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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江南文人的精神世界
———读《过云楼档案揭秘》

■王振忠

历史的幽曲隐微，犹如深藏于老宅角

落里那些泛黄的故纸， 亟待有心人去发

掘、整理和研究……《过云楼档案揭秘》一

书从不同侧面介绍了过云楼之由来以及

围绕着过云楼主人顾氏的人和事。 作者沈

慧瑛立足于一手发掘的档案史料，以生动

笔触娓娓道来，读来令人兴味盎然。

该书封面颇为雅致———近一半的版

面为漆黑色调 ， 只有右上角的低槛外 ，

是一方明亮的世界 。 阳光透过窗棂 ，映

射在屋内的方砖上 ，显现出的图案斑驳

陆离……此一设计， 似乎很好地诠释了

该书的主旨———过往历史早已隐晦难

知，唯有透过学者的细心爬梳，方能显露

出些微真相。

比如书中的 《顾文彬家世考略 》一

文，根据顾文彬日记、家书、手订年谱、家

族成员行略和墓志铭等， 较为细致地梳

理出苏州名门顾氏家族发展演变的历程。

而《顾文彬与秦缃业的书画交易》一文则

通过阅读《过云楼日记》《过云楼家书》《顾

承信札》 及过云楼友朋书信等档案文献，

详细探究了过云楼藏品的来源。 再如《晚

清士绅交游图景》一文，对遵从惯例的别

敬、送戏送画的雅致、嬉戏冶游之潇洒等，

做了具体而微的勾勒与铺陈 ， 对于吴中

名士风雅之外的各种俗事与官场陋习 ，

有着相当详尽的介绍……透过顾氏家族

成员的交往，作者涉及晚清活跃在苏州的

诸多士大夫，像俞樾、盛康、张之万、傅增

湘、杨守敬、冒广生等人，涉及到广阔的江

南社会生活……类似于此的篇什，既有过

硬的资料， 又有细腻的考证以及合理推

断，文字表述亦行云流水，可谓雅俗共赏。

另外，作者还与顾氏后人时相过从，这使

得该书既有文献实证，又给读者以强烈的

现场感。

在后记中 ，沈慧瑛以 “过眼 ，未成烟

云”为题，介绍了自己与过云楼的渊源。 从

中，我们可以了解作者为过云楼相关文献

之征集与刊布所作的重要贡献 。 其中提

到， 她与苏州档案馆的同仁点校出版了

《过云楼日记》《过云楼家书》。 2016 年，她

又与苏州市过云楼文化研究会、文汇出版

社联合策划了《过眼烟云———过云楼历代

主人手书精粹》， 迄今已出版了 《顾承信

札》《鹤庐画趣》《读史随笔》《顾公柔日记》

等六种九册。 这些材料，不仅是《过云楼档

案揭秘》一书的主要资料来源，而且也提

供了诸多新的线索，成了明清史学界进一

步透视江南社会历史的重要史料。

以徽商研究为例，江南是诸多徽商活

动的重要场所。 至迟从明代开始，不少徽

商就迁居于江南的核心地带苏州等地，逐

渐由祖籍地缘转向新的社会圈。 因此，我

们在不少文献中都可以看到，侨寓徽商与

江南的其他士绅一起吟风弄月 、 诗酒唱

和。 对此，沈慧瑛的《吴中七老自风流》一

文，就对光绪五年（1879 年）以潘遵祁、顾

文彬为首的苏州士绅之风雅生活，作了相

当细致的勾勒和分析。 其中的潘遵祁，就

是来自歙县大阜、定居苏州的徽商后裔。

沈慧瑛指出，“买卖书画是顾文彬父

子信中讨论最多的问题，几乎占了家书绝

大部分篇幅，由此可见，书画是顾文彬官

宦生涯外的精神寄托与物质支撑”。 她曾

引《顾承信札》中同治十一年（1872 年）顾

承写给顾文彬的信函：

见澹如新得六如为王文恪写 《出山

图》卷，是皖人携至杭州，被澹老六十金买

去，即是当日鲍氏后人携苏求售，兰坡还

三百千者，今竟为澹老得之，书画之缘，其

有定数不浅。

这封信是有感于无锡人秦缃业（号澹

如）新得鲍氏后人《出山图》卷有感而发。

其中的“鲍氏”，据称即著名的收藏家鲍约

亭。 鲍约亭系安徽歙县棠樾村人，出身徽

商世家。 其祖父鲍志道为著名的扬州盐

商，其父鲍漱芳后继为盐务总商。 根据民

国时代徽州人的追忆：“吾徽六邑山多田

少，人民大半皆出外经商，吾歙邑有清两

淮盐商，为我独揽。 棠樾鲍氏家资多至三

千余万。 ”（抄本《杂辑》）据此，从财产规模

来看，鲍氏是乾嘉时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富

商家族。 鲍约亭为鲍漱芳次子，曾与其兄

鲍冶亭共同完成父亲的遗愿，刊刻了著名

的《安素轩石刻》。 因出身巨富之家，与同

时代的其他富商一样，鲍氏也热衷于书画

古玩之鉴藏，所藏名迹多钤“存在鲍约亭

家”。 以往，我们从《扬州画舫录》等笔记、

文集中不难读到盛清时代淮南盐商的慕

悦风雅、夸奢斗富，但对于嘉道年间，特别

是太平天国以后徽商财富与收藏的聚散

所知甚少。 而上揭的书信，则为徽商旧藏

之流散与江南鉴藏之风的兴衰递嬗，提供

了重要的新线索。

去年岁末，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的

“中日城市史研究与比较”学术研讨会上，

南京大学范金民教授提交了 《“不辞行乐

只辞官”———顾文彬致仕后的居家生活》，

这篇长达五万言的论文， 也主要是利用

《过云楼日记》等相关文献。 透过对顾文彬

的研究，范教授细致展现了一个江南文人

的乡居生活，他认为：“以顾文彬为中心的

交友圈，典型而又形象地展示出晚清苏州

城市空间的绅士生活风貌。 ”此一研究表

明，围绕着过云楼的相关史料，已引起明

清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这也从一个侧面彰

显了苏州档案工作者的重大贡献，正是因

为他们的慧眼独具以及不懈努力，这批珍

贵的史料才得以为学界所认知和利用。 在

我看来，对于学术研究而言，系统性珍稀

史料的发掘和利用，无论如何都是值得大

力表彰的。

罗斯巴德的遗产
———读《罗斯巴德传》

■毛志辉

在美国战后的理论家中 ，默

里·N.罗斯巴德超尘拔俗，秀出班

行， 他是米塞斯之后奥地利经济

学派的领袖人物， 同时又自成一

家。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罗斯巴德的思想体系囊括了经济

学、政治经济学、哲学、伦理学、历

史学和包罗万象的社会思想。 要

为这样一位思想家作传， 无疑需

要面对很多复杂的问题。

由贾斯廷·雷蒙多所著的《罗

斯巴德传》，是学界关于罗斯巴德

的第一部权威传记。 作者从罗斯

巴德的生平经历、思想成长、学术

成就等方面出发， 牢牢把握他的

思想精髓、乐观天性和历史意义，

力图真实、 立体地型塑其思想肖

像。 作为曾与罗斯巴德长期共事

的“战友”，雷蒙多没有刻意将罗

斯巴德割裂成多重身份， 而是有

所侧重地去还原和展示他在生命

不同阶段的不同追求， 以及所取

得的不同成就， 一个具有多重面

相而又浑然一体的传主形象也就

清晰可见了。

罗斯巴德在奥地利学派经济

学的思想传统中有着独特影响和

崇高地位。 他不仅整理和完善了

米塞斯及其学派的纯粹的自由市

场经济学， 还几乎以一己之力在

美国为米塞斯学派建成了滩头

堡。 作者较为详细地还原了罗斯

巴德与米塞斯的学术交往， 正是

在米塞斯的鼓励和帮助下， 罗斯

巴德完成了关于奥地利学派经济

学的全面论著《人、经济与国家》。

这部著作的写作以米塞斯的代表

作《人的行动》作为典范，其内容

则比米塞斯更为广泛、全面，被认

为是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复兴

的奠基之作， 而两位学术巨匠的

相互砥砺， 也称得上学术史上的

一段佳话。

经济理论上的创新显然不足

以概括罗斯巴德的成就， 尽管他

是职业经济学家， 但他在政治哲

学与历史学方面的建树也不遑多

让。在他的所有作品中，最知名且

最畅销的是 《为了新的自由》，这

部紧扣现实、 犀利而带有恶作剧

般幽默的作品， 突出反映了罗斯

巴德毫不妥协的风格， 他写道：

“从经验上说，20 世纪最好战、最

干预主义、 最帝国主义的政府就

是美国政府。 ”

罗斯巴德所提出的一系列观

点，不是空想而来的，而是建立在

扎实的历史研究的基础之上。 作

为历史学家， 他关于美国革命起

源的著作已经足以奠定他一流史

学家的地位，而他的《经济学思想

史》更是史学研究的典范之作。他

批评亚里士多德关于交易互惠的

讨论，批评从亚当·斯密发源的经

济史中的“伟人”理论，批评马克

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兴起于新

教（加尔文教）的观点，也批评托

马斯·库恩的虚无主义观点和经

济学思想史的主流范式……正如

雷蒙多在书中所指出的， 这部著

作，最充分展现了“不顺从的人文

主义” 是奥地利学派或者米塞斯

学派经济学的核心。

此外，《对美联储说不》《华尔

街、 银行和美国外交政策》《为什

么我们的钱变薄了？ 》等作品，都

见证了他对经济和历史写作的终

生追求。 他从历史角度探寻联邦

储备系统如何通过强大的银行业

利益集团欺骗毫无防备的美国民

众， 论证美国制度化的攫取财富

的体系将会荼毒全世界。 他的所

论，总是有理有据、铿锵有力，其

权贵精英分析法臻于成熟并且引

人入胜。 无论是美联储体系的历

史， 还是关于胡佛经济干预政策

是新政源头的研究， 他都能看穿

政府喉舌的宣传， 无畏地拆穿现

代历史观念。

作为文化观察家和政论家 ，

罗斯巴德长期介入日常的观念之

争。 他是一名斗士，蓬勃乐观，永

不低头。 对罗斯巴德所从事论战

的叙述， 是书中着墨的重点。 从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一直到逝世

前，他留下了大量的政治评论，为

世人绘制了一幅长达 40 多年的

挑战左右两派传统权威的自由意

志主义运动的上升路线图。

终其一生， 罗斯巴德都试图

将包括经济学、历史、伦理学和政

治学在内的多门学科融合为一个

“自由的学科”。 他不是象牙塔里

的哲学家，于他而言，米塞斯所言

“经济学是人类有目的行动的结

果”的律令，是他一生投身于自由

意志主义运动的写照。 他不只是

在纸上书写经济学、 政治学和关

于自由的憧憬， 而且还付出艰辛

（往往是孤独的）努力，把自己的

自由意志主义理想转化为现实。

罗斯巴德的成就是巨大的 。

作为经济学家， 他在美国复兴了

奥地利经济学派， 拓展和完善了

米塞斯的遗产， 并让纯粹的米塞

斯派观点得以脱颖而出； 作为思

想家， 他用一生的时间为思想大

厦建立了基本框架并奠定了坚实

基础， 他的著述相当于提供了一

种关于社会科学的统一场论，他

以其不屈不挠的精神长久激励着

后来者。然而，这些并非他遗产的

全部。他最为珍贵的遗产，或许是

他的才智、幽默和坚韧不拔：他有

着本真的性情， 总是能够纵情欢

笑，用幽默点亮那些至暗时刻；他

有着乐观的心态， 不管遇到什么

困难都能找到快乐和希望； 他还

有着强大的意志， 用他的智慧和

勇气， 炙热和真实传递他源源不

尽的内在力量。

《罗斯巴德传》

[美]贾斯廷·雷蒙多著

朱海就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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