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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问陶若干问题的对话

李朝正

编者按 张问肉，号船山，清代著名诗人、诗论家和书画

家，为清代诗振中力量最大、成绩最著、影喝最深的性灵模之殿

军，有":古代蜀中诗人之冠"、"太白少政复出"的美誉。著有《船

山诗苹》二十卷、《船山琦二字补遗》六卷，其生乎成就载入了

《清史稿·文花传》和各种报本的《中吕立学史>> 0 1985年四

川文艺出报社出版了《张月 1句诗选注>> ; 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

了《船山诗苹》、书目文就出版社出版了《船山诗选>) ;1987 

年西南师范大学出报社出版了《张问跨及其诗歌铠作》。四川

省连宁市成立了张船山研究学会，预计于1998年在远宁市召开

一次张船山学术研讨会，并将筹建张j可陶纪念倍。

张河 ?.iJ 祖籍在今四川省逗宁市蓬溪县高坪镇金桥乡黑白

沟翰林拧，该地，萌清时代属逗宁所辖.1954年始划归蓬溪县管

辖。黑白沟两河口一苦，张船山之基及其祖莹，至今仍存。为了

研究宣传本籍历史文化名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进行爱国爱

乡的教育，我们特约请四川联合大学中文革明清文学研究专家

李朝正教授，撰写了这篇以有关张船白的家世、身世、字号、胆

略、书画、婚姻以及对船山诗歌的坪论等方面内容为主的文史

资料。现刊登出来，供广大读者.专家研究参考。

天旋地转. fI.j"光?在逝，历史人物，站'诗均1f fiE捺莲卒，有的



连家迹在何处也无法知烧了@尤其对毁誉参半的人物，众说纷

纷，莫衷一是，当时人赞扬与诋鼠，后人褒夸与贬抑，有的言而

>有据，有的乃为子虚.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评论者的据点各

异，清代著名诗人、书法家、 ïfíij 家、如1府张向陶，其风流之事被人

渲染，弄得面吕全非;而诗歌创作被斥为"叫嚣恶浊，绝无诗

品气。"歪曲i JJl之张船 1111可陶，其恶俗叫嚣之魔，亦与袁赵书:

寺 "(2)。其:苇说张船111是专以 i茸人人魔道，拖人下水的罪魁。设

什么"稚存学问才力，-11由视一代，一为张船Úl所累，遂染其习气，

纵笔自惑，诗格扫地气功。时至今日，同样亦有担张船山插高到

不检当的位置，说他直追苏轼，不能令人信服.张;可陶一生活了

五十年，有时看作是历史传奇人物.五十年中事，距今虽已是一

百八十余年了，但要盖梧定论，也是相当困难的。本文将张问陶

的一些被传谁或误解了的问题，持客观的、公正的态度，历史

的布有据的加以分析和说明。本来笔者有关张闻酶的问题已发

表过三箱论文，分别在《清代四川进士征路》、《贵州社会科

学》和《四 JII 监察》上发表。但是真正地研究在了解张向陶，

是近几年来才沉潜其人其事的.通过阕读七十余种文献书籍，

所得材料不少，问题也才逐黯清辙起来.知世方才论事，知事方

能论人.本此，对若干得题的阐释，姑作祭告亡灵，以给读者.

一、张闰酶的家世

张向掏出生于世代书香门第和宦达之家.先祖仍然是社会

底层人物，祖籍江西。先担1曾发誓"吾子弹如不坠先业，必当为

二公(宰相，辅佐皇帝的大 1:0" (4)0 将自己的互个儿子散括五

处，分别居住在湖北、四JII 、江苏、安敏、奉天.最先发达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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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数湖北这一支，明末张椅 IH桂先37 宰相，成为首辅.接着便是安

徽的张英、张廷玉父子，康熙年间宫三巨大学士、军棍大i豆，加太

保.江苏的张玉苔，官王文华殿大学iτ兼户部尚扫e 照}怜的张酶

磁，雍正号召已任弗i部尚书、户 ta~l'肖 IS，吏部尚 iL 文华殿大学 1: 。

ñti居奉天的张白.龄人旗籍， EZ庆年间官烹挠办大学七。五处分

居皆位反宰梧、大学--t丁，其余侍郎、巡抚充任人次之多，前所未

有e 张氏一支五房出六宰裙，风光占15。有清一代，鲜与伦比。义

加上安徽之张[\;; 11桐城之挑民联剿，乾隆年i河边'肖家具有·娼亲

关系者，占 t丁籍型数十人。 1"1-有读L1: ..张、蛛网姓，占k!J 半部措

绅气功。对此事，全国舆论哗然。时左都御史:X1J统跟j给乾隆帝面

奏云"虽二.姓本系 ftn1城 i主族，得有之由，或科 H荐举，袭荫议

叙，扫赠月益，以至于今。未使选议藏、汰，拉稍扭J jf;升迁之

路，……除特旨升泪卦，概?于升转. "(6)后来张民11:宦者，官拉

多不圾，于此不无关系。

张陪陶属四川遂γ张氏家支，从清初开始兴搭起来，其高

祖张鹏捕以康熙九年 (1670)进 f: íE途人ft ，'以朝Ti寸-余年，拉

摄入 12 ，成为四川人中的开凶 n辅。其曾担i父张锺城康熙 r

卵(1687)举人，历官通政使、 T都右恃郎。:tt祖父张野i皇宫山东

登分i知府、署登莱占·海边兵备道。其父张颐鉴乾隆六年 (1741)

副榜，二二二任河南县令. 1760fË1768年调山东任馆陶知去.Tii撞湖

北汲自王府同知，终官云南开化J1'-f iil}菇。从张照磁人11到张船111

中进1:jf在鞍一百三十年，这期间张氏为官者数十人，既有文宫，

也有式将。 i二字:尚1S.下元典史，最徽之官也是如:县。 lif!;:指传，

满门生辉，光宗以牍扭，优撑.以遇丰.不仅如此，封建社会中豪

门富户，擂绅宫宫大部瓦招联翩攀亲，求门第相对.张闰J'6ì1一家

也毫无例外，张间向前妻之父就是洁如f兵部尚 I~周姐之子周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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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拧，时周兴岱任内闻学i丁兼礼部持郎，后任兵部待郎.官至左都

御史.张闰陶的后妻林韵征之父林民.崖，由 lmJII盐荼道升按察

使、阴 JII布政使。张向陶网妹张药能文善诗，系《红楼梦》后到

十回的作者高辑之妻.其兑张闰安 (1756-1815)亦为清代持

人，若有《亥自持草》八卷.清代之作官者大都是文化人，实行

文官政治二斟举为人1+:正途，文人 i丁子总是通过读书一一中式

一-(I故宫这个途径获得功名，所以科举与文化就有了必然联

系。张向陶就是在这种文化熏陶与家庭背景中出恼和成长的.

二、张两离的身世

张i可陶(1764-1814). 一生短暂，年方半百，充满了许多传

奇色影和悲剧成份.仔年时潇洒，壮年时豪迈位在，中年时穷病

潦倒，客死他乡.张向掏家遂宁，但出生于山东，因其父张颐鉴

F"乾窿25-33年(1760-1768)任山东东吕府馆酶丢知县o "(7) 

船 llt I!在生于馆陶〈编者注:~东馆陶县1965年初己当时归河立在

管辖).所以他"遇山东居官者，每称同乡。 "(8)他的全部经历与

行事，可以分作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764-1783年.自幼聪颖，从十五岁开始诗歌创

作并小有名气.随父仕宦居山东、湖北，曾在汉阳与兑张间安寓

黯三年.往返于山东、湖北、四 JII遂宁之间，兄弟俩写了不少纪

hiι 

第三阶段:1784-1810年.这一段-段长时间定居北京，乾隆

甲辰(1784)年张闰掏出汉妇人都，次年出都，再午(1786)返家遂

宁，其妻周民病毁于前州〈今重庆市浩陵市).留下一女在《初

归远了》、《悼亡搏击善人投Ttn.州》诗.丁未 (1787) 年人搭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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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贩天乡试获隽举人.己画(1789)年参加预行证科会试，结果

落第，再次出都返蜀.次年再参加会试，经殿试中进士，选翰林

院庶吉士.费丑(1793)年授职检讨，在检讨任t:最久，长达十二1

年.其间担任散f富庶吉 f: 和充颇天乡试肉考宫，在到乙

丑(1805)年才改官御史.这年写在《乙丑九月一二十八口改官江

南道御史口占》一诗，诗中有"攻官人尽说迂宫. I~I肯莲撞顿渺

漫.……无才总觉君患厚，久宦方知悸养难."不久再攻巡视南

域监察御史，国先妻之父周兴岱任左都梅史，在管给事中、十五

道监察御史、有.城巡域都史.清代采取回避制度，张己巳(1809)

年调吏部验封司任郎中，作:在《己已七月予选吏部验封司郎

中》诗.次年写的《自述》沾完全在白出自己怀才不遇的心

情 u宦海浮沉三十年，司封司谏18神仙.跟中岁月追风马，意外

功名本上船."

第二阶费:1810-1812年。嘉庆庚牛:(1810)年七月接到吏部

通知，外任山东莱并i府如I府e 九月出部，奋精沉重，心有不愿，但

又不能违抗.矛盾复杂的心情可从《九丹工十口出部出守莱翔

留期》一诗中可见，有"打迭宫身学鸥鸟，宫途全任?每茫茫"的

叹，忌。但山东与张闽南一家有不解之缘or他是生 [-111东、官 f

山东，一家祖宗都在山东任官:高祖张鹏磁在康，嘿前叶11:尧州

知府，祖父张勤望乾隆初任登州府知湃，父张顾!鉴乾隆中叶任

倍陶县令.而今他又来任莱州知府，所以诗中在"一门四世宦 11J

东，曾为趋庭念担风。生小齐人惯齐语. j远方却;在梦魂中'之述。

在莱州知府任上，一向优直敢言，怀才负气的张部陶遇到 f麻

琪。先是河道总督吉纶、布政使巴龄间、按察使保龄〈二人均是

满人〉对张闰陶极不信任，怀疑他堪任知蔚的能力，云"莱州张

守，书生积习未除，太守为一部表率，渠能胜任耶'/ "①张闰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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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任不久.上司便交给一件难以定案 1M拖 f-"li年有余的盗案，

并限二日定辙.如此刁难，张向陶压是如期结案，神明有能，山

东一挠，住捂广为疏传.为整肃纲纪，张!可陶花 r很大气力， II{ 

有府属官员侵月j仓库钱粮，张问掬据实弹挠，得罪 r巡抚长龄.

再加 j二辛未 (1811)年菜好!惨遭灾:苔，如!府张 lì司陶动Jl1仓库存粮

广赈灾民，保全 fi姓生家性命。结果巡抚民龄兴蝉j可罪，逼使这

位强悍不屈、爱民如子的jJl府再也无法工作下去了a 为L官所·

忘，不愿再为草草廷效芳，乃愤然.) I 狭辞职黯际~.

第阿阶段:1812-1814 11'.张;可陶辞去莱判1.ill{.f是在嘉庆

圭巾 (1812)年的工月份，归J:J始侨寓江苏具f1(即苏州吴县).往

来于大江南北，拖着多病的身体，畅游于名山大)11.其资斧全靠

朋友同济。次是f(l813)其~)舌虎丘 111蜻陆鲁望〈陆龟蒙}衬之左.为

何耍选择此地寓民呢?张间商身世与m黯龟蒙很招近.陆嗜荼

好酒，喜为诗，曾任过湖判、苏州从事，后弃官放液江湖，国 i吊自

号"江湖散人"、"天随子"，朝廷以高..召之授官也遭茧j黯前拒

绝.穷和病弄得这位张太守元以为生，在进退维垠约处境中，还

是故乡人 IN)IJ 邻水县举人廖寅{号复赏)，在江苏任两撞盐运

使，以 H招军扬判，小住一年多。后来，张;可陶以挟卒 r苏州，足

下无JL子，丧事都无法料理.远在老家的兑长张阔安很久才接

到张向陶的门人编修挑元之的 IS信，告诉张间安丑:弟己投.张

!可安悲愤题诗《哭船 1111牛弟》纪其事，诗 ß:‘惊心二三月姑苏

挺，第j跟京华一纸 -fS. 天纵忌才胡乍:此，人页.无命fit何如e →官

久己浮云俗，十载难忘判抉韵。怪J~近来?肖息断，可知魂早返乡

间。"概括起来张 i再向一生，可以用他最后写成的一古诗《四月

九日剖人聚了: tI .1 塘寓楼去1I 守军)) rt l 的最后两句 u翠黛金章成成

了挥，半生婚官酣消磨"来作绪，是恰如其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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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张向酶的字号

张!可陶的字、号在十个以上，这些字号都不是随心所欲，胡

乱取定的.认真研究，寻根到藤，无一字号无来处.每一字号部

与他的工作、生活、做宫、治政、处事、交友、身形、体魄、心理有

直接联系.整奋起来，就是他个人的遭际与历和在不同时间内

的反映，从而构成他个性品质和外在形挠的重要摆点。按时间

先后排列，考释如下:

船山:以地为号.遂宁之西出事名船山，其}~1i民船.故不忘

家乡山水，最早号"船山"，以志乡土之念.

仲冶:以天性为字.吁中..位次在中，兄弟之排行为他、仲、

叔、季，张间安为长兄，张闰陶为老工，故以"件"字冠之。"治"

通野，有冶腾、野游之举。的确张闰酶喜游览，足迹遍大半个中

国。从年谱和《船出诗草》中可见，他亲游过湖北、赣南、江苏、

安徽、陕西、商南、河北、 1Jj东等省，四)11撞内三分之士的判去·都

去过.每到一地皆有题睐，若查在g)ll府判县志，绝大部分《主文

志》部分，都有张闰陶的题诗.

乐祖:由于性阔乐豁达，沉乐而不乐追求功名。取音乐的袒

神之意，据《周礼·春宫·大司农>) :"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莓，

死则以为乐捏，祭T普宗〈学宫). "志在作育化人，理想是想作

一个以春风化雨培养多士的教官.

若冠仙支:此号始于嘉庆六年(180日，此时得官江南道监察

御史之职。取摒若神芋，能到曲丘，作-一个公正的执法者之意。

据《唐会要·御史舍中弹动》云...乾元三年 (759) 同月六 13 ，教

御史台，所欲弹劫事，不须先进状，大夫中~押奏.大事则若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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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衣、 m裳份1 …小事常服 1M己。'芽冠卒为古代执法官所戴之

.格，这 lf!.为执法官的信代. 1111 史. I!P 11出使，发誓要作帝王的神晓

刚正的钱G~o

宝莲亭主:其号专为作丽IÎ署名使用。宋代著名画家虞ffJ.庭，

字排窍，自号'ζ莲山人。苟词清蝇，求 4S绝伦，曾为兵部郎中，终

官成都府路费~宫。嗜画若渴，无一时体笔，最善指头画。张问掏

也擅长指头函，官运相似，面u:梧近，故以"宝连山人"稍易其字

/(û成"安莲亭主"为号.

老船:此号在京中f为 ÌJit传，据陈康祺《部潜纪闻工笔》

孟张吁ll-t ll 太守在擂，就;酣沾酒，豪rr不可羁绩。一n，j朝 I : I二宅

请五公，以JJ不识，称为老船."张维屏《松轩随笔》亦有类似

记载。此占去先是他人所称.后-张间陶坎酒贼诗，与友交谈，多

以"老船"自称之.

蜀山老猿: 1比号最罕见了-张维屏《松轩随笔》中。嘉庆丁

911 (1807)年，张维屏人都去拜见弗IJ i部骨郎、诗人秦癫，恰好张陀

陶在哇，对张j可陶感到惊奇..其状似搓，故自号蜀由老猿. "(10) 

是岳《清丽i家诗史》、《中国美本家人名辞典》等均提及此

号.

群仙之不欲升天者:张闽南崇尚佛道，又多与佛教徒和道

士交往。他在嘉庆元年 (1796)人仕才六年便有"渐觉名场是畏

途"之感 .T是有"逃掉入道翻多事，合买扁舟下五潮"的打

算{见《船山诗草，踌躇)) )。平时喜读佛书，尤其喜腿道书.喜庆

百.年的一天，自觉无聊，整理案上书籍，开殉节目有《道德

经》、《遗教经》、《周易》、《荫符经》、《黄庭经》、《抱朴

子》、《内经亲问》、《铜人针灸国》、《遁 ftt 挡》等等.足见

出仕人道为他 IÍ'号往."升天\的修道成仙，飞他登天;或指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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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身粉骨，斥为邪道.此号含在深埠，跑嗡其主束，既可看作反活.

又可解1t.人佛道1í"i并非散开支成部J .段然)1(安慰与解脱是此号

所蕴含的静、意.

药庵退守:是号始于嘉庆贵牛年(18]时，由于在二期钦摇过

苔，身患重疾，乞门人时任中元的状元挑孟之为之诊栋.姓善 '1'

医，切舷后姚元之心情沉重，同时又惊慌地说..此代代鱼脉也，

不过三年. "(是踪，代鲸:中东把间歇停止，跳过， (i由自幸象称为代

踪。臆五来一止.不复增减者搓，去经名民代脉. )给张j可Jíð~开 r

处方.服了一段时间，身体基本恢复健康.七丹.有选菜外i知i府

提令，拖着一副多病的身体，九月出都赴太守之任，从此便

说"药庵退守'自号.在《船山诗草》中最后姆在诗也以"药庵

退守'命莫名.其死期的判定与姚元之所说大体符合，张间梅的

确过了三年半殖坠于苏州.

梅门:是号所觅记载某少，唯《词林辑略》中有述;二"张问

陶，藕融玄孙，字f9p门，一字乐祖，号{中冶，又号船t1J. "(11)此号

最晚取定和使用.据《全府诗话》榻j宗元、刘禹辑工人关系甚

密，工人都任过监察御史.柳宗孟己授二二二年， )(IJ禹锡才得知i消

患，即贼诗三绝云<<梅门竹巷依然在，野草奇苔日日多.纵有邻

人解吹笛， llt 用 18侣更谁过。"张向掏最好的朋友同榜榜眼前亮

吉筑爽二古老节，嘉庆问年(1799)皇上 i召对求宣言极谏之 i二，洪

亮吉极炼自幸事，指斥福郡王之过，又揭原和呻擅叔，达官清选，

屈膝求撞，罗列同七负国者四十余人，于起二函乞大学 t

朱于主、文11权代奏， i吾及富禁. .1.震怒，洪亮占被革E鼠，律斩立决，

念其体弱，兔死，施政伊犁，交将军保γ严加管束，一年以后将

旨放 101. 嘉庆十四年 (1809)没亮占含愤砸死，也是二年以后张

阿姆在菜州知府任~:获此消息，故以"柳(1"为号， V .. C志将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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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悼念与追忆之情.

四、张闰酶的胆略

嘉庆元年(1796)是张!可掏出散馆开捡讨的第四年.原会试

画j主考宫朱理六十五岁生fI.此时朱进宫宅大学士兼吏部尚

扎门人有榜Dl{洪亮吉、探花王宗域、检讨张向掏等同捞进士多

人去向朱座部祝寿.各位阜巳拟好诗文，恭祝这位大学士福如

东海，寿比南山，尽以i虫词阿语，大唱赞歌.朱圣王是一个好佛信

锦之徒，席间酒过三杯，张船111从袖 rll取出一文上寿，朱相国特

喜张踹111之文，唱命当众 i活泼，张 iL卢朗诵，洋洋 F 言，全系讥

讽信佛岳佛之事，众人大惊，朱梧国大怒，从此铭刻在心。张船

11(着实惹恼和得罪了这位相隘，从此"坐是沦踱有年..久不得

升迁，居黯检讨一职达十二年之久，故京城同年在呼"张长太

史"的.

嘉庆十年(1805)张向陶才攻官江海道御史，不久又改巡视

南城监察御史.其职责是分理院事及在隶盛京;Jfij名，蓓察内阁

及腰天府，风厉不畏事，在事j列中为人所撑，官阶虽属从五品，

但令不法官吏所倒吕.张问陶心无城府，盟路超群，遇事敢言敢

为.一主任使连上三道奏疏:一劫六部九娜;一动国内各省总督、

巡抚;一动河道、槽远、盐政的不轨宫吏.同事及关告他的人都

为其处境担钱，曾陪他"子不虑丛想中外乎'1 " 张闻梅笑而答

曰"我所责难者，皆大臣名怪事业，其思为大f;1名臣者，方且感

我为这其章，若无意于此者，奇特他身份拾得如此之高，惭壤之

不暇，何暇怨我乎? "。窍不仅如此，为感谢好友的功告，进一

步表明他作为监察御史认真负责，纠劫不避权贵，为纯正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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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斗争的思想，曾亲笔画一鹰图并题悖蹭给一位姓陈的挚

友{陈其元之父).诗曰."奇鹰瞥然来才，搜身在高'探.风劲乍保头，

沈思击何处。"展然，张问陶怀着对大清嘉庆帝基业的负责，对

不法官吏的痛恨.对黎民的关爱，培持清iE..不良权势，敢 f奏

谏，但有廷丽i虎之气攘，担个人的官阶升迁、身家'性命早已宦之

度外了。但在那样的社会m.在吏治已经腐般的情况下，即使能

冒着援大企i垂挺身国出，又何能感动那个最高的保垒，到头来

吃亏的便是直言者，更不幸的事情等待租伴随着张!可悔。

嘉庆十年、十一年(1806)足，嘉庆帝难过的日子，辅位大i;1 、

大学~+:)(1]塘、王杰、纪肉、朱硅先后去逝，大权落 F乾隆哥第十

一子水显成亲王子中，总理户部三库，掌车在lt.，入在要务，权势

灼人。原嘉庆跨年(1799)皇帝亲谕"九卿科道奏事，封章密奏，

在达御前，不得另具画IJ封关会军机处o "(13)这年八月，张问陶

最城骂的文友洪亮吉. . t: 书成亲，王永珉，语及朱←哇、，XJJ:tí(之词

姆和 f号:事，共开列四十余人.成亲王告之嘉庆帝，结果先将洪

亮吉死刑 ， -i1~命免死，遣成伊帮J 此事张问陶j牙切i在白，只:事!原

委 f如指掌，但他还是要硬着头颅，敢冒天下之大不起，在嘉庆

十一年又连 i乙二道奏折:第一道痛谣九掰等高级官吏，贪恋禄

位，年迈力哀，不愿离职的腐败吏治。第二道指斥九卿会议议决

重大政事，大吏.， 1有些人意 (;.j 校接，勿 Fi:可杏，民;今:卓:蹈施诵之

辩，或随声附和，辛辛脸色行事. ，，~离实情，隐瞒观点，>应整伤会

风，开各抒己见之风.第二道恳请'Ã ..l:省巡幸，减讲秤，不要过

度潜山玩水， jt挡在政务。免使所丰之地忙:Y-供张，搜费人力和财

物，使工全国 l:下宫民集中精力和MI碍治产业。这一二道奏 IS落入

成主岳王之芋，成亲王怒不可遏. I白j 兑嘉庆帝M~呼妞孽怂腿 f ì命写

下 i召狱。锦衣 R持棋前来拘执张!可 i句，家人及 274友对这突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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