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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羊室印存》所见嘉兴印人及沈世桢小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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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昌羊室印存》保存了张燕昌、文鼎、钱善扬、孙三锡、张上林、杨大受等清代嘉兴印人的精彩之作。

谱中三十多方张廷济和郭麐的自用印，大多不见于今天的公开出版物。研究和发掘《昌羊室印存》的文献价值，不

仅可以一窥晚清以来金石收藏和印谱出版的蛛丝马迹，还能够帮助进一步了解清代嘉兴印人对篆刻艺术的传承与探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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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间嘉兴士人辑拓的《昌羊室印存》四册，因传世不多，加上辑谱人身世沉晦不明，长期以来，了解和研究这部印谱的

人不多。笔者经过多年释读，发现这部印谱与嘉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就谱中收录的嘉兴印人、受印人以及昌羊室主人沈

世桢的身世，作一简要钩沉。

一、一部流传不多的印谱

清末民初，是中国印谱出版的又一个高峰。一方面，国势衰颓，物是人非，小小的印石转眼间已有了沧桑。另一方面，在

西潮狂飙突进式的冲击下，传统的诗书画印表现出了孱弱的面相。于是，在清代金石学的背景下，一批以传承绝学为己任的文

化人，纷纷收藏、交流、辑拓、传播古今印谱。

嘉兴地处杭州、上海两大印谱出版中心之间，自然得风气之先。而活跃于嘉道年间的金石大家张廷济的流风余韵，半个多

世纪后依旧不绝如缕。嘉兴人沈世桢或许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赓续前贤，收藏皖浙名家及嘉兴印人作品，并以昌羊室的名

义，辑拓、出版印谱。

《昌羊室印存》四册，原拓朱钤本，部分印章附拓边款，封面赵叔孺题“昌羊室印存”，前后无序跋。内页版框木板刷印，

版心下为“昌羊室”，上为“印选” “印鉴” “印模” “印存”，其中“印选”辑印 30 方，“印存”辑印 37 方，“印模”

辑印 36 方，“印鉴”辑印 50 方，共 153 方。去除重复，存印 130 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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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羊室印存》中印人的落款有:赵次闲、顺甫、顺父、文鼎、几山、翁鸿、叔钧、张上林、铁生、秋堂、祥伯、犀泉、钝

丁、敬叟、慧寿、序伯、听琴氏、龙石道人、杨澥、悲庵、大受、南阜老人、芑堂、燕昌、江濯之、孙三锡、桂山、讷翁、屠

倬、鼻山、六舟、文笔山樵、鸿寿、曼生、仲湘、垢道人程邃、木夫中溶、爽泉、古云等。

方去疾编辑《明清篆刻流派印谱》
[1]
时，收录《昌羊室印存》中“张廷济” “张尗未” (钱善扬作)、“八砖精舍”“张尗

未”(文鼎作)、“郭麐印信”“骚之苗裔”(郭麐作)、“张尗未”“张廷济”(赵之琛作)、“频伽居士”(高垲作)、“二十六

宜梅花屋”(程庭鹭作)等，根据吴蕅汀统计，共有十六方之多。
[2]188

在公开出版的印谱目录中，目前仅知《叶氏印谱存目》卷上著录:“昌羊室集名印四种，嘉兴沈镜臣集古今人所刻，为印选、

印鉴、印模、印存四种。”
[3]
韩天衡先生堪称中国读印谱最多的人，但在 2012 年出版的增订本《中国印学年表》中，也没有著

录《昌羊室印存》，应该是没有见过此谱。有“印谱收藏第一人”之称的香港收藏大家林章松先生几年前告知笔者，在他收藏

的近两千种印谱中，尚未有《昌羊室印存》。

二、《昌羊室印存》辑录的嘉兴印人和受印人

《昌羊室印存》是昌羊室主人荟萃的名人印集，其中既有丁敬、奚冈等西泠诸贤，也有杨澥、翁鸿等吴地名家。但最为集

中的是西泠八家以外浙派诸子如张燕昌、文鼎、钱善扬、孙三锡、张上林等嘉兴印人的精彩之作，以及嘉兴及周边士人自用的

各种名章、闲章和收藏章。

作为浙派产生之前重要的印人，活动于明末清初的秀水人徐贞木，在很多篆刻著述中语焉不详，作品更是少见。徐贞木字

士白，号白榆，自署真木。当年周亮工曾专门访求徐贞木印作，并叹赏不已。叶铭在《广印人传》中，非常推崇徐贞木的印艺，

以为在程邃和许容之上，
[4]57

并称他“性兀傲不苟同时趋，恒欲青白眼睨天下士”
[4]248

。《昌羊室印存》收录徐贞木 80字印一方，

字小如蚁，一笔不苟。印文云:“台斋之中，弗尚虚礼。不迎客来，不送客去，宾主之间，坐列无序，有酒且酌，无酒且止。清

琴一曲，好香一炷，闲谈古今，游玩山水。不言是非，不论世事，行立坐卧，忘形适意。冷澹家风，林泉清致，道义之夫，如

斯而已。”印石上有胡䦆题款

张燕昌，字芑堂，号文鱼，海盐人，浙派创始人丁敬高弟。《昌羊室印存》收录了他为藏书家吴兔床所作朱文印章“月树”

一方。款云: “燕昌为兔床先生作，时年七十二。”张燕昌于金石见多识广，所交多名流大家，篆刻取法不为一家所囿。这方

“月树”印章，萧疏淡宕，天真烂漫，趣在有无之间。

文鼎，字学匡，号后山，秀水人，精鉴别，绘画学文徵明，得方正、醇古之气。收储金石、书画多上品。篆刻得文三桥遗

意。《昌羊室印存》收录文鼎刻印五方:自用“后” “山”连珠印、“文鼎”及为张廷济刻“尗未”“八砖精舍”“张尗未”，

工秀之致，时人无出其右，边款小楷书结字宽博，气度雍容。文鼎与钱善扬交情最厚，刻印虽不及钱的苍朴，但秀妍精巧，自

有一种“我见犹怜”的风流韵致。

孙三锡，字桂山，一字桂珊，又作桂三，海盐人。与文后山(鼎)、钱几山(善扬)、曹山彦(世模)并称“嘉禾四山”。《昌

羊室印存》收录孙三锡篆“集庆里人” “陈经审释金石文字” “小罗浮山馆”“一多庐”“吉甫收藏金石文字”等七方印章。

孙氏治印宗浙派，所作近陈曼生而遒劲过之。

钱善扬，字顺甫，号几山，麂山，嘉兴人。钱载之孙，写墨竹传其袓法。篆刻以汉人为宗，苍茫古朴，疏密处理别出心裁，

方去疾称之为“印坛奇才”。生平偶为至友制作数印，流传作品极少。
[1]163

《昌羊室印存》收录钱善扬刻印三方:“张尗未”“廷

济”“葛时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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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上林，字心石，号古村，嘉兴人，张廷济从子，好金石篆刻。叶铭在《广印人传》中引《云庄印话》说:“叔未子某工刻

印，道光壬寅癸卯间，随其父来扬州，为文达镌印甚多。”
[4]503

《昌羊室印存》收录张上林为张廷济刻白文印“享桥墓祠守者”，

边款:“嘉庆壬申春日叔未先生命甥徐大椿篆侄张上林刻。”

杨大受，字子君，号复庵，嘉兴人。篆刻仿汉凿刻，错落不加修饰而能传神，《昌羊室印存》收录杨大受朱文篆刻“敬斋

居士”，朴茂雄奇。边款:“山堂先生作朱文如此，乙未九月大受。”其艺术趣向约略可知。

《昌羊室印存》中，保存了大量嘉兴及周边文人士子的姓名章、闲章和收藏章，其中包括朱彝尊、冯登府、葛时徵、汪世

樽、沈兆霖、吴昇等名流。朱彝尊为清初文坛盟主，《昌羊室印存》收录了朱氏两方相当“霸气”的自用印:“暴书亭藏”和“醧

舫”。这两方印风格遒古，意趣高雅，俨然黄钟大吕、庙堂之器，其自负亦可见一斑。两印巨大且尺寸完全相同，可判断这是

一方两面印。其中“醧舫”曾作为引首章，钤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宋人《睢阳五老图》朱彝尊题写的引首上。
[5]

《中国书画

家印鉴款识》收在“朱彝尊”条目下。

冯登府，字云伯，号柳东，又号勺园，嘉兴人。一生以著书立说为业，在经学、史学、金石学和诗词方面都有建树，《清

儒学案》专门为他立《柳东学案》。《昌羊室印存》收录了冯登府的“柳东手书”“勺园”“嘉兴冯柳东氏著书处曰石经阁藏

金石处曰祥金室填词处曰种芸仙馆莳花处曰勺园”“勺园在小长芦之南殳史山之东东西峡石大小横山之北”等印，多未见公开

著录。从印文的内容可知，这些印章或刻于冯登府辞官归里之后，隐约再现了当年冯登府著书、收藏、填词、颐养的场景，可

与戴熙于道光九年(1829)绘制的《勺园第二图》相互映证。

三、《昌羊室印存》中张廷济、郭麐自用印

沈世桢对乡贤张廷济和晚年侨居魏塘的郭麐格外青睐，先后于 1894 年和 1895 年出版了《清仪阁印存》和《灵芬馆印存》。

《昌羊室印存》中，还收录了张廷济和郭麐 30 多方自用印，占全书印章收录总数的 1/4，且多由浙派和后期浙派名手所作，如

赵之琛、陈曼生、陈豫钟、文鼎、钱善扬等，风格多样，印艺精湛。其中约 1/3 作为代表性作品，著录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

识》。

张廷济是嘉道间非常活跃的金石学家、收藏家、书法家，阮元督学浙江时极为推重，订为金石交。当年张廷济的“八砖精

舍”落成时，阮元为其书匾。文鼎在“八砖精舍”边款中，记下了当年张廷济清仪阁中“谈笑皆鸿儒”的盛况。据沈慧兴介绍，

张廷济的清仪阁毁于清咸丰年间，所藏古物大量散失，存留古物由后裔陆续出售。《昌羊室印存》中，收录张廷济的自用印 18

方:

(1)张廷济白文边款:叔未兄丈名印，壬午八月赵之琛。

(2)张廷济白文边款:戊子夏日勒奉叔未老伯大人教正，姪翁鸿。

(3)张叔未白文

(4)张尗未白文款识:道光二年八月，次闲仿汉。

(5)张尗未白文边款:顺甫作，癸亥九秋。

(6)张尗未白文边款:叔未兄丈解元属文鼎勒，壬戌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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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廷济白文边款:甲子仲春，几山篆。

(8)尗未朱文边款:叔钧作

(9)尗未朱文边款:嘉庆庚申十二月既望为叔未三兄制，文鼎。

(10)张廷济张尗未白文两面印

(11)眉寿老人朱文

(12)眉寿老人白文

(13)石经阁朱文

(14)享桥墓祠守者白文边款:嘉庆壬申春日叔未先生命甥徐大椿篆姪张上林刻。

(15)海岳庵门弟子白文边款:叔未属次闲仿汉。

(16)兰亭亭长白文

(17)八砖精舍朱文边款:叔未解元得汉晋砖八品，名其居曰八砖精舍，阮中丞为书扁，邢太守为作记。嘉庆丁卯夏日秀水弟

文鼎为刻印，因并识之。

(18)嘉庆戊午浙江解元朱文

郭麐，字祥伯，号频伽、频迦，别署白眉生、蘧庵居士、苧萝长者，晚号复翁，吴江人。吴蕅汀在《十年鸿迹》中说郭麐

晚岁侨寓嘉善，并终老于此。“郭在嘉庆时侨居魏塘黄霁青家，为时颇久。郭当时居住在江家桥侧，其遗址灵芬馆尚能认取。”

《昌羊室印存》中明显可辨认为郭麐印信的，共有十四方:

(1)郭麐印信朱文边款:信其人以及其印，苟非其人其言不信。频伽铭。

(2)吉宝祥云朱文边款:佛□□□字□□见吉羊云海，余旧名其室，频伽居士外服儒风，内修梵行，同□佛家是□□□。爰

作此印以赠，□□□□□浴佛日□□□□□记。

(3)麐印朱文连珠。

(4)神庐朱文。

(5)非若牛马犬豕豺狼麋鹿然朱文边款:曼生为祥伯作。祥伯名麐，故□韩句，非□□□以骂人也。时□尔奏刀者，□□秋

堂□□蕉屏□雪小凫汲泉□□□□□□□□也。

(6)赏雨茅屋朱文边款:“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表圣语极明隽可喜。祥伯作神庐园，标置题目，

凡十四处，其以赏雨茅屋名者，意中颂酒弹诗之地也。然长门取酒之金既不时得，歌楼听雨之年又已去我，对□时少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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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之误)乘违，此愿能偿，徒资神往。属为署款，累叹久之。壬申三月十又四日浮香楼外史作于濑阳官廨。“坐中”二句衍，又

记。

(7)频伽居士朱文边款:辛酉六月频伽仁兄属爽泉刻。

(8)月玲珑轩白文边款:嘉庆十六年十月，神庐主人来访，曼生留寓溧阳官舍之桑连理馆。余得定交，酒绿灯红，香余茶罢，

闲征文史，属图此石，遂记之。芜湖汪鸿延年。

(9)骚之苗裔朱文边款:祥伯自作，右白刻款。

(10)吴江郭氏朱文边款:次闲为频伽兄丈作。庚寅二月十又四日并记。

(11)郭麐过眼白文边款:丁卯二月为祥伯仁兄作。古云□□。

(12)神庐白文边款:频伽无力营室，以意属王尗畦绘神庐图，凡四十余处，造意其奇，余因刻此石为赠。秋堂更为润色之，

神似汉印矣。祥伯得此应为冁然。曼老记“茮”字作“尗”，曼生误也。秋堂又记。

(13)灵芬馆主白文边款:频伽酷嗜篆刻，所储印石几五六百品。骤然为胠箧者祘去，亦一劫也。近嘱其友人尽谋补刻，因作

此以结金石缘。□生。

(14)两湖三竺万壑千岩白文边款:敬叟为复翁仿汉印法。

以上诸印中，“骚之苗裔”“郭麐印信”为郭麐自刻，张鸣珂在《灵芬馆印存》跋中推许说:“频伽自制两印，亦复远于流

俗，可见文人艺事，无所不能。”
[6]573

同时，这些自用印的边款，从不同侧面刻画了受印人的个性、交游、从艺和收藏情况。“月

玲珑轩”边款描绘了郭麐探访陈曼生、留寓溧阳官舍桑连理馆闲征文史的欢会；“神庐”边款记述了郭麐无力营室的窘迫以及

陈秋堂赠印时善意的戏谑；“灵芬馆主”边款则展示了一个嗜印如命的郭麐，他在所蓄的五六百品印石失去后，并不“醒悟”，

而是发动朋友帮助补刻，继续他的金石缘。另外， “浮香楼外史”为郭麐“赏雨茅屋”所作边款，误字颇多，语意闪烁，看得

出创作时心情相当复杂，或许是在酒酣或失意时所作。

四、昌羊室主人沈世桢的收藏和印谱出版

关于沈世桢的最早记录来自张鸣珂《灵芬馆印存》跋，时在光绪甲午年(1895)，但文中也仅提到了“昌羊室主”。此后的

一些资料，或称沈世桢，或称沈晋臣，或称沈镜臣。总体而言，文献中有关沈世桢生平及印谱出版活动的记载不但稀少、零碎，

而且比较混乱。有的甚至把《昌羊室印存》讹成《吉羊室印存》，把《清仪阁印存》写成《清一阁印存》。先胪列主要记载于

后:

郭频伽先生……书法仿双井老人，寸缣尺幅，人争宝贵，钤尾小印亦极精雅。今昌羊室主收得数十方，益以友人所藏，荟

萃成册，并拓边款，洵艺林之珍玩也。
[6]573

昌羊室集名印四种，嘉兴沈镜臣集古今人所刻，为印选、印鉴、印模、印存四种
[3]

沈世桢，号晋臣，别署复明子，嘉兴人。性好旧印，拓有《灵芬馆、清仪阁印存》。尝集各家刻印，合拓《昌羊室印谱》，

未竣而卒。亦能画山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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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世桢，号晋臣，别署复明子。嘉兴人。善画山水，喜集印。尝手拓《吉羊室印存》，著有《灵芬馆印存》。
[8]

沈镜臣，生贯不详，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辑《清一阁印存》。”
[9]

听上辈人讲，只有沈镜臣在清末时，在张家弄开过古董店。他钤拓《昌羊室印谱》即在此时，也未免昙花一现。[10]190

光绪间，吾乡沈镜臣拓的《昌羊室印谱》，其中有清仪阁、灵芬馆遗印。
[10]94

《中国印学年表》:“光绪 21 乙未”条目下:沈镜臣辑《清仪阁印存》一册。
[11]

综合以上文献，可以给昌羊室主人沈世桢画个大致的小像:

沈世桢，号晋臣，又称镜臣，别署复明子，昌羊室主，生卒年不详。知绘事，能山水。性喜集藏古今印章，尝于张家弄开

设古董店，流通古物，结交藏家。所得张廷济、郭麐自用印颇多。光绪二十年(1894)，以昌羊室自制印谱笺，辑拓张廷济《清

仪阁印存》一册。次年，合昌羊室及友人所藏郭麐自用印，辑成《灵芬馆印存》二册，收录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等刻印 63

方。又有《昌羊室印存》传世，分印模、印选、印存、印鉴四册，存印 130 余方，部分附拓边款。收录印人以丁敬、奚冈、陈

豫钟、赵之琛等西泠诸家及文鼎、钱善扬、孙三锡等嘉兴印人为主，兼及吴让之、赵之谦、程邃、高凤翰、六舟等名家。

《昌羊室印存》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印谱拓制、装订错乱较多。如“可喜太平无事好” “一多庐”“给孤祗树独园”“观

空头陀”“东郭农”“宋忠惠公裔”“盥薇吟馆珍藏”“集庆里人”“满纸春愁墨未干”“二十六宜梅花屋” “爱留退笔写兰

亭”等在谱中重复出现。有的是印文在同一册中重复出现，有的是印文在不同册中重复，还有的只见边款不见印文，或印文边

款在“印选”中已并见，但到了“印鉴”中，只有印文，没有边款。昌羊室主人有编辑印谱的丰富经验，出现诸如此类的错乱，

不能简单地以疏忽来解释。结合《历代嘉兴书画名人研究》记载的沈世桢“尝集各家刻印，合拓《昌羊室印谱》，未竣而卒”，

一种可能的推测是，《昌羊室印存》是在沈世桢身后仓促成书的。从实物来看，印章的钤盖、边款的拓制、印泥的选用，都不

是特别讲究。吴藕汀在《药窗诗话》中抱怨昌羊室的印谱“款字模糊不清，失去了本来的面目”。同时，四册印谱，虽然分别

叫做“印选” “印鉴” “印模”“印存”，但在内容编排上，除了“印存”一册相对集中收录张廷济、郭麐自用印外，其他

几册编排随意，看不出内部逻辑，也没有明显区别。甚至在“印模”一册中，所用印谱纸一大半版心上有“印模”，下有“昌

羊室”字样，一小半版心完全空白。在一册印谱中使用两种印谱纸，极为罕见。另外，《昌羊室印存》中，还混进了一些真实

性非常可疑的印章。如“秋堂”款的“对号给发”，似仿宋人九叠文，但结字乖谬，线条柔弱，气格卑俗，与陈豫钟常见风格

相去甚远。这一切，都指向在拓制《昌羊室印存》时，发生了非同寻常的事，正常的印谱编辑程序被打乱。仓促之际，甚至不

能在印谱装订之前，检视一下是否有错装、漏装、倒装等问题。

这里再说明一下文献中的《昌羊室印谱》和本文所称的《昌羊室印存》之间的关系，这或与沈世桢的身世有关。“光绪中，

嘉兴沈晋臣钤拓其(笔者注:指郭麐)部分用印，为《昌羊室印谱》中之《灵芬馆印存》，都数十方。”
[2]391

“另据消息，原许明

农藏的张叔未印存原拓本《清仪阁印存》拓在‘昌羊室笺’上”。
[12]

据此可知，最初，沈世桢或许想从张廷济、郭麐入手，借

助于自己的收藏和朋友的收藏，分门别类地辑拓一系列印谱，总称“昌羊室印谱”，但后来仅正式出版了《清仪阁印存》一册

和《灵芬馆印存》二册，正当准备辑拓新印谱的时候，变故发生了。沈世桢或者说以他的名义匆忙完成的最后一部印谱，就是

今天看到的《昌羊室印存》。而谱中辑录的全部 100 多方印章，可能就是昌羊室最后的印石收藏。

遗憾的是，暂时没有更多的文献来支持笔者的推测。要想解开沈世桢和《昌羊室印存》的身世之谜，还有待更多新的发现。

五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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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羊室印存》蕴含了昌羊室主人赓续前贤、传承绝学未竟的心愿。论数量，昌羊室藏石印不过百余方，但其中所体现的

印学价值，是一般性的印谱合集所不能替代的。或许正因如此，20 世纪 80 年代，方去疾从《昌羊室印存》中选取了 16方印章，

编入《明清篆刻流派印谱》，这是绝大多数印谱所没有的“殊荣”。尽管《昌羊室印存》本身有各种各样的不完美，但这又如

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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