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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疑案：

王世贞率吴越百余宾客畅游黄山事真伪辨
1

周 颖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摘 要】：清代张潮的《〈歙问〉小引》与近代许承尧的《歙问闲谭》，皆载有明代文学家王世贞率领吴越百

余宾客畅游黄山的事迹。经考，此事存在诸多疑点，几无可能。一方面，文献留存情况可质疑畅游黄山说，证据有

三。其一，出处文献存在疑点。张潮的记载源于民间传闻，而许承尧所引原始文献无可查证，对张潮所载则直接加

以抄录。后人又将二人所载奉为信史，传颂至今。其二，目前尚未发现记载此事的同期文献。王世贞本人、亲近友

人以及同时代的一些徽州籍友人的著作中均未提及此事。其三，后世保存王世贞生平行实的传记资料均未记述此事。

另一方面，史实考辨可质疑畅游黄山说。自嘉靖四十二年与汪道昆相识后直至万历十八年去世，王世贞曾在书牍中

多次提及欲游黄山，却因种种原因不能成行。总之，王世贞率吴越百余宾客游黄山事应当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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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世贞率百余宾客畅游黄山疑案

江南名山，黄山为最。明代以来，黄山名声愈噪，影响愈广，吸引着众多的文人墨客、特别是地缘相近的江南文人前往游

赏，给黄山留下了丰厚的人文遗产。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1522-1620）的文坛盟主之一、太仓人王世贞（1526-1590）就

是有文献记载曾经游过黄山的著名文士之一。目前所知记述王世贞畅游黄山一事的最早文献，是清初张潮的《〈歙问〉小引》。

文中载王世贞曾率领吴越百余位文人雅士探访徽州，畅游黄山，并受到以汪道昆为首的徽州文士群体的隆重接待，双方比艺斗

技，规模足称壮观，被传为黄山史上的一段佳话：

吾歙在郡之东南，声名文物曱于诸邑。其为故老所传闻者，真足令人神往，读洪子《歙问》亦可得其大概。犹记其一事：

王凤州先生游黄山时，三吴两浙诸宾客从游者百余人，大都各擅一技，世鲜有能敌之者，欲以傲于吾歙邑中。汪南溟（道昆）

先生闻其至，以黄山主人自任，僦名园数处，俾吴来者，各各散处其中，每一客必有一二主人为馆伴，主悉邑人，不外求而足，

大约各称其技，以书家敌书家，以画家敌画家，以至琴弈、篆刻、堪舆、星象、投壶、蹴鞠、剑槊、歌吹之属无一不备。与之

谈则酬酢纷纭，如黄河之水，注而不竭；与之角技，宾时或屈于主，凤州先生大称赏而去。呜呼，可谓盛矣！
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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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近代，许承尧（1874-1946）的《歙事闲谭》中有《王弇州诸人游歙》一文，文中首先祖述《歙浦余晖录》的记载：

汪印苔《歙浦余晖录》记申时行归吴后又载王奪州游歙，过千秋里，访汪伯玉，淹留数月。过潜溪，宿故友汪如玉家，赠

以诗。又为如玉兄珩作传。续稿中有《与南溟肇林社唱和》诗。按：上申、徐二说，未知何本。张心斋潮作《洪愫庵玉图歙问

序》亦云王弇州先生来游黄山时……
②

之后抄录了张潮《歙问》中关于王世贞率众游黄山、与徽州文人雅士盛会的记载，以印证《歙浦余晖录》的说法。

长期以来，张潮与许承尧的记载被一些文史研究者所沿袭，反复征引，并应用到地方文献的编纂中。如 1988年新编《黄山

志》就记述了明嘉靖年间王世贞带三吴两浙一百多位文士宾客游览黄山的事迹。
③
又如季家宏主编的《黄山旅游文化大辞典》提

到王世贞畅游黄山、与歙地文士盛会的事迹，即以张潮的记载为据。
④
再如任泽峰主编的《徽州文化大辞典》收有“汪道昆与天

下文士盛会”一则，记述王世贞携吴越百余宾客来徽一事，依据也来自张潮所载。
⑤
一些研究《歙问闲谭》的论著论文，如许宗

万《〈歙问闲谭〉研究》一文，也直接摘录许承尧对王世贞游歙的记载。
⑥
至于研究明代文学、徽州地域文化等领域的论著论文

中抄录张潮、许承尧的记载作引证的情况，更是举不胜举。另外，一些黄山的风景旅游手册和导游介绍也将此事奉为历史佳话，

积极对外宣传。信息的广泛流传，使得王世贞率吴越百余宾客畅游黄山的说法几成信史，百年来鲜有质疑者。

黄山本地的文史工作者戴耕玖先生曾撰文对王世贞率吴越百余众畅游黄山一事提出异议，理由有二：第一，王世贞、汪道

昆二人均无文字记载此事。第二，汪道昆作为东道主，组织安排好如此庞大的游山群体有相当大的难度，其一是参加此次盛会

的人员众多，场面浩大，当时的黄山不具备容纳这么多人的服务设施，其二是当时游览黄山劳民伤财，需要极强的经济能力，

凭借汪道昆个人的经济力量恐怕难以实现。
⑦3
由于戴先生之文仅以随笔形式呈现，并未进行严密的文献考证，且关注的焦点在汪

道昆身上，所以未能形成全面、清晰、强有力的质疑之说，给学界留下了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同时，戴先生仍认为张潮所载王

世贞游黄山一事有一定的可能性，根据现代黄山景区与明代黄山景区相比地理位置有所偏离这一点，推测王世贞所游或非今天

的黄山景区，而是彼时的黄山景区，并考证具体地点为今天黄山市徽州区潜口北面的丰乐水库景区一带的古珙中。这种说法又

值得推敲。笔者从全面查阅文献留存情况与梳理史实两个方面人手进行考证，认同戴先生的部分观点，并给予辨正，即认为王

世贞与吴越百余人同游当今之黄山一事不可能为实，且进一步认为王世贞游徽州的真实性值得怀疑，游览所谓彼时之黄山的可

能性也几乎为零。总而言之，王世贞率吴越百余众畅游黄山一事应当存疑。

二、从文献留存情况质疑畅游黄山事

王世贞率百余众畅游黄山一事存疑的证据之一，即现存出处文献对此事的记述或来自传闻，或所引文献无可考证。张潮在

《〈歙问〉小引》中明确说明此事是“其为故老所传闻者”，即此事来源于歙地民间传闻，那么可信度就大打折扣了。而保存

了歙地故老传闻“大概”的《歙问》，并未记载此事。许承尧《歙问闲谭》对王世贞游歙事迹的记载，所依据的主要是“汪印

苔《歙浦余晖录》”。据《徽州文化大辞典》载，汪印苔即汪尚阶，字印苔，号子涛，又号莲痴、唯悔道人，歙县人，生活于

清末光绪年间，精于书画、鉴别，著有《歙浦余晖录》。
⑧
然而《歙浦余晖录》一书目前未被发现于世，汪印苔所载事件的依据

也就无从探究。同时，所谓的“潜溪故友汪如玉”、“如玉兄珩”二人均不可考，未被丁玉娜《王世贞交流研究》文后附录的

《王世贞交游名单》所收录。
⑨
“赠故友汪如玉诗”与“《与南溟肇林社唱和》诗”也未见收于王世贞的《弇州山人四部稿》

⑩

《弇州续稿》⑪以及任何其他文集。《歙问闲谭》抄录了张潮的记载，而忽略了“传闻”这一事实，在不知不觉之中将之偷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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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史。因此，张潮与许承尧的记载都存在可质疑的空间。

王世贞率百余众畅游黄山一事存疑的证据之二，即目前尚未发现有记载此事的同期文献。按照常理，如果王世贞率吴越众

名士畅游黄山，并同徽州文人相聚，共举竞技斗艺之盛事，或多或少应当留有一些纪游性的诗文作品，然而其诗文集《弇州山

人四部稿》《弇州续稿》皆无言及此事的作品。汪道昆主要诗文集《副墨》⑫《太函集》⑬也未发现与之相关的任何文字。倘若

真如《歙浦余晖录》所载王世贞“访汪伯玉，淹留数月”，王、汪二人的文集中又焉能无一字提及此事？汪道昆亲弟汪道贯、

堂弟汪道会以及其他熟悉王世贞、汪道昆二人活动的徽州籍友人如潘之恒、梅膺祚等人的著作中也未发现与之相关的蛛丝马迹。

⑭尤其是潘之恒的《黄海》⑮，收录了历代与黄山有关的各种文献，内容足称富赡，却无一字提及王世贞的这次胜游活动。当时，

王世贞与汪道昆同称文坛领袖，声望甚著，一举一动皆为文界尤其是江南文士所瞩目。倘若王世贞率领百余宾客畅游黄山，同

汪道昆率领的徽州文士集团相聚，如此盛况势必在文坛引起很大轰动。按照当时的风气和惯例，必有一些文士唱和、传颂、谈

论此事。然而，遍查与王世贞关系密切的友人“五子”“后五子”“续五子”“广五子”“末五子”“七子”以及王锡爵、其

弟王世懋等人的诗文集子，均未发现有提及此事者。⑯

王世贞率百余众畅游黄山一事存疑的证据之三，即后世保存王世贞生平行实的传记资料均未记述此事。王世贞之子王士骐

所撰行状⑰、好友王锡爵所撰神道碑⑱、屠隆所撰传记⑲4、陈继儒所撰墓志铭
（20）

无一记载此事。另外，徐朔方先生《王世贞年

谱》
（21）

、郑利华先生《王世贞年谱长编》
（22）

以及在二者基础上形成的拙著《王世贞年谱长编》
（23）

，皆欲全面梳理记述王世贞

生平行实的各类文献，穷尽其生平事迹，力求详实、细密、精准，然而均未发现其率百余宾客畅游黄山一事。总之，无论王世

贞所游黄山具体地点在何处，皆缺乏相关的文献记载，其真实性令人质疑。

三、从史实考辨的角度质疑畅游黄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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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存文献记载来看，王世贞始终景慕黄山，渴望一游。他曾品鉴文伯仁所绘新安山水画卷，对画中连绵不绝的美景陶醉

不已：“自富阳而溯，新安之黄山、白岳尤奇峻……五峰文伯仁家吴中……乃因游新安，遂尽揽其奇而发之于丹青。余近得一

寓目，真若坐篮舆翠微间，使人应接不暇。区区山阴道上行，乌足以当之哉？”
（24）

而王世贞对游览黄山一事的酝酿与筹划，跟

他与徽州籍友人汪道昆等人的交游息息相关。自嘉靖四十二年（1563）王、汪二人通书定交后，发展成为知己好友，友情一直

持续到万历十八年（1590）十一月王世贞逝世。
（25）

汪道昆曾不止一次前往王世贞故乡拜访，领略到吴地山水的秀美和王氏弇山

园的富丽。
（26）

而汪道昆的故乡既然拥有无与伦比的黄山，岂能不邀挚友来此畅游一番？王世贞素好游览天下名山大川，吴中名

山如虎丘、惠山、太湖洞庭东西山等无不涉足，即使在外作宦也注重游山寻景。他出任青州兵备副使时曾三上泰山，
（27）

从湖广

按察使归里途中忙里偷闲游览庐山，
（28）

巡抚郧阳时两登武当山，
（29）

等等。若能前往徽州，既能拜访好友，又能顺道畅游黄山，

况且徽州地界还有齐云山等众多的名山可供游览，可谓不虚一行。为此，王世贞曾多次谈及出游黄山一事，给予规划，却因为

种种缘故始终未能成行，留有大量书牍为证。写作时间最早的一封，作于万历十五年（1587）夏：

所言汪伯玉齐云之约，诚有之。盖前岁伯玉与二仲过我，酒间以为前后凡五访我海上而不一报，将为千古嵇吕所笑，尔时

慨然许之。春间特使其小从子来，约为九月之会，又欲南要吴明卿、李本宁，东要屠长卿、徐茂吴。吾意殊不乐，报书力止之，

但以扁舟楚服、携两僮、一登山而已。然老来不任道途之苦，意尚未决。今据吾弟所闻乃尔，便堪攒眉辞社，岂能把臂入林也？

此兄好奇而重文事，业已世弃，不复点检，乐彦辅乐地，故自足，乃欲使我作失行老嫠耶？夜来卧小楼，楼之下非常三响，恐

非仙师警策？唯有节饮省荤，俟尽而已。此外却无大愧怍也。
（30）

此书是王世贞写与其弟王世懋的。据拙著《王世贞年谱长编》考证，“夜来卧小楼，楼之下非常三响”，致使王世贞怀疑

仙师昙阳子发出警告一事，发生于万历十五年四月十三日夜。
（31）5

因此这封书信当作于万历十五年春夏间。据书中所提及的汪道

昆来访订约一事，指万历十四年（1586）汪道昆携二弟往访王世贞一事。关于此事，王世贞《东海游记》载：“岁丙戌之孟夏，

汪司马伯玉挟其二仲与客龙、徐两司理，栖我弇中。”
（32）

参与这次盛会的龙膺，他的《寄答司马王元美先生》亦可引以为证：

“自丙戌春幸从汪司马趋谒函丈，启金绳之路，开‘来玉’之堂。倒邕屣以迎，投遵辖而款。过听新息，折简伯高。十日淹留，

作平原布衣之饮。四筵欢宴，厕香山诗酒之交。……知己骤投，狂态横发，饮而忘醉，乐亦忘归。”
（33）

在这次聚会上，汪道昆

以前后五次来访王世贞、王世贞也应有所酬报为由，诚邀往访徽州。于是，王、汪二人订下了所谓的“齐云之约”，即汪邀王

前往徽州相会，届时畅游齐云等名山。然而王世贞未能赴约。个中原因，除了年老体衰、惮于远行，他的信中还透露了一点：

他从王世懋口中听说了关于汪道昆的不利流言。（至于当时社会上流行着关于汪道昆的什么流言，我们不得而知）大概出于对

自身名节的考虑，王世贞就决定不再前往徽州了。同时，此次王世贞未能成行，还有另一层原因，即其父王忏获得朝廷封赠，

御赐祭葬，王世贞必须在家中操持祭葬典礼，因此不可出门远行。关于这一点，后来他也遣书向汪道昆作了解释：

向期于八九月叩玄亭、陟黄山，礼白岳，辖且脂矣，而先君子荷上恩得从六卿例祭葬，有司定于彼时成礼，纷纭至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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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陈继儒：《见闻录》卷五《王元美先生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 244 册，第 195-201 页，济南：齐鲁书

社，1995年。

（21）徐朔方：《王世贞年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

（22）郑利华：《王世贞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23）（27）（28）（29）周颖：《王世贞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第 217、220-221 页、242页，第 428-429

页，第 453-456、475-476 页。

（24）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百七十《文伯仁溪山自适卷》，第 5b-6a页。

（25）王瑞国：《琅琊凤麟两公年谱合编》，清康熙五十一年抄本。

（26）王世贞与汪道昆于万历四十二年定交事，参见拙著《王世贞年谱长编》第 280-282 页。关于王世贞与汪道昆交游历程及

汪道昆前往太仓拜访王世贞事，亦可参考拙著。

（30）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百八十八《寄敬美弟》之六，第 11页。

（31）周 颖：《王世贞年谱长编》，第 641-642页。本文中凡涉及《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续稿》所引材料时间考证及王世

贞生平重要活动年份之处，除有各类文献可证外，亦可参见拙著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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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未能出门。笃惭巨卿，捷逊叔夜。计老丈闻之，当为于邑也。
（34）

王世贞之父王忏，在嘉靖年间曾任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总督蓟辽军务。因军事失利，受严嵩父子及党羽构陷，被冤杀。

隆庆元年（1567年）平反昭雪，以原官下葬。万历十五年才给予恤录，诏赐两祭全葬，并追封兵部尚书。
（35）

王世贞拟游黄山之

时，适逢亡父举行祭葬仪式，因此不能成行。另外，王世贞对此番出游的预想是“但以扁舟楚服、携两僮、一登山而已”，同

游人数不过是仆从与一二知己，目的不过是为了清静游山，与张潮、许承尧所记载的率领吴越百余宾客前往斗艺的盛况相去甚

远。

此时的王世贞，已经年逾花甲，自感来日无多，趁着有生之年畅游黄山的想法就越发强烈，其心情之迫切可见诸以下两封

书信：

不奉德问者几半载矣，弟所矢志而成棋中之辖者，自元旦以至八月，如一日也。而会太守期以季秋将天子命上冢，则诸邦

君大夫宗党戚执牛酒曰至，匍匐而踵门叩谢者无虚晷。至孟冬晦，稍息肩，而区区复滥除目矣。病弟得告归，上书乞骸，杜门

待命，然朝夕从病者所视汤药，忧疑百端，忽忽如作恶梦。新岁初，乞骸之请不遂，拟复上书陈情。而辇上君子且以大谊见诮，

亦会病者稍有起色，始谋以仲春望前西发，然尚欲谒白岳、欵黄山、拜老丈于里，第以践夙诺，取宣城道之白下。而亲友及子

姓群咻之，虽病者亦以为不可，故黾勉改道京口，登北固，望浮玉，慨然叹焦光之不可作。……三月朔之部任，留事号稀简……
（36）

弟自亡弟变后，又睹平生故人如张肖甫及戚少保、阴司马、徐魏公皆小我一二年，倏忽倾弃，以故渴欲归理容棺之墟。前

月孟浪作小建白，旋上书乞骸，倘得请可以取道白岳，报叩门下，第以亡弟丧不能它行耳。
（37）

据考，王世贞于万历十五年冬起用南京兵部右侍郎。
（38）

致汪道昆信中所谓的“至孟冬晦，稍息肩，而区区复滥除目矣”，

即指此事。上述二书皆作于万历十六_（1588）南京兵部右侍郎任上。此年二月自太仓赴任之际，王世贞曾一心计划途中改道前

往黄山，但因亲友劝阻而未能成行。闰六月其弟王世懋亡故后，他曾上疏乞骸，并打算趁告老还乡之机绕道前往黄山，也未能

成行。

待到万历十七年（1589）六月，王世贞由南京兵部右侍郎升任南京刑部尚书。
（39）6

此时，他仍念念不忘前往黄山践行与老友

聚会的诺言，曾致书汪道昆：

献岁必当自力上疏乞骸。念老丈东山之卧甚坚，而庙堂大有物色者。或出或处，同心断金，故不以区区形迹间也。即弟苟

得请，而蒲轮尚未下，决取道奉谒，从杖屦黄山白岳间。所食言者，有如曰。亡弟倏已过朞岁矣，葬期在庚寅之腊，敢仿东京

诸九列以下故事。
（40）

此书作于万历十七年王世撤逝世一周年后。王世贞与汪道昆约定明年致仕之后一定前往徽州，甚至发下“所食言者，有如

日”的誓言。然而等到万历十八年三月辞官获允
（41）

之后，他的归乡之心非常急切，自述“至二十五日，得邸报晨传，蒙恩许回

籍调理，且示不终弃之意。……在槛之猿、绁笼之鸟，恨不能即时奋飞。次晨即发之，栖霞小憩，陆五台诸公多追送者。然出

处之况，邈若河山。”
（42）

于是，他没有前往徽州，直接就回了太仓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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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4）（35）（36）（37）王世贞：《弇州续稿》卷六十二，第 14b页，卷一百八十五《汪司马》之二十一，第 17a页，

卷一百四十四《恭谢天恩疏》，第 11a-12b 页，卷一百八十五《汪司马》之二十二，第 l7a-18a 页，卷一百八十五《汪司马》

之二十四，第 21a页。

（33）龙 膺：《龙太常全集》之《纶•文集》卷二十四，上海图书馆藏清光绪十三年九芝堂重刻本，第 3页。

（38）参见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百四十二《为恳乞天恩辩明考满事情仍赐罢斥以伸言路疏》，第 19a页。

（39）参见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百四十二《为恳乞天恩辩明考满事情仍赐罢斥以伸言路疏》，第 19a-20a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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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八年三月卸任归里后的最初一段时间内，王世贞在家安度晚景，虽空闲较多，但一直深居简出。他曾致书王锡爵自

述近况：“初归，畏暑，尚未出理人事。唯亲知强欲阑人，不能不一见之，然送迎不敢出内阈。”
（43）

此书作于万历十八年暑夏，

可知王世贞自此年三月归里后到秋前，一直在家休养，未曾出门远游。正当他准备出游会友之际，疾病却向他袭来：“三请乃

得归。方召故人相与挥觞道素，拟以六月息者，而时已微有病色。……不两月而竟不起矣。”
（44）

至十一月就溘然长逝了。
（45）

在生命弥留的短短数月中，疾病缠身的王世贞不太可能有精力率众远行并畅游黄山。因此，综其一生，王世贞游览黄山的可能

性都非常之小。

上文既证王世贞游过黄山一事缺乏可能性，就从根本上质疑了张潮、许承尧及后代文史资料的说法，也修正了戴耕玖先生

的研究结论。戴先生以客观经济条件有限质疑东道主汪道昆组织、承办徽歙、吴越三百余人黄山斗艺盛会的能力，虽有一定的

道理，却值得商榷。张潮原文载王世贞携吴越百余宾客来游黄山，他们大都各擅一技，欲以之显傲歙地，目的就是来挑战的。

而汪道昆的应对方式是“以黄山主人自任，僦名园数处，俾吴来者，各各散处其中，每一客必有一二主人为馆伴，主悉邑人，

不外求而足”。
（46）

从文字叙述来看，这是一次有目的、有计划、有共识、有互动的区域间才艺交流会。既然要借此盛会切磋才

艺，各显人文之盛，理所当然由与会双方捐资助襄，共同举办。而谢先生曲解了张潮的原文，将汪道昆组织、参与此次黄山盛

会理解成了他一人出资招待所有参会人员。同时，戴先生虽质疑王世贞携吴越百余宾客游览黄山一事，却肯定王世贞尚有来游

当时所谓黄山（“古珙中”）的可能性。而实际上，“古珙中”与现代黄山景区相去不过数里，皆在徽州境内。笔者既证王世

贞此生远游徽地的可能性极小，因此也不能到过所谓的“古鹆中”了。不仅王世贞未能携吴越百余众来游，就连他一人来游也

无可能。在王世贞的一生中，他距离徽州最近的一次，当在隆庆三年（1569）出任浙江左参政时。彼时他曾登上太湖之畔的道

场山放眼远眺，还曾舟行经过建德一带。
（47）7

不过，他的诗文从未言及西入歙地一事。可以想见，王世贞既在湖州为官，奉公职

守，自然不便与随从宾客远游歙地。且由杭至徽，山重水复，地形艰险复杂，自古就通行不便，至新中国成立前也仅有杭徽古

道等几条大道相通，这也在客观上阻碍了王世贞前往黄山。

综上，通过梳理存世文献与考辨史实，可知王世贞虽一直向往黄山，期盼畅游一番，最终成行的可能性却微乎其微，因此

所谓的王世贞率吴越百余宾客畅游黄山一说存在诸多疑点，几无可能。有明一代，以王世贞文名之盛、吴皖地缘之近，若王世

贞无缘来游，这对坐拥黄山美景的徽州人士来说不可谓不是一大遗憾，由此黄山文化史上也就少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歙县民间

对王世贞与汪道昆盛会于黄山一事的杜撰与传闻，或许是希冀借助王、汪的文名，为驰名天下的黄山、为灿烂悠久的徽州文化

更添一分光彩。从旅游学的角度讲，这种杜撰、附会历史名人游山事迹的做法是一种宣传策略，可为景区增加一笔无形的文化

价值，有助于景区声誉的传播与提升。在古代，这种旅游资源宣传模式是不自觉而为之的。黄山作为一座声名后起的旅游胜地，

其影响力自唐代以来才逐渐扩大开来，明代之后得到进一步增强。从王世贞逝世时的明代后期到张潮生活的清初，时间尚不足

百年，然而这段时间正是黄山旅游发展史上影响大为扩展、声誉逐渐远播的重要阶段，各个景点相继被发掘命名，而一些提升

黄山胜地声誉的传闻也会随之发酵而生。张潮、许承尧对民间传闻津津乐道，大概也是出于追慕先贤风流与夸耀故里风物的心

理。而后人未加考察，追随前说，以致王世贞率吴越百余宾客畅游黄山事广被流传，影响极大。笔者特作上述考证，质疑旧说，

辨其真伪，并求教于学林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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