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录
	第一编 通论
	第一章 金石学之名义
	一 金石甲骨竹木三者之比较
	二 金石之始制
	三 金石二字连用之始
	四 吉金乐石之义
	五 何谓金　何谓石　何谓金石学
	第二章 金石学之价值
	一 考订——证经、订史、补佚、考字
	二 文章——渊源、体制、工拙
	三 艺术——书、画、雕刻
	第三章 金石学之肇始及演进
	第一节 肇始——汉
	一 时代之鉴定
	二 文字之考释
	三 文字之互证
	四 文字之存录
	第二节 演进——魏至唐
	一 订史正俗之例
	二 撰述引用之例
	三 专著之始创
	四 石经之著录
	五 石鼓之发见
	第四章 金石学极盛及中衰
	第一节 极盛——宋
	一 吉金之著录
	二 石刻之著录
	第二节 中衰——元明
	一 元人之著录
	二 明人之著录
	第五章 金石学之复兴创获及整理
	第一节 复兴——清初至现代
	一 石刻之著录
	二 吉金之著录
	三 钱币之著录
	四 玺印之著录
	五 兵符之著录
	六 镜鉴之著录
	七 玉器之著录
	八 瓦砖之著录
	第二节 创获——清末至现代
	一 甲骨之著录
	二 简牍之著录
	三 封泥之著录
	四 陶器及明器之著录
	第三节 整理——清中叶至现代
	一 史料之纂述
	二 书目之编辑
	第二编 说金
	第一章 总说
	第一节 制作之原始及历代之宝重
	一 三代以上之传说
	二 周以前
	三 汉至唐
	四 历代宝重之原因
	第二节 古器之品类及著录之数量
	一 王国维宋代金文著录表著录之数
	二 王国维国朝金文著录表及鲍鼎国朝金文著录表补遗及王氏原本夺漏诸器表著录之数
	三 鲍鼎元明金文表著录之数
	第三节 铭刻之变迁及记时之义例
	一 铭刻之始
	二 经传所载古器之铭
	三 铭之意义
	四 铭刻之变迁
	五 记时之义例
	第二章 殷周诸器
	第一节 绪言
	一 论殷商诸器之区别宝无题着之界限
	第二节 礼器　用器附
	一 钟
	二 鼎
	三 鬲
	四 甗
	五 敦与彝
	六 〓
	七 簋
	八 豆
	九 尊
	十 壶、卣、罍
	十一 盉
	十二 爵、觚、觯、角
	十三 斝与散
	十四 觥与匜
	十五 盘
	十六 盂
	十七 盫
	十八 钘
	十九 〓
	二十 甔
	第三节 兵器
	一 戈、戟
	二 戣、瞿
	三 矛
	四 剑
	五 匕首
	六 刀
	七 斧、戊、戚
	八 矢镞
	九 距末
	十 弩机、弩牙
	十一 枪、鏊、刀珌、削
	第三章 秦汉以后诸器
	第一节 绪言
	一 论秦汉以后诸器与殷周诸器之异趣
	第二节 度量衡器
	一 权
	二 量
	三 甬、钟、钫
	四 尺
	第三节 杂器
	一 鋗
	二 洗
	三 镫、锭、烛盘
	四 釜、鍑、銗镂
	五 熏炉
	六 鐎斗
	七 铃、铎
	八 带钩
	九 铜鼓
	十 造象
	十一 浮屠
	第四章 钱币玺印兵符镜鉴
	第一节 钱币　钱笵附
	一 古币
	二 周钱
	三 齐莒刀
	四 秦钱
	五 汉钱
	六 莽货
	七 东汉以后钱
	八 唐以后钱
	九 钱笵
	第二节 玺印　封泥附
	一 玺印之始
	二 秦玺
	三 汉印
	四 古印体制
	五 古印字画
	六 古印制法
	七 古印吉语
	八 封泥
	第三节 兵符
	一 兵符之始
	二 历代兵符之制
	第四节 镜鉴
	一 汉镜之制作
	二 历代镜铭及图像
	第五章 古器之厄
	第一节 毁坏
	一 毁坏至始见
	二 历代毁坏之记录
	三 明代之毁坏
	第二节 伪造
	一 作伪至始见
	二 宋代辨伪之著述
	三 明清仿古伪造之盛行
	第三编 说石
	第一章 名义制度
	一 刻石
	二 碑、碣
	三 墓志
	四 塔铭
	五 浮图
	六 经幢
	七 造像
	八 石阙
	九 摩厓
	十 地莂
	十一 杂类（桥柱、井阑、柱础、神位、食堂、石人、石狮子、石香炉、石盆）
	第二章 文字图像
	一 六经
	二 佛经
	三 道经
	四 封禅
	五 诅盟
	六 诏敕
	七 符牒
	八 投龙
	九 典章
	十 谱系
	十一 界至
	十二 医方
	十三 书目
	十四 题名
	十五 诗文
	十六 书札
	十七 字书
	十八 格言
	十九 吉语
	二十 题榜
	二十一 楹联
	二十二 符箓
	二十三 玺押
	二十四 画象
	二十五 地图、礼图
	第三章 碑版源流
	一 三代
	二 秦
	三 前汉
	四 后汉
	五 三国
	六 晋
	七 东晋僭号诸国
	八 南朝
	九 北朝
	十 隋
	十一 唐
	十二 唐僭号诸国
	十三 五代十国
	十四 北宋
	十五 南宋（附伪齐）
	十六 辽金（附西夏、吐番）
	十七 元（附淮张）
	十八 明清
	第四章 石刻之厄
	一 崩溺
	二 迁从
	三 摧残
	四 镵毁
	五 妄刻
	六 拓损
	七 伪造
	八 封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