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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芝瑛集》補綴

黃湘金 *

吳芝瑛 (1868-1934)，安徽桐城人，字紫瑛（或作紫英），號萬柳夫人，是近代

知名的女性社會活動家、教育家、出版家、文學家、書法家、鑒藏家。辛亥之前，

她因勸捐（女子國民捐）、葬秋（秋瑾）、寫經（《楞嚴經》）三事，成為女界公眾

人物。一九一五年，《中華婦女界》雜誌選錄「雪平女士」組詩〈百美吟〉，褒獎

女界先進，以秋瑾、吳芝瑛居首，可見吳氏的社會影響 1。文學方面，一九二三年吳

稚暉稱吳芝瑛「才藻懿秀，為當代閨閣詞宗」2。一九二五年《甲寅》雜誌所刊汪辟

疆〈光宣詩壇點將錄〉將吳氏比擬為「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認為其「在女界文

學中，自是俊物。散文家法具存，詩尚唐音」3。可見不管是作為歷史人物還是文學

家，吳芝瑛在近代史上都有重要貢獻，理應受到學者的重視。然而，相比當時其他

知名女性（如：秋瑾、呂碧城、唐群英），吳芝瑛今日聲名未彰，相關研究近似陷

入停滯狀態 4。背後主因，乃是基礎文獻在相當長時期內的缺失。

廉泉 (1868-1931)、吳芝瑛夫婦是近代出版界重要人物，但吳氏對個人作品

集的刊行，似乎並不熱心 5。其病逝當月，弟媳惠毓明 (1909-2011)在《申報》發布

* 黃湘金，青島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1 
雪平女士：〈百美吟〉，《中華婦女界》第 1卷第 4期（1915年 4月），頁 5。

2 
吳稚暉：〈《塞厓詩集》序〉，《吳稚暉全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 13卷，頁 282。

3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甲寅》（北京）第 1卷第 9期（1925年 9月），頁 24。

4 2015年 10月 24日，濟南大學主辦「秋瑾、徐自華、吳芝瑛、呂碧城暨近代女性文學高層論

壇」。據會議議程及綜述，在三十餘篇論文中，無一以吳芝瑛為題，僅有〈秋瑾與對聯五題〉一

篇旁涉吳芝瑛。見范麗敏、郭浩帆：〈「秋瑾、徐自華、吳芝瑛、呂碧城暨近代女性文學高層論

壇」綜述〉，《文史哲》，2016年第 5期，頁 163-164。
5 
胡文楷在 1957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歷代婦女著作考》中記吳芝瑛著有《吳芝瑛夫人詩文

集》（1936年排印本），見該書「附編」，頁 2。因胡書影響巨大，這一說法為多種工具書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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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求廉吳芝瑛女士遺墨〉啟事，「擬將吳女士生平之墨寶及一切著作刊一專集，以

垂久遠而廣流傳」6，是為一九三六年無錫「雙聲閣」鉛印的《吳芝瑛傳》（題簽稱該

書又名《萬柳一角》，目錄則題「吳芝瑛夫人傳」），其中主體部分為《吳芝瑛夫人

遺著》7。但該書乃倉促編成，遺漏極多。有鑑於此，近代文學史料大家郭長海先生

從上個世紀八○年代起，即留意搜集吳芝瑛文字 8。至二○一八年，郭先生在黃山書

社出版《吳芝瑛集》（納入「安徽古籍叢書」），成為目前收錄吳氏作品最為全面的

文獻，可以預期，該書將為今後的吳芝瑛研究開闢新局面。

本人近期在使用《吳芝瑛集》過程中，發現其收羅並不十分完備。此前我所

見的一些重要篇目，未見於此集內。現爰就鄙人歷年留心所得，依《吳芝瑛集》體

例，將其集外作品分類補錄 9。

需要說明的是，此次輯補工作，私毫不減我對郭長海先生的尊敬。作為近代文

學研究領域的晚輩學人，我個人深味史料搜尋過程的甘苦；更何況，早在二○一一

年，我即收到了郭長海先生的手寫信件，深為感懷郭先生的鼓勵與提點。郭先生對

近代文學史料幾十年如一日的爬搜，是我追摹的榜樣。對《吳芝瑛集》的拾補，也

僅是在郭先生篳路藍縷之開創性工作的基礎上，再往前邁了一小步，意在使該書趨

於美善，為學界貢獻些微之力。

然早在 1947年出版的《歷代名媛文苑簡編》中，胡文楷夫婦於吳芝瑛小傳中僅列《吳芝瑛夫

人遺著》一種。見王秀琴編集、胡文楷選訂：《歷代名媛文苑簡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

年），卷下，頁 8。故《吳芝瑛夫人詩文集》很可能為《吳芝瑛夫人遺著》之誤。
6 
見 1934年 3月 26日《申報》，第 2張第 6版，廣告欄。

7 
《吳芝瑛傳》，現已有叢書將其收入，影印出版，如：劉家平、蘇曉君主編：《中華歷史人物別傳

集》（北京：線裝書局，2003年），第 80冊；王立人主編：《無錫文庫》（南京：鳳凰出版社，
2011年），第 2輯第 27冊。

8 
吳芝瑛撰，郭長海、郭君兮校點：〈後記〉，《吳芝瑛集》（合肥：黃山書社，2018年），頁 254-

256。
9 
同類作品，按其刊載或撰寫時間的先後順序排列；在報紙上多次登載而文字相同的廣告，以最早

刊發的時間作為出處；內容相同、文字有異的廣告，則選內容更詳細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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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子國民捐

〈吳紫英女士致克邸太福晉書〉10

克邸太福晉尊前：

敬陳者，往年在西山潭柘寺，晨夕過從，得親懿範，惜匆匆判袂，於今四年。

瞻想邸階，無任馳結。際此春暖花香，遙祝禔躬萬福，至為跂慕。芝瑛於前年出

京，寓上海白克路永年里小萬柳堂，兒女在本埠文明小學堂讀書，一切托庇平安，

足紓慈系。芝（英）〔瑛〕現在上海倡辦女子國民捐，為國家提還賠款之用。先自

立願，將拙書小萬柳堂屏帖付之石印，售價全數充捐；嗣後每日臨帖，隨寫隨印，

變價後一併繳存戶部銀行，稍盡義務。撰有白話演說及勸捐簡章，已印數萬張，傳

布各省，欲聯合海內外女同胞，各隨心力，共濟時艱。竊聞四十年前，法蘭西為德

所敗，法賠德國兵費十二萬萬元，不及三月，法人即行籌償。其時法國婦女，有典

衣服、賣首飾以款充作國債者。曩歲日俄開戰，日本婦女亦有繳助軍費之事。誠以

國與民休戚相關，雖婦人女子，亦未嘗不與有責焉。芝瑛心竊慕之，故創為此舉，

專募女界，欲激動通國女子愛國之心，出而任此義務。雖不敢謂收效何如，而區區

熱誠，想亦太福晉所樂與贊成者也。茲寄呈〈女子國民捐章程〉及演說稿一百份，

敬乞於各府邸中代為傳布，首先書捐，以風國人。得太福晉提倡於上，自當萬眾響

應，安見四百五十兆之新賠款，不能遽集於民間？而中國之女子，不能與各國女子

頡頏也哉？再，前在潭柘時，承索拙書，至今無以報命，蓋以學力不進，不敢冒昧

執筆也。今附呈石印小萬柳堂屏帖八種，敬乞教正為幸。專肅。敬請懿安！

適河東吳芝瑛襝衽謹上。三月初十日。 

〈上海小萬柳堂經收女子國民捐第一次報告〉11

認捐而款未繳者不列。紹侍郎太太覺羅氏捐洋一百元。無錫縣署趙太太捐洋四

十元。金匱縣署汪太太捐洋二十元。施參贊太太捐洋二元。廉公館傭婦高趙氏捐本

10 
見《衛生學報》第 4期（1906年 5月），頁 26。該刊主編為孫瑞，其侍妾彭靚娟乃女學界趨新人

物（見夏曉虹：〈彭寄雲女史小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1年第 3期，頁 205-215），

可能因為這重關係，該刊發表了關於「女子國民捐」的文章數篇。
11 
見《衛生學報》第 4期（1906年 5月），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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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傭資洋十三元。小萬柳堂捐本月屏帖售價洋五十二元。第一次共收洋二百二十七

元。 

〈上海小萬柳堂經收女子國民捐第二次報告〉12

章蘭、談蓀蘭，以上二人各捐洋十元。莊珣、孫韻琴，以上二人各捐洋五元。

唐珠、維玉娟，以上二人各捐洋二元五角。徐畹蘭、李幼華、李幼和、李次華，以

上四人各捐洋二元。蔡山、俞淑貞、徐佩芳、朱蒔蘭、趙愛雲、何世祝、何世盛、

陳洪如、陳子湘、江志成、田思平、田思存、張清芬、陳玉芬、黃靜雲、喬靜文、

經畹荷、陶順寶、陶端寶、邵汴生、邵婧之、彭清淑、沈秀雲，以上二十三人各捐

洋一元。丁梅倩、孫潤芳、程錦章、劉玉如、余秀芳、王楚香、吳汝震、吳汝頤、

李蘊芳、班亦超、林英、陳振志、周維華、黃淑慎、汪冰如、沈玉、計慧娟、傅

姃、周效蕉、張淑鍾、范世芳、王佩清，以上二十二人各捐洋五角。共收英洋七十

七元，皆章浣香女士在天足會女學堂內經募者。又收小萬柳堂屏帖售價洋十元零三

角。第二次共收洋八十七元三角。兩次總共收洋三百十四元三角正。

二、辦　學

〈廉吳氏芝瑛謹上書〉13

陶齋大帥鈞座：

昨以鞠隱事遠厪明問，又讀舍親劉仲魯往來電稿，具審興學盛心，三復感歎，

至為泣下。蓋氏於此事日夕憂懸者，一年於茲矣。先父昔官山左，因暮年喪子，遂

引疾歸，歸五日遽死。吾母初自外歸，罹此禍酷，以一身獨支危宗者十餘年，被族

眾欺陵，百憂煎心，以至於死。其曲艱隱阨，有非氏所忍言者。時嗣子已前殤，吾

母病革時，最痛心此事，故有不再立嗣之語。氏禀承遺命，捐產立學，實出於不得

已，非敢犯世不韙、敗壞名教也。乃議者不察，指為廉捐吳產。因此一言，致激起

吳氏覬覦遺產之心。昨得家報，吳贇因來書直攻吳寶玉之盜名妄爭，寶玉大會族眾

毆辱之。吳贇憤極嘔血，不久即死。先父之義子，曰吳宗藩，已授室矣，與氏庶母

12 
同前註。

13 
見洪銀興主編：《南京大學藏近現代名人手跡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 66-

71。此劄當作於農曆丙午年 (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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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依為命，亦因事久不定，齎恨而沒。先父墳山，被施姓黑夜盜葬一棺，與先塋相

距數尺。久之氏始聞知，稟縣押遷。乃寶玉挾鞠隱之嫌，反嗾施姓呈訴，願為作

證。至今訟猶未了。氏病經年，每得家報，輒戰慄不敢發封，亦復何心再預此事？

刻下寒族在家者，無一明達事理之人。姚李二君，先後來書，亦各知難而退。今日

強勉立學，萬一族眾或有暴動，轉足貽人口寔，而氏將為名教罪人。故再四思維，

不如其已。況鞠隱遺產，本不足以立學，有此波折，以後籌款蓋難，氏又不便過

問。曩與許久香觀察商略，不如將此遺產變價，除辦葬、償債外，捐入先四叔所辦

之桐城學堂，即此了案，不須入告，似較妥協。鈞意倘以為然，擬請諮商皖帥，責

成族弟吳駒遵辦。氏於七月間電稟皖學務處，請撤銷前案，後誓不再預此事。今因

被誨勤懇，敬力疾具陳，伏惟貸察。無任惶恐。謹呈先四叔《全集》一部，又拙書

一冊請教，統希察存。肅此。敬請鈞安。

氏芝瑛謹上。十二月十八日。

附先父〈墓表〉及〈鞠隱山莊遺詩跋〉二首，敬乞覽觀。

〈吳芝瑛致皖撫朱中丞電〉14

安慶撫憲鈞鑒：

氏奉母遺命，捐產興學，蒙前督撫憲奏准。嗣因遺產不敷立學，又慮得人之

難，上年電稟端制軍，將遺產捐入桐城中學在案。近聞有無賴族人，强佔唐錢莊

屋，霸收戴莊田租等情，請飭桐城縣認真查究，將氏前繳唐錢莊、戴莊田房單契發

交中學執業，由縣立案。廉吳氏芝瑛禀微。

三、秋　案

〈致慧珠簡〉15

慧珠師鑒：

得書。頂禮悲泣，如見佛心。廿日在拱宸橋相見，招商船來。

上海曹家渡小萬柳堂吳芝瑛謹啟。

14 
見 1909年 10月 30日《大公報》，第 3張第 1版。

15 
見 1907年 12月 20日《時報》，第 1版，廣告欄。原闕題。《吳芝瑛集》錄吳芝瑛致慧珠簡二通

（原分載 1908年 1月 3日、1月 6日《時報》），但未收此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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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售原石精搨吳女士所寫秋君墓表〉16

此碑係金石名家胡君菊齡所刻，故能神味宛然，與墨蹟不差累黍。女士自寫此

碑後，遂絕筆不為人書，則此刻尤可寶貴。本局覓得原石初搨本數張，每張定價一

元。又女士所寫冷泉亭楹聯搨本，每副大洋四角。海內賞鑑家，速購為幸。

文明書局廣告。

四、寫　經

〈吳芝瑛謝袁大總統序《楞嚴經》啟〉17

中華民國三年一月十五日桐城女子吳芝瑛五體投地長跪合掌白大總統於師子坐前：

昨者外子廉泉往京，辱以芝瑛昔年手寫《楞嚴經》全部恭呈清覽，猥蒙屬有序

言，並蒙抱存先生叩膺嚴命，書之卷端。功德無量，獲二殊勝。芝瑛肅承盛典，莫

喻歡榮。欽誦嘉章，甯披悚戴？總萬幾之餘暇，開悟音聲；曠千（戴）〔載〕所難

逢，圓成微賤。北峰刻石，炯螻蟻之丹忱；東閣摛毫，舒龍蛇於金臂。仗上方之威

德，長留天地五百年；示真際之圓融，勝造浮屠十三級。得未曾有，善哉善哉！回

憶悲秋閣夜，風雨一燈；萬柳堂深，鶯花三月。下帷自課，點筆有懷。傷妙諦之今

微，共空華而徒綰。詎知今日，寵提獎於無邊；載證佛言，誠思議有不可。自此淞

波一曲，亦沐餘生；瀛海五洲，敢希聖果。謹啟。

〈吳芝瑛啟事〉18

《楞嚴經》墨蹟十卷，承袁大總統賜序，及日本國大正天皇、皇后欣賞，後寄

存東京美術學校供學子之研磨，已一年矣。今擬索還，待價而沽。尚有精印本三千

部，珍藏小萬柳堂，不肯輕售者。墨蹟得賢主人，印本一併奉讓，願以其價作公益

之用。海內如有好事之人，望枉臨面議，無任歡迎。

上海曹家渡小萬柳堂、杭州西湖小萬柳堂兩別墅一併出售。只求主持風雅，為

勝地擇主，不計較價值。自問相當者，請到滬堂面議。

16 
見 1910年 9月 23日《時報》，第 1版，廣告欄。

17 
見 1914年 1月 21日《新聞報》，第 2張第 2版，來件欄。

18 
見 1915年 4月 19日《時報》，第 1版，廣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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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辛亥革命

〈小萬柳堂吳芝瑛緊要廣告〉19

當此盜賊世界，此後凡來吾堂借座宴飲及來遊覽者，概不接待，以免主客驚

擾。再者，芝瑛現在醫院養病，不預塵事，凡我女界及各團體來函，恕不答覆。索

書者亦概不應。有印行之《秋瑾墓表》、《楞嚴經》及屏帖各種，可自向文明書局

購取也。

〈吳芝瑛為良弼弱女呈遞哀詞〉20

前清禁衛軍統領良弼，為彭家珍炸死。死後家境蕭條，無以為活。良弼生前故

與廉泉友善。近廉之夫人吳芝瑛女士，特為代呈陸軍部，請求撫恤。其詞甚哀，今

錄於下：

具呈人女子良慰男，年六歲，住天津東門外壽街。蓋聞優待之恩，既薄於全

族，而褒忠之典，豈遺於勝朝？女父良弼，以皇室懿親，密寄心腹，不能為民國

之佐命，亦其分也。至若慰男，既沐五族之化，早定共和之籍，如有欲挫民國之

一毫者，慰男義貞生死，分亦如此。故慘念先父，得摧腸裂腹之痛，未受義士忠臣

之旌。雖兵戎方會，懼涉嫌疑，豈禮樂既成，猶分仇敵耶？慰男用敢冒死，叩求大

部，詳加徵訪，羅列女父殉義之狀，上告大總統，準古今中外之通義，加以旌揚。

俾女父之忠節，得彰於後世，亦為我民國愛國者勸焉。抑女子更有請者：先父報國

以忠，臨財不苟，毀傷而殞，至無以為殮。遺女外祖母，先父奉若母者，年老癃

病，女子姊妹三人，零丁幼弱，家徒四壁，老幼相對。先父在世之至交，皆已裹

足，故女等之生死，尚危若朝露。聞前年度支部曾備卹金若干，以為遺息之贍養。

其案移交財政部者有日。女子幼稚，前此不知所措詞，未敢求領。今迫於困乏，故

19 
見 1912年 3月 29日《時報》，第 1版，廣告欄。

20 
見 1913年 5月 25日《新聞報》，第 1張第 3版。具呈人良慰男年僅六齡，此文只能是吳芝瑛代

筆，故蔡東藩在歷史小說中稱「由故太守廉泉夫人吳芝瑛，為良女慰男請卹，呈詞中哀楚異常，

才博得數金贍養」。見蔡東藩：《民國通俗演義（初集）》（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1936年四

版），第 1冊，頁 28。此呈文又見 1913年 5月 21日《大公報》，第 2張第 4版，專件欄，主體

內容與《新聞報》所載相同，但文前缺背景介紹，文尾註明遞呈對象乃「陸軍總長段總長」，並

署日期「中華民國二年五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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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大部並咨財政部，俾先領該款，得稍延溝壑，則歿存誌感矣！惶悚不能擇言，鵠

望迅賜批示，實為公便。謹呈。

六、為友人廣告

〈《天韻閣詩存》出版〉21

昔日之李蘋香，現今之謝文漪。天韻閣主人，原名黃箴，字鬘因，嫺吟詠，

工書畫。年來托以自給。今江東舊孫為選錄詩稿，存十之七，多可傳者。卷首冠以

銅版小影，紙墨精良，裝訂華美。每冊大洋三角。主人歷史，具詳江東舊孫尾題四

絕，讀者當共悲之：

十年奔走天南北，舊夢重提我亦傷。同是（歎）〔歡〕場感搖落，斷魂詩句不

成章。

滿懷積愫與誰剖？肆口飛言任彼為。獨倚秋燈噤不語，思量往事淚雙垂。

總是難拋憐有母，慣於不了强談禪。更無長計求存活，贏得生涯書畫錢。

飄零身世放聲哭，舊是江南閥閱門。說甚蟲沙與猿鶴，一般清淚到王孫。

上海總發行所：文明書局。

〈治牙之聖〉22

上海四川路徐景明先生，以齒科馳名中外，已有年矣。其介弟景文先生，上

年自美國費爾特費爾專門齒科大學校卒業，得醫博士文憑以歸。今春芝瑛患牙痛，

滿口腐爛，齦肉盡脫，不能食飲者已數旬，虛炎上熾，成爛喉痧，瀕危者屢。承先

生診治數十次，竟得轉危為安，刻已食飲如常。《抱朴子》謂：「附扁和緩，治疾之

聖。」吾以景明、景文為當今治牙之聖，合誌數語，用達謝忱，且為天下同病者紹

介焉。

桐城女史吳芝瑛誌謝。

21 
見 1905年 10月 21日《時報》，第 1版，廣告欄。吳芝瑛與詩妓李蘋香關係密切，《天韻閣詩

存》由廉泉主持的文明書局排印出版，書名為吳芝瑛題簽。《時報》連續刊載的《天韻閣詩存》

廣告，一直與吳芝瑛圈點《黑奴籲天錄》廣告置於同一線框中，基本可推斷詩集廣告語出於吳芝

瑛手筆。
22 
見 1906年 7月 28日《時報》，第 1版，廣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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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芝瑛介紹新書〉23

至友麥美德，係美國女博士，在北京創辦協和女書院。北方女界進化，麥君之

力為多。麥君深通華文，新著《地質學》一書，為中學、大學教科之用。芝瑛序而

印行，現出二卷：一曰地力學，論更變地勢之諸原，與山泉、河海、土石之來由，

及成形、化形之理；一曰地歷學，論地殼古今之情形、石叚之次序、成形之先後，

並石層中生物形跡之進化。內附精圖三百四十一、五彩地質圖七，又英華名詞表。

麥君意在普及，嘉惠中華學子，故洋裝精印，定價極廉，每部一元二角。發售處：

上海文明書局。

〈恭頌牙科女士蘇淑貞先生〉24

淑貞女士，女牙科中之聖手也。前清江蘇撫臺恩藝棠中丞夫人因患牙症，痛甚

劇，曾延請女士醫治，數日而癒。迨卸蘇撫任時，恩夫人以都中王公福晉，多屬親

戚，常抱牙患，因懇女士一同晉京，由是慶親王、肅親王、澤公、倫貝勒、振貝子

各福晉，與及包中堂暨及尚侍等夫人，靡不延女士治牙。或拔或續，或補或裝，均

奏效如響，而女士治牙之技術乃名重都中。一時各省督撫，如張安帥、端午帥及各

中丞夫人，莫不以禮延請，到手輒效。今女士僑居上海，近年復遊歷外洋，與泰西

女醫研究，故治牙之術益精。惟養尊處優，無問世之意。然余等見牙痛之苦，莫甚

於女界。蓋因風氣未開，女界每拘於舊例，男女以親相授受為嫌，故雖有牙患，不

肯醫治，往往因牙之一部，蔓延成巨患，時有所聞。故為救濟女同胞牙患起見，懇

求女士出而問世。幸蒙俯允，從此女界牙患，得一慈航。女士以至高之工夫，取至

廉之價值，尤非熱心救世，不能辦到。故特撰數言以恭頌之，並欲使患牙女界知所

問津焉。牙局設上海英界大馬路拋球場東首五百六十五號。

吳芝瑛女士、黃逸塵女士謹啟。

23 
見 1912年 3月 29日《時報》，第 1版，廣告欄。

24 
見 1917年 10月 14日《申報》，第 4版，廣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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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書序、題跋

〈《世界女權發達史》序〉25

是書西洋原名《婦人之活動》，日本譯名曰《西國婦人立志編》。上海王君季

貞譯此書成，命名《西歐女子自助史》。書中所述，為英、意、法、德、俄、荷六

國婦人之活動事略。王君更為補輯「歐洲古代女子事略」一卷。由女權放棄時期，

進而至於女權發達時期。前者種因，後者食果。複演繁嬗，無承不授，此史家例

也。又此書雖專述歐洲列國之女子，而女權之不能終厄，乃世界上之公理。歐西諸

國，既為之導揚其先，安知我東亞大陸之女子，不遂起而踵其後塵乎？因易其名曰

「世界女權發達史」，蓋所望以歐西之成效，歆動吾四百兆强半同胞之姊若妹，使

各起廢疾而漸得復其完全之權利，令全世界上，無復有殘棄疲苶受壓抑無告愬之女

子。是則鄙人易名之微恉，而尤願以是書為之嚆矢云。

〈《澄清堂帖》題跋〉

（一）26

逸少用筆之妙在波磔。此刻逸趣橫生，心手具見，所謂去真蹟一間也。以視太

清《湻化》、《潭絳》諸本，瞠乎後矣。庚戌臘日，芝瑛識於京師西安門內小萬柳

堂。

（二）

辛亥五月廿八日，遵海而南行。笈中攜此名拓，與南湖相與欣賞。覺天風浪

浪，海山蒼蒼，有不可一世之概。相傳邢司馬平倭至高句驪，有李狀元妻，託致意

子愿，願為弟子。朱宗伯出使，從人攜子愿字二幅，購之黃金同價。琉球使者入

貢，願小留買邢書去。內豎以字扇進覽，上欣賞，命女史學其書。余家藏有子愿字

扇，筆力矯健，圓而能轉，知其得力於逸少此帖者深矣。六月三日，抵曹家渡舊居

25 
見他士坦登 (Theodore Stanton)蒐集，王維祺譯述：《世界女權發達史》（上海：文明書局鉛印本，
1905年）。該書由吳芝瑛題簽，當為序言中所稱「鄙人易名」之事實，顧燮光即稱該書由「桐

城吳芝瑛女史敘之，改為今名」。見顧燮光：《譯書經眼錄》（杭州：金佳石好樓，1935年石印

本），卷 1，頁 17。
26 
題跋（一）至（八），錄自本人在「大學圖書館國際合作計畫」所檢得電子圖像文獻（網

址：http://cadal.edu.cn/cardpage/bookCardPage?ssno=93052439；http://cadal.edu.cn/cardpage/

bookCardPage?ssno=93052455），原圖片分別題為《澄清堂帖‧序》與《澄清堂帖‧題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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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芝瑛。

（三）

小萬柳堂，在南湖之濱。對面為南屏諸山，松篁蔭翳，由吾堂望之，若屏障

然。芝瑛曾集《楞嚴》四語為寫經室楹帖，曰：「精光不亂，八月露水；真際所

詣，一聞鐘聲。」今更得此寶書，辰夕欣翫，天下之樂，尚有逾此者乎？昔趙子

固題落水〈蘭亭〉曰：「性命可輕，此寶難得。」子固死，入賈相家；賈敗，籍於

官。以彼例此，則「佛頂蹔止」之文，深可玩味。吾與南湖呫呫自炫，人將笑其所

見之不宏。書此自警，並以告後之得吾此帖者。閏六月十二日。芝瑛。

（四）

邢太僕舊藏李主《澄清堂》殘帖，今歸南湖。辛亥七月重裝，題此以志墨緣。

吳芝瑛。

（五）

綬卿都護新得張文襄別墅。清風夜起，馳騁北場。所謂南皮之游，誠不可忘。

辛亥中秋。芝瑛 27。

（六）

辛亥中秋前三日，為寒厓引息之期。南湖赴錫展慶。火車中攜此名搨，諦翫無

斁。覺長風夾道，盡作商聲；星斗一天，似可與語。歸途記此，屬芝瑛錄之（福）

〔副〕頁 28。

（七）

退翁謂書家草法，宜入規應矩，力能扼腕，處處停筆為佳，所謂「忙中不及作

草」也。此法唯右軍獨據其勝，而《澄清堂帖》悉傳其神。又謂《澄清堂帖》乃李

後主令徐侍中鉉鉤摹上石者，宋太宗見而悅之，囙刻《湻化帖》以敵之。至於神骨

風致，固非王侍書著所能辦耳。此跋載息盦藏本。息盦曰：「此帖介春先生有重摹

本，曾於松江耿伯齊部郎處見之，對勘尚能不失規度。其石不知尚存否？」又云：

「在京師時，聞李惺吾得《澄清堂》二冊，欲往觀未果。」坿識於此，以資攷證。

辛亥八月初三日秋分。芝瑛。

27 
此條文字，以小號字體書寫，占一行，居於廉泉兩則跋文之間。因其右之廉泉跋語提及賚臣（良

弼）、綬卿（吳祿貞）、觀岱（吳觀岱）諸友人，吳芝瑛遂在旁補記吳祿貞事。
28 
此則文字，占兩行，以小號字體書於頁中，乃是吳芝瑛自記。其右邊大號文字，占四行，為廉泉

述、吳芝瑛筆錄之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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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古封泥」猶今之鈐紅，所謂「紫泥封詔」是也。仌銕王先生仿製此印 29，為南

湖得《澄清堂》之紀念，且曰：「萬柳夫人所書十三跋，亦當代之墨林星鳳也。自

今以往，夫人書，請鈐此印，可無媿色。豈獨賀《澄清堂》哉？」戲書其語，以付

百年公論，且志嘉貺。仌銕，吳人，名大炘，字巏山，治斯仌學，故以自號。摹印

之精，其戔戔者也。辛亥秋分後一日，芝瑛題於唐經閣。

（九）

李後主《澄清堂》殘刻歸我南湖。手橅此帖，以志欣賞。芝瑛 30。

〈女士義憤〉31

上海曹家渡小萬柳堂吳芝瑛女士，自聞康有為首倡復辟，不勝義憤，立將康所

題南唐搨本《澄清堂帖‧跋》一篇撕去，並自書其後云：

 吾家所藏右軍《澄清堂帖》，去冬在愛儷園陳列時，為逆賊康有為所見，借觀

數日，書長跋一篇於後。今康賊與張逆在京造反，此等逆蹟，不應污我祖帖。

立即撕去，並誌數言，為山陰懺悔。中華民國六年七月二日。芝瑛。

可見康逆手蹟，不容於收藏家。女士見之，猶且撕去，若男子見之，尤必毀滅

無遺，始快人心。

八、出售小萬柳堂廣告

〈名園待主〉32

主人奉諱里居，擬將上海、杭州小萬柳堂別墅兩所，定價出售。有合意者，請

自往遊覽，不須介紹。看定某所，向上海甘肅路文明書局帳房面議可也。至兩堂占

地之勝，海內皆知，茲不復贅。價目列後：

29 
指此頁上方所鈐之「墨林星鳳」朱紅陽文印。印文正下方，吳芝瑛題「仿古封泥」四字。

30 
此則跋語見於廉泉致端方夫人劄之箋紙。廉泉得《澄清堂帖》後，吳芝瑛曾鉤摹該帖三行文字，

並在左側以小號字體書跋語二行，製成家用箋紙。見洪銀興主編：《南京大學藏近現代名人手跡

選》，頁 72。
31 
見《女鐸報》第 6卷第 6期（1917年 9月），頁 54。

32 
見 1909年 10月 14日《時報》，第 1版，廣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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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海小萬柳堂，坐落在曹家渡蘇州河濱，有道契，基地十二畝，定價規元

陸萬兩。議定後先付半價，以一個月為限交屋。交屋之日全價付清。

一，杭州小萬柳堂，坐落在南湖之濱，跨湖為橋，闢門於蘇隄第一橋畔，共基

地十畝零，定價規元三萬兩。議定後須付全價，即日交屋。

一，兩堂定價不能議減。

小萬柳堂帳房謹啟。

〈上海小萬柳堂廣告〉33

上海曹家渡小萬柳堂，南北兩園，共道契十二畝，定價規元陸萬兩。其佔地之

勝，見吳夫人詩序二篇。錄之以為名園之介紹：

小萬柳堂內翦淞閣〈詩序〉曰：自吾營小萬柳堂於曹家渡，又樓其東曰「帆

影」，堂之上曰「西樓」，（西）〔兩〕樓鉤連處為「翦淞閣」。王君冠山，藏有伊

墨卿所書「翦淞閣」橫額，喜其命名適同，因以見詒。閣為地不過丈餘，方夕陽

始落，紅霞彌空，倒印入水，似水中別有一天。而水之迴瀾，被風帆所激，忽起忽

落，均閃閃作金綫。對岸為蘆灘，帆隨灘轉，不能窮其往。惟見暮色蒼然，楓葉荻

花，蕩漾於風漪之內而已。自吾堂渡河而東，沿溪行，不一里，徐氏小蘭亭在焉，

亦有「翦淞徐渡」之額，故作此詩。

小萬柳堂南園〈詩序〉曰：園在小萬柳堂南，故曰「南園」。地可六畝，環以

垂楊數百株，中為毬場，面場編竹為屋，繁花匝之，時鳥弄音，若能與主人同樂

者。當窗植芭蕉十數，尤於深秋聽雨為宜。西南兩面，有溪流環抱，斗折蛇行，由

吾菜畦而過，潮來㶁㶁，可行小船，至柳陰而止。西南隅有亭，聳然而特立。登其

上者，見平疇彌望，悠然有高世之想。園成，主人因以自號，芝瑛作詩紀之。

上海甘肅路文明書局廣告。

〈上海小萬柳堂廣告〉34

上海曹家渡小萬柳堂，門沿馬路，後臨蘇州河，其風景之勝，海內皆知，所謂

「淞波一曲」是也。主人因南湖小萬柳堂落成，擬將上海小萬柳堂南北兩園鬻去，

33 
見 1909年 10月 23日《時報》，第 1版，廣告欄。原闕題。

34 
見 1910年 3月 9日《時報》，第 1版，廣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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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移居。計南北兩園，共道契十二畝，合買分置，惟客之便。有欲得此名園者，

請看定後即至甘肅路文明書局，與總理俞仲還先生接洽可也。

小萬柳堂啟。

〈上海曹家渡、杭州西湖小萬柳堂廣告〉35

主人行將遊美，兩處別墅，廉價出售。況靜安寺至曹家渡電車已通，居家極

便；西湖佔地之勝，中外皆知。有欲得此別墅者，請枉臨面議，幸勿失之交臂也。

上海小萬柳堂謹啟。

〈吳芝瑛啟事〉36

〔曹〕家渡及〔西〕湖兩處小萬柳堂，佔地極勝，中外皆知。今因與美國麥美

德女士有約，移家紐約，故將兩堂登報出售。芝瑛為地擇主，不願以此名勝屬之不

知誰何之人。倘有愛此名勝，不愧為兩堂主人者，請即日枉臨面議，不須紹介。合

買分買，悉聽客便。芝瑛只求付託得人，並不敢求善價。且變產除充遊資外，願提

若干辦地方公益事。特此聲明。望海內外好事者玉成焉。

本宅電話：三三八六號。如枉臨面議，前於前一日用電（賃）〔話〕知照，以

便招待。

吳芝瑛謹啟。

〈欲得名園者注意〉37

上海曹家渡、杭州西湖兩處小萬柳堂別墅，為勝地擇賢主人。有合意者，願以

廉價奉讓。見報於一星期內，請每日午前十時枉臨曹〔家〕渡面議，不須介紹。

小萬柳堂啟。

〈上海梵王渡一八○號小萬柳堂出售〉38

價銀六萬兩，道契五畝七分。門沿極司非而路，後臨蘇州河。一曲淞波，千

35 
見 1912年 10月 18日《時報》，第 1版，廣告欄。

36 
見 1912年 10月 23日《時報》，第 1版，廣告欄。

37 
見 1913年 5月 11日《申報》，第 1版，廣告欄。

38 
見 1921年 3月 20日《新聞報》，第 1版，廣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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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柳影。其占地之勝，如在圖畫中，為滬上第一希有之園林。有合意者，請枉臨面

談，不須介紹。

小萬柳堂謹白。（電話：（西）〔四〕七八六號。）

〈上海梵王渡一八○小萬柳堂別墅出售〉39

南湖移家潭柘。所遺別墅，道契五畝七分。前門馬路，後臨蘇州河。一曲淞

波，風景獨絕。所有三代銅器、古玉、古錢、宋磁、書畫，一併讓渡。有欲得此名

園者，請用電話（（西）〔四〕七八六）通知，便可枉觀議價。

小萬柳堂啟。

〈上海梵王渡之小萬柳堂別墅出售〉40

道契英冊五畝七分。前沿馬路，後臨蘇州河，遠矚林園，勝妙殊絕。已修入

《上海志》，並載《上海指南》。主人離滬，待價讓渡。有意得此名園者，請駕臨本

堂面議。電話：四七八六。

〈房產召買〉41

茲有極司非而路曹家渡小萬柳堂，地皮計五畝三分二厘七，建有洋房一宅，樓

房五開間一宅。花園亭榭，水木明瑟。前臨馬路，後枕蘇州河，形勝天然，交通便

利，極合頤養之所，或工廠之用。今產主擬割愛變賣，如有合意者，請向曹家渡一

百八十號本宅或愛爾德洋行接洽。

小萬柳堂啟。

〈住宅召賣〉42

茲有極司非而路一百八十號曹家渡中市小萬柳堂，地皮五畝三分三厘，有洋

房一座，五開間樓房一所。花園亭榭，水木明瑟。前臨馬路，後枕蘇州河，風景清

幽，交通便利，市廛輻凑，警衛森嚴，極合頤養之所，或工廠之用。今擬廉價割愛

39 
見 1923年 11月 25日《新聞報》，第 1、2版，廣告欄。

40 
見 1924年 8月 10日《新聞報》，第 1版，廣告欄。

41 
見 1928年 8月 14日《申報》，第 5版，廣告欄。

42 
見 1929年 1月 16日《新聞報‧本埠附刊》，第 1版，廣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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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讓，如有合意者，向香港路五號愛爾德洋行接洽可也。

小萬柳堂啟。

九、廉泉病情及後事

〈廉吳芝瑛啟事〉43

外子南湖罹疾，（當）〔嘗〕入北京醫院求治。兼旬以來，經侯院長暨夫人殫精

診護，現已轉危為安。芝瑛力疾北來，關心藥裹，未能刻離一步。辱荷親知存問，

感悚何涯！但祝南湖早日康復，芝瑛當率兒女踵門叩謝也。

廉吳芝瑛拜啟。

〈徵求接受小萬柳堂書畫啟〉44

大地之精華，鬱為美術，而珍奇之盛衰，萃於所好。其聚散也隨因緣，其遷流

也有運會。人固有之，物亦宜然。自非好奇之士，嗜美成癖，烏足游大化而友自然

哉？先夫子南湖居士，尚俠好古，遠索旁搜，素喜收藏，精於賞鑑。夙慕仲連之高

行，排難解紛；雖無孟嘗之家業，結客愛士。蘊珍積代，探勝多方。所藏真蹟，屢

開大會，影印發行，為世所寶。洄溯生平，抗志在秦漢羲皇以上；搜羅珍品，棲神

於煙霞之鄉。迨至晚年，屏絕塵念，皈依空王，蛻化潭柘。值茲喪亂孔多，搆遷頻

數，既孤弱之累人，復衰病之襲予。慨先夫在世，門尚盈虛；矧蔡邕云亡，書誰封

校？夫琴瑟必待於知音，玉石無足而行遠。所望愛美奇士、好古哲人，或為私室收

藏，或購公共圖書，苟備值以請求，當按目而讓與。不惜瑰珍之割捨，但願風雅得

主持，亦以助懷舊者（擄）〔攄〕其蓄念、思古者發其幽情，供美藝科學之考證，

資文化古物之保存云爾。賢士大夫，邦人士友，其樂聞諸？

廉氏小萬柳堂藏品：

1. 乾隆黃玉御璽三枚。

2. 乾隆田黃玉御璽一枚。

43 
見 1924年 3月 20日《順天時報》，第 1版，廣告欄。

44 
《世界畫報》第 362期（1932年 11月 20日），「廉南湖居士周年紀念專刊」，收入《民國畫報彙

編‧北京卷》（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7年），第 12冊，頁 186-187。署「吳

芝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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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璽，共價二萬元。

3. 龍鳳璧一件。

4. 花觚一件。

5. 璜二件，一件四片，一件三片。

6. 琮二件。

以上三代玉器六件，共價一萬元，皆李山農故物。

7. 商召夫鼎一件（亞形中）召夫二字。（銅器皆李山農故物。）

8.  周莒鼎一件。（銘三十二字。見《愙齋集古錄》及《周金文存》。福開森、

丁佛言、容希白、（珏袁生）〔袁珏生〕、吳景洲有（繹）〔釋〕文及題

跋。）

9. 周素鼎一件。（有蓋。）

10. 周鳳鼎一件。

11. 周彝一件。

12. 周鬲一件。

13. 周雷紋觚。

以上三代銅器共七件，價一萬二千六百元。

14. 南湖藏泉一匣。（李山農故物。見丁佛言題跋。）

15. 古泉拓本四冊一匣。（宮子行玉甫手拓，至萬寶貴。）

以上古泉並拓本，共價二千元。

16. 王建章金箋山水扇面四張。（上款：張二水、程孟陽、惲道生、瑞將。）

17. 王建章〈溪聲雲氣圖〉一幅，宮農玄上款。

18. 王建章仿文衡山一幅。（宮紫玄上款。）

19. 王建章墨竹一幅。

以上王建章畫七件，共價一萬二千元。

（端方撰〈小萬柳堂賞畫記〉曰：「小萬柳堂宋元真蹟，固多希世之珍，其王建

章畫，尤為南湖一家之秘笈，為余第一次所見者。按：王為明遺老，福建泉州人，

字仲初，別號硯田莊居士。山水宗北苑。其雄深之氣，得力於唐宋大家，而能淹有

眾長，不自襲其面目，人物寫生皆入能品。」云云。）

20. 王石谷〈松陰論古圖〉一幅，價二千元。

21.  劉石菴山水冊（畫七葉，自題二葉，魯琪光跋二葉），價一千元。（現為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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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基先生購去。）

22.  宋拓海內孤本歐陽率更單書《千字文》一冊，價八千元。（泰州宮氏故

物。）

23.  宋拓《九成宮醴泉銘》一冊（前半以明拓本補），價二千元。（附（泰）

〔秦〕刻《九成宮》一冊在內。）

24.  朱素人畫馬湘蘭〈西冷春泛〉扇面一幅，（一面翁方綱書。附《湘蘭印話》

一冊，何雪漁為湘蘭刻「浮生半日閒」印，王冰鐵仿何雪漁印。）共價二

千元。

25. 宋均蓮瓣洗一件（窰變），價二千元。

26. 宋均小碟八件，裝兩匣，價四百元。

27. 均窰洗四件一匣，價六百元。

28. 均窰大碗三件。（兩件有匣，四百元；一件無匣，一百五十元。）

 以上宋均十六件，（其）〔共〕價三千五百五十元。（皆李山農故物。）

29. 秦李斯篆瑯琊臺瓦一片，（海內只此一片，宮子行故物。）價一千元。

以上概照南〔湖〕居士親單目錄抄錄，原本存福開森先生處。

十、詩　歌

〈題董小宛為宮進士所作〈孤山感逝圖〉即用進士韻〉45

小溪清淺是儂家，雪後園林盡著花。折得一枝休放手，斷橋西去即天涯。

小宛所稱畹蘭姊氏，係進士女，嫁巢民先生之弟，與小宛俱工畫梅。此幅雪葉

風枝，翛然有偃蹇瑤臺之思，特所謂「孤山感逝」之作，不審何指？恨小宛當日作

畫時，不就太公一證芳躅，殊令人悶悶也。光緒戊申正月十四日，自孤山看梅回，

題並記。桐城吳芝瑛。

〈族兄少（族）﹝耕﹞五十生日，夢雛、辟畺兄弟皆以詩為壽，依韻奉祝二首〉46

十年偕隱逃名姓，一代能詩屬弟兄。笑摘黃花驚短鬢，醉歌白雪帶邊聲。（夢

45 
見 1911年 9月 10日《新聞報》，第 4張第 1版，韻語欄。署「吳芝瑛」。

46 
見 1915年 3月 18日《大公報》，第 3張第 2版，文苑欄。署「吳芝瑛女士」。



•   183   •

書目文獻 《吳芝瑛集》補綴

雛時客遼陽。）堂前學種先生柳，廚下香分內史羹。（辟畺現官內史。）揮手滄溟

成獨往，好談任俠是荊卿。

萬劫荒荒未有涯，狂心暫歇似僧家。坐看白髮催人老，何處青山為我賒？詩夢

欲仙春晼晚，流塵如電影交加。蕭閑便是人間福，昨日是非胡自嗟？

十一、《左氏文法教科書》

〈《左氏文法教科書》47凡例〉

一， 是編專取左氏之文，自數十字至百字以上者，共三十五首，為小學堂課

本。雖篇幅不長，而機趣橫生，眾法畢備，讀之最能開拓心思，增長筆

力。

一， 序事之文，全看序法，不論事之善否。今人往往以事之善，即認為文之

善。不知文之善，有在事中者，有不在事中者。論史論文，可相溷乎？熟

讀茲編，便知其故。

一， 評語皆抉作者之意，知其意而後知其章法；知其章法，而後知其文之所以

妙，皆枯心嘔血而得之者。讀者須詳觀而熟玩之，作文竅妙，盡於此矣。

一， 文有主意，有眼目；其序事有案，有結；其詞語有精彩，有閒情，有點

綴；有句法，有字法。俱一一標出，細評於中，又總評於後，惟恐有負良

工苦心。（讚）〔讀〕者引伸以會其餘可耳。

〈宋公和卒（隱公三年）〉篇尾評

穆公口口「先君」，聲中有淚，義讓也。穆公之義，宣公為之也。歸美宣公，

結穴義字，不必呆結穆公，而中有穆公在。此古人用筆最活處，亦最奇處，不得視

為以宣公結也。稱「先君」者六，廻旋悲宕，文情特妙，武鄉〈出師表〉，同此酸

楚。

47 
該書由吳芝瑛選讀，上海文明書局 1905年鉛印，版權頁注書名為《左氏文法教科書》，書耳標

「桐城左氏文法教科書上編」，然遍檢各大圖書館，不見下編，似未出版。該書篇首為「凡例」，

每篇選文中均有雙行小字夾批和篇尾總評。此處僅錄凡例及尾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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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圍鄾（桓公九年）〉篇尾評

「鬭廉衡陳」四語，只二十六字，而陣法戰法，奇兵正兵，正中之奇，奇中之

正，無一不備。非深於兵者不能括其要，非神於文者不能詳其要如此也。精雄潔

練，卓立古今，直令文人置身無地。

《史記》〈高帝紀〉序垓下之戰本此。而後世名將，得此術以成功者眾矣。能傳

者誰乎？特標出為序戰功之法。

〈鬭廉敗鄖師（桓公十一年）〉篇尾評

前後以國名聯絡作章法，亦是小小機巧。

左氏敘戰，每將權謀方略鋪敘於前，而實敘處不過一兩言。簡鍊直捷，絕不拖

帶。總之，著神於虛，省力於實，所以虛實不測，靈怪百端。庸手反之。故詳則失

之繁，簡則失之略。即無繁與略之病，而終不能有生氣，以不能著神於虛而已矣 48。

〈辛伯殺周公黑肩（桓公十八年）〉篇尾評

魏叔子曰：「『告王』二字中，有許多間諜在；『遂與王殺』四字中，有許多機

權作用在。凡古人定大難，不知費多少心血，而史未詳其本末者，讀書人皆須設身

處地，想出當日情形方得。」

先生論經濟爾，而文章在其中。凡作簡鍊文字，斷當規模此等。

看他短幅中起應斷續之法，筆筆藏鋒，每一句中，即包有無限文字，豈漢以下

手筆所及？

〈宋大水（莊公十一年）〉篇尾評

「宋其興乎」一句，虛虛提起。下分兩段，一「罪己」，一「稱孤」。 「罪己」

全不說宋，只引禹湯以證之，又引桀紂以形之，虛描也。「稱孤」實寫，却以單

行變上排耦，然後以「言懼」二語總束之。又「罪己」明接「興」字，束語暗應

「興」字。看他整齊中綜變之法，小小結搆中，有起有結，有正義，有餘波，有變

化，與長篇同一用筆，所謂搏象搏兔，俱用全力也。

48 
吳芝瑛此段評語，實襲用清代學者王源對〈鬭廉敗鄖師〉的篇末總評，見〔清〕王源：《左傳

評》（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 139冊），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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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人救邢（閔公元年）〉篇尾評

上平列、下單承，亦非難事。所難者，平列無輕重，而單承有低昂，未免偏

而不舉，與詳此略彼之法不同也。此文妙在引詩用單承，而上之平列者，又鎔鍊於

「簡書」二字內，然後將「簡書」三折，折出救邢。結搆之精，卷石具有層巒，須

彌納於芥子，使人玩索無盡。

安頓四之字，錯落盡致，一也字，蕩漾可愛。

〈齊侯歸蔡姬（僖公三年）〉篇尾評

十句文字，一句九字，七句二字，二句四字，共三十一字，而文有七層。轉轉

摺摺，螺若瀫若，真蟻封盤馬本事。

宋人文字，整而不能碎，肥而不能瘦，所以去古愈遠。觀此文，只三十一字，

而蕩舟一案了了，何其瘦也！十句中而二字句者七，何其碎也！

〈會於葵（丑）〔丘〕（僖公九年）〉篇尾評

曰「將下拜」，曰「無下拜」，曰「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曰「敢不下拜」，

曰「下拜豋受」，一筆五折，盤（行）〔紆〕屈曲，讀之裊裊然。

折以險，折以峭。狹則險，孤則峭。此文筆徑甚狹，筆情甚孤，所以能折。險

而折者，九折阪乎！峭而折者，三疊泉乎！此文可當臥遊。

「天威」句孤撑於中，巉巖崛起。前後折處，分外增妍，通篇方有骨子。

〈晉侯改葬共大子（僖公十年）〉篇尾評

文有形。形生於情，情急則形亦急，情緩則形亦緩，情平則形亦平，情幻則形

亦幻。雖然，有是情便有是形，固矣。使作者以如是情，便還以如是形，則下筆即

得。夫人能事，何足見匠心之妙（手）〔乎〕？故古人於此，以為情一也。而形有真

有假，非真形不足寫真情，非假形不足變真形。於是急者故緩，緩者故急，平者故

幻，幻者故平。然故緩者急愈急矣，故急者緩愈緩矣，故幻者平愈平矣，故平者幻

愈幻矣。則假形雖所以變真形，實所以逼真形也。此文之寫共太子，可謂幻故平、

幻愈幻者矣。

寫狐突遇共太子，登僕如常，問答如常，竟與生人無異，絕無牛鬼蛇神之狀、

竪毛肌栗之情，所謂幻故平也。直至「遂不見」三字，方寫出神蹤鬼跡，便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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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俱恍惚滅沒，人遂不寒而栗，所謂幻愈幻也。

用筆高，便能討巧。寫共太子，只用三字，而通篇俱幻，何其高、何其巧也！

庸手呆呆刻劃，沾沾（募）〔摹〕擬，便處處拙住。

〈公伐邾（僖公二十一年）〉篇尾評

凡序事，先將大意或一時大局提明，則理之是非、人之賢否、勢之成敗、事之

禍福、國之興亡，總如破竹，不待詞費，不須周折，自使觀者井然，而鐵案如山，

千秋莫易。否則，詞愈繁，義愈晦，隙愈多，使善者苦於不彰，不善者得以翻案，

史法蕩然矣。邾滅須句，魯復須句，使其為蠻夷小國，不足輕重，則兩國功罪，亦

無所關。唯大書曰「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則其為神明後裔、中國

侯封，胡可滅也？滅之者罪可勝誅，而復之者功可勝錄耶？故文章提得起，才能理

得清。

極周匝，極參差。太疎非文也，太密非文也。疎而密，密而疎，此中三昧也。

文到疎密得宜，便是天工，不為人巧。

〈鄭殺子臧（僖公二十四年）〉篇尾評

四折筆法，裊裊曲曲，姿態絕世。

四段體勢若平，實錯綜盡致。「君子曰」「《詩》曰」「《詩》曰」「《夏書》

曰」，詞繁句複，如空中蜃市，氣象萬千，故文才三四行，便有萬言之勢。此作短

篇法也，今人便以為沓矣。

魏叔子曰：「『子臧之服不稱』，謂鷸冠（逃）〔炫〕異於逃死之時，不相稱

耳。故傳借《詩》、《書》以發之。地平而後天成，不平則不成，故曰稱。子臧鷸

冠，不平孰甚焉！安能成乎？此皆古人引《詩》、《書》見大意處。」

〈秦晉伐鄀（僖公二十五年）〉篇尾評

戰功能以奇勝，操觚者幸矣！何也？奇則譎，譎則動於九天，潛於九淵；倐而

來，來也無踪；忽而往，往也無跡。吾直寫其機巧，傳其神妙，不必別求所以奇，

而文固已奇矣。此文寫秦人處處用奇，陰謀變化，如鬼如神。尤妙在用精鍊簡括之

筆，使其踪跡不甚了然，而兵之奇見，文之奇亦見。若遇此種奇功，而筆不足以傳

之，誠以真金作頑鐵用矣。豈不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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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精鍊（括）〔簡〕括中，獨詳偽盟一事，又於商密人口中，蕩漾二語，皆筆

墨變化處，結歸楚之圍陳、納頓子，更將破軍亡將之楚，略一生色，亦變化處。

〈楚人滅六（文公五年）〉篇尾評

以「忽諸」、「哀哉」兩字句頓挫跌宕作章法，促響哀音，神傷千古。只此一

二十字，抵〈哀江南賦〉千百言而有餘矣。近代文字只尚多，所謂買菜求益者也。

役夫！陋哉！

滅蓼即序於滅六之下，不更詳所以見滅之故。即兩行文字中，亦有詳略，可知

古人用筆之妙。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文公十五年）〉篇尾評

為商人被弒立傳。無禮即以反天，其何能免？義祗此耳。後兩引《詩》，不過

借畏天反覆以盡致，非有加也。然而曲暢其辭，更非沓也。宕折猶夷，文情特妙。

結尾數語，簡勁挺拔。以變通篇之局而束其勢，如挽强命中，直透中堅，非復

羽扇綸巾，風流自賞者矣。

〈楚子伐陸渾之戎（宣公三年）〉篇尾評

筆力矯悍勃萃，如快馬砍陣，摧鋒陷堅，所向披靡。

「在德不在鼎」一句，有單刀直入之勢，以下遂成破竹。妙在通篇都說

「德」，及入周，却說「天命」。此固文字變化處，亦詞令圓妙處。蓋德固足以讋

楚，而周德既衰，又不足恃也，所以反將「德」字撇開，歸重天命，直使他開口不

得。

〈楚子滅蕭（宣公十二年）〉篇尾評

經曰「滅蕭」，傳曰「蕭潰」。民逃其上曰「潰」。潰者，民無固志也。只此

一字，而蕭見滅之故可知矣，不必明言也。追序無社一事，而蕭潰之狀可知矣，不

必序楚之强之眾也。追序挾（蕭）〔纊〕一事，而楚之滅蕭又可知矣。

挾纊，賓也；井絰，主也。以賓引主，反映於前，而正序於後也。何以知挾纊

為賓？曰「蕭潰」焉耳。



•   188   •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第三十一卷 •第四期 書目文獻

〈吳伐郯（成公七年）〉篇尾評

深情惋鬱，聲帶餘恫，與臧文仲歎滅六蓼相類。但當日特歎彼耳，此則憂及中

國，世變可知。總之，文各因其人其時其事，即一類千篇，可無一字雷同也。

「知懼」二語，崛起千仞。就此篇論，固變化之法。合六蓼篇論，亦變化之法。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成公八年）〉篇尾評

詞命之要，一曰折以理，一曰動以情，一曰懼以勢。理有是非，確指其是非

而彼自屈；情有逆順，顯言其逆順而彼又屈；勢有利害，深明其利害而彼又屈。三

者互相為用，而究其歸，未有不屈之以勢者。晉之二命，是非順逆，不待智者後

辨，彼豈不知理與情之屈？而竟行之魯者，壓以勢耳。吾折以信義之理，動以二三

之情，彼縱不顧，而懼以失諸侯，彼之勢有不屈乎？此文子立言之旨所在，即文章

筋節所在。故先提出諸侯，下分三層應轉，層層俱從理情說到勢，一層緊一層，句

句筋節，字字筋節，直令韓穿俛首捲舌，無言可答。真詞令妙品。但使當日不應晉

命，竟以此言折之，彼亦何辭？其柔懦依違，不能自立，而徒私為此言也。假令子

產當魯，豈肯若是？噫！子產有詞，鄭國賴之，觀一「私」字，左氏之微詞見矣。

大義、成案、罪案，不過數語揭明，無絲毫罅漏輾轉，然後就他罪案，層層翻

剔，剝骨見髓，所謂老吏斷獄，凡論斷或敷陳文字，定須規摹此等。

〈晉侯獳卒（成公十年）〉篇尾評

晉侯以夢得疾，疾而死，因序其一夢再夢，奇矣！襯以巫醫又奇，拖序小臣亦

以夢死更奇！窅冥荒誕，陰風颯起，讀者毛髮俱竪。畫鬼魅不能令人畏，畫姝姬不

能令人憐，必非妙手。而人之所以畏且憐者，如生耳。或曰：「夢，幻境也，安得

如生？」曰：「吾逼真寫出一幻境，固如生矣。况參以人事之真境乎？」然此種文

字，其奇在外，不難知，亦不難為，難在刻劃工、安頓妙耳。

〈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成公十四年）〉篇尾評

借「舍族」一端，發出《春秋》用筆之妙，史法盡此矣。予嘗謂今人為文，盡

與相反，顯而無所發，繁而不能詳，直而無文，誣而不信，善無所勸而惡無所懲。

然則不明乎《春秋》之義，而欲以文字為毀譽，不過婢奴之逢迎、市井之詆詈，曾

何關於輕重之數？讀此應自愧其多事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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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罕却玉（襄公十五年）〉篇尾評

子罕不貪而已，借「寶」字立言，亦正亦謔，婉若鸞翔，曲如雲捲，絕世姿態。

「小人懷璧」三語，文之變態也。子罕不受，得所寶矣。宋人弗獻，又將失其

所寶。不惟失所寶，且將得禍，則所謂「以玉為寶」者，豈盡然乎？雖宋人之言，

而作者自成結搆，豈無意哉？故曰文之變態也。

〈宋華臣出奔陳（襄公十七年）〉篇尾評

以曲以峭，短篇法也。曲則情致無盡，峭則章法離奇。此篇序華臣之亂，何其

曲！及序其奔也，又何其峭！所以文不過數行，而遂有煙雲繚繞，峰巒突兀於片紙

之上與。

〈州綽論殖綽、郭最（襄公二十一年）〉篇尾評

矯悍中丰神秀宕，又一筆法。

州綽爭雄，舌鋒劍利，「雄」字主也。公曰「寡人之雄」，綽曰「君以為雄」

「誰敢不雄」，三「雄」字醒快，已見大意。下却置而不論，但曰「先二子鳴」，曰

「食其肉，寢處其皮」。雌雄原借用禽鳥字，故只寓言禽鳥以應「雄」字，何其警

妙！

兩段文字，其實一貫，後段換筆而已。換筆者何？「勇爵」是也。勇爵，雄

也，故一貫也。

〈叔孫豹如晉（襄公二十四年）〉篇尾評

孔子曰：「物相雜，故曰文。」又曰：「玄黃者，天地之雜也。」一色不能成

錦，一音不能成樂，取乎雜也。曰「參伍」，曰「錯綜」，雜而已。此傳論不朽，

而以六「謂」字相間成章。宣子曰「何謂」，不知所謂不朽也；曰「其是之謂」，

謂不朽，非不朽也。穆叔曰「此之謂世祿，非不朽」，反駁其所謂不朽；曰「其是

之謂」，曰「此之謂不朽」，正告以所謂不朽也；至其終，複駁其所謂不朽者，曰

「不可謂不朽」。只此六「謂」字，將不朽、非不朽，錯雜出之，而雲崩濤湧，文

章遂不可勝用。雜之義可不講乎？

「何謂也」下，即接「昔匃之祖」云云，乃橫插「穆叔未對」一句，「世祿非不

朽」，不說盡，留於結尾申說。三「不朽」亦不一口道出，先抽「立言」，然後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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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短篇中，波瀾層疊如此，讀者詳之。

〈公如楚（襄公二十八年）〉篇尾評

「公欲反」三字起案，「公遂行」三字結案。中序四人之論：昭伯欲行者也，

惠伯欲反者也，穆子是昭伯而非惠伯者也，榮成伯斷從昭伯而置惠伯於不論者也。

四折筆法，如組如舞，已令觀者愛玩難舍。乃又拖宋一段作賓，以宋公之反襯公之

行，以向戌之觀襯四子之論，風致嫣然，波瀾萬狀。如鈷鉧石鐘，雖小小景况，而

奇妙自與丘岳齊觀，未可以優劣論也。

〈鄭伯享晉趙武（昭公元年）〉篇尾評

以賦詩為章法，如荇藻參差，漣漪蕩漾，泳之游之，將移我情。

一幅鄭宴趙孟圖，人人聲音笑貌俱繪出，寫生妙筆。

此一宴也，雍容和樂，猶見三代遺風。過此趙孟卒而晉日衰，諸大夫惟賄是

求，自韓宣聘鄭而後，無復有循典禮修宴好者矣。禮壞樂崩，陵夷至於戰國，三代

遺風掃地，而後世遂不可復見。嗚呼！「吾不復見」，豈特趙武一時之歎哉！千古

同慨矣。

〈晉荀吳敗狄於大鹵（昭公元年）〉篇尾評

開手一筆領起，曰「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於大原，崇卒也」，雄闊灝瀚，有

崩雲倒峽之勢。而「崇卒」二字，精簡莫比，只此二語，已抵一篇千萬言文字矣。

下始追序魏舒崇卒之議，而點綴一嬖人以為生色，然後取陳法、戰法而詳之。為五

陳至誘之，陳法也。未陳而薄之，戰法也。舍車為徒，蓋以險阨不利於車，乃兩

（五）〔伍〕專參皆卒，而偏仍以車，蓋以偏為誘，欲致之專參之間而夾攻之，此陳

法也。及翟人望見大笑，於是乘其無備，出其不意，不待其來而先發以制之，此

戰法也。詳簡古拙，不過數語，又抵一篇千萬言文字矣。予嘗謂千古以文章兼兵法

者，惟左氏一人。但看此種便知。

〈石言於晉（昭公八年）〉篇尾評

凡序事必先案後斷，此則斷在先、案在後，章法一變。蓋晉築虒祁之宮，案

也；石言之妖，引起而已，非案也。師曠就事進言，而諫其（祟）〔崇〕侈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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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為虛擬之詞，未嘗實指其事。曠言既畢，然後提筆立案，序出虒（祈）〔祁〕，

所謂倒裝法也。既又序叔向贊曠一段，歸於虒祁以結之，而更不一字及石言，可知

立案所在矣。

〈單子會晉韓起於戚（昭公十一年）〉篇尾評

典訓之文，純而不雜，正而無奇，玉節金和，醇乎醇者也。然此種正非宋儒所

能夢見，何者？其氣斂，而宋人之氣散；其骨强，而宋之骨弱；其神潔，而宋人之

神靡；其局活，而宋人之局板；其詞新，而宋人之詞腐。

〈蔡朝吳出奔鄭（昭公十五年）〉篇尾評

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又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又曰：

「余唯信吳，故寘諸蔡。」而始則曰「害朝吳之在蔡」，終則曰「吳在蔡，蔡必速

飛」。複句見姿，繁花亂蘂，低壓橫披，因風搖漾，大類《考工》、《公》、《穀》

筆法。

〈葬曹平公（昭公十八年）〉篇尾評

言「不學」者三、「無學」者二，而「學者」一，曲疊斜聯，珊珊獨立，絕世

姿態。

因一人而斷一國，斷一國而後及一人，識見既高，章法遂別。

句一轉且再轉，十數句十餘轉，轉愈多氣愈長，氣愈長局愈闊。三四行文字，

觀之固不盡矣。

〈天王鑄無射（昭公二十一年）〉篇尾評

樂通乎氣，邪正辨也。樂通乎政，治忽審也。樂通乎心，死生判也。至於死生

可卜，而樂之理微矣神矣。微而顯之，神而明之，而文之能事，尚有加乎？此傳古

奧淵宏，堪比典謨，正以其具不同耳。

心者，立言之旨，一篇之綱。一句挈起，後用三折筆。折到鐘，又以三句總

之，然後別其美惡而點明正意以為結。何嘗無折也？先言不窕、不槬之足以養心，

次言窕與槬之足以害心，然後言王槬之鐘，而結明其將有心疾之意。又何嘗無主賓

也？短篇之法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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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伍員謀楚（昭公三十年）〉篇尾評

吳子發問數言，欵曲多姿態，神吻宛然。「眾而乖」，楚之敗必矣。「三師以

肆」，吳之勝決矣。雖數年之久，終一一如所料，以收其功，豈不偉哉？詞簡而意

曲，不過十數語，而兵法謀略，無一不該。恐子胥當日之言，亦未必如斯鍊也。

舉一國於指掌，覆强敵於數言，非蓋世之才無此略，非絕世之筆無此文。韓信

登臺之對，諸葛草廬之語，皆有此意，但文之簡鍊莫及耳。

〈葬我君昭公（定公元年）〉篇尾評

共三段文字，前兩段妙在複，後一段妙在簡。複者纏綿，簡者精鍊，覺有無限

丘壑，化短為長，神工聖手。

「自旌」、「自信」二語警切，雖以意如之不臣，不得不止。然止矣，可自掩

矣；復葬之墓道南，非終於自旌而自信乎？忽以孔子作結，大義凛然，筆有回天之

力。

〈越子伐吳（哀公十七年）〉篇尾評

左氏序戰功之妙，千古無兩。余評之詳矣。此絕筆也，極奇正之變，而該兵

法之能，足矣包羅從前無限妙諦。蓋兵法無他，奇正而已；奇正無他，變化而已；

變化無他，不測而已。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不測之術也。多方以誤之，出不意攻

無備之術也。淮陰、諸葛之雄，孫武、太公之略，有加於此乎？而此傳一一備之。

句卒，奇也；三軍，正也。左右鼓譟，虛而實，以奇為正也；三軍潛涉，實而虛，

以正為奇也。吳師分禦左右，誤矣。當中軍而鼓，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矣。不過數

言，而寫盡兵家能事。謂左氏不知兵，吾不信也。

勾踐人傑，范蠡奇才，翦滅强吳，主盟中夏。其行軍用兵之道，豈漫然哉？有

此一傳，則所謂「十年教訓」者，其經綸略可睹矣。

〈左氏文法教科書出版〉49

是編選錄《左傳》之文，自數十字至百字以上短篇，為小學堂讀本。其為文有

主意，有眼目；其序事有案，有結；其詞語有精彩，有閒情，有點綴；有句法、有

49 
見 1905年 8月 1日《時報》，第 1版，廣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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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法。俱一一標出細評於中，又總評於後。讀之最能開拓心思，增長筆力。每部二

角。

總發行所：文明書局。

十二、《俗語注解小學古文讀本》

〈《俗語注解小學古文讀本》50凡例〉

一， 是編所選，數十百字為多。雖篇幅之短，然於古文法式，無不具備，且短

文使讀者易於領會。

一，是編專以情趣為主，不獨令學子樂而愛讀，且資長其慧智。

一，是編詮釋，專用俚詞，非萬不得已，不敢略涉文言。

一， 吾國文字，實有不可以言傳者，今概以鄙意演釋之。其中疵謬失當之處，

所在皆是。識者諒之。

附記：本文係山東省「泰山學者工程專項經費」（項目編號：tsqn201909059）的階

段性成果。在材料搜集與文字辨識過程中，得到了郭道平、王強、陸胤、曾小霞、

鄧飛、蘇芃、韋春喜、彭敏哲、夏志穎諸友及博士候選人楊佳凝、楊海龍的幫助，

謹此致謝。

50 
《俗語注解小學古文讀本》由吳芝瑛選注，上海文明書局 1908年石印。篇首有「凡例」，選文 72

篇，以俗語（白話）翻譯。此處僅錄凡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