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NZHOU
CULTURAL　RELIC     

第十二辑

出版社

编



出 品 人 　江　吟

责任编辑　叶康乐　伍　佳

责任出版　李　兵

出版发行　西泠印社出版社

地　　址　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 32 号 E 区 5 楼

邮　　编　3100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　　版　杭州如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mm　1/16

印　　张　9.75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8-1673-2

定　　价　48.00 元

温州文物 . 第 12 辑 温州博物馆　编

　　温州文物 . 第 12 辑 / 温州博物馆编 . -- 杭州 : 西
泠印社出版社 , 2015. 12  
　　ISBN   978-7-5508-1673-2

　　Ⅰ . ①温… Ⅱ.  ①温… Ⅲ. ①文物工作－温州市－文
集 Ⅳ . ①K872.553.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 308549号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温州文物（第十二辑）编委会名单

学术顾问

张如元　洪振宁　金福来　金柏东

蔡钢铁　潘一钢

编辑委员会

主　　任：吴　东

统　　筹：李　震

委　　员：（按照姓氏笔画排列）

　　　　　马　炯　王同军　王　榕　伍显军　阮　静　余求红　吴　东

　　　　　李　震　杨思好　高启新　温巧燕　董　姝　谢作拳

主　　编：王同军

编　　辑：方长山　谢作拳

特邀审校：卢礼阳

封面题签：沙孟海

封面设计：陈　宇

法律顾问：詹海霞

通信地址：浙江省温州市市府路　491 号　温州博物馆
邮政编码：325014
联系电话：0577-56988698
编辑部邮箱：247896474@qq.com



目　录
contents

胡珠生纪念专辑
胡珠生先生简介………………………………………………………………………………………001

胡珠生先生学述（两篇）………………………………………………………………… 胡珠生 002

悼念胡珠生　……………………………………………………………………………… 汤志钧 011

人生道路坎坷　学术成果辉煌 ─追悼老友胡珠生先生　 ………………………… 章志诚 012

困学斋主的学术道路　─怀念胡珠生　……………………………………………… 陈学文 015

如沐春风，胜似伯仲　─与胡珠生先生交往回顾　………………………………… 陈继达 020

怀念胡珠生先生　─写在《大罗山志》出版十五年后　…………………………… 王学钊 024

怀念胡珠生　……………………………………………………………………………… 谷尚宝 026

治学之路与爱乡之情　…………………………………………………………………… 顾钟麟 028

温州文献丛书的肇始者　………………………………………………………………… 黄胜仁 032

累倒在稿纸堆里的读书人　─悼胡珠生先生　……………………………………… 沈克成 034

共事《温州文献丛书》的忆怀　………………………………………………………… 陈增杰 036

痛悼胡珠生先生　………………………………………………………………………… 吴明哲 040

故纸堆里淘金的胡珠生先生　…………………………………………………………… 陈光熙 042

心香一瓣祭师友　─怀念胡珠生先生　……………………………………………… 金柏东 044

胡珠生先生与会党史研究　……………………………………………………………… 邵　雍 047

胡珠生先生与会党史研究　……………………………………………………………… 蔡克骄 051

孜孜以求　学术创新　─胡珠生创造温州社科界多个第一　……………………… 洪振宁 054

“东瓯”引起的误会　─谨以此文祭奠胡珠生先生　……………………………… 潘猛补 056

怀念前辈胡珠生先生　…………………………………………………………………… 张卫中 059

记忆中的胡珠生先生　…………………………………………………………………… 卢礼阳 06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怀念胡珠生先生　………………………………………………………………………… 陈贤宝 068

胡珠生先生对清代洪门史研究的贡献　…………………………………………朱青松   夏诗荷 070

大师风范　诲人不倦　─谨以此文纪念胡珠生老师　   …………………………… 伍显军 077

追忆胡珠生先生　   ……………………………………………………………………… 胡念望 080

我心目中的胡珠生先生　………………………………………………………………… 徐逸龙 082

胡珠生与温州地方史的写作　…………………………………………………………… 方长山 091

蔼然可亲　有问必答　…………………………………………………………………… 易瑶瑶 096

纪念尊敬的胡珠生先生　………………………………………………………………… 谢作拳 098

关于胡珠生先生那些不曾忘却的记忆　………………………………………………… 倪　曲 101

温州一代史学巨匠胡珠生走了　………………………………………………………… 余炳连 105

温州文史界痛失一面旗帜　……………………………………………………………… 华晓露 106

宋代温州地图学成就　…………………………………………………………………… 潘猛补 107

瓯海道为政以德　积谷山植梅交友——简述张宗祥在浙南当政时期的二三事　…… 李惠明 111

《便止亭记》碑文校释及其历史价值　……………………………………… 陈贤宝　尹津敏 116

宝胜寺塔佛像赏析　…………………………………………………………… 罗祖雄　尤晓光 123

绍兴图书馆与浙局刻本《墨子》　……………………………………………………… 蔡　彦 127

温州区域博物馆群建设研究　………………………………………………… 高启新　周春香 134

县（市）级博物馆基本陈列刍议　─以瑞安博物馆为例　………………………… 贾瑞新 143

1974 年国际博协定义对博物馆人格化形象的塑造　 ……………………… 刘　迪　黄国飞 148



WENZHOU CULTURAL RELIC     001

温州文物十二辑之胡珠生纪念专辑

胡珠生先生简介

胡珠生，1927 年 11 月出生于温州永嘉县，

1952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83 年调入

温州市文管会工作，1984 年被聘为中国会党

史研究会理事。1987 年 12 月获文博副研究员

资格。1987 年 9 月被聘为鹿城区政协文史工作

委员会委员，当年年底被温州市社科联创办

的《温州探索》聘为历史学编委。1990 年被聘

为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1992 年

退休。2001 年 7 月任《温州文献丛书》主编。

2004 年 12 月，中国会党史研究会聘为顾问，

并颁发“有突出贡献”荣誉证书。一生致力于

中国古代史、会党史、温州地方史等研究，是

温州地区首屈一指的历史学者。2014 年 7 月

16 日下午 3 点 50 分与世长辞，享年 88 岁。

胡先生生前出版著作多部，著有《清代洪

门史》（国家七五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辽宁人

民出版社 1996 年版，获浙江省第八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类一等奖），《温州近代

史》（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获温州市第

八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辑有

《陈虬集》（《温州文史资料》第八辑，浙江人

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目前《陈虬集》已完成增

订，列入《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中华书

局 2015 年 9 月出版）。《宋恕集》（上下册，列

入《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目前增订本《宋恕集》也在生前完成增

订，将于 2016 年出版。《宋恕集》的出版，对

早期维新思想家宋恕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

义），《孙锵鸣集》（上下册，《温州文献丛书》

第一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年版），

《东瓯三先生集补编》（《温州文献丛书》第

二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年版）。校

注《弘治温州府志》（《温州文献丛书》第三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年版）。点校（陈

怀）《清史两种》（《温州文献丛书》第四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年版）。发表学术

论文近百篇，多篇论文发表于《历史研究》《近

代史研究》等史学界顶级刊物。在此基础上，

出版了论文集《胡珠生集》（收录论文 65 篇，

黄山书社 2008 年版）。

胡珠生在 2013 年（王新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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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从《成案所见集》和《刑案汇览》等刑案

去研究会党。这些都是温图藏书，而乾隆本《成

案所见集》则是温图孤本，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资料室遍求未获。我所作的《天地会自提喜以

下流传系统表》即来自《成案所见三集》卷十。

1987 年我想找《清议报》中和宋恕有关文

章，陈欣欣副馆长告我温图战备书中有《清议

报汇编》。读后不仅解决了宋恕研究的一些问

题，在自立会历史上找到最权威的论证：光绪

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日本横滨出版的《清议

报》第 16 册上载有署名任公（梁启超）写的

《自立会序》，我据以写了《自立会历史新探》，

否定了旧说，刊于《历史研究》1988 年第 5 期，

英译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 1991 年

第 2 期。

古籍部设在上村路时期 ：

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准备撰写《清代洪

门史》，温图古籍部已购置新出《清实录》（此

前北大藏有该书，陈湛若即据以写出《义和团

的前史》），我花了几十个休息日前往上村路

阅读，古籍部陈声远主任不仅热情招待，而且

允许午休接连阅读抄录。其后我写到第六章

《哥老会的形成过程》时，需要查找李星沅、

胡林翼等人的奏疏，古籍部张宪文主任拿出

馆藏善本目录给我，查到了许多难得的资料，

顺利地完成《国噜和边钱会的接触和融合》一

目。

园西巷时期 ：

2001 年 3 月，钱兴中市长嘱我草拟整理出

版地方文献丛书的方案，我首先找温图资深

馆员潘国存、副研究馆员张宪文二氏商量。由

于潘老赠我《有关温州地方文献要目》《温州

名人录》《温州市图书馆馆藏地方文献目录（线

装古籍）》，得以顺利完成出书规划（征求意

见稿）。而五楼古籍部阅览室藏有《四库全书》

《丛书集成》等完备的参考书，我能够整理完

成《孙锵鸣集》《东瓯三先生集补编》《弘治

温州府志》《清史两种》，也和这一有利条件

分不开。

府西路时期 ：

福建东山县陈城镇陈宜中后裔于本年 5 月

寄来精装本《赵家堡族谱》（内有宋魏王十一

世孙赵若和《赵氏本末序》）和录自漳州湖西

黄氏大宗家庙《黄氏族谱》中“宋逋臣黄材”

所撰《文忠公族谱序》，二者均提到崖山战败，

黄材“与张世杰、许达甫等十六船护王（若和

郡王）夺港而出，遇陈宜中船于广崖之浅湾大

会，欲往福州图恢复，忽飓风大会，世杰不幸

船沉，宜中船破，因登合浦。”促使我撰写《陈

宜中生平考辩》。文中所引陈宜中《劾贾似道

札》，来自温图藏书：清陈遇春辑《东瓯先正

文录》；所引陈宜中死难地点，即据馆藏《永

嘉二都前衔陈氏宗谱》。

由此可见，温州市图书馆有丰富的宝藏，

书好人又好，问题在于怎样去开发。我正是通

过温图的教益，改变了人生的命运。我无限怀

念梅冷生馆长对温州图书文物事业所作的杰

出贡献。

原载《温州读书报》2008 年第 11 期（总
138期），收入温图九十周年纪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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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展开古代史分期性质问题的讨论，我亦

积极参加。当时尽管患肺结核病正在治疗中，

仍坚持读毕“前四史”，并以一昼夜时间写了

2 万字的长文《汉代奴隶制说的根本缺陷在哪

里？》，后被《历史研究》杂志全文刊出，稿费

有 259 元。那时 259 元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记得我将其中的 180 元给了我弟弟，他正准备

结婚，要买手表。此文的发表给了我很大的鼓

舞，接着我还在《文史哲》《人文杂志》等学

术刊物发表了论文，这样我从事学术研究的

信心也更足了。 

宋恕是我国近代颇有特色的启蒙思想家，

早在 1957 年秋，我已有缘看到他的遗稿遗著，

1959 年，我把所编《宋恕选集》寄给中华书局

上海编辑所，1961 年收到回信：合同两纸，原

稿一部，预付稿费 500 元。并附有顾廷龙审稿

意见 16 条，首条是“本书蒐辑遗文很完备，并

且经过选择，可以作为《宋恕选集》的标准本”；

次条是“编者所写前言，对宋恕思想能作分析

批判，基本上很适当，有些地方过于强调，在

阶级分析上似须作进一步探讨……”；末条是

“此稿抄写多公布以外的简字，以致阅读甚感

困难，为使排字时不发生非不可避免的误讹，

希望将原稿重校一过”。我遵嘱修订后寄出，

1962 年收到上海编辑所回信与预支稿费 100

元，提出将题解注释部分作些精简或删略等要

求。我再次修订，1963年再将书稿寄出。尽管修

订两次，随着形势改变，但始终未能出版。十

年动乱期间，上海还来人索取预支稿费，此书

遂不了了之。其间，我还写过《东汉史纲》《东

汉史话》《哥老会史略》等书稿，均无法出版。

在“文革”动乱中，我任铸工车间工艺员，

译过英文本《铸造》，编过《铸造资料辑要》，

还以“胡铸生”名字在《铸工》杂志发表过《壁

厚悬殊的 6×2500 剪钣机大齿轮铸造工艺》，

但毕竟不是我的专业，长期游离于学术研究

机构门外，治学的条件极为困难，故名陋室为

“困学斋”。1978 年，我曾经写信给国务院邓

小平副总理，请求调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

史研究所去做研究工作，后因北京的户口问

题不易解决而未果。

改革开放迎来事业之春

1981 年，我把新撰《〈章太炎年谱长编〉订

补》及所编《宋恕和章炳麟有关资料辑录》寄给

《近代史研究》编辑部。责任编辑杨天石（现为

学部委员）非常欢迎，把这两篇文章相继刊于

《近代史研究》与《中国哲学》，并要求继续整

理宋恕未刊著作寄给他。于是我继续撰写了《宋

恕日记摘要笺证》《宋恕日记续》《宋恕书信资

料》等，陆续在《中国哲学》刊出，影响很大。

1983 年，中华书局近编室陈铮主任拟由

中华书局出《宋恕全集》，作为中国近代人物

文集丛书之一种，列入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

划。不久，汇来预支稿费 500 元，1985 年我将

完成的《宋恕全集》稿二包十四册寄给中华书

局，1986 年，他来函提出修改意见，并说：“尊

编《宋恕全集》一稿已拜读完毕，我们认为尊

编所收资料比较丰富，您在编纂过程中做的

1990 年，胡珠生渡江上班途中（左一　邹仁爱摄影  
陈钧贤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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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胡珠生先生著作目录

序号 书目 原著者 著作性质 出版社 时间

1 东汉史纲 胡珠生 著 未出版 1957

2 清代洪门史 胡珠生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6

3 温州近代史 胡珠生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

4 陈虬集 陈　虬 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 1992/2015

5 宋恕集 宋　恕 编 中华书局 1993

6 孙锵鸣集 孙锵鸣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7
东瓯三先生集

补编
陈虬、宋恕、陈黻宸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8 弘治温州府志 王瓒、蔡芳 校注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9 清史两种 陈　怀 点校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10 胡珠生集 胡珠生 著 黄山书社 2008

11 温州古代史 胡珠生 著 待版 2014

二、胡珠生先生论文目录（知网）

序号 题名 来源 发表时间 来源数据库 被引频次 下载频次

1 哥老会起源初探 新史学通讯 1952-08-28 期刊 0 33

2 哥老会起源初探 新史学通讯 1952-11-16 期刊 1 64

3 论汉金非铜及其减退原因 文史哲 1957-12-27 期刊 3 43

4 义和团的前身是祖师会 历史研究 1958-06-15 期刊 1 24

5 苍头军非奴隶军辨 人文杂志 1958-06-30 期刊 1 29

6 《章太炎年谱长编》订补 近代史研究 1982-03-02 期刊 0 82

7 正气会及其《会序》三题 历史研究 1984-12-15 期刊 1 25

8 爱国实业家吴百亨
温州师专学
报(社会科学

版)
1985-10-01 期刊 0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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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关评论商榷文章篇目

1.《关于天地会的创立宗旨问题—兼与

赫治清、胡珠生同志商榷》，秦宝琦，广西师

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 年第 2

期

2.《正气会二题—和胡珠生同志商榷》

陶季邑，《历史研究》，1990 年第 6 期

3 .《 读〈 清 代 洪 门 史 〉 —〈 清 代 洪 门

史〉》，序，何龄修，《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 年

第 3 期

4.《评胡珠生著〈清代洪门史〉》，庄吉发，

见氏著《清史论集》15 卷，台湾：文史哲出版

社，2005 年

5.《建构洪门史研究的新体系—读〈清

代洪门史〉》，蔡克骄，《浙江学刊》，1999 年第

5 期

6.《系统研究温州近代史的开山之作》顾

钟麟，《温州社会科学》2000 年第 11 期

四、胡先生藏书手稿清理始末

胡珠生先生易箦之先，分别为《宋恕集》

《陈虬集》的出版事宜与中华书局的同志做

了交代，并且委托谢作拳处理后续事宜。金馆

长、高老师和我去看望之时，胡先生让我从柜

子底下和床下拿出分装在两个盒子里的《温州

古代史》，指明草稿和誊写稿，委托我们处理。

但是因为事发仓促，并没有为身后图书资料的

处理做出安排。我曾经亲眼目睹温州某知名故

世书法家所有的遗物包括书法作品、身份证、

执业证书等等被后人扫地出门流散到地摊“清

仓处理”，也曾经询知温州某著名领导身后除

了几张照片和字画，其他所有遗物一并“带走”

化为青烟，不啻从世界上彻底“抹灭”痕迹，

非常遗憾。所以在胡先生去世之后，我立即建

议馆领导与其家属协商，切要妥善处理胡先

生藏书手稿等遗物。经过协商，博物馆出面协

助操办了胡先生的追悼会仪式。事后将胡先生

的图书手稿等遗物一共有 80 来个纸板箱分两

批悉数搬运到本馆，设立专柜陈列和收藏，承

诺出版遗著《温州古代史》。

作为史学家，胡先生日常间即非常严谨，

生前就仔细整理过图书手稿资料，并且分别打

包装盒，所以清理起来难度不大。经过工作人

员徐静女士（东北人）费时半年之久的解箱、

上架和初步归类，一共装满铁柜三架和木柜

二只。其后我重点整理了胡先生的手稿、笔记

等杂物。经清理，胡珠生遗物图书手稿大致分

为 12 类，具体目录清单尚待进一步编排整理。

分类如下：

论文手稿（尚存部分未收入《胡珠生集》

论文，题为《续集》）

资料卡片（比较重要但尚未出版的有孙衣

言、孙诒棫、温州墓志集、温州佛教、洪门会

书汇编）

剪报（主要包括文史类、养生类、日常生

活类）

整理文集原稿（《宋恕集》《陈虬集》《温

庄吉发（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馆）所寄论文《评胡珠
生著〈清代洪门史〉》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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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工作，不计名利，已在工作中做出贡

献，已属不易；如能以己之长，助人为乐，那

就更不容易了。胡珠生同志就是一位立足温

州，面向全国又乐于助人的著名学者。

我和珠生同志大约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

相识的。当时他在编辑《陈虬集》，到上海搜集

资料，他说：

搜集资料得到了有关部门和同志的支持，

上海社会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汤志钧研究

员，不仅协助复印上海图书馆藏书楼珍藏的《经

世报》上全部陈著，而且亲自抄录《知新报》

上《呈请总署代奏折稿》长文。如果说，本集

比较有系统地提供了外界罕见的陈氏佚著，那

么首先应该归功于戊戌变法史的权威学者汤志

钧氏，特此致以深切的谢意。

其实，相互交流情况，抄赠资料，是很普

通也是应该做好的事，他却记忆在心，经常提

供信息。戊戌变法时期的黄体芳及其子绍箕、

绍第，是瑞安人。他作为《黄绍箕往来函札》

的编委、顾问，编集成书。除所编《宋恕集》上

下两册交由中华书局出版外，另有《宋恕师友

手札》上下两册和《宋恕墨迹选编》，其中《上

张香帅书》《上李中堂书》《致夏曾佑书》《致

梁启超书》《致孙诒让书》等都有史料价值。

特别是写给章太炎的两封信，其一写于 1898

年 7 月 30 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二日），一

开始就是：“仆交三：曰论交，曰心交，曰迹交。

论交以恩，心交以品，迹交以事。见离吾宗，

则继论交，品离吾宗，则绝心交。是仆外交之

私律也。”也很有趣。《宋恕师友手札》中有章

太炎诗文十一件，首为《祭维新六贤文》，则

与刊本稍异。

第三通颇长，主要论谭嗣同《仁学》，很值

得注意。姑录其开端几句：

复生《仁学》，今见于《清议报》，其说以

以脱为灵魂，不生不灭，故无生死，原质讬始，

故无尔我。其文可以振怯死之气，而泯小智之私，

诚骜桀矣。惜天末相思，汨罗不出，不能与辩

于梦寐之中，使早有此，则仆将自裂其说。今

未见复笙，则参以实验，而知灵魂之未尝有也。

下面继续论列，可说是研究章太炎早年思

想的重要材料，我已录入《章太炎年谱长编》

增订本下册。这些资料，都是珠生先生提供的。

每一启用由温州寄来的印刷精良的邮卷，

总是怀念胡珠生同志。

作者单位：上海社科院历史所

悼念胡珠生

汤志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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