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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博物馆藏历代碑志》

内容概要

古代石刻，以其历史与艺术的兼容并包、世俗同宗教的和谐共存，成为中华各民族文明记忆的重要载
体，亦是保存传统文化的珍贵资料。刻有各种语言各体文字的古代石制品，大致可分为立于地上的石
碑、以及埋在地下的墓志。石碑是在作为纪念物的标志性竖石上、勒刻文字以期垂诸久远者。墓志则
是埋放在墓葬内、刻录亡者姓名籍贯、宗族世系、生平履历的铭刻文字，滥觞于秦汉，成型于南朝，
盛行于隋唐。志主生平以及志铭中的撰文、书丹、篆盖、刻碑者官衔姓名等内容，是研究当时史实的
第一手资料。
自北宋赵明诚撰《金石录》起，历代考古学家一直对古物上文字的传拓与研读乐此不疲。清乾隆年间
，文字狱兴钳锢了自由性灵，知识阶层转而投身名物考据，加上学界急欲摆脱赵孟頫、董其昌馆阁体
帖学对书法的束缚，师法古人碑版铭刻的碑学因此大行其道，热心搜剔古代石刻文字渐成风尚。这股
掘藏摹拓之流风，最终在十九世纪末石印、珂罗版等摄影印刷术的冲击下宣告式微。近百年来，伴随
着考古发掘出土，大量石刻墓志重见天日，为探寻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
研究和历史文物价值。
苏州历来为学林重镇，清季的潘祖荫、吴大澂都是金石收藏考据名家，民国时侨寓吴下的辛亥元老李
根源，其“曲石精庐”中亦庋藏唐代稀见墓志多方（尤以《王之涣墓志铭》最著盛名）。苏州博物馆
收藏历代石刻文字均为1959年以后所得，包括历次考古发掘、名人藏家捐献和征集收购，总计一百四
十余方。内容以墓志为主，时间跨度上迄北朝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550）、下截新中国成立后的1962
年，其中不乏大家撰书的精品佳构，更有名门家族墓志互印证，既能补郡邑志乘文献之阙，又有裨益
于历史艺术方面之探研。
苏州博物馆藏石刻资料以明清两朝居多，然早期石刻亦不乏精品可言。如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550）
僧惠□造像题记等五方造像记，用笔峻朴神茂、通舒蕴拙，散发出中国书法嬗变期的高古风骨气韵。
唐代墓志铭大行其道，体例成熟法度完备，如唐高宗永隆二年（681）济度寺比丘尼法灯墓志铭，志主
系梁武帝萧衍五世孙女，其父为隋太子太保、宋国公，萧氏姊弟四人同出三界遁入空门。唐代宗宝应
元年（762）朝散大夫颍州刺史张府君墓志铭，志主张万顷，官拜泗、颖二州刺史，安史之乱时曾有忠
勤之效。该志由河南褚凑书，全篇结构雍容舒徐、点划遒雅厚劲，与同时代八分大家徐浩姿态横生的
隶书如出一辙。
中国古代石刻书法的辉煌至两宋王朝渐趋尾声，但仍保有相当高的水准，且不乏史料价值。馆藏北宋
仁宗嘉佑八年（1063）职方员外郎胡公墓志铭，志主胡献卿，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乙科进士
，才华声名耸动都下，与北宋名士庞籍、范仲淹等均有交游荐。又如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济阳
翟秀夫人李氏墓志铭，志主李妙香，乃宋仁宗驸马李玮后裔，其父李昌在靖康之难中抗金捐躯，其夫
勇以拒敌累获战功，夫妻所生二子亦精忠报国屡取奇勋，尤以长子翟安道为著，深得宋孝宗赏识，堪
谓忠勇义门。此志虽未署书丹者姓名，可字态丰腴转掣圆润，结体宽稳风神疏朗，饶具颜鲁公遗韵。
宋代以降，苏州社会经济、文化日渐繁荣兴盛，一时名家辈出，海内外文人荟萃，为后人留下了丰富
的石刻资料。苏州博物馆藏元惠宗至正二十五年（1365）郑国公墓志铭，志主赵德懋，通州（江苏南
通）人，宋太祖三弟魏王赵廷美后裔，年轻时居乡里，常从张士诚游。至正十三年（1353）张起兵反
元时，赵德懋首率长子元明等居麾下，随同征战，后病逝于高邮。至正二十五年，张士诚已定都平江
，自称吴王，遂追封赵德懋为郑国公。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1613）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
书建极殿大学士王公墓志铭，志主王锡爵，嘉靖四十一年（1562）礼部会试第一、廷试第二，官至宰
相，性刚负气抗言直诤，风节凛凛、毅然不可夺。此铭由其好友申时行所撰，两人同科中第，同为苏
州人，当朝共事七年，申时行任首辅时，王锡爵是内阁成员，一刚一柔互补并济。此铭为上、中、下
三栏布局，格局较为罕见。清仁宗嘉庆二十三年（1818）敕授文林郎华亭县教谕候选国子监典薄王君
墓志铭，志主王芑孙，长洲（江苏苏州）人，明文渊阁大学士王鏊十世孙。久困场屋，终其一生，仅
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召试行在被赐举人。但他的才华名声却响彻大江南北，当时海内士大夫以诗
古文名者，不过寥寥数家，而王芑孙“以诸生拔起东南，虽终其身只一为校官，晚岁杜门连蹇以殁，
而其名横骛一世，光气照耀，不可掩抑，世之人称之无异辞”，称得上一语中的。此铭由乾隆五十五
年（1790）状元石韫玉书丹、著名学者潘奕隽篆盖。
苏州博物馆藏历代家族墓志同样颇具特色，长洲俞氏家族墓志，含：明成祖永乐十四年（1416）俞处
士墓志铭、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先妣太恭人圹志、成化十一年（1475）俞钦玉墓志铭，涉及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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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博物馆藏历代碑志》

悦及其父克和、母陈氏、子钦玉，尤以俞士悦一人之荣迁谪戍，牵动整个家族的显赫衰落。俞士悦为
永乐十三年（1415）进士，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迁都察院右都御史，当年七月，“土木堡之变
”，留守京师的俞士悦和兵部侍郎于谦等拥立皇太子朱祁钰登基，是即明代宗。俞士悦被加升光禄大
夫、太子太保兼刑部尚书，其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皆获诰赠封赐，所遇恩宠一时无两。然宫廷争
斗波谲云诡，景泰八年（1457）“南宫复辟”，徐有贞等拥英宗重夺帝位，于谦被杀，俞士悦亦遭坐
戍铁岭达八年之久，连累其子俞钦玉不获入仕，后乞补国子监生，客死京城，繁华尊崇，譬如朝露，
倏忽而灭。唐氏祖孙墓志，含：明宣德元年（1426）武略将军苏州卫千户唐公（贤）墓志铭、明孝宗
弘治六年（1493）千户唐（弘）德广墓志铭两种，唐氏原籍常州宜兴，唐贤之父唐兴本是张士诚部将
，后归降朱元璋，唐家得以世袭苏州卫左所千户之职。唐弘墓志由比他小两岁、与他同朝为官的文林
（文征明之父）撰并书，全文方正端肃、风骨刚健，透逸出武士般穆如正气。且两碑均系苏州刻工世
家章氏精镌，前者为章敬刊、后者为章浩刊。章浩与乃兄章昶、子章文、孙章藻都是刻碑圣手，章文
还是文征明的门客。沈周夫妇墓志，含：明弘治元年（1488）沈启南妻陈氏墓志铭、明武宗正德七年
（1512）石田先生墓志铭两种，沈周为吴门画派巨擘，性格冲淡画风朗润，夫妻友爱鹣鲽情深。二铭
分别由李应祯撰祝允明书（两人既是翁婿又是师徒）、王鏊撰章浩刻，具有相当的观赏价值，又可补
正史之阙。
那些由杰出书法家精心写制的志铭，本身就是令人过目不忘的艺术佳构。明弘治十三年（1500）怡庵
处士施公悦墓志铭，由金石学家都穆撰文、一代才子唐寅书丹，行笔豪放率性，随意挥洒稳健流美，
与其常见书风大异其趣。明世宗嘉靖十六年（1537）薛翁墓志铭、嘉靖二十二年（1543）诰封太宜人
薛母颜氏墓志铭、嘉靖十四年（1535）顾西谿墓志铭，均由明四家之一文征明书写，其中前两种还是
他包办撰文书法，乌丝栏格内小楷翩翩，中宫紧致出锋娴雅，笔势瘦硬通神方圆自若，深得褚河南真
意。清宣统二年（1910）处士金心兰墓志铭，由海派巨匠、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撰文并篆盖，清
末著名画家陆恢隶书书丹。志主与吴、陆都是一时艺林翘楚，交游数十年，情同莫逆豪爽无间，此铭
篆盖及铭文金石韵味浓郁，婉丽苍雄，开阖间有扛鼎之力，好似金心兰笔下浑厚孤秀、冷香高洁的梅
花。
远离喧嚣浮躁的尘世，当你面对这些无声的石刻，仿佛打开了神奇的穿越之门，时光电影院重新播放
着过去的一幕幕历史画面，那些已经随风飘逝的人和事再度鲜活起来，这一瞬，所有的生命与记忆都
是永恒的。
苏州博物馆学术委员会
201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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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北齐碑志
1.北齐僧惠口造像记
2.北齐朱海造像记
3.北齐成犊生造像记
4.北齐李辉造像记
5.北齐孙贵造像记
唐、五代碑志
6.大唐济度寺故比丘尼法灯法师墓志铭并序
7.大唐吴郡侯怀慎妻许夫人墓志
8.唐故朝散大夫使持节颍州诸军事守颍州刺史张府君(万顷)墓志并序
9.唐故吏部选濮阳从府君(感解)墓志
10.唐朝议郎前歙州歙县令柳公亡夫人汝南和氏墓志
11.唐故濮阳府君(巨源)墓志铭并序
12.唐故吕府君(自)墓志铭并序
13.唐故陪戎校尉守左卫朔州尚德府别将同正上骑都尉夏侯陈胡墓志铭并序
14.唐佛顶尊胜隐罗尼咒
15.后梁故清河张府君(儒)墓志铭并序
16.后唐加句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咒日
17.佛顶尊胜陀罗尼真言日
宋代碑志
18.大宋苏州罗汉禅院诠上人墓铭并序
19.宋门训
20.宋故职方员外郎胡公(献卿)墓志铭
21.宋前广济军司理边君(泽之)母于氏墓志铭
22.宋故侍其先生(沔)墓志铭
23。宋故殿中丞范公(清)墓铭并序
24.宋东海茅锷茅锐墓志
25.宋沈君墓志铭
26.宋上清法师(景祥)墓志铭
27.宋郏福墓志铭
28.宋故夫人李氏(妙香)墓铭
29.有宋翰林医痊夏公(舜俞)圹志
30.宋故教授从政林公(翥)圹铭
31.宋故清河太君张氏(妙真)墓志铭
32.宋朱氏(德智)圹铭
33.宋亡室孺人沈氏大娘墓志铭
元代碑志
34.元口恂墓志铭
35.元郑国公(德懋)墓志铭
36.元曹天麟家眷塔铭
明代碑志
37.明张妙贞墓志铭
38.明宋本安墓志铭
39.明王玉真墓志铭
40.明东海徐伯贤妻庄氏圹志铭
41.明吴祥甫墓志铭
42.明故谈伯源圹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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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明故姚子荣墓志铭
44.明故姚宗道墓志
45.明俞处士(克和)墓志铭
46.明顾伯成墓志铭
47.明陈安人高氏墓志铭
48.明故武略将军苏州卫千户唐贤墓志铭
49.明故丘德润墓志铭
50.明先妣太恭人陈静安圹志
51.明故谈母朱氏(淑清)墓志铭
52.明夏彦仁妻奚氏(本静)墓志铭
53.明故乡贡进士谈君(彦和)墓志铭
54.明刘宗成妻周氏(真)墓志铭
55.明故丘德润妻马氏(妙安)墓志铭
56.明故硕人施母李氏墓志铭
57.明故夏彦仁墓志铭
58.明故陈景祥妻倪氏(淑宁)硕人墓志铭
59.明故姚克承墓志铭
60.明太医院医士李思讷墓志铭
61.明故丈林郎平知县郁公(尚宾)墓志铭
62.明故姚克承妻硕人潘氏墓志铭
63.明翁处士(昱)墓志铭
64.明故谈仲声墓志铭
65.明故谈仲声妻袁氏(淑清)墓志铭
66.明管麟先考妣合葬墓志
67.明故处士陆世荣墓志铭
68.明故处士吴守信墓志铭
69.明吴守信妻莫氏(妙慧)墓志铭
70.明潘廷启墓志铭
71.明处士顾仲铭墓志铭
72.明谈时中夫妇合葬墓志铭
73.明故继母吴氏(妙清)墓志
74.明施伯绅妻程氏墓志铭
75.明大理寺左寺正刘(瀚)妻安人吴氏(尚温)墓志铭
76.明俞钦玉墓志铭
77.明故恒轩先生周用常墓志铭
78.明唐母李氏宜人(淑宁)墓志铭
79.明顾宗本妻潘硕人(淑圆)墓志铭
80.明刘瀚故贰室任氏(妙聪)圹志
81.明故郁文承墓志铭
82.明沈启南(周)妻陈氏(慧庄)墓志铭
83.明谈允吉墓志铭
84.明阮氏墓志铭
85.明卢廷玉妻周氏硕人墓志铭
86.明张君景昭墓志铭
87.明故千户唐德广墓志铭
88.明母孺人王氏(妙靖)墓志铭
89.明承事郎刘君(浒)合葬墓志铭
90.明周参母沈氏墓志铭
91.明郁文玉继室陆硕人(素端)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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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明张守中墓志铭
93.明罗良臣妇魏(秀清)葬铭并序
94.明刘来亡妻张氏(秀兰)圹志
95.明人自志
96.明故怡庵处士施公悦墓志铭
97.明张思本墓志铭
98.明讷庵周翁(惟德)墓志铭
99.明王孺人墓铭
100.明潘孺人任氏墓志铭
101.明故韩君廷用墓志铭
102.明故安拙吴翁(正)墓志铭
103.明故封中宪大夫太常寺少卿前陕西按察司副使刘公(瀚)墓志铭
104.明张母盛硕人(端)墓志铭
105.明故福州府经历刘公广扬妻张孺人(寿徵)墓志铭
106.明石田先生沈周墓志铭
107.明亡儿都钦墓志铭
108.明怡菊薛君(正)墓志铭
109.明程孟清口沈硕人(妙宁)墓志铭
110.明葑门卢君(珪)墓志铭
111.明卢钦墓志铭
112.明钱君汝容墓志铭
113.明故怡梅周用绅墓志铭
114.明周寻乐室人陈氏(玉真)墓志铭
115.明顾母张硕人(淑帧)墓志铭
116.明故讷庵周君(鞠)继室林孺人墓志铭
117.明故安拙吴公(正)妻刘孺人(安正)墓志
118.明钱文通室雷硕人(秀间)墓志铭
119.明周翁(训)墓志铭
120.明故承德郎泉州通判豫庵郭公(辕)墓志铭
121.明梓轩王君宗远夫妇合葬墓志铭
122.明张母薛硕人(妙安)墓志铭
123.明顾西豁(南)墓志铭
124.明口口口口口口硕人墓志铭
125.明故薛翁(景荣)墓志铭
126.明故顾硕人墓志铭
127.明故钱君文通墓志铭
128.明张蕴之妻沈硕人墓志铭
129.明诰封太宜人薛母颜氏墓志铭
130.明苏州府医学正科东圃陆君墓志铭
131.明故浦母黄孺人墓志铭
132.明故简所刘公墓志铭
133.明诰封一品夫人元辅王公(锡爵)配夫人朱氏墓志铭
134.明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赠太保谥文肃王烈锡爵)墓志铭
清代碑志
135.清重建斗峰庵大殿记
136.皇清诰授奉政大夫戴公(纶)墓志铭
137.清故候选府同知松崖唐君(文横)墓志铭
138.皇清诰封宜人晋封恭人蒋母黄恭人墓志铭
139.清诰授朝议大夫湖南长沙府知府庚辰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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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清讷庵刘公(金省)合葬墓志铭
141.清王府君(寅熙)墓志铭
142.清王芑孙(惕甫)墓志铭
143.皇清诰赠荣禄大夫布政使衔江苏候补道加二级亚溪倪公暨配诰封一品太夫人张太夫人墓志铭
144.清故处士金君(衫)墓志铭
现代碑志
145.乐桥南北泉记
146.吴县申公凤章墓志铭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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