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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地区两种府级诗歌总集序跋辑校 

朱则杰
1
 

(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摘 要】：嘉兴地区两种府级诗歌总集《槜李诗系》初编、《续槜李诗系》,是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辑录整理

两书的序跋，对于了解两书，助力《嘉兴文献丛书》编纂项目具有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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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在历史上是一个文化重镇，各种传世文献极其丰富。《嘉兴文献丛书》编纂项目启动于 2018 年，计划用 5 年左右时间

出版嘉兴文献典籍 300 册。想起拙编《清诗总集序跋汇编》稿内有多种清代(包括兼收历代者)嘉兴府县乃至镇村一级的诗歌总

集序跋，其中《槜李诗系》初编、《续槜李诗系》这两种府级诗歌总集，《嘉兴文献丛书》势在必收，有关序跋正可以提供参考。

考虑到拙编正式出版(凤凰出版社)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现在先把有关序跋发表在这里。另外，拙编作为一种资料性著作，在

体例上也有不少自身的特点。例如，序跋的正文，凡是分页处都插入页码，并且具体到 a 或 b 面；如果是影印本，还同时插入

底本原有的页码(带有 a或 b者)和影印本新添的页码(两种页码这次用分号隔开),以便于读者核对。其他如各篇序跋以及凡例各

款，都分别添加序号；旧历年份，遵循年号纪年、干支纪年、公元纪年三者并出的原则，缺者一般予以补足，这些也都是为了

日后读者使用更加方便。这次除了按照期刊格式对页码及其他征引文献做过处理以外，总体上保持原样，一方面当作示例，另

一方面也希望提前听取读者的意见，特别是关于序跋文字的标点和校勘。 

第一种：《槜李诗系》初编 

四十二卷。沈季友辑，《历代地方诗文总集汇编》第 185-190 册，影印康熙四十九年(1710)庚寅敦素堂刻本。(下录均见第

185册) 

一、金南瑛“序”[1]1-3 

天高地迥，大有人文；泽媚山辉，长留风雅。是以岭南、西蜀，供采摭于遐荒；金华、赤城，播讴吟于下邑。杂卉酿而为

蜜，残翠集以成裘。况乎西浙名区，嘉禾绣壤。唐宣宗龙潜之地，淡沲风光；宋寿皇电绕之邦，扶舆形胜。伊周经术，接奏议

于宣公；濂洛儒宗，仰传贻于辅子。梅花冢上，高节千秋；五云传中，蛾眉绝代。其他韵士，间亦卜居。倘曰诗家，数难更仆。

然而襟连苕水，犹虚掌故之编；履接阊亭，未备献征之录。雕虫挥麈，只属琐言；花史酒歌，徒供漫戏。石田之《英华》具在，

乃弃古而收今；尚宝之诠次虽勤，亦挂一而漏十。遂使《鸳湖》百绝，难追铁笛《西湖》;“殳社”千篇，不敌云间“几社”。

岂非艺林之阙事，而梓里之[1]1a;1 大惭欤!乃有青箱贵胄、锦轴才人，巨眼观诗，胜情论世。自汉元光而降，阅残无算之年；由干

散骑以来，搜尽出群之辈。华阳逸句，再揭藤笺；梅屋清言，重挥宝砚。合溪丛桂，不斥琐尾愁吟；“惊隐”《岁寒》,半录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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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变雅。他若霏霏玉屑，白足黄冠；艳艳管彤，闺贞林秀。疑仙疑鬼，幻或甚于暌车；亦谚亦谣，博可助夫罍瓦。既经持择，

有字皆香；偶荷品题，无人不俊。元遗山《中州》之集，佥曰近之；钱蒙叟《列朝》之诗，瞠乎后矣。嗟乎!李贺之呕心书纸，

辄弃溷中；唐球之捻稿为圆，空沉瓢底。沧浪迁客，险致失传；秘演高僧，懒不自惜。火燎假庵之旧什，鼠啮槐堂之新篇。天

亦忌其孤芳，人或憎夫大雅。不加排纂，奚自表扬?[1]1b;2 必待雕镌，庶垂久远。仆也拙性违今，希心鉴古。顾有堵而陆有宅，远

想风流；鹤在庐而龙在湫，近崇节概。维桑必敬，忍使金玉销沉?是石可攻，得免虎鱼错杂。曩时握椠，夸尘寰未见之书；此日

悬门，信名山不朽之业。固已序超玄晏，群推重夫史公；如其评续汝南，尚卬须于我友。时康熙四十有九年，岁在上章摄提格[庚

寅，1710],嘉平望日，当湖后学金南瑛拜序。[1]2a;3 

二、朱彝尊“序”[1]5-6 

比来索居长水，编辑有明一代诗。陆子聚缑过醧舫，贻示南疑沈君《槜李诗系》。其于逸民、寓公，方外、闺秀，搜罗甚备，

余颇得什一之助。宋元而上，以迄今代，诗人间有阙略，即偕聚缑手钞补入，越三月而卒业。噫嘻!是足以竟南疑志矣。夫《诗》

十五国风，非孤臣悲愤之作，即羁客、寡女愁苦之吟；其诵美君公大夫者，《淇澳》《终南》《羔裘》《鸤鸠》,特寥寥散见耳。后

之称诗者，动曰“七子”“八家”,推崇轩冕，而忽意于山林闲旷，毋乃与风人之旨适相剌谬也欤?南疑是书，汲汲乎表微阐幽；

若其势利熏心，纵言有可采，挥斥不遗余力。或者以为持择过严，而不知是书之足以行远传世，正在乎此。且其间忠节孝义之

事，森[1]1a;5然胪列；山川古迹、土风物产，捃摭靡遗，虽曰一郡诗林，是又千秋文献资也。嗟乎!作述之难，古今三叹。往者蒋

布衣之翘所辑《槜李诗乘》,其卷帙之富，什倍朱翰《英华》;尝从雁川访求之，其身甫殁，而遗稿也化为蛛丝蟫粉。他若刘常

《武原集》、徐赞宸之《海谷遗风》,一时转相抄撮，流布未广；洊经岁月，亦几几有失传之虑。南疑负才早世，荏苒十余年矣，

同里夏声金子乃能锐意校雠，付剞劂氏，以永其传，谓非时贤所难欤?余老而好事，窃谓我郡数千百年渊涵蕴蓄而待发者，在此

一书；爰缀数语，以促其成，及吾且[目]得周览之也。时康熙己丑[四十八年，1709]夏四月中浣，秀水朱彝尊撰。[1]1b;6 

则杰按：此序王利民、胡愚等已据以辑入朱彝尊《曝书亭全集·曝书亭集外诗文补辑》卷五[3]。 

三、陆奎勋“征刻槜李诗系续编启”[1]7-8 

槜李自宋庆死(元)后，聿称文献之邦。乃朱汉翔所选《英华》,不越有明一代诗；戚尚宝希仲《往哲列传》,虽表微阐幽，

顾亦嫌其挂漏。南疑沈三兄，向有《槜李诗系》选本，由汉魏六代以迄国朝，乡达寓公、方外闺秀、仙鬼谣谚，搜辑靡遗，且

人各立传，考覈详而品骘当，洵足以夸艺林之荟萃，供 轩之采摭矣。东表三甥，久藏箧衍。近得金子夏声校雠亥豕之讹，镌版

行世。窃念戊寅[康熙三十七年，1698]距今，岁历一纪，诗老之游道山者指不胜屈；有其始之，莫或终之，大惧阙于表彰，无

以昭美备之观，拟仿前例，选定“续编”。诸君子惠而好我，凡刻集、写本，与夫家传、墓志，所望即
[1]1a;7

赐观览。其或谊非亲

故，著作可传，亦所(祈)加意搜罗，钞撮邮示。夫爱古而薄今，贵远而弃近，浅夫陋见，高明者之所刺讥也。《诗》不云乎：“维

桑与梓，必恭敬止。”又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持此鄙怀，以质诸夫大雅，其尚有访善咨周，从而挽推佽助者欤?时

康熙己丑[四十八年，1709]涂月，平湖陆奎勋拜启。[1]1b;8 

则杰按：此启又载陆奎勋《陆堂文集》卷十一[4];除删去末尾署款之外，其他文字亦略有出入。 

又，此启所说“槜李诗系续编”,与后来胡昌基所辑《续槜李诗系》无涉(参见该种)。 

四、沈季友“凡例”[1]9-12 

一[一]是集名《槜李诗系》,明其为一方之言也。于姓氏下，叙列小传，纪其一生梗概。自忠孝节义、文章理学之家，以及

高人奇士，莫不备具。使千百年后读之，论人可以知世。且于题咏之下，考据邑史，附注其山川古迹、土风物产，俾开卷者得

其地之胜观，盖咏歌之中而寓纪载之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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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我郡自严夫子以来，骚雅代不乏人。余闲居之日，尝叹乡贤著作，殆将芜没；不揆固陋，有志纂辑。其在五季三唐

者，如顾野王、邱为、顾况、陆贽辈，寥寥数家之书，久已行世。降而宋元，虽去今尚近，然为耳食者所[1]1a;9弃；残编断简，其

仅存者什不得一。余订是集，五更寒燠，乃无挂漏。次及有明三百年，一郡文献，采录靡遗。而当代诗人，其已辞世者，亦得

附焉。虽曰妄作，实出苦心。 

一[三]是集所重在诗，而实兼论人，是以有去取而无褒讥。故有借诗以存其人者，姑不深论其工拙；其或生平不免遗议者，

苟非惊才绝调，不敢入集。要以发潜德之幽光，讵敢以删润而希作者?知我罪我，听之而已。 

一[四]集中无论缙绅、韦布，闺秀、方外，或土著或流寓，凡有诗可传者皆录之。其或征索数四，而瑶章未锡，俱不敢混

入赝作。
[1]1b;10

 

一[五]史体撰传，俱称名，从古也。曩辑《柘上遗诗》,概以“公”称，意取顺时而已。是集虽于前辈达尊，不讳其名；窃

比史传之例，庶免贡谀之讥。 

一[六]从遗文征往迹，传或未真；凡所胪载，岂皆契合?第志在表彰，法难刻覈；一言一行，即是楷模，识者幸毋以滥收为

诮。 

一[七]《槜李英华》一书，景泰间朱翰选刻，其所存者未尽驯雅。而《成都诗钞》有贝琼父子，《历下诗删》有姚绶、李孟

璿，《列朝诗集》有怀说、姚纶、屠应埈诸家，兹集搜罗毕尽，庶云大全。 

一[八]是集既成，将有古杭、姑苏、苕溪、云间四郡之选，事属
[1]2a;11

千秋，非迂非琐，仰唯速惠瑶华，以慰饥渴。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1697]涂月，平湖沈季友南疑识。[1]2b;12 

【附录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集部总集类之五[5] 

槜李诗系四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季友撰。季友有《学古堂诗集》,已著录。是编辑嘉兴一郡之诗，自汉晋以迄本朝。凡缙绅、韦布，闺秀、方外，土

著、流寓，有吟咏传世者皆录之，而以仙鬼、题咏、谣谚附焉。姓氏之下，又各为小传，略叙梗概。其山川古迹、土风物产，

亦间加附注，以备考据。初，明景泰中，嘉兴朱翰尝诠次洪、永以来郡人之诗为《槜李英华》一书，所收不尽雅驯。崇祯末，

秀水蒋之翘复续为《槜李诗乘》,其卷帙之富，什倍《英华》,而遗稿散佚，遂无传本。季友此书踵二家之后，而更加详博。残

章剩句，搜访靡遗。捃摭之勤，殊为不苟。其间若赵孟坚小传，沿《山房随笔》之误，以为卒于元时；吴镇没于至正间，与杨

琏真伽时代迥不相及，而谓杨发诸坟，不及镇墓，此类皆为疏于考核。然其甄综颇备，一乡文献，亦有借以足征焉。 

则杰按：关于此条末尾所说宋人赵孟坚，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卷五十八[6]、杨武泉《四库全书总目辨误》(不

分卷)[7]均有考辨。 

【附录二】法式善《陶庐杂录》卷三(原标第四十则)[8] 

《槜李诗系》四十二卷，平湖沈季友编其一郡之诗，前有朱彝尊、金南英(瑛)二序。一卷汉、晋、隋、唐、五代，二、三

卷宋，四、五、六卷元，七卷至二十二卷明，二十三卷至二十九卷国朝，三十卷至三十三卷方外，三十四、三十五卷闺秀，三

十六卷仙鬼，三十七卷至四十一卷题咏，四十二卷谣谚。去取精当，辑录家最善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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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续槜李诗系》 

四十卷。胡昌基辑，宣统三年辛亥(1911)刻本。(浙江大学图书馆藏) 

一、徐士芬“续槜李诗系序”[2]1a-b 

吾邑沈南疑明经辑《槜李诗系》四十二卷，自汉以来，一郡之诗略备。然是书成于康熙三十六年[丁丑，1697],其采国朝诗

只七卷。陆陆堂太史拟续之，尝为文以征诗；时才阅一纪耳，而云“诗老下世者多，惟阙于表彰是惧”。迄今又百余年，诗人

辈出。康熙己未[十八年，1679]、乾隆丙辰[元年，1736],国家两举鸿博科，吾郡与选者、膺荐者先后凡若干人；其他“大、小

雅”之材，亦蒸蒸日上，蔚为国华。然网罗非易易事，故如陆堂之有志者，虽不一其人，而卒未有成书。同里胡云伫先生惧其

湮没，悉心搜访，得三十九卷。或以诗存人，或以人存诗，大旨与前书同。其以科目人居[2]1a先，兼载诗评、诗话，诸例与前编

异。而顺治以后、前编所遗者，亦补之。先是，先生长子瘦山，实任搜访之役。瘦山殁，次子东井继之。今东井又殁，先生年

逾八十，病矇十余年，今忽重开，因得卒其业，安知非天欲存之而默相之欤?前编已采入《四库》;是编行将备天禄石渠之著录，

则所关者岂一郡文献云尔哉?平湖徐士芬序。[2]1b 

则杰按：此序称全书“三十九卷”,乃指稿本，详下金兆蕃“后序”。 

二、沈曾植“续槜李诗系序”[2]1a-3a 

昔余读宋人所编郡县总集，若《会稽掇英》《成都文类》之属，大都详题咏而略于文献。深山石刻、荒冢断碑、祠坛园馆之

风物，各得借搜辑以长存；而州郡先贤抱质怀文，发为辞章，足以表故家旧俗、流风善政之盛衰，咏志颂见，厚伦而美化者，

专家之集、耆旧之篇，或任其放逸，靡所借以考溯焉。彼固循唐世以来图经地记旧例为之，抑准《诗》列“国风”《七略》序

诗别“吴楚汝南”“燕代”“齐郑”“淮南”之旨以论之，潜德不彰，国闻靡绪，不已阙乎?自南宋林咏道《天台集》,专辑一

郡诗文；元汪泽民《宛陵群英集》,专辑一郡之诗，而后州郡总集之体，网罗限断，完然成[2]1a备。有明以来，作者继起。在吾郡，

则朱石田之《槜李英华》、蒋楚稚之《槜李诗乘》,各有成书，而未能行远。惟国初沈季友先生之《槜李诗系》,雕版流传，录登

《四库》,为一邦先哲诗山，足以资考献征文之助。踵之而作者，纪以县，则有若《海谷遗风》《魏塘诗陈》《桐溪遗诗》;纪以

乡镇，则有若《梅里诗辑》《濮川诗钞》《新溪诗钞》,皆准其体例为之。而平湖胡云伫先生，复有《续槜李诗系》之作。沈氏所

辑，起前汉以迄国初，为卷四十有二，著录一千九百余家。胡氏所辑，起国初以迄嘉庆，为卷四十，著录亦一千九百余家。自

搢绅耆德、显学名家，荒江老屋之幽光、禅林闺襜之逸响，擢英捃逸，幽隐不遗。呜呼!备矣。吾禾[2]1b县邑起春秋，州于晋，府

于南宋。控吴引越，实乐且訏。诗道自先唐邱、顾以来，南宋坛坫属寓公。元、明之交，徐、鲍、贝、程，名流辈起。厥后虽

鲜大家，而相质披文，音和且平，亦不诡随于当时风气。以迄我朝，竹垞老人综唐宋之大成，建标海内，坛宇崇闳；萚石宗伯

以渊才邃学继之，事博趣昭，溯洄弥广。同时并起者，前者若曹、彭、“三李”,后若柘坡、丁辛，其人皆旷代逸才，在他方足

以雄长群伦，而在我郡乃附翼同条，若骖之靳。承学之士，人自得师；本其乡闾所诵习，出而应世，往往不祈胜人，而人自有

不能胜者。吾郡文学之盛，近二百年，盖前古所未有。学者或日用不知，抑不可不诵其本末，诏我后生，勿愆勿[2]2a忘，保之勿

坠者也。胡氏萃毕生之力，成此一书，藏弆于家，未能行世；中更兵火，幸未毁伤。葛词蔚比部得其稿本，亟谋所以传诸久远

者。醵资未充，倾囊先事。劳玉初学使、金篯孙太守助之，顾谓曾植宜为叙纪。余尝循班、郦“三江”旧说，诊寻地阞，自战

国春秋以追禹迹，吾郡盖实为南江流泆覆被之都。先秦二县，长水播具区，而武原朝东海，鱼盐蟹稻，观游舟楫；东山之府，

媲盛海隅。汉后海远溇湮，原隰乃益增饶衍。王武子所谓“其地坦而平，其水澹以清，其人廉且贞”、常璩所谓“士多仁孝，

女性贞专，称为士大夫之郡”者，吾郡近之。户口蕃息，著于唐；而文章炳蔚，盛于宋。元、明以降，世进代昌。及咸丰庚[庚

申，十年，1860]、辛[辛酉，十一年，1861][2]2b之际，隳于兵劫耗矣。中兴元气，逾久未苏。近且有废除府制之议，解纽驰纲，

易视改听；自今伊始，我服畴食德之士民，其且随政令以转移，急功近名，以同风于都省乎?其或眩见闻之靡丽，去故即新，而

同流于异地乎?其终能葆其旧俗，操其土音，安安而不迁乎?夫审音知乐者、表微而明乎得失之迹者，怀其旧俗。词蔚勤勤刻此

书于今日，可谓难能。顾余乃闵然兴念于发策谛题之际，思其地，思其系，后有达者，宁无谓乎?宣统三年，岁在辛亥[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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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埭老民沈曾植序。[2]3a 

则杰按：此序本师钱仲联先生已据以辑入《沈曾植海日楼佚序(上)》
[9]
。 

三、劳乃宣“续槜李诗系序”[2]1a-2a 

宣统庚戌[二年，1910],余官京师，葛君词蔚议醵刻平湖胡云伫先生所辑《续槜李诗系》,同人赞其成。辛亥[宣统三年，1911],

余出任江宁学使，词蔚携书来，刻于金陵，余与金君篯孙共董其役。是秋，余复以事入都。甫行而南方乱作。未几，金陵不守。

遥计是书刻方未竣，未知其存亡何如，念之不去怀。国变后，遁居涞水之野，篯孙书来，言稿本经乱，散佚四卷，幸原本尚存，

补录付刻，与词蔚赓续经营，已将毕工，属为之序。呜呼!是编托始于康熙己未[十八年，1679]鸿博一科，上溯顺治，下逮乾、

嘉，成于嘉庆丁丑[二十二年，1817]。其间，吾乡人文蔚起，名公宗匠后先相望，下及闺秀、方外，作者如林，正一代全盛之[2]1a

会也。今未百年，而陵谷变迁，已成异代。吾辈今日读之，何异黍离之大夫读“二南”“雅”“颂”之篇乎?忆在金陵与篯孙商

榷刻事，时相过从讨论，方冀剞劂告成，相与咏歌，以张其事；不谓书成而已丁今日之世也，不亦悲哉!余去金陵时，学廨尚存

有书帙。城陷，廨为兵据，有人见其以书笥饲马，地上书厚尺许，杂以马粪。此书竟未罹斯劫，亦云幸矣。相传咸丰间，粤寇

陷平湖之前一日，云伫先生之裔孙秋潭检视书籍，见此书内有两蠹鱼极巨，恐被蚀，曝诸庭。明午贼至，诸书仓卒不及携，亟

以此稿纳诸行箧以行，因而未失。噫!再遭兵燹，再得幸存，岂书之存亡显晦，果有数耶?抑众作者精神所寄，固有不能[2]1b磨灭

者在耶?原书编辑源流与体例，备详原序，例不具述；述刻成之颠末如此，俾后世知是编克永其传之非易，而词蔚之功为不可没

也。壬子[民国元年，1912]夏五月，桐乡劳乃宣序。[2]2a 

四、朱福诜“续槜李诗系序”[2]1a-2a 

尝读竹垞先生为沈氏南疑所辑《槜李诗系》序，言病世之称诗者，推崇台阁而忽意于山林闲旷，谓沈氏斯编，表微阐幽，

挥斥势利，其不可及正在于此。窃意先生固非不遇之士，而乃为此言，殆晚年有所寄慨而然欤?今观云伫胡氏续辑《槜李诗系》,

即以鸿博诸先生冠首，至嘉庆季年而止。其间，多大雅宏达之彦，入承明著作之庭，雍容揄扬，著于后嗣。其序次先后，悉以

科名为断，疑其用意与沈氏特异。然当康熙时举行词科，亭林有诗云：“时情尊笔札，吾道失弦歌。”亭林氏为前朝遗民，宜

其挥斥及此。余以为金源氏入主中国，壤地之广狭、年祚[2]1a之修短，不及有清远甚；然大定、明昌间，声明文物之盛，后世莫

能废之。况清康、雍、乾、嘉四朝，即以吾禾一郡人文之盛，视黄山、黄华诸人，已远过之；世之论诗者，必不能执先生之言

以相绳也。慨自道、咸以降，“《小雅》尽缺，四夷交侵”,不独闾巷失职之士自言其伤，即通籍于朝者，贾生痛哭，屈子行吟，

忧伤憔悴之音往往而作；变风、变雅，固乎其时。后之人或赓续胡氏而辑为一编，不知后之读者，其于竹垞先生之所寄慨，当

复何如也。余弱冠后，以拔萃入都，即与同年张君公束、沈君蒙叔议胡氏《诗系》。迄今几五十年，始得葛子词蔚为之校定付梓。

中更乱离，盖几失之；卒获保存流布，亦云幸矣。昔沈氏前[2]1b 编为之刊布者，同里金氏夏声；今胡氏兹编为之刊布者，亦同里

葛氏词蔚。斯则郡邑艺文之流传，与夫作者英灵之所寄托，各有缘契，非偶然也。癸丑[民国二年，1913]夏四月中浣，海盐朱

福诜谨序。[2]2a 

五、胡昌基“凡例”[2]1a-2b 

[一]《诗系》前编，上自周、秦，下逮元、明，至我朝康熙而止，遥遥三千载，汇成巨观，敻乎尚矣。是编志在续纂，而

彼此分画岂能截然?爰托始于康熙己未[十八年，1679]鸿博一科。盖是科虽仿唐制，实亘古旷典，我郡与选者四人，于此见昭代

之文治跨越前朝也。其余有、无科目诸人，仍从顺治初起，既以全一代冠冕，且以补前编之漏。 

[二]前编于每人姓名上署一字号及官爵，如“严夫子”“干散骑”之类，虽仿元遗山《中州集》例，然未免近赘，且多牵

率。是编概为削去，其较著者或注于姓名之下。[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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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编人立小传，或洋洋千百言，次亦不下数百字。窃意其人之德业闻望彪炳一代者，将来自有国史传信；其名在一乡

一邑者，或已见志乘，毋容缘饰。是编兼仿朱太史《明史[诗]综》例，仅书爵里撰述，间附轶事一二，以志梗概，亦足备征文

考献之一助。 

[四]前编于诗后，详注山川古迹、风俗土物，以备一郡掌故。是编于纤悉隐僻者务为考证，余不多赘，以郡邑志已详载故

也。 

[五]诗评、诗话，所以证明原诗，断不可少。是编博采而约取之，详明原书或某人云，不敢掠美。间述旧闻私见，概以“石

濑山房诗话”命名。[2]1b 

[六]是编或以人存诗，或以诗存人，大要以阐微表幽为主。其有鸿儒硕学、超前轶后者，自有专集行世，故所收较略，亦

王荆公选唐诗不载李、杜之意。 

[七]是编分门别类，以每朝有科目者居先，而无科目者略按时代并厕于后。其间稍有参差，固所不免。其闺秀、方外、流

寓，各为一门。若谣谚、仙鬼，历年未久，不敢滥登。 

[八]前编以朱翰《槜李英华》、蒋之翘《槜李诗乘》为权舆，故最为详备。自南疑先生后，如陆陆堂太史、王谷原比部、诸

草庐宫赞、曹种梅广文、沈双湖铨部、张端门明经、杨蘋香进士，皆有志续纂。或以见闻限，或以工费[2]2a巨，迁延岁月，迄无

成书。基留心搜访，历有年所。各邑征求，大儿金题实任其劳，不幸溘先朝露。恐此事遂废，爰命幼儿金胜克期蒇事。其搜罗

荟萃，均借友朋之助；另刊参订姓氏于左，以志雅谊。嘉庆二十有二年丁丑[1817]涂月，平湖胡昌基云伫识。[2]2b 

六、金兆蕃“后序”[2]1a-3a 

昔在景泰中，嘉兴朱氏翰辑《槜李英华》;崇祯末，秀水蒋氏之翘复续为《槜李诗乘》。自沈南疑先生《槜李诗系》出，二

书皆不传。沈先生书，起汉、晋，迄顺、康间，一乡文献，甄综详备。自后陆陆堂、王谷原、诸襄七、曹种梅、沈双湖、张端

门、杨蘋香诸先生皆有意续辑。至嘉庆中，胡云伫先生始克承诸先生绪论，勒成斯编，上继沈先生书，下逮乾隆之季，都三十

九卷。胡先生成书时已大耋，二子瘦山、东井两先生皆前卒，未及授剞劂。原稿藏于家，副本有三：其一不知谁氏所录。道、

咸之际，孙次公先生尝为勘订。同、光间，在善化许雪门太守所。太守典吾郡最久，颇提倡风雅，尝别钞郡人诗三百八十家，

若欲有所增删而未就[2]1a 者。高升伯丈故为太守客，得此书，谋于葛煜珊丈，挟以至都门。钱恭勤、徐忠愍诸公，皆许佽以赀。

葛丈旋下世，未集事，高丈以书归张闻惺丈。张丈补书中有录无诗者数家，又采诸家评论，佐诗话所未及，用力甚勤。其一为

许壬伯丈钞本。潘峄琴学士师督学政，续辑《两浙 轩录》,先君子及许丈皆助搜采，以此本寄学士。凡《 轩续录》录我郡诗，

有采及“石濑山房诗话”者，皆自此本出。旋亦为张丈校定，丹墨备具，与第一本略同。其一为朱竹石丈志慕斋钞本。兆蕃昔

为朱丈从事，未尝言有此本，去年骏侯始以相假对勘，盖从许本钞出，当时亦议付刻而未就——骏侯，朱丈孙也。去年辛亥[宣

统三年，1911]初夏，劳玉初丈[2]1b为江宁提学使，兆蕃亦客金陵；葛君词蔚先已发议刻是书，遍告郡人醵资，至金陵乞劳丈主其

事，乃属兆蕃以胡氏原稿与许、朱二副本参校，稍稍厘正。原稿中，有明人已入沈先生书而复收者，周拱辰、高道素、项佩凡

三家；有本书自相复者，朱鼎铉、陈思光、濮光孝凡三家，今皆删去。有录无诗，为张丈校补者，丁允洤、黄凯钧、郑湘屈、

何焕、徐贞、孙湘畹凡六家；但补诗话者，冯广誉、朱衣珍凡二家。原稿已收复删、今仍增入者，马棻、施茝江、李元绣凡三

家。又以闺秀一卷诗最多，析为二，次为四十卷。得诗一千九百廿一家，写定清本。劳丈又延缪君书屏佐校雠。怀宁李道义有

书铺在江宁，曰“宜春阁”。劳[2]2a丈畀承斯役，期以来年六月毕工。时海内已多故，民烦政急，劳丈典学校，簿书期会至繁重；

顾兆蕃以勘本乞审定，未尝不反覆商榷，祈得当。一日语次，丈言少时随宦过镇江，江流尚绕金山麓，登山必以舟；今来复过，

忽忆前游，得一诗，举以相示。兆蕃辄谓陵谷迁变不常，安知他日不复见江流绕麓如丈昔游时?丈大笑噱，因顾而喟：“今兹八

月，我将诣辇下，参资政院议，当以明年复来。然仕宦不自由。子客此，亦几时能待?此书成否，都不可知。”相慨叹久之。岂

意今日书垂成，而世事已大异。丈行遁釜麓，兆蕃屏居乡里，遥遥天末；偶一得消息，欲求如去年执卷相问对，邈焉何可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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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喻江山有形，运[2]2b会无眹，所谓迁变而不可知者，固在此不在彼也。去年秋冬间，李道义尝再就兆蕃谋求所以竟其事者。今

年春，道义病殁。其妇陈，吞指环以殉。兆蕃书抵劳丈，乞以诗旌之。会丈为此书作序，邮筒相往复，书屏亦来告汗青有日。

乃备举传钞勘定始末，凡丈序中所未言者拉杂记于后。高丈抡元、葛丈金烺、张丈宪和、朱丈之榛，皆平湖人。词蔚为葛丈季

子，名嗣浵。许丈仁沐，海宁人，尝为平湖校官。缪君九畴，江阴人，艺风先生从子，始终任校雠于此书，劳最多。壬子[民国

元年，1912]八月，秀州金兆蕃记。[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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