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孙仲容先生， 始采诸家之

长，抒独得之见，以为《间诂》

一书 ，讹文隐义 ，宣究殆尽 。

信夫体大思精， 日月不刊者

矣。 ”同时又指出其书之疏略

阙失，一一加以例证。 该文得

到了柳诒徵的认可与肯定，故

而书札中有“评骘孙书及论墨

学，皆有特识”之赞语。

汪辟疆书札一通

云从、静霞足下：

前得手毕，藉悉近况，教

读之暇，从事箸作，备谂勤劳。

近年整理国学之书， 良楛不

一，要之以鉴别材料、整理材

料为无弊。 《唐宋词选》亦属

于鉴别与整理之一种，而又出

之矜慎，故最为今人所欢迎。

不佞所苦，近亦如旧。 有时亦

出外游览，但需人照顾，以防

万一，惟不能自由行动耳。 手

此奉谢，并颂

春釐。

辟畺

一月廿五日

此札用荣宝斋精印笺纸，

彩笺有溥儒所作之画，兼书唐

代李颀《宋少府东溪泛舟》诗。

末署“心畲”，钤“溥儒之印”。

汪辟疆（1887—1966），江

西彭泽人 ，名国垣 ，字辟疆 ，

或作辟畺，又字笠云，晚年以

字行 ，号方湖 ，别号展庵 ，此

札落款处即钤 “方湖” 阴文

印。汪氏在中央大学（1949 年

后改南京大学） 前后执教达

38 年， 著有 《近代诗派与地

域》《光宣诗坛点将录》《目录

学研究》 等， 校录 《唐人小

说》，亦工诗，有《方湖诗钞》，

风格清丽苍秀。

函中所谓《唐宋词选》，乃

盛 静 霞 与 夏 承 焘 合 作 ，于

1959 年 12 月由中国青年出

版社出版，为新中国成立后第

一部普及性的词选读物，得到

学术界的重视与好评。汪辟疆

对“近年整理国学之书”，注重

“鉴别材料、整理材料”，以为

《唐宋词选》亦属此列，又“出

之矜慎”，故而乐观其“最为今

人所欢迎”。

据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

记》，夏先生 1960 年 1 月 7 日

收到出版社寄来 《唐宋词选》

样书多本，其后陆续寄赠唐圭

璋、马茂元、胡云翼、陈友琴、

余冠英、 陈翔鹤、 周汝昌等

友人。 以此类推， 盛静霞亦

当同时呈书业师， 并致问候。

可推汪辟疆此札似作于弟子

寄书问候之后， 即 1960 年 1

月 25 日。

1954 年， 汪辟疆因高血

压而中风，右肢瘫痪，故有函

中“不佞所苦，近亦如旧。有时

亦出外游览， 但需人照顾，以

防万一， 惟不能自由行动耳”

诸语。他在病中犹坚持读书撰

作，又为学生在家授课。 其后

病情时有反复，终于因脑血栓

不治逝世。

柳诒徵、汪辟疆不但是大

学者，也是书法家。 柳氏初学

颜真卿， 喜颜之端朴厚重，又

深究于汉魏六朝碑刻及新出

甲骨文，还受过清道人（李瑞

清）的影响，书风碑帖相参，浑

然天成。从这三通书札中亦可

见其行笔迅疾， 斩截爽利，气

势恢宏，刚健峻洁。 汪辟疆善

学二王， 乃典型之帖派书法，

落笔洒脱，如行云流水。 这通

遗札应是汪氏右肢瘫痪后用

左手所书，其毅力、功力皆可

见一斑。

捧读前辈学人手泽，回首

尘封已久的学林往事，领略彩

笺笔墨中的文人雅趣，令人赏

心悦目而又低徊不已。

（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

科学重点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

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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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一般的刘鹗

晚清刘鹗是一个“谜”一般

的人物。

知道刘鹗的人为数不少 ，

因为无论是1949年之前， 还是

1949年之后的中学语文课本中

都选有《王小玉说书》这一段文

字。 这一段对声音出神入化的

描绘让人们记住了《老残游记》

及其作者刘鹗。

研究刘鹗的人为数亦不

少 ，1889年刘鹗因治理黄河而

名声大振 ，1896年刘鹗因开发

煤矿、修筑铁路而获罪，1900年

刘鹗因在北京赈灾而被清庭目

为 “汉奸”，1903年刘鹗因拓印

《铁云藏龟》使中国最早的文字

甲骨文广为人知……

于是， 刘鹗被载入了各类

“工具书”， 刘鹗名字之前被冠

以各种 “家 ”———小说家 、文学

家 、水利专家 、慈善家 、古文字

学家等。

刘鹗就是某某“家”吗？从生

前到身后，刘鹗一直是一个被争

议的人物，或褒或贬，争论百年

之久，盖棺也从无定论；或毁或

誉，讨论文字迭出，至今莫衷一

是。 刘鹗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物

呢？ 一个“标签”能概括他吗？

1987年10月在江苏淮安举

办的《全国首届刘鹗与〈老残游

记〉学术讨论会》，研究者几乎一

致认为：研究刘鹗，必须要研究

刘鹗与太谷学派的关系。 换言

之，研究刘鹗必须先要研究太谷

学派。 “太谷学派”是一个“谜”，

那么解开刘鹗这个“谜”，就要与

解“太谷学派”之“谜”同时进行。

太谷学派和李光炘

太谷学派产生于清代嘉

庆、道光年间，是我国儒家学派

在民间的一个学术暗流， 被研

究者称为 “中国最后一个儒学

学派”。 这一学派以儒家学说为

主，但又吸收了道、佛两家的一

些思想， 对儒家学说作了很多

新的解释。 其始活动于清嘉庆、

道光年间，一直延至于今（研究

者往往以为太谷学派活动至抗

日战争期间就已结束， 此说不

确）。 太谷学派两百余年来传布

于江苏仪征 、扬州 、泰州 、苏州

一带，甚至远传到山东、河北，全

盛时徒众达万余人。太谷学派的

基本宗旨是“教养天下”———“使

民不饥不寒，得闻圣人之教，此

乃天之至养也”。 目前国内出版

有《太谷学派遗书》三辑十七册

和多种研究著作。

“太谷学派”创始人周太谷

（约1764—1832），字星垣 ，号太

谷，别名崆峒子。 安徽池州人，

正史无任何记录。 当代的《中国

民间宗教史 》 《中国近代史资

料 》《近代中国的思想进程 》等

书文都多有记载。 周太谷父早

丧，母任其所好。 其家道富庶，

少颖慧， 喜读书， 博览经史杂

家 ，足遍名山大川 ，拜师寻友 ，

广交异人。 道光元年， 游经庐

山，见周敦颐镌石之“志伊尹之

志 ，学颜渊之学 ”，悟 “伊尹之

志” 是治国，“颜渊之学” 是修

身，遂自创一派。 此后周太谷广

收弟子 ，后人以 “太谷 ”冠其学

派名。 太谷学派第二代传人分

北南二派。 北派传人张积中，南

派传人李光炘。 1866年清政府

武力围剿太谷学派北派张积中

一支于山东长清之黄崖山。 张

积中父子、 家属率弟子数十人

自焚而亡， 其余众数千人为官

兵捕杀以致流血成川。 这是中

国近代史上著名的 “黄崖 （教 、

冤）案”。 南派李光炘幸免于难。

李光炘 ，字晴峰 ，号龙川 。

江苏仪征人，生于1808年，1885

年去世 。 “黄崖案 ”后 “中止讲

学，遣散弟子”“远走他乡，蛰伏

自保”。 1876年年方20的刘鹗在

扬州第一次拜见李光炘。 1880

年（一说1882年）刘鹗正式拜李

光炘为师，成为太谷学派学人。

刘鹗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拜从

太谷学派呢？ 刘鹗现存诗词手

稿《述怀》一诗说得很明确：

余年初弱冠，束脩事龙川，

虽未明道义，洒扫函丈前。

无才学于禄，乃志在圣贤。

相从既已久，渐知叩两端。

孔子号时中，知时无中偏。

万事譬诸物，吾道为之权。

得权识轻重，处如循自然。

因物以付物，谁为任功愆。

此意虽浅近，真知良独难。

灵台有微滓，一跌千仞渊。

此诗说明， 李光炘就是刘鹗心

目中的圣贤。 是李光炘告诉了

刘鹗要辩证地看待事物， 处世

要遵循自然规律，要勤于思考。

需知了解事物的本质绝非易

事，如果只从个人的意愿考虑，

考虑不周差以毫厘就有可能谬

以千里。

不守绳墨、桀骜不驯的

刘鹗

研究者往往用“不守绳墨，

桀骜不驯” 八个字来概括刘鹗

的为人。

刘鹗与“养天下”的太谷学派
刘德隆 刘瑀

刘鹗就是某某“家”吗？ 从生前到身后，刘鹗一直是一个被争议的

人物，或褒或贬，争论百年之久，盖棺也从无定论；或毁或誉，讨论

文字迭出，至今莫衷一是。 刘鹗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物呢？ 一个“标

签”能概括他吗？

荨1902 年从北京回到上

海的刘鹗（作者家中旧藏）

茛刘鹗用印一方”名

铁云字铁云”。 选自

刘鹗后人刘德隅珍

藏之《铁云遗印谱》。

（刘瑀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