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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熙秘阁续帖》考

刘　 　 赟

　 　 内容摘要:南宋内府所刻《淳熙秘阁续帖》,帖石刻立不久即惨遭回

禄,故拓本甚为罕见。 南宋至民国各类文献中,对此帖拓本多有记载,但
宋拓现似已无存,目前所见该帖拓本多为翻刻或伪刻本。 国家图书馆藏

八卷本为清代翻刻本,而有正书局影印十卷本(存八卷)、国家图书馆藏

残本(卷四)则为伪刻本。 依据相关史料,参考清翻刻本,可以初步复原

《淳熙秘阁续帖》之卷目。
关键词:《淳熙秘阁续帖》 　 流传　 版本　 翻刻　 伪刻

南宋内府主持刊刻的《淳熙秘阁续帖》,在法帖史上具有较为重要的

意义。 它保存了南渡后所访得大量晋唐遗墨,极具文献价值和书法价值。
然因原石刻立不久即毁,拓本绝少,梳理历代文献著录,可理清此帖拓本

源流。 《淳熙秘阁续帖》至今尚未发现原石拓本存世,殊为遗憾。 幸运的

是,国家图书馆藏有此帖的清翻刻本(八卷本),较为可靠。 本文通过文

献记载与国图藏八卷本的相互参照,尝试还原《淳熙秘阁续帖》 部分

帖目。

一、《淳熙秘阁续帖》的刊刻缘起

宋代是帖学的开端,《淳化阁帖》 (以下简称“《阁帖》”)的刊刻掀起

了历代官、私刻帖之风。 自《阁帖》问世以来,宋代三百年间辗转翻刻,层
出不穷。 据南宋曹士冕《法帖谱系》,照摹《阁帖》者,有《二王府帖》、绍
兴国子监本、淳熙修内司本、利州本、《黔江帖》、北方印成本、乌镇本、福
清本等;又有在《阁帖》基础上增删者,如《大观太清楼帖》 《长沙帖》 《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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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戏鱼堂帖》等①。 可见宋代刻帖之盛。
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二月,孝宗赵眘命修内司重摹《阁帖》十卷,石

置禁中。 此帖“卷帙规模,悉同淳化阁本,而卷尾□□乃楷书,□□□□题

云‘淳熙十二年乙巳岁二月十五日,修内司恭奉圣旨模勒上石’”②,即淳熙

修内司本,又名《淳熙秘阁前帖》③。
淳熙十二年三月,孝宗又将南渡后所访得晋唐遗墨摹勒入石④,名

《淳熙秘阁续帖》(以下简称“《淳熙续帖》”),“石刻在西廊史库之南碑石

库”⑤。 大约四十年后,帖石遭遇“宝庆火灾,其石不存”⑥。 此帖保存了

南渡后内府所得大量晋唐书法遗墨,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和书法价

值。 但因帖石从刻立到被毁不过短短四十载,故拓本绝少。
成书于南宋理宗淳祐(1241—1252)间的《石刻铺叙》是已知最早、最

为详细著录此帖内容的著作,其文曰:
(《淳熙秘阁续帖》)十卷。 十二年三月,被旨摹勒入石,皆南渡

后续得唐朝遗墨。 首卷,则锺繇、王羲之帖;次则羲、献书,内《黄庭

经》小楷后有“臣遂良临”四字;三卷,欧阳询、萧瑀、褚庭诲、孙思邈、
狄仁杰、张旭、颜真卿七贤书;四卷,则明皇批答裴耀卿等奏状;五卷,
李白、胡英、李邕、白居易帖;六则张九龄三相暨李绅告身;七则李阳

冰篆、李德裕、毕 、李商隐书;八则怀素颠草;九则高闲、亚栖、齐己

书;末卷,则杨凝式并无名人帖。 上皆有“内府图书” “宣和”及“绍
兴”小字印章,或“睿思殿印”。 如李绅告身,高庙后有亲笔跋语。
《黄庭经》、怀素颠草则有李主“建业文房之印”。 视今长沙所镌,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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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曹士冕:《法帖谱系·谱系杂说上》,《丛书集成初编》 第 1600 册,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7 页。
曹士冕:《法帖谱系·谱系杂说上》,第 2 页。
存世有宋拓淳熙修内司本,十卷十册,翁万戈旧藏,现藏上海博物馆。 详见马成名

编著:《海外所见善本碑帖录》,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 年,第 194—201 页。
秘书监沈揆等札子:“检准淳熙八年三月,遵依圣旨指挥,将累朝御书摹勒上石。 已

行缴进外,今再开具历代名贤墨迹名件,欲乞摹勒上石。”有旨,从之。 十三年七月

毕工,装递四本,申都省缴进(佚名撰,张富祥点校:《南宋馆阁续录》卷三,中华书

局,1998 年,第 173—174 页)。
佚名撰,张富祥点校:《南宋馆阁续录》卷三,第 189 页。
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广陵书社,2020 年,叶三十九。



法迥殊,非若前帖,但翻淳化所镌《阁帖》。①

据上文,可知《淳熙续帖》共十卷,前两卷为锺繇、二王书迹,三至十卷为

唐五代人书。 《南宋馆阁续录》卷三亦著录此帖卷次情况,与曾氏所载略

同②。 以上二书虽未列出每卷详细帖目,不无遗憾,但毕竟距原刻时代较

近,所记可信,为研究《淳熙续帖》的重要史料。

二、《淳熙秘阁续帖》拓本流传考

(一)宋元时代之记录

南宋以降,历代藏家在各类目录、题跋中,留下了许多关于《淳熙续

帖》拓本流传的记录。 除《石刻铺叙》 《南宋馆阁续录》外,南宋著名藏书

家、目录学家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对此帖亦有著录:“《淳熙秘阁续法

帖》十卷,右淳熙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奉圣旨摸勒锺繇诸人帖。”③

此外,陆游亦曾见此帖拓本,并为帖中所刻张旭《率意帖》作跋:
此一帖,在故签书枢密王伦家。 伦出使时,得之故都,予少日尝

见之。 绍熙改元五月甲子,甫里陆某识,时年六十有六,距初见时四

十有五年矣。④

陆游此跋书于南宋绍熙元年(1190),距《淳熙续帖》刻成不远。 据跋文,
陆氏四十五年前曾见《率意帖》真迹,乃王伦所藏。 此帖后被收入南宋内

府,刻入《淳熙续帖》。
元代,陆文圭、陶宗仪二人曾寓目此帖。 陆文圭在跋赵孟頫书《洛神

赋》时,提到了《淳熙续帖》中所刻王羲之书《洛神赋》⑤。 陶宗仪《书史会

要》卷五“张九龄”条载,“自九龄以下至孙思邈凡九人,皆宋《绍兴秘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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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曾宏父:《石刻铺叙》卷下,《丛书集成初编》第 1600 册,第 24 页。
佚名撰,张富祥点校:《南宋馆阁续录》卷三,第 189 页。
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1221 页。
陆游:《渭南文集》卷二七《跋秘阁续帖张长史率意帖》,《陆游集》第五册,中华书

局,1976 年,第 2245 页。
《续书画题跋记》卷八载陆文圭题“赵魏公楷书洛神赋”曰:“……余顷见《淳熙秘阁

帖》王令所草赋止‘腾文鱼以警乘’而下,笔势飘逸,殆与此赋相颉颃。 今学士乃楷

书全文,遒劲清婉,尤为可爱,子中得之,以与通甫。 二君皆早世学士,晚年笔力愈

奇,二君不及见之矣。”(郁逢庆编:《郁氏书画题跋记》,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

书》第 4 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 年,第 729 页)



法帖》内有其迹”①。 按,张九龄等人书迹,皆刻于《淳熙续帖》,陶氏将其

误为《绍兴秘阁续法帖》。
(二)明代之记录

明初时,内府曾藏此帖全帙“一部十册”②,不及卷数。 王绂亦曾见此

帖,然亦未提及卷次情况③。 晚明时,著名藏书家范大澈曾藏有此帖残

帙,并做了详细著录:
《淳熙秘阁续帖》
淳熙间既刻《秘阁法帖》十卷,又诏刻《续法帖》十卷。 余得前五

卷:第一卷,逸锺元常《克捷表》,羲之书间亦逸去几行。 第二卷,有
褚河南所摹《黄庭》甚佳,及子敬草书《洛神赋》。 第三卷,为欧率更、
虞永兴、李北海等书。 第四、第五,为狄梁公、白乐天、刘禹锡等书。
青州公太史家臣有二大帙,第四、第五卷不全,第六、第七卷俱全,乃
唐时诰敕,有楷书、有行书,行书类李北海。 第八卷,怀素《自叙帖》
止数叶。 余托王弘宪双钩郭填,毫发不爽。 常州唐尚宝凝庵有第一

卷、第八卷,曾许借钩,惜未之竟。 一卷今归慈水赵忠甫,八卷归姜仲

威。 文寿承摹刻陆水邨水镜堂《自叙》,人多称赏。 余独知其墨迹之

赝,寿承甚嘉余鉴识。 今见宋拓,益可知矣。④

范氏曾藏有此帖前五卷,后又双钩青州公太史家臣所藏六、七、八卷,共八

卷。 其中,除卷一逸去锺繇《克捷表》、王羲之书几行外,其他七卷皆全。
除此之外,唐尚宝还曾藏有卷一和卷八,范氏曾试图借来钩摹,然并未成

功。 范大澈是明代文献记载中较早收藏《淳熙续帖》的藏家,然其自藏和

钩摹他人所藏也不过八卷,足以说明此时《淳熙续帖》全帙已非常罕见。
明王肯堂⑤《黄庭外景经》跋中,曾提到自己翻刻《淳熙续帖》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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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五,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 年,第 174 页。
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叶十八。
王绂:《书画传习录》卷一,《中国书画全书》第 3 册,第 109 页。
范大澈:《碑帖纪证》,宁波图书馆藏民国三十七年(1948)张氏约园刻本,叶十一至十二。
王肯堂(1549—1613),字宇泰,号损庵,自号念西居士,江苏省金坛县(今常州市金

坛区)人。 明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选庶吉士,翰林院检讨,因博学多闻,声著馆

阁。 明代著名医家,著有《证治准绳》四十四卷、《郁冈斋笔麈》 《医论》 《医辨》 《古

今医统正脉全书》等。 书法深入晋人堂室,辑《郁冈斋帖》数十卷,手自钩拓,为一

时石刻之冠。



《淳熙秘阁续法帖》第二卷,有褚河南临本,乃致佳,与黄素《黄
庭》颇相类。 初疑登善对临,或其力不至此。 及检黄长睿《东观余

论》,称其单郭未填,笔势精善,乃知从真迹上 出,非对临也。 余以

板本重翻,毫发不爽,天下《黄庭》帖,当以吾此本为第一,具眼者必

领吾此语。①

王跋未明确说明其曾翻刻全本《淳熙续帖》,但其友董其昌曾确认王氏翻

刻有《淳熙续帖》八卷:
此明金坛重刻者,他书均不载,惟香光与晋陵唐君俞札云:“《淳

熙秘阁续帖》,金坛所刻,止有八卷,尚少二卷,在尊府君处,曾于长

安出以相示,有褚遂良、李后主书,亦求一摹。”据此,则原帖仅八卷,
惟唐帖何以有褚摹、李书,亦不可解。 《戏鸿》之《帝京篇》摹自唐氏,
思翁误以《群玉堂》为《淳熙》也。②

札中所谓“金坛”为王肯堂之籍贯。 王肯堂和范大澈皆为晚明时人,王氏

翻刻八卷本所据底本或系范大澈所藏八卷本。 董其昌札中说欲求摹唐君

俞所藏王氏翻刻《淳熙续帖》中的褚遂良、李后主法书,而张伯英认为此

帖并无二人法书,似董氏误将《群玉堂》作《淳熙》之故③。
(三)清代之记录

清代迎来了金石学的复兴。 乾隆以降,是金石学的鼎盛时期,《淳熙

续帖》拓本存世罕见,这更引起了众学者的关注。
清代王澍曾见此帖残卷,他在跋“《淳熙续帖》羲之帖”时说,“右八帖

《淳熙秘阁续帖》所刻,比于《淳化官帖》殊清迥,有出尘之姿。 右军风裁

去之应不甚远”④。 王氏所见《续帖》残帙存王羲之帖八种,惜未详细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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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王肯堂:《郁冈斋笔麈》卷四,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间刻本,叶三十五至三十六。
《淳熙秘阁续法帖》卷一末张伯英跋,国家图书馆藏八卷本(索书号:法帖 451)。
张伯英在跋《群玉堂帖》时亦提及此事:“《停云馆·曹娥碑》《戏鸿堂·帝京篇》,皆
摹自《群玉》。 《停云》不言所出,《鸿堂》但言唐荆川家传本。 思翁与晋陵唐君俞尺

牍云:‘《淳熙秘阁续帖》,金坛刻,止八卷,尚少二卷,在尊府君处。 有褚遂良、李后

主书,亦求一摹。’知《帝京篇》摹自唐氏,惟《淳熙续帖》无褚、李书,盖误以《群玉》
为《淳熙》。 对面不识,思翁自道之矣。 伯英。” (吉林省博物馆藏宋拓《群玉堂帖》
卷六后张伯英跋,启功、王靖宪主编:《中国法帖全集》 第 7 册,湖北美术出版社,
2002 年,第 282 页)
王澍:《虚舟题跋》卷一,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杨建闻川易鹤轩刻

本(索书号:08185),叶十一。



录帖名及行款信息。
王昶是乾嘉时期著名的金石学家,其《金石萃编》是清代金石学著

录的集大成者。 其文集《春融堂集》中收录了所撰《淳熙续帖》 残卷跋

文:　
跋《淳熙秘阁续帖》残本

淳熙有《修内司帖》,又有《淳熙秘阁续帖》,以十二年三月模刻

十卷,皆南渡后续得晋、唐人遗墨。 其第五卷为李白、胡英、李邕、白
居易,今此云三月十九日模勒上石,自系《秘阁续帖》而非《修内司

帖》也,但仅存太白、乐天两人书,则五卷亦不全矣。 淳熙帖诸书皆

志之,何谓知者少耶? 前册北海书五行,疑即五卷中物,装者

误尔。①

从题跋中可以看出,王昶所见《淳熙续帖》卷五已为残卷,仅存李白、白居

易及误装入前册的李邕三人书迹。
此外,钱泳在《履园丛话》“碑帖”条中提到《淳熙续帖》:

又集王右军《乐毅论》不全本,与《黄庭经》起,及唐明皇、欧阳

询、褚庭诲、孙思邈、狄仁杰、张旭、颜真卿、李阳冰、李德裕、毕 、李
商隐、李白、胡英、李邕、白居易等书,共为六卷,每一卷后俱有淳熙十

二年三月十九日奉圣旨模勒上石字样,谓之《秘阁续帖》。②

从钱氏所列帖目来看,其所见乃《 淳熙续帖》 卷二至卷七,共六卷,亦

不全。
这一时期另一位金石学者张廷济对《淳熙续帖》倾爱有加,他曾不遗

余力地搜藏此帖,从他的题跋中可以看出搜集之难:
此则南渡后续得之迹,故名《续帖》也。 刻至精。 宋亡之后,毁

灭无存,故流传绝少。 自葛见岩、陈珠泉、俞友之三故友赠贻外,又零

星收购,积五十年之久,然仅得十之五六。 会并重装,又逾三年。 今

衰废蹒跚,辄自勉力,书识于后,使揽者知所珍重云。 道光十六年丙

申九月十五日。③

在搜集此帖时,张氏得到了葛见岩、陈珠泉及俞友之三位友人的馈赠。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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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昶著,陈明洁、朱惠国、裴风顺点校:《春融堂集》卷四四,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
年,第 801 页。
钱泳撰,张伟点校:《履园丛话》卷九,中华书局,1979 年,第 253 页。
张廷济:《清仪阁金石题识》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第 403 页。



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嘉庆二十二年(1817)十月在陈珠泉家所见《淳熙续

帖》的情况:
陈珠泉明府集翠轩小集……观《集翠帖》,帖系海宁杨自西司马

之孙晚研太史之子致轩太守所藏,集《汝帖》 《淳化》 《淳熙秘阁续

帖》丛残之品所成,有□□小楷跋、王虚舟行楷跋,明府因以“集翠”
名轩。 观《淳熙秘阁续帖》。 明府云:靖海县斗大一城,惟励宗万家

是大家,昔年舟过其地,偶然游览,见地滩上有此帖,灰尘满面,随手

倒烟口袋中,钱不五六十文,与之,携以归,令工装治,零星约四十许

叶。 此元明旧拓本也,明府自有跋。①

一个月后,陈珠泉将此帖赠与张廷济。 而张氏积五十年之精力,仅得

十之五六,可见此帖之罕见。 值得注意的是,陈珠泉所赠《淳熙续帖》卷

次情况不明,然上有王澍(虚舟)跋,很有可能为前述王澍所见残帙,其中

王羲之八帖,到了张廷济手中仅存五帖②。
广肆搜罗此帖时,张氏还得到好友帖学大家程文荣的帮助与馈赠,从

道光二十五年正月廿三日张廷济与程文荣书信可见当时情形:
书晨至承未奉,惠及《淳熙秘阁续帖》首卷,残拓王书《千字文》

四十七行,即刻付匠者,装于所装《淳熙帖》未全足本之首,而以尊札

并装,以当题跋。 弟于此帖,数十年中于良友数人零星与赠,积存若

干,今又得嘉惠,谢不可言。③

张廷济曾对所藏《淳熙续帖》做过详细介绍④。 从张氏的著录中可以

得知,其所藏涉及《续帖》前九卷。 其中,除卷三、四、六、七齐全外,卷一

王羲之帖存五帖,卷二王献之《洛神赋》 存 9 行,卷五缺李邕、白居易二

人书,卷九仅存《 厨屋帖》 3 行。 张氏积几十年之力,得之大半,已属

不易。
清末民初学者邵松年亦曾见此帖残卷,载于邵氏《澄兰室古缘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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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张廷济等著,陈红彦等整理:《张叔未日记(外六种)》,凤凰出版社,2020 年,第 125
页。
张廷济:《清仪阁金石题识》卷四,第 403 页。 按,张氏将王澍所见王羲之八帖(张氏

所见存五帖)归为卷二,然王羲之帖实属卷一,详见本文第三节。
程文荣:《南邨帖考》 卷首,刘世珩辑:《聚学轩丛书》 下册,广陵书社,2009 年,第
1136 页。
张廷济:《清仪阁金石题识》卷四,第 403—409 页。



录》:
此帖只第一、第五、第七、第八四册。 按,《淳熙秘阁续帖》十卷,

淳熙十二年被旨摹勒入石。 乃南渡后续得晋唐遗墨,所摹目见《石
刻铺叙》。 此第一卷,锺繇、王羲之十五开。 第五卷,李白、胡英、李
邕、白居易书五帖十开又半。 第七卷,李阳冰、李德裕、毕 、李商隐

书九开;而多孙思邈、狄仁杰、颜真卿书及张长史《率意帖》十开又

半,是第三卷失去欧阳询、萧瑀、褚庭诲三家并入者,第八卷怀素草书

廿八开。 是虽四卷,据目录实有五卷。 而有锺繇《力命表》小楷,卷
一末又附有四卷明皇批答、裴耀卿等奏状小楷两开半,惜仅有奏状,
失去批答。 五卷内颜鲁公《祭侄文》《送刘太冲序》,皆各帖中所不经

见者。 纸白墨厚,肤润非常。 与《绛帖》残本拓法相似,洵宋帖中不

可多得之品也。①

邵氏所见《淳熙续帖》存卷一、三、五、七、八,共五卷,且装裱错乱。 邵氏

不仅列出每卷的书家名目,且将每册所存开数一并列出。 此帖每一册上

都有鉴藏家的题跋和钤印,从中可以清晰地了解残卷经明代袁忠彻、清代

钱泳、沈树镛、李鸿裔、叶志诜、斌良、李宗瀚、郭尚先等鉴藏,可谓渊源

有自。
《淳熙续帖》拓本于晚明时已不见全本,后屡经集散,至清末民初时,

可见者已损失过半。 民国后,更未见著录。 如能重见天日,必将为宋代刻

帖的研究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淳熙秘阁续帖》卷目考

《淳熙续帖》原拓今日似已无存,而其卷目,除曾宏父《石刻铺叙》有

所叙述外,历代藏家,竟无人列出其详目②,致使欲将《石刻铺叙》所述与

存世书帖一一对应,已成难事。 因此,笔者将《石刻铺叙》的原始记载与

传世本中较为可靠的八卷本《淳熙续帖》相互参照,尝试对《淳熙续帖》的

原始卷目加以考证、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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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邵松年:《澄兰室古缘萃录》卷十八,《续修四库全书》第 1088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第 322 页。
容庚曾著录此帖帖目(容庚:《丛帖目》卷二,中华书局,2012 年,第 127—129 页),
乃据《石刻铺叙》录入。



(一)国图藏八卷本《淳熙续帖》(索书号:法帖 451)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八卷本《淳熙续帖》一种,共八册,卷端正书题

“淳熙秘阁续法帖卷第几”,卷末刻“淳熙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奉圣旨摹勒

上石”正书二行。 清至民国陈继唐、王玉峰、张伯英等递藏,有张伯英跋

多则。 钤“陈继唐欣赏印”“平舒王玉峰印”印。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北京

图书馆购于琉璃厂庆云堂。
卷一末张伯英的题跋认为此八卷本乃明代王肯堂翻刻本:

宋刻无传,明金坛重摹八卷,此本是也。 程兰川作《帖考》不之

及。 张叔未搜辑丛残,往往羼入别帖,兰川亦误以王《千文》为此刻,
皆谓宋遗,无知有金坛者。 《戏鸿堂》曾收数种。 他伪刻每有采取,
见此悉知其所本,镌拓之美,明帖罕能及者。 视刘铁云所藏伪刻,不
可同日语。 八卷具全,尤可宝也。 庚辰七月张伯英。

如前所述,明代王肯堂曾据宋拓翻刻《续帖》八卷,若此帖果系王氏原刻,
则其可信度自然较高。 不过,仅仅因为二帖卷数相同便断为同刻,似稍嫌

武断。
王肯堂《郁冈斋墨妙》刊刻精美,影响较大。 国图藏此八卷本《淳熙

续帖》所刻字体孱弱,过于细瘦,张氏虽赞此帖“镌拓之美,明帖罕能及

者”,但与王肯堂《郁冈斋墨妙》相较,刊刻水平实相差甚远。
值得注意的是,此帖卷二中所刻王羲之《黄庭经》第六、十四行“玄”

字缺末笔。 存世宋拓《宝晋斋法帖》、明拓《东书堂集古法帖》 《停云馆

帖》等所刻《黄庭经》,“玄”字皆完好无缺①。 故此处“玄”字缺末笔,应为

避清圣祖玄烨讳,而非避宋始祖玄朗讳。 而王氏所刻《郁冈斋墨妙》卷一

《乐毅论》后褚遂良跋中“玄” 字、卷二《黄庭内景经》 “玄” 字皆未缺笔。
由此推断,国图藏八卷本并非王肯堂翻刻本,很有可能为清代刻帖。

故宫博物院亦藏有《淳熙续帖》卷二至卷七残卷,有明代杨士奇、项
元汴、王世贞、王铎等伪印,清代金见素、达受、金秉朴等印。 其中卷二存

王羲之《洛神赋》3 开,卷三颜真卿《祭侄文稿》、褚庭诲《敬事帖》共 4 开,
卷四存李隆基批答 2 开,卷五存李白、胡英、李邕、白居易法书共 11 开,卷
六存张九龄、李绅告身 12 开,卷七存李德裕书 2 开,以及不知为何帖错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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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拓《宝晋斋法帖》,见启功、王靖宪主编:《中国法帖全集》第 11 册,第 54 页。 明拓

《东书堂集古法帖》(索书号:法帖 4)、《停云馆帖》(索书号:法帖 47)乃国家图书馆

藏本。



入者共 13 开。 经比勘,此与国家图书馆藏八卷本为同一底本,亦为清翻

刻本。
(二)《续帖》卷目考

国图藏八卷本是否依王肯堂所刻底本翻刻,尚缺乏有力的证据。 但

是,若将此刻帖与《石刻铺叙》所列名目逐一比对,便可以发现二者内容

虽然一个详细具体,一个统而言之,却多能一一对应。 为了探求《淳熙续

帖》的详细帖目,笔者对历代文献著录与国图藏八卷本《淳熙续帖》帖目

进行比勘,可知除卷一、九、十帖目外,其他各卷帖目皆可明确。 现尝试对

《淳熙续帖》各卷细目加以考论。
1. 卷一

《石刻铺叙》云:“首卷,则锺繇、王羲之帖。”
此帖目录(加下划线者为《南宋馆阁续录》 所载内府书画①,以下

同):
1 《力命表》 (三国魏)锺繇撰并正书 8 行

2 《游目帖》 (晋)王羲之撰并草书 10 行

3 《诸从帖》 (晋)王羲之撰并草书 4 行

4 《七十帖》 (晋)王羲之撰并草书 6 行

5 《旦夕帖》 (晋)王羲之撰并草书 5 行

6 《远宦帖》 (晋)王羲之撰并草书 2 行

7 《慰情帖》 (晋)王羲之撰并草书 4 行

8 《快雨帖》 (晋)王羲之撰并行书 6 行

9 《六月十一日帖》 (晋)王羲之撰并行书 6 行

10 《诸贤子帖》 (晋)王羲之撰并行书 6 行

11 《尔今帖》 (晋)王羲之撰并行书 9 行

12 《州民帖》 (晋)王羲之撰并行书 4 行

13 《乡里帖》 (晋)王羲之撰并草书 1 行

14 《行成帖》 (晋)王羲之撰并草书 6 行

15 《官奴帖》 (晋)王羲之撰并行书 11 行

16 《送梨帖》 (晋)王献之撰并草书 2 行

17 《大佳忧卿帖》 (晋)王羲之撰并草书 8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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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佚名撰,张富祥点校:《南宋馆阁续录》卷三,第 175—177 页。



18 《寒切帖》 (晋)王羲之撰并草书 5 行

19 《适书至帖》 (晋)王羲之撰并草书 2 行

20 《弘远帖》 (晋)王羲之撰并草书 2 行

21 《十月五日帖》 (晋)王羲之撰并行书 8 行

　 　 历代文献对《淳熙续帖》卷一中王羲之帖目的著录皆不甚详。 明范

大澈所言“羲之书间亦逸去几行”,董其昌仅提到帖中刻有《十七帖》及

《官奴帖》①;清代王澍所见王羲之帖仅 8 种,而到了张廷济仅余 5 种②;
而邵松年所见此帖第一卷 15 开,然并未提及详细帖目。

国家图书馆藏本卷一共刻王羲之帖 20 种,其中《送梨帖》、《大佳忧

卿帖》(《官奴帖》《数有帖》)③、《适书至帖》(《书至帖》)、《弘远帖》(《二

书帖》)、《十月五日帖》 (《十月帖》)5 种与《南宋馆阁续录》中载内府藏

王羲之书迹目录对应。
另,南宋开禧二年(1206)许开集刻《二王帖》是一部集刻王羲之、王

献之父子尺牍书法的丛帖。 其中王羲之《官奴帖》《大佳忧卿帖》《十月五

日帖》及王献之《送梨帖》四种所据底本为《淳熙续帖》④,此亦可证八卷

本《淳熙续帖》的可靠性。
国图藏本所刻《十七帖》,仅《游目帖》 《诸从帖》 《七十帖》 《旦夕帖》

《远宦帖》5 种。 而《慰情帖》 《快雨帖》 《六月十一日帖》 《诸贤子帖》 《尔

今帖》《州民帖》《乡里帖》《行成帖》《寒切帖》9 种,未见著录。 另外,《南

宋馆阁续录》中另载王羲之《十四日帖》 《因缘帖》 《四月帖》 《奉忆帖》等

帖,于国图藏本卷一中未见。 由此笔者推测,国图藏八卷本《淳熙续帖》
所据底本之卷一似为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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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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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十七帖〉书后》:“《十七帖》硬黄本,宋时魏泰家藏,《淳熙秘阁续帖》亦有刻。”
《临〈官奴帖〉真迹》:“此帖在《淳熙秘阁续刻》,米元章所谓‘绝似《兰亭叙》’。”(董

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之一,严文儒、尹军主编:《董其昌全集(叁)》,上海书画出版

社,2013 年,第 90、94 页)
张廷济:《清仪阁金石题识》卷四,第 403 页。
注:括号内乃此帖异名,以下同。
按:《二王帖》宋拓本极为罕见。 据著录,海外曾藏有宋拓《二王帖》一卷,乃王献之

书(马成名编著:《海外所见善本碑帖录》,第 251—252 页),现藏上海博物馆。 另,
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汤世贤曾翻刻此帖,明嘉靖四十年董汉策又据汤氏本翻刻,
今据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四十年董汉策翻刻本《二王帖》(索书号:法帖 608)。



此卷前有张伯英题跋,涉及到《大佳忧卿帖》 《十月五日帖》 《官奴

帖》(《玉润帖》)、《快雨帖》(《追伤帖》《月十三日帖》)、《六月十一日帖》
(《道护帖》)、《诸贤子帖》(《诸贤帖》)等帖:

王虚舟谓《淳熙续帖》之右军书,比《淳化》有清迥绝尘之致。
《淳化》虽杂赝迹,真者自是绝伦,瑕瑜不相掩也。 南宋内府晋迹本已

平庸,此重摹者又失于细瘦,何曾清迥? 况《官奴》《五日》等帖俗恶。
虚舟所抑扬《淳化》,有人指摘,疑其尽属劣迹,谓《淳熙》是不足凭也。

《官奴》《五日》非惟书恶,其帖语殊无伦次。 《二王帖》《澄清堂

帖》皆取之。 思翁摹《澄清》亦选入。 识帖洵未易言,何不一审文

义耶!
快雪本《玉润帖》,刘雨若谓各本皆宋高宗临,则非包安吴谓王

凝之书,所考甚确。
《道护帖》见《法书要录》〢〩(二九)。 《月十三日帖》亦见《要

录》〤〨(四八)。
《追伤》《道护》《诸贤》,与《淳化》之《追寻伤悼》,皆王玄之没时

右军与人书,而远不及淳化。 代笔、他人临仿,虽不似《官奴》《五日》
之毫无影响,究不愿信为右军手迹耳。

《宝晋》第三卷重摹此帖最多,笔画较肥。 张孝彬有《黄庭》一

卷,亦不如此细瘦。
《宝晋斋》第三卷右军书多同此本,而字较肥,当是重摹此帖。

辛巳清明以赵松雪所藏《宝晋》宋拓全帙校记。
张伯英认为《阁帖》虽杂赝迹,但真迹“自是绝伦”,而南宋内府所藏晋代

墨迹已经大不如前,且此刻又过于细瘦,故在他看来《淳熙续帖》中所刻

王羲之帖已不如《阁帖》。
此卷锺繇书作仅《力命表》一种,此即《南宋馆阁续录》中载“锺繇议

事表一”。 此表首刻于《博古堂帖》,惜无拓本传世①。 孝宗时命人访得

后入内府,刻入《淳熙续帖》,后又被刻入《玉烟堂帖》 《泼墨斋法书》等。
值得注意的是,范大澈《碑帖纪证》认为此帖卷一缺锺繇《克捷表》。 按,
《克捷表》又名《贺捷表》 《戎路表》,曾为北宋宣和内府所藏②,而前文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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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博古堂帖》,又名《越州石氏帖》,宋绍兴(1131—1162)初年由越州石邦哲摹勒。
见容庚:《丛帖目》卷二,第 119—120 页。
王群栗点校:《宣和书谱》卷三,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 年,第 25 页。



述,《淳熙续帖》所刻乃南渡后所得晋唐遗墨,故此帖不应刻入。
2. 卷二

《石刻铺叙》云:“次则羲、献书,内《黄庭经》 小楷后有‘臣遂良临’
四字。”

此帖目录:

22 《乐毅论》 (三国魏)夏侯玄撰;(晋)王羲之正书 19 行

23 《黄庭经》 传(晋)魏华存撰;(晋)王羲之正书; 61 行

(唐)褚遂良临

24 《洛神赋》 (三国魏)曹植撰;(晋)王献之草书 26 行

　 　 前引明范大澈《碑帖纪证》云“第二卷,有褚河南所摹《黄庭》甚

佳,及子敬草书《洛神赋》”与此帖合。 董其昌曾论及帖中《乐毅论》 《洛

神赋》乃梁摹本,《黄庭经》乃褚遂良临①。 另外,清张廷济所见此卷仅存

《洛神赋》9 行及褚遂良临《 黄庭经》 ( 缺“ 臣遂良临” 字) ②。 此皆可

佐证。
此卷末有张伯英跋语一则,论及褚摹《黄庭经》:

张孝彬有宋拓《黄庭》,即《淳熙》原刻,格韵远出此上,因知小楷

最不易摹也。 思古斋本与此同为褚临而全不相似,思古别饶神致,实
胜此刻,至伪《星凤楼》则依此刻重摹,益薄怯,不足观矣。

张伯英认为国图藏八卷本《黄庭经》与《淳熙续帖》原刻相差甚远。 《淳熙

续帖》原刻为思古斋本,而与此本全不相似。 依张氏所言,国图本虽依原

刻重摹,但摹刻水平并不高。
3. 卷三

《石刻铺叙》云:“三卷,欧阳询、萧瑀、褚庭诲、孙思邈、狄仁杰、张旭、
颜真卿七贤书。”

此帖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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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临洛神赋〉书后》:“《乐毅论》乃扇书,后人又以为右军自书刻石。 梁世所摹,与
唐摹字形各异。 《淳熙秘阁》,梁摹本也。”《黄庭经跋》:“《黄庭经》以师古斋刻为第

一,乃遂良所临也。 《淳熙续帖》亦有之。”(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之一,严文儒、
尹军主编:《董其昌全集(叁)》,第 90、95 页)
张廷济:《清仪阁金石题识》卷四,第 403 页。



　 　 25 《道失诗》 (唐)欧阳询撰并行书 8 行

26 《度尚帖》 (唐)欧阳询撰并行书 8 行

27 《庾亮帖》 (唐)欧阳询撰并行书 9 行

28 《戏旦偶成长句》 (唐)萧瑀撰并正书 7 行

29 《敬事帖》 (唐)褚庭诲撰并草书 4 行

30 《粟米帖》 (唐)孙思邈撰并草书 2 行

31 《孟冬帖》 (唐)狄仁杰撰并正书 12 行

32 《率意帖》 (唐)张旭撰并草书 5 行

33 《祭颜元孙稿》 (唐)颜真卿撰并行书 27 行

34 《送刘太冲叙》 (唐)颜真卿撰并行书 23 行

　 　 前引陆游文集曾言及《淳熙续帖》中有张旭《率意帖》,可为佐证。 董

其昌曾言此帖刻有颜真卿《送刘太冲叙》①,张廷济对其所藏此帖卷三诸

书家之帖目有详载②,与此刻吻合。
此卷后有张伯英跋云:

褚庭诲书与《淳化阁帖》第四卷之萧礭相同,实宋太宗之仿书,
亦非萧也。 此又赝为褚庭诲,编辑者乃未见《淳化》耶!

褚庭诲正书精熟,时人谓之“小褚”,可知其书法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
由此帖后附“褚庭诲”正书小字可知,《孝经帖》很有可能为褚庭诲书。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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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之一,严文儒、尹军主编:《董其昌全集(叁)》,第 103—104
页。
“第三卷,欧阳信本《道失诗》八行,又《度尚帖》《庾亮帖》,后有襄阳小行书跋,俱至

精之迹。 萧时文太保瑀,后梁明帝之子,爱经术,善属文。 此七行,王吏部澍谓其

‘笔力腴健,卷轴之气流溢毫端’。 《书史会要》:‘萧瑀书,宋《绍兴秘阁续法帖》内

有其迹。’绍兴,或淳熙之误。 褚庭诲,钱塘人,苏颋撰《神道碑》云:‘无量次子,正
书精熟。’《书史会要》:‘时人谓之小褚。’此草书《孝经》四行,极有清致。 孙思邈,
京兆华原人,通百家说,善言老庄。 永淳初卒,年百余岁。 此二行,王吏部澍谓其超

然尘外,‘魏晋以来门法,入其手都无所用’。 狄文惠仁杰,字怀英,封梁国公,并州

太原人。 则天后尝赏其能书,岀示二王真迹。 此《孟冬帖》,王吏部澍谓其晚岁‘曾

见二王墨妙’后之作。 张长史草书三帖,淸迥拔俗,其摹勒故是独绝。 颜书《告伯父

稿》,案:濠州刺史颜元孙杲卿之父。 乾元元年,鲁公年五十,为酷吏唐旻所诬,以蒲

州刺史改饶州,此其时也。 是稿明王损庵肯堂《郁冈斋帖》亦刻之,然视此较逊。 颜

书《送刘太冲叙》碧笺本最腴润,首行阙五字。 此叙刻本不一,以此为最。” (张廷

济:《清仪阁金石题识》卷四,第 404—406 页)



著因水平有限,误将此帖为萧礭书而刻入《阁帖》。 张氏判断其为宋太宗

仿书或因帖后刻有“御书”葫芦形印。
4. 卷四

《石刻铺叙》云:“四卷,则明皇批答裴耀卿等奏状。”
此帖目录:

35 《请刊石纪功德状》 (唐)李林甫,张九龄,裴耀 22 行

卿撰;(唐)裴耀卿正书

36 《请刊石纪功德状御批》 (唐玄宗)李隆基撰并行书 37 行

　 　 张廷济“第四卷《唐明皇批答裴燿卿等奏状》,三十七行,七十三

字”①可为佐证。 李隆基批答,王澍及张廷济皆认为其书学王献之《桓山

颂》。 而张伯英对此有不同意见:
玄宗此书,胜《鹡鸰颂》,伪《绛》摘桓山六字,以充大令,不知唐

前铭石无“行狎体”也。 刘东武未见此迹,断为唐人,自是特识。 王

篛林有此帖,尚疑玄宗亲见《桓山颂》,从而临学,则谬论矣。 乙酉中

秋廿有二日灯下。
张氏认为“唐前铭石无‘行狎体’”而否定《桓山颂》为王献之书,所论较

为客观。
5. 卷五

《石刻铺叙》云:“五卷,李白、胡英、李邕、白居易帖。”
此帖目录:

37 《春日醉起言志》 (唐)李白撰并草书 11 行

38 《送贺八归越诗》 (唐)李白撰并草书 9 行

39 《伤歌行》 (唐)胡英行书 12 行

40 《奉别帖》 (唐)李邕撰并行书 5 行

41 《与梦得书》 (唐)白居易撰并行书 36 行

42 《与运使郎中书》 (唐)白居易撰并正书 7 行

　 　 前引清王昶《春融堂集》 “其第五卷为李白、胡英、李邕、白居易”,与
此帖帖目吻合。 另外,张廷济所见此卷存李白书 20 行,胡英书 12 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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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廷济:《清仪阁金石题识》卷四,第 406 页。



缺李邕和白居易书①,此亦可佐证。
6. 卷六

《石刻铺叙》云:“六则张九龄三相暨李绅告身。”
此帖目录:

43 《张九龄等告身》 47 行

44 《李绅告身》 77 行

45 《李绅告身跋》 (宋徽宗)赵佶撰并正书 16 行

　 　 张廷济云:“第六卷,张曲江暨裴燿卿、李林甫三告身。 又李公垂告

身,有高庙亲笔跋语,书迹古厚,且可见唐告体式。”②与此帖帖目吻合。
7. 卷七

《石刻铺叙》云:“七则李阳冰篆、李德裕、毕 、李商隐书。”
此帖目录:

46 《篆书残字》 (唐)李阳冰撰并篆书 8 行

47 《李阳冰篆书残字跋》 (唐)韦处厚撰并行书 4 行

48 《与侍郎书》 (唐)李德裕撰并正书 19 行

49 《南山帖》 (唐)毕 撰并行书 9 行

50 《月赋》 (南朝宋)谢庄撰; 38 行

(唐)李商隐正书

　 　 张廷济对此卷中诸帖做了详细的论述,可为佐证:
第七卷,李少温阳冰篆书二种,并韦处厚记。 王吏部澍谓:“类

帖多传摹失真,虽古刻亦不能免。”余谓李监篆迹,现今惟《般若台》
及《颜氏家庙碑额》与慧山“听松”字可信为真原刻,余则多是重摹。
然此或尚是从墨迹钩摹者,特笔少弱耳。

李卫公书学甚深,李樊南序其《会昌一品制集》云:“公重以多能

推于小学,王子敬之隶法遒媚,皇休明之草势沉着。”推重极至。 此

与表弟札,词语、笔迹俱凄冷可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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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第五卷,李太白草书二十行,飘飘有凌云之气。 胡英行书十二行,英为僧怀仁之

徒,书亦为世所重。 其李泰和邕、白乐天居易两人书缺。” (张廷济:《清仪阁金石题

识》卷四,第 407 页)
张廷济:《清仪阁金石题识》卷四,第 407 页。



毕存之 ,大和中举进士,官至河中节度,《金石略》载其书《邠
州五夫人堂记》。 此帖在邠宁庆武节度时书,是其晚年笔。

李玉溪书《月赋》,深有劲健之气,《悦生堂古迹记》谓“家有李正

书《月赋》”,想即此迹。①

8. 卷八

《石刻铺叙》云:“八则怀素颠草。”
此帖目录:

51 《自叙帖》 (唐释)怀素撰并草书 123 行

52 《此斋帖》 (唐)高闲撰并草书 8 行

　 　 张廷济《清仪阁金石题识》载此帖卷八有怀素草书《高坐帖》 《右军

帖》及《圣母帖》:
第八卷,怀素草书,“横行破汉祖”起,止七行,涿州冯氏《快雪堂

帖》亦刻之。 “右军云”起,至“当不虚也”止,未见他刻。
《圣母帖》全。 案:是帖秦中有元祐戊辰仲春刻石,明董思翁有

临本并释文。 又自跋云:“昔人谓观孙过庭《书谱》,如食多骨鱼,得
不偿失,以草书难读也。 因临怀素帖,并为释之。”亦有刻石。②。
按,《右军帖》,7 行,“右军云”起,至“当不虚也”止,最早刻入《淳化

阁帖》卷五,归于怀素名下;《高坐帖》,7 行,“横行破汉祖”起,至“高坐对

寒峰”止,最早刻于《绛帖》后卷十。 张氏所见三帖与国图藏《淳熙续帖》
卷八帖目不符,且与《南宋馆阁续录》所载不合,笔者推测张氏所藏卷八

为他帖所充。
9. 卷九

《石刻铺叙》云:“九则高闲、亚栖、齐己书。”
按,本卷均为僧人书作,《南宋馆阁续录》卷三载:“僧亚栖草圣三,又

诗一。 僧齐己启状一,谢状一。 僧高闲草圣二,草书退之送序一。”③张廷

济此帖卷九存高闲《厨屋帖》3 行④,此帖又名《正嘉帖》(共 4 行),与《此

斋帖》(共 5 行)最早刻入《绛帖》后卷十。 国图藏《淳熙续帖》卷八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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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张廷济:《清仪阁金石题识》卷四,第 407—409 页。
张廷济:《清仪阁金石题识》卷四,第 409 页。
佚名撰,张富祥点校:《南宋馆阁续录》卷三,第 176—177 页。
张廷济:《清仪阁金石题识》卷四,第 409 页。



《此斋帖》4 行(缺末行),此疑为错简所致。 值得注意的是,《此斋帖》后另

存佚名帖 4 行,据《南宋馆阁续录》载“僧高闲草圣二,草书退之送序一”,疑
此为“退之送序”。

10. 卷十

《石刻铺叙》云:“末卷,则杨凝式并无名人帖。” 《南宋馆阁续录》卷

三载:“杨凝式二帖一,又四帖一,记崔处士诗一。”①目前尚无法确定

细目。

四、《淳熙秘阁续帖》的几种伪帖

如前所述,《续帖》宋拓在明代即已罕见。 明末,董其昌即指出宋代

几种较为著名的刻帖如“《绛帖》 《鼎帖》 《星凤楼》 《群玉》 《黔江》 《淳熙

秘阁续帖》,世皆无传”②。
原帖不见于世,伪刻便大行其道。 如清代欧阳辅《集古求真》 中记

《淳熙续帖》伪刻数种:“帖估伪刻《秘阁续帖》凡有数本,有题绍兴年月

者,有题宣和年月者,有题元祐者,伪妄不值一噱。” ③以上所举帖肆伪

刻,所刻时间明显错误,极易辨别。 以下再列举几种所见伪帖,供学界

参考。 　
(一)林志钧《帖目》著录本

民国帖学大家林志钧稿本《帖目》亦著录《淳熙续帖》一种④:“《秘阁

续帖目》,淳熙十二年三月六日奉圣旨摹勒上石。”据帖题下所标年月,必
为《淳熙续帖》无疑。 其详目云:

卷一,晋王羲之兰亭、佛遗教经、适得书、先期、差梁、奉对、集聚、
奄至、日月;卷二,晋王羲之临锺繇张乐帖、丙舍帖、曹娥碑、七儿

……;卷三,晋王羲之奉橘、迟复、秋月……;卷四,晋王羲之快雪、海
问、伏想……;卷五,晋王献之胜风、诸舍、诸女……;卷六,晋王献之

302

①

②

③

④

佚名撰,张富祥点校:《南宋馆阁续录》卷三,第 177 页。
董其昌著,邵海清点校:《容台集》别集卷三,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 年,第 651 页。
按,引文标点有改动。
欧阳辅编:《集古求真》卷十二,《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十一),新文丰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1977 年,第 8594 页。
林志钧:《帖目》,国家图书馆藏稿本,第 159—164 页。 按,《帖目》无抄写时间,据推

测为 1956 年推广简体字后所抄(胡海帆:《林志钧〈帖目〉手稿的初步研究》,《文

献》2022 年第 4 期,第 182 页)。



中秋、悬心、吴兴……;卷七,晋王献之忽动、地黄汤、鸭头丸……;卷
八,晋王徽之帖、王坦之、王涣之……;卷九,唐褚遂良乐毅论、乐志

论、潭府帖……;卷十,唐颜鲁公自书帖、送刘太冲序、游虎丘诗、鹿
脯帖。

据林氏自述,此帖抄录自黄家驹《飞青阁金石目》。 此目卷一至卷五为王

羲之书,卷六、七为王献之书,卷八为晋人书,卷九、十乃唐人书。 与曾宏

父《石刻铺叙》出入较大,当系伪刻。
(二)民国间有正书局石印本《淳熙秘阁续法帖》十卷(存八卷)
有正书局石印本《淳熙秘阁续法帖》 ①十卷,存八卷。 卷端正书题

“淳熙秘阁续法帖卷第几” ,尾刻“淳熙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奉圣旨摹勒

上石”正书三行②。 原帖为吴云、刘鹗旧藏,有二人跋,均以该帖为宋

拓。 　
卷一后吴云跋:

摹刻精良,笔意具足,宋纸宋墨,自有一种静穆之气,令人爱玩,
不忍释手,允为全帖之冠。 戊寅春日重装因题。 吴云。

《秘阁》全部续帖中,亦以此第一卷为致佳。 即两宋各类帖,亦
属罕觏,可宝可宝。 愉庭又记。
卷三后刘鹗跋:

《阁帖》之后,如绛州、临江、汝州等帖皆本《阁帖》翻刻者也。 若

武冈等帖,则又绛州之翻本,品逾下矣。 惟《淳熙秘阁续帖》系孝宗

南渡后续得晋唐遗墨模刻上石。 孝宗工书法,赏鉴尤精,非若王著之

多收赝鼎,贻讥后世,故品在《阁帖》上也。 石至理宗宝庆中即毁于

火。 世间传拓极少,得其数行者珍若球图。 况此第一卷为天下锺书

祖本,右军《洛神赋》亦世所未见,一旦并得,喜欲狂矣。 甲辰三月二

十八日,获见于苏州护龙街汉贞阁,四月初二议定,初五日回上海。
初八日补志。 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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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容庚所藏《淳熙秘阁续法帖》为民国有正书局石印本(容庚:《丛帖目》卷二十,第
1802—1805 页)。
笔者曾于孔夫子旧书网上见影印本《淳熙续帖》第二卷,首叶正书题“淳熙秘阁续

法帖卷第二”正书一行,卷末刻“淳熙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奉圣旨摹勒上石”正书三

行。 此本似与有正书局石印本同,惜未见全本,尽录所见子目如下:《极寒帖》 《四

月廿三日帖》《阔别帖》《不大思帖》《西问帖》《噉豆帖》《嫂安和帖》。



《石刻铺叙》云,《淳熙秘阁法帖》十卷,皆南渡后续得晋唐遗墨。
首卷则锺繇、王羲之帖,次则羲献书,三卷则欧阳询、萧瑀等七贤书,
与此不合,恐有错简也。 端午日。
吴云、刘鹗二人对所藏《淳熙续帖》评价甚高,且刘鹗认为此帖与《石

刻铺叙》所列目录不同是因为错简。 按,此帖共收法书 87 种,卷一为锺繇

书,卷二至卷七为二王书,卷九、卷十为南朝及唐诸书家法书,与曾宏父

《石刻铺叙》所列相差甚远。 且此帖 87 种子目中,除锺繇《荐季直表》《贺

捷表》《力命表》,王羲之《奉橘》 《何如》 《快雪时晴》 《胡母》 《胡桃》 《思

想》《虞安吉》《洛神赋》,王献之《洛神赋》,以及褚遂良《枯树赋》等 13 种

帖外,其余 74 种见于《阁帖》。 而《淳熙续帖》所刻皆为南渡后“续得”唐

朝遗墨,如此大范围的重复,显然不能体现续刻的意义。 此帖明显是以

《阁帖》为基础,混入《戏鸿堂法书》①《郁冈斋墨妙》②等帖而成,应为

伪刻。
综上,有正书局石印本极有可能是作伪者在《阁帖》的基础上,搀入

《戏鸿堂法书》《郁冈斋墨妙》等帖,以冒充宋拓《淳熙续帖》。
前述张伯英旧藏八卷本《淳熙续帖》中,也涉及对此帖的辨伪:

《淳熙续阁帖》,见宋曾宏父《石刻铺叙》。 其前帖则修内司重摹

《淳化》也。 海上影印刘铁云藏者,吴让之、吴平斋题识,同深激赏。
乃与《铺叙》不合,心知其非,莫由取证。③

(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淳熙续帖》卷四”(索书号:法帖 526)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淳熙续帖》卷四”,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购于

北京琉璃厂庆云堂。 书衣题签“秘阁续帖残本
 

二王及唐贤”,有薛慎微、
魏长青跋。 首叶正书题“淳熙秘阁续法帖卷第四”,卷末刻“淳熙十二年

三月十九日奉圣旨摹勒上石”正书二行。 此本收晋、唐书家书作凡 23 种,
与《石刻铺叙》载《淳熙续帖》卷四“明皇批答裴耀卿等奏状”不符,且与

其他卷次内容差异亦大,可知亦为伪刻。 书衣薛跋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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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经比对,有正书局影印本褚遂良《枯树赋》,王羲之《奉橘》 《何如》 《快雪时晴》 《思

想》《胡母》,王献之《洛神赋》7 帖,与《戏鸿堂法书》为同一底本。
所刻锺繇《荐季直》《贺捷》二表所据底本与《郁冈斋墨妙》相同。 所刻《力命表》所

据底本,与国图藏八卷本《淳熙续帖》不同。
张伯英:《小来禽馆帖跋》,《中和月刊》第一卷(1940 年)第十一期,第 69 页。



《秘阁续帖》甚为难购,予仅有此残本,亦可尚也。
予有宋拓《十七帖》,乃刘铁云旧藏,乃宋人罗升镌本,纸墨与此

同。 以是证之,此本亦非明人翻刻也。 今共置一处,备考他日。 己丑

五月眘微记于寒斋。
薛氏尽从纸墨上来断定为宋拓,未免太过草率。 其为民国时人,生卒年不

详,琉璃厂宝古斋主人,工书画,擅鉴赏,是当时北京地区著名的作伪者。
新中国成立前伪造了一批晋唐名家书画①。 笔者认为,薛氏将所藏《淳熙

续帖》定为宋拓似故意为之,因其从事书画碑帖交易,欲抬高《淳熙续帖》
的价值。

此本所收诸法书与《墨池堂选帖》所刻皆为同一底本。 《墨池堂选

帖》共刻五卷,明万历三十年至三十八年(1602—1610) 长洲章藻摹勒。
此帖取晋、唐、宋、元名家书迹,前刻隶书目录,卷端隶书题“墨池堂选帖

卷几”。 国图藏《淳熙续帖》卷四中王羲之书《袁生》《廿八日》《阮生》《有

书》《学书》《大热》《廿七日》《适得遣书》《鹘不佳》9 帖,王献之《廿九日》
《鹅群》《孙权》3 帖,王僧虔《太子舍人帖》,王徽之《新月帖》,王操之《婢

书帖》,王涣之《二嫂帖》,以上 16 帖刻于《墨池堂选帖》卷二;颜真卿《鹿

脯帖》,柳公权《尝瓜帖》,无名氏《春朝散微雨诗》,卫铄《江南之人兮》飞

白书,贺知章临王羲之《东阳》《隔日不面》《敬和》3 帖,以上 7 帖刻于《墨

池堂选帖》 卷三。 由此来看,国图藏卷四很有可能是据《墨池堂选帖》
翻刻。

五、结语

《淳熙续帖》是南宋内府所刻丛帖,收录了孝宗南渡后所访得晋唐

遗墨,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 自南宋淳熙十二年

(1185)刊刻至宝庆间遭遇回禄,不过短短四十余载,故宋拓本极为罕

见,目前所见多为翻刻或伪刻本。 国家图书馆藏八卷本《淳熙续帖》是

较为可靠的清代翻刻本,而林志钧《帖目》 著录本、民国间有正书局石

印《淳熙续帖》十卷本(存八卷)以及国家图书馆藏残本《淳熙续帖》卷

四皆为伪刻。 　
除南宋曾宏父《石刻铺叙》外,历代文献并未对《淳熙续帖》的帖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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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以坤:《书画做假的各种方法》,杨新主编:《中国历代书画鉴别文集》,紫禁城出

版社,2000 年,第 66 页。



详细的著录。 通过将国家图书馆藏八卷本《淳熙秘阁续帖》帖目与《石刻

铺叙》等文献著录进行比勘可知,除了卷一①、九、十,其他各卷帖目皆可

明确。 这不仅能够使我们深入地了解《淳熙秘阁续帖》的原刻情况,而且

对宋代帖学研究的文献基础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拙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毕斐师指导,又蒙故宫博物院秦明老师提供

资料,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刘鹏、徐慧二位老师以及外审专家提出宝贵意

见,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简介】刘赟,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 2020 级博士研究生、国家图书馆

副研究馆员。 研究方向:碑帖文献、书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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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因资料有限,该八卷本卷一所刻帖目是否完全与原刻帖目吻合,尚无法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