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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夫妇摄于2∞2年

"文革"中 ， 我与世袅分别在静海团

泊洼，成宁甘练'乡两干校，相距逾千里。

一日世襄周小邮件寄此帚，谓用鬓余竹

银 、 霜后枯草制成，盖藉以自况。 而我珍

之，什袭至今。 其意与此集有相通处，故

不妨于扉nt后见之。

2002年10月~献记



出版说明

2∞9年 11 月 28 日，王世襄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 95 岁 。 随着王先生的辞世，

他的研究及学问，即将成为真正的绝学。 为使这些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绝学散

发出璀珠的光芒，为后人所继承、 发展，生活 ·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特推出 《王

世襄集 >， 力图全面、系统地展现王氏绝学。

王世襄 ， 号畅安，汉族，祖籍福建福州， 1914 年 5 月 25 日生于北京。 学者、

文物鉴赏家。 1938 年获燕京大学文学院学士学位， 1941 年获硕士学位。 1943 年

在四川李庄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 1945 年 10 月任南京教育部清理战时

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在北京、 天津追还战时被劫夺的文物。 1948

年 5 月由故宫博物院指派，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奖金，赴美国 、 加拿大考察博

物馆。 1949 年 8 月先后在故宫博物院任古物馆科长及陈列部主任。 1953 年 6 月

在民族音乐研究所任副研究员 。 1961 年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讲授 《 中国家具风

格史 >0 1962 年 10 月任文物博物馆研究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1980 年，任文化部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1986 年被国家文物局聘为国家

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2∞3 年 12 月 3 日，荷兰王子约翰·佛利苏专程到北京

为 89 岁高龄的王世襄先生颁发"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其中一个重要的

原因就是他对明式家具的研究，奠定了该学科的基础，把明式家具推向了至高

无上的地位。

王世襄先生学识渊博，对文物研究与鉴定有精深的造诣。 他的研究范围广

泛，涉及书画、家具、 在漆、 竹刻、 民间游艺、 音乐等多方面。 他的研究见解

独到 、深刻，研究成果惠及海内外。《王世襄集》 收入包括 《明式家具研究》、《震

饰录解说》、《 中国古代潦器》、《竹刻艺术》、 《说葫芦》、《明代鸽经 清宫鸽谱》

《蟠蝉谱集成》、《中国画论研究》、《锦灰堆 :王世襄自选集> (合编本)、《 自珍集:

俑松居长物志》 共十部作品，堪称其各方面研究的代表之作，集中展现了王世

襄先生的学问与人生。

I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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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蜡蚌谱集成 》 初版时为影印，保留了古籍的原貌，但于今日读者

阅读或有些许不便。 此次收入文集，依王先生之断句，加以现代标点，以利于

读者阅读。《竹刻艺术 》 增补了王先生关于竹刻的文章若干，力图全面展现王先

生在竹刻领域的成果和心得。 "锦灰堆"系列出版以来，广受读者喜爱，已成为

王世襄先生绝学的集大成者;因是不同年代所编，内容杂探，此次收入《王世

襄集 >，重新按门类编排，辑为四卷，仍以《锦灰堆:王世襄自选集 》 为名 。

启功先生曾言，王世襄先生的每部作品，"一页页，一行行， 一字字，无一

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 其中风雅，细细品究，当得片刻清娱;其中岁月，

慢慢琢磨，读者更可有所会心。

《王世襄集》的编辑工作始于王世襄先生辞世之时。 工作历经三载，得到

了许多喜爱王世襄先生以及王氏绝学人士的支持和帮助，也得到了王世襄家人的

大力协助，并获得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在此谨表真诚诅憬。 期待 《王世襄集》

的出版，能将这些代表中华文化并被称为"绝学"的学问保存下来，传承下去。

兰?在 . 1t啻 · 知如 三联书店编辑部

201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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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称我收藏家，必起立正襟而对

曰"实不敢当 ! 实不敢当 ! "古代名

家，姑置勿论。 近现代允称收藏家者，

如朱翼庵先生之于碑帖，朱桂辛先生之

于丝绣，张伯驹先生之于书画，周叔先

生之子肯籍，学识之外，更雄于资财。

以我之家庭背景 、 个人经历，实不具备

收藏家条件。 此集所录，除舅父、先慈

所作书阿及师友赐赠翰墨文物外，大都

缀拾子摊肆，访寻于旧家，人舍我取，

微不足道，自难有重器刷迹。 在收藏家

心目中，不过敝帚耳，而我珍之，岂不

正合"敝帚自珍" 一语 。 此吾集题名

"自珍"缘由之一。

敝帚可喻物，亦可喻人 。 自 1 945

年日寇投降后，奔走调查 ， 收回被劫夺

重要文物、善本图书两三千件，其中

不乏国之重宝，由故宫博物院等机构

派员接收保管，当属我一生中最重要

工作之一。 不意 1 949年8月自美归来，

竟被视同敝帚长达三十年 。 至于"三

反"冤狱，故宫除名， "五七"扣帽，

不仅敝帚之不如而直弃同敝展矣。 大凡

遭受极不公正待遇者，可能自寻短见，

可能链而走险，罪名同为"自绝于人

序

民

沫，共同决定坚守臼珍。 自珍者，更加

严于律己，规规矩矩，堂堂正正做人，

惟仅此虽可独善其身 ， 却无补于世，终

将虚度此生。 放更当平心静气，不亢不

卑，对一己作客观之剖析，以期发现有

何对国家、对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胜

任者，全力以赴，不辞十倍之艰苦、辛

劳，达到妥善完成之目的。 自信行之十

年、二十年、 三十年，当可得到世人

公正 、 正确之理解与承认 。 惟立志如

此，去fJ难如人愿，而一再遭受打击 、

摧残与阻挠。

如 1 958年 《揉饰录解说 》 脱稿，

开始搜集清代匠作则例。 蒙朱桂辛先生

亲笔致函文物局古建所，将前营造学社

所藏抄本则例多种借出，益以北京图

书馆、 北京大学等处所藏，共70多种。

1960年开始汇编工作，至 1962年已将漆

作 、 ?自作、泥金作、佛作、门神作、石

作 、 装修作 、 铁作 、 画作、铜作、摄作

之条款，从多种则例中辑出缮录，并加

编次，准备进一步将各作中之名词 、 术

语提出， 一一试作险释。 并以佛作、门

神作为试点，但仅写成两作概述而"文

3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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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始。 则例汇编工作为我带来无数

大字报批判及大小会斗争。 后果如何，

不问可知矣。

又如1969年肺病( ..三反"中在牢

狱遭感染)复发，且有空洞。 医嘱卧床

休养，而"军宣队"勒令必须下咸宁干

校。 劳动中见睦边菜花倒地，犹昂首作

花。 受其激励，顽强生活，壮志弥坚，

竟得康复，幸免葬身云梦之泽。 有诗为

证:

风雨摧园蔬，根出茎半死。

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

再如干校后期，生活大有改善。 但

坐视岁月蹬距，光阴流逝，不免忧心如

焚。 亦有诗为证:

春寨兰草秋芝萃，革月咬团鱼暮锹鱼。

日日逍遥无一事，成宁虽好去F愁予 1

立志不渝，长期奋斗，北风当有转

南之日 。 1979年有伟人出，力挽狂澜，

制定"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国策，

对我等实恩同再造。 从此多年来写成之

稿件，积累之资料，得陆续以本人姓名

正式出版 。 其鼓励鞭策之力，何止万

钧!使我等更加废寝忘食，刻苦工作。

今日回顾，又何等幸运，自 1973年干校

返京后，己争取到近三十个春秋，得以

出版、 再版中文、外文著作约三十种，

其中有线图数百幅者，均经查献绘制，

始得成书。 基献退休后，亦完成 《中国

音乐文物大系 ·北京卷 》 及刻纸作业

《游刃集L 诚不幸之大幸。

自年前整理去而复还之身外长物，

编成此集，不禁又有感焉。 其中有曾用

以说明传统工艺之制作，有曾用以辨正

文物之名称，有曾对坐琴案，随手抚弄

以赏其妙音，有曾偶出把玩，藉得片刻

之清娱。 盖皆多年来伴我二人律己自珍

者。 又因浩劫中目睹擎载而去，当时坦

然处之，未尝有动于中。 但顿悟人生价

值，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

所发现，有所会心，使上升成为知识，

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 此岂不正是多年

来坚守自珍，孜孜以求者 。 吾集题名

"自珍"， . 此为又一缘由 。

我年八十，左目失明。 去年春夏之

交， 一病几殆。 今已届白香山新乐府新丰

折臂翁之年，距证实自然规律之日，为期

不远。 ..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愚夫妇

衷心祝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真理彻

底战胜荒谬，明智永远消灭愚蠢。 人人奋

发图强，充分发挥所长。 中华文明，发扬

光大，卓立于世界之林。

二千又二年三月 王世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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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唐"大圣遗音"伏害是式琴

一'
-
军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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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时百先生《藏琴录》龙门寒

玉一则称虞君得鹤鸣九泉与李

君伯仁所藏独幽及飞泉，锡君宝臣

藏大圣逾音.武英殿陈、歹1)所长安元

年制者五琴，地下皆有印方二寸

‘玉振' 二字，丝毫不爽。西园主人

因大圣遗音‘玉振'印上有方印‘困

学' 二字，定为鲜于伯机印，或‘玉

振'亦鲜子氏印也.独幽 |日藏衡阳

王船山先生家，为人所得，李君又

从其人得之。独幽地内主1)太和丁

米，大圣遗音主1)至德丙申，飞泉外

刻贞观二年.皆鸿宝也。"五琴管平

湖先生皆目见，且有弹抚经年者.

尝谓九德兼备当推大圣逃音.又谓

飞泉贞观款;J)后事1). 是未加轩轻而

已有高下之分矣.

"大圣i监音"栗壳色，七徽以下

弦路霹黑色，遍体蛇腹断，中间细

断纹，额有冰纹断.四池，他上刻

草书"大圣i童音"四字.池内纳音

左右上下四隅分刻隶书"至德丙

Jtl"四字年款.是为唐肃宗至德元

背面局部

自由
典钗易此恼桐 世襄茎献黯书

琴足铜足套铭文

年，公元756年.即安禄山叛乱，唐

明垒入蜀，李亨目p{主改元之时.亦

即李白附永王李饶事败，将流放夜

郎之肘。他两侧刻隶书"峰阳之桐，

空桑之材，凤鸣秋月，鹤舞瑶台"十

六字.地下"因学" "玉饭"两方

印.以上除年款外皆刀刻罩在金.青

玉给足，细续给结及旋瓣花纹.当

为1哑1王家。沼扁剧形。 1947年~在故

宫养心殿南库门后拣出神农式店

琴，不仅草书琴名与此全同，括在色、

断纹、地沼、年款亦绝似，池侧四

言诗词句虽异，字体位置又复相

同.两琴当研干同时，出于同手，珉

中兄定为中唐初期宫中所造，可谓

标准器，盖内府乐器，每制不止一

件也.

肃宗元年j怎今已将千二百五

十载，传世既久，深山足孔四周.

漆多剥落，木质亦濒朽创l为虑。足

端虽缠裹织物并嵌塞术片，仍难

固定.张弦稍紧，且有扳损琴背之

虞。幸平1市1先生有安装铜足套之

长 1205 . 额宽 20 . 5 . 肩宽 20 . 5 尾宽 15 厘米

在击，屡次实施，效巢均佳.为此特

i青青铜器修复专家高英先生为$1)

铜套并仿 |日染色，老友金禹民先

生锈刻八分书题iè.: "世襄茎献，

想书典钗，易此枯桐"十二字.又

蒙平t胡先生调漆灰，稳卧足套子

孔肉，不仅天衣无缝，且琴音丝毫

未锁.先生笑曰"又至少可放心

弹五百年了!

所谓"德书~钗，易此枯桐"

乃以饰物三件及日本版《唐宋元

明名画大观》换得黄金约五两，益

以翠戒指三枚.某一最佳，乃先慈

所i段，实不知其值几许.当时以为

唐琴无价，奉报又安能计值，但求

尽力而已.而宝臣先生文孙章君

泽川亦慨然同意，盖因主E献从汪

孟舒先生学琴，而孟啻于先生乃1t

祖父多年琴友，故亦未尝计我之

报是否相当也.

宝臣先生逃琴， 1946年孟舒先

生携我访章君泽}I) ，求得蕉叶"金

声".越两载，始敢问鼎此唐听鸿宝.

3 ⑨ 



1.2 宋"梅梢月" 宣和式琴

-
『~lE
F

项.Wi均两归|夹一凸.轮廓柔

婉.领俱11又有浅四.王苦说[未见有此

式。珉中兄以为与樊伯炎先生所藏

宋琴"松有间" 5在近似 ， 惟此为方

彻l而wi为剧头耳"松石fi'ï广，应出的

宫，有内府偷11盒，经然叶山房张是E

航送上海售出.惕H

录》辛若￥录'名为宜和式，今从之。

"梅梢月"宽而长，奇茧，黑漆

蛇j监断。琴4鸟在地上，径逾寸。地

下阴文 "1f天碧海\阳文"月珉~t

环"大方"11. 以七均.l1î金罩在在.向

玉移足， i闰洁无瑕.劫后琴还，足

在而辈辈失.欲复 11-1观.难矣 !

琴i闰透无比，'jL湖先生尤4占

3单之，以为深夜别具妙音.同寓北

郊TT乐研究所时，此琴常在先生

几j二 也.

"梅梢月"乃;Æ勉之先生选琴，

后为溥西园贝子伺所有，辗转归张

jlJï农先生.先生得黄门之{专.以一

曲"七十二浓姊流水"享誉京师.哲

嗣万电兄工写在花舟，笔在告近陈向

阳，亦喜磁画.数次往访，见琴&

画室，无法久矣.'fðl萌求让之念而

未敢启齿. 一日告孜宝古斋有i.tla.j

臣山水族卷，何t极，恰居奇而议1应

难i皆.寺'径利2购之 . 当时实米知是

奋ì'1'以卷相易也.万里兄旋t念否

恙，克愣琴枉电号丰目'曾.不惜葫u莓，易

孜木桃.高i宜险悄，永矢不~o

长 128 . 额宽 205 . 肩宽 21 尾宽 15 厘米

( 4 



1.3 宋朱晦翁藏仲尼式琴

* 122 . 5 . 额宽 18 . 8 . 肩宽 19 . 2 .

尾宽 14 . 6 厘米

异主擦 ， 琴丽蛇!应l斯_R{k，底 l而

因 ill修尚未再现。惟j亘部二 .]'L'I二

fï补漆灰痕迹而断绞尽在. ý台蓝

f房者有~、不全漆设， i正 1JJ]琴底 Jt

J号更换.

池内琴面右iJl1J刻字一行.刀饱

饭浅，又曾涂漆，故难辨认.但"朱

l晦翁草草. "字字ft{J隐约可见.左例IJ深

事IJ K 占吴玉昆玉重修. 1::字.

琅中兄对此琴十分茧悦，~

仔细观看，修磨做苦，多次试蝉，

认为沉沟苍古，得未曾有..!Îl稍有

塌艘，不足为病.承告l饲束， i己:!Æ

~Ilr: 

程 1巳朱先生遗琴 JJf昕"飞

f~" . 今旅故宫博物院， ((今!英琴i

fIJ )) 著录，他内有"五~1.玉Iì: fi鹰"

思斗~~'ik 0 屁玉为 1JJ]代昕琴高手.比

零背而军在1奈当在玉昆五1披}应茧修

之后.已入消.

以Jt状物探琴腹.发现琴楠句

而板、 j戊饭之间均有缝隙，放1以以

木条{乍Ì~￥，1::下与商、 j汉章~i合而成.

倘所见不说，可视为此琴之制作特

点.说明倘粘合得泌，不仅无何发

音，且 nI获得极佳之 tf响效呆.

1947 年以微值得比琴干地安

门外万宝兴占玩店.大雅久不作，

当时实无人问津也。

5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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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宋"高山流水"仲尼式琴

黑漆朱靠在，蚓N间流7J<Wf.纵横

两向均有断纹，放研磨后出现朱漆

圆斑，宛似鳞片，绚丽而有古趣。他

上刻草书"高山祝E7J<"四字. 1947年

经安溪卒介绍，购自奈老胡同曾家，

琴音松透浑厚，静而不嚣。"文

革"之厄幸得归还，但背面已开裂，

乃野蛮装部所致.蒙吴景赂先生精

心修复，数月始葳事，伤痕尽棍，元

音如1初，感荷无族。琴坛巨攘，不仅

使古i苦亚生，且能为古琴续命也.

长 122 . 5 . 额宽 19 . 8 . 肩宽 20 ， 尾宽 16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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