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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历史功在千秋——爷爷常惠和他收藏的拓片 

 常虹   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分行 

   

常惠（1894—1985），字维钧，笔名“常悲”“为君”，北京人。中国歌谣学和民俗学创

始人之一，考古学家、文物保护专家，鲁迅学生和挚友，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生于 1894 年

8 月 23 日，逝于 1985 年 12 月 13 日，享年 92 岁。青年时期就读于北京法文学堂及北京大

学预科，1920 年考入北京大学法文系。1922 年参与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创办，担任编辑，

并负责征集歌谣，也为刊物撰写文章。1923 年发起成立“风俗调查会”，为中国民间文学和

民俗学事业做出了贡献。1924 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任助教，兼任孔德学

校法文教师。1927 年到古物保管会北平分会和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工作。曾参加清东陵

慈禧墓被盗清查、云冈石窟佛头被盗调查、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发掘、陕西丰镐镐京遗址及

宝鸡斗鸡台秦墓群等地考古、北京云居寺和北京庙宇调查等。1943 年经故宫博物院院长、

曾为北大老师的马衡介绍，到四川乐山故宫办事处参与故宫南迁文物的保管。1946 年回北

京继续在故宫工作，曾任开放科科长，负责展览展出，1958 年退休。曾参与北京鲁迅博物

馆筹建。受聘鲁迅博物馆顾问、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顾问、中国民俗学会顾问、中国歌谣学

会顾问。为中国文联理事、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理事，第一至四届中国文代会代表。 

 

图 1 爷爷常惠在读报（1980 年摄） 

常惠是我的爷爷。父母在我 6 个月的时候把我送到北京，直到爷爷 1985 年去世，有幸

在爷爷奶奶身边生活了 25 个年头。爷爷晚年活到老学到老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2022 年初，我在收拾爷爷老房子时，新发现了一箱之前未注意的爷爷旧藏碑刻拓片。此批

拓片近期已让与国家图书馆收藏。借此机会，我把爷爷的生平和收集整理拓片情况，以及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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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身后拓片的处理作概要介绍。但愿爷爷他老人家的学问和为国家保存保护文物资料的宝贵

精神，能够永远传承下去。 

一、追随鲁迅，献身考古——爷爷走上考古文博事业 

爷爷是一位融通中西思想的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法语系，本是学习西洋语言文化，却

对中国的文物考古情有独钟，最后成为考古和文物保护专家。 

从爷爷 1917 年读北大预科，到北大毕业后任职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前后在北大学习工

作的十年，再到古物保管会北平分会、北平研究院单位工作这段时间，爷爷认识和追随了鲁

迅 18 年，成为鲁迅的学生和挚友。爷爷走上文物考古，尤其是从事拓片收藏与鲁迅有很大

关系。 

1918 年爷爷通过刘半农介绍，在绍兴会馆与鲁迅相识。从 1920 年鲁迅在北大讲授“中

国小说史”时起，爷爷作为学生反复听课 4 年，主动为鲁迅收集资料、打印校对讲义，协助

整理《中国小说史略》资料。之后无论鲁迅在北京还是上海，爷爷与鲁迅相互提供资料、互

赠书籍，迎来送往，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亲密的挚友（鲁迅日记中有 29 篇记载了他们

之间的往来）。鲁迅逝世后，爷爷终生宣传鲁迅。1956 年北京鲁迅博物馆创建，爷爷参与筹

建并被聘为顾问。鲁迅不仅是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同时他还是一位文物和拓片收藏家。

爷爷对鲁迅非常仰慕、尊重，二人性格相似且有共同的朋友圈，爷爷收集拓片的爱好主要是

受鲁迅影响。 

 

图 2  《俟堂专文杂集》 

据曾与爷爷同在鲁迅博物馆工作的叶淑穗老师回忆，20 世纪 60 年代爷爷与许羡苏和矫

庸 3 人用两到三年时间，把鲁迅旧藏的拓片进行了全面地汇总整理。他们工作非常认真，先

从北大和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借来各种可以参考的图书进行对照核实，然后进行登记、编号、

写卡片，共整理了 6000 多张拓片。这是鲁迅博物馆历史上的首创，对于宣传鲁迅和保护我

国文化遗产功不可没。2022 年 10 月，云冈石窟研究院与北京鲁迅博物馆联合举办了“鲁迅

收藏佛教拓片艺术展”，很多展品就是当年爷爷参与整理的鲁迅旧藏拓片。鲁迅早年在故乡

绍兴时，就锐意搜集古砖和瓦当拓片。1924 年 9 月鲁迅把这些拓片编辑成书，全书共分四

集，收录汉魏六朝砖拓 170 品、隋代砖拓 2 品、唐代砖拓 1 品。该书鲁迅生前未来得及出版，

1960 年 3 月才由文物出版社以《俟堂专文杂集》为名出版。爷爷作为鲁迅博物馆顾问和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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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好友，亲自为该书撰写了“后记”（参文末附录一）。虽然书中该文落款是“鲁迅博物馆”，

实际上是爷爷撰写的。叶淑穗所编《北京鲁迅博物馆五十年》纪念册中对爷爷撰写“后记”

作了说明。 

今天再读爷爷撰写的“后记”，看到爷爷对鲁迅收集、保护、研究拓片的原因、过程、

遗憾等进行了详实地阐述，让我深深感受到，如果没有他们对拓片共同的兴趣和热爱，不可

能在 30 多年后仍有心灵相通的感悟。 

爷爷收集和整理金石拓片，也参与了很多我国文物考古事业的开创性工作。 

1928 年，爷爷在古物维持会参加了由徐森玉带领的清东陵盗墓案的清查工作。冒着地

宫坍塌和毒气袭击的风险，第一个进入裕陵地宫进行详查，并且拍摄了大量外景、盗口、内

景、清理等现场照片，为首次揭露孙殿英制造的震惊中外的东陵大盗案真相，提供了第一手

资料和证据。 

1929 年 9 月 18 至 25 日，国民政府古物保管委员会委派爷爷只身赴山西云冈石窟调查

佛头丢失情况。在对石窟进行详查后，统计有 96 颗佛头丢失。爷爷一一在窟内佛头缺失处

用红漆标记，并在调查报告中列出清单。调查结束后还向当地县府提出了保护措施。随后政

府开始派警察驻守石窟，并调查偷盗毁坏佛像案件。爷爷后来在《华北画刊》第三十四期刊

布了部分照片，进一步引起了学界和社会各界的重视。直到今天，我们去云冈石窟，仍依稀

可见爷爷当时为统计调查在被盗佛头处标记的红漆痕迹。 

 

图 3  《华北画刊》刊发常惠所拍云冈石窟佛头被盗后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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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 4 月 23 日，爷爷参加由马衡率领，北平研究院、古物保管委员会、北京大学三

方合组的燕下都考古团，赴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考古挖掘，爷爷撰写发表了《易县燕都故址

调查报告》，让世人得以了解和认识燕下都。1961 年燕下都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图 4  燕下都考古团在北平出发时合影 

（图引自刘刚《傅振伦遗藏的燕下都考古旧照(一)》。左侧汽车右车门处为爷爷常惠） 

 

1930 年 10 月 25 日至 28 日，爷爷与徐森玉、徐炳昶（字旭生）、顾颉刚、马隅卿、魏

建功、庄严、李书华诸先生，到北平西南郊房山上方山、云水洞、西域寺（云居寺）、石经

山游览，调查文物遗存，搜集相关文物资料。同行者李书华在 1935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5

日，与友人再次游览上述各处及周口店，后发表《房山游记》（《禹贡》1936 年第五卷第二

期），文中选用了我爷爷 1930 年游览时拍摄的云居寺及云水洞照片 6 幅。 

 

图 5  1931 年拍摄的历代帝王庙庙门（图引自《历代帝王庙研究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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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北平研究院安排以爷爷为首组织对北平内城寺庙调查。期间爷爷拍摄了历代

帝王庙照片 20 余张。这些照片为 70 年后历代帝王庙的修复提供了重要原始依据，使已改造

成 159中学、面目全非的历代帝王庙得以恢复原貌。 

1933 年上半年，北平研究院史学会委派史学会考古组主任徐炳昶（字旭生）和爷爷赴

陕西调查周、秦民族初期文化遗迹。事后二人合署发表《陕西调查古迹报告》。此次考古调

查是陕西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对揭示周、秦文化的渊源具有重要意义。 

 

图 6  1933 年爷爷常惠所拍凤翔东湖公园唐大中经幢（图引自徐炳昶《陕西考古日记》） 

1943 年 5 月到 1946 年抗战胜利,爷爷在四川乐山守护故宫古物三年多。爷爷与故宫同

人守护的故宫文物无一遗失损坏。抗战期间艰难条件下，爷爷为守护国宝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二、搜集收藏，历尽艰辛——爷爷旧藏拓片的来源和收藏 

通过向父亲等家人了解、我的亲身经历，以及整理资料发现，爷爷旧藏拓片的来源主要

有购买、朋友交换和自拓等途径。 

爷爷是一介书生，没有家产继承，微薄的工资除了赡养自家还要供养两个兄弟及他们的

家人。爷爷的爱好全靠奶奶勤俭持家支持。从鲁迅的书帐和日记可以看到，几乎隔几天就要

跑琉璃厂、厂甸购买书籍和拓片等。爷爷与鲁迅一样，最大爱好就是逛书店。一生买书、藏

书、读书，手不释卷。爷爷是琉璃厂的常客，父亲回忆爷爷每星期必到琉璃厂逛，去的最多

的是“松筠阁”。爷爷与店员都成为朋友，有需要的书和拓片他们会给登记预留。爷爷收集

书籍、歌谣、歇后语、拓片等成“瘾”。除了逛旧书店，还经常深入小器作坊以及修脚工师

傅和店员中去，与他们聊风土人情、名胜古迹、歌谣故事，并向他们虚心请教、互相探讨。

爷爷待人平和,不论贫富贵贱，不分身份高低，他一律平等对待，在亲朋好友中有很高的威

望。爷爷晚年出门不便，不过我家常年订《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爷爷就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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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报上刊登的新书广告了解信息，看到有感兴趣的书就想方买回来。我清晰地记得，爷爷买

的最后一本书是《美的历程》。 

 

图 7  拓片所贴所见文物商店标签 

 

图 8  拓片背面所贴旧书店的纸笺 

爷爷的收藏与奶奶常芝英（1905—1984，本名葛孚英，1924 年结婚后改名常芝英，法

文名“伊兰”）的支持密不可分。奶奶知书达礼，写得一手精湛毛笔小楷。在北京大学图书

馆工作，是善本书编目专家。精通中国历史和法国文学，协助爷爷翻译法国文学作品，支持

购买书籍，搜集民俗和民间歌谣，撰写纪念文章。爷爷旧藏拓片折叠后粘贴的标签为毛笔小

楷题写，不知是否是奶奶的手笔。 

 

图 9  爷爷常惠与奶奶常芝英在景山东街家内（1982 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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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喜交朋友，对朋友肝胆相照。在北大以及后来工作期间，爷爷结识了许多老师和朋

友，除鲁迅外，有马衡、徐森玉、周作人、刘半农、庄严、台静农、李霁野、李何林、赵少

侯、韦素园、沈兼士、范文澜、启功等，还有文物局老局长王冶秋。他们之所以成为亲密的

朋友，因为他们的性格相像，都嗜书如命，一起追逐好书、拓片，收藏交换藏品，研究拓片、

书法和篆刻。爷爷旧藏拓片中就有与朋友往返交换而来的。 

从爷爷的拓片藏品中可以看到，虽然大部分是来自购买，但有时一次会买 3 到 5 份（拓

片所见旧书店写的纸笺上记：常先生留三份），自藏的同时，也与朋友交换。爷爷旧藏拓片

中就可见部分为朋友间往返交换而来。如北大学友黄文弼、庄尚严所赠，另外还有收藏好友

刘半农的碑拓。黄文弼所赠唐《张怀寂墓志》较为难得，志文有重要文献价值。志石清宣统

二年（1910）出土于新疆吐鲁番。拓片上题赠：“维钧学兄鉴存，弟黄文弼谨赠”。根据黄文

弼《吐鲁番考古记》中《张怀寂墓志铭校记》一文，黄氏参加西北考察团期间，1928 年春

初在迪化江浙会馆见到墙上所嵌此志志石，随即传拓，“仅拓数纸”。赠给爷爷的这份拓片应

该就是当时所拓。 

 

图 10黄文弼题赠唐长寿三年（694）《张怀寂墓志》拓片及局部 

爷爷对朋友肝胆相照。民国期间在范文澜、台静农、李霁野等人遭到反动派抓捕或入狱

时，爷爷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出手相救。因而他们都很尊重爷爷，与爷爷成为生死之

交和终生挚友。庄严（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和台静农（台湾大学教授）二位，即使

海峡相隔 40 多年，都难以忘怀与爷爷的兄弟情谊。两岸恢复通信后，他们异常高兴，经常

与爷爷书信往来，互诉衷肠、交换墨宝。 

 

图 11  1990 年台静农题赠唐贾岛《旅游》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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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旧藏的拓片中有些拓片是和志趣相投的朋友在艰苦的环境亲自去拓的。孟桂良《易

县碑目》（考古学社编《考古》第 5、6 期，1937 年 6 月）一文记载了燕下都考古调查时传

拓当地碑刻情况： 

民国十九年春，国立北京大学与古物保管委员会、国立北平研究院合组燕下都考古

团，赴河北易县发掘。时余服务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会，得追随马先生（叔平）

作发掘之工作。公余暇晷，尝与庄慕陵先生、傅维本先生、常维钧先生赴城乡各处访古。

凡残碑断碣、古迹遗墟，靡不躬履其地，摩挲探讨。庄先生并命当地拓字人纪国瑞父子

从事传拓文字。穷乡僻壤，莫不搜求，甚至掩埋地下者，亦皆发覆施以毡墨。 

爷爷这些拓片的收藏保管经历了不少磨难。记得小时候，每到夏天，爷爷就带着我们几

个孙女，把家中收藏的书籍、拓片、字画、民俗玩意儿等搬到院子里，进行晾晒、除虫、除

尘等。“十年动乱”期间，爷爷收藏的大部分书籍、字画、扇子等损失殆尽。不起眼的碑刻

拓片，放在房间角落里、夹在书本里，满处藏，不易发现，这些“黑老虎”幸运躲过劫难。 

2022 年年初我在爷爷旧房子大衣柜顶上新发现并已让与国家图书馆的那箱拓片，因为

多年未注意，更是状态很差。老平房阴暗潮湿，有几十年历史的宣纸拓片，充满了发霉发潮

的味道，很多拓片都粘在一起了，掀不得、晒不得。整理这批拓片时，为了给拓片拍照，揭

开很难，折回原样更难，拍照并整理目录足足花费了半年时间。 

三、拓片代言，自有春秋——爷爷旧藏高阳拓片的内容 

爷爷收集的拓片大部分为北京的庙宇相关，如妙峰山各寺庙以及大觉寺、护国寺、北海

团城、房山云居寺等，其他还有河北易县、高阳县及周边历代碑志。 

北京的碑刻中有一些是比较少见、公藏单位未收的，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如香山消

债寺相关碑刻，明万历年间皇太子第三、四子圹志，房山云居寺的《重修华严堂》碑等。2023

年 3 月，我和姐姐沿着 90 多年前爷爷与 7 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探访云居寺的足迹，到云居寺

参观。云居寺管理处文物科长看到我带过去的《重修华严堂》拓片照片异常兴奋。他介绍说，

1942 年云居寺遭到日本侵略军炮火轰炸，许多文物毁于一旦。后来在对云居寺文物修复和

维护中，工作人员在后山发现了残缺的《重修华严堂》碑石。现在看到爷爷旧藏的完整碑刻

拓片，感慨地说：“今天终于见到了真容。”  

  

图 12  云居寺《重修华严堂经本记》残碑 图 13  《重修华严堂经本记》完整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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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旧藏拓片中最为集中和完整的是河北省高阳县碑刻，多达 485 种 755 件。 

爷爷为什么对高阳情有独钟，我想这与高阳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有关。高阳是历史

悠久的文化古县（公元前 201 年建县），人文荟萃、名人辈出。历代曾涌现出孙承宗、李殿

图、李鸿藻、齐如山、孙岳、李石曾、盖叫天、佟麟阁、李宗侗、侯德封、王重民等名人和

著名学者。 

爷爷收藏的高阳拓片，碑刻时间上起元泰定四年（1327），下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

不过绝大多数为明清两朝碑刻。元代碑刻如元泰定四年（1327）《元孝子百户刘智墓碑记》

残碑拓片，碑文记载孝子刘智割肝救亲的美德。 

这些拓片爷爷收藏整理后都折叠为长方块，并在折叠后方块的左上角贴标签，标明碑刻

的题名、年代、地址（自然村等）以及自然村在高阳县的方位和离县城的距离。以往的拓片

信息著录没有这么完整的。 

我阅读研究这些拓片，从碑刻的名称、年代，历史人物的关系，到背后的故事，一张张

拓片就活了起来，觉得这些几百年前的人物离我很近，有一种亲切感。据向当地了解，这些

拓片原碑历经各时期战乱和社会动荡，其中绝大部分都不存在了。这样更显爷爷旧藏拓片的

珍贵，我也更明白了爷爷收藏拓片的深意。 

下面分类举例说明爷爷旧藏高阳碑刻拓片的内容。 

（一）庙宇类碑刻拓片 

此类拓片有近 30 种，涉及庙宇有圆通寺、兴胜寺、万法禅寺、龙泉寺、慈慧庵、圣母

庙、龙母庙、碧霞宫、观音堂、颛顼庙等。是研究河北民间基层普通民众宗教信仰活动和民

俗风尚的重要资料。 

 

图 14   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兴胜寺重修碑记》 

 

图 15清乾隆三年（1738）《龙母庙碑记》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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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益事业类碑刻拓片 

此类碑刻记载当地修桥、修河堤、兴学等公益事业。 

 

图 16  民国七年（1918）《建修学堂碑记》拓片局部 

 

图 17清同治八年（1869）《济众桥碑记》拓片 

 

图 18清嘉庆十六年（1811）《重修堤口桥碑记》拓片 

（三）家族墓碑类拓片 

此类碑刻共涉及 46 个自然村，其中李氏家族、齐氏家族碑刻较为完整，爷爷旧藏拓片

中这两个家族碑刻都分别有几十种。 

李氏家族是高阳的名门望族，在 500 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了 40 多位举人、13 位进士。

现在还成立了 300 多族人参加的“李氏家族研究会”，并新建了“李氏名人纪念馆”。李氏

家族墓地目前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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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高阳县庞口镇庞口村新修建的“李氏名人纪念馆”大门及院内石碑 

 

图 20  民国二十二年（1933）《李悟原捐资协赞碑》拓片 

爷爷旧藏拓片中有李国 （文敏）、李殿图（文肃）、李鸿藻（文正）等李氏家族著名历

史人物碑志拓片。 

李国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明天启六年（1626）破格擢升礼部尚书，入内

阁；明崇祯初年任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等。卒谥文敏。《李国 墓碑》大概高 120 厘米，

宽 80 厘米，碑文洋洋洒洒一千七八百字。下面的碑刻拓片照片是我站在梯子上照的。我很

有兴趣读碑文，整整录了三天。 

 

图 21  清康熙元年（1662）《李国 墓碑》拓片 



文津流觞                                                    2023 年第 4 期 

 72 

李鸿藻，字寄云，号兰孙，清咸丰二年（1852）进士。是清流领袖、晚清主战派重臣。

卒谥文正。其子李石曾是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早年与蔡元培一起发起和组织赴法勤工俭学，

是故宫博物院主要创建人之一。李石曾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期间，与胡适共同做我爷爷奶奶结

婚的证婚人。 

 

图 22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李鸿藻墓碑》拓片 

齐氏家族也是高阳的名门望族，爷爷旧藏拓片中有齐氏家庙祠堂碑和祠堂图拓片，以及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齐林玉墓碑》等祖先墓碑。齐林玉，名国琳，林玉为字，生于明

万历四十二年（1614），卒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是齐氏家族兴盛的带头人，与大学士

孙承宗是亲家。孙承宗是民族英雄、大学士，国家图书馆所藏孤本《高阳县志》，高阳县第

一部县志就是他编纂的。爷爷旧藏拓片中孙承宗所撰《齐太翁碑》也是难得一见。 

 

图 23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齐氏祠堂碑记》《齐氏祠堂全图》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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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孙承宗撰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齐太翁碑》 

四、唤醒沉睡，研究利用——爷爷旧藏高阳拓片的身后处理 

爷爷去世后，其旧藏的高阳碑刻拓片先后由家人分两次整理捐让给研究机构和公藏单

位，让拓片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利用。 

1985 年底爷爷去世后，父亲整理爷爷的藏品，觉得高阳的拓片多且集中，极具研究价

值。于是在 80 年代末，慎重地将爷爷几十年心血收藏的高阳碑刻拓片捐给河北省社会科学

院，共计 239 种 373 件（此批拓片题名目录见文末附录二）。 

2022 年初，爷爷去世 37 年后，我在整理爷爷老房子存放的一些杂乱无章的书籍、杂志

时，突然发现大衣柜顶上还有一个箱子，多年未动，落满灰尘。打开后发现，里边装的全部

是高阳县的碑刻拓片。这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父亲整理时未发现的，又一批重要的高阳碑刻

拓片。 

 

图 25   2022 年新发现的装高阳拓片的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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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半年多的整理、拍照、登记目录，我统计出新发现的这批高阳拓片共有 246 种 382

件（此批拓片目录见文末附录二），与之前捐给河北社科院的那批不重复。 

20 世纪 80 年代末父亲把第一批高阳碑刻拓片捐赠给河北省社科院后，当时该院经手人

丢失了父亲的联络方式，致使 30 多年来该院与我们家失去联系，院内老师在发表的文章里

还误写捐赠人为“台湾中央研究院河北籍人士常先生家人”（参刘美然《河北省社科院藏高

阳碑刻拓片述论》）。这次我新发现另一批高阳拓片后，与河北社科院取得了联系，也去参观

了该院所藏爷爷旧藏的拓片。他们没有辜负爷爷和父亲的心愿，把爷爷旧藏的拓片当作他们

院的镇院之宝，腾出专门的地方专人、专柜保管。十几年前已将拓片全部进行了装裱，把碑

文录入电脑并进行了深入地研究。还拿这批拓片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组成员不辞

辛苦，多次到高阳当地实地调研、访查。研究成果发表上述《河北省社科院藏高阳碑刻拓片

述论》以及《〈重修龙泉寺碑记〉考释》《河北高阳所出孙承宗墓表考》等论文 13 篇，目前

正将研究成果和拓片图像整理成《高阳碑刻拓片》一书。 

 

图 26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藏高阳碑刻拓片整理与研究”结项证书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捐赠到今天已经过去 30 多年了，如何让新发现的这批拓片得到

更好的保管、更好地去发挥研究的作用，是我家一直考虑的问题。鉴于河北社科院的科研项

目已经结题，所以对于最后这批 246 种 382 件碑刻拓片的最终归宿，我们斟酌考虑，最后决

定交由国家总书库——国家图书馆保管，这样可以在最大范围让学者和社会各界利用，也能

得到更好的保护。 

2022 年 8 月，我与国家图书馆取得了联系。国家图书馆认为这批文献很有价值，同意

购藏。2023 年 6 月，国图走完征集流程，爷爷旧藏的这批高阳拓片正式入藏国家总书库。 

爷爷的藏品经过近百年的艰难历程保留下来，交由国家图书馆代表国家保管，可以实现

专业的保护、深入的研究和最大范围的利用。这是爷爷和父亲当年的愿望，也是现在我们全

家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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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俟堂专文杂集》后记 

这部《俟堂专文杂集》是鲁迅先生于一九二四年九月间动手整理的，也就是刚从公

用库八道湾移居西三条不久的事情。他把多年积存的残余古砖拓本略加整理，不想再搜

集研究下去，打算借此作一结束。 

先生搜集古砖的动机很早，在绍兴老家时就开始采访，又有同好的赠予拓本。也是

因为浙江的古代碑刻较少，而六朝古砖特多，所以当时引起他搜集古砖的极大兴趣。 

辛亥革命以后，先生来在北京，眼看着袁氏窃国，军阀横行，政治腐败，人民困苦，

在教育部又无事可作，于苦闷中，以校书、抄碑、搜集石刻为消遣。那几年除了校勘旧

书外，还抄了数千张古碑。更精细地描绘了一部“秦汉瓦当文字”。又以居住临近琉璃

厂，时常搜购一些碑刻墓砖拓本。还委托外地商人代为搜集抚搨碑帖，并划了全山东碑

刻所在地和开了碑目。又将武梁祠石刻，精细地绘了全图，以便托人拓寄。 

当鲁迅先生正在绍兴会馆校勘《嵇康集》和抄录古碑的时候，曾有友人问过他：“听

说你研究六朝文是不是？”他很幽默的答道：“不要管研究什么六朝文吧，我这里吸食

鸦片烟呢。”这也正说明鲁迅先生当时苦闷的心情，想借此作暂时的麻醉吧。 

先生研究学术和考古工作，不像其他的人，不惜重价购置古物，争奇斗富，夸耀于

人。先生搜罗书籍，购买拓本，完全以实用为主，极少善本书籍、名拓碑帖。他搜集古

砖拓本，可能为着研究历代文字变迁，以及花纹图案这个目的的。从他过去所设计的书

刊封面来说《桃色的云》和《国学季刊》等封面，都是从汉碑上的花纹描摹下来的，也

可以看出一些线索。 

先生是极为珍惜这些拓本的。到厦门大学的时候还带去了不少的拓本，都是比较难

得的，并曾在该校展览过。后来到广州、到上海，总是随身携带。一九三六年后，由许

广平先生把这些拓本送到上海银行代存一个时期，解放后才取回来。 

先生早年对研究金石是花费了一番心血的，从他自己所藏的书籍来看，除文学的以

外，以金石学的书籍较多；他的研究工作，也是除文学部分外，以金石考古方面的研究

最勤。 

总的来说，这部《专文杂集》在先生的生前，虽已加以整理，但他还不能认为满意，

可是也有流传的意思。现在我们就他的宿愿，刊印出来，供诸爱好先生著述的读者。 

这部专集中的古砖拓本原缺四、五张，我们也不准备把它补上去，以免失去原样，

至于砖的大小比例，前面另有目录载明。 

 

附录二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常惠旧藏高阳碑刻拓片题名目录 

序号 题名 碑刻年代 

1 元孝子百户刘智墓碑记 元泰定四年（1327） 

2 晓示郡邑学校生员建言事理碑 明洪武十五年（1382） 

3 高阳县知县鲁公（能）重建庙学记 明天顺四年（1460） 

4 田景旸母邵氏册封碑 明成化十年（1474） 

5 田景旸母邵氏墓碑（一） 明成化十七年（1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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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田景旸母邵氏墓碑（二） 明成化十八年（1482） 

7 田景旸母邵氏墓碑（三） 明成化十八年（1482） 

8 刘氏祖茔恤典碑 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 

9 山西布政司右参议李俨墓碑记（一） 明弘治三年（1490） 

10 山西布政司右参议李俨墓碑记（二） 明弘治四年（1491） 

11 重修龙泉寺碑记 明弘治十八年（1505） 

12 山西布政司右参议李俨墓表 明正德八年（1513） 

13 程子视箴碑 明嘉靖五年（1526） 

14 程子听箴碑 明嘉靖五年（1526） 

15 程子言箴碑 明嘉靖五年（1526） 

16 程子动箴碑 明嘉靖五年（1526） 

17 国朝科甲题名记 明嘉靖十七年（1538） 

18 万木亭记 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 

19 皇明赐进士大中大夫湖广左参政韩公墓 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 

20 重建高阳圈头□□同桥梁记 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 

21 重修古刹龙泉寺碑记 明隆庆五年（1571） 

22 高阳县马公重修学记 明万历十一年（1583） 

23 玄武祠记 明万历十三年（1585） 

24 高阳县新建颛顼专祠记 明万历十八年（1590） 

25 玄帝祠记 明万历十九年（1591） 

26 高阳县重修儒学记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 

27 高阳县儒学鼎建学田碑记 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 

28 高阳县重修儒学记 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 

29 高阳县赵通村重修北岳祠记 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 

30 元刘孝子墓碣 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 

31 乔继科等诗文碑 明万历（1573-1620） 

32 高阳县重修城隍庙记 明天启四年（1624） 

33 董氏族谱记 明天启五年（1625） 

34 重修关帝庙碑记 明崇祯六年（1633） 

35 高阳县城南新建慈临庵记 明崇祯十年（1637） 

36 高阳县晋庄乡玄武祠记 明崇祯十年（1637） 

37 高阳县重修儒学记 明崇祯十年（1637） 

38 愚堤新建碧霞宫记 明崇祯十一年（1638） 

39 
明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兵两部尚

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正孙公（承宗）墓表 
清顺治六年（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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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明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兵两部尚

书中极殿大学士赠太傅谥文正孙公（承宗）专祠碑记 
清顺治十五年（1658） 

41 李文敏公（国 ）专祠碑记 清顺治十五年（1658） 

42 

皇清诰赠资政大夫内翰林秘书院学士加二级前光禄

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

赠太保谥文敏李公（国 ）专祠碑记 

清顺治十七年（1660) 

43 重修泰山碧霞元君庙记 清康熙十七年（1678） 

44 高阳王氏祖茔万木亭碑文 清康熙十七年（1678） 

45 重修颛顼庙记 清康熙二十年（1681） 

46 韩鼎藩墓碑记 清康熙二十年（1681） 

47 骆母呙氏碑记 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 

48 

皇清诰赠光禄大夫太子太傅户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

加三级前明累赠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

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显祖考振野府君（李知先）墓表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 

49 

皇清诰赠光禄大夫太子太傅户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

加三级前明诰赠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

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振野李公（知先）墓碑铭 

清朝康熙二十三年（1684） 

50 
保和殿大学士太子太师户部尚书加三级文勤李霨墓

碑记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 

51 
保和殿大学士太子太师户部尚书加三级谥文勤李霨

碑文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 

52 
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太师户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

加三级谥文勤李公（霨）墓碑铭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 

53 过高阳拜孙文正公（承宗）墓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 

54 
赐进士出身任沂州守备敕赠承德郎待赠奉政大夫韩

公（鼎藩）墓表 
清康熙三十年（1691） 

55 院庶吉士韩公（雄岱）墓表 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 

56 重修高阳县学宫碑 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 

57 顺治皇帝晓示生员条例碑 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 

58 重修学宫碑记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 

59 重修高阳县学记 清雍正十二年（1734） 

60 皇清例授儒林郎候选州同知上功韩公（德立）墓表 清乾隆六年（1741） 

61 皇清例授修职郎恩贡生候选教谕本初韩公（侗）墓碑 清乾隆十年（1745） 

62 高阳县学重修文庙记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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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齐氏新茔碑铭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 

64 重建文昌阁碑记 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 

65 韩蘩墓碑记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 

66 重建圈头桥碑记 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 

67 王氏祠堂碑文记 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 

68 王氏墓记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 

69 韩轼墓碑记 清嘉庆六年（1801） 

70 高阳县北圈头村宋氏（经）碑记 清嘉庆十八年（1813） 

71 皇清旌表节孝例赠孺人贾母呙太君碑记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 

72 陈氏祖茔墓志碑文 清道光元年（1821） 

73 重修药王庙碑记 清道光元年（1821） 

74 重修文昌阁碑序 清道光六年（1826 

75 义仓碑记 清道光十年（1830） 

76 重修高阳县城隍庙碑记 清道光十五年（1835） 

77 马家河横堤碑记 清道光十五年（1835） 

78 濡上书院碑记 清咸丰二年（1852） 

79 合村公建彰义碑记 清咸丰六年（1856） 

80 创立义田碑记 清咸丰六年（1856） 

81 王延年施舍义田碑记 清同治四年（1865） 

82 例赠修职郎貤赠儒林郎吴君行一（士□）墓志铭 清同治九年（1870） 

83 
皇清国子监太学生显祖考葛□君讳清泰字永安享年

八十一寿墓志 
清同治九年（1870） 

84 忠义题名碑 清同治十年（1871） 

85 公务碑记 清同治十年（1871） 

86 节烈题名碑 清同治十年（1871） 

87 重修圈头桥记 清同治十一年（1872） 

88 许希贤功德碑记 清同治十三年（1874） 

89 重修关帝庙碑记 清同治十三年（1874） 

90 清故邑庠生田铭勲先生（捷三）墓志铭 清光绪元年（1875） 

91 好义碑志 清光绪元年（1875） 

92 重修城隍庙碑记 清光绪二年（1876） 

93 重修白衣大士庵碑记 清光绪十二年（1886） 

94 重修濡上书院碑记 清光绪十六年（1890） 

95 重修奎星阁记 清光绪十六年（1890） 

96 重修碧霞宫碑志 清光绪二十年（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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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赏戴花翎特用道候补知府即升直隶州调署高阳县事

西林王公裁椿苇钱纪德碑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 

98 
江苏镇江府丹徒县己丑科进士特授高阳县正堂邹公

德政碑记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 

99 重建义田碑记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 

100 常氏始祖讳克成墓表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 

101 皇清孙氏十一代祖义官乡饮大宾敬思公之墓碑记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 

102 处士讳辅廷董府君墓碑记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 

103 处士讳福隆程府君合祔墓碑记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 

104 处士讳钦丰宫府君合祔墓碑记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 

105 处士讳聚隆贺府合祔墓碑记 清宣统元年（1909） 

106 
四川成都府中军赠明威将军讳凤翔字小山李公合祔

墓碑记 
清宣统二年（1910） 

107 
皇清康熙丁卯恩科武举赠明威将军讳嗣靖字丹忱李

公塈张恭人刘恭人之墓碑记 
清宣统二年（1910） 

108 皇清诰封资政大夫李公讳念祖字芑荪合葬之墓碑 清末 

109 李万青墓碑记 清末 

110 王贶勤墓碑记 清末 

111 牛云锦墓志铭 民国元年（1912） 

112 阻栏筑垫碑记 民国二年（1913） 

113 李公酉山墓志碑记 民国三年（1914） 

114 王炳墓碑记 民国三年（1914） 

115 郭修龄墓碑记 民国四年（1915） 

116 高阳县甲种商业学校沿革略史 民国四年（1915） 

117 高阳县重建甲种商业学校碑记 民国五年（1916） 

118 前清例赠迪功郎讳善元张府君之墓碑记 民国五年（1916） 

119 张统元墓碑记 民国五年（1916） 

120 董泽棠墓碑记 民国五年（1916） 

121 景洙尚先生（鸿儒）墓志铭 民国五年（1916） 

122 香翁尚先生（兰）墓志铭 民国五年（1916） 

123 萧吉祥墓碑记 民国六年（1917） 

124 郭公（治邦）碑记 民国六年（1917） 

125 郭鲲跃墓碑记 民国六年（1917） 

126 王崇修祖茔碑记 民国六年（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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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例授迪功郎李渭墓碑记 民国七年（1918） 

128 例授迪功郎李河墓碑记 民国七年（1918） 

129 诰赠明威将军李汉墓碑记 民国七年（1918） 

130 从翁翟先生（廷杰）墓志铭 民国八年（1919） 

131 王祖妣张孺人墓碑记 民国八年（1919） 

132 韩金元墓碑记 民国八年（1919） 

133 前清处士萧宁康墓碑记 民国八年（1919） 

134 王芳兰墓碑记 民国八年（1919） 

135 齐氏世代序 民国八年（1919） 

136 王建功墓碑记 民国八年（1919） 

137 边氏（鸠）碑记 民国八年（1919） 

138 荣锦吴公（瑞堂）墓表 民国八年（1919） 

139 綗章吴君（锦如）墓表 民国八年（1919） 

140 王友兰德泽碑记 民国八年（1919） 

141 王氏（善成）碑记 民国九年（1920） 

142 张汶骞墓碑记 民国十年（1921） 

143 许希贤功德碑记 民国十年（1921） 

144 李恒之墓碑记 民国十年（1921） 

145 高阳县邓公（慎修）墓表 民国十年（1921） 

146 张君（从桂）墓志 民国十年（1921） 

147 特给六等嘉禾章高阳商会会董李公条庵之碑 民国十一年（1922） 

148 重修学堂碑记 民国十二年（1923） 

149 清诰封修职郎衍圣公府赍奏厅王公（树椿）墓碑记 民国十二年（1923） 

150 
清光绪乙亥恩科举人恩赏五品衔广平府成安县教谕

王公（荫南）墓碑记 
民国十二年（1923） 

151 善人李春辉碑记 民国十二年（1923） 

152 李有征墓碑记 民国十二年（1923） 

153 高阳张公（清）墓表 民国十二年（1923） 

154 张氏（寿山）碑记 民国十二年（1923） 

155 田维岳祖茔碑记 民国十三年（1924） 

156 房母贾太君墓志铭 民国十三年（1924） 

157 李宗弼墓碑记 民国十三年（1924） 

158 李鹤龄墓碑记 民国十三年（1924） 

159 李遐龄墓碑记 民国十三年（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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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孙氏建立新茔原因记 民国十三年（1924） 

161 王联升墓碑记 民国十三年（1924） 

162 米福翁墓碑记 民国十三年（1924） 

163 吴金峰暨德配王孺人墓志铭 民国十四年（1925） 

164 清处士葛增年君暨配杨孺人墓表 民国十四年（1925） 

165 琨公赵王府君追远之墓志 民国十四年（1925） 

166 庆云公赵府君墓志 民国十四年（1925） 

167 刘汉池墓碑记 民国十四年（1925） 

168 孙起墓碑记 民国十四年（1925） 

169 宋秋圃墓碑记 民国十五年（1926） 

170 宋存孝墓碑记 民国十五年（1926） 

171 处士王君（葆和）暨德配节孝王孺人墓表 民国十五年（1926） 

172 张剑阁墓碑记 民国十五年（1926） 

173 梦翁刘公（呈瑞）墓志铭 民国十六年（1927） 

174 刘公英臣（振邦）墓志铭 民国十六年（1927） 

175 王安荣墓碑记 民国十六年（1927） 

176 后土皇帝奶奶碑记 民国十六年（1927） 

177 前清邑庠生杨公讳瑞林暨其德配韩孺人墓志铭 民国十六年（1927） 

178 王汝言墓碑记 民国十六年（1927） 

179 清处士吴多让先生铭墓辞 民国十六年（1927） 

180 直隶保定府高阳县北沙窝村建修金刚菩萨庙碑记 民国十六年（1927） 

181 杨鹤龄墓碑记 民国十七年（1928） 

182 杨鹤乘墓碑记 民国十七年（1928） 

183 杨友明墓碑记 民国十七年（1928） 

184 陈丰年墓碑记 民国十七年（1928） 

185 祥光寺碑记 民国十七年（1928） 

186 梁金瀛墓碑记 民国十七年（1928） 

187 王君（瑞年）墓志 民国十七年（1928） 

188 李公清举暨德配马孺人墓志 民国十七年（1928） 

189 急公好义碑记 民国十八年（1929） 

190 镜传母徐氏墓碑记 民国十八年（1929） 

191 清故赵州学正王府君（习）墓表 民国十八年（1929） 

192 齐公翰臣（邦庆）及德配韩孺人崔孺人墓碑 民国十八年（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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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梁公（法灏）墓志 民国十八年（1929） 

194 重修高阳县政府记 民国十八年（1929） 

195 前清硕德王君起发（建业）暨德配张氏墓志 民国十八年（1929） 

196 齐公崇业（铭勤）及德配杨孺人王孺人墓碑 民国十八年（1929） 

197 诰赠光禄大夫李氏始祖平福公之墓碑 民国十八年（1929） 

198 王建业墓碑记 民国十九年（1930） 

199 张府君（章）墓志铭 民国十九年（1930） 

200 柴治国墓碑记 民国十九年（1930） 

201 齐公讳梦龄暨德配张孺人墓碑并铭 民国十九年（1930） 

202 庆曾韩公暨德配崔院君墓志 民国二十年（1931） 

203 王节母任太君墓表 民国二十年（1931） 

204 蒋鸣飞墓碑记 民国二十年（1931） 

205 齐兆璜暨德配董孺人墓碑并铭 民国二十一年（1932） 

206 齐树行暨德配赵孺人墓表并铭 民国二十一年（1932） 

207 清优廪贡生齐太祖考（炜）墓表 民国二十一年（1932） 

208 清优贡生邯郸县教谕齐兆瑞墓表 民国二十一年（1932） 

209 创修无灵圣母、无生老母、南海大士碑志 民国二十一年（1932） 

210 奉政大夫齐公讳建邦之墓表 民国二十一年（1932） 

211 通政大夫齐公讳兆珍暨德配韩夫人墓表 民国二十一年（1932） 

212 齐公元杰墓碑并铭 民国二十一年（1932） 

213 清邑庠生齐公世城墓碑 民国二十一年（1932） 

214 齐公奠邦墓志并铭 民国二十一年（1932） 

215 齐府君讳元模字式之墓表 民国二十一年（1932） 

216 清耆老齐公玉珂墓碑 民国二十一年（1932） 

217 张殿云妻宫氏碑记 民国二十一年（1932） 

218 左骑尉牛公讳懋德暨德配杨孺人墓志 民国二十一年（1932） 

219 韩育仁墓碑记 民国二十二年（1933） 

220 清增广生讳士俊字智泉王公墓碑记 民国二十二年（1933） 

221 清处士王公（栋）墓表 民国二十三年（1934） 

222 清授奉直大夫五品顶戴杨公（镇山）墓志 民国二十三年（1934） 

223 售树纪念碑 民国二十三年（1934） 

224 重修万佛堂药王庙真武庙碑记 民国二十三年（1934） 

225 郭汝砺墓碑记 民国二十三年（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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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韩植桐墓碑记 民国二十四年（1935） 

227 常平远墓碑记 民国二十四年（1935） 

228 常香远墓碑记 民国二十四年（1935） 

229 常鹤龄墓碑记 民国二十四年（1935） 

230 郭书翰墓碑记 民国二十四年（1935） 

231 成昆峰墓碑记 民国二十四年（1935） 

232 建修无生老母庙碑记 民国二十五年（1936） 

233 捷三公（韩晋卿）墓表 民国二十五年（1936） 

234 韩素亭墓碑记 民国二十五年（1936） 

235 韩孟哲墓碑记 民国二十五年（1936） 

236 慎斋公（韩敬斌）墓表 民国二十五年（1936） 

237 董氏始祖让公祠堂记 民国二十五年（1936） 

238 王希仲墓碑记 民国（1912-1949） 

239 李述事墓碑记 民国（1912-1949） 

 

附录三 国家图书馆常惠旧藏高阳碑刻拓片草编目录 

序号 题名 碑刻年代 

1 韩氏族谱源流碑 
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二月三

日 

2 高阳县南路台集重修圆通寺记 明正德四年（1509）十二月六日 

3 重修圣母庙记 明嘉靖三年（1524）三月 

4 
直隶保定府安州高阳县边家务乡万法禅寺

万人碑记 
明嘉靖九年（1530）正月中旬 

5 保定府高阳县边度口乡观音堂记 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二月 

6 保定府高阳县西边渡口村兴胜寺重修碑记 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六月 

7 李宿宇墓碑 
明万历十四年（1586）五月二十

一日 

8 齐氏墓碑 明万历十八年（1590） 

9 齐彦戎覃恩碑 
明万历三十年（1602）正月二十

一日 

10 齐敬才墓碑 明万历三十年（1602） 

11 齐太翁碑 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十一月 

12 李氏坟茔碑 明崇祯三年（1630）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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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齐孝廉（国玺)传 
明崇祯十一年（1638）十一月五

日 

14 李君坟茔刻石 明（1368—1644） 

15 李文敏墓碑 清康熙元年（1662） 

16 明诏恩赐冠带耆寿韩翁谱牒义祀源流记 清康熙三年（1663）四月 

17 愚地村重修至圣先师庙碑记 清康熙三年（1664）五月 

18 齐府君文登公（应选）墓表 清康熙五年（1666）五月 

19 董氏族谱牒记 清康熙六年（1667）立 

20 韩荩光授文林郎圣旨碑 清康熙九年（1670）五月六日 

21 韩荩光妻张氏封孺人圣旨碑 清康熙九年（1670）五月六日 

22 张君墓碑 清康熙十年（1671） 

23 重修苇园屯桥记 清康熙二十年（1681）六月 

24 
皇清待赠承□郎高阳庠生齐林王先生（国

琳）墓表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六月 

25 苇园屯修桥碑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 

26 
皇清赐进士出身文林郎待赠承德郎刑部福

建清吏司主政韩公（盖光）墓表碑记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五月 

27 重修碧霞宫碑记 清康熙五十年（1711）五月 

28 李国 墓碑 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三月 

29 贺俊德行碑 
清雍正十二年（1734）七月十六

日 

30 
大清直隶保定府高阳县河西村侯国刘氏仝

子国子监监生侯廷认施香火地序 
清乾隆三年（1738）四月十五日 

31 皇清待授儒林郎韩公(铎)暨配董孺人墓表 清乾隆六年（1741）五月 

32 李耳顺墓碑 清乾隆十九年（1754）三月 

33 李君墓碑 清乾隆十九年（1754） 

34 李迪宽墓碑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十月 

35 齐天仁圣帝君庙碑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 

36 高阳县城西何家庄重修慈慧庵记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二月九

日 

37 李顾斋墓碑 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二月 

38 云路齐公(天章)墓表 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七月 

39 刘百斯及妻颉氏边氏合葬碑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8）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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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韩氏墓祠碑 清乾隆四十□（1784） 

41 刘寅若及妻蒋氏王氏合葬碑 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十月 

42 张氏茔地原委碑记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五月 

43 李瞻屿及妻鹿氏墓碑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三月 

44 刘东櫰及妻韩氏合葬碑 清嘉庆元年（1796）十一月 

45 重修高阳县堤口村大桥碑记 清嘉庆十六年（1811）六月 

46 李殿图墓碑 清嘉庆十七年（1812）卒 

47 刘白谷及妻王氏吴氏合葬碑 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十一月 

48 高阳县修堤告示 清道光元年（1821）三月 

49 张耀先及妻鲁氏齐氏车氏合葬碑 清道光三年（1823）九月 

50 （宋家桥村）重修桥记 清道光四年（1824）五月 

51 张维城及妻王氏合葬碑 清道光九年（1829）七月上浣 

52 张德贤及妻冯氏许氏合葬碑 清道光十三年（1833）九月 

53 贡生张先生(明儒)德颂碑 清道光十五年（1835）五月上浣 

54 勤修翁修宗庙碑文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四月 

55 侯殿抡及妻任氏孔氏刘氏墓碑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九月 

56 董氏墓碑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 

57 李曰鏻墓碑 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二月 

58 张承先及妻袁氏马氏合葬碑 清咸丰元年（1851）七月 

59 义田碑记 清咸丰六年（1856）三月上浣 

60 齐氏祠堂碑记 清咸丰九年（1859） 

61 （王福村）义田碑记 清咸丰十年（1860）闰三月 

62 （宋家桥村）重修桥记 清同治四年（1865）七月 

63 李三才及妻闫氏墓碑 清同治六年（1867）四月 

64 李应辰及妻成氏魏氏张氏墓碑 清同治六年（1867）四月 

65 济众桥碑 清同治八年（1869）九月 

66 濡阳州庠生渡清公墓志 清同治九年（1870）三月上浣 

67 王懋德及妻胡氏墓碑 清同治十年（1871）五月中澣 

68 王生风墓碑 清光绪二年（1875）二月 

69 高阳县堤口村重修桥碑记 清光绪元年（1875）八月 

70 阎平恺阎巨珠施地碑 清光绪三年（1877）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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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杨连城及妻张氏合葬碑 清光绪七年（1881）四月 

72 高阳县土尾河承修告示 
清光绪十三年（1887）闰四月十

四日 

73 阎公(亮轩)暨周孺人墓表 清光绪十五年（1889）二月上浣 

74 高阳县土尾河筑堤告示 
清光绪十六年（1890）六月十三

日 

75 任永魁墓碑 清光绪十七年（1891）三月 

76 任德润墓碑 清光绪十七年（1891）三月 

77 国课勿拖碑 清光绪十八年（1892）二月下浣 

78 阎秀美及妻梁氏梁氏墓碑 清光绪十九年（1893）三月上浣 

79 阎氏万得公（静观）碑记 清光绪十九年（1893）三月上浣 

80 （三义庙）义田碑记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七月 

81 刘贯翁（廷元）先生墓志铭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一月

十日 

82 王尚和及妻吴氏墓碑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 

83 赵氏始祖迁墓碑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月二

十六日 

84 侯道贞及妻李氏墓碑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九月 

85 李鸿藻墓碑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卒 

86 叶梦公（齐飞熊）墓表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 

87 阎氏信芳公碑记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 

88 敕旌节孝孟孺人传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 

89 
皇清敕授修职郎嘉庆戊午科举人献县教谕

候选知县齐公蓉溪（正谊）墓表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 

90 侯氏墓碑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91 西瑞兆及妻李氏合葬碑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92 敕旌节孝张母齐氏传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七月 

93 刘良弼及妻萧氏墓碑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二月

二十六日立 

94 石彦墓碑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四月 

95 车节妇传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 

96 齐君墓碑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 

97 安澜桥碑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五月 

98 侯炚灼及妻李氏魏氏墓碑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 

99 李鸿图及妻张氏冉氏墓碑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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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齐氏祠堂全图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 

101 □炚煜及妻侯氏墓碑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 

102 李奇珍及妻张氏墓碑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 

103 齐氏墓碑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 

104 齐君墓碑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 

105 戒伐坟树碑记 清宣统元年（1909）二月 

106 邢序宾及妻高氏合葬碑 清宣统元年（1909）六月 

107 
清故太学生芳春先生（葛兰泽）与德配曹孺

人墓表 
清宣统二年（1910）三月二十五

日 

108 李长清及妻高氏朱氏墓碑 清宣统二年（1910）六月上浣 

109 李朝珍及妻郭氏伏氏墓碑 清宣统二年（1910）十月 

110 李君及妻□氏墓碑 清宣统二年（1910） 

111 刘氏（纯意）碑记 清宣统三年（1911）三月上浣 

112 李贡珍及妻王氏墓碑 清宣统三年（1911）三月 

113 张百川及妻侯氏合葬碑 清宣统三年（1911）七月 

114 马君墓碑 清宣统三年（1911） 

115 
法授通议大夫原任太常寺卿署理江南江宁

布政使司印务百斯刘公神道 
清（1644—1911） 

116 李濬通墓碑 清（1644—1911） 

117 李龠通墓碑 清（1644—1911） 

118 高阳县土尾河大堤栽柳告示 民国元年（1912）三月十六日 

119 （王福村）义田碑记 民国二年（1913）四月上浣 

120 蒋德生及妻孙氏墓碑 民国二年（1913）十一月十二日 

121 蒋明远及妻刘氏墓碑 民国二年（1913）十一月十三日 

122 于焕章及妻李氏合葬碑 民国四年（1915）三月 

123 于景隆及妻张氏墓碑 民国四年（1915）三月 

124 宣翁先生（张从龙）墓志铭 民国四年（1915）四月上旬 

125 霍掌墓碑 民国四年（1915）四月 

126 王士谨妻任氏节孝碑 民国四年（1915）四月 

127 王府君（士庠）墓碑志 民国四年（1915）七月 

128 王培前及妻韩氏合葬碑 民国四年（1915）九月 

129 王兆观及妻□氏合葬碑 民国四年（1915）十月 

130 长果庄李氏宗祠记 民国四年（1915）十二月 

131 蒋霑霖及妻王氏墓碑 民国五年（1916）三月上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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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西公（长祥）字有余及其孺人刘氏墓志 民国五年（1916）三月十三日 

133 蒋受田墓碑 民国五年（1916）三月 

134 蒋川云及妻姜氏墓碑 民国五年（1916）三月立 

135 前清硕德高公（贵）德配刘孺人墓志 民国五年（1916）三月立 

136 彤轩尚先生墓志铭 民国五年（1916）五月下浣 

137 张学镕及妻侯氏墓碑 民国五年（1916）六月上浣 

138 李君（国柱）并德配段孺人墓志 民国五年（1916）六月上旬 

139 李府君（宝清）李太君墓志 民国五年（1916）六月上旬 

140 □在兹及妻齐氏合葬碑 民国五年（1916）六月 

141 李士芳及妻杨氏墓碑 民国五年（1916）六月 

142 法周许先生（德钊）德颂碑 民国五年（1916）八月 

143 李怀古及妻王氏墓碑 民国五年（1916）十一月 

144 刘氏合族公议建祠碑记 民国五年（1916）十二月 

145 李公（芝兰）德配赵孺人墓表 民国五年（1916） 

146 麟阁王公（瑞祥）墓志铭 民国六年（1917）二月十九日 

147 高君（才）德配韩孺人墓志 民国六年（1917）二月 

148 侯君（春和）碑记 民国六年（1917）三月上浣 

149 张君妻曲氏墓碑 民国六年（1917）四月 

150 清蠡县处士葛先生（化生）墓表 民国六年（1917）五月 

151 冲汉李君（鹏翥）德配彭氏墓表 民国六年（1917）六月 

152 坤德李君（清源）德配史氏墓志 民国六年（1917）六月 

153 中华民国柒年五月拆庙兴学前后事实文 民国七年（1918）五月 

154 李盈万及妻陈氏尹氏墓碑 民国八年（1919）三月 

155 白云峰及妻王氏墓碑 民国八年（1919）三月 

156 刘府君（龙章）德配赵太君墓表 民国八年（1919）三月 

157 
清赠文林郎桐封孙公（锡光）暨李孺人合葬

墓志铭 
民国八年（1919）三月 

158 重修李氏宗祠记 民国八年（1919）四月 

159 王桂芳及妻胡氏墓碑 民国八年（1919）九月二日 

160 刘奇珍及妻赵氏墓碑 民国八年（1919）九月下浣 

161 梁庭楷墓碑 民国八年（1919）十月上浣 

162 段君（允刚）并德配王孺人墓志 民国八年（1919） 

163 刘养浩及妻边氏墓碑 民国九年（1920）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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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君墓碑 民国十年（1921）五月 

165 侯法勤墓碑 民国十年（1921） 

166 孙培元妻解氏捐资助学碑 民国十一年（1922）五月 

167 刘长佑墓碑 
民国十二年（1923）夏历冬月上

旬 

168 刘维禧及妻李氏墓碑 民国十三年（1924）二月十六日 

169 刘择善及妻施氏张氏墓碑 民国十三年（1924）三月上浣 

170 
清增广生恩裳五品衔许评王公（汝南）墓碑

记 
民国十三年（1924）三月上浣 

171 □水田及妻许氏墓碑 民国十三年（1924）十二月 

172 李蓬山及妻邢氏墓碑 民国十三年（1924）十二月 

173 马君墓碑 民国十三年（1924） 

174 
冯金衣及妻白氏柴氏冯锦衣及妻冉氏高氏

墓碑 
民国十四年（1925）二月 

175 魏凌霄及妻侯氏墓碑 民国十四年（1925）三月 

176 韩公妻蒋孺人墓碑记 民国十四年（1925）三月 

177 智泉公（戴利仁）墓碑 民国十五年（1926）四月 

178 刘次枢及妻王氏张氏合葬碑 民国十五年（1926）四月 

179 刘文彬墓碑 民国十五年（1926）十月 

180 王志忠及妻贺氏墓碑 民国十五年（1926）十一月 

181 陈金鉴及妻刘氏合葬碑 民国十五年（1916） 

182 冯殿恺及妻韩氏张氏墓碑 民国十五年（1926） 

183 高阳韩君（德俊）墓表 民国十六年（1927）三月 

184 王振岗及妻张氏墓碑 民国十六年（1927）十月上浣 

185 史君欣斋（奇文）墓碑记 民国十七年（1928）三月 

186 
刘公（嘉宾）暨先配房孺人继配史孺人之墓

志铭 
民国十七年（1928）九月 

187 贾书府及妻刘氏墓碑 民国十七年（1928）十月十六日 

188 王天吉公暨德配刘孺人墓志 民国十七年（1928）十二月 

189 张君墓碑 民国十七年（1928） 

190 张君墓碑 民国十七年（1928） 

191 
前清赏戴六品花翎高公万清（澄秋）暨德配

梁甄臧孺人墓表 
民国十八年（1929）二月上浣 

192 梦龄(戴)公墓志铭 民国十八年（1929）四月上旬 

193 薏园公(戴志仁)墓表 民国十八年（1929）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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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王德裕及妻李氏墓碑 民国十八年（1929）六月 

195 李鋆及妻韩氏合葬碑 民国十八年（1929）七月 

196 清九品职衔王公庆云墓志 民国十八年（1929）十月上浣 

197 王公凤春墓志 民国十八年（1929）十月 

198 王金城及妻李氏合葬碑 民国十八年（1929）十月 

199 董瑞徵及妻高氏王氏墓碑 民国十八年（1929）十月 

200 董铭箴及妻范氏墓碑 民国十八年（1929）十月 

201 董光鉴及妻宋氏墓碑 民国十八年（1929）十月 

202 董金鉴及妻王氏墓碑 民国十八年（1929）十月 

203 董臺箴及妻孙氏墓碑 民国十八年（1929）十月 

204 王士頴墓碑 民国十八年（1929）十一月 

205 清处士讳立中王公墓碑志 民国十八年（1929）十二月上浣 

206 清处士讳作霖王公墓碑志 民国十八年（1929）十二月 

207 李植坪(培元)先生墓表 民国十九年（1930）二月下旬 

208 李怀璞及妻于氏墓碑 民国十九年（1930）三月上浣 

209 侯国俊及妻苏氏刘氏合葬碑 民国十九年（1930）三月重 

210 项公(本)墓碑志 民国十九年（1930）十一月下浣 

211 王桂清墓碑 民国十九年（1930）十一月下浣 

212 齐公讳遐龄暨德配张孺人墓碑 民国十九年（1930）十二月上浣 

213 齐君墓碑 民国十九年（1930） 

214 王青云及妻白氏王氏墓碑 民国十九年（1930） 

215 （韩氏）重修祠谱记 民国二十年（1931）正月上浣 

216 清赠文林郎叙九孙先生(锡畴)墓表 民国二十年（1931）正月下浣 

217 节母崔氏传 民国二十年（1931）二月上浣 

218 刘府君希贵墓表 民国二十年（1931）二月上浣 

219 
王公升田(应龙)及德配赵孺人继配张孺人墓

碑记 
民国二十年（1931）十月十六日 

220 重修安澜桥记 民国二十年（1931）十二月 

221 王堮及妻□氏合葬碑 民国二十一年（1932）春月 

222 侯道隆及妻张氏张氏墓碑 民国二十一年（1932）三月 

223 阎春山及妻尹氏孟氏曹氏墓碑 民国二十一年（1932）十一月 

224 李悟原捐资协赞碑 民国二十二年（1933）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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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高阳王府君(照)并继配刘夫人合葬墓表 民国二十二年（1933）四月 

226 李公(世昌)暨德配张夫人墓志铭 民国二十三年（1934）六月一日 

227 李金兰及妻阎氏墓碑 民国二十三年（1934）十月 

228 李世昌墓碑 民国二十三年（1934） 

229 孙公(捷元)暨德配张夫人墓志 民国二十四年（1935）三月 

230 苏振德及妻刘氏杨氏墓碑 民国二十四年（1935）五月 

231 苏振德妻刘氏杨氏墓碑 民国二十四年（1935）五月 

232 西柳村创建初级小学校西畔房屋碑记 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月上浣 

233 邢公迎选暨李太夫人碑记 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月 

234 高阳县韩香远（桂馨）先生墓铭 
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二月上

浣 

235 王君子逊(士敏)墓表 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二月 

236 王增辉(照)先生德行碑 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二月 

237 邢家南村老母庙碑 民国二十五年（1936）三月 

238 董氏始祖墓表 民国二十五年（1936）三月 

239 董氏祠堂世系表刻石记 
民国二十五年（1936）闰三月上

浣 

240 阎殿鳌及妻杨氏王氏墓碑 民国二十八年（1939）十月 

241 张公（尧年）配吴孺人节孝墓表 民国三十三年（1944）五月 

242 陈钧及妻孙氏张氏合葬碑 民国（1911—1949） 

243 陈君妻祁二师孝行碑 年代不详（？—1949） 

244 陈氏坟墓碑 年代不详（？—1949） 

245 冯瀛州墓碑 年代不详（？—1949） 

246 齐宽及妻冯氏王氏墓碑 年代不详（？—19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