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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序

王街平 果咛i革

吴之地域，自逮古形成，至今已有敷干乃至离年匿史。 造一座

史的浩瀚川流，混茫逮接，涵演溯j泵 ，太湖文化於兹含孕;渲片天赐

的盟沃辜壤，量望知牒，满目森茂，江南文明缘此成畏;而意陵高

峻，俯瞰川原之古往今来，所映琪的又不止是吴地之文化舆文明，

而是中辈民族萤展史，人颊社舍造步史的缩影。

初民逮逝，先贤杳渺。 我伺氟法真正站在匿史的源豆员，透遇世

代的峙序去说明什麽，也黛法站在其中任一睫站，如摩富峙的理塌

去黯示什麽。 但 j霞借前人留给我例的塑富遣崖，封吴地的屋史事

件、通程、走向、结果都可以做某穰程度的考盏，做力所能及的遣

原，而视今探古，唯物以求 ，也能造行一定意盖上的媳结。 吴文化 ，

正是人伺封吴地古往今来一切物黄和精神理象的概括、提燥、呈

琪。 她是吴地在漫畏的犀史遇程中的"人文化成"，即"文"作属-

1重存在意满和方式"化"入生庄、生活、生命而形成的物贵和精神的

读展成果。

考察吴地"人文化成"的通程，首着眼於地、人、文三者的互勤

共生的随保。 "仰以翻於天文 ，俯以察於地理"，造在吴文化研究中

是非常必要的。 自然地理瑕境在吴地的摩史萤展中具有植昂重要

的意盏 ，是人才舆文化崖生的土壤。 正如院去病云"端委化俗文

明阁，延陵戳集中原因 。 四科言氏尚文旱，宗凰肇起草胚胎。 加以



太湖三离六干慎，澄祖淳蓄何雄恢。 朝锺夕毓孕重秀，天然降兹追

屈攀宋之奇才。 "①穆彰阿亦捐"董闺文章之事拥乎其人之事之善，

而其所由撞盛而不已者，剧非童其人之壁之善眉之，而山川凰氯昂

之也。 江南乃古名腾之匾，其分野剧上映乎斗牛，其疆域剧旁接乎

固越，而又襟畏江而带大河，挺奇峰而出秀辙，故其重真之氯往往

锺於人而读於文章。 "②正是清明霆秀的地理瑕境作用於人，方促造

了"器喜之潭" 、"文献之邦"的形成，使得唐宋以来，尤其是明清峙

期，吴地出理了海内千百年徒未庄生，其他地域瑕境中也要在以徨琪

的人文盛景。 造襄不妨看一看嘉靖年罔睦阳道在《袁永之文集序》

中重才明代吴中文苑巨匠腾醒景况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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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自季札、言游而降，代多文士。其在前古，南缪束箭，地不

绝庄，家不乏珍，宗工巨人，董更使不能悉数也。至於我朝受命，

郡重扶泻，王化所先，英奇瑰保之才，庵速而出，尤特盛於天下。

洪武初，高、揭四隽，领袖萎苑。永宣闹，王、睐诸公，矩矮匍林。

至於英孝之牒，徐武功、吴文定、王文恪三公者出，任吉约冶，主

握文柄，天下操舰之士，向凰景服，靡然而徙之。 峙别有李大使

真伯、沈虞士替南、祝通判希哲、揭健制君谦、都少卿元敬、文待

扭微仲、唐解元伯虎、徐博士昌毅、蔡孔目九造先後撞起，整景比

附，名黄彰流，金玉相宣，椭献亚麓，吴下文献於斯属盛，彬彬乎

不可尚已 。 正德、嘉靖以来，蒲公稍稍凋端，而後来之秀，则有黄

黄士勉之、王大率履吉、睦始事泼明、皇甫食事子安，皆刻意述

作，力追先哲，而袁君永之，霆镇旗其罔。③

① 《院去病裔文集》卷一《浩歌堂诗纱)，社舍科牵文献出版社， 2009 年 。

② 潘世恩《潘氏科名草 )，光绪三年吴拣潘氏燕翼堂~J本 。

③ 《袁永之集)，明嘉靖二十六年姑蕃袁氏家刊本.



造是一份"文擅黠将绿"，然而镜周到明嘉靖中期，已是繁不腾患

了，後来之英哲宗肺徨有多少?综颤犀代，量能童敷!运是值得吴

中，即今天薛州黯傲的成就。 整才於吴中造一人文盛况，我伺~首徙吴

文化的居面上加以研究。

造一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盖。 吴文化具有匿史的属性，也有

瑰宵的债值。 康袤的吴地，现代的读展舆成就，舆其遇往悠悠的步履

胁服相连。 今日离物生命之根系，存在於匿史的土壤中;凿下事物违

勤之勤能，亦由匿史而累稽。 因此回望吴文化，不但可以建立一程文

化自信，也能徙傅统中愚人例今天所徙事的事棠，寻求到借辈舆短

盼。 除此之外尚靡看到，吴文化是地域文化，具有群明的地方性特

黠。 i盖平重地方性特黠，正包含了望富的地方短歇，它不但是方言音

整、凰俗宵慢、社售公序等形成的倏件，也是在文化眉面上舆其他地

域逢行比较、映照的根攘。 徙造一意羹上说，研究吴文化，就不懂懂

具有某疆地方性意盖了 。 它是封吴文化贾库的建槽，也是封民族文

化寅库的望富。

吴文化研究，可以徒不同路徨造行，而最基磁性的工作，首推文

献整理。 1918 年冬，吴江一批有撤之士器、撒到地方文献保璋的重

要，由柳里子和薛凰昌萤起，成立了"吴江文献保存舍"(又稿"松陵文

献保存舍")，其《吴江文献保存舍害目序》曰:

吾吴江地锺具匾之秀，大雅之才，前後相望，振藻捞芬，已非

一日。下逮明清，人文尤富，周、袁、沈、案、朱、徐、吴、潘，凤雅相

撞，著害满家，始钳乎董握一峙之盛。且也一大家之出，同峙必

有多数知名之士追随其罔，相舆黄奇析疑，更唱迭和;而隔世之

後，其凰流馀韵，又足使後来之彦闺凰舆起，沾其膏霞，而雅道於

以弗替。用是胡人才子，名溢於嫖囊，肃文染翰，卷盈乎御性，斯

3 



故我绑里之光也。①

松陵一地之文献尚且如此，薛州一府文献之富就更属洋洋可截

了 。 "文献知徽，後生之黄。 夫黄固有之，情更~商。"因此，我例有必

要封吴中文献做有苛割的整理和研究，在现代壁街理念指事下，建槽

舆薛州文化、铿溃、社舍接展相通膺的文献库，作昂儒存吴文献、读展

吴文化的平毫。

雨年前，短江薛省哲事社售科牵领等小组批准，我伺薛州大晕建

立了江薛省吴文化研究基地。 造是一锢面向瑕太湖地匾，面向江南，

全面研究吴文化的科研檐槽。 我伺摄将吴文化之文献作属研究重黠

之一，而薛州、|是吴文化的核心地匾，自然希望利用在地研究的储件，

首先徙薛州文献整理入手。 薛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地方文化建

设，割地方文献整理具有自壳的文化意巅，非常支持造项工作，特别

设立了事阿填目，於是便有了道套薛州文献整理研究的系列。

文献，是一锢庭主主的概念，古人以短史子集割分四部，而每一部

又有束多颊别。 道些颊别的著作在薛州文献中摆不具俑，由於各方

面倏件的限制，我例要在以窥其全豹，罩功一役，故董菩提捧其精辈而

遣，逐步整理面世。 而在遣撵中尤其注意有代表性，且到目前属止尚

未晃整理的著作。 古籍整理是一琪晕衔性很强的工作，我例希望重

可能遵循晕街规钮，精益求精，但一定舍不同程度地存在向题，尚望

各方面人士给予批辞指正，使我例的整理工作不断走向完善。

(作者王街平禹江，莓省吴文化研究基地主任、果咛i是ß.v江踩省吴

文化研究基地首席辛家)

① 5丧明舰、黄振棠编《柳豆子集外裔文精存)，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第 28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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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初，高、揭四隽，领袖萎苑。永宣闹，王、睐诸公，矩矮匍林。

至於英孝之牒，徐武功、吴文定、王文恪三公者出，任吉约冶，主

握文柄，天下操舰之士，向凰景服，靡然而徙之。 峙别有李大使

真伯、沈虞士替南、祝通判希哲、揭健制君谦、都少卿元敬、文待

扭微仲、唐解元伯虎、徐博士昌毅、蔡孔目九造先後撞起，整景比

附，名黄彰流，金玉相宣，椭献亚麓，吴下文献於斯属盛，彬彬乎

不可尚已 。 正德、嘉靖以来，蒲公稍稍凋端，而後来之秀，则有黄

黄士勉之、王大率履吉、睦始事泼明、皇甫食事子安，皆刻意述

作，力追先哲，而袁君永之，霆镇旗其罔。③

① 《院去病裔文集》卷一《浩歌堂诗纱)，社舍科牵文献出版社， 2009 年 。

② 潘世恩《潘氏科名草 )，光绪三年吴拣潘氏燕翼堂~J本 。

③ 《袁永之集)，明嘉靖二十六年姑蕃袁氏家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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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保存舍")，其《吴江文献保存舍害目序》曰:

吾吴江地锺具匾之秀，大雅之才，前後相望，振藻捞芬，已非

一日。下逮明清，人文尤富，周、袁、沈、案、朱、徐、吴、潘，凤雅相

撞，著害满家，始钳乎董握一峙之盛。且也一大家之出，同峙必

有多数知名之士追随其罔，相舆黄奇析疑，更唱迭和;而隔世之

後，其凰流馀韵，又足使後来之彦闺凰舆起，沾其膏霞，而雅道於

以弗替。用是胡人才子，名溢於嫖囊，肃文染翰，卷盈乎御性，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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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我绑里之光也。①

松陵一地之文献尚且如此，薛州一府文献之富就更属洋洋可截

了 。 "文献知徽，後生之黄。 夫黄固有之，情更~商。"因此，我例有必

要封吴中文献做有苛割的整理和研究，在现代壁街理念指事下，建槽

舆薛州文化、铿溃、社舍接展相通膺的文献库，作昂儒存吴文献、读展

吴文化的平毫。

雨年前，短江薛省哲事社售科牵领等小组批准，我伺薛州大晕建

立了江薛省吴文化研究基地。 造是一锢面向瑕太湖地匾，面向江南，

全面研究吴文化的科研檐槽。 我伺摄将吴文化之文献作属研究重黠

之一，而薛州、|是吴文化的核心地匾，自然希望利用在地研究的储件，

首先徙薛州文献整理入手。 薛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地方文化建

设，割地方文献整理具有自壳的文化意巅，非常支持造项工作，特别

设立了事阿填目，於是便有了道套薛州文献整理研究的系列。

文献，是一锢庭主主的概念，古人以短史子集割分四部，而每一部

又有束多颊别。 道些颊别的著作在薛州文献中摆不具俑，由於各方

面倏件的限制，我例要在以窥其全豹，罩功一役，故董菩提捧其精辈而

遣，逐步整理面世。 而在遣撵中尤其注意有代表性，且到目前属止尚

未晃整理的著作。 古籍整理是一琪晕衔性很强的工作，我例希望重

可能遵循晕街规钮，精益求精，但一定舍不同程度地存在向题，尚望

各方面人士给予批辞指正，使我例的整理工作不断走向完善。

(作者王街平禹江，莓省吴文化研究基地主任、果咛i是ß.v江踩省吴

文化研究基地首席辛家)

① 5丧明舰、黄振棠编《柳豆子集外裔文精存)，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第 28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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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至德志〉外二程~ ，含《至德志》、《薛亭小志》、《辑忠武王祠

墓志》三程薛州地方文献。 分别辑锯了古代吴地匿史上三位重要

名人泰伯、荒草轼和韩世忠的相阔言己截。 其中不乏珍贵的史料，可

捕史志之不足 ;亦有束多傅记、芮文的辑绿，可属相隔文献研究提

供参考 ，具有较重要的版本债值 ; 而以人物属中心收集三人相随

言己截及後人重建祠墓或追思之作乃三善共同之特色，既可晃匿代

士人封三位名贵之尊崇，更便於肇者研究，故衷属一编，以期嘉惠

壁林。

兹就三言具髓情况锺述如下 :

一、《至德志》

志者 ， 言己也 。 "至德" ， 指道德的最高境界，语出《昌市捂 · 泰伯

篇》中割泰伯的赞春"子曰 :‘ 泰伯 ， 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三以天

下攘，民知得而稿焉。 ， "泰伯，{史起》作"太伯" 。 商末，泰伯舆其

弟仲雍自陕西岐山的周族部落南奔至畏江下游的太湖流域 ，建勾

吴圃 ，成属江南文明最早的阅读者 。 《史言己 · 周本纪》、《史言已 · 吴

太伯世家》及其後的《越绝菩》、《吴越春秋》等文献割泰伯事踵均

有记载。

自自於泰伯南奔，史事界多有争渝。 其中既有封泰伯南奔持疑之

说，亦有割泰伯所奔之不同地望的争揄。 李肇勤先生在《勾吴史集

序》中指出 : "~~於吴圃匿史的疑谜，最阔键的莫遇於太伯、仲雍建立



吴国一事。"①

地方文献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至德志》一害，昂薛州

泰伯庸尊志。 泰伯膺，又名至德庸，属江南地匾最早奉祀勾吴圄始祖

泰伯之祠靡。 回於其始建年代和位置，{至德志》卷一"泰伯庸"倏载:

"漠桓帝永舆二年(154)韶建泰伯庸于吴郡圄内外属宿村。"{至德志》

卷三"至德南圃志"倏起载更群<<桓帝永舆二年(154)敷建，在吴郡国

内外吴愿西三里臆藩村之南。"运些记载在藤州插多方志中均未克

之。 故《至德志》一喜存史及捕缺的文献债值，由此可晃一斑。 此外，

该喜遣记载了古代蕉州泰伯庸春秋祭祀峙的祭期、祭品、祭器等檀偌

内容、记载了簧颂泰伯的奇祠文赋等文牵作品、阔於泰伯爵一世祖的

《吴氏世系圄}，以及傅说中孔子存世的惟一言法作品一一题延陵吴

季子墓十字碑文等，内容涉及撞僧、文晕、吉普牒、喜法等多程肇科，在

捕史之缺的同峙，也起到了群史之略、绩史之氟的作用。

治天下者以史属萃，治郡圃者以志属辈。苦才中国古代的地方官

吏来说，{至德志》等志喜是他伺施政的必儒之蓄。古代薛州地方官

具在施政中"以志昂辈"的贾例甚多。 如《吴郡志》所附《修庸言己》记载

的都州泰伯庸轶事说，南宋高宗建炎年罔，在鞍火中薛川、|泰伯庸"鞠

属灰;撞"，"厥後草剖，殆黛以揭虔妥童"。 於是"邦人合词而造曰:黯

貌不治之日久，大憧神或怨恫。"是峙，地方宫真修徨泰伯庸，"乃致昭

告，乃11属良工"。而是年，"凰霹雨休，禾剧大熟"。

《至德、志》一喜的内容，反映了泰伯封吴地古代百姓的教化作用，

就是孔子封泰伯的"至德"抨债。泰伯在昂吴地百姓橱立道德楷模的

同峙，亦昂改篓江南早期的，蟹夷民凰，起了至因重要的作用。

综上可晃，本蓄具有如下特黠:其一昂地方性特黠，表现在其既

有特定的空阔篮圄，又同峙有群明的地方色彩。 其二昂资料性特黠，

① 引自吴文化研究促造舍编《勾吴史集 )，江蒜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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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该喜既是一部记载泰伯造一座史人物的资料喜，又是一部可供查

考的工具害。

《至德志》全喜十卷首一卷，吴鼎科蝙，彭敢望序。

吴鼎科 ， 字庭育，生卒年不样，属吴氏一百四世，{至德志·宗支

繁衍志》有言己截。 其馀各卷校前者亦均属吴氏後裔。

作序者彭般望(? 一1783) ，字翰文，强芝庭，又披香山老人，畏洲

(今藤川、1)人，雍正五年肤元。 匿宫修撰，入直南菩房;乾隆罔吏部、兵

部侍郎，左都御史、兵部尚喜，晚年主播紫随菩院，有《芝庭先生集》。

《至德志》版本流傅绝少，荤者目前僵克荒草州圄喜筒藏光绪丙子

(1876)冬月重刊本，故谨以之昂底本摞黠。

二、《蕉亭小志》

《薛亭小志}，清李彦章撰，豆豆喜封面作"薛亭小志"，然喜内各卷

又分别作"薛祠小志卷一"、"荒草祠小志卷二"等，故《薛亭小志》又名

《荒草祠小志》。

薛祠，即薛文忠公祠，祠址在薛州城柬定慧寺哺轩，因宋人薛轼

而傅。

薛轼(1037-1101) ，字子瞻，挠柬坡居士，世稿藤柬坡，眉州眉山

(今四川省眉山县系)人。 宋仁宗嘉站二年(1057)造士。 神宗熙事罔通

判杭州1 ，匪知密州、I(治所在今山柬省诸城县系)、徐州、I(治所在今江薛省

徐州市)、湖州(治所在今浙江省吴舆摞)等地。 御史劫以作音吉llJ捞朝

廷，贬搞黄州(治所在今湖北省黄罔摞)圄镣副使。 哲宗元站罔，累遭

翰林晕士，出知杭州|、原外I(治所在今安徽省阜隐市)。 绍璧初，又以

蔚文旗斥先朝的罪名，逮捕惠州(治所在今康柬省惠院摞)、借外1 (治

所在今海南省信州市) 。 卒益文忠。 薛轼在散文、奇、祠等领域均有

保出成就。 其散文舆歇隐修益稿"欧藤"，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

芮舆黄庭里益稿"藤黄"，同有宋一代芮歌的新氯象。 词舆辛囊疾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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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薛辛"，一捕富峙椅黯柔靡的凰尚，属豪放前派的割始人。 其在政

治上主强慎重，反封王安石的新法，故屡遭贬斥。

《薛亭小志》言己叙了薛柬坡所喜陶渊明《踊去来酵》舆薛州的渊源

故事。 内容上，它由锺倒不同峙罔筒黠接生的故事聊缀而成:

(一)北宋故事一一《薛亭小志》卷一绿《柬坡在己年鲸》载"绍里

三年(1096)丙子，六十一葳，公(薛轼)在惠州。"是峙，薛州定慧院禅

人卓契)1民千山高水而来，峙己六十一鼓的柬坡老人十分感勤，"罔其

所求"，卓契)1国答曰"惟燕所求。"柬坡"圄罔不己"，他才委婉提出求

"敷字乎"，即求一墨贾，於是"公眉苦耐明《蹄去来酵》以遣之" 。 此事

亦短薛轼《定惠院害国去来黯跋H截《薛亭小志》卷二)一文扭绿，僧

人盖率得以干截留名。①

(二)明代故事一一距上述北宋故事三百四十多年後的明正统

五年(1440) ，任朝廷工部右侍郎的周忱巡操江南语府，因定慧寺藏薛

轼墨本故物，而舆之结缘。 《藤亭小志》卷二鲸周忱在《刻蹄去来酵

跋》中说"薛文忠公雨官杭州，徨守湖州，往来姑寐，未曾不至定慧，

故寺中题蒜揭多。"接着，周忱回想起薛柬坡曾蓄渊明《揭去来酷》倏

幅的蓄事"绍重二年，公在惠州峙，喜舆寺之僧卓契)1目。 予曹晃刻本

於彭潭，心甚爱之。"然"至定慧，周竟廊靡，徘徊泉石罔，追想文忠公

蕾避之F斤，嘉契)1国之属人，常在冬日不忍去。 蜀惜此篇刻於彭潭，而不

刻於此。 每欺息以昂阙典，暇日以器寺之住持，欣然告予曰:‘寺中蕾

藏墨本故在。'亟命取而颤之，克其精墨隙故而行列口口，舆彭潭刻本

不相颊，不敢必其蔚文忠公所苦。 然字理清奇，别有一程道逼之口。

文忠公之真踵乎?因命置石刻之，以借寺中之故事云" 0 <薛亭小志》

卷二另鲸黄省曾《定慧寺哺轩碑起》则起属"工部侍郎文襄周公巡樵

① 《定惠院鲁皇帝去来辩跋》所完峙闰篇"绍里二年"，舆上《束披纪年盘录》的"绍重三

年"有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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