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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李清照晚年被迫再

嫁， 随即又涉讼离异的不幸遭

遇， 从宋代开始就对其真实与

否各执一词。 今人何广棪曾将

历代文献裒辑为 《李清照改嫁

问题资料汇编》，多年后又稍事

增补，收入潘美月、杜洁祥主编

的 《古典文献研究辑刊》 第九

编， 成为迄今为止最可倚重的

专题文献渊薮。 然而在旁搜远

绍之际，此书也难免偶有疏失。

最近翻阅清代嘉庆、 道光年间

女词人顾太清的作品， 就读到

一首与此息息相关的 《金缕

曲》，何氏虽然已经将这首词收

入《汇编》，称其“旨在为清照改

适辩诬”，“语意甚明”， 却未能

依循相关线索再作追溯研讨。

顾 太清为乾隆第五子荣纯

亲王永琪之孙多罗贝勒

奕绘的侧室， 原姓西林觉罗，本

名春，字梅仙，号太清，晚号云槎

外史，别署西林春、太清春，满洲

镶蓝旗人。 祖父鄂昌为雍正、乾

隆年间重臣鄂尔泰之侄，历任甘

肃布政使、广西巡抚、陕甘总督、

甘肃巡抚等，因卷入鄂尔泰门生

胡中藻《坚磨生诗钞》一案而得

罪赐死。 太清为避忌起见，遂不

得不冒姓顾氏。 顾太清创作的诗

词汇编为《天游阁集》，词集部分

又题作《东海渔歌》，此外还有剧

作《桃园记》和《梅花引》，并为《红

楼梦》撰著续书《红楼梦影》。其填

词造诣最受时人及后世的称赏

推崇，被誉为“巧思慧想，出人意

外”（沈善宝《名媛诗话》卷八，光

绪鸿雪楼刻本），以至“论满洲人

词者，有‘男中成容若，女中太清

春’之说”（冒鹤亭《小三吾亭词

话》，收入《冒鹤亭词曲论文集》，

上海古籍出?社，1992年），将她

与纳兰容若等量齐观。 这首《金

缕曲》见于《东海渔歌》卷四，兹据

今人金启孮、金适《顾太清集校

笺》（中华书局，2012年） 先引录

全篇如下（原有小序及自注均另

加括号）：

金缕曲（芸台相国以宋本赵

氏《金石录》嘱题）

日暮来青鸟。 启芸囊、纸光

如砑，香云缥缈。 易安夫妻皆好

古，夏鼎商彝细考。 聚绝世、人间

奇宝。 太息兵荒零落散，剩残编

几卷当年稿。 前人物，后人保。

芸台相国亲搜校。押红泥、重

重小印，篇篇玉藻。南渡君臣荒唐

甚，谁写乱离怀抱。 抱遗憾、讹言

颠倒。 赖有先生为昭雪，算生年、

特记伊人老。千古案，平翻了。 （相

传易安改适张汝舟一事， 芸台相

国及静春居刘夫人辩之最详）

奕绘、顾太清夫妇与并世名

流多有交游， 词中屡屡提到的

“芸台相国”，即当时的知名学者

阮元。阮元，字伯元，号云台，又作

芸台。 历官山东、浙江学政，兵、

礼、户、工部侍郎，浙江、河南、江

西巡抚，湖广、两广、云贵总督，体

仁阁大学士等。著有《揅经室集》，

并主持编纂 《十三经注疏校勘

记》《经籍籑诂》《皇清经解》《山左

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等。而那位

“静春居刘夫人”，则是阮元之妾

刘文如，字书之，号静香居士。 顾

太清另有《读芸台相国揅经室诗

录》《十一月雪后芸台相国过访，

谈云南风景》《五月廿五雨中静

春居阮刘夫人招同云林、纫兰过

天宁寺看新麦，即席作》《瑶台聚

八仙·祝芸台相国八十寿》等，可

知彼此往来酬赠颇多，阮元之子

阮福的妻子许云姜更是太清的

闺中密友， 足见两家关系之密

切。 阮元精擅金石考订，赵明诚

所撰《金石录》自然是最重要的

参考资料。 这部宋本为南宋龙舒

郡斋刻本，尽管残损不全，即太

清词中所说的“剩残编几卷当年

稿”，但递经明清两代名家收藏，

流传有绪而颇值珍重（参见钱曾

《读书敏求记》、潘祖荫《滂喜斋藏

书记》）。顾太清应约题词，既反复

慨叹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在颠沛

流离之际依然倾注心力于金石

文物的蒐集著录，又着力表彰阮

元对这部宋刻残本的细致考订

和悉心庋藏， 都是题中应有之

义； 尤其是下阕最末数句及自

注，特别提到阮元、刘文如针对

李清照再嫁的传言曾经力予辩

驳，终于使这桩千古冤案得以平

反昭雪。

阮元收藏的这部宋本《金石

录》其后几经辗转，在同治年间

又归藏书家潘祖荫所有。 潘氏在

《滂喜斋藏书记》（民国十七年刻

本）卷一中详细迻录了书中所附

各家题识跋语及诗词题咏，有不

少内容都可以和这首 《金缕曲》

比勘参证。 如其中所录太清词，

在最后有 “俚词呈云台老夫子、

静春居伯母同教正。 西林春”的

题款，仍然保留着当时奉命题词

的原初面貌。 在正式收入词集

后， 大概是为了方便读者理解，

才删去题款而补撰小序及自注，

对原先并不需要明言的创作背

景略作交代。 而在太清词作之

前，潘祖荫又抄录了奕绘的一首

诗，其中提到“揅经老人著笔暇，

颇有闲情及钟鼎。 家藏宋椠《金

石录》，故纸不是双钩影”，最后题

款为 “道光戊戌闰月望日丁亥，

应云台相国命题。 后学奕绘”，由

此推知夫妇二人当年是同时应

邀，只是一诗一词，各有分工而

已。 潘祖荫还称全书“鉴定印记

累累”， 并不厌其烦地缕述所钤

各种印文，其中有近三十枚都出

自阮元、刘文如夫妇，数量居诸

家藏印之首，可证太清所述“押

红泥、重重小印”绝非虚言夸饰。

更值得重视的则是《滂喜斋

藏书记》中引录的一则刘文如题

跋，其内容主要是根据李清照的

《〈金石录〉后序》，着重考察赵、李

夫妇生平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后

世争论李清照再嫁一事，这篇序

言是极其重要的文献。 文中提到

赵明诚病重时，“有张飞卿学士

携玉壶过视侯”， 有人甚至猜测

这位“张飞卿学士”就是李清照

后来再嫁的对象张汝舟。 经过仔

细钩稽梳理， 刘文如推定赵、李

两人成亲是双方长辈“同官礼部

时联姻也”，赵明诚“卒于

建炎三年”，“卒年四十九

也”，而李清照“作序之年

五十二矣”。 她甚至还对

序中所述 “建炎丁未春

三月，奔太夫人丧南来”

提出质疑，认为“丁未三

月犹是靖康， 五月始有

建炎之号， 戊申方是建

炎之元也”，考察之缜密

细致可见一斑。 刘文如

先前曾撰有 《四史疑年

录 》 （嘉庆二十三年刊

本），在考校系年方面自

是当行出色， 而这段跋

语虽然由她署名撰作 ，

毋庸赘言也必定得到过

阮元的首肯。 尽管没有

明确涉及再嫁问题， 可是经过

排比考订， 李清照当时早就过

了知天命之年， 是否确有那段

不堪回首的经历确实令人生

疑，所以顾太清才会发出“赖有

先生为昭雪，算生年、特记伊人

老”的由衷赞叹。

其实刘文如所作推断并非

孤明先发， 更不能称作翔实完

备。宋人洪迈《容斋随笔》、明人徐

《笔精》、清人卢见曾《重刻〈金

石录〉序》等早就不约而同地指

出过李清照撰《〈金石录〉后序》时

的确切年龄，清人俞正燮《易安

居士事辑》（收入《癸巳类稿》卷十

五）更是对赵、李生平做过巨细

靡遗的钩沉索隐。 不过考虑到顾

太清应邀题词的特殊情况，对她

称道阮、刘夫妇“辩之最详”也就

不必过于求全责备了。 倒是何广

棪在辑录《李清照改嫁问题资料

汇编》之际，虽然注明系根据《滂

喜斋藏书记》 收录了顾太清的

这首词， 却令人费解地并没有

同时收录更为重要的刘文如跋

语，不知为何会厚此薄彼？ 究竟

是一时疏忽而失之眉睫？ 抑或

是未见原书而辗转抄录？

顾 太清对李清照的坎坷遭

际深表同情， 对再嫁说

则显然是坚决不予采信的。然而

她万万没有想到，《金缕曲》中所

云“讹言颠倒”的情况居然也会

发生在自己身上。此事缘起于晚

清名士冒鹤亭所写的一组《读太

素道人〈明善堂集〉，感顾太清遗

事，辄书六绝句》（收入《小三吾

亭诗》卷三，《冒氏丛书》本），其

中一首说道：“太平湖畔太平街，

南谷春深葬夜来。人是倾城姓倾

国，丁香花发一低徊。 ”前两句均

有自注，指出“太平街”为奕绘、

顾太清夫妇府邸之所在，“南谷”

则为两人逝世后的合葬之地 ；

第三句用“一顾倾人城，再顾倾

人国”的典故，赞叹太清的风姿

容貌并暗示其姓氏； 最末一句

虽然并未直言， 却暗中牵扯上

嘉、道年间的著名诗人龚自珍。

龚氏《己亥杂诗》里有一首：“空

山徙倚倦游身， 梦见城西阆苑

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

缟衣人。 ”（其二〇九）自注称：

“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

一首。 ”冒鹤亭所云“丁香花发

一低徊” 即隐隐扣合龚自珍所

述 “太平湖之丁香花 ”，令人不

禁联想到居住在 “太平湖畔太

平街”的顾太清。

冒鹤亭随后又着手校订评

点顾太清所撰 《天游阁集》（神

州国光社，1910 年）， 在卷首弁

言里提到“少时闻外祖周季贶先

生星诒言太清事綦详”， 表明自

己所言都渊源有自， 绝非信口

开河；接着便津津乐道自己“刺

取太清遗事赋六绝”，得到过前

辈沈曾桐的嗟叹称异。 而在评

点过程中，他又屡屡将龚、顾两

人牵合在一起。 比如有一首《六

月十五日东山苗道士寄来七寸

许小猴一双，每当饲果，必分食

之，似有相爱意，诗以纪之》，冒

氏有评语称：“此亦长安俊物也。 ”

乍读之下让人莫名其妙，实则仍

与龚自珍相关。 就在上述那篇

《己亥杂诗》之后，紧接着便有这

么一首：“缱绻依人慧有余，长安

俊物最推渠。 故侯门第歌钟歇，

犹办晨餐二寸鱼。 ”（其二一〇）

龚氏自注中明言这是 “忆北方

狮子猫”之作，和太清诗中所咏

“七寸许小猴” 显然了不相干，

冒氏所作评议实在有些胡乱截

搭的意味。 不过龚自珍的诗文

自晚清以降便风靡一时， 正如

梁启超在 《清代学术概论》（商

务印书馆，1934 年）中所言，“光

绪间所谓新学家者， 大率人人

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 初

读《定庵文集 》，若受电然 ”，所

以冒鹤亭这些模棱两可 、含混

暧昧的评语 ， 很容易引导读

者勾起对龚诗的记忆 ，进而产

生联翩的遐想。 在此之后所谓

“丁香花公案 ” 便逐渐流播于

世 ，认为龚、顾二人曾经有过一

段不为人知的隐秘情史， 甚至

牵强附会地断定龚自珍最终暴

卒于丹阳县署， 其实是被获悉

内情的奕绘派人追杀所致。

杨焄

李清照“再嫁”与顾太清“出轨”

（下转 8 ?） 隰

顾太清对李清照的坎坷遭际深表同情，对再嫁说则显然是坚决不予采信的。 然而她万万没有想到，

《金缕曲》中所云“讹言颠倒”的情况居然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顾太清三十岁画像

← 况周颐藏 《易安居士三

十一岁之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