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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笑皆鴻儒　往來無白丁談笑皆鴻儒　往來無白丁  
—從小莽蒼蒼齋藏品看曹寅的社交活動

雷廣平

田家英的小莽蒼蒼齋以收藏清代儒士墨跡著稱，在整理這些

藏品的過程中，由於曹寅手跡的發現，引起了人們尤其是紅學界

的特別關注，繼而大量的曹寅生活時代特別是曹寅任職江寧織造

期間，與其有過密切交往的文人雅士、社會名流、官府同僚們墨

跡的發現，似乎形成了一個圍繞曹寅交遊活動的收藏專題。我們

權且將其稱為「與《紅樓夢》相關的文物」。以此來進一步熟悉

曹寅，闡釋曹寅一生文化交遊活動的深層含義。為此，本專題以

曹寅為中心，選取三十人的墨跡，並配有介紹每人簡歷、與曹寅

交往關係為主要內容的小傳，供讀者參閱。

有關曹寅其人，自胡適先生始至今近百年來，多有學者卓

論，尤其近幾十年，不斷有關於曹寅研究的專著出版面世，影響

較大的如：史景遷先生的《曹寅與康熙：一個皇室寵臣的生涯揭

祕》，劉上生先生的《曹寅與曹雪芹》，方曉偉先生的《曹寅．

評傳年譜》等都較全面地為讀者和研究者展現了一位客觀、真實

的曹寅。更有馮其庸先生的《曹雪芹家世新考》，標誌着對曹雪

芹家世，也可以說成是曹寅家世研究中許多較模糊的問題，有了

更趨準確的判定。胡紹棠先生在他的《楝亭集箋註》一書所作的

「前言」，更是一篇關於曹寅的專論，文章不僅全面介紹了曹寅，

還客觀地論證了曹寅對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影響，認為：「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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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時代的曹家，不僅富貴繁榮，富有文學藝術氛圍，而且在廣泛

的文化圈中多有交往，對曹雪芹藝術才能的養成影響尤著。」a 既

如此，本文對曹寅生平不再贅述。

一　曹寅存世墨跡述略

曹寅生活的時代要早於曹雪芹生活的時代約七十餘年，但流

傳下來的手書墨跡卻遠多於曹雪芹，這主要是由於曹寅時代曹家

還處於盛世，曹寅交友眾多，大都是名儒名臣，許多曹寅的作品

都是經他們之手輾轉保留下來的。而曹雪芹生活的年代，曹家早

已是「呼喇喇大廈傾」了，沒有誰會重視一個破敗沒落的窮酸文

人的筆跡。隨着《紅樓夢》的影響及曹雪芹手跡的幾乎失傳，曹

寅墨跡更成為稀世珍寶。迄今發現並保留下來的曹寅手書墨跡有

如下幾幅：

《曹寅題程嘉燧山水墨跡全圖》 此作品為明末松圓老人程嘉

燧（字孟陽），繪於崇禎十六年（1643），畫面自題：「崇禎癸未

冬十月，邗江舟次，法白陽山人筆意，松圓老人程嘉燧。」下鈐

朱文印「孟陽」二字。畫面一泓碧水，遠山朦朧可見，近處幾株

古松，樹蔭處茅屋一所，畫面恬淡雅靜，自然風光迤邐。我們如

今雖無從考證畫者如此構思的緣由，但兩側曹寅的題跋會令讀者

頓有所悟。右側是曹寅的題詩：「長板橋頭墊角巾，過江山色未

煙塵。猛風吹醒相思樹，猶是文園白業人。」落款署「嬉翁題」，

下鈐印：朱文「曹寅」、白文「荔軒」。左側曹寅的題跋文字是

a	 	胡紹棠，《楝亭集箋註》前言，《楝亭集箋註》，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7 年

版，第 32 頁。

「松圓老人卒於癸未十二月，見牧齋墓誌。次歲即甲申之變，目

不睹刀兵水火，是為吉人。受之歸老空門，末路愈多鉏鋙，河東

君想亦有新官之歎。壬辰三月，於揚州小市得此幅。筆墨靈氣尚

存，孟陽呼之可出也。」下鈐印白文「奇雅」b。壬辰，應為康熙

五十一年（1712），曹寅卒於該年七月，也就是說這些題跋系曹

寅離世前不久所書。這幅《曹寅題程嘉燧山水墨跡全圖》，早年

由鄧拓收藏，現藏於中國美術館。

《楝亭夜話圖》曹寅題詩 康熙三十四年（1695）秋，廬江

郡守張純修到江寧訪曹寅，曹寅又邀江寧知府施世綸至，三人秉

燭夜話於楝亭。張純修即興作畫，三人分別留詩於畫側。曹寅題

詩二首，內容分別是：「憶昔宿衛明光宮，楞伽山人貌姣好。馬

曹狗監共嘲難，而今觸緒傷懷抱。」「家家爭唱飲水詞，納蘭小

字幾曾知。斑絲寥落誰同在，岑寂名場爾許時。」詩意與夜話中

追思納蘭性德有關。之後，又有顧貞觀、王概、王方歧、姜兆

熊、蔣耘渚、李繼昌等眾多名仕在畫側題詩題跋，使該圖愈加珍

貴。此圖先由番禺葉遐庵（葉恭綽）藏，後轉手於大收藏家張伯

駒先生。新中國成立後，張先生任職於吉林省博物館，將此圖捐

贈該館，現仍藏於吉林省博物館。

《宿避風館》詩軸 本詩軸的創作年代暫不可考。其上書寫

的是曹寅一首自作詩：「檻下寒江百丈深，一龕側塞雨涔涔。道

人自嗅香煙坐，童子能通水觀心。海若何求頻窺戶，修羅此際罷

彈琴。茫茫寄眼蟲天外，已聽雲堂粥鼓音。」該詩未被收入《楝

亭集》。詩軸早年由著名古籍文物收藏鑒賞家周叔韜先生收藏，

b	 	馮其庸，《曹雪芹家世、紅樓夢文物圖錄》，三聯書店（香港），1983 年

12 月，第 10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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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捐贈天津市博物館。

《李煦行樂圖》曹寅題跋 此作品可見曹寅題跋文字如下：

「行處谿山屏八騶，不然乘興弄扁舟。東吳占斷閒風月，卻畫瀟

湘一段秋；流泉聲在斯人耳，似證因塵果位身。林裏妙香誰竊

得，我來抒筆譴池神；松蘿為屋石為牀，萬朵芙蓉水一方。自有

鸂鶒閒戢羽 c，詎須七十二鴛鴦；石片花枝迥不凡，竹邨應得寫頭

銜。西農褦襶何堪說，汗透青州重布衫。」落款為：「戊寅修禊

日奉題為萊嵩先生教粲，楝亭弟曹寅。」鈐印：「曹寅之印」「荔軒」

「真我」。此外，畫卷還有同時代眾多名仕題詩題跋，如宋犖、尤

侗、朱彝尊、趙執信、徐樹榖、藍漣、楊賓、汪份、張大受、張

士琦等。此圖為康熙朝供奉內廷畫工周道與上睿二人合作而成，

是為紅學研究的珍貴文物。2014 年 12 月，北京匡時秋拍「古代

書畫」專場以 1863 萬元拍出。

另有兩件曹寅手書墨跡雖有影印件但實物不知所蹤。

一件是曹寅自書詩扇面，曹寅用蠅頭小字在一幅小小扇面

上書寫了他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所作《北行雜詩》共二十

首，八百餘字。所謂北行，是指這一年曹寅自江寧扶父靈柩攜家

返京，歷時四個月，相繼在不同時間地點寫下的一路所見所聞所

感，字裏行間流露出作者當時的複雜心境。另一件是周汝昌先生

在他的《紅樓夢新證》《江寧織造與曹家》兩部著作中刊載的曹

寅手書自作詩《鴉鳴歌》，該詩在《楝亭集》「楝亭詩鈔卷五」可

查。從筆法看似曹寅手跡，但刊者未註明來歷，至今仍不知何人

所收藏。

最後的一幅就是本書所收錄的由田家英早年收藏的曹寅手書

c	 	題跋此處有註：「鳥能辟蜮」。

詩軸《沖谷寄詩索擁臂圖嘉予解天竺書》。原詩分為兩首共八句、

十六行，《楝亭集》「楝亭詩鈔卷一」有錄。或因條幅所限只書寫

了前一首。因前文已述 d，這裏不在贅言。

前面說過，曹寅留下的正規手書墨跡不多，這幅詩軸，系曹

寅青年時期所書，其字法工整俊秀、鋼勁有力、裝裱精工，是可

用於鑒別其他同類書品真偽的墶本。

曹寅墨跡在一些典籍資料中雖時有發現，但比較正規的書法

作品主要有上述幾例。

二　被收入小莽蒼蒼齋的曹寅交遊圈人物墨跡

眾所周知，小莽蒼蒼齋收藏有大量的清人墨跡，這裏我們以

曹寅為軸心精選出三十多位與曹寅交往相對密切的人物手書作品

供讀者鑒賞，供紅學愛好者和研究者參閱。雖每個人物都附有小

傳，但為了加深了解和閱讀上的便利，這裏先提綱挈領式地將主

要內容梳理成篇，或可與小傳互補。

首先要介紹的就是曹寅「朋友圈」中最特殊的人物，康熙帝

玄燁。

小莽蒼蒼齋所藏玄燁的書軸是一幅錄米芾詩，玄燁自幼好學

工書，尤喜仿董其昌、米芾等書家筆意，常以書作贈心腹重臣，

據史載他一生六次南巡，對身邊接駕有功的曹寅、李煦、宋犖等

常以御書「福」「壽」等字或詩詞條幅相贈，如為宋犖書《督撫

箴》、為曹寅母書「萱瑞堂」匾額等。《紅樓夢》寫賈府宗祠的門

聯匾額都是御筆所賜，是有生活原型的。曹寅與康熙間建立的密

d	 	見《觀其所藏　知其所養—田家英與〈紅樓夢〉》，本書第 xx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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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關係，除了曹寅本身的素養能力外，還有賴於這樣幾個因素：

一是曹寅父祖有功於朝廷，可謂股肱之臣；二是曹寅母孫氏曾入

宮做康熙少兒時的保姆，康熙素以「自家老人」相待；三是曹寅

十八歲選入宮當侍衛，有了與皇帝接觸的機遇。多種因素促成曹

寅接管蘇州、江寧織造長達二十三年，直至辭世。

曹寅與康熙帝非同尋常的關係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曹寅是康熙帝認可的可以隨時給他上奏密摺的少數心腹之

臣。清代密摺制度始自何時尚無明確記載，但我們當前可以看

到的史料是蘇州織造李煦於康熙三十二年（1693）六月的「請安

摺」，康熙三十五年（1696）便有了曹寅的《奏賀聖祖蕩平噶爾

旦事摺》e，自此曹寅為康熙所進密摺直到辭世都沒曾間斷過。書

呈密摺，是一種特權，不論職位高低，只有皇帝信得過的人才能

榮膺進摺之寵。

康熙一生六次南巡，曹寅四次參與接駕。皇帝甚至將其織造

府當做駐蹕的行宮，曹寅服侍左右，盡職盡心，受到康熙的賞賜

和褒獎，兩者之間的關係也不斷拉近。

曹寅屢受康熙指派完成交辦任務。如康熙三十六年（1697）

被派往蘇北、河北、山東等地押運漕米賑濟災民；多次被欽點為

巡鹽御史；奉旨打探江南官吏行為操守；奉旨修葺明孝陵；組織

刊刻《全唐詩》等。

曹寅仕途上受到康熙帝的特殊關照。織造一職雖品位不高，

但責任重大，非親信手足難謀此任。曹家自曹璽開始至曹頫共三

代四任穩居此位達六十餘年，而曹寅獨佔二十三年。儘管晚年出

e	 	易管，《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補遺（上）》，載於：方曉偉，《曹寅評

傳年譜》，廣陵書社 2010 年 5 月，第 373 頁。

現大量虧空，由於康熙的庇護尚能保持平安無虞。曹寅病篤，康

熙帝欽命快馬千里驅馳赴揚州送藥，期間多次在密摺硃批中問

候，薦醫薦藥。曹寅離世，子曹顒繼任，不久曹顒死，為確保織

造一職不易於他姓，康熙親派李煦從中斡旋，將曹寅弟之子曹頫

過繼曹寅，接任此職。

康熙一朝，時值曹家盛極之期，康熙末年雖轉衰落，但正如

《紅樓夢》所言「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沒有曹寅與康熙建立起

來的特殊君臣關係，就難有曹家「赫赫揚揚，已將百載」的興盛

繁榮。這為後來《紅樓夢》的創作提供了生動的素材。

接下來對收入小莽蒼蒼齋的曹寅朋友分幾類情況擇其要介紹

如下：

明末遺老　父輩舊交

周亮工（1612 — 1672），官至明浙江道監察御史，降清後

官至戶部右侍郎，康熙六年（1667），調任江寧糧署與時任江寧

織造的曹璽交往，遂成摯友，時年他已五十五歲，常把剛滿十

歲的曹寅抱置膝上指點詩文，故曹寅對他十分敬重，沒齒不忘

其教誨。周辭世，曹寅與其子周在都又成好友。康熙四十六年

（1707），揚州人為周修建祠堂，曹寅作記，其中寫道：「余總角

侍先司空於江寧，時公方監察十府糧儲，與先司空交最善，以余

通家子，常抱置膝上，命背誦古文，為之指摘句讀 ……」f。

陳恭尹（1631— 1700），原本南明諸生，因其父陳邦彥抗清

戰死，被授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明亡後，以詩文自娛。陳恭尹

長於曹寅二十八歲，素與朱彝尊、王士禛、趙執信等文士交好，

f	 	方曉偉，《曹寅評傳年譜》，廣陵書社 2010 年 5 月，第 17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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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無史料記載，推斷與曹璽會有交往，故後來為追念曹璽，他欣

然為《楝亭圖詠》題詠。

毛奇齡（1623— 1716），明末諸生，曾參與抗清，明亡後也

隨之流亡，直到康熙開「博學鴻詞」被舉薦。曹寅通過舅父顧景

星與之相識，時曹寅在侍衛任上，二人遂為好友。毛奇齡一向仰

慕曹寅父曹璽聲名，故當曹寅為追念其父作《楝亭圖詠》時，他

欣然題詩為記，並作小序曰：「曹使君典織署，其尊人舊任時手

植楝樹，蔽芾成蔭。使君因慨然登亭而歌，屬（囑）予和之。」

鄭簠（1622— 1693），名醫鄭之彥子，應為明末遺老。據方

曉偉先生《曹寅評傳年譜》載：「從鄭簠長曹寅三十六歲看，鄭

簠應是曹寅父執之輩。」即鄭簠早年就與曹璽有過往，後在京師

與曹寅相識，二人從此多有往來。曹寅有《鄭谷口將歸索贈》《由

普德至天界寺入蒼翠庵看梅，曾為谷口別業，漫題二首》詩贈鄭

簠。鄭亦有《楝亭詩贈曹荔軒》詩。曹寅剛轉任江寧，便往鄭簠

別業憑弔，並賦詩為記。

鄧漢儀（1517 — 1689），著名詩人，長曹寅四十餘歲，可

謂明末遺老。曹寅仰慕其詩壇名氣，很早就與之交往。由鄧漢儀

所輯《天下名家詩觀》收錄曹寅詩三首，並作小傳云：「曹寅，

子清，雪樵。奉天遼陽人。《野鶴堂集》。」《野鶴堂集》，又名

《野鶴堂草》，是曹寅二十歲左右編輯的第一部詩集。鄧所記之小

傳，亦成為考證曹家祖籍的力證。鄧漢儀也是為《楝亭圖詠》題

跋者之一。鄧漢儀的名句「千古艱難惟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g

甚至被寫進《紅樓夢》小說之中，由此可見曹寅交友在文學上對

曹家後代人影響之深。

g	 	出自《題息夫人廟》，見於《紅樓夢》第一百二十回。

徐文元，徐乾學之弟，順治十六年（1659）己亥科狀元，官

至文華殿大學士、國史館總裁官。早年與曹璽相識，曾為所得御

書賦詩《織造曹君示所賜御書敬賦》。曹璽辭世後，曹寅接續與

其交往，《楝亭集》「楝亭文鈔」收入曹寅作《題玉峯相國〈感蝗

賦〉後》一文，即為徐元文《感蝗賦》手卷所作。

以文會友　廣結鴻儒

康熙十八年，朝廷舉「博學宏詞」，這是在正常科舉考試之

外另設的一種薦拔天下能文之士的舉措，此舉不限制秀才、舉人

資格，不論已仕未仕，凡由督撫推薦者均可參試。始自唐開元年

間，後雖經朝代更迭，但此舉隅被朝廷沿用。這一年從全國被推

薦的一百四十三人中考取了五十人，考中者大都被授以翰林院侍

講、侍讀、編修、檢討等文職。後在乾隆朝為避諱 h，將「宏詞」

改為「鴻詞」，故考中的人又被稱做「博學鴻儒」。

小莽蒼蒼齋所藏曹寅交遊圈墨跡，有很多出自這些鴻儒之

手。如：朱彝尊、陳維崧、毛奇齡、尤侗、嚴繩孫、汪琬、潘

耒、彭孫遹、徐釚等。曹寅當時正在京任職，抓住與他們接觸相

識的一切機會與之結交，直至成為終生要好的朋友。這裏擇其要

介紹如下：

朱彝尊（1629— 1709），康熙朝名儒，詩名甚著，與王士禛

合稱「南朱北王」，參與纂修《明史》，可謂著述等身。在朱彝

尊博學鴻詞科舉仕之前，曹寅就通過納蘭性德的「淥水亭雅集」

與之相識，後與之往來更加密切，交往達三十年之久，直至朱辭

世。朱彝尊的《曝書亭集》、曹寅的《楝亭集》多收有二人往來

h	 	「宏」字的音形義與「弘曆」的「弘」字相近。



56 小莽蒼蒼齋與《紅樓夢》 第一部分  小莽蒼蒼齋藏與曹寅相關的清儒墨跡 57

唱和的詩作。朱彝尊還曾為曹寅創作的傳奇《北紅拂記》題寫跋

文和批語，從中可見朱對曹寅的創作給予密切的關注。曹寅詩詞

水平的提高也與朱彝尊的影響有直接關係。至晚年曹寅在揚州書

局主編刊刻古籍，二人往來更為密切。朱去世後，後人為他編纂

《曝書亭集》八十卷，得到曹寅的慷慨資助。

陳維崧（1625— 1682），著名詞人，駢文大家。曹寅通過舅

父顧景星與其相識於博學鴻詞科，遂後一直交往密切。曹寅在京

時常與之請教切磋詩詞技巧：「倚聲按譜、拈韻分題，含毫邈然，

作此冷淡生活，每成一闋，必令驚心動魄……」i，這對後來曹寅

詩詞水平的提高頗有幫助，曹寅詩風也多受陳氏影響，直到晚年

仍手不釋卷地將陳的《迦陵詞集》作為墶本研讀。《楝亭集》收

入多首曹寅與陳維崧交遊的詩作，可見二人非比尋常的關係。

尤侗（1618— 1704），應詔博學鴻詞，康熙十八年（1679）

授翰林院檢討時已六十二歲。次年，二十三歲的曹寅在一次酒席

中經王士禛與之相識，遂結忘年之交。曹寅《楝亭集》收入《尤

悔庵太史招飲揖青亭即席和韻》一詩便是步尤侗詩韻之作。史料

中可查的曹寅與尤侗的交往記載很多，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

曹璽病故，曹寅作《楝亭圖詠》為紀，尤侗為其題詩作賦；康熙

三十年，曹寅母孫太夫人六十大壽，尤侗撰《曹太夫人六十壽

序》，對其盛讚有加；康熙三十一年，曹寅改編《北紅拂記》成，

特邀尤侗觀賞，事後尤侗作《題北紅拂記》記之。曹寅後來在戲

曲創作上的成果，與尤侗的點拨指導多有關係；同年，曹寅由蘇

州奉調江寧，吳人為其建生祠於虎丘，尤侗作《司農曹公虎丘生

祠記》。綜上，曹寅與尤侗交往感情之厚，可見一斑。

i	 	出自王朝瓛為曹寅《楝亭集》「楝亭詞鈔」所作的序文。

彭孫遹（1631 — 1700），名列博學鴻詞科考一等二十人之

列，足見其文學功底之深。素以五言、七言律詩見長，有「吹氣

如蘭彭十郎」之譽。史載曹寅與之常會聚於王士禛家論詩談文，

相聚甚歡。曹、彭二人交往直至曹寅晚年尚有記載。

舉博學鴻詞，是有清以來康熙仿前朝之首創，是「不拘一格

降人才」的明世之舉。曹寅藉此得識其中大批鴻儒，從而在交往

中充實自己的學養，是他一生中的幸事。

以文會友，是曹寅交遊的一種重要形式。

早在康熙二十年前，曹寅就是納蘭性德「淥水亭雅集」的

成員，其成員還有本文所及的朱彝尊、陳維崧、嚴繩孫、顧貞觀

等，他們都為納蘭才華所折服，並以其為核心，將有共同愛好的

文友延攬其間，談古論今、吟詩作畫，十分愜意。曹寅與著名的

「嶺南三大家」之一、詩人梁佩蘭亦相識於此。梁佩蘭也是後來

為《楝亭圖詠》題跋者之一。

嚴繩孫（1623 — 1702）既是通過博學鴻詞入仕、是朝野聞

名的「鴻儒四布衣」之一，又是「淥水亭雅集」成員，所以一向

與曹寅交好。《楝亭圖詠》卷二有他的題詩，卷三有他的繪圖和

題字。

顧貞觀（1637— 1714）也是納蘭「淥水亭雅集」上曹寅之舊

友。後來在《楝亭圖詠》題詠者，為首者納蘭性德，第二位便是

顧貞觀。納蘭辭世不久，曹寅遊顧家小園，見「新詠堂」乃納蘭

生前所題，感念至甚，作《惠山題壁》二首，《楝亭集》「楝亭詩

鈔」卷二收錄。

曹寅的楝亭更是文友聚會的雅靜之所，文前提到的《楝亭

夜話圖》就是在此處文人雅集的例證。康熙二十三年，曹寅請人

為其父生前所置楝樹、楝亭，繪圖十幅，遍訪高人儒士，在其上

題跋題詠，集成《楝亭圖詠》一冊傳世，本文所及陳恭尹、毛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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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鄧漢儀、尤侗、嚴繩孫、梁佩蘭、徐乾學、宋犖、王鴻緒等

都有詩詞跋文墨跡在其上。

另據尤侗的《楝亭圖詠》跋文云：「予在京師，於王阮亭祭

酒座中，得識曹子荔軒。」王阮亭即王士禛，歷官國子監祭酒、

詹事府少詹事、戶部侍郎、左都御史、刑部尚書。曹寅於京師

與其相識後便成了他在家中詩友聚會的常客，並籍此得識尤侗

等一批鴻儒。王士禛人稱詩壇領袖，曹寅對其十分推崇，《楝亭

集》收入多首與其唱和交遊的詩作，如《題〈彭蠡秋帆圖〉和阮

亭》《旅壁讀阮亭渡易水詩，且述牧齋、西樵句感賦》《南轅雜

詩》等。

衙署同僚　同氣相求

曹寅一生交友，不乏同朝同地為官的同僚，共同的利益，

相同的愛好，共同的人生取向將他們之間的情感緊密地連綴到一

起。這裏例舉其墨跡被收入小莽蒼蒼齋的宋犖、徐乾學、陳鵬

年、王鴻緒等。

宋犖（1634 — 1714），歷官通永道僉事、江蘇巡撫、吏部

尚書。平生精鑒藏、善畫、淹通典籍、練習掌故。其詩文與王士

禛齊名，有多部詩文集傳世。宋犖任江蘇巡撫時恰值曹寅為江寧

織造，兩人的友誼便從此開始。康熙南巡，二人奉旨共同負責接

駕，共同授命修葺明孝陵，合作編纂《資治通鑒綱目》等典籍，

閒暇一同出遊，不時與文人騷客雅聚論作詩文。《楝亭集》收入

與之唱和的詩作多篇。宋犖為官、為文、為人，對曹寅影響頗

深，他們同為康熙帝的股肱之臣，這層關係又為二人的友情增添

了另類色彩。

徐乾學（1631— 1694），康熙九年（1670）殿試一甲第三名，

進士及第，也就是人們所說的探花。官至左都御史、刑部尚書。

曹寅早年與之相識與納蘭性德有關，有說他們曾同拜徐為師，直

至一生都沒間斷交往，直到徐離世，曹寅晚年主持揚州書局刊刻

古籍，與徐氏後人尚有往來。徐乾學在《楝亭圖詠》的跋詩給予

曹寅父子很高評價。從《楝亭書目》中可見，曹寅對徐乾學的著

述多有收藏，徐的為官為學對曹寅有着很深的影響。

陳鵬年（1664 — 1723），曾任江寧知府，與曹寅同朝同時

同地為官。因讒言所害，兩番被貶甚至被拘囚，曹寅念陳剛正耿

直，百姓擁戴，乘康熙帝南巡駐蹕織造府的機會，「免冠叩頭，

為鵬年請，至血被面」j，始得「上意解」，恕其無罪，後世傳為佳

話。同在江寧，織造與知府必有割不斷的聯繫，從此二人相從甚

密。康熙四十八年曹寅應詔進京，陳鵬年知其北行，相念甚切，

賦詩為念。

王鴻緒（1645— 1723），進士出身，官至戶部尚書。曹寅與

之往來，還要追溯到 1672 年的順天鄉試，王鴻緒與納蘭性德為

同榜舉人，或因於此，之後兩人一直有交往。《楝亭圖詠》有王

鴻緒題詠。

文人雅士　社會名流

曹寅交遊人物中還有一批在當時社會知名度極高的文士名

流，如納蘭性德、吳兆騫、洪昇、趙執信等。其中趙執信有墨跡

被收入小莽蒼蒼齋。

趙執信（1662— 1744），號秋谷，十八歲中進士，入翰林授

編修，參與《大清會典》編纂。康熙二十八年（1689），因「國

j	 	轉引自：王利器，《李士禎、李喣父子年譜》，《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

4 輯 34，文海出版社 19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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恤」k 期間參與觀演《長生殿》被革職，此後遠離官場，返鄉築

園，詩酒作歌，四方遊歷、浪跡江湖數十年之久。曹寅與之交往

雖查無明確記載，但推測與他助洪昇創作《長生殿》相關，曹寅

平生喜戲曲，與洪昇往來甚密，而趙又是洪昇好友。康熙四十二

年（1703）末，「洪昇為曹寅所改編的雜劇《太平樂事》作序，

曹寅有詩贈之，並兼及趙執信。」l 次年，洪昇到曹府搬演《長生

殿》。趙執信被罷官後，有詩人屈復詠《曹荔軒織造》「直贈千

金趙秋谷」句，由此推斷曹寅與趙沒間斷過往來，而且對其常有

資助。曹寅與趙執信之間的詩詞往還也多有記載。康熙四十四年

（1705），趙執信去揚州曹寅主持的全唐詩局，留詩《寄曹荔軒

（寅）使君真州》，曹寅有《和秋谷見寄韻》酬和。

曹寅晚年，授命揚州書局主持《全唐詩》刊刻，僅康熙欽

點就有十餘名翰林參與其中，可謂文人薈萃，曹寅藉此結交了更

多的文友。僅小莽蒼蒼齋所收之墨跡就有彭定求、查嗣瑮、汪士

鋐等。

上述簡要介紹了小莽蒼蒼齋所藏墨跡中部分與曹寅交遊的人

物，因篇幅所限，不便一一例舉，詳情可閱讀下文之小傳。

三　曹寅交遊活動啟示

誠然，本文所及只是墨跡被收入小莽蒼蒼齋的曹寅好友，而

小莽蒼蒼齋所收入的又不過是曹寅好友中墨跡得以流傳於世的一

小部分，如我們耳熟能詳的名家納蘭性德、李煦等，並未囊括。

k	 	時為皇貴妃佟佳氏（後追謚孝懿皇后）薨，尚在喪期。

l	 	方曉偉，《曹寅評傳年譜》，廣陵書社 2010 年 5 月，第 403 頁。

由此，我們可從小莽蒼蒼齋這個相對微觀但足以令人驚詫的文物

資料中，想像出當年曹寅的交遊圈是多麼的龐大。

綜上，可以看到曹寅交友主要通過這樣幾個渠道：一是前

朝遺老與父輩有舊交者，除了原本就是曹璽的朋友外，還有舅父

顧景星（1621— 1687）。有專家考證，曹寅生母顧氏即顧景星之

妹，顧景星入博學鴻詞科，正值曹寅在朝廷任職侍衛，與顧交往

中得識顧薦舉眾友。二是借朝廷舉博學鴻詞科，著意結識那些才

華橫溢的天下名士。三是憑職務之便結識同僚。四是通過參與各

種詩會筆會、文人雅集、組織刊刻古籍等文化活動，結識更多的

文友。

這些渠道產生的先決條件當然是曹寅本身具備一定水平的

文學素養。史載曹寅從小酷愛詩文，喜作劇曲，四歲可辨四聲，

二十歲就編輯詩稿《野鶴堂草》m。常言封建社會是文人相輕，而

我們所見的康熙盛世則是一個文人相親的時代。超常的文才、共

同的愛好，使得曹寅在交遊中如魚得水、遊刃有餘。此外，曹寅

還享有一個特殊渠道，即是與當朝皇帝的密切關係以及曹家的社

會威望。曹寅與康熙帝的關係前文已述，曹寅是很少一部分有給

皇帝上密摺的特權之臣，被視為心腹。康熙帝有意令曹寅打探密

報江南官吏行為操守，然而那些無權進摺者，包括巡撫、督撫等

封疆大吏，都不免對其俯首，甚至整天戰戰兢兢，生怕密摺內容

牽涉自己。憑此，曹寅就很容易將眾臣聚攬於門下。另有研究者

認為，曹寅是康熙帝有意利用其文化之長「以其所負使命網羅江

南名士……使這一批人團結在『斯文一脈』的旗幟之下，從而消

m	 	本詩稿並未刊印，已佚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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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民族隔閡……」n 用現在話說就是兼做統戰工作。果若如此，

曹寅在任間通過如上渠道和便利條件廣結名儒，不斷壯大自己的

交遊圈，還有着一層不可言說的政治意義。

而我們所看到的則是，曹寅平生談笑皆鴻儒、往來無白丁，

所蘊涵的文學價值和意義，那就是它正孕育着半個世紀後一部偉

大作品的誕生。

如今，曹寅交遊圈人物的詳細狀況已經成為紅學研究中家世

考證的組成部分。筆者堅信，沒有這些文人儒士的影響，就不會

有曹寅文壇上的輝煌；沒有對曹寅文采風流基因的傳承，也不可

能會有曹雪芹的《紅樓夢》。

n	 	王利器，《李士禎、李喣父子年譜》，《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 4 輯

34，文海出版社 1985 年，第 9 頁。

與曹寅相關的三十位清儒 與曹寅相關的三十位清儒 
及其墨跡及其墨跡

石中琪

曹　寅

曹寅（1658－1712），字子清，又字幼清，號荔軒，又號楝

亭、雪樵、柳山、柳山居士、柳山聱叟、西堂掃花行者，亦署紫

雪庵主、棉花道人、鵲玉亭、盹翁、嬉翁等。順治十五年（1658）

九月初七生於北京，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二十一日卒於

揚州。

曹寅為曹璽長子，母孫氏為康熙帝玄燁保姆 a。曹寅一生深

得康熙帝信任，約十八歲入宮任康熙帝的侍衛，約二十歲擢鑾儀

衛整儀尉，尋遷治儀正。康熙二十三年（1684）曹璽病，卒於江

寧織造署，玄燁特晉升曹寅為內務府慎刑司員外郎，命其協理江

寧織造事務。次年曹寅奉旨返京，歷任內務府會計司、廣儲司郎

中，兼正白旗包衣第三旗鼓佐領。康熙二十九年以內務府廣儲司

郎中出任蘇州織造，三十一年調任江寧織造，直到康熙五十一年

去世為止。

a	 	此處「保姆」滿人或稱為「教引嬤嬤」。除照顧生活起居外，還會擔負幼兒

教育和引導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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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間，從康熙四十年開始連續八年承辦龍江、淮安、臨清、

贛關、南新五關銅觔；自康熙四十三年開始與蘇州織造李煦輪番

兼任巡視兩淮鹽課監察御史。同時，隨時訪查江南吏治民情，向

玄燁專摺奏報。康熙三十八年、四十二年、四十四年、四十六年

玄燁南巡途經南京，皆以江寧織造署為行宮，曹寅四次參與接

駕。康熙四十三年因捐修寶塔灣行宮、接駕「勤勞誠敬」，特加

通政使司通政使職銜。康熙五十一年七月曹寅病重，玄燁特命快

馬數千里疾馳送藥搶救。曹寅病故後，虧空織造公款白銀近三十

萬兩，玄燁乃命兩淮巡鹽御史為之填補，並命其子曹顒繼任江寧

織造；不久顒死，又命將其弟曹荃之子曹頫過繼給曹寅承嗣繼職。

曹寅多才藝，知識面廣泛，他喜吟詠，詩、詞、歌、賦、

文、曲等無所不涉，無所不精，寫作終生不輟，早年所作《荔軒

草》即已深得時人讚賞。現存《楝亭詩鈔》八卷、《楝亭詩別集》

四卷、《楝亭詞鈔》一卷、《楝亭詞別集》一卷、《楝亭文鈔》一

卷。他還擅書畫、精賞鑒、喜收藏、愛作劇曲。著有雜劇《北紅

拂記》《太平樂事》《虎口餘生》《續琵琶》等。曹寅藏書極富，

又喜刻書，曾彙刊前人文字音韻書為《楝亭五種》、藝文雜著

為《楝亭藏書十二種》，校勘精審。內廷御籍多命其董督，雕鏤

之精，勝於宋槧。後世稱「康版」者，即曹寅首創。現存《全唐

詩》等書即曹寅兼任兩淮巡鹽御史時，受命於揚州主持刊刻的。

此外，他還嫻於弓馬騎射，熟諳朝章國體，可謂文武全才。曹寅

又喜廣交當時天下名仕，尤其與諸多明末遺老士人，己未博鴻科

文士及江淮名士有廣泛交往，這一點從他的《楝亭集》所收大量

的酬唱詩詞中足見一斑，正可謂：談笑皆鴻儒，往來無白丁。

曹寅為《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雪芹不僅繼承了其

性格愛好尤其文學才華，更主要的是將之所生活的時代，也可以

說是曹家由盛極轉衰落的時期作為背景素材寫進了《紅樓夢》。

若仔細研讀這部小說，曹寅生活時代的影子及《楝亭集》所涉內

容俯拾皆是。總之，沒有曹寅就很難有後來曹雪芹的《紅樓夢》。

本書收曹寅《行書七言律詩軸》一幅，綾本，縱 139 .4 厘

米，橫 54.2 厘米。此軸行書七律，見於《楝亭詩鈔》卷一，題為

「沖谷四兄寄詩索擁臂圖並嘉余學天竺書」。原詩二首，為依沖谷

韻奉和之作。此軸僅錄其中一首，以就教於蕉庵主人。詩句略有

改動，「長城終古」刻本作「長城近日」，「費除」刻本作「廢除」。

刻本將詩軸的落款稍加改動作為標題，如在「沖谷」之後加了「四

兄」二字，「嘉予」改成「嘉余」，「解天竺書」改為「學天竺書」。

「沖谷」，即為曹鋡，號松茨，乃曹寅之族兄，行四，世居豐潤。

《楝亭詩鈔》卷二有《松茨四兄遠過西池，用少陵『可惜歡娛地，

都非少壯時』十字為韻，感今悲昔，成詩十首》；《楝亭詩別集》

卷二有《沖谷四兄歸浭陽，予從獵湯泉，同行不相見，十三日禁

中見月感賦兼呈二兄》等詩，皆詠與曹鋡事。下款「己巳」為康

熙二十八年（1689），曹寅時年三十一歲。

玄　燁

玄燁（1654－1722），愛新覺羅氏，清朝第 4 位皇帝，也是

清軍入關以後的第二位皇帝，廟號聖祖，年號「康熙」，世稱「康

熙皇帝」。玄燁為清世祖福臨即順治帝第三子，八歲即位，十四

歲親政，在位長達六十一年，開創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盛世。

順治八年（1651），攝政王多爾袞死後被定重罪，福臨將多

爾袞的正白旗收歸自己掌管，原屬正白旗的曹家由王府包衣轉為

內務府包衣，成為皇帝家奴，隨即曹寅之父曹璽也由王府護衛升

任內廷二等侍衛。三年後，玄燁出生。按清廷制度，凡皇子、皇

女出生後，一律在內務府三旗即鑲黃、正黃、正白三旗包衣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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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寅　行書七言律詩軸

綾本　縱 139.4　橫 54.2　1689 年作

玄燁　行書臨米芾詩軸

綾本　縱 168.5　橫 40

釋
文

瑞
闕
龍
樓
峻
，
宸
庭
鳳
掖
深
。

才
良
寄
天
綍
，
趨
拜
似
朝
簪
。

飛

看
來
影
，
喧
車
識
駐
音
。

重
軒
輕
霧
入
，
洞
戶
落
花
侵
。

聞
有
題
新
翰
，
依
然
想
舊
林
。

同
聲
慚
卞
玉
，
謬
此
託
韋
金
。

釋
文

再
報
東
皋
一
尺
書
，
哦
詩
松
下
晚
涼
如
。

長
城
終
古
無
堅
壘
，
末
路
相
看
有
敝
廬
。

甚
願
加
餐
燕
玉
暖
，
少
憂
問
病
梵
天
虛
。

鬢
絲
禪
榻
論
情
性
，
遶
匣
蟲
魚
已
費
除
。

文
註
及
落
款

冲
谷
寄
詩
，
索
擁
臂
圖
，
嘉
予
解
天
竺
書
，
奉
和
舊
作
。
己
巳
孟
夏
，
蕉
庵
納

涼
，
承
教
屬
書
並
求
斧
政
。
曹
寅
。

鈐
印

曹
寅
之
印
（
半
朱
文
半
白
文
方
印
）
、
西
農
（
朱
文
方
印
）
、
聊
復
爾
爾
（
白
文
長
方
印
）

文
註
及
落
款

臨
米
芾
。

鈐
印

康
熙
宸
翰
（
朱
文
方
印
）
、
敕
幾
清
晏
（
朱
文
方
印
）
、
日
鏡
雲
伸

（
朱
文
橢
圓
印
）

收
藏
印

吉
林
宋
季
子
古
歡
室
收
藏
金
石
圖
書
之
印
（
朱
文
方
印
）
、
鐵
梅
真

賞
（
白
文
方
印
）
、
陳
慶
和
印
（
白
文
方
印
）



68 小莽蒼蒼齋與《紅樓夢》 第一部分  小莽蒼蒼齋藏與曹寅相關的清儒墨跡 69

當中，挑選奶媽和保姆。曹璽之妻孫氏夫人，即被選為康熙的保

姆。從此，曹家與皇帝的關係也就更加密切。康熙二年（1663），

擔任內務府營繕司郎中的曹璽被任命為江寧織造，負責織辦宮廷

朝堂官用綢緞布匹及皇帝交付的其他差使，充任皇帝耳目。康熙

十六年、十七年，玄燁兩次接見曹璽，賞蟒袍，贈一品尚書銜，

並賜親手書寫「敬慎」匾額。康熙三十八年四月，玄燁南巡迴鑾

駐蹕江寧織造署，曹寅奉母朝謁，玄燁「見之色喜，且勞之曰：

『此吾家老人也』。賞賚甚厚。會庭中萱花正開，遂御書『萱瑞

堂』三大字以賜。」b 曹寅為曹璽長子、曹雪芹之祖父，少年即入

宮做侍從，後為玄燁侍衛，一生深受玄燁的賞識和信任。玄燁在

位期間，曹家三代四人曹璽、曹寅、曹顒、曹頫任江寧織造一職

達四十餘載。《紅樓夢》中「赫赫揚揚，已將百載」之賈府，即

是此間曹家生活的寫照。

一般認為《紅樓夢》中元春省親的故事原型本於玄燁南巡。

《紅樓夢》第十六回曾借老奴趙嬤嬤與當家人王熙鳳之口談及「太

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脂批：「借省親事寫南巡，出脫心中多

少憶昔感今。」即為一例。康熙晚年，儘管曹家出現大量虧空而

漸次走向衰落，但在康熙帝的庇護下仍可相安無事，直到雍正即

位，曹家的厄運才接踵而至，江南三織造猶如《紅樓夢》中「一

損俱損、一榮俱榮」的四大家族忽喇喇似大廈傾了。

玄燁好學工書，尤愛董其昌書，常以書作贈廷臣和外國使

臣。本書收入玄燁行書錄米芾詩軸，綾本，縱 168.5 厘米，橫 40

厘米。書法內容為唐朝詩人鄭愔五言古詩一首《同韋舍人早朝》，

個別文字與原詩有差異。

b	 	馮景《解舂堂文集．萱瑞堂記》。

周亮工

周亮工（1612－1672），字元亮，號櫟園，又有陶庵等號，

學者稱櫟園先生、櫟下先生。明末清初文學家、篆刻家、收藏

家。原籍河南祥符（今開封市祥符區），早年移居金陵（今江蘇

省南京市）。崇禎十三年進士，官至浙江道監察御史。清軍入

關，從南明福王於江寧。入清後授兩淮鹽運使，累擢福建左布政

史，遷戶部右侍郎，康熙初任山東青州海防道，調江南江安糧

道。一生飽經宦海沉浮，曾兩次下獄，被劾論死，後遇赦免。生

平博極群書，愛好繪畫篆刻，工詩文，崇仰杜甫；精鑒賞，收藏

書畫金石極富。著有《賴古堂集》《因樹屋書影》《畫人傳》等。

康熙六年（1667），周亮工代理安徽布政使；不久，任職江

寧「監察十府糧儲」，因而與時任江寧織造的曹璽相交。據《楝

亭集．重修周櫟園先生祠堂記》記載：「康熙二年（1663），曹

寅『卯角待先司空 c 於江寧』」。少年曹寅讀書楝亭下，遂與之熟

識，並得周亮工指點讀書：「常抱置膝上，命背誦古文，為之指

摘其句讀」。康熙十一年（1672），周亮工去世。約在本年，揚

州人為周亮工建祠堂，以示紀念。康熙三十二年（1693），曹寅

「繼任織部，親拜公墓」。康熙四十一年（1702），曹寅向高士奇

「求櫟園藏畫」d。

康熙四十四年（1705），周亮工次子周在都（字燕客）「以

奉政大夫同知揚州府事」，與曹寅「同宦是邦」e。康熙四十六年

c	 	此處指曹璽。

d	 	見《楝亭集．楝亭詩鈔》卷四。

e	 	此時曹寅任江寧織造，同時任兩淮巡鹽御史，署揚州使院。見《重修周櫟園

先生祠堂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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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見
之
，
為
圖
示
予
，

予
則
三
載
于
濰
，
未
之
見
也
。
塩
官
舊
不
聞
海
市
，
吾
石

平
獨
遇
之
，
予
所
歷
人
恒
見
之
，
乃
獨
為
予
靳
，
人
生
遇

不
遇
，
固
如
是
哉
！
然
予
讀
駿
公
所
為
序
，
悲
故
土
之
陸

沉
，
並
此
身
亦
在
蜃
樓
變
幻
中
。
請
石
平
于
夢
華
錄
數
卷

中
，
觀
吾
里
海
市
，
當
別
自
為
詩
紀
之
。

次
石
翁
老
親
家
海
市
詩
韻
四
首
，
舊
北
海
長
周
亮
工
頓
首

具
稿
。

鈐
印

周
亮
工
印
（
白
文
方
印
）
、
元
倞
（
朱
文
方
印
）
、
一
路
青

山
到
武
夷
（
朱
文
方
印
）

收
藏
印

小
莽
蒼
蒼
齋
（
朱
文
方
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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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揚州人為周亮工「復為重新其宇」，周在都「以余世好，

囑為記」。曹寅作《重修周櫟園先生祠堂記》。

曹寅一生對周亮工頂禮膜拜。《楝亭書目》收周亮工著作多

種：《櫟園書目》，大梁周減齋家藏，一卷一冊（《楝亭書目》卷

一《書目》）；《閩小記》，本朝，櫟下周亮工撰，四卷二冊（《楝

亭書目》卷二《地輿》）；《讀畫錄》，本朝，周亮工撰，四卷，

一冊（《楝亭書目》卷三《書畫》）；《同書》，本朝，大梁周亮工

輯，四卷，一函四冊（《楝亭書目》卷三《說部》）；《賴古堂印

譜》，本朝，浚儀周亮工集，四卷，一函四冊（《楝亭書目》卷

三《雜部》）。

周亮工善書，尤擅分隸，包世臣稱其草書為能品下。本書收

周亮工作品行書七言律詩扇面，泥金箋，縱 52.6 厘米，橫 16.5

厘米。扇面行書內容為自作《海市詩》七律四首，寫呈「石翁」。

石翁即題記中所稱之石平，吳偉業《梅村家藏稿》卷三十九《海

市記》載：「石平張姓，大梁人，官兩浙觀察史。與亮工為親家。

會與偉業詳述海市見聞。」周亮工此詩描繪了在鹽官（此指登州）

見到的海市即三山鼎峙情景，由此而聯想到蘇軾當年在此所見山

市多奇景，使人生疑的景象。周亮工在詩後記《駿公所為序》，

實即《海市記》，非序文也。此四詩據查《賴古堂集》未收，當

是晚年之作。

鄧漢儀

鄧漢儀（1617－1689），字孝威，號舊山，別署舊山農、舊

山梅農，晚號缽叟。祖籍蘇州，明末清初的詩人，著有《淮陰集》

《官梅集》《過嶺集》《慎墨堂詩拾》《青簾詞》等。

鄧漢儀為崇禎八年（1635）吳縣諸生，早年從海寧查繼佐（號

伊璜）習舉業，後加入復社。康熙十八年（1679），詔試博學鴻

詞科，故意不用規定之句式，且畢卷早出，因而不第，然以年老

授中書舍人。吏部尚書、大學士馮溥欲留其修《明史》，鄧固辭

不受，回歸田園。

鄧漢儀通經史百家之籍，博洽通敏，尤工於詩，被譽為清初

詩壇上「雅頌領袖」。其編著的《天下名家詩觀》三集四十卷，「皆

選輯國初諸人之作」f，而其收有曹寅早年詩作。

康熙十七年之前，曹寅編有詩集《野鶴堂集》。這是有據可

查的曹寅第一本詩集。由鄧漢儀輯，本年揚州慎墨堂刻本的《天

下名家詩觀（二集）》共十五卷，卷十三錄曹寅詩三首：《歲暮遠

為客》，《雪霽寄靖遠、賓及兩兄》和《秋夜山居柬芥庵上人》。

鄧漢儀於詩前作曹寅小傳云：「曹寅，子清，雪樵。奉天遼陽人。

《野鶴堂集》。」

鄧漢儀輯曹寅第一首《歲暮遠為客》，是曹寅早年得意之作。

全詩如下：

曉燈寒無光，驅馬別親故。殘月墮楓林，荒煙白山路。

十年遊子懷，惜此歲華暮。載詠無衣章，何以蒙霜露。

全詩寫室外別親所見之景，抒發遊子離家之情。景中有情，

情中含景。後來沈德潛將其輯入《國朝詩別載》卷二十；鐵保將

其收入《熙朝雅頌集》卷第九「家數」。

康熙二十三年（1684），曹寅的父親曹璽在江寧任所去世後，

曹寅將父親在江寧織造署所植楝樹、所蓋楝亭，請人繪成十幅圖

f	 	引自《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集部總集類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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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文

弟
之
寤
寐
于
瞿
山
先
生
也
至
矣
。
近
得
其

詩
，
復
得
其
畫
，
而
恨
未
獲
見
其
人
。
然
詩

畫
中
具
有
先
生
真
性
情
、
真
標
格
，
則
又
何

必
接
聲
音
笑
貌
，
始
為
得
見
先
生
也
。

前
癸
丑
所
寄
佳
稿
，
弟
已
同
耦
長
兄
諸
位
同

時
授
梓
，
今
印
寄
覽
，
後
吳
門
所
寄
一
帙
，

則
尚
珍
諸
篋
笥
，
畫
箑
則
時
時
不
離
愚
袖
耳
。

蔡
玉
老
古
詩
在
陶
、
謝
間
，
為
近
今
所
少
，

弟
亦
錄
數
篇
借
光
拙
選
矣
。
茲
有
旌
邑
王
如

成
兄
攜
弟
所
選
《
詩
觀
初
集
》
來
遊
珂
里
，

意
圖
覓
利
，
望
先
生
推
分
薦
揚
。
俾
其
稍
有

所
得
，
則
不
虛
弟
一
番
說
項
，
而
先
生
為
拙

選
廣
通
，
則
感
又
在
弟
，
不
獨
王
生
也
，

切
切
！

鄧漢儀　致梅清

紙本　縱 17　橫 55.5

邇
來
弟
又
有
《
詩
品
》
之
選
，
每
位
一
冊
，

而
詩
有
去
取
，
務
于
精
當
，
不
似
松
陵
之
一

味
糊
塗
。
已
刻
有
梁
司
農
、
王
宗
伯
司
馬
及

王
給
諫
《
北
山
》
之
集
，
而
阮
亭
公
祖
《
蜀

道
集
》
先
曹
升
老
有
寄
者
，
阮
老
又
有
改

本
，
云
付
先
生
寄
與
蛟
門
，
今
蛟
門
已
于
六

月
六
日
北
上
，
或
竟
寄
至
弟
處
亦
可
。
蓋
蛟

老
欲
刻
其
詩
入
《
詩
品
》
也
，
附
請
。

不
盡
所
言
，
惟
餘
神
往
。

文
註
及
落
款

弟
名
單
肅
。
季
夏
上
浣
文
選
樓
。
冲
。

維
揚
鄧
孝
威
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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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　侗

尤侗（1618－1704），字同人，一字展成，號悔庵、西堂，

晚年自稱艮齋。江蘇長洲（今蘇州）人。曹寅好友。

康熙十八年（1679），召試博學鴻詞科，授翰林院檢討，時

年六十二歲，參與纂修《明史》，歷官侍講。尤侗工詩詞，尤精

戲曲，作品有《讀離騷》《桃花源》《清平調》《吊琵琶》《黑白衛》

五部雜劇和一部傳奇《鈞天樂》，等等。詩文多新警而雜以詼諧，

著有《鶴棲堂集》《西堂集》等，受到當時文壇名流的激賞。康

熙帝稱其為「真才子」，「老名士」。

康熙十九年，年僅二十三歲的曹寅在時任國子監祭酒王士禛

的席中得以結識尤侗。這可在後來尤侗為曹寅《楝亭圖》所作跋

詩內容得到證實，其文曰：「予在京師，於王阮亭祭酒座中，得

識曹子荔軒。讀其詩詞，宛有烏衣之風，詢其家世，知為完璧司

空公子。蓋司空織造金陵者，二十年所矣。故予聞其名，歎為是

父是子 ……」康熙二十二年，尤侗因年老告歸，家居蘇州。《蘇

州府志》卷二十八：「尤侍講侗宅，在新造橋，有鶴棲堂，聖祖

仁皇帝御書賜額，園曰亦園，有揖青亭、水哉軒。」康熙二十三

年曹璽病故，曹寅寄《楝亭圖》給尤侗，侗於臘月為之題詩。傳

世《楝亭圖詠》有尤侗詩與賦各一。康熙二十九年，曹寅出任

蘇州織造，時與尤侗同居一城，故往還過從甚密。寅曾數度應

邀赴尤侗家園揖青亭之約，有招飲、觀劇之舉。康熙三十一年

（1692），曹寅改編《北紅拂記》，邀尤侗觀賞，因此侗作《題北

紅拂記》記之，史載，曹寅在蘇州任職間，常與尤侗探討戲曲理

論與創作問題，後來曹寅在戲曲創作上成果斐然，和他與尤侗的

交往並受其影響有關。

尤侗《自撰年譜》載：「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年七十三歲，

畫，遍訪高人逸士，題跋歌吟，成《楝亭圖詠》一冊。其中有鄧

漢儀跋詩四章：

楝之樹：其葉青青；濃陰密佈，春晚彌榮。念昔司空，

始縛茅亭；聚此雙鳳，口授六經。

楝之樹：其幹直上；映日干雲，和風遠貺。樹以益茂，

人今何向 ? 攀條執枝，能不悽愴 !

楝之樹：其味最苦；當年植斯，用垂朴魯。今日相對，

如聆咳吐；敢不恪共，先訓是努。

余聞公子：敬奉官守；帝鑒其誠，眾服其厚。由於趨

庭，謀三不朽；今者見樹，惟有稽首。

《楝亭》四章，為荔軒、筠石兩先生題，兼正。舊山鄧

漢儀拜書。

鄧漢儀與曹寅的長期密切交往，似乎影響了之後曹雪芹創作

《紅樓夢》後四十回的構思。《紅樓夢》第一百二十回臨近結尾，

無名氏繼作者寫道：「看官聽說：雖然事有前定，無可奈何。但

孽子孤臣，義夫節婦，這『不得已』三字也不是一概推委得的。

此襲人所以在又副冊也。正是前人過那桃花廟的詩上說道：千古

艱難惟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這裏因嗟歎襲人引用的「前人」

名句：「千古艱難惟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正是出自鄧漢儀

的詩作《題息夫人廟》。同代人鄧漢儀的詩句被寫入《紅樓夢》

小說中，此事耐人尋味。

本書收鄧漢儀致梅清信札一通。梅清（1623－1697），字淵

公，號瞿山，安徽宣城人，明末清初知名山水畫家，尤擅繪黃山

奇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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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侗　行書七言律詩扇面

紙本　縱 17　橫 51

釋
文

衡
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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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在
春
先
，
又
逐
東
風
向
朔
天
。

錦
字
獨
啣
千
里
月
，
蘆
花
猶
帶
五
湖
煙
。

頻
催
短
漏
青
門
畔
，
似
和
哀
笳
紫
塞
邊
。

正
是
離
人
聽
孤
唳
，
十
三
弦
柱
自
淒
然
。

（
長
安
旅
夜
聞
春
雁
聲
）

春
信
江
城
到
早
梅
，
南
枝
已
發
北
枝
催
。

千
林
香
影
隨
風
散
，
一
夜
寒
光
帶
雪
開
。

驛
使
相
逢
誰
載
酒
，
羈
人
遠
望
獨
登
臺
。

高
樓
且
莫
吹
長
笛
，
好
待
孤
山
處
士
回
。

（
憶
江
南
早
梅
）

落
款

限
韻
二
律
，
呈
修
翁
老
先
生
笑
正
。
長
洲
尤
侗
。

鈐
印

尤
侗
之
印
（
朱
文
方
印
）
、
悔
庵
（
白
文
方
印
）
、

長
洲
（
朱
文
長
方
印
）

收
藏
印

太
平
花
簃
（
朱
文
方
印
）

八月與織部曹子清寅、余澹心懷、梅公燮鼒、葉桐初藩會飲揖青

亭賦詩。」曹寅《楝亭詩鈔》卷二《尤悔庵太史招飲揖青亭即席

和韻》，即是步尤侗韻之作。

康熙三十年（1691）十二月初一，正值曹寅母孫太夫人六十

大壽，尤侗特意為孫氏夫人做壽，並撰《曹太夫人六十壽序》，

盛讚孫氏嫻習文史，具備「婦道」「妻道」「母道」，「宜其協參

司空，光顯鴻業，兼能玉二子以有成」。康熙三十一年，曹寅奉

旨從蘇州調往江寧織造任，次年，吳人為曹寅建生祠於虎丘，尤

侗作《司農曹公虎丘生祠記》。尤侗與曹寅交往之厚，由此可見

一斑。

本書收尤侗行書七言律詩扇面一幅，紙本，縱 17 厘米，橫

52 厘米。內容為自作《長安旅夜聞春雁聲》及《憶江南早梅》七

律各一首，收錄在《尤太史律詩》卷二。

鄭　簠

鄭簠（1622－1693），字汝器，號谷口，別署谷口農、谷口

惰農、谷口農民、谷口老農等，世稱谷口先生，清初碑學大家。

原籍福建莆田，祖上遷居江寧（今江蘇南京）。

鄭簠秉承父祖醫術，以行醫為業，終生不仕。然工詩詞，擅

書法，精篆刻，尤以八分隸聞名，其自少時即矢志攻研隸書，精

研漢碑三十餘年，家藏古碑四櫥，遍覽山東、河北漢碑遺存。在

對漢隸追本溯源的探索與創作實踐中取得極高成就，開創清代隸

書風氣名家之一。鄭簠與傅山、朱彝尊均有交往。朱彝尊《贈鄭

簠》詩云：「金陵鄭簠隱作醫，八分入妙堪吾師。朅來賣藥長安

市，諸公袞袞多莫知。伊余聞名二十載，今始邂逅嗟何遲。」並

推評他的隸書為「古今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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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寅與鄭簠相識當早在京師時期，出任蘇州織造期間與鄭簠

亦多往來，《楝亭詩鈔》卷二有《鄭谷口將歸索贈》《由普德至天界

寺，入蒼翠庵看梅，曾為谷口別業，漫題二首》，皆贈鄭簠之作。

據《國朝金陵詩徵》卷四，鄭簠有《楝亭詩贈曹荔軒》，全

詩如下：

楝亭在何所？司空江左署。

綺樹既扶蘇，虛亭猶曲注。

垂珠瑟瑟葉清清，繡虎當年此授經。

手澤未忘應有築，詩篇遠播總難形。

長揚扈從聲華著，建樹淩雲喬梓處。

即今雲錦庇三吳，斗貫支機超八柱。

三吳之署雖無此，楝亭堂構相接比。

此楝常存心臆中，嗣公移孝能作忠。

遂使扶蘇猶曲注，江左手植排蒼穹。

應為題寫《楝亭圖》之作，但傳世《楝亭圖詠》不見此詩。

本書收鄭簠作品為隸書《孟浩然秋登蘭山寄友》詩軸，紙

本，縱 171.4 厘米，橫 93.2 厘米。

毛奇齡

毛奇齡（1623－1716），原名甡，字初晴，又字大可、于一、

齊于，號秋晴、晚晴等，紹興府蕭山縣（今杭州市蕭山區）人。

以郡望西河，學者稱「西河先生」。清初經學家、文學家。

毛奇齡為明末諸生，清初曾參與抗清，流亡多年。康熙十七

年詔開博學鴻詞科，被薦舉，次年應試，授翰林院檢討、國史館

纂修，參與纂修《明史》。治經史及音韻學，著述甚富，有《西河

合集》，分經集、史集、文集、雜著，共四百九十餘卷。奇齡與弟

萬齡並稱為「江東二毛」；又與毛先舒、毛際可齊名，稱「浙中三

毛，文中三豪」。學者李塨、「揚州八怪」之金農等皆出其門下。

康熙十八年博學鴻詞科時，曹寅正在京任鑾儀衛治儀正，或

曾參與考試接待事宜，又因舅氏顧景星與各省來京的遺老耆宿相

識，與之建立了較深的感情和友誼，而且其中大多數人在曹寅赴

江南任織造後仍與其保持密切聯繫，毛奇齡即在此列。

《楝亭圖詠》卷二有毛奇齡《楝亭詩二首》：

（一）

冬官相繼使江鄉，父子同披錦繡裳。

官閣依然梅樹在，丹陽重見柳條長。

牆西紫朵迎朝雨，苑角紅亭對夕陽。

每遇晚春花信滿，風前涕淚一銜觴。

（二）

當年開府近長干，親見栽花傍井榦。

但過唐昌思玉蕊，再來舉院見文官 g。

歌成蔽芾恩長在，認作桮棬淚未乾。

滿樹離離初結子，到今都是鳳凰餐。

荔翁曹先生開府江南，見其尊大人舊任時所植楝樹，

慨然為歌，四方和之者累卷頁；予亦效矉，率成二首，並呈

荔翁先生教定

西河　毛奇齡頓首具稿。

g	 	原詩此處有註：「唐貢士舉院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