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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择姻亲衍书香 

——明末清初秀水朱氏家族与嘉兴科举及藏书家族

联姻考述
1
 

陈心蓉 

(嘉兴学院图书馆，浙江 嘉兴 314001) 

【摘 要】：明末清初秀水朱氏家族不仅是科举世家，而且是藏书文化世家。该家族在联姻上特别重视科举及藏书

文化上的门当户对，仅在嘉兴地区就与 25个科举及藏书家族建立了 48次姻亲关系，其中包括项笃寿、曹溶、高承

埏、胡宪仲、吕留良等享誉华夏的科举及藏书家族。朱氏家族的联姻取向，促进了双方科举及藏书文化的世代绵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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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秀水朱氏家族科甲延绵 200 年，不仅是闻名遐迩的科举世家，而且是享誉华夏的藏书文化世家。卓著的文化修

养促成部分家族成员顺利通过科举而获得功名，而家族科举道路的成功也为其家族藏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进而在藏书与

科举之间保持了“人才相旺”的良性循环。朱氏家族通过联姻形成与其他科举及藏书家族联系的纽带，强化了双方家族成员间

科举及藏书文化的交流、提携与促进，为双方家族科举及藏书的兴旺和绵延创造了良好条件。 

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记载的 91 家书香门第、簪缨世家中有 55 家与秀水朱氏有姻亲关系。特别引人注目的是，

朱氏与 25 个知名科举及藏书家族建立了姻亲关系，联姻 48 次。其中秀水项笃寿、曹溶、包柽芳，石门吕留良，海盐胡震亨、

郑晓，嘉兴高承埏、沈启原，海宁查慎行等均是见载于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的享誉华夏的藏书家。这些家族大都科举有成，

藏书宏富，不乏藏书名家。 

一、秀水朱氏科举及藏书世家[1]23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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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桂孙、稻孙记云：秀水朱氏“先世系出唐茶院公讳环之后，世居吴中”[2]283。为“吴中四姓之一,，[3]250。至明景泰四

年(1453),十世祖朱煜“自吴江盛泽之三家村赘于秀水商河陈氏，遂家焉”[2]283。明代万历以后，其子孙始盛于甲科。宣德五年

(1430)始，嘉兴府置秀水、嘉兴、海盐、平湖、崇德、桐乡、嘉善七县，沿至清末。据万历《秀水县志》记载，嘉兴府所在地

秀水县，万历年间在城区最繁华的春波门一带店铺林立，在此经商者“通江淮巨贾，月有画船花酒之费，烟雨鳌矶箫鼓之声彻

旦“[4]卷一 563。秀水朱氏家族在此社会环境下逐渐兴盛起来，更因状元宰相朱国祚和文坛宗师朱彝尊二人名闻遐迩，家族历经数百

年，代以文称，才俊彬彬，曾光芒耀眼、钟鸣鼎食，蔚为东南文献之宗。王士祯称：“秀水文恪公，以名德著万历中，诸子姓彬

彬继起，号能文章。四十年来，浙西言文献必首朱氏。”[5]281 陈廷敬亦称：文恪公“固以清廉闻于世，其子孙往往仕宦而能贫，

独以文学传其家。吾友竹垞尤显名”[6]卷四十八 498。明末清初“海内世家多矣，然不徒以门阀相高而以学问文章继其家世者，秀水朱

氏称为最焉”。[7]朱氏大竞、大烈、大猷、大观、大治、大定等“大”字辈，茂晖、茂曙、茂院、茂曜、茂旸、茂曝、茂时、茂

昭、茂昉、茂昞、茂晭等“茂”字辈，都是江南文苑俊彦，其中“文恪公之曾孙曰彝尊锡鬯，最晚出。文章之名播海内，一旦

出诸父之右"。[5]281 

朱氏家族 10世中 30余人见《嘉兴府志》，其家族有文名者共 9世 54人，其中有文集传世者约为 37人。今存《秀水朱氏家

乘》1册和《秀水朱氏家乘编年志》1册。 

状元朱国祚以下八世，进士 4人，举人 6人，鸿博 1人。家族不少成员因藏书与刻书而名于世,朱彝尊为清初最负盛名的藏

书家及刻书家，购书、藏书、读书、校书、抄书、刻书、著述构成了其人生活动的主要内容。家族进士和主要藏书家如下： 

朱国祚(一世)(1559—1624),字兆隆，号养淳，秀水人。“少随父京邸，就学内阁申时行宅。年二十三，以太医籍中万历壬

午顺天乡试，癸未登进士，廷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8]卷一累官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卒，

赐祭葬，赠太傅，谥文恪”
[9]
卷五 885。崇祀忠贤祠，敕建“清师百世”坊，墓在城区塘汇乡百花庄，今已毁，宅在嘉兴城内碧

漪坊塔弄。著有《介石斋集》二十二卷、《孝宗大纪》一卷、《册立疏草》一卷等，编有《皇明百大家文选》十七卷，《明史》卷

二百四十有其传。 

朱国祚“持己清介，僦居无第宅，门人有以草堂馈者坚却之。袍带时，时在质库中，怡然不以屑意也"[9]卷五 885。以宰辅

归田之后，“墓田外无半亩之产"[10]卷八十 900。如是清白传家，实属罕见。其学问淹雅，言行醇笃，曾为江南文坛的巨擘。曹洁

躬云：“吾乡钜公若吕文懿、项襄毅、屠康僖、朱文恪，俱研心风雅，而不与作者争名。文恪诗尤婉秀，轩轩霞举，一无俗尘，

望而知其品之清也”[11]卷五十四 2716其子孙繁茂，代有名人，人各有集。朱国祚“诸子大竞、大烈、大观、大定，历尚书郎，

二千石郡丞，皆以仕显，大猷举人，大治不仕；孙茂暻，崇祯庚戌进士，令宜春；孙彝尊，康熙己未年以博学弘词徵召，授翰

林院检讨，辛酉江南主考，号称得人”。
[9]
卷五 885 朱氏家族文脉绵延得益于朱氏家族藏书影响。朱国祚雅好藏书，至曾孙朱彝

尊，藏书八万卷。朱氏以藏书培植家族文脉，以治学传承家族文脉，由朱国祚始，其家族逐渐成为江南地区卓有影响的名门望

族与藏书世家。 

朱大启(二世)(1565—1642),朱国祚从子，“字君舆，号广原。万历庚戌进士，南昌司理，举卓异，入为吏部主事。首垣其

与他铨司比昵执法，启力持之，乞假归里。居五载，起正郎，……擢太常 

卿转太仆大理，升刑部左右侍郎”。“寻请告归，卒，赠刑部尚书，予祭葬，有《曼寄轩集》行世。“[9]卷五 886 其官以廉敏

闻，又工书，今上海图书馆藏有朱大启尺牍一通。《明史》卷二百四十及朱彝尊《明诗综》卷六十等有其传。 

朱茂时（三世）（1595—1683）,大启子。“字子葵，号葵石。以恩贡入太学，荫授国子典簿，升顺天通判兼摄宛平县及司李

催科抚字，以清慎勤敏称，升工部主事，转员外督理张秋河道”，[9]卷五 902“官至贵州知府，有《咸春堂遗稿》。”[13]卷十九 599

“国破不仕。卒年八十九。家居，筑园池名曰鹤洲，胜概甲于一郡卷一《鸳鸯湖小志》载：茂时“竹垞世父，字子葵，贵州知

府。筑别业于鸳湖畔，曰放鹤洲，岁时宴赏。逮归田后，乐志烟霞，教群从读书，结社其间四十年”。
[14]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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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时承其家学，喜刻书，明崇祯间刻有《重刊二十一史弹词》二卷，四川图书馆有藏；清顺治七年（1650）刻有《李杜诗

通》六十一卷，此书刻本罕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清顺治七年（1650）刻有《杜诗通》四十卷，上海图书馆有藏。参

与后期《嘉兴藏》刻事的重要居士。 

朱茂曙（三世）（1600—1663）,字子蘅，国祚孙，彝尊生父；其夫人唐氏，朱彝尊母，明末清初女画家。华亭状元唐文献

孙女，董其昌甥女。茂曙为“天启初，补秀水县学生。甲申后弃去。既卒，乡人私谥安度先生”[11]卷八十二 4081。其“博稽旧典，撰

《两京求旧录》一编，抄撮《韩诗内外》章句，以授门弟子”，[11]卷八十二 4084又著有《春草堂遗稿》。康熙《秀水县志》载：“子蘅，

循循儒雅，布衣蔬食，怡然自适，见者不知其为文恪公孙也。文恪故以清慎名。汲之日，家无余贤。再传至曙贫日甚，而取与

进退毅然有节让。”[9]卷六 924“少善属文,文恪公于诸孙中最爱异之。工行楷书，能画山水竹石，为董文敏公所称。……经史之外，

旁习天文医书诸家之书，逾数十万言，尽通其术。”
[11]卷八十二 4081

朱彝尊记云：“安度府君，早岁以文受知于吴范君文若，既而侯官

曹公学佳、郑公宣，昆山顾公锡畴，镇海何公楷，上虞倪公元路、崇德吴公之屏，交相赏激。暇写山水，作行楷书，董尚书其

昌见而叹曰：“不出十年，子当乱吾真矣。”[13]卷二十二 713-714 朱茂曙又工诗，其诗疏朗淡雅，情境自现，清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卷

十二有其传。好藏书，尝藏明版《元氏长庆集》，是书为明陆完、文徵明藏本，入清由泰兴季沧苇收藏，所铃藏书印“春草堂印”
[15]卷十 210。 

朱茂曝（三世）（1618—1647）,字子庄，号旭序，国祚孙。“年十九中崇祯丙子举人，庚辰进士。知宜春县，壬午充本省同

考卷一康熙《秀水县志》载：“朱茂曝，字子庄，朱文恪嫡孙，弱冠登贤书，越三年成进士，授宜春令。壬午分校，得士如王师

夔辈皆名流。”[9]卷五 899崇祯十四年令宜春时，“精勤莅治，剔奸戢豪。遥性喜延揽，与诸生课文品题，竟日无倦色。“[12]烈女卷

15887明亡后，南明朝建，召为职方主事，不赴。著有《春台考证》《绿雨庄稿》。 

朱彝尊（四世）（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又号欧舫、行十，晚号小长芦钓鱼师、惸独叟，又号金风亭长，朱茂曙

子。嘉兴秀水梅里（今王店镇）人，故宅即今王店之曝书亭公园。朱彝尊为“明大学士国祚曾孙。生有异秉。书经目不遗。家

贫客游，南逾岭，北出云朔，东泛沧海，登之罘，经瓯越。所至丛祠荒塚、破炉残碣之文，莫不搜剔考证，与史传参校同异。

归里，约李良年、周簧、缪泳辈为诗课。文名益噪。康熙十八年，试鸿博，除检讨。时富平李因笃、吴江潘耒、无锡严绳孙及

彝尊皆以布衣入选，同修《明史》“充日讲起居注官。典试江南，称得士。入值南书房，赐紫禁城骑马。数与内廷宴，被文绮、

时果之賚，皆纪以诗。旋坐私挟小胥入内写书被劾，降一级，后复官。三十一年，假归。圣祖南巡，迎驾无锡，御书‘研经博

物'额赐之。”[16]卷四百八十四 13339-13340其学问博赅，“于书无所不窥，于义无所不析。”[10]序 2“时王士祯工诗，汪琬工文，毛奇龄工考据，

独彝尊兼有众长，“[16]卷四百八十四 1334。，为朱氏文学家族的典范人物。沈德潜云：“竹垸先生生平好古，自经史子集及金石碑板下至竹

木蠹鱼诸类，无不一一考索纂述，如《经义考》、《日下旧闻》、《诗综》、《词综》，其最著者。又尝集唐诗为填词，名《蕃锦》，

疑出鬼工，几于人力不与。顾宁人先生不肯多让人，亦以博雅称许之。”
[17]223

吴江潘耒称其：“竹坨之学。邃于经。淹于史。贯穿

于诸子百家。凡天下有字之书。……蕴蓄阂深。搜罗繁富。析理论事。考古证今。元元本本。精详确当。发前人未见之隐。剖

千 

古不决之疑。其文不主一家。天然高迈。精金百炼。削肤见根。辞约而义富。外淡而中腴。探之无穷。味之不厌。是谓真

雅真洁。”[10]1这些与其嗜好读书、聚书密不可分。 

始于朱国祚的家族藏书，经史子集无所不赅，惜多数毁于明末兵乱。朱彝尊父茂曙及叔父诗书文章无所不精，收藏书籍亦

是不遗余力，到朱彝尊之时，终蔚为大观。 

朱彝尊藏书活动始自青年，第一次贬官的直接原因系“私挟小胥入内写书被劾”[16]13339-13340，时人誉之“美贬”。乞假还秀水

时，藏书已有三万多卷，后又陆续添购四万多卷，总目已达八万卷。在朱彝尊别业内构筑藏书处“潜采堂”，将藏书分经、艺、

史、志、子、集、类、说八门妥加收藏，又有晒书处“曝书亭”，朱彝尊诗文总集、藏书楼即以此亭为名。其藏书楼曝书亭最负

盛名，其藏书八万卷领浙西诸楼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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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昆田(五世)(1652—1699),原名德寿，小名大官，字文盎，号西畯，秀水人。清诗人、藏书家。“检讨彝尊子，太学生。

喜读书，勤著述，游京师，有小朱十之称。”[18]卷十 794"助父撰《日下旧闻》，补其阙遗、工诗，有《笛渔小稿》十卷，附《曝

书亭集》后。”
[19]

卷三十二 525 昆田博览家藏群籍，于诗古文辞亦无所不窥，“与同里范民章、浦樗图、朱求俟、蔡懒人、李时

夏、许方谷为'省斋七子其摭韵五编，艺苑珍为拱璧。”[18]卷十 794 郑方坤称其为“文盎之诗才雄鹫，吐故纳新，无一字拾人牙慧，

亦其耳濡目染、胚胎家学者深矣"[20]卷-百三十九 4137。又著有《南史识小录》八卷、《北史识小录》八卷等，惜英年早卒。 

昆田喜藏书，搜集尤勤，藏书处为六峰阁，藏书印有：朱之昆田、朱西峻曾观。 

朱稻孙(六世)(1682—1760),字稼翁，一号芋陂，晚号娱村，秀水人。"稼翁为竹坨检讨之孙，西唆文学之子。少时禀承庭

诰，研味篇章，凡祖父之客来登潜采堂者，类皆当代名流。稼翁周旋函丈，言论风规渐染有素故。”
[21]卷二 161

“以文学世其家。康

熙季年，客太仓王相国拔邸中，相国为《春秋传说汇纂》总裁，引稼翁为助，稼翁出家藏书二百七十余种以资考订。乾隆丙辰，

荐举博学鸿词。[19]卷三十二 526工诗词，查慎行评其诗“磊何多英，寓怀蕴藉，信能继其家声者矣”[21]卷二 161。祖孙三代皆为诗人，是为

儒林盛事。又以书法著名，小楷尤精，先学汪士后取法柳公权、米芾，自成一家。著有《拟古乐府》三卷、《纪行绝句》二卷、

《罗浮蝴蝶唱和诗》二卷、《六峰阁诗稿》四卷《续集稿》十卷等，还编有《烟雨楼志》四卷，保留了明清有关南湖烟雨楼的文

献。 

朱稻孙承曝书亭遗书，其藏书甚富，藏书印有：梅会里朱氏、潜采堂、潜采堂藏书、稼翁、朱印稻孙等。亦喜刻书，尝于

康熙五十三年(1714)刻《曝书亭集》八十卷《附录》一卷，《笛渔小稿》十卷，浙江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 

稻孙性刚介不谐于俗，身虽不达，名重艺林。晚岁家贫，虽犹守其曝书亭藏书，终贫不能支，渐归散佚，卒后，曝书亭亦

圮毁。清吴骞《拜经楼藏书题跋记》著录《读书敏求记》跋云：“稼翁晚年，力不能守，元钞宋刻，雨散云飞。”
[22]卷三 641

 

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诏求遗书，朱稻孙家进呈家藏珍本 69 种供参录，内有朱彝尊《经义考》遗稿，乾隆为之题诗冠

首，流传后世。 

朱丕或(六世)(1680—1720),字叔畇，号书巢。朱大启玄孙。“康熙辛卯举人，乙未进士。”[1]235即选知县。 

朱休度(八世)(1732—1812),字介裴，号梓庐，别署小木子、范湖病渔、柳湾病渔等，秀水人。朱国祚后裔，“乾隆十八年

举人，官嫌县训导”，“休度博闻通识，于书无所不窥。在嵊时，尝采遗书四千五百二十三种，上之四库。其说经，集诸儒之言

而疏通之，不自立一说。时皇侃《论语义疏》始出，因著《皇本论语经疏考异》。偶得心疾，不能观书，则考金石文字自娱，著

《石薬记》。“[23]卷七十二 5909-5910归后主讲剡川书院，撰《三天竺志》十六卷。“又有《学海观沤录》、《紫荆花下闲钞游笔》。"[23]卷七十二 5910 

朱休度是清秀水诗派的代表人物，传世作品有《小木子诗三刻》共七卷，收录诗歌 1081首，其诗在秀水诗派中却能独树一

帜。钱仲联在《三百年来浙江的古典诗歌》中称：“继朱彝尊之后形成的秀水一派，其名称见于金蓉镜的《洗湖遗老集》。在当

时浙江诗坛上，具有与厉翳一派分庭抗礼的地位。自朱氏晚年学黄庭坚，金德瑛进一步专法江西，以生硬为宗，钱载出而局面

越加开拓。王又曾，万光泰，诸锦，祝维浩，汪孟鋗，汪仲环绕在钱载的周围。钱载子世锡，王又曾子复，能传父学。朱休度

接钱载之传，以授钱仪吉，泰吉兄弟。秀水诗派可说是盛极一时。”[24]250。朱休度上承钱载之学，下授钱氏兄弟，在秀水派中起

承前启后之作用。 

此家族有史料记载的联姻 115次，其中与 25个科举及藏书家族建立了 48次姻亲关系。 

二、与府治秀水(嘉兴)县科举及藏书家族的联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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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黄錝家族的姻亲 

•朱国祚从兄朱国贤【娶】黄錝女。 

•朱国祚侄女、朱国贤女【适】黄錝子黄正宪。 

•朱茂时【娶】黄錝孙女、黄洪宪女黄媛贞。 

•朱茂时次子朱彝教【娶】黄錝曾孙女。 

•朱茂曝子朱彝性【娶】黄錝玄孙女。 

•朱茂晖女【适】黄錝曾孙黄源倬。 

黄(1522-1578),字崇文，号邃泉，秀水人。嘉靖丙午举于乡，“嘉靖丙辰进士，初主兵部事，出守皖，秋毫无染，擢湖广副

使，时有竹简河之役，实董之汉沔，获安。寻改贵州，上疏乞归，居家以节俭闻，以图籍自娱。”[25]卷一 17 其“子正色、洪宪、孙

承玄、承乾、承昊皆以显官著名当时“［9］卷五 891。其子孙黄正色、黄洪宪、黄承玄，清康熙《秀水县志》卷五皆有传。 

秀水黄氏一门在明嘉万间，科举极盛，从嘉靖三十五年(1556)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仅 60年间，有 6人登进士，3人中举

人。登进士者皆好藏书，其中黄黄洪宪、黄承玄、黄承昊祖孙四进士藏书尤为突出。 

（二）与项笃寿家族的姻亲 

•朱国祚长女【适】项笃寿孙项声国。 

•朱茂曜次子朱彝哲【娶】项笃寿从孙女、项元汴孙女。 

•朱茂晖女【适】项笃寿从孙、项元汴孙项庙谟。 

项笃寿(1521—1586),字子长，号少谿，别署兰石主人，明秀水人。郑晓婿。“初名都周，嘉靖戊午中式，后改焉。”
[8]卷六

“嘉

靖壬戌成进士，授刑部主事，念母老乞南，历仪制、考功郎。”[4]卷六 616“起补北车驾转职方郎，出参议广东。”[26]卷二十五 668寻致仕归。

“幼尝学外父郑端简公，所故博综古今，通达国体，未究其用，卒。所著《路记》、《今献备遗》、《奏草》、《杂草》”[4]卷六 616及《全

史论赞》八十卷等十余种。明万历《秀水县志》卷六有其传。 

“子长子德桢，万历丙戌进士；梦原，万历己未进士。德桢子鼎铉，万历辛丑进士；声国，崇祯甲戌进士。乡人以为厚德

之报也。”[10]卷五十三 626其二子三孙 5人中，登进士第者 4人，一时传为佳话。 

秀水项氏自明中叶，项忠始，项氏科甲联第，盛于明末，登进士者 11 人，18 人中举人，好收藏与刻书者 10 余人，当时海

内收藏家必推嘉禾项氏为第一，是典型的簪缨世家、收藏世家。其中项笃寿藏书处为万卷楼，是楼在明代名满天下。 

（三）与曹溶家族的姻亲 

朱茂时孙朱德遴【娶】曹溶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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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茂时孙女朱魏云【适】曹溶子曹彦杭。 

曹溶(1613—1685),字洁躬，又字鉴躬，号秋岳，号倦圃，晚号金驼老人，祖籍平湖，后居秀水。“明崇祯丁丑进士，官御

史。本朝起副都御使，升户部侍郎，出为广东布政使，左迁山西阳和 

道，著《静惕堂集》。”[27]卷一 55 曹溶学识渊博，著述宏富，撰有《明人小传》《学海类编》等数十种。又精于小简，其《静惕

堂尺牍》四卷，时称江东独步。《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四有其传。 

曹溶为清初藏书大家、诗人，其藏书甲于东南，其中宋元文集近千种，碑帖 800 余本，且藏书装帧精整，分寸一律，每册

必手书其签而校勘之，世称“曹签”。 

明平湖籍秀水曹氏始祖自山东益都，随宋南渡居当湖白茅泾，明代八世曹德萱，好读书，工诗赋，荐乡贡，为县令。其家

族登进士者 8人，当湖建有“科甲宗英坊”“柱史坊”“兄弟进士坊”“弈世恩光坊”等，是为曹氏子弟登第而立的。其家族后裔

明末清初曹溶时入秀水籍。 

（四）与包桂芳家族的姻亲 

•朱国祚三子朱大猷【娶】包桎芳孙女。 

•朱大治女【适】包桎芳五世孙包惟浤。 

包槎芳（1534—1596）,字起春，号子柳，别署瑞溪，秀水人。“弱冠与参议公同举于乡，明年丙辰成进士，授魏县令。”[28]

卷十八 296寻升贵州提学副使，致仕归，“在家则扫一室，左右图书，日娱其中”，其终日“手不释卷，闻有异书即僻巷环堵，必徒步

相访。”[28]卷十八 299“子世杰，万历壬午登科。孙鸿逵，己酉省元，庚戌进士。文献之盛，诸名族无与比者。”[29]卷四 216盛枫《嘉禾徵

献录》卷十九有其传。 

秀水包氏一门至明科举极盛，前后十二世，8人登进士，2人中举人，是典型科举家族。其中以包柽芳，嘉靖三十八年（1559）

己未科进士桎芳父包汴，万历三十八年（1610）庚戌科进士桎芳孙包鸿逵等三人藏书著称。 

（五）与盛万年家族的姻亲 

•朱茂曝【娶】盛万年孙女。 

•朱大启孙朱彝训【娶】盛万年曾孙女。 

•朱稻孙【娶】盛万年来孙女、盛枫女。 

•朱茂时曾孙女【适】盛万年杲孙、盛枫孙盛百一。 

•朱稻孙子朱赐书【娶】盛万年晜孙女、盛枫孙女。 

盛万年（1555—1628）,“字若华，东昌太守周之孙。万历癸未进士，由刑部主事，历任藩臬”，［9］卷五 896“迁江西按察使，致

仕归。”
［8］

卷三十撰有《岭西水陆兵纪》二卷附《拙政编》一卷。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五有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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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水盛氏，宋枢密使盛度后裔，传至元代提举使盛辕，徙居嘉兴南汇廊下，为嘉兴盛氏始祖。传自盛万年，始迁嘉兴城北

郭，入秀水籍。[8]卷三十今存《闻湖盛氏家乘》四册和《白云桥盛氏宗谱》一册。家族中登进士第者有 5人，中举人者有 7人。

盛氏家族中以盛百二藏刻书著名一时。 

（六）与卜大有家族的姻亲 

•朱大启曾孙女【适】卜大有曾孙卜彭颐。 

卜大有（1512—?）,字谦夫，号益泉。嘉靖癸卯举人，“嘉靖丁未进士，初知无锡县，执法不挠称强令。，仅卷五 892 历南

仪曹部，以忤时宰出为寻甸守。大有为著名的史学家，著有《皇明续纪》《明刻珍本史学要义》等。大有亦以刻书著称，如卜大

有刻万历重修本《选诗》三卷、《外编》三卷、《拾遗》二卷。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三有其传。 

秀水卜氏元至正间有官三居萧陈湖，宣德间分县，遂为秀水人。自官三至大同凡八世。（卜大有）父宗洛，自号长醉翁。[8]

卷三十二明末清初秀水卜氏家族科举兴盛，登进士者 4人，有举人 4人。 

（七）与沈启原家族的姻亲 

•朱茂曜孙朱德机【娶】沈启原曾孙女、沈自邠孙女。 

•朱茂旸长子朱彝辅【娶】沈自邠外孙女、屠懋和女。 

•朱茂曜曾孙朱丕襄【娶】沈启原来孙女、沈自邠玄孙女。 

沈启原(1526—1591),又名启源，或作启元，字道初，号霓川，秀水长溪人。“嘉靖己未进士。慷慨好施。嘉靖间，邑有倭

警之军兴，依然捐千金佐之。居官廉谨，凛然不可夺卷五 883仕至广西按察副使。“家居杜门手一编，吚唔至丙夜。虽医药卜筮

之书靡不探讨。”[9]卷五 893“著《麟经考䳛园近草》四卷、《巢云馆诗纪》、《星卦论》等书，藏经籍甚富，有《存石草堂书目》十卷。”
[30]卷五十二 472-473 

其父沈谧(1501—1553),字靖夫，号石雲，嘉靖己丑科进士，官至广东按察司副使。尤嗜藏书，家“旧有万卷藏书楼，三楹

为石雲公藏书处"
[31]卷八 24

。沈氏家族藏书，自沈谧而始著，已初具规模。谧、启原、自邠祖孙三代，明万历《秀水县志》卷六均

有其传。 

嘉兴长溪之沈，自沈谧而下至沈自邠，三世均登进士第，当其极盛时，时有“累世鼎贵，僮奴数千指，江以南名家，屈指

长溪沈氏”[28]卷十五 249。其家不仅以文采风流著称于世，且藏书家辈出，成员众多，自沈谧、沈启原、沈自邠及沈超宗等努力，

延绵五代之久，藏书八万卷，大有功于我国的藏书事业，是嘉兴乃至江南明代私人藏书的代表家族，其家族成员利用藏书，有 3

人登进士，培养了名震四方大学者沈自邠、沈德符，由于家学濡染，沈凤华、沈瑶华、沈翠华为以诗名著称的“沈氏三才女”。 

（八）与沈思孝家族的姻亲 

•朱大竞三子朱茂瞳【娶】沈思孝侄女。 

•朱休度【娶】沈思孝晜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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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思孝(1542—1611),“字纯父，隆庆戊辰进士，除番禺令。”[9]卷五 883历官刑部主事、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卒，赐祭葬，

赠太子少保。素以直声闻天下。工诗，“所著有《吾美堂集》、《溪山堂稿》行于世”。[9]卷五 884 

嘉兴西河沈氏家族，科举兴盛，有 7人登进士，3人中举人。其中沈思孝与嗣子沈士龙，皆好藏书与刻书。万历戊戌(1598)

进士沈孚先与兄德先，不仅藏书，且以刻书名著于时，所刊《宝颜堂秘笈》十七种四十九卷，代表明代全国丛刻的最高水平，

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故宫博物院、浙江图书馆均有收藏。 

（九）与高承埏家族的姻亲 

•朱茂晭三女【适】高承埏孙高宗濂。 

高承埏(1602—1647),“字寓公，补秀水诸生。善属文，经史百家无不该洽。痛父工部郎中道素，以监督桂邸雷震内臣用所

建寝殿株连冤死，投牒学使请褫以雪父冤，学使慰留之。崇祯己卯举乡试，庚戌成进士，初迁安令，……迁虞部主事。上书讼

父冤，得昭雪，复原职，给诰命。念母屠太宜人春秋高，乞归终养。”[9]卷六 912 高承埏为官清惠明敏，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清官。其

宅曾悬明崇祯帝所赐“功在封疆”匾额。明亡，曾率民抵御清兵，及清师南下，遂隐居不出，深居竹林村窝，拒不仕清。高氏

为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及藏书与刻书名家，“生平性嗜书，所藏不下数万卷，博学强记，虽簿书鞅掌不废，涉览梓行群书秘闻及

补陈继儒秘笈百十种，昔传樵李藏书之富，必以高氏为最云。所著有《稽古堂集》，子佑釲以才学、孝友世其家。”[9]卷六 912-913 

嘉兴高氏始迁祖高逊志，字士敏，号啬庵，明初累迁吏部侍郎，建文初靖难兵入，潜入高林，卒后，谥文忠卷十五嘉兴高

氏在明清两代是“文宦之家”，登进士者 4人，可谓科甲昌盛。其中明代藏书家高道素、高承埏父子及清藏书家高佑金巳、佑鈵

均为其后裔。今存《嘉兴竹林高氏谱》1册。 

（十）与姚思仁家族的姻亲 

•朱国祚孙朱茂瞳【娶】姚思仁孙女。 

•朱国祚孙女、朱大启四女【适】姚思仁孙姚灏。 

•朱茂昉子朱彝宗【娶】姚思仁曾孙女。 

•朱茂曝女【适】姚思仁裔孙姚曾秉。 

姚思仁(1547—1637),字善长，号罗浮，秀水人。“万历改元举人，癸未进士，授行人。”[8]卷十一官至工部尚书、太子太傅。著

有《京兆政略》《大明律附例注解》《菉竹堂遗稿》等，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五有其传。 

据盛枫《嘉禾徵献录》载：秀水姚氏“有女妙庄，年十五，宪庙选淑女于江南，以名上籍入宫，生九皇子祐槽榰。……今

郡西门外高桥有姚皇亲墓，即妃王敬葬处”[8]卷十一。其家族有四人登进士第，三人中举人。姚颛与姚瀚皆好藏书，澣“国破杜门

不出，家藏书万余卷，制艺二百余家，皆手自订定卷十-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一有其传。 

（十一）与陈懿典家族的姻亲 

•朱茂曙女【适】秀水陈懿典孙陈忱。 



 

 9 

陈懿典，字孟常，号如冈，秀水人。万历“壬辰会试第二名，选庶吉士，授编修“，[8]卷二官翰林掌院学士。其博览群籍，著

述宏富，著有“《吏隐斋集》三十卷《国朝正史》”，[8]卷二及《陈孟常学士初集》等数十种。尤嗜藏书，“里居三十余年，拥书万卷。”
[34]卷一百七十九 5061

清康熙《秀水县志》卷五有其传。 

秀水陈氏为宋参知政事文龙之后，世居郡城之商湖里，故名商陈村。[8]卷二其家科举亦盛，五世,有 2人登进士，1人中举人。 

(十二)与陶俨家族的姻亲 

•朱国祚曾孙朱彝六【娶】陶俨晜孙女陶氏。 

陶俨，字时庄，初从兄照、熙皆登制举，俨益自励，秀水人。“弘治乙卯举人，正德甲戌进士，授阳信知县。”[8]卷十三官累迁

河南副使致仕。其父陶楷，字文式，号菊亭，半生购奇书，蓄名画甚富。俨子谟，嘉靖十一年(1532)壬辰进士。明万历《秀水

县志》卷六有其传。 

“南宋时有菊隐者，居郡之金桥。德祐中勤王诏下，散家财，结义勇以拒元兵。授将仕郎。宋亡，徙居雁荡，戒子孙毋仕

元。菊隐将仕积书二万卷于金桥故宅，徙而之雁湖。”[8]卷十三，五世孙钲，正统壬戌出谷麦助赈。诏旌其门。煦，钲之曾孙也。”
[8]卷十三据嘉兴图书馆藏《嘉兴雁湖陶氏家谱》载，秀水陶氏家族科名自陶楷之后始盛，弘治三年(1490)至崇祯十二年(1639),陶氏

家族登进士第者有 5人，中举人有 4人。 

陶煦、陶照以下六世，进士 5人，举人 4人。 

(十三)与徐石麒家族的姻亲 

•朱茂旸次子朱彝卿【娶】徐石麒孙女。 

徐石麒，字宝摩，号虞求，嘉兴人。“中万历戊午应天举人，壬戌进士，除营缮主事”，[8]卷四官至刑部尚书。明亡，殉国。《明

史》卷二百七十五有其传。徐氏雅好刻书，曾撰刻《可经堂集》十二卷,《官爵志》三卷。 

(十四)与李日华家族的姻亲 

•朱大启曾孙朱建子【娶】李日华曾孙女。 

李日华(1565—1635),字君实，一字九疑，号竹懒，明嘉兴人。“万历壬辰进士，除九江府推官，谪汝州判官，转西华知县，

徵迁南京礼部主事，升尚宝司丞，历太仆少卿。有《恬致堂集》“[13]卷十六 477等数十种著述。 

李日华为明末著名学者、书画家及收藏家，“性冲澹，嗜异书。”[9]卷六 912朱彝尊称：其“居官日浅，优游田里，以法书名画自

娱。”[13]卷十六 477“能书画，善鉴赏，一时士大夫好古博物者，祥符王惟俭、华亭董其昌为最，日华书画亚于董，博亚于王，而兼二

人之长。”
[8]卷十八

又以藏皮书籍及书法、绘画作品而闻名于世。 

(十五)与王庭家族的姻亲 

•朱大启曾孙朱德遇【娶】王庭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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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庭，字言远，号迈人，嘉兴人。“顺治己丑进士，官山西布政使。”[17]卷三 99“有《秋闻》、《三仕》、《二西》、《漫馀》诸草。，

“[12]顺治朝卷 1761为清初著名诗人、词人。为官廉介不苟，所至以清惠称。归里后，“足迹不入城市，常衣布袍行田间，人不知二品大

僚也。”
[12]顺治朝卷 1761

王庭雅好刻书，康熙十一年(1672)刻《二槐草存》一卷，康熙二十二年(1683)自刻自撰《秋闲词》一卷，国家

图书馆均有藏。 

(十六)与徐必达家族的姻亲 

•朱丕或长子朱振奇【娶】徐必达来孙女。 

徐必达，字德夫，号玄杖，”万历辛卯举人，壬辰进士”，“刑部尚书，卒赠兵部尚书，御赐祭葬,著《南州集》三十四卷、《南

州诗说》六卷、《元经订注》五卷，又订梓周、张、程、朱、邵五子及《豫章全书》行世。”[8]卷七善诗文，好刻书，尤邃理学，凡

卦气、正蒙、黄极、经世诸书，无不精诣。流传于世刻本有万历三十四年(1606)徐必达自编刊本《合刻周张两先生全书》二十

二卷，《邵子全书》二十四卷，山东图书馆、山西图书馆、青岛图书馆有藏，天启元年(1621)徐必达刻自撰《南州诗说》八卷等，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 

“南宋末，远祖彦明为嘉兴令，遂居海盐。洪武初有土金者赘白苧乡，为嘉兴人。[8]卷七七世二十七人，二十六人见《府志》。

"[33]45 

徐必达父瓒，明成化五年(1469)己丑进士。明末嘉兴徐氏家族科举亦盛，徐瓒以下五世，进士 2人，举人 2人。 

(十七)与钱载家族的姻亲 

朱茂时玄孙朱振万【娶】钱载姊妹。 

钱载(1708—1793),字坤一，号萚石，晚号万松居士、百福老人,秀水人。诗人、画家。清乾隆十七年(1752)壬申科会元、

传胪，由翰林詹事累迁礼部左侍郎，上书房行走，致仕归。著有《萚石斋诗文集》等数种。 

嘉兴钱氏近五百年来，科甲不断，人才辈出。“钱琦，字公良，号东畲，海盐人。弘治举人，辛酉正德戊辰进士，官思南府

知府致仕。”[8]卷十七至陈群始迁秀水。 

《明史》中，收录钱姓人物 110人，嘉兴钱氏就有钱琦、钱芹、钱薇、钱嘉徵 4人；在《清史稿》中，收录钱姓人物 60余

人，嘉兴钱氏就有钱陈群等 14人。 

嘉兴钱氏近五百年来，科甲不断，人才辈出。钱琦以下十三世，进士 16 人，举人 18 人。嘉兴钱氏为嘉兴历史文化发展之

标杆，究其原因，是得益其家族藏书。 

三、与嘉兴其他地区科举及藏书家族的联姻 

朱氏家族与秀水(嘉兴)地区以外，以至嘉兴地区以外多个藏书家族存在联姻关系，这些家族中不乏海盐郑氏、胡氏，平湖

陆氏、沈氏，石门吕氏，海宁查氏、陈氏，嘉善钱氏这样的藏书家族。从中可以看出朱氏家族藏书之影响，及其通过联姻来维

系和光大家族藏书的理念。 

（一）与海盐郑晓家族的姻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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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竞长子朱茂晖【娶】海盐郑晓玄孙女。 

•朱大观女【适】海盐郑晓孙郑琮。 

•朱茂晭长子朱彝靖【娶】海盐郑晓曾孙女。 

郑晓(1499—1566),字窒甫，号淡泉，一号名臣，明武原镇(今海盐)人。项笃寿岳父。“嘉靖元年举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

授职方主事。日披故牍，尽知天下厄塞、士马虚实、强弱之数。尚书金献民属撰《九边图志》，人争传写之。以争'大礼'廷杖。”
[32]卷-百九十九 5271官至刑部、兵部尚书。“隆庆初，赠太子少保，谥端简。”[32]卷-百九十九 5271其博学多才，勤于著述，著有《九边图志》《禹

贡图说》等二十多种。生平事迹参见明戚元佐《刑部尚书端简郑公晓传》。 

郑晓归海盐武原镇故乡后，以著述藏书与刻书为乐，因性喜收藏，故百可园、淡泉书屋、独寤园之内，所藏图书典籍颇为

丰富，藏书达万卷。其子孙郑履淳为嘉靖壬戌年(1562)进士，雅好藏书刻书，郑氏子孙恪守其业，同好藏书，书香绵延百年，

成就一段佳话。 

郑氏家族先后见府志者至少有十三人。[33]22 

（二）与海盐胡宪仲家族的姻亲 

•朱茂时长子朱彝叙【娶】海盐胡宪仲玄孙女。 

胡宪仲(1514—1553),初名宪，字文徵、文澄，号仰崖，世居嘉兴海盐县城虹桥里。“嘉靖丁酉举人，改名宪仲，庚戌进士。

卷二十四官南京刑部主事，惜翌卒于官。“所著《仰崖集》、《四书讲义》藏于家。”[26]卷四十 1029清康熙《浙江通志》卷三十一有其传。 

胡宪仲博览今古，雅好藏书，“游郑端简之门，博览今古，益留心经济。在都手抄列圣史录，搜览六曹百司掌故奏议方乘诸

书，蕲悉概于中见之行事。”[34]卷-百七十九 5058 其幼子胡彭述，明代藏书家，所藏多为秘册异书，名噪一时，有《好古堂书目》。其孙

胡震亨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丁酉科举人,为明著名学者、藏书大家及浙江刻书名家。光绪《海盐县志》称其：胡氏世代藏书，

“晋张华雅好藏书籍，多至三十乘，天下奇秘尽在华，由是称博洽君子。”胡氏家族“自诚斋君迄仰崖君，凡历四世,虽隐显不

同，而其雅好类于华，以故藏书至万卷"[35]卷十八 929。 

（三）与平湖陆光祖家族的姻亲 

•朱国祚之女朱孺人【适】平湖陆光祖从曾孙陆渝原。 

•朱大启三子朱茂暧【娶】平湖陆光祖裔孙女。 

陆光祖(1521—1597),字与绳，号五台，因志在佛法，自号五台居士。唐代名相陆贽的后裔。“年十七与父杲同举于乡，寻

登嘉靖丁未进士，除北直濬县知县。“
[36]卷十五 354

历官工部右侍郎，官至吏部尚书，谥庄简。三一斋为陆光祖书斋，著有《庄简公

文集》等，刻印有《五灯会元》二十卷。《明史》卷二百二十四有其传。 

嘉兴陆氏大多自认为是陆贽后裔，平湖陆氏是其中一支——靖献支陆氏。靖献支复兴自明中期至清中期，为陆氏辉煌期，

登进士第可考者 19人。其中明代，平湖靖献陆氏科举达到全盛，是典型的科举家族及藏书家族，其中以藏书与刻书著称者有陆

淞、陆光祖、陆基忠、陆光宅、陆万垓、陆锡恩、陆怀玉、陆懋功等，陆鸿胪祠是陆氏家族的藏书楼，富藏书，陆鸿胪祠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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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有藏书 3000卷,以供弟子修业之用。 

(四) 与平湖沈懋孝家族的姻亲 

朱茂昭长子朱彝宪【娶】平湖石庄里沈懋孝从曾孙女。 

沈懋孝(1537—1612),字幼真，号晴峰。“年十九举嘉靖乙卯乡试，列名第七，御史以不获冠。”“隆庆戊辰入对大廷，选翰

林院庶吉士，馆中无簿书忧益得肆力于古文辞，历翰林院修撰，殿试南畿，所隽士最号得人，而程式亦脍炙人口。……升南京

国子监司业，以科场伤事谪判两淮，遂拂衣归。”[37]卷四十五 207“退居淇林之上，授徒讲学，晚岁产益落，庭户萧然，拥书万卷，日

丹黄其间，寒暑不辍，故学问博洽近代无比。”
[36]卷十五 359

“所著有《滴露轩藏稿》一卷、《洛诵编》二卷、《石林蒉草》 

二卷、《四余编》二卷、《贲园草》四卷、《水云绪编》三卷，《诗集》十卷名《淇林雅咏》。”[36]卷十五 359明徐象梅《两浙名贤录》

卷四十七有其传。 

潘光旦在论及沈弘光之沈氏家族(58)时称，“世居嘉善邑城。十二世十六人，十一见《府志》。”在论及沈瑞蟹之沈氏家族(64)

时称，“世居平湖。与(58)图所示的沈氏，疑是一族。四世七人，五见《府志》。"[33]73 

《“金平湖”下的世家大族》有“十世懋孝、懋时，十一世瑞钟、瑞鎜“[38]127的表述，沈懋孝为沈弘光子，故瑞鎜当为沈弘光孙。

沈氏家族(58)与沈氏家族(64)实为同一家族。沈懋孝以下四世，进士 2人，举人 2人。 

（五）与石门吕留良家族的姻亲 

•朱大启女【适】石门吕留良兄吕大良。 

吕留良(1629-1683),字庄生，又名光轮，字用晦，号晚村，别号耻翁、南阳布衣、等，暮年为僧，名耐可，字不昧，号何

求老人。明亡隐居不仕，以行医、讲学为业，又以藏书、刻书及著述为事，为明清之际著名学者，其“博学多才，凡天文、谶

纬、乐律、兵法、星卜、算术、灵兰、青鸟、丹经、梵志之书，莫不洞晓。工书法，逼颜尚书、米海岳，晚更结密变化。少时

能弯五石弧，射辄命中。余至握槊、投壶、弹琴、拔阮、摹印、斵砚，技艺之事，皆精绝” [39]407-408。 

石门(今桐乡)吕氏自明中叶后，素以家资富厚为一方望族。吕相，官沔阳别驾。相子吕焕娶江西淮庄王女南城郡主，任淮

府仪宾。吕熯子元学为万历间太平府繁昌(今属安徽)知县，吕元学为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庚子顺天乡试举人，有子大良、愿

良、留良。其孙吕葆中(?—1707),原名公忠，字无党，后更字葆中，号观稼，号冰蕸，又号耻斋，留良子，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

丙戌榜眼。 

吕留良与三兄愿良及愿良子宣忠是明末清初吕氏家族有影响的代表人物。 

吕氏家族酷爱藏书，藏书甚富，其藏书处南阳讲习堂蜚声江南，其天盖楼及宝诰堂刻书，闻名天下。 

（六）与海宁查慎行家族的姻亲 

•朱茂晭五子朱彝纮【娶】海宁查慎行妹。 

•朱彝尊妹【适】海宁查慎行从兄查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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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慎行(1650—1727),初名嗣琏，字夏重，后更名慎行，字悔余，号他山，又号查田，晚号初白老人，海宁花溪人。“少受

学黄宗羲。於经邃於易。性喜作诗，游览所至，辄有吟咏，名闻禁中。康熙三十二年举乡试。其后圣祖东巡，以大学士陈廷敬

荐，诏诣行在赋诗。”
[16]卷四百八十四 13366

“康熙四十一年荐试入直南书房修书。翌年成进士。寻授编修。”
[40]788

选庶吉士，充武英殿书

局校勘。“坐弟嗣庭得罪，阖门就逮。世宗识其端谨，特许於归田里。“[16]四百八十四 13366 查慎行名列“清初六大家，，，亦为清前期著

名藏书家。其家传有图籍，自归田后筑初白庵，潜心于藏书、著述。“所著《敬业堂集》四十八卷，《续集》六卷，词二卷，已

行于世。《周易辞集解》十卷，《苏诗补注》五十卷，文集八卷，《随猎日记》、《人海记》、《庐山记游》、《得树楼杂钞》个若干卷，

藏于家。”[20]卷四十七 1321其“得树楼，位于今袁花镇西南横涨桥西，藏书甚富”[41]977。学者朱彝尊为其题额。 

海宁袁花查氏是江南人才辈出的世家望族，明清以来，便是文宦之家，世代以儒为业，耕读为务，科甲鼎盛，至今已有 600

余年历史。明清两朝查家共有进士 20 人，举人 77 人。其中康熙一朝为查家鼎盛期，有“一朝十进士，叔侄五翰林”之誉。其

文名绵延，余斓颇振。查氏家族成员中有文献可考的藏书家不下六人，查继佐之敬修堂、查升之澹远堂、查嗣庭之双遂堂、查

慎行之得树楼、查嗣瑮之查浦书屋等，皆富藏书。除此，还有查升曾孙查莹之南竹草堂、清末查燕绪等皆藏书甚富。 

（七）与海宁陈元龙家族的姻亲 

朱茂时曾孙女朱逵【适】海宁陈元龙玄孙陈克鈜。 

陈元龙(1650—1736),字广陵，号乾斋。“康熙乙丑会试、廷试皆第二，授编修，以绩学工书召入南书房，凡拟擬多称旨，

丁母忧”，“服阕特恩，以原官起用仍入直无虚日，超擢侍讲，历庶子学士。”［42］卷二十八 813-814累官官翰林院掌院学士、广西巡抚，至

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卒，赐祭葬,谥文简。著有《爱日堂文集》及《爱日堂诗集》，编有《历代赋汇》一百八十四卷及

类书《格致镜源》一百卷。 

陈其元《庸闲斋笔记》称：余家自有明中叶，由高氏而来承陈姓，迄今三百余年。至嘉道之间,子姓日益繁衍。咸丰后，经

粤匪之乱，沟壑之转，四方之散，第宅焚毁，老成凋谢，宗族稍零矣。回溯此三百年间，传世已将二十，人才辈出，在浙江推

为望族。道光年间，宣宗皇帝犹有海宁陈家之谕，则望族固久著矣，然特衍高氏之一派耳。计自明正德以来，吾家登进士第者

三十一人，榜眼及第二人，举人一百有三人。[43]卷一 3 

据《海宁市志》载，自陈与郊、陈与相兄弟相继于明万历二年(1574)、五年(1577)考中进士,登科举者连绵不绝。明万历四

十一年(1613),陈与相之子玄晖、祖苞同科中进士。清康熙、乾隆间，陈氏仕宦显达，中外居要任者极多，其科第尤以康熙时为

盛。康熙四十二年(1703)癸未会榜，元龙弟陈嵩、侄陈邦彦、诜子陈世馆，三人同榜；康熙五十四年(1715)乙未会榜，元龙子

陈邦直、诜子陈世仁，陈武婴，亦为兄弟三人同榜。科甲鼎盛，轰传遐迩。 

陈中渐、陈中孚、陈中节以下十四世，进士 31 人(其中榜眼 2 人)，举人 79 人。陈氏家族成员中有文献可考的好藏书与刻

书者有：进士陈与郊及子陈瓛、陈邦彦、陈论、举人陈世佶、举人陈克镐、书法家陈奕禧及后裔陈鳍等。 

（八）与嘉善钱士升家族的姻亲 

朱茂时孙朱德馨【娶】状元钱士升侄女。 

钱士升(1575—1652),“公名士升，字仰之，号御冷，晚号塞庵。先世武肃王鏐子元弼封嘉兴,裔日蕃。明初廛隐公徙嘉善

梅花里，至木庵公以医著。木庵孙贞，举嘉靖丁酉南榜，令尤溪，课最,历汝宁同知。贞子吾仁，吾仁子继科，并诸生，世载其

德。继娶于陆，生公及中丞士晋。自汝宁以下，俱赠如公官，配俱一品夫人。公幼受书，夙慧不凡，善占对，宗党骇瞩。锡山

顾端文延塾，因与高忠宪辈研究圣学，帖括直余事耳。乙卯举北雍，丙辰进士第一，守翰林修撰。"[44]卷四 211与钱龙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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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益、钱象坤并称“翰林四钱”。历官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崇祯四年(1631),升南京礼部右侍郎，署尚书事，召拜礼部尚书

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所著《纶扉奏事》三卷、《庄诠》二卷、《表忠记》十卷、《逊国遗书》七卷，已行世。《楞严经解》

十卷、《易揆》十卷、《赐余堂集》二十卷、《家谱》四卷，藏于家。“
[44]卷四 213

《明史》卷二百五十一有其传。 

据盛枫《嘉禾徵献录》卷一记载：嘉善钱氏本吴越王钱鏐之后。初居杭州，元至正间钱国冯为嘉兴镇守万户，始迁居嘉兴。

再传名琼徙居魏塘。传至明代中叶钱士升曾祖钱贞以选贡中嘉靖十六年(1537)丁酉应天乡试，知尤溪县，迁抚州通判，终汝宁

府同知，至此钱氏族始昌大[8]卷一。钱氏家族明清两代簪缨不绝，共登进士 12人，举人 11人。其家族成员好藏书与刻书者甚多，

如状元钱士升及嗣子钱棻、从子钱继登，进士钱士晋、钱梅父子等，尤以刻书著名一时。 

朱氏家族与科举及藏书家族的联姻还延伸到嘉兴地区以外，如朱国祚次子朱大烈娶浙江归安进士藏书家茅国缙女，朱国祚

来孙朱守葆娶江苏长洲进士藏书家何焯侄女。 

四、结语 

关于传统家族延续问题，向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甚至“君子之泽，三世而斩”“富不过三代”之断语，财富难聚易

散，宦海沉浮无常，无论是家财万贯还是高官显爵，世代相传持久者甚寡。明末清初嘉兴朱氏家族重视科举及藏书文化的联姻

取向，世代相传、相互助益的是丰富藏书、读书氛围、科举教育，促进了双方家族科举及藏书文化的延续。事实上，明清朱氏

家族科举及藏书文化绵延八世之久，与之联姻的 25家中，半数以上家族是“五世其昌”的书香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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