。陝西省西安

市周至縣出土。趙世延撰，趙孟頫正書，李

孟篆額。陰首題：“大元勑藏御服之碑。”碑

下半磨泐。此本 1張，高 284厘米，寬 121

厘米。此本額及陽皆失拓。 

 

64  孫德彧道行碑      各地 23869 

元元統三年（1335）九月。陝西省西安市周

至縣。鄧文原撰，趙孟頫正書，趙世延篆額。

碑有磨泐。首題：“皇元特授神仙演道大宗

師玄門掌教輔道體仁文粹開玄真人管領諸

路道教所知集賢院道教事孫公道行之碑。”

此本 1張，高 238 厘米，寬 110厘米。此本

額失拓。 

 

65  徐學周家訓碑      各地 23870 

明萬曆四十五年（1617）二月十五日。陝西

省西安市，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徐學周撰，

董其昌行書并跋。碑六截刻，首題：“檇李

徐翼所公家訓。”此本 1 張，高 165 厘米，

寬 86厘米。 

66  快雪堂法書      法帖 903 

明崇禎十四年（1641）。北京市西城區，現

藏北海公園。明馮銓輯，清劉光暘刻。卷端

隸書題：“快雪堂法書。”此本 2張，為殘本，

存《樂毅論》《蘭亭序》二種，一高 24厘米，

寬 90厘米，一高 26厘米，寬 219厘米。 

 

67  淳化閣法帖      法帖 889 

清顺治三年（1646）長至月。陝西省西安市，

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宋王著輯，清費甲鑄

刻。此本為清費甲鑄摹刻肅府本。此本4冊，

總計 249.5開，半開高 29厘米，寬 17厘米。 

 

68  岣嶁碑      各地 23872 

清康熙五年（1666）秋。陝西省西安市，現

藏西安碑林博物館。篆書。毛會建正書跋。

此本 1張，高 196厘米，寬 80厘米。 

 

69  天冠山詩      法帖 894 

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十一月十五日。陝

西省西安市，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元趙孟

頫撰并草書，清卜世鎸。收《龍口巖》等詩

二十四首。尾刻文徵明、鄧霖題跋及周錞觀

款。此本 1張，高 19厘米，寬 461厘米。 

 

70  集歸去來辭詩      法帖 900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二月十五日。陝西

省西安市，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蘇軾撰并

行書。帖式刻，三欄。首題：“予喜淵明歸

去來辭因集字為詩六首。”帖失年月，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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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文博》2009年 01期路遠《蘇軾的“尚

意”書法與<集歸去來辭詩>刻石》中錄鄧霖

跋文補。此本 1 張，額、跋失拓，經折裝，

册高 28厘米，寬 200 厘米。 

 

71  秣陵旅舍送章生詩      各地 23871 

清康熙四十年（1701）五月十五日。陝西省

西安市，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明董其昌撰

并行書，清達禮善行書跋。碑帖式刻，七截

刻。首題：“秣陵旅舍送會稽章生。”此本 1

張，高 209厘米，寬 83厘米。 

 

72  訓飭士子碑      各地 23873 

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正月。陝西省西安

市，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清聖祖玄燁撰并

正書。首題：“御製訓飭士子文。”此本 1張，

高 180厘米，寬 78厘米。 

 

73  集古梅花詩法帖 三卷      法帖 895 

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七月中澣。陝西省

西安市，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晉王羲之行

書、草書，清羅景臨并跋。卷端行書題：“集

古梅花詩。”此本 21 張，皆高 24 厘米，寬

86厘米。 

 

74  西安詩刻二首      各地 23874 

碑失年月，允禮卒於清乾隆三年，姑附清乾

隆三年（1738）。陝西省西安市，現藏西安

碑林博物館。清果親王允禮撰并行書。尾題：

“西安作。”此本 2 張，碑陽高 138 厘米，

寬 63厘米，碑陰 147厘米，寬 63厘米。 

 

75  泉神廟記      各地 23875 

清嘉慶十七年（1812）八月一日。陝西省西

安市，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那彥成撰并行

書。此本 1張，高 69厘米，寬 142cm。首題：

“重修泉神廟碑記。” 

 

76  詒晉齋法書四集 十六卷      法帖

896 

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清成親王永瑆書，

錢泳刻。卷端隸書題：“詒晉齋法書。”此為

殘本，存《三門記》一種，《叢帖目》子目

未見。共 8 張，皆高 25 厘米，其中 7 張寬

75厘米，1張寬 37厘米。 

 

77  心畫初機法帖      法帖 897 

清道光十九年（1839）九月。現藏西安碑林

博物館。劉墉書。卷端行書題：“心畫初機。” 

尾刻清道光楊振麟跋，年代據跋補。此本共

6張，皆高 28厘米，其中 5張寬 92厘米，1

張寬 63 厘米，拓本鈐“府學街安善堂法帖

莊”印。 

 

78  易經·謙卦      各地 23876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五月上浣。江士松

隸書，張元清刻。陝西省西安市，現藏西安

碑林博物館。此本 1張，高 153厘米，寬 72

厘米。此本年月、書者和刻工皆失拓，據原

碑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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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貽古堂法帖 四卷      法帖 898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三月。陝西省西安

市，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萬保輯，萬德新、

萬永錫書，仇和刻。卷端隸書題：“貽古堂

帖。”尾刻張祥河、周爾墉、吳式芬、嚴良

訓、瑛桂、曾敬熙題跋。此本凡 27 張，尺

寸不等。 

 

80  赵孟頫八札      法帖 899 

清光緒二年（1876）閏五月。陝西省西安市，

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元赵孟頫撰并行書，

清郭魯泉臨，清郭建本刻。端題：“趙文敏

公八札真蹟。”尾刻清光緒二年閏五月郭建

本跋。責任者和年月皆據《西安碑林博物館

藏碑刻總目提要》《陝西石刻文獻目錄集存》

補。此本 1 張，高 27 厘米，寬 500 厘米，

此本跋失拓。 

 

81  黃輔辰嘉獎碑      各地 23817 

陝西省出土。清光緒十三年（1887）十二月。

何紹基正書，黃彭年跋。此本 2張，皆高 91

厘米，寬 80 厘米。 

 

 

 

82  趙充國頌碑      各地 23816 

清光緒二十年（1894）。陝西省出土。漢揚

雄撰，清張裕釗正書。首題：“揚子雲趙充

國頌。” 碑無年月，因張裕釗卒於清光緒二

十年，姑附。此本 4 張，兩張高 29 厘米，

寬 62厘米，兩張高 30厘米，寬 76厘米。 

 

83  靈飛經      法帖 901 

清（1644-1911）。唐鍾紹京正書。首題：“瓊

宮五帝內思上法。”尾刻唐開元二十六年二

月一日玉真公主跋，明萬曆董其昌跋三則。

碑無年月，前刻偽印“大觀”“政和”“褚氏”，

因清《滋蕙堂帖》加刻此三印，故年代附清。

此本 7張，皆高 24厘米，6張寬 64厘米，1

張寬 51厘米。 

 

84  蕭閒堂記      法帖 902 

民國（1912-1949）。陝西省西安市。宋米芾

撰并行書，民國張世安刻。首題：“蕭閒堂

記。”尾刻米友仁跋。碑無年月，張世安為

民國時刻工，姑附。此本 1張，高 26厘米，

寬 260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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