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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图书馆未著录书徐振芳《徐太拙诗稿》清抄本 

邬国平
1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上海 200433) 

【摘 要】徐振芳是明清之际诗人,著有《徐太拙诗稿》｡上海图书馆存有该诗集清抄本一部,它被作为另一种线

装书的衬纸幸运地保存下来｡此书既不同于邓之诚先生旧藏､被误著录为清抄本的同名诗稿,也不同于民国刻本《徐

太拙先生遗集》,收录于此清抄本的某些作品经过一定修改,可作校勘之用｡徐振芳文章存世甚少,他为范良诗集所撰

《幽草轩诗序》是一篇有特色的诗论,有助于理解他的诗歌风格和当时的诗风发生转化,故于此文一并加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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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振芳(1597-1656),字太拙,号喝月,山东乐安乡(今属广饶)人｡明天启七年(1627年)乡试,因策论有忌讳语,被置于副卷,后

两次乡试皆落第｡曾加入拥护南明之义旅,参邱磊军事｡入清流寓江苏､江西､湖北､陕西等地,晚年寓居淮安,是当地著名的望社成

员｡徐振芳最终客死异乡,葬于淮安｡他为人卓荦豪放,正直尚义,善诗,所作以七律最有高致,磊落湛深,人品诗品皆负时誉｡ 

徐振芳有诗集《喝月草》《雪鸿草》《三素草》《楚萍草》《淮海道集》五种｡范良《哭徐太拙》之三:“遗稿方重梓,幽魂

岂未知｡”〔1〕既然称“重梓”,则其诗集在诗人生前和死后不久都曾刻行,惜未流传下来｡相传江南曾合刻徐振芳与吴伟业诗集(见

李焕章《楚萍草序》),然而至今尚未发现此合刻本,不知传言是否属实｡《喝月草》《淮海道集》已佚,《雪鸿草》《三素草》《楚

萍草》后来也只有抄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有《徐太拙诗稿》抄本,此为邓之诚先生旧藏,有邓先生题记｡书目著录此书为清抄

本,实是邓先生托关振生抄录,为民国年间新抄之本
〔2〕2｡徐振芳后裔徐三曾将《雪鸿草》《三素草》《楚萍草》三种合编为《徐

太拙先生遗集》,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刊刻问世,据徐三曾所撰凡例称,此书依据抄本汇集而成｡ 

最近,笔者在上海图书馆阅书时,偶然发现徐振芳《徐太拙诗稿》抄本一部,包括《三素草》《雪鸿草》《楚萍草》(抄本顺

序如此,与通常书目介绍列《雪鸿草》于《三素草》前不同)｡它被作为衬纸夹订在明人孙绪文集《沙溪集》卷十四､卷十五｡孙绪

这部《沙溪集》是康熙四十六年刻本,钤“玉函山房藏书”朱方印,原先是清代文献学家､藏书家马国翰收藏的图书｡这部《徐太

拙诗稿》抄本虽然夹衬在《沙溪集》,然而首尾连贯无错乱,更所幸者,全书没有缺页,完好无损｡首页封面,题写书名,末页是《楚

萍草》之七律《沉香亭留别同幕》,首联至尾联皆是完整的｡由于这部《徐太拙诗稿》抄本还没有获得独立的书籍形式,只是作为

                                                        
1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明清文论集成与研究”(项目编号:17AZD02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邬国平,男,浙江奉化人,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2〔1〕范良:《幽草轩诗集》,康熙七年刻本｡ 

〔2〕邓之诚旧藏《徐太拙诗稿》是借人之书,托关振生抄录,见《邓之诚文史札记》,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661页｡王献松《邓

之诚藏书聚散考略》对此已有说明,文载《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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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书的衬纸而存在,是为“书中之书”,所以没有在上海图书馆的藏书目录留下痕迹,乃至不为人所知｡然而,它又确实是一部

难得的明清之际文人的诗集抄本｡古人装订线装书,有时会将衬纸夹在书的折页中间,以增加图书硬度,便于翻阅,且添美观｡此外,

旧时书商于书的折页加衬纸,予以改装和增加书籍册数,也是为了提高售价｡用作衬纸的一般是空白纸,也有采取使用过的字纸,

算废物利用｡笔者看到较多用作衬纸的是经义､帖括类图书的散页,都是当时一些常见的刻书,有些则是被认为无甚价值的别的图

书纸张｡然而,判断图书的价值因人更因时不断发生改变,时过境徙,孰知原来被当成无用的字纸不会显出好处?故对此类“书中

之书”还需多加留意和甄别｡ 

下面先介绍这部《徐太拙诗稿》清抄本的一般情况｡书里“玄”字缺末笔避讳,然少数不缺笔,不甚严格,应是康熙以后抄本｡

从笔迹和行款看,它是由两个人抄写而成｡《三素草》《雪鸿草》同一人抄写,每页11行26字,少数25字,注文双行小字｡《楚萍草》

则为另一人所抄,每页11行28字,注文也是双行小字｡《徐太拙诗稿》抄本共106页,无目录,录诗208题,262首｡其中,《三素草》62

题,79首,《雪鸿草》75题,106首,《楚萍草》71题,77首｡它比民国刻本《徐太拙先生遗集》所收诗歌二分之一略多｡此抄本收徐

振芳诗歌之外,还有李含章撰《徐太拙先生小传》和李焕章《三素草序》《遗诗序》三文｡前两篇未署作者名,也无篇名,此介绍

其署名和篇名乃根据民国刻本和李焕章《织水斋集》｡第三篇也没署作者名,为李焕章《织水斋集》所收录,题曰《徐太拙遗诗序》

｡民国刻本署有此文作者名,篇名则曰《楚萍草序》,民国刻本的篇名当经过了后人修改｡ 

此抄本与中科院图书馆藏《徐太拙诗稿》抄本明显不同｡ 

最主要区别是,上图抄本多《雪鸿草》一集,而没有中科院图书馆藏本的《渑溪》集,说明两种抄本虽然都包含三种诗集,具

体诗集则有显然不同｡关于中科院图书馆藏《徐太拙诗稿》,邓之诚先生说:“四库著录《雪鸿》《三素》《楚萍》三集,《渔洋

感旧集》小传云,有《雪鸿》《楚萍》诸集｡此本有《渑溪》而无《雪鸿》｡”〔1〕说明它虽称三卷,然属于徐振芳的作品仅《三素

草》和《楚萍草》两种,这在徐振芳存世诗稿的抄本中,是不完整的一部｡而它所收《渑溪》集又并非徐振芳作品,应当是晚明李

中行的诗集〔2〕3｡李中行(1575-1640),字与之,号二水,自称渑溪居士,山东乐安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进士,官大理评事,知镇

江,崇祯初,迁贵州提学副使､左参政,著有《黔中疏》《渑溪集》｡他是徐振芳前辈,两人同乡相熟｡李中行儿子李含章､李焕章,年

纪小于徐振芳,三人是好友｡李中行尝为徐振芳诗集作序,末署“时崇祯九年丙子清明日,渑溪居士李中行与之氏题”,该序载民

国刻本《徐太拙先生遗集》卷首,徐振芳《雪鸿草》之《送李二水先生贵阳学宪》《夜郎曲(和二水先生)》等作品是赠李中行或

与他酬唱之作,由此可见二人交往之熟密｡可能因为这种关系,抄者误把李中行《渑溪》集归到了《李太拙诗稿》｡各种清人别集

书目载中科院图书馆所藏徐振芳《徐太拙诗稿》三卷抄本,都是将李中行《渑溪》集包括在内,其实是不够适当的｡ 

此外,上图抄本与中科院图书馆藏《徐太拙诗稿》之《三素草》《楚萍草》某些篇目和文字,也不相同｡邓之诚先生说,《雍

正乐安县志》载徐振芳七律《送李二水监军黔中》“到日春光应未阑,繁华如锦映材官｡几行征雁排云度,万里孤臣掩泪看｡千骑

弓刀当夜肃,双龙风雨过江寒｡不堪遥望三湘水,雪浪如山尺素难”,“不见此本｡”而上图所存抄本《三素草》有此诗,题为《夜

郎曲(和二水先生)》｡邓先生又说,李焕章所称黄州诗“霸业三分争赤壁,文人两赋重黄州”,也不见于此集｡上图抄本《楚萍草》

有这两句,为七律《齐安》首联,霸,作“伯”;赋,作“载”｡相反,邓先生所引《三素草》之七律《甲申五月阅清江浦义旅》,却

不见于上图所存的抄本｡ 

综上所述,存于两家图书馆的《徐太拙诗稿》抄本差别显著｡上图所存是清抄本,包括《三素草》《雪鸿草》《楚萍草》三集,

与《四库全书总目》所载一致｡中科院图书馆所藏《徐太拙诗稿》是民国抄本,实际包含李中行､徐振芳二人的诗集,而徐振芳作

                                                        
3〔1〕邓之诚:《清初纪事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56页｡按:王士祯《渔洋山人感旧集》云:“有《雪鸿》《楚评》

《淮海》诸集｡”萍,讹作“评”,《淮海》即《淮海道集》｡ 

〔2〕李焕章《延陵墨宝序》谈及其父李中行有“《渑溪集》十卷”,得于“进士赵君世伍家,今三十年,终以贫乏之故,未得再镌

之梨枣｡”(《织水斋集不分卷》,乾隆间钞本)他在《与刘秋水序》又说:“吾邑亦邑也,环抱数百里｡……向者李愚谷(李舜臣)太

仆公､李二水(李中行)大参公有《愚谷》《渑溪》集,皆即世｡”(《织斋文集》卷二,光绪十三年乐安李氏尚志堂刻本)《山东通

志》亦载李中行有《渑溪集》(见《四库全书》之《山东通志》卷二十八之三)｡中科院图书馆藏《徐太拙诗稿》中的《渑溪》集,

当是抄自刻本《渑溪集》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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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仅有二集,缺《雪鸿草》｡就共有的《三素草》《楚萍草》而言,两种抄本的内容也互有出入｡李中行《渑溪》集未见后来流传,

幸赖中科院图书馆藏《徐太拙诗稿》抄本而存世,因此而增加了一种明代诗集,这是此抄本意外的重要价值｡ 

再看与民国刻本《徐太拙先生遗集》的差别｡民国刻本据编者称同样也是由《雪鸿草》《三素草》《楚萍草》三种抄本汇成,

所收诗歌却比上海图书馆存的这部抄本将近多一半｡除此之外,两书经过比勘还存在以下差别: 

这两种本子的《雪鸿草》《三素草》皆按诗体编排,然各种诗体的先后序次并不一致｡上图抄本《楚萍草》不按照诗体,民国

刻本则依然按诗体编排｡书中的组诗,上图抄本篇数往往少于民国刻本｡上图抄本不分卷,民国刻本将全书厘为八卷｡ 

诗篇所属具体的诗集不同｡上图抄本中,《白头吟》《秋晚》《录别》三首属《三素草》,而民国刻本属《雪鸿草》｡上图抄

本《昭君怨》《瀑水礀》《酬黄永载》《哭光子亮》四首属《雪鸿草》,而民国刻本属《三素草》｡上图抄本《新丰客舍怀李平

子》属《楚萍草》,民国刻本则属《三素草》｡ 

诗歌内容相同,篇名不同｡上图抄本《雪鸿草》之《绪赠李延喜》二首,诗题不见于民国刻本,实际上是民国刻本《雪鸿草》

之《登莱纪事六首》中的第四､第五首(上图抄本《登莱纪事》组诗,仅有两首)｡上图抄本《三素草》之《过周孝侯庙题》,民国

刻本题曰《猛虎行》｡上图抄本七律《淮上放生池禅室》既见于《楚萍草》,又见于《雪鸿草》,见于《雪鸿草》者题曰《清皓庵》

｡此两首诗的第七句不同,其他诗句少数词亦有异,属于一诗二题,有异词异句,且归属于两种诗集｡民国刻本此诗收在《雪鸿草》,

与上图抄本《楚萍草》所收不同｡ 

此外,两书所收的诗歌,某些句子､文字有差异,举几个突出的例子｡如上图抄本七律《瀑水礀》:“奔流断岸作喧豗,恍惚鲛人

溅泪来｡路转寒云石蹬窄,天沉秋水练光开｡惊雷隐壑晴犹斗,怒雪冲岩势欲隤｡更是两崖苍翠好,休将屐齿破莓苔｡”民国刻本的首

联和尾联分别作:“驼山北麓郡城隈,断岸奔流日夜哀”“倚杖长吟天欲暮,野人原为看泉来”,第五句则为“怒雪冲岩去不回”

｡民国刻本所收此诗,写景之余,颇有叙述成分,上图抄本则将此诗的纪实性内容尽量隐去,突出绘景,形容瀑水更为鲜明,也更注

意用衬笔烘托｡又如上图抄本七律《酬黄永载》尾联“空驰一段怀人梦,长到嵩阳汝水边”,民国刻本作“西州门外肠堪断,梦绕

嵩阳汝水边”｡前者用流水句写思念,表达更为简洁流畅｡又如五古《录别》,上图抄本比民国刻本少第三联“海上拾烟霞,与子充

行李”,全诗叙述更顺捷,似属于后来删去的｡这些差异说明,民国刻本所依据的诗或是初稿,上图这部抄本则经过一定修改｡ 

徐三曾整理《徐太拙先生遗集》之“凡例”云:徐振芳诗集“又有襄贲嵇仞巘评,曹南江起元订本,均皆未见刊本｡”上图抄

本《徐太拙诗稿》之《雪鸿草》首页署“北海徐振芳太拙手著,襄贲稽仞巘评,曹南江起元订”,正是他说的那个本子｡稽仞巘,襄

贲(今江苏涟水)人｡江起元,山东曹县人,天启四年(1624年)举人,顺治三年(1646年)进士｡《楚萍草》署“千乘徐振芳太拙著,新

都范良眉生､太原阎修龄容菴､淮阴靳应昇茶坡､虞山张养重斗瞻､黄海赵朗天醉､山阳丘象随季贞评”｡评者六人都是明清之际淮

安著名文人社团望社成员｡徐振芳后期离开家乡南行,最后又寓居淮安至去世,与淮安一带文人交往密切｡他本人也是望社成员,

参加结社咏诗活动,《徐太拙诗稿》多有与社友唱和的诗篇｡望社对社友之书,有互相署名参评之风气,《楚萍草》署多名望社成

员评,反映了这种风气｡上图抄本《徐太拙诗稿》的题署为我们了解明清之际文人的活动和风习提供了资料｡ 

徐振芳以诗名､诗集流传很少,文章尤其少见｡他为范良诗集撰序曰《幽草轩诗序》,载康熙刻本《幽草轩诗集》卷首,可见其

诗论之一斑｡现抄录如下: 

主丁亥秋,余过淮,与望社诸子谈诗甚欢,忽忽八载｡今复过淮寻旧盟,则见风雅视当年倍盛矣｡诸子为余言,近得范眉生氏,秉

兼人之资,乘方新之气,其诗有三唐遗意,因以大张吾军,余为之飞扬起舞｡诸子随介眉生与余订忘年交,得读眉生所为诗｡其《秋

舫》《霜叶》诸集,有如竹枝缥缈者,有如落叶哀蝉者｡及读其近日《幽草轩诗》,则又如《咸》《英》《韶濩》迭奏于清庙明堂

者矣｡余讶其若出两手也,以问眉生｡眉生曰:“吾束发学诗,以为诗者,导情之具也,情不挚则不深,不曲则不幽,不丽则不艳,此吾

向者竭吾情以狥诗也｡吾今而知,情已深,恐溺而忘返也,情已幽,恐微而莫振也,情已艳,恐华而鲜实也｡何居乎?欲以导吾情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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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情苦也,此吾所以废然返也,退吾情而求诸气也｡自兹以后,则凡即景咏物,登临凭吊,送友怀人,莫不各有慷慨淋漓,击筑悲歌,

旁薄今古,充满天地之气行乎其间｡此吾近日之诗所以迥异于前也｡”言未毕,余跃然起曰:“养气之说,下士以为腐谈久矣,而眉生

能用之以为诗｡是气也,养之苟得其道,用之不失其正,将世所谓流鸿名,树骏业,忠孝廉节,圣贤仙佛,皆可以驯而至焉,兴观群怨

其馀事耳｡眉生既能敛情而用气,宁不能化气而行以天乎?故余喜眉生之诗洒然一变至于此也,更愿眉生之诗之变不止此也｡”稷下

社弟徐振芳拜题｡ 

明清之际,诗学发生从言情向尚气转化｡钱谦益说,诗应当“如风之怒于土囊,如水之壅于息壤”〔1〕,黄宗羲主张“激扬以抵和

平”(《万贞一诗序》),王夫之肯定诗歌宜“风力遒上”〔2〕4,都表达了诗歌尚气的主张｡范良以气论诗,提出“退吾情而求诸气”

｡徐振芳赞同诗歌“敛情而用气”,更主张在此基础上,“化气而行以天”,希望气胜之诗又能合乎自然｡这些都呈现出鲜明的时

代特点,是诗歌理论在动荡的社会局势中作出的调整和探索,以此读徐振芳诗集,对其诗歌风格能获得更多认识｡ 

                                                        
4〔1〕钱谦益:《书瞿有仲诗卷》,《有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7页｡ 

〔2〕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