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顺宗梁国恭靖公主嫁郑何；宣宗

万寿公主嫁郑颢。 同时，也益发

重视科举功名， 如 《唐摭言》所

说：“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

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

之，其族绝矣。 ”荥阳郑氏顺应了

进士科文化上升趋势，家学传统

较早完成了由经学到辞赋之学

的转型， 累代皆有进士科人材，

甚至出现了郑虔这样专门教授

辞科的广文博士。本书第二章关

于各房支系的叙录以及第三章

“荥阳郑氏宦历与生活” 多有这

一内容的说明。现知唐代郑氏科

举及第者凡 158 人， 其中进士

114 人（状元 13 人），主要集中

在郑进思、郑邻、郑珣瑜、郑絪这

三个家族（参见许友根《唐代郑

氏科举家族的初步考察》，《科举

论丛》，2018.2）。 这在当时世族中

是比较突出的， 提升这一家族的

社会声望， 以至其时流行的科举

故事也多以郑家子弟为素材。 本

书正是从这一角度专章分析了

《李娃传》 中荥阳公子原型问题，

揭示了这一文学作品中的历史真

实。 又如，新近出现的郑鲂墓志、

鲂与妻合葬墓志， 比较集中反映

了郑氏家族文化特征， 本书也作

了专门论述，指出：一方面如郑鲂

父以门风标榜：“吾世家能读书为

文，保素业，老足矣。 焉能求名辈

耶？ ”另一方面，又孜孜以求之，郑

鲂由江南到长安求试了四五年才

及第。 作者还由此连缀出李景让

事，“景庄老于场屋，每被黜，母辄

挞景让， 然景让终不肯属主司，

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 岂敢效

人求关节乎？ ’”弟考试失利兄则

被母打，并以此出名，博得宰相同

情而使弟及第。 此事既说明世家

家教之严， 又表明世族也极重进

士科功名。 取材典型，饶有趣味。

四是以荥阳郑氏姻亲为中

心，勾稽出了唐代世族社会关系

网络。本书第五章分别梳理了郑

氏与皇室、赵郡李氏、清河崔氏、

博陵崔氏、范阳卢氏及其他世族

的婚姻关系，列表展示，分列人

名、科举、年代、职事官及官品等

类目。这应是宋前世族社会形态

最直接的揭示，甚有价值。 世族

在唐代并不是一个制度性存在，

而是作为一种社会习俗发生着

影响，主要是以婚姻方式形成了

一个相对封闭的联盟社会。 虽

然，唐初李氏王朝曾想以王权法

令打破这种联盟体，但是，积俗

难改，终唐一朝五大姓世婚仍相

沿不断。这种姻亲关系就是世族

在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存在方式，

也是唐代士人社会的活动空间，

每人都可在这种关系网中找到

自己的坐标点。如书中论及杜甫

与郑氏的关系，就是从这一关系

网入手深究其事。 杜甫有《唐故

德仪赠淑妃皇甫氏神道碑 》一

文，约作于天宝元年。其时，杜甫

三十岁，既无官职，又无科举功

名，何以能为当朝皇帝淑妃作此

文呢？ 首先，这是因为三王子事

件后，皇甫妃作为瑶王母，尊位

已有下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杜

家与郑家的姻亲关系。杜甫的外

祖母是李世民的孙子义阳王李

琮的女儿，下嫁到崔氏家，有二

女，一女嫁崔家，生杜甫母亲，一

女嫁郑家，生郑宏之母，故杜甫

与郑氏子弟有姨表亲关系。 之

前， 他与郑宏之曾合写过一篇

《祭外祖母文》：“维年月日，外孙

荥阳郑宏之、京兆杜甫，谨以寒

食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外王父母

之灵”，“宏之等从母昆弟， 两家

因依。弱岁俱苦，慈颜永违。岂无

世亲，不如所爱？岂无舅氏，不知

所归？ ”由文看，郑宏之与杜甫都

有早年丧母的经历，故多得外家

同情。 可能即缘此关系，杜甫与

郑家人郑虔、 郑潜曜交往颇多。

由本书所列《郑氏北祖平简公房

世系表》看，郑虔、郑潜曜是堂叔

侄关系。潜曜妻是皇甫妃与玄宗

的女儿临晋公主， 杜甫文中说：

“甫忝郑庄之宾客， 游窦主之园

林。 以白头之稽、阮，岂独步于崔、

蔡。 而野老何知，斯文见托；公子

泛爱，壮心未已，不论官阀，游、夏

入文学之科；兼叙哀伤，颜、谢有

后妃之诛。 ”虽然自认是无名无位

的野老， 又说他是郑氏清客。 对

照 《郑氏北祖平简公世系》 与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可发现杜

甫与郑氏及皇家之间的关系。

在 世家社会观念里，外家

侄依托舅姨也是一种

生存方式。显然，仅凭《新唐书宰

相世系表》无法看出这些沾亲带

故的姻亲，唯有将地下史料与传

世文对照，才可理出这些旁根错

节的关系。作者由此表还考证出

元稹为杜甫作墓志铭原因：元稹

《叙诗寄乐天书》 言：“故郑京兆

于仆为外诸翁，深赐怜奖，因以

所赋呈献京兆翁 ， 深相骇异 。

……又久之， 得杜甫诗数百首，

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

沈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未尝旁

备矣。 ”元稹母是郑家女，此郑京

兆即郑云逹，为郑虔之侄，与杜

甫为同辈，是元稹的外祖父辈人

物。 可能就是缘于这层关系，元

稹才接触到数百首杜诗，了解杜

甫，并能为杜作墓志。 这一发现

是很有意义的事， 元稹在杜甫

墓志铭末写道： “予尝欲条析

其文， 体别相附， 与来者为之

准， 特病懒未就。 适遇子美之

孙嗣业启子美之柩， 襄祔事于

偃师。 途次于荆， 雅知余爱言

其大父为文， 拜余为志。 辞不

可绝， 余因系其官阀而铭其卒

葬云。 ……嗣子曰宗武， 病不

克葬， 殁， 命其子嗣业。 嗣业

贫， 无以给丧， 收拾乞丐， 焦

劳昼夜， 去子美殁后馀四十年，

然后卒先人之志 ， 亦足为难

矣。” 杜嗣业为祖父迁坟途经荆

州， 就能以寒士身份， 求得当

时科场名星元稹作墓志， 显然，

其因不完全如元稹所叙知其好

杜诗， 而是他们之间存在着这

种姻亲关系。

如此看来，本书不仅是郑氏

家族史的史料补充，还是研究中

古社会史的专书，既有全局性历

史陈述，展示荥阳郑氏在历史上

的演进过程，又能对文献作深度

发掘与分析，对一些关节点进行

了专题研究，有由微知渐、由小

视大的史家意识。不仅长于辑录

新文献，而且能从新史料中发现

了易被忽略的盲点，纠正了传世

史料的讹误。 因此，无论从资料

性、工具性还是从知识性、思想

性方面看，本书多有值得称道的

内容，提升了唐代世族文化研究

的学术高度。

同时，本书又贡献了一个关

于唐代世族与文学的研究个案。

如杜甫与郑氏多人有交往，从开

元天宝到大历初， 一直有联系。

由杜甫诗文看，他只是与郑宏之

有姨表亲关系。郑宏之应是解析

杜郑关系的关键人物， 应须深

考。 将书中几表对照即可见出，

郑宏之父属弼诚家九字辈人

（唯此家有九思、九臣、九言、九

同 、九徵带九字的名 ），后过继

到弘简家 。 《新唐书宰相世系

表》 中记其终官定州刺史，《太

平广记》 卷四四九记有他的故

事：“唐定州刺史郑宏之解褐为

尉……宏之掌寇盗， 忽有劫贼

数十人入界，止逆旅。 黄撅神来

告宏之曰：“某处有劫，将行盗，

擒之可迁官。 宏之擒之果得，遂

迁秩焉。 后宏之累任将迁，神必

预告。 至如殃咎，常令回避，罔

有不中，宏之大获其报。 宏之自

宁州刺史改定州， 神与宏之诀

去。以是人谓宏之禄尽矣。宏之

至州两岁，风疾去官。 ”他的仕

宦经历已成当时的传说。 《全唐

文补遗》收有郑宏之撰《拓拔寂

墓志 》，署朝散大夫 、使持节都

督夏州诸军事、守夏州刺史、上

柱国 ， 文作于开元二十五年

（737），墓主亡时三十岁 ，郑宏

之称其为兄， 郑氏其时年岁也

当在此上下。 至开天之际，郑宏

之约四十岁左右，比杜甫大十余

岁。杜甫《壮游》回忆：“往昔十四

五，出游翰墨场。 ……脱略小时

辈，结交皆老苍。 ”此句应理解他

从十四五岁起就出游于东都翰

墨文场， 其所结交的郑氏表亲，

如郑虔、郑审、郑潜濯皆年长于

他。这些都是超出五服之外的姨

表亲关系，杜甫旅食京华时所指

责的“富儿”，主要应是这些人。

宏之终官定州刺史，小说言其他

由宁州改定州，墓志言其为夏州

刺史， 应是他在宁州前的职务。

其与杜甫祭外祖母，可能是在退

官闲居之时。 又，元朝郑太和编

《麟溪编·别集下》收有司空图撰

《荥阳族系记序》，其有曰：“唐之

有天下也， 仰稽前代族姓之学，

下诏高士廉、韦挺、岑文本、令狐

德棻，参以天下谱牒，合二百九

十三姓， 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定

为九等，号曰《氏族志》，藏之秘

阁，副在左户。 ”足证唐代谱谍学

之盛。 又有言：“观陇西郑回《族

系记》：‘回为定著， 桓公至温为

上篇，南阳至回为下篇，且旁稽

户部侍郎郑元哲 《故家考》。 ’”

“回，进士也，宜有以久其传矣。 ”

郑元哲终官“仪王文学”。 《旧唐

书·玄宗诸子传》 云：“仪王璲，

玄宗第十二子， 开元十三年封

为仪王，永泰元年薨。 ”任仪王

文学的郑元哲可能是玄宗时期

的人。 郑回是其晚辈，是郑宏之

侄，由《旧唐书·南诏传 》看 ，郑

回天宝中明经， 授嶲州西泸县

令，嶲州陷，为南诏所虏。 成为

南诏国六相之一（见张固也《读

司空图﹤荥阳族系记序﹥札

记 》，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

2009.4）， 这些都是新见材料与

新的研究成果， 本书都未及列

入，足见，这里的研究空间尚有

待于进一步拓展与充实。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

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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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西门地区的近现代美术资源老西门地区是上海老城厢发祥

地之一，人文资源丰富，不仅有文庙，也

有董其昌、徐光启、黄炎培、叶企孙等名

宿的活动痕迹。民国时期，老西门地区

吸引了一批美术精英， 在新文化运动

的影响下， 画家群体纷纷创办新式美

术学校、 组织美术团体和策划美术展

览会来革新美术。

1912年由刘海粟、乌始光等人所

创办的上海美专是中国最早的私立美

术学校， 也是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意

义的美术学校。 1915年校舍迁至老

西门白云观左近后，在此经历了起步

至繁荣的发展过程，构建了一个先进

的美术教育体系和培养专门美术人

才的实验平台，标志了具有现代美术

教育理念的新型学校的诞生。 上海美

专的创办开启了上海私立美术学校

兴办的风气。 丰子恺、吴梦非、刘质平

创办的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选址

西门黄家阙路；另有周湘在西门外黄

阙路所办学的中华美术大学，以及丰

子恺创办的立达学园美术科。神州女

学、城东女学的图画科，与老西门地区

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伴随着美术学

校和机构的兴起，还形成了一个美术

教育生态圈，李叔同、吴法鼎、李超士、

陈抱一、王济远、王道源、张弦、潘玉

良、潘天寿、滕固和傅雷等留洋画家都

曾在上海美专任教。

此地艺术家群体主要有留欧、留

日两派，他们除了在学校担任教职，还

组织各种美术社团， 定期进行艺术交

流、创作和展览。 1915年在诞生的“东

方画会”是最早的西画研究团体，虽然

仅维持一年多便宣告解散， 但拉开了

西画团体飞速创建的帷幕。 此后相继

出现了以上海美专西画教授为骨干的

天马会； 吸收了商务印书馆美术编辑

群的晨光美术会；由江小鹣、王济远等

西画家发起，潘玉良、唐蕴玉、陈澄波先

后加入的艺苑绘画研究所。 艺苑的最

大特点是兼以美术教育的社团形式，

培养了众多美术青年； 对中西艺术的

兼顾学习和研究在上海乃至中国艺术

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老西门地区还孕育了新式美术展

览和丰富的活动形式。 民国时期画家

的展览活动相比传统书画家的私人雅

集更加公开，民初美术运动的兴起，“画

廊”形制初见端倪。上海美专为促进学

生观摩艺术，经常举办作品展览。同类

专业性场所还有新华艺专的展览场

所。影响较大的展览是1913年上海美

专在静安寺路张园“安垲第”举办的师

生作业展。其他如上海专科师范学校、

中华美术大学所开展的成绩汇报展也

同样具有促进美术创作与教学革新的

积极意义。天马会借鉴法国“沙龙”和日

本“帝展”，以展览会新形式将西画向公

共空间开放，先后共举办9次，贯穿于

整个1920年代。晨光画会举行公开学

术演讲， 影响了民国时期的西画运动

风气。 艺苑绘画研究所举办的两届美

术展览会，规模空前盛大。展览的盛行

带动了展览场所的遍地开花， 其中主

要有张园、明复图书馆、宁波同乡会等。

《申报》《时报》《良友画报》 等大众传媒

也常报道展览情况、参展画家及作品，

产生了极大的社会效应。

老西门地区也是中国近代美术

出版业的发源地和聚集区，这时期的

出版物多为社团刊物、学校学报，如上

海美专学术校刊《美术》、上海专科师

范学校的美术思想阵地 《艺术批评》

等，刊载美术作品和理论文章。社团刊

物更为多样，最具代表性的是艺苑发

行的展览专号《艺苑》，共两辑，具有展

览画册的功能。另外，还有晨光美术会

的《晨光》杂志，中华美育会《美育》等。

期刊方面还包括一些非专业美术刊

物，如《良友画报》《上海画报》《时代画

报》《大众画报》《东方杂志》《文华》 等，

陆续刊载了近现代上海相关美术机

构、艺术家的艺术活动。这些刊物发行

量颇大，所载美术文献在当时得到了

广泛传播和有效保存，可在各大档案

馆、图书馆找到相关影印本。专业性画

册方面，出版社纷纷与名家合作，如天

马会出版部 1926年出版 《济远水彩

画集》，金城工艺社 1935年出版《张

弦素描一集》《朱屺瞻画集》《潘玉良画

集》等等，图文并茂在当时颇有“视觉

启蒙”作用。

林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