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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西湖副刊

郭 琳

2015年炎夏，一个年轻人，在全亚洲现存最古

老的私人藏书楼，宁波天一阁，发现了明清之交大

文学家张岱《琅嬛文集》的手钞本。书中所收的张

岱近五百首诗和二十余篇文章，两百年来从不为人

所知——张岱的传记今后恐怕要改写。

2016年春节前夕，根据此钞本编校的沈复燦

钞本《琅嬛文集》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陶宜人者⋯⋯十六归先子，以奁薄失欢于

朱恭人。见面未尝不唾骂，骂不已则跪，跪不已

则继以掌掴。我母私室下泪，闻怒呼，不以粉拭

泪痕不敢出也。”

陶宜人，张岱的母亲，十六岁嫁给他父亲，因

为嫁妆不多，所以婆婆不喜欢，见面就骂，骂不够

就让跪，跪不够就直接打脸——够不够生猛？

更生猛的是写法本身——古语云，家丑不可外

扬，张岱以这种方式写自己的祖母，不用说在“温婉”

为女性形容词标配的古代，便是今天，也够大胆。

不过这一版本两百年来从未有人注意，这一

版本，正是去年夏天刚刚在全亚洲现存最古老的

私人藏书楼天一阁发现的——沈复燦手钞本《琅

嬛文集》（以下简称沈钞本）。那个大喜过望的年

轻人，叫路伟。

在过往的通行本中，这段被删改成了“失欢

大母”。大约张岱自己都觉得过于劲爆，改掉了。

1、
《琅嬛文集》，张岱亲自编选之诗文集，又经

友人王雨谦“痛芟雠校，在十去七”——所以“失

欢大母”云云，亦有可能是朋友建议。

人皆知张岱的《西湖梦寻》《陶庵梦忆》《夜航

船》，但若从研究角度看，价值最高的莫过《琅嬛

文集》。《琅嬛文集》所收文章，尖巧生新，跌宕多

姿，张岱之所以为张岱，多半体现在这里。

这套在天一阁发现的沈钞本，不仅比此前流

传多年的《琅嬛文集》通行本（以下简称通行本）

多出近五百首诗和二十余篇文章，而且补足了此

前通行本的多处缺字。

要说说钞书者。沈复燦，字霞西，山阴（今浙

江绍兴）东浦人。幼贫，不能事科举，遂隐于书

肆。收藏书籍数万卷，尤重乡贤著述，家辟鸣野

山房藏书阁。也钞书，也刻书，也贩书，也藏书，

嗜书似命。

事实上，沈钞本在《清人别集总目》和《清人

诗文集总目提要》中都有著录，但从没有人提及

此书具体内容。它一直沉睡着。

一百年来，张岱的诗文集也有不少整理者，

为什么没有见到或关注到沈钞本，是以为入天一

阁借阅殊非易事，还是以为此版本同别的版本并

无二致，不得而知。

2、
且先说张岱热。

张岱开始流行，其实是民国新文学运动兴起

后的事。

身为明朝遗民，他的诗文中多有反清复明的

言语。众所周知清朝（尤其康、雍、乾三朝）文字

狱之烈。虽然嘉庆后趋于减弱，但沈复燦钞完此

书后，估计是将其压在箱底的，顶多同挚友私底

下赏玩。

又，张岱受公安、竟陵派影响甚深，走性情路

线，在以桐城派为正宗、追求雅正文风的清朝，属

于“旁门左道”。

因此明清之交张岱还有些声名，到清代中

叶，便成了人口中的“张岱是谁”，要转身去查查

资料才知道了。其著述虽在清代有部分刊刻，也

不过《西湖梦寻》《陶庵梦忆》等闲淡感伤的小书，

其余则孔壁深藏，“虽偶有传钞，然命系一线，设

若一遇水火兵燹之厄，则化作劫灰”。

直到民国新文学运动。

彼时的出版物如《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等，选

了一些轻盈文字作为新文学的来源——为了反

对复古，追求思想自由，周作人把新文学的道统

直接接到了晚明，接到了公安、竟陵，接到了乡贤

张岱、徐渭身上，并认为这是新文学的古代形式，

借古人给自己壮声势，正统的桐城派反倒成了

“谬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文学的风水

也轮流转。

由此张岱成了古代文学家中的红人，他的文

字也就不断被挖掘出来，一百多年来，研究者如

过江之鲫。

自然也是因为时代文风的再度转移，张岱热

此后长盛不衰，“梦寻”“梦忆”竟成流行读物。

3、
再略说几句张岱的明遗民身份。

沈钞本中，一篇《讳日诰文》中写到他为什么

明朝灭亡后不自杀殉国，是因为胸中还有复明大

志，花了大半生心血的《石匮书》还需要增订⋯⋯

此版本中又赫然有未曾面世的《上惠王笺》

《上鲁王笺》等重量级文章。

崇祯煤山自缢，明宗室在南方先后被拥立为

帝，鲁王朱以海是其中一位，监国于绍兴。一年

多后清军过钱塘江，鲁王遂仓皇夜遁，浮海退至

舟山。

按张岱《上鲁王第二笺》中所写，他曾从绍兴

走到台州，“胫血缕缕至踵”，脚后跟走出血来，把

鲁王请到绍兴。

此后他被任命为锦衣卫都指挥使，职位颇高

的武职官员——从前只知他参与过南明政权，却

不知道他参与得如此之深。

此外文中还有诸多轶事，都是鲁王政权史料

的重要补充——这一段历史，史料流传不多。

张岱曾祖是状元，祖父是进士，他则科举不

顺，最终不过一个老童生，这对他来说始终是个

心结。他参加南明，积极为鲁王出谋划策，足见

其建功立业之心未死，拳拳于故国而不能忘怀。

但时日不久，他又收到鲁王臣子们的连番攻

击：不过一个纨绔子弟，又无科名，凭什么居此

位！不过一两个月，张岱自动去职。

鲁王离开绍兴后，张岱也躲进深山老林避

祸，从此不太过问政治，但总是耿耿于怀。

4、
继续说沈钞本对于张岱研究的一桩重要事

体。

新发现的四百多首诗中，七律最后一首是张

岱 87 岁除夕写的，是他有年代可考的最晚的作

品。

张岱有个习惯，喜欢在除夕和新年做诗——

他一直渴望他的反清复明梦能够实现。

而这直接牵涉到的，是张岱的卒年。关于他

的卒年一直有各种说法，各色研究者循着蛛丝马

迹考证出张岱活了 60 多、70 多、84、88、93 岁⋯有

此诗，88岁以前的说法就可以过滤掉了。

顺便多提一句——今天留存张岱诗歌属晚

年的居多，并非因他年轻时性懒，而是写的诗被

友人批评不够好，他便一把火烧了诗稿。也是任

性。

直至今日，人爱他“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

好美食”的豪奢，爱他“人无癖不可与交”的傲骄，

爱他“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的

清新扑面，爱他“且待小僧伸伸脚”的拐弯抹角

——如是种种，与他颠沛流离的身世一做对照，

那种骨子里的通透，合当高寿。

5、
回到天一阁。

现存的沈钞本其实分置两处——四册保存

在善本库房，已经过修补，并全部扫描，张岱诗尽

收其中，四册中占了两册半，偶有虫蛀造成的缺

字。第五册却孤零零藏身于普通古籍库。

便要简单提及天一阁藏书。今日的天一阁

藏书，分为几大主要来源：一是天一阁旧藏，即藏

书楼主人范钦家族留下的书；二是萧山朱酇卿的

别宥斋藏书（沈钞本即为别宥斋旧藏）；三是浙东

藏书家、目录学家冯贞群的伏跗室藏书。此外还

有一些来源，但三者为大宗。

天一阁旧藏是从明代后期开始延续的，而别

宥斋藏和伏跗室藏却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

捐赠。

在那个特殊年代，捐赠的含义尤意味深刻，

有时只是人事时势逼迫下的迫不得已。朱氏的

别宥斋藏书据说当时是大板车拉去的。书犹如

此，人何以堪？朱酇卿则是含愤而死。

那第五册被保存于普通古籍库的沈钞本，待

路伟见到时，已是“朽敝残破，片片揭之，犹如雪

蝶群飞”，俨然蠹鱼的安乐窝。

但第五册与善本库四册笔迹如出一辙，内容

一致，避讳字也一致，应为同一部书。善本库四

册只能根据避讳字判定是清嘉庆钞本，而残破的

第五册卷首则署“山阴沈复□手钞”，缺字存左半

“火”字旁。于是猜测为张岱的老乡沈复燦，对照

别的沈复燦钞本笔迹后确认无疑。

书没有标记次序、总册数，因此是否还有第

六册第七册，不得而知——倒也是暗合了张岱的

人生。

七八年前在浙大的书展上，簇拥而来一群学

生，其中一人清癯腼腆，手一碰书，便如时间停

滞，最痴迷，最后买的书最少。

腼腆后生常来书店，彼时通雅轩还是“二楼

书店”，他是常来的“稀客”之一。门铃“叮”地一

响，人已闪入，蹩至角落，翻书的身影如同雕塑，

许久不见动弹，一两个时辰后，买三两本小书，门

铃又“叮”地一响，身影已在玻璃门外。

来书店，从未打过招呼，不意对眼，至多点

个头。

一日，又至书店。临走，柜台前突然叠起巍

峨的一摞。正惊讶，他说，开张发票。原来是浙

大硕士毕业后进了浙江古籍出版社。

至此，仍旧不知姓名。

又一日来书店，径直找店主，始报上大名：路

伟。他说自己刚做了一本书，张岱。听完究竟

后，店主大惊，但又觉至合情理——只有一根筋

的“书蠹头”，做事心无旁骛，方能有此发现，如得

神助。

后来见到一篇同事写他的文章，形容他“走

廊上迎面看见”，“低头沿着墙壁走路，不敢抬头

看人”，但稍熟稔，便大不同，内与外迥若两人。

他自嘲是“好事之徒”，喜欢整理古籍，做古

籍传布的事，不足三十岁的身体里藏着一个浩繁

的小宇宙——“宁可古人负我，留下很多没价值

的东西；我不可负古人，不可使其心血枉费。”

于是感叹，百年来张岱研究者层峦叠嶂，为

什么有此发现的却是一个年轻人？想起过往的

一瞥又一瞥，记下一笔，或正应了那句“因果不

虚”。

（注：路伟，85 后，浙江古籍出版社编辑。浙

江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硕士，好学深思，嗜书如命)

特别
关注 五百余篇张岱佚诗文

惊现天一阁编者按

读书，沉潜，思考，发现
“杭州日报读书会”即将成立

潘 宁

一个腼腆少语的年轻人，从百年来层峦叠嶂的张岱

研究者中脱颖而出，发现了明清更替时期大文学家张岱

的《琅嬛文集》手抄本。这是学术界的一大惊喜。带来

这个惊喜的年轻人是个酷爱读书的浙大硕士毕业生，

“手一碰书，便如时间停止”，“翻书的身影如同雕塑”。

这样的身影。

他能够打动我们吗？

当下时代，一切犹如机器高速运转。而一个凝固不

动的读书的背影，如同一根针掉落在地上——我们在轰

鸣的时代声音里，还是听见了他安宁的心声，他安静得

令我们得以检视自己的浮躁。

沉潜下来，阅读，思考。

让阅读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常态。

我们试图搭建一个读书人的平台，试图发现更多

“翻书的身影如同雕塑”的读书人，试图让喜爱阅读的人

们更多地增添交流、互动的机会。

即将推出的“杭州日报读书会”正是这样一个凝聚

读书人的平台。

它从今天开始，从写过《西湖梦寻》《湖心亭看雪》的

张岱开始——几百年前，张岱写过雪后西湖，“天与云与

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

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寥寥数句，犹如画

笔掠过，勾勒出天地静美，而湖山浓淡相宜，人心淡泊

——唯有读书才能与历史深处的景色相遇。

这座古城向来有着沉静内敛的气性。入诗，入画，

历朝历代，深入人心。

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新年伊始，杭州成为国

内第一个、全球首批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学习型

城市网络的城市——连联合国都被这座古城的书卷气

打动了，而且，赋予我们“全球学习型城市网络”这样的

定位——我们的城市有优秀的公共阅读设施，有小而美

的书店，有先进的移动阅读供应商，有辛勤执笔的作家，

有大批热爱读书的人。这下好了，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敦

促我们读书。

我们的读书会将会利用媒体所掌握的各种资源，运

用“互联网+”思维，推出特色读书、主题讲座等多板块内

容，力图打造有城市特质的读书社群。

我们还将利用流行的大数据以及资源，定期推出市

民阅读榜单，这份榜单不仅仅只是一份常见的图书销售

榜单，它更愿意提供一些我们还未察觉的好书、好作者，

要知道，每个人的阅读层面总是有局限的，这份榜单可

以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

我们愿意为读书人打造一个小型俱乐部，尽可能利

用精准有效的传播，吸引更多读书人，以及那些崇尚学

习的企业加入进来。

我们的读书会更愿意把好书送到城市务工人员手

里，送到那些偏远地带，让更多的人能享受到阅读带来

的又一个世界——在我们看来，如果我们已经使他们逐

渐养成读书的习惯，那么这样的一个常态，一种习惯，更

理应得到更好的维护。因此，这样的送书活动我们已经

坚持了多年。

“手一碰书，便如时间停止。”

愿我们在这里相聚，愿我们都能找到读书的快乐，

愿我们读得愉快，读得顺利，读得若有所思。

杭州日报文艺群

本期读书会合办：
浙江古籍出版社、通雅轩古籍书店
本期读书会合办：
浙江古籍出版社、通雅轩古籍书店

杭州日报读书会新年有礼：
赠送《琅嬛文集》

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1月出

版，定价45.00元。这可是滚烫出炉

噢，刚刚从印刷线上下来，还散发着

墨香。为了回馈读者，通雅轩书店

将提供5本新书，送给有缘人。

欢迎加入杭州日报读书会。你

可以和我们一起——

a 成为新书试读员，阅读最新

图书，递交相关书评，优秀书评将有

机会发表在杭州日报，并在微信平

台上强力推荐。

b 通过参与杭州日报读书会活

动，获得读书会合作机构的优惠体验。

c 有机会参与在杭州举办的各

种作家见面活动、新书发布会。

d 报名方式，加入“杭州日报文

艺群”微信公众号，回复“读书会+

姓名+电话+想要这本书的理由”，

我们会有专人联系你。

两百年来从不为人所知
有关张岱的传记恐将改写

不可负古人
——路伟小记

天一阁藏沈复燦手钞本

《琅嬛文集

》书影

郭 琳郭 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