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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春遺文續輯

陳鴻森、潘妍艷 *

周春 (1729-1815)，字芚兮，號松靄，浙江海寧人，乾隆十九年進士，官廣西

岑溪知縣。周氏為乾嘉時期浙江名宿，與王鳴盛、盧文弨、周廣業、吳騫等交好。

《清史列傳》卷六十八、《清史稿》卷四八一〈儒林〉有傳
1
。

松靄淹通群籍，造述滿家，《海寧州志稿》卷十四〈藝文志〉，著錄已刻、未

刊、稿鈔本多達四十三種，二百餘卷
2
。惜中歲以後所著書，無力付刻，遺稿多蕩

佚；所著《松靄文略》六卷、《松靄吟稿》八卷、《松靄詩鈔》十五卷，今皆不傳。

以傅增湘之博雅，猶寓書繆荃孫，詢問：「周松靄與吳兔牀等同時，係何處人？名

某？查《紀事詩》無之，乞公教之。」
3
則身後聲聞寂寥，可以知矣。

余等前嘗合輯周氏遺文佚詩百數十篇，錄為〈周春遺文小集〉一文，載於本

刊第二十二卷
4
。近見陳烈主編《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書札》，中收松靄〈與吳兔

牀書〉十六通
5
，其中第十一札，前輯已據呂章申編《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法書》

輯入。其餘第四、第七、第十六札，諦審筆跡，應非周春手筆
6
；且第十六札言：

*  陳鴻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潘妍艷，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博士

生。
1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 5549；〔清〕趙爾巽等撰，啟功等點

校：《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1977年），頁 13224。
2 
〔清〕許傳霈等纂輯，朱錫恩等續纂：〈典籍十二〉，《海寧州志稿》（1922年鉛印本），卷 14，頁

1-5。
3 
顧廷龍校訂：《藝風堂友朋書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 583。

4 
陳鴻森、潘姸艷：〈周春遺文小集〉，《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22卷第 4期（2012年 12月），頁
127-184。

5 
陳烈主編：《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書札》（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頁 147-176。

6 
同前註，頁 152、156、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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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為志事碌碌，日來又辦得數卷，〈僑寓傳〉增百數十人，大為陽羨山川生色。」

按：陽羨為江蘇宜興舊名，此札所言修志事，蓋即嘉慶二年所刊《增修宜興縣舊

志》十卷，由寧楷（櫟山）主其事。周春曾預修《海寧州志》，未嘗赴宜興修志

也，故《宜興志》卷首「纂修姓氏」並無周春名，則此非松靄手札更無疑義，此三

函今皆不取。此數札外，近復從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圖書館訪得周春遺文佚詩若

干首，茲錄為〈周春遺文續輯〉，以補前輯之闕云
7
。

7 
周春《耄餘詩話》十卷，書中載錄己詩多達八十餘首，此書有鈔本傳世，今有《續修四庫全書》

景印本，為省篇幅計，茲不具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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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壺歌

三公山碑跋

〈三公山碑〉載於洪氏《隸釋》、趙氏《金石錄》，然非此碑也。間嘗考之，

〈北嶽碑〉、〈無極山廟碑〉，今不存，光和四年立；〈白石神君碑〉，今存，光和六

年立。三碑皆光和；而此碑獨非，且字兼篆體，與〈白石神君碑〉不同，其難以強

合審矣。

碑首云「初四年」，「初」字上一字闕角，細玩左傍，當是「永」字；永初，

安帝年號。碑云「馮君到官，承饑衰之後」，又云「遭離羌寇、蝗旱，民流道

荒」，與《後漢書‧安帝本紀》所云：永初四年，「夏四月，六州蝗」、〈西羌傳〉

所云「永初中，諸羌叛」、〈鄧隲傳〉所云「遭元二之災，人士荒飢」者正合。但

下距光和七十餘年，則馮君與三碑之南陽冠軍馮巡，不過姓偶相同，而非一人可

知。

余輒為臆斷，〈北嶽碑〉與〈三公山碑〉自是兩碑，歐陽公但見〈北嶽碑〉而

不見〈三公山碑〉，故一著錄而一不著錄。趙氏復但有〈三公山碑〉之額而未見其

文，遂合〈北嶽碑〉為一。洪氏同趙氏之說，亦指〈北嶽碑〉為〈三公山碑〉；嗣

後《隸韻》諸書因之。其實歐陽、洪、趙三家，於此碑均未之見耳。乾隆乙巳二

月，從無軒先生假閱，因跋其後。松靄周春。（錄自上海朵雲軒拍賣公司二○○八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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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拍賣會圖錄）

按：此文從遊申國福君檢示，書此誌謝。趙魏亦以「初四年」上闕字為

「永」，與松靄同；翁方綱〈跋三公山碑〉，則謂所闕「諦審當是『元』

字」，見沈津：《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頁 56，今附存其說於此。

徐壽魚臨飛白長卷跋 

徐生壽魚紹曾從余遊有年，制義之外，詩賦、字畫兼工。今夏以所臨宜山主人

十二種飛白就正，余觀其筆勢飛動，斟酌合度，視宜山殆有過之，無不及也。宜山

即禾中盛遠，康熙間名下士。所可疑者，唐以前飛白無石刻，惟「升仙太子之碑」

六字，此卻有漢晉諸人筆法，或出于宜山之依托乎？

余向藏宋仁宗「天下升平四民清」七飛白字，其點有出李唐卿三百點外者，今

贈壽魚，補臨於後，又添一種。余論近人作飛白者，張芑堂飛而不白，陳仲魚白而

不飛，似並在壽魚之下，余益喜而書之卷端以歸。時嘉慶丁卯七夕前三日，松靄老

人春志於著書齋。（錄自《管庭芬日記》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條）

與吳兔牀書一

〈竹汀先生行述〉中雙聲疊韵一段，似專為弟而發。竊謂雙聲疊韵之說始于齊

梁，而以之論詩，實自弟創之。聞其風而全不合者，邵二雲之注《爾雅》雙聲也；

得其略而轉失真者，朱梓廬之論杜詩雙聲也。今先生持論甚高，迥出兩家之上矣；

然謂雙聲之說昉于魏晉，孫叔然因雙聲疊韵而作翻切，雙聲在前，字母在後，此則

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其得失之故，惟博雅知之。先生已歸道山，弟亦不敢置辨

耳。至信《涅槃》而斥《華嚴》，則拙著《悉曇奧論》中摘錄《藏經》數十種，先

生于庚戌歲曾借閱一過，想已忘之矣。但念因弟論雙聲，而舉世遂譚字母，千秋

絕學倘藉流傳，又弟所私心欣幸者也。祈七兄大人進而教之，感甚感甚。愚弟春再

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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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吳兔牀書二

接札，領悉一切。潛山題辭已致到矣。《通雅》全文與《正字通》所采無異，

有不甚明晰者，何從考之？令郎、令姪觀風卷壓倒通邑，緣詩賦題難，大概不佳

也。舍舅尚未上省，須俟初十左右，渠出城領水程時當即奉問。率此，順候槎客七

哥先生日祺，不既。愚弟功周春頓首，初四日。

與吳兔牀書三

翰教領悉。茆山七真、三茅、二許、一楊、一郭，見甫里詩自注；惟郭未詳其

名，今於《雲笈七籤》檢得，乃苻秦時郭四朝也，《真靈位業圖》亦有其人。周時

郭真人之說，未知《金陵新志》何本？終當從《茅山志》一查的確耳。經解從《大

典》中錄出甚多，除《融堂書解》外，尊府插架未知尚有若干種？如有，望便中借

閱為感。率此，順候兔牀七哥大人日安，不既。愚弟周春頓首，廿七日。

與吳兔牀書四

坊刻選王穉登詩，止〈訪理安寺方丈〉一首，詩見吳之鯨《武林梵志》，後

來《浙江通志》亦采之，此真王作也。偶閱《雍正癸丑同年小錄》，有「黃

百穀，字穉登，號稼堂，仁和人」。乃恍然于致誤之由。今聞姓名改正黃百

穀，而詩仍為〈理安寺〉。再占絕句二首，聊博識者軒渠。

鄉音莫辨混王黃，錯認明人作稼堂。前輩若教杭厲見，定應吃棒到詞場。

篇章雖贗姓名真，改正何煩剞劂新。前輩不留杭厲在，選詩須用讀書人。

槎客先生粲政，松靄弟周春草稿。

與吳兔牀書五

《像象管見》（錢啟新）、《圖書辨惑》（黃晦木）、《易圖明辨》（胡東樵）、《古文

尚書疏證》（閻潛丘）、《禹貢長箋》（朱愚庵）、《毛詩古音考》（陳季立）、《表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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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記、緇衣、儒行集傳》（黃石齋）、《明本排字九經直音》、《周易圖說述》（王山

史）、《徐氏四易》（徐敬可）。

又一紙：

《詩品》、《二十四詩品》、《風騷方格》、《晉隱筆記》、《冷齋夜話》、《捫蝨

新語》、《歲華紀麗》、《題跋五種》（東坡、山谷、六一、益公、後村）；又《酉陽雜

俎》、《西溪叢語》、《小學紺珠》。

以上弟處《津逮秘書》所缺，懇留神於坊間收買，其價示知奉上，容謝，不

盡。弟春再拜。

按：此二紙審其筆勢，應非同時所書。札中黃晦木即黃宗羲之弟宗炎，

「木」字原誤釋作「步」，今改正。

與吳兔牀書六

徐達左《孟子內外篇》、易道暹《四書內外傳》、李如一《藏說小草》。以上

三書閱《千頃堂書目》，知尊處所有，祈借看為感。再前小札所開，均望留神；倘

蒙轉借賜音，尤感尤感。瑣瀆容謝，不盡。弟春再叩。

與吳兔牀書七

昨接手教，具稔道履安和，並領到續刻誰園《論印絕句》，又一部即致誰園令

郎。現有四人，長君輿伯、行四可堂在省；行三莊叔、行五抑隅在家，將來當總申

謝也。家集蒙賜校刊，且復俯采芻蕘，感謝之忱，何可言罄！此大君子發潛闡幽、

表章遺佚之盛心，真無量功德也。別楮附政，容勉賦拙詩申謝。東兄想已遄發，次

兒亦于昨夜結伴上省矣。聞白華先生接任試差，此亦想當然□□七八分之局。其學

問勝竇，其和平勝李，正不必□□金少目為嫌耳。匆匆率此，順候槎客七兄先生日

安，臨穎馳溯，不既。愚弟周春頓首。初三日。

按：札中言「聞白華先生接任試差」，白華即吳省欽。檢法式善《清秘述

聞》，吳氏嘗兩典浙江鄉闈，一為乾隆四十四年己亥恩科，吏部侍郎王杰為

主考，吳氏副之；一為乾隆五十九年甲寅恩科，吳省欽任正考官，編修戴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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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副之 8。據此札言「領到續刻誰園《論印絕句》」，吳騫所輯《論印絕句》刻

於乾隆五十七、八年間 9；而丁敬、陳萊孝（誰園）、蔣元龍、楊復吉諸家所

賦，則收入《續編》，蓋後又續刻者，則此札乾隆五十九年秋所撰也。札中

言吳省欽「其學問勝竇，其和平勝李」，即指前後兩任浙江學政竇光鼐、李

潢也。竇氏五十四年秋提督浙學，五十七年八月，李潢繼其任 10，此亦可為旁

證也。

與吳兔牀書八

接讀十二日翰教，並領到書兩部、石刻一紙，謝謝。山舟侍讀長于七言絕

句，此五首其尤佳者。第一首使事用南村書，乃不用八卷「嫁妾猶處子」，而用七

卷「奚奴溫酒」，恐出一時之誤，且恐因八卷而誤七卷也。然書法更妙，自是可傳

耳。今晨潛山適來，弟出尊選《湖海詩存》令觀，急翻至〈紅樓曲〉，取筆改正魚

豕五六字。至〈閨秀〉一冊，自愧此次搜羅未廣，將來要借抄補送學臺也。

耕厓刻《孟子四考》已完，內引潛山夏諺之說，潛山為之狂喜。耕厓與潛山並

詆《古文尚書》者，而引〈五子之歌〉為證，潛山創之，耕厓韙之，游談無根，仍

附會於《古文尚書》，可見《古文尚書》之有靈，令其自行輸服矣。竊謂邑中弟有

畏友四人：博雅好古，畏吾兄與耕厓，四六畏荔園，時文畏絳岩。但耕厓拾閻百詩

唾餘，好詆《古文尚書》，不得不苦口規之也，不得不引鳳九先生與李剛主書勸之

也。

六月杪次兒在省，見錢老廣，知其偶患傷風。八月初舍親楊老醇來，云老廣似

成不足之症，弟甚為懸念，即馳札候之。八月廿七日次兒同老醇回，又云見老廣恙

已霍然，弟為之放心，豈近來又發耶？老廣懶于作信，未必遽然委頓至此。日內老

醇到杭，望後必歸，知其的確，當即奉聞也。

8 
〔清〕法式善：《清秘述聞》（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 255；又頁 297。

9 
吳騫輯《論印絕句‧序》云：「予少有印癖，偶讀前輩沈房仲、厲太鴻諸公〈論印絕句〉，適然

有會於中。間亦效顰，且要同志者屬而和之，通得如干首，薈為一編，而付之剞氏。」末繫「壬

子冬日長至」（〔清〕吳騫：《論印絕句》〔上海：博古齋，1922年《拜經樓叢書》本〕，卷首，頁
1-2），蓋刻於乾隆五十七、八年間。

10 
錢實甫編：《清代職官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 2682-2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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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著《杜詩雙疊譜》，秦小峴觀察為作序，現同抱經先生序一併付梓，容日呈

覽。又劉雲房宗伯見此書，極承許可作序，尚未寄來。弟《十三經音略》等書無力

開雕，終歸覆醬。意欲將與錢文敏公、抱經先生論音韻書兩通附刻《杜譜》後，庶

留一生韻學之苦心耳。草此，順候槎客七兄先生日安，餘不戩。九月十四日，愚弟

周春頓首。

按：此札末言「拙著《杜詩雙疊譜》，秦小峴觀察為作序，現同抱經先生序

一併付梓」云云，檢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周春《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原刊

本，卷首秦瀛序末繫「嘉慶元年丙辰八月」，則此札嘉慶元年九月撰也。盧

序則撰於乾隆五十七年嘉平月，故可「一併付梓」。

與吳兔牀書九

接札，領悉一切。昨見舍舅，知於吳門晤南兄，旋府平安為慰。舍侄在京覓

芝山不得，但知其任隰州，不知其入場也。「子路共之」二句題，弟上年曾以之課

生徒，意主注中前說，今年擬作亦然，緣朱子本依古注讀許又翻，《石經》並不作

「狊」，晁氏出於臆造，故《蒙引》以前皆依前說，明季講家始主中說。今普天下

讀許又翻，而解作「雉鳴」之「戛」字，異矣！據舍舅云，此番場中主前說者止四

卷，何其少耶？弟本應趨候，驟熱未能。南兄長途勞頓，宜稍休息。先此，順請潭

祉，不既。槎客七兄先生師事，愚弟周春頓首。

按：法式善《清秘述聞》卷八，乾隆五十二年丁未科會試，首場題「子路共

之」二句，「故君子尊」三句，「孟子曰道」全章 11。札中言吳騫長子壽照（字

南輝，乾隆丙午舉人，即札中所言「南兄」）入都會試南還云云，知此札乾隆五

十二年夏所撰也。原釋「子路共之二句題」，「二句」誤釋為「卷」字；兩

「許又翻」，「又」字並誤「文」。

與吳兔牀書十

接讀初四日手教，具悉道履清佳。承假《尚書疏證》，草率看完，偶綴管見數

11 
法式善：《清秘述聞》，頁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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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容即錄政。見苕賈，知《復古編》外，尚有南邨《書史會要》，並歸鄴架。俟

吾屬和，專祈賜讀大作為快。〈壽杯歌〉五紙奉覽，望俯賜同作，一併擲還，以便

裝卷也。率此，順候日祺，臨穎不盡。槎客七哥先生師席，愚弟緦周春頓首。七夕

前一日。

按：吳騫《拜經樓詩集》卷五〈沈蘧翁壽杯詩同松靄大令作〉，載周春小

序云：「乾隆丙午夏五，同秉淵過陳樹屏齋頭，觀所藏銀盃，相傳為仁和沈

太史斗虹家物。……予索人繪圖，復與同志賦詩以紀其事」云云 12，此札言 

「〈壽杯歌〉五紙奉覽，望俯賜同作」，知為乾隆五十一年七月所撰也。浙江

省博物館藏周春、吳騫等著《沈蘧翁壽盃歌》鈔本一冊，即此。此札原釋文

「復古編」，「復」字誤「優」；信末「緦」字誤釋為「偲」。

與吳兔牀書十一

日前奉寄小函，並繳書二冊，想已收覽。《敬修堂集》及大著《詩話》，令舍

侄孫摘抄矣。初意潛山久留案頭，不料繙閱不及半日，即東山詩亦不甚許可，僅選

出一兩首，遽爾付還。猶記十餘年前，吾兄論參軍之刻書，嫌酒淡而和水。今潛山

之選詩，專取水而不取酒；酒或不足，甚至以糞和之，奈何奈何！潛山力詆霜柏

子，由于不諳文獻之故；至射山止選其少作，致軒不取其詠物。又如陳推高永、楊

推羲承、許推漢階，莫不擊節嘆賞。觀其進退黜陟及古律多寡之間，較之《州志‧

文苑傳》，而穢蕪過之矣。此書未必成，成亦未必刻；使果成書而刻，則吾邑百餘

年之詩人，能無太息於九京乎！弟之狂言僅可向知己道，幸勿宣布為妙。趙芸松之

書約記其有論雙聲處，需一查閱，未知鄴架已備否？如有，務祈借付為感。餘詳前

札，不復多啟。順候槎客七兄先生日安，不戩。愚弟周春頓首，八月二十日。

按：《敬修堂集》，查繼佐著，原釋「敬」字作「嚴」，誤。查氏字伊璜，自

號東山釣史，浙江海寧人。崇禎癸酉舉人，浙東授職方主事，後不復出。晚

闢敬修堂於杭之鐵冶嶺，著書其中，著有《罪惟錄志》等書，名望極高 13。札

內所言「東山詩」，即繼佐也。下文「楊推羲承」，「羲」字原釋誤「義」；

12 
吳騫：《拜經樓詩集》（《拜經樓叢書》本），卷 5，頁 4-5。

13 
許傳霈等纂輯，朱錫恩等續纂：〈典籍四〉，《海寧州志稿》，卷 12，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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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付為感」，「為」字誤「尤」；信末「不戩」，誤「戢」字，此字全書俱誤

也。

與吳兔牀書十二

昨晨寄小函，午後隨奉手札。盥讀佳章，實為冊中壓卷之作，即轉致無軒學

正矣。刻晤潛山，即云無軒行期擬於初八日，然尚未定，俟有的確再行相聞也。率

此，順候兔牀七哥先生日祺，不既。愚弟期功周春頓首，十月初四日。（以上十二札

錄自陳烈主編《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書札》墨跡）

按：「盥讀佳章」，原釋「盥」字誤「賞」。

與吳兔牀書十三

尊札未及即答為歉。茲復接到廿二日手函，領悉，謝謝。前托舍舅武原信，未

有回音也。風潮之大，目中未見。雖久旱，而北塘尚無恙，較之初白《漫興集詩》

所云，則今年年旱遠不如前辛丑之甚矣。弟自閏月以來，意欲趁此長夏料理拙著

《類纂》，無如稿既難定，鈔亦浩繁，揮汗挑燈，僅了什之三四。三月以來，刪訂

拙著，雖粗有成編，而心血過耗，怔忡大作，百疾交攻，日內如槁木死灰，頹然自

放，此久疏尺素之由，非盡關嬾癖也。昨接手教，深感注存。承示青門先生硯銘，

最為古雅。輿齋先生圖章亦舊物可愛，展閱一過，心地洒〔下缺〕。（以下三札據浙

江省圖書館藏墨跡迻錄）

與吳兔牀書十四

〔前缺〕而火化又與燥化不同，倘寒反勝者，又須治以甘熱，再憑脈狀消息

之，無不立愈者，此上半年沿法也。現在四之氣，涼至暑化；五之氣，陽去寒來，

所謂風司於地，治以酸溫，佐以苦甘，以辛散之。夫當酸化之時，陽明升天，脾土

受邪，方有湌泄鳴滿之患，且保護之不暇，而過用涼劑，宜不見益而見損矣。管見

因時氣而眼痛者，下半年當不藥自癒。何以故？少陽之病為目，赤交元委，則火邪

自退也。首兼本元者，更當加以調攝耳。時醫往往不明此理，幸博雅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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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飲、朗齋二公到府，希靜養，不必急急也。齊豐香市，未有如此番之不熱鬧

者，骨董只一攤，毫無所有，昨晚已還杭矣。府考之說，弟不過道聽塗說，但敝友

頗不妄語，確有見聞。弟初亦不深信，徐窺蹤跡，似屬可疑。據云仲兄及俞老雲大

約採名，以掩人耳目，兩鞾無五百貫白情，恐終歸無濟。仲兄未必抵首，老雲未必

十名前，賢太守雖十分認真，不免為冬烘所賣也。此言甚似有理，所以弟誤信之，

或視詵兄因人受過，亦不可知耳。率此，聊代面談。順候日安。後二幅付丙，不

宣。兔牀七哥先生師席，愚弟周春頓首。十三日。

與吳兔牀書十五

〔前缺〕代弟致懷。賤性披閱頗速，窮日之力，《檀几叢書》已涉獵一遍矣。

舍姪到館時，即奉繳也。《聚珍版書目》另楮呈覽，祈便中賜假。再《八叉 乾

子》，未知各家書目著錄否？亦望查示。日內恐妨駕臨，深以輶褻為歉。次兒承貺

隆儀，拜登，謝謝。佳繪瀟灑，古雅逼真，徐青藤才人，無所不能，尤可寶也。晤

別後，即有力上省，日內諒已旋府矣。未知失去物件約值若干？但使四庫依然，百

城無恙，則此賊之罪尚可減耳。

前賜假聚珍版書，連蔡志共三十五本，第一次奉還十八本，第二次奉還《大戴

禮》、《敬齋古今黈》、《墨法集要》三種，共九本；又《書錄解題》八本面繳。案

頭已無餘賸，望查檢為感。忠賢遺墨頗多疑竇，恨匆匆閱過，未暇細考，法鑒以為

何如？率此，並候兔牀七哥先生日祺，不既。愚弟周春頓首。廿九日。

小學庵銘

錢子廣伯，私淑楊園，名其庵曰「小學」，蓋兼取諸放翁也。余為之銘云：

古之小學，乃指六書。今之小學，本於宋儒。徽國編纂，深切非迂。蒙以養

正，入聖之初。大學相對，小大何如。錢子講道，與世岐趨。以之名庵，

憲章程朱。下學上達，聖賢為徒。吾作銘辭，甘旨勿渝。（據管庭芬《海昌續

載》卷二引《松靄文略》，北京國家圖書館藏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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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記附識

賈雨村者，張鳴鈞也，浙江烏程人，康熙乙未甲科，官至順天府尹而罷。首回

明云雨村湖州人，且鳴鈞先曾褫職，亦復正合。此書以雨村開場，後來又被包勇痛

罵，乃《紅樓夢》中最著眼之人，當附記之。十月既望又書。（錄自《管庭芬日記》

嘉慶二十一年六月七日條）

按：前輯嘗錄周氏甲寅中元所撰〈紅樓夢記〉一文，今見管君所鈔，文末復

有附識一則 14，今錄存之，以附前輯此〈記〉之末。

淇縣典史汪公家傳

汪公諱楷，字南有，紹興蕭山人。少治儒學，善屬文，數試於有司，不見錄。

讀律，游官府，既而曰：「是不祥之術也。」又棄去。賈吳楚間，用資為淇縣典

史，凡八年，以病辭免。尋依所親於廣州，不遇，客死逆旅。

始公之服賈，就時節嗇，稍稍制田產。其去官，念父母家居，幸有產，可供子

職也。比歸，則弟模為博徒所蠱，破產幾盡，受產者且以子錢重困模。人皆度公必

據產以訟，即不訟，亦必不為弟償負。公曰：「吾何忍緣博徒辱吾弟，置不問？」

代庚其子錢。前里中有同產子爭財相告訐，至是，涕泣相誡曰：「吾輩殆非人。可

使十三先生知邪！」十三，公行也。

公在淇視獄，遇非辠繫，廉知之，必請於令，為辨雪。令素服公狷潔介介，往

往為覆鞫，多釋者。自不輕撻人，偶撻人，輒為不怡屢日。典史祿歲不及百金，相

沿以慶生日、受辭訴以濟匱。公曰：「吾雖卑官，亦民之父母，奈何沓墨不自愛，

甘百姓詬罵邪！」一切罷止。屑蕎麥為飯，瀹茗讀書，充然甚樂也。

妻王、妾徐，力女事過貧家婦。公相與勞苦之，指其子語曰：「吾非不能殖

生，此不才，則所傷大耳。」王、徐，世所稱蕭山兩節婦者也。子，輝祖也，以博

學篤行聞天下，乾隆四十年成進士。

贊曰：兩漢時，長吏以下，皆以士人為之。故西漢黃次公為陽夏游徼，朱仲

卿為舒桐鄉嗇夫，後並躋公卿，負時重望；而東海仇季智，以蒲亭長入太學，成

14 
〔清〕管庭芬撰：《管庭芬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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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儒，此其尤著者也。若公，非其流亞與？公往過嶺，持輝祖誡曰：「讀書當求做

人。」嗚呼！豈不信乎！（錄自汪輝祖編《雙節堂贈言集錄》卷一，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

節孝汪母徐太孺人傳

太孺人姓徐氏，鄞人，蕭山進士汪輝祖之生母，而淇縣府君之妾也。府君元配

方太孺人；王太孺人者，繼室也，後太孺人歸府君。

府君之柩之自廣州反也，太孺人以不獲鋪絞衾、視含，慟且絕。王太孺人即柩

前號曰：「天乎！上有七十歲姑，下有十一歲孤兒，若死，誰輔余爲吾夫子事姑字
孤乎？」太孺人瞿然悟，勉進糜粥。

未幾而家難作，輝祖偶出戶，即爲無賴子狙伺，持以去，求賄而後釋之。王
太孺人不知所爲計，有勸卜居者，太孺人毅然曰：「若輩於吾兩寡婦何憾？特疑有
財，私稺子耳。吾無私財，終必白。且吾族黨與吾比鄰久，即不能公言，將必吾

諒。他之，倘若輩蹤蹟，吾仍昏夜譙訶，壞門壁如前，且而萬一有異辭，吾兩寡婦

何以取信族黨？」王太孺人韙其說，止弗遷。於是護視輝祖日益謹，而課其學日

勤，少失程度，即奉朴王太孺人，求創之。或以爲言，太孺人謝曰：「小子實承三
世祧，不可不令有成立。異時人以失教咎其兩寡母，辱及其先人，吾即死，吾何以

死矣？」

叔比無賴子，蕩府君產，更向太孺人索錢快博，已而挈妻徙。迨輝祖文游，朝

夕裁給。叔孑身復來歸，太孺人誡輝祖盡子職，周其衣食，曰：「毋令先人抱手足

之痛也。」太孺人卒於乾隆二十七年，後二年，與王太孺人並以節孝得旌，建坊曰

「雙節」。

周蓮曰：昔同年友仁和嚴鐵橋，以所作〈夜績課兒圖〉示余，因得聞蕭山汪氏

兩母教子事。既見陳句山太僕撰〈徐太孺人傳〉，及鄭君題跋，而歎徐太孺人之所

處尤難也。進士嘗謂余：「不孝讀律佐人，漸廢制舉業。自先生母棄養，甚恨，始

壹志求舉。今舉會試，而生母不及見矣。悲夫！」余聞而惄然。歐陽子云：「見其

子之賢而有立，則知其母之義方。」進士制行畜德，以身章其母，余甚慕之。余故

次太孺人立孤大端著於篇，補太僕〈傳〉之軼云。（錄自汪輝祖編《雙節堂贈言集錄》

卷二）

按：此文《雙節堂贈言集錄》原題「海寧周蓮撰」，即周春之兄也。然據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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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耄餘詩話》卷九云：「乾隆壬辰，蕭山汪龍莊（輝祖）客縣署中，貽長箋

及母王、徐兩孺人〈雙節事略〉，乞先兄及余撰文。先兄計偕未歸，余為撰

〈傳〉，又代撰〈墓誌銘〉各一首。君來謁謝，母喪未除，欒欒毀瘠。」15是

此傳乃周春代撰，晚年追憶，誤為〈墓誌〉耳。據《詩話》所述，則此二文

乾隆三十七年撰也，是年壬辰科會試，其兄計偕未歸。復據汪輝祖《病榻夢

痕錄》，汪氏生母徐氏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卒，王氏則卒於乾隆四十年三月 16，

《詩話》言撰此二文時，汪輝祖「母喪未除」，亦誤記也。此傳所言「陳句

山太僕撰〈徐太孺人傳〉，及鄭君題跋」，指陳兆崙〈汪節婦徐孺人傳〉及

鄭嘉禮〈書汪節婦徐孺人傳後〉，見《集錄》卷二、卷七。

溪上思二首（用雙聲體，次皮、陸元韻）

殘樵從驟晴，豔野有遙雨。沙深失瘐蔬，纜繚留來櫓。

卑栢邊迸波，冷蓮裏流浪。蟾上若朱提，蝶停同駘盪。

溪上思又四首（用前體，不次韻）

淼茫名每迷，空濶豈堪跨。舊屐懼橋窮，高竿驚閣架。

載酒進尖槳，真珠醮隻舟。惺鬆雪蓑碎，欵乃煙影幽。

淒清粲翠草，浩汗銜紅荷。籠離鷺立歛，岸仰魚喁俄。

奮發風方飛，悠揚雲欲曳。頓當點滴多，重值躊躇滯。

山中吟二首（用疊韻體，次皮、陸元韻）

仙泉煙連妍，客屐石積碧。詩遲知時思，奕適迫夕惜。

颼飀鳩鉤輈，剝啄鹿觳觫。葫蘆沽途晡，蹴踘逐谷曲。

15 
〔清〕周春：《耄餘詩話》卷 9，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

1700冊，頁 2。
16 
〔清〕汪輝祖：《病榻夢痕錄》（光緒間刊本），卷上，頁 22，又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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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吟又四首（用前體，不次韻）

闕月沒硉兀，雄虹烘空濛。嶂上望放曠，櫳中通沖融。

沙槎遮了叉，屋竹矗綠縟。招要樵寥梢，局促牧獨束。

坡陁多婆娑，略彴卻索寞。岑深禽吟瘖，壑涸籜落薄。

絕岊雪滅潔，長岡霜揚光。境冷省影靜，牀涼嘗觴香。（以上四題錄自《著書齋偶 

吟》）

按：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徐光濟輯《汲脩齋叢書》，中有松靄《著書齋偶吟》

一卷，原序已見前輯遺文，詩僅四題，皆用雙聲、疊韻體，蓋一時興到之作

耳。

題桐陰小牘寄兔牀二絕句

買婢妾來媒自誤，妾來嫁女德何如。他年百鍊成高隱，此事還須載筆書。

談經石澗頗紛挐，子是生稊誰是花。忘卻山風初六在，試分嫡庶果無差。（元

注：此首因潛山詩中論《易》而作。）（錄自吳騫輯《桐陰小牘》，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

按：乾隆癸丑，吳騫室人魏氏病，為置一妾，以侍巾櫛。吳騫詢知為名家

息，決計不納，遂以為義女，備奩具而嫁之，聞者咸高其義，事詳陳鱣《簡

莊文鈔》卷五〈述義記〉，此詩即詠其事。

題紅樓夢四首

青童暫謫到人間，風貌羊車擲果班。夢裏香衾窺也字（用《說文》），尊前寶袜

隔巫山。玲瓏怕壓黃金釧，宛轉愁連紫玉環。卻笑多情寧有種，休將雛鳳便輕刪。

古來難解有情癡，刻骨銘肌不自知。紅粉白楊留盼盼，冰天雪窖憶師師。傷心

錦帕千條淚，得意花箋幾首詩。玉臂鏤成新樣巧，憐他個個阿孩兒。

敲斷珠釵十二行，銀河碧海總茫茫。通侯甲第樓三戟，豔女丁年夢一場。豈有

宓妃求薦枕，更無賈氏愛偷香（通韓椽者，乃陳騫女，玉溪生詩誤也）。空門意味元如

此，炙手繁華瞥眼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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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公白髮寄閒情，剩黛殘脂費品評。翼簡世勳殊舛錯，富平家牒劇分明。朝朝

暮暮吳雲散，歲歲年年蜀鳥驚。繡虎才高揮彩筆，公然名士悅傾城。

再題紅樓夢四首

滿天華月上紅樓，半照追歡半照愁。對影聞聲思悄悄，卸妝解珮悵悠悠。此時

百事逢張角，何日雙星會女牛。一線柔情牽未斷，漫誇將種冠軍侯。

廋詞隱約姓名傳，雙木林替小比肩。廿載江南持使節，一門薊北寫吟箋。同心

梔子當窗豔，幷蒂芙蓉出水鮮。試踏石頭城外路，蘼蕪漲綠起寒煙。
休言賈假與甄真，須識劉盧是世親。香案素書仙眷杳，玉壺紅淚俗緣新。三生

幻化三生石，萬古相思萬古塵。此別更無腸可斷，菱花還憶畫眉顰。

氣吐幽蘭夢想通，覺來潘簟已牀空。多情合似鴛鴦鳥，介節誰知玳瑁蟲。才子

回頭成古佛，神仙退步驗英雄。金童玉女風流甚，收拾瑤函蕊笈中。（以上二詩錄自

《管庭芬日記》嘉慶二十一年六月七日條）

題王西莊閉戶著書圖

東瀕滄海岡崢嶸，靈秀昔鍾四先生。練川二老今齊名（謂西莊光祿與竹汀宮

詹），儒林文苑皆合幷。清卿移居亞字城，閉戶著書歲月更。七堰八門六十坊中推
耆英。君不聞濟南伏，口授《尚書》讀。又不聞緱氏杜，《周官》精訓詁。通經往

往登上壽，況兼諸史言尤富。包羅子集無挂漏，壓倒元美追伯厚。一卷應須添一

年，數百卷直同彭籛。披圖福地開琅嬛，雙松礧砢藤花懸。掘麟角管磨丹鉛，共羨

方瞳綠髮蓬萊仙。我亦覆瓿滿家空自憐，安得如公一時紙貴千秋傳。（據上海圖書館

藏墨跡迻錄）

題管月楣影談

我聞談有聲，不聞談有形。奈何揮麈尾，談乃以影名。對影常相愛，照影或相

驚。要之書空幻，一一從心呈。管子雕龍才，海國詩文鳴。間將生花筆，寫此世俗

情。稗官難悉數，約略我能評。搜神晉有寶，續著惟淵明。唐讀宣室聚，宋彖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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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近時王漁洋，最賞蒲松齡。降而隨園叟，雅謔勸公卿。文人多侘傺，塊壘胸中

橫。嬉笑雜怒罵，聊以抒不平。君今年方壯，勿與齊諧爭。沈酣窮經史，研練賦都

京。群言資薈萃，著述括菁英。即看飛譽起，照耀詞場榮。蒙莊有妙喻，長影須疾

行。倘逢張子野，佳句再三賡。露頂同抵掌，大笑任絕纓。（錄自《管庭芬日記》道光 

六年四月十一日條）

和秦小峴告歸述懷四首

解組言辭肅政臺，扁舟載石泝江隈。宦情澹似李成筆，歸思濃于張翰杯。南楚

芷蘭留去詠，西湖梅柳憶親栽。耦耕倘許來陽羨，百尺同岑託異苔。

米壺朗映喜雙清，上策休官萬事輕。直以此身關出處，肯將所學負平生。愛閒

乍歛風雲氣，任達常懷水石情。只恐寰區猶屬望，抗章讀罷共心傾。

煙霞舒卷五湖天，勇退真同不繫船。白傅高吟非守歲，歐公著錄是歸田。海隅

瞻斗思前度，衡衛攀車話後緣。記否歡騰十一郡，叟童歌頌自年年。

碧山續社願無違，石作書牀薜作衣。鷗本何心迎遠渚，燕曾相識到幽扉。梁溪

水畔攜琴出，寶界峰頭采藥歸。甲子重周今日始，仙桃花發釣魚磯。（錄自上海圖書

館藏《吳兔牀先生未刊稿八種》第一冊）

安壺歌

陳默齋騎尉所藏，有銘，釋其篆文為「聶姐娂作安壺」六字，且審定其物當

是嚴仲子為聶政母作也，因賦此詩：

安壺銅色凝青翠，生光照眼土花漬。釋銘定為戰國器，篆法工整東周季。古

文聶與品形類（三口為「品」，古文亦為「聶」，見郭氏《汗簡》引裴光遠《集綴》），參

稽春秋溯夏世。諧聲減筆無疑義（唐氏《九經字樣》云：「春秋『嵒北』，經典相承作

『聶北』。」此音近也。又《淳化閣帖》夏禹書「聶」作「 」，此省文也），或疑姐字偏

旁異。須知女右吉金例（銘文作「 」，案季媍鼎「媍」字、婦庚卣「婦」字，義母匜

「姞」字、敆姬壺「姬」字，並女旁在右；惟劉公輔「嫮」字，女旁在左），妅字後出韻

所棄（蓋銘作「 」，器銘作「妅」。按此字不見於《說文》、《玉篇》，即《廣韻》亦不收，

至丁氏《集韻》始有之，音洪，訓女字，當因銘而增也）。合釋三文非架僞， 匾分明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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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識。因之恍悟修書事，軹深井里迺秦地。秦蜀語通習童稚（《說文》：「蜀人謂母曰

姐」，茲也切；《廣雅》又子倚切，母同韻異），小人有母姐嫈侍（《戰國策》作「嫈」，《史

記》作「榮」）。想政潛偕母姊避，臨淄一廛隱屠肆。濮陽仲子枉車騎，奉金奉觴壺

新製。安老用蘄綰綽意，主賓歡樂歌既醉。慨當以慷孝勇備，母終天年身可使。報

知己恩戕俠累，上追曹豫差無媿。髮植穿冠怒裂眥，後來接武荊卿刺。讀龍門傳驚

生氣，是母是子義烈萃。女稟母教成閨懿，晉楚齊秦仰高誼。此壺此時虞失墜，神

物呵護藏瑤笥。二千餘載留珍祕，伯鼎叔彝同位置。欲向雲亭問奇字，原父南仲相

擬議。張（掄）王（俅）翟（耆年）薛（尚功）又其次，集錄庶快歐陽嗜。吁嗟壺兮

足寶貴，爰賦長歌補《史記》。（錄自潘衍桐《兩浙輶軒續錄》卷七；又管庭芬《海昌叢

載》卷十七，北京國家圖書館藏稿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