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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部对北京地区寺观的系统调查与采访

曹菁菁

在金石组众多的藏品之中，有很多是金石组组员亲自前往实地拓制的拓本。尤其是北

京地区，很多石刻都是金石组组员自行拓制补充馆藏的。民国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的馆员们

实地访碑拓碑的行为最早始于何时，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尚无定论。但是一份 1930 年的

“搨碑帖副单”档案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这份档案收纳在 1930 年档案袋中，由数张

稿纸粘连而成，长达 2米，记录了访碑拓碑地点与拓碑目录。它反映出当时的金石部成员们

在北京城内曾有一次规模不小的访碑拓碑活动。

搨碑帖副单局部

这份清单里，出现了“东岳庙”“马神庙”“法藏寺”“地藏寺”“药王庙”“春台

戏班”“蟠桃宫”“正阳门关帝庙”“寂照寺”“拈花寺”“万柳堂”“天龙寺”“宣武门

关帝庙”“法华寺”“玉清观”“万福寺”“隆安寺”“火神庙”“双龙寺”“法塔寺”“卧

佛寺”“吉祥庵”“马神庙”等地点及其详细地址。

需要指出的是，这份清单并非完全遵循碑在建筑名之后的规则。例如“蟠桃宫”后列有

数十种碑拓，但是真正属于蟠桃宫的只有一种《蟠桃宫碑》，剩余的碑拓仍属于东岳庙之范

围。这种错乱大抵是东岳庙碑拓过多，没有一次拓就入账，而是分两次登录。但是抄录人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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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在《蟠桃宫碑》后题写“东岳庙”标题所致。一处地方的碑拓分两次著录的情况，在这

份档案中并非没有实例。比如“马神庙”就出现两次，每处下面都标注了“马神庙三号”的

地址，可见是一处建筑。标题第一次出现时登录了 3种碑拓，而第二次出现时登录了 1种碑

拓。这足以证明，一处建筑中的碑拓是可以分批登录的。我们在统计东岳庙碑拓时，把小标

题“蟠桃宫”后实属“东岳庙”的碑拓仍然计入东岳庙的碑拓种数当中。

这次对北京地区寺观的拓本采访主要集中在四九城。目前这些寺观基本已经在北京城市

化的道路中先后被拆除。这些当年的拓本，是保存已佚石刻的重要资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是东岳庙的碑刻拓本，数量多达 147 种。

北京东岳庙是泰山东岳香火的分香，也是北京香火最旺的道教庙宇。各种民间信仰在这

里共存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民间宗教系统。从明代开始，香客们在这里先后立起了各种石碑。

到东岳庙进香的香会们，在庙内勒石立碑，往往要先进行占卜，选得吉日，延请朝廷宰官、

文人学士或庙内住持撰文立书，纪述善举，在碑阴、碑侧刊列会众姓名，甚至包括已故会众，

以求万古流芳。这种香会碑占了东岳庙碑刻的绝大多数。在 1930 年这次的采访传拓中，147

种碑刻里有 125 种都是香会碑。有些香会以所供奉的主要祭品命名，如白纸会、献茶会、路

灯会、盘香会、净水会、供膳会、寿桃会；有些以在庙内的活动命名，如掸尘会、放生会、

净炉会；还有香会由行业成员组成，具有典型的行会性质，如鲁班会、马王会、散司老会（天

源号等东四绸缎行组成）、四顶圣会（正阳门外猪市口粮行会）、羊行老会（羊市弟子）。

很多香会或重新立碑，或重刻前碑——在碑的下方、碑阴、碑侧增加题记或题名。那些历史

久、经费足、会众多的香会则多次立碑，如掸尘老会就分别于雍正十一年（1733 年）、乾

隆五年（1740 年）、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立碑。有些香会

则众善同心，共立一碑，如同治六年（1867 年）白纸献花会碑就是由白纸会和献花会共同

刊立的。这些碑刻为我们了解北京市井社会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

有关东岳庙碑刻的整理工作，最早见于刘澄圆《东岳庙七十六司考证》，文中附有作者

1930 年 4 月 1 日抄录的东岳庙碑文目录。①1936 年刘厚滋在《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

第七卷第六期登载了《北平东岳庙碑刻目录》。刘氏将东岳庙碑刻进行全面梳理，按年代排

序，对碑的形制大小、撰书人、碑额及碑侧的题记作了详细的记载，共计收录 147 种石碑。

1939 年叶郭立诚夫人一行 6人调查东岳庙会，将碑阴所列香会会众及其活动简要记录，分

析香会的组织及历史，是第一部关于东岳庙香会研究的较完整著述。②日本学者仁井田升博

①刘澄圆：《东岳庙七十六司考证》，1936年。

②叶郭立诚：《北京东岳庙调查》，北京大学《民俗丛书》第 46卷，1970年台北中国民俗联合会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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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于 1946 年对北京的工商行会进行调查，行会碑成为此次调查的重点，他有选择地将东岳

庙碑刻中鲁班会、马王会、羊行老会、猪市庆司老会等行会的碑文、铭文及匾额一一抄录，

标明方位。①

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这次工作并非心血来潮。而是与国立北平研究院的成立与工作开展密

切相关。国立北平研究院是 1929 年 9 月 9 日国民政府在北平成立的学术研究机构。1927 年，

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设立国立中央研究院时，筹备委员李煜瀛提议同时设立局部或

地方性的研究机构。1928 年 9 月国民政府通过李煜瀛所提议案，1929 年 5 月成立筹备委员

会，任李煜瀛为筹委会主任，蔡元培、张静江为筹备委员。同年 8月，行政院决议以北平大

学的研究机构为基础组建国立北平研究院，并于 9月 9 日宣布正式成立，由李煜瀛任院长。

北平研究院成立之初，经费十分紧张。政府令北平其他学术机关与其合作，以便节省经费。

当时拟定的合作学术机构有：国立中央研究院、国立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国立北平天

然博物院等。作为主要的合作机构，国立北平图书馆参与了北平研究院建立之初的众多工作。

②

根据北平研究院最初的组织规程，全院学术共分十部：天算部、理化部、生物部、人地

部、群治部、文艺部、国学部。其中人地部分为“地质学研究所”与“史学研究会”。史学

研究会成立于 1929 年 11 月，分为历史组和考古组，历史组主任为顾颉刚，考古组主任为徐

炳昶。由于“北平研究院”建立时，强调“地域性及局域的学术研究”，史学研究会第一次

全体会议便确定进行《北平志》中有关《庙宇志》与《金石志》的编辑，将北平划作十区，

分区调查寺观坛庙祠堂并摹拓石刻。姚彤章、常惠、李至广、吴世昌、张江裁、许道龄等人

调查北平城内外及西郊庙宇九百余处，每一处调查都包括详细的拍照、平面图、拓片以及笔

录各一份。石刻方面的调查成果即《北平金石目》，于 1934 年出版。③显然，1930 年的访

碑活动，是辅助北平研究院的这个调查项目展开的。其实，我馆档案也记录了这次的合作。

又与北平研究院合拓北平各祠宇碑碣，已收入八百余种，均先后编目，从事

整理。此项目录分两种编制，一以朝代年月先后为序，一以碑志器名首一字为序，

于目录之外兼用卡片，他日完成将予研究者莫大之便利焉。④

①[日]仁井田升：《北京工商ギルド资料集》（四），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文献中心刊行委员会

1975年至 1983年刊行，第三十集。

②李煜瀛：《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一卷第一期，1930年。

③《国立北平研究院十年来工作概况》，国立北平研究院，1939年。

④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民国十九年七月至二十年六月，34页，国立北平图书馆，

19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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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解释了刘厚滋《北平东岳庙碑刻目录》中收录的拓本目录与我馆目录为何是一致的。

但是，1930 年“搨碑帖副单”涉及的庙宇并未及西郊庙宇，远不及八百之数。可见当时的

金石部在 1930 年辅助北平研究院开展调查活动之时所获得的拓本，并没有留下全部的草目。

文革期间，东岳庙的石刻遭到了破坏。随着北京城的改造，如今的东岳庙也不复往日的

规模。上世纪 50 年代，社科院曾调查过东岳庙，也对碑刻进行了传拓，具体数量未知。1965

年，北京文物所也调查传拓了东岳庙的碑刻，根据他们后来提供的文物调查表，共传拓了

101 座石碑。文革期间，东岳庙的东西碑林遭到了严重破坏。1997 年，北京文物局曾对东岳

庙进行全面修复，文革期间被推倒砸碎掩埋在地底的石碑被重新挖掘，经过整理、校对，据

说目前已知的东岳庙碑刻竟多达 163 座。其中最晚的一块石碑是民国三十一年（1942 年）

立于新鲁班殿前的鲁班会碑。①也就是说，在 1930 年之后，东岳庙还有新立之碑，未及收

入此次访拓之中。即便如此，1930 年对东岳庙的访碑活动，保留了当时东岳庙 147 座碑刻

的全貌，至为可贵。如今很多原石已残破，更凸显了这份资料的珍贵。毫无疑问，北京东岳

庙的碑刻资料，当以我馆所藏之拓本为最全最早。

①李彩萍：《北京东岳庙与京城文化》，《文化学刊》2011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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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东岳庙碑访拓一览表

1 东岳天齐庙供养记 一份

2 香灯供膳碑 一份

3
十八岳盖闻泰岱乃五

岳之尊
一份

4 东岳庙三顶圣会碑志 一份

5 盘香会碑记 一份

6 扫尘会碑记 一份

7 白纸献花会碑 一份

8 净炉会碑记 一份

9 撢尘会碑 一份

10 撢尘会碑记 一份

11 道教大碑 一份

12 散司会碑 一份

13 东岳庙碑记 一份

14 东岳庙圣会碑文 一份

15 献茶会碑记 一份

16 东岳庙佛尘会碑记 一份

17 重建老撢尘会碑记 一份

18 敕建东岳庙会中碑记 一份

19 东岳庙长香会碑记 一份

20 神明圣会碑记 一份

21 铁碑献花圣会 一份

22 四顶圣会碑 一份

23 东岳庙撢尘碑记 一份

24 重整诚献清茶圣会碑 一份

25 老悬灯会碑 一份

26 东岳庙路灯会碑记 一份

27 羊行者会碑记 一份

28 东岳庙香会记 一份

29 康熙三十七年碑 一份

30
东岳庙献花胜圣会碑

记
一份

31 东岳帝君庙碑文 一份

32 重建东岳庙金灯碑记 一份

33 敕修东岳庙碑记 一份

34
天齐大生仁元圣帝善

碑记
一份

35 光禄寺寿桃老会碑记 一份

36 金牛圣会进香碑记 一份

37 白纸献花会碑 一份

38 东岳庙糊饰窗户会碑 一份

39 路灯老会碑记 一份

40 岳武穆鄂王碑记 一份

41
敕建东岳庙圣前进贡

碑记
一份

42
东岳庙甲子上香圣会

碑记
一份

43 庆司会碑记 一份

44 东华门外散司会碑记 一份

45 二顶圣会碑记 一份

46 东岳庙路灯碑记 一份

47 东岳白纸会碑记 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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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东岳庙白纸老会碑记 一份

49 敬司会碑记 一份

50
岳庙圣会碑记（万历十

八年）
一份

51
岳庙圣会碑记（万历十

九年）
一份

52
东岳庙供奉香火义会

碑记
一份

53
重整岳帝司神修神葺

续基碑记
一份

54
敕建天齐仁圣大帝庙

供会碑记
一份

55 东岳庙扫尘会碑记 一份

56
都城东岳庙寿桃会碑

记
一份

57 东岳大帝圣会碑记 一份

58 朝阳关外旧有岳庙碑 一份

59 东岳庙庆司会碑记 一份

60 东岳庙碑文 一份

61
朝阳门外东岳庙掸尘

会碑记
一份

62 掸尘老会 一份

63 东岳庙落成碑记 一份

64 岱岳行祠善会之记 一份

65 东岳庙祈嗣善会题名 一份

66 东岳庙甲子会碑记 一份

67 重修炳灵殿记 一份

68
四季年例进贡圣会碑

记
一份

69
六顶进贡白纸圣会碑

记
一份

70 东岳庙重新圣像碑记 一份

71 东岳庙圣会碑记 一份

72
东岳庙建立冥用什物

圣会碑文
一份

73
敕建东岳庙悬挂金灯

老会碑记
一份

74 东岳庙路灯老会碑记 一份

75 东岳庙子午胜会碑记 一份

76 东岳庙扫尘碑记 一份

77
敕建东岳庙四季进贡

白纸圣会碑记
一份

78 东岳庙献灯碑记 一份

79
天齐大主仁元圣帝白

纸圣会碑记
一份

80
天齐大主仁元圣帝白

纸圣会碑记
一份

81
东岳庙集义献茶豆老

会碑记
一份

82
东岳庙常明海灯圣会

碑
一份

83 敕修东岳庙记 一份

84 御制东岳庙碑 一份

85
钦造岱岳灵应玄妙金

像碑铭
一份

86 东安门公会施茶碑 一份

87 东岳大帝碑序 一份

88 赐福如意供茶老会碑 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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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89
东岳四季进贡白纸圣

会碑记
一份

90
东岳庙三伏供献净水

会碑记
一份

91 东岳庙碑记 一份

92 威灵赫奕碑 一份

93 御敕癸未仲春诗 一份

94 东岳庙图 一份

95 梨园重建喜神殿碑 一份

96 东岳庙旧有药王殿 一份

97 万善重整白纸老会碑 一份

98 公议重整净炉老会碑 一份

99 万善掸尘放生老会碑 一份

100 重整供膳香灯老会碑 一份

101 公议同净水老会碑 一份

102
公议重整净炉供粥老

会碑
一份

103 万善重修净水老会碑 一份

104 众善山东掸尘老会碑 一份

105 万善吉庆悬灯老会碑 一份

106
公议重整义善掸尘放

生圣会碑
一份

107 法藏寺 一份

108 赐敕法藏寺记 一張

109 地藏寺 一份

110 敕赐地藏寺碑 一份

111 药王庙

112 药王庙碑 一份

113 春台戏班

114 春台班义园碑 一份

115 蟠桃宫

116 蟠桃宫碑 一份

117
东岳庙子午进善胜会

碑记
一份

118 白纸胜会碑记 一份

119 敕建东岳庙碑记 一份

120
年例进贡白纸圣会立

碑记
一份

121 献茶圣会碑 一份

122 东岳庙献花圣会碑记 一份

123 康熙四十六年碑 一份

124 重修马祖殿碑文 一份

125 马王庙会众奉祀碑记 一份

126 马王圣会碑记 一份

127
马王庙在会众奉祀碑

记
一份

128 鲁班圣会碑第五碑 一份

129 鲁班圣祖碑记 一份

130 修建公输仙师碑记 一份

131 鲁班圣会碑第八碑 一份

132 鲁祖老会碑第九碑 一份

133 陈设彩作两行碑 一份

134 鲁班棚行碑 一份

135 鲁祖老会碑第十二碑 一份

136 鲁班圣会碑第十三碑 一份

137 乾隆四十八年碑 一份

138 鲁班祖师碑记 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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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鲁班圣会碑第十六碑 一份

140 道光二十三年碑 一份

141 鲁祖碑记 一份

142 鲁祖圣会碑第十九碑 一份

143 鲁班圣会碑第二十碑 一份

144
泰山碧霞元君香仪碑

记
一份

145 康熙十九年碑 一份

146 姚元之隶字碑 一份

147 斗坛延寿殿碑 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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