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棠 村 词

（清）梁清标 著

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梁新顺 点校



图书在版编目（C IP）数据

棠村词 /（清）梁清标著；梁新顺点校.—石家庄：河北人

民出版社，2013 . 8

ISBN 978 - 7 - 202- 07877- 8

Ⅰ. ①棠…Ⅱ. ①梁…②梁…Ⅲ.①词（文学）—作品

集—中国—清代Ⅳ. ① I222.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3）第186666号

书 名 棠村词

著 者 （清）梁清标

点 校 者 梁新顺

责任编辑 杨永林 赵 蕊

美术编辑 于艳红

责任校对 王 颖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号）

印 刷 石家庄信力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15.75

字 数 207 000

印 数 1-1000

版 次 2013年 8月第 1版 2013年 8月第 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2-07877-8 /Ⅰ·996

定 价 5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顾 问

总 策 划

策 划

主 编

副 主 编

编 委

棠 村 词 编 委 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梁清标 1643年画像



作者简介

梁清标（1620-1691年），字玉立，号苍岩，别

号蕉林，又号棠村。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进士，

直隶真定（今河北正定）人。他出生于世宦显贵之

家，曾祖父梁梦龙历官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官至

吏部尚书、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其父梁维基曾任

广东南雄知府；顺治、康熙两朝，梁清标历任兵部、

礼部、刑部、户部尚书，后授光禄大夫、保和殿大学

士，官至一品。奉旨监修《三朝国史》、《政治典训》、

《平定三逆方略》、《大清会典》、《统一志》、《明史》。

梁清标勤敏好学，一生著作盈箧。著有《蕉林

诗集》、《蕉林文稿》、《棠村词》、《棠村随笔》、《棠村

乐府》、《蕉林奏草》、《蕉林诗钞》等。

梁清标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大收藏家和

鉴赏家。《大清畿辅先哲传》称其“搜藏金石文字、

书画、鼎彝之属甲海内”。并在其家乡真定城内筑

“蕉林书屋”，珍储收藏。在他的藏品中尤以历代书

法、名画最为珍贵。自晋迄明的名家墨迹，他尽情

搜罗，因此有“收藏甲天下”之誉。如“法帖之祖”陆



机的《平复帖》、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诗仙李白

的《上阳台》、杜牧的《张好好诗》、赵孟頫的《黄庭

经》，以及中国绘画史上的钜迹顾恺之的《洛神赋

图》、展子虔的《游春图》、阎立本的《步辇图》、周文

矩的《重屏会棋图》、孙位的《高逸图》、顾闳中的

《韩熙载夜宴图》、范宽的《雪景寒林图》、宋徽宗的

《柳鸦芦雁图》等。

梁清标去世后，不少康熙、乾隆时的“蕉林珍

品”被清宫廷收藏，现在国内外各大博物馆的中国

古代书画藏品中几乎都有“蕉林书屋”的旧藏。据

台湾博物院文物登记册记载，其百分之八十的古

书、典籍、善本、字画、碑帖，都钤印“蕉林书屋”、

“棠村品鉴”、“棠村审定”，且大多称得上是稀世珍

宝。

梁清标文化修养深厚，博物多识鉴赏精，对历

代书画作品能评其真赝，辨其高下，鉴定能力高

深，凡是他收藏钤盖了印章的书画，几乎都是真

迹。即便是未见著录、无前贤题记的作品，也能正

确鉴别。由于他职高位尊，学识渊博，“蕉林书屋”

也是当时达官贵人、文人雅士引鸿雅集之地，宾客



绕席，笑语不废，援笔依墨，吟啸唱和，如毛奇龄、

陈维崧、朱彝尊、徐釚、汪懋麟者，集集然皆慷慨其

中者也。“一时文儒盛簪绂，相过鉴赏追联翩”传为

佳话。由此可见“蕉林书屋”当时高朋满座、学者雅

集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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