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旧唐书合钞书影

费仁学

他是清代学者中治唐史的专家，科
举之路却十分坎坷，屡遭挫折，决意杜
绝科举，专攻经史。终其一生蛰居于他
的家乡，潜心古学，在学术上取得了很
高的成就。尤其在史学方面贡献卓著，
著作宏富，成为清代著名的研究唐史的
专家，对唐史研究有开拓之功。他就是
沈炳震（1679—1737），字寅驭，自号东
甫，浙江归安（今湖州）竹墩人。一生
著述等身，著有《九经辨字蒙渎》十二
卷，《新旧唐书合钞》二百六十卷，《唐
书宰相世系表订讹》十二卷，《廿一史四
谱》五十四卷，《唐诗金粉》十卷，《增
默斋诗》 八卷，《井鱼听编》 十六卷，
《历代帝系纪元歌》一卷，《蚕桑乐府》
一卷，杂著十卷。《清史稿》及《清代学
人列传》有其传。

吴兴沈氏家族源远流长，从东汉到
南朝500年间，吴兴沈氏枝繁叶茂，人
才辈出，武将尤多。尤其是在南北分
裂、社会动荡的东晋及南朝时期，沈氏
家族已成为江东著名的豪门之一。入齐
以后沈氏家族再也没有一流的军事人物
了，从而迫使沈氏家族摒弃尚武传统，
改变将家形象，开始从武力强宗转向文
化大族。

竹溪沈氏是唐以后最具影响的吴兴
沈氏族支，据其家谱记载，自明至清共
有二十八人成为进士，居湖州市科举之
家首位。其始祖是沈长卿（？—1160），
字文伯，号审斋居士，由归安（今浙江
湖 州） 迁 居 千 金 。 高 宗 建 炎 二 年
（1128）进士。历临安府观察推官，婺州
教授。绍兴十八年 （1148） 通判常州，
改严州。二十五年（1155）因讪谤勒停
除名，化州编管。绍兴三十年 （1160）
卒。始迁祖沈子敬，元末由千金入赘竹
墩施氏。其后盛于明清，清儒全祖望誉
其为“浙西阀阅世家第一”。是支俊彦辈
出，文明绵延，代有书香。第七世沈应
登仕至山东青州府通判，生五子，皆显
贵，其中子木、子来皆中进士，分别仕
至右都御史、兵备副使。九世沈儆焞、
沈儆炌皆中进士，分别仕至南京工部虞
衡清吏司郎中、南京工部尚书。十世沈
胤培，字君厚，号苍屿，崇祯辛未进
士，大理寺卿。三世五进士，创造了竹
溪沈氏第一个辉煌的巅峰。此后簪缨不
断，清朝康雍乾时期沈子来支三世七进
士，创造了又一个巅峰。沈子木，字汝
楠，号玉阳，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
士，历南京太常寺卿、南京都察院右都
御史，卒赠光禄大夫，谥“恭靖”；沈儆
炌，字叔永，号泰恒，沈子木三子，万
历十七年（1589）进士，历河南左布政
使、光禄寺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南
京兵部右侍郎、南京工部尚书，谥“襄
敏”；沈庄卿，字君端，沈儆炌长子，邑
廪生，荫太常寺典簿；沈钟元，字体
长，沈庄卿长子，贡生，授知县；沈
角，字麟兮，沈钟元子，庠生；沈雍，
字升孜，号闲存，沈角子，贡生，选授
平阳县学教谕。沈雍为沈炳震之父，原
名栋衍，入清后改名为雍。他原本应承
高祖世荫袭锦衣卫百户，但时值鼎革之
际，不数年，明朝灭亡。沈雍原配金
氏，妾施氏，继配董氏，有四子。长子
炳贞 （1664—1721） 字朗恒，号洁庵，
邑庠生，入国学，考授州同，生母施
氏，长沈炳震十五岁；仲子炳震、叔子
炳巽、季子炳谦，俱董出。

沈炳震年少时端庄稳重、寡言少
语，言谈举止严谨有度；在父母身边时
和颜悦色、态度恭顺，进退举止不失尺
寸。性仁孝，其父沈雍卒于官舍，沈炳
震兄弟皆在家侍奉母亲，赶到时离世已
两日。护送灵柩回乡时，当地习俗忌讳
客死异乡的灵柩进入家门。沈炳震正色
道：“《论语》有云‘生死有命，富贵在
天’，岂有父死异乡而灵柩不归故居之
理？”他力排众议，毅然将灵柩安放于中
堂，宗族亲友及旁观者都佩服他知
礼。将其父下葬之后，沈炳震恪守礼
制，疏食三年。此后每逢年节祭祀与扫
墓，“必忾慕惨戚，四十年如一日也”。

他敬爱昆弟，对待伯兄谨慎周到，
对待两个弟弟亲厚友爱。两个弟弟受他
影响，也研究古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
就。叔弟炳巽 （1681—1756） 字绎旃，
号权斋，贡生，候选州同，曾效力于河
工。著有《水经注集释订讹》四十卷，
此书“凡从前篇简脱漏，文字蹐驳，首
尾颠踬，句读转易者，一一正之，复还
道元之旧观”，还著有《权斋老人笔记》
四卷、《权斋文稿》一卷、《续唐诗话》
和 《全宋诗话》。幼弟炳谦 （1685—
1751），字幼牧，号劳山，亦贡生，工
诗，诗文风格承袭沈炳震，以古文词章
见长，并于乾隆元年（1736）与沈炳震
共举博学鸿词科。沈德潜称赞说：“昔有
苏氏子瞻、子由兄弟师友，古今艳称，
于今再见其人哉”。待友以诚，为人庄重
平和。初见他时，觉得他深沉难测，但
相处久了就觉得他真诚坦率，恨相交已
晚。他极重友情，即便自己贫困也毫不

吝啬地倾囊相助。晚年游历淮幕
时，正值严寒，他将自己的羊皮袄
和豹皮褥子赠予好友，结果自己途
中感染风寒，家人们都暗中笑话
他，但他却毫不后悔。

沈炳震平居雅好吟咏，初学王
维、柳宗元，中年独得力于苏轼、
黄庭坚，后流衍于范成大、陆游。
康熙四十六、七年间（1707—1708
年），竹溪沈氏与前丘吴氏在竹墩组
织“双溪诗社”，举行文会雅集，聚
集了众多名流，以风雅领袖东南，
竹溪也因此成了湖州的文化中心。
每月必会，会必有诗，沈炳震、沈
炳巽、沈炳谦三兄弟参与其中，会
后将唱和诗结集为 《双溪倡和诗》
流传。清戴璐《吴兴诗话》记载了
竹溪沈氏参与双溪唱和的盛事，并
称：“康熙中叶后，吾湖诗派极盛于
竹墩、前丘，两溪相望不三里而
近，所传双溪倡和诗是也”。所著
《增默斋诗》八卷，查他山编修以为
“扫绝依傍，期于亲见古人”；万九
沙编修以为“法取山谷，稍出入于
放翁、石湖”；汪谨堂大司宼以为

“幽闲淡肆，极其性情之所之，绝无
一软媚语”；柯石庵举东坡语评之，
以为“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
于豪放之外”。并著《蚕桑乐府》一
卷二十章，曲尽体物之妙，郡守胡
承谋采入《湖州府志》中。

沈炳震幼年时便聪慧过人，记
忆力超群，及至稍长喜欢博览群
书，康熙三十二年（1693）他十五
岁时参加院试，受到时任浙江省学
政颜光敩（人称学山先生，山东曲
阜人）的赏识，成为他的门生，补
为博士子弟员，自后文名日起。然
而 从 康 熙 丙 子 至 甲 午 （1696—
1714），他八次参加省试均不得一
遇。他的朋友吴斯洺说：“甲辰绑
蔺，已被蔗入彀，终以策问语过激
见黜。或尤之，东甫笑曰：‘吾知尽
言无隐而已，得失何问哉。’嗣是亦
不复应试矣。”策问言语过激是沈炳
震科举不中的原因之一，沈氏亦笑
答自己乃是尽言所知不隐瞒。可能
正是因为他的直言不讳触犯了当时
的权威。自此之后沈炳震不再参加
科举考试，专攻古学。自六经三史
以及诸子百家，无不究心博览，丹
铅批阅者数十部，钧纂考订者亦几
乎有二十余种，广泛搜集、精细筛
选，汇聚精华并融会贯通。在诸多
研究领域里面，他最偏重于史学方
面。他人平时不太注意的地方，他
都有意识地熟记，最终取得了具大
的成就。

沈炳震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是
把新旧 《唐书》 详加审定，编成
《新旧唐书合钞》 二百六十卷。该
书本纪、列传以旧书为纲，仍分注
新书为目；诸志旧书殊多渗漏，则
以新书为纲，仍分注旧书为目，加
入《方镇》一表。订正宰相世系表
之讹谬。他注意将 《新唐书》《旧
唐书》二书异文用小字注出，大部
分为罗列史实差异，少部分作出考
证。当时许多著名学者都给予高度
评价，认为“合钞”实际上是一部
再创作的史著。为写成此书，沈炳
震无日无夜细楷抄录，花了几十年
的时间。

乾隆元年 （1736） 诏举博学鸿
词科，沈炳震遂携 《新旧唐书合
钞》 与幼弟沈炳谦二人共同赴京，
沈炳震乃得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
读学士王奕清 （字幼芬，号拙园，
江苏太仓人）及詹事府詹事、内阁
学士李绂（字巨来，号穆堂，别号
小山，江西临川人）等举荐，其幼
弟炳谦也为原浙江学政，吏部左侍
郎程元章（字冠文，号坦斋，祖籍
登封）所举。丙辰词科先后应召者
二百余人，而其著作之富莫如沈炳
震，众人皆论此科为沈炳震开。然
而召试廷殿，仍不遇，兄弟二人一
并放还，沈炳震也
于归乡后二年去
世，享年五十有
九。终其一生，始
终未能得意于科
举。可见，士子寒
窗苦读往往只学应
试之八股文，而八
股文兴盛导致传统
学术荒废，有人被
问及经史典籍时目
瞪口呆答不上来，
但这类人往往能考
取科举功名；而那
些埋头苦读经史的
人，渊博如沈炳震
却只能郁郁而终，
不得不说是当时社
会的悲哀。

沈炳震去世后

六年，侍郎钱陈群（字主敬，号香树，又号
集斋、柘南居士，浙江嘉兴嘉善人）向乾隆
奏进其《新旧唐书合钞》，下诏交付书局。当
时史馆正奉命校勘新、旧《唐书》，诸位官员
得到此书大喜过望，即作为校勘的主要依
据。在官修的《唐书考证》一书中，也吸收
了此书的研究成果。

沈炳震一生科场失意，然而作为一代史
学家，其著述等身，其生平最用心之作《新
旧唐书合钞》在生前虽然未曾看到刊行，但
在去世后流传于世且广为参考征用，首开
《唐书》整理之风气。其考据之学上承顾炎
武，下启乾嘉学派，堪称清初浙西学术转型
之缩影。时人称其“郁于生前，荣于身后，
士论重之。”

沈炳震沈炳震：：蛰居乡村的唐史专家
洪明强

湖州俗语，包含着湖州地方的文化、风
俗、歌谣、童谣、家庭生活、做人做事、农事
气象、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这些俗语散落在
湖州民间很多，经时光的打磨、推敲、印证，
成了一首首名歌谣，一句句名俗语。上期已刊
发了54句解读湖州俗语（见5月14日《湖州日
报》），但这些俗语，只占湖州俗语中的冰山
一角，现笔者又在民间收集了42句湖州俗语
（包括故事、歌谣、童谣），经编辑整理后，献
给读者。

俗语故事——
“柳树开花——不结果。”这句俗语（也是

句歇后语）出自湖州东林钱家潭一带，这一带
以前家家户户撑栲栳，编柳条制品。柳编，是
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说起这句俗语，还
有个民间故事呢。钱家潭，早年也叫栲栳浜。
也许这里有优质的水资源吧，在河港湖漾边长
出来的柳树与众不同，柳条不仅枝粗且富有弹
性、韧性，当地百姓在做完田间地头的农活空
闲时，以撑栲栳、编柳条制品为副业，日子过
得逍遥自在，清顺治四年 （1647） 张履祥在

《补农书》 中曾有过记载。到了民国后期，
因战乱导致柳编制品滞销，那年，柳编户们
选出了一个销售业务员，跑遍了杭州、上
海、南京等大城市，寻找销售渠道，可回来
还是空空如也，柳编户们怨声载道：“柳树
开花——不结果。”这句俗语沿用至今，又
有了另一种解释：指事情过程很精彩，但没
有结果。就像在一个会议上，大家在为同一
个问题争论不休，争论来争论去，到最后还
是“柳树开花——不结果”。

羽毛扇里的俗语童谣——
“扇子扇凉风，扇夏不扇冬。有人问我

借，要过八月中。扇子扇凉风，时时在手中，
谁来借扇子，请问主人公。扇子扇凉风，打马
过桥东，要问我是谁，扇子老公公。”上世纪
70年代初，一到盛夏，黄昏时分，古城湖州的
骆驼桥两堍，纳凉的人们靠在藤椅上、竹榻
里，品着凉茶，祖母摇着羽毛扇，哼着这首

《扇子歌》，手里抱着个小孙子，不一会儿就睡
着了。而一群小女孩，嘴里跟着唱起了这首

《扇子歌》，在一旁跳起了牛皮筋。后来，这首
童谣被湖州周边农村的儿童，简编成四句顺口
溜：“扇子有风，拿在手中，有人来借，等到
秋冬。”这首童谣说的是，夏天羽毛扇是不借
人的。

“外婆手中的羽毛扇上，画了一只鸟，外
婆扇呀扇！风来了，小鸟飞呀飞！外婆睡着
了，小鸟也睡着了。”这首《羽毛扇子》的童
谣，把羽毛扇比喻成一种催眠神器。摇着摇
着，外婆睡着了，连画在羽毛扇上的小鸟也睡
着了，其寓意和谐美好。

“童年的夏天，蛙声如潮，蜻蜓翻飞，母
亲手中的羽毛扇呀，摇啊摇，摇出了炎热夏天
里的清凉，摇出了一首首好听的童谣，滋润着
我的成长，雀跃着我的欢笑，成为我记忆的永
恒。”这首《羽毛扇里的清凉》，是上世纪70年
代中叶的一首童谣，通俗易懂，道出了湖州水
乡那恬静优美，与风土人情，人们在黄昏时
分，小孩坐在大人身旁纳凉，听着青蛙的鸣叫
声，看着蜻蜓在河面上点水、飞舞，享受着母
亲摇出的阵阵凉风。让人仿佛身临其境，置身
于画中，这就是母亲用羽毛扇摇出的童谣。

湖州古城俗语——
“老湖州，蟹墩子，一圈逛完知全城。”湖

州古城面积不大，在蟹墩子上转一圈，便能了
解湖州的大概。

“府庙前的石板路，一步一个故事。”此俗
语形象地说明了湖州府庙历史悠久，周边的石
板路见证了无数故事和岁月变迁，强调了府庙
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

“马军巷，深又长，深宅大院韵味香。”马
军巷，以巷子幽深，以及众多的深宅大院所蕴
含的历史文化韵味而闻名湖城。

“衣裳街，店铺连，绫罗绸缎样样全。”这
句俗语，生动地描绘了衣裳街曾经的繁华，商
铺林立，丝绸服装和布料应有尽有。

“湖州城，九里三，十八座桥弯弯串。”湖
州城池不大，但桥梁众多、相互连通的特点，
反映出湖州作为江南水乡城市独特的风貌。

“一字桥，二里桥，三元洞府四面厅，五
一大桥陆家弄，七里亭，八里店，西门外面九
九桥。”这句俗语以数字描述了湖州的地名，
况且，这些桥弄地名现今基本上都在。

“太和坊 （人民路） 里人气旺，市井烟火
韵幽长。”以前的太和坊生活气息浓厚，人气
旺盛，有着浓郁的市井氛围和悠久的历史文化
底蕴。

“湖州弄堂深又长，岁月故事弄里藏。”这
句俗语，说的是湖州弄堂幽深的特点，同时，
也暗示着在这些古弄里，蕴藏着许多悠久的故
事和历史记忆。

湖州周边小镇的俗语——
“三日不吃熏豆茶，脚骨有点酸汪汪。”熏

豆茶，是湖州南浔古镇的地方茶饮，这句俗话
反映了南浔人对熏豆茶的喜爱，以及熏豆茶在
南浔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九墩十三浜，七十二爿半桥。”菱湖古镇
上桥多，体现了菱湖古镇河网密布的水乡特色。

“菱湖的菱角，尖 （奸） 头尖 （奸） 脑。”
菱湖是产菱区，其菱角角尖锋利，“尖”与

“奸”谐音，常用于调侃人比较精明，有心机。
“双林绫绢做画布，锦上添花。”双林绫绢

质地优良，用它来做画布，能让画作更添光
彩，就如锦缎上绣花一般，好上加好。

“练市的女人胃口好，羊肉吃到肚皮饱。”
练市盛产湖羊，其烧制羊肉有独特的秘方，红
烧羊肉色、香、味俱佳，闻名遐迩。也说练市
的女人特别能吃羊肉，一直吃到肚皮饱为止。

“这女人是只台匾。”这句练市俗语，用来
骂脑子反应不灵光，有点弄不灵清的女人。

“织里童装，花头透。”织里是中国的童装
生产基地，童装款式多，花样新。也形容做事
或人的脑子活，花头精多。

“下渚湖的芦苇，一茬一茬地长。”德清
下渚湖湿地芦苇丛生，生长茂密，一茬接着
一茬地往两岸延伸。也形容某种事物连续不
断地出现。

生活俗语——
“十网九网空，一网就成功。”说的是做任

何事情要持之以恒，不能做一次没成功就气
馁，只要坚持不懈，就一定能成功。

“太湖鱼鲜，馋死神仙。”太湖里的鱼类都
是野生的，味道极其鲜美，就连神仙见了也馋
涎欲滴。

“太湖里摇船，要找准航道。”在茫茫太湖
里摇船，一定要找准航道行驶，否则就会迷失
方向。也比喻人在做事时要找对目标、方向去
做，不能盲目乱做。

“太湖里荡桨，划（话）没边际。”茫茫太
湖八百里，在湖面上划船无边无际，“划”与
湖州话中的“话”谐音。后指人话匣子打开，
不着边际，说个没完。

“衣裳做得好，钮子配得巧；生活做得好，
工具用得妙。”湖州是丝绸之府，手工技艺发
达，这句民间俗语，说的是湖州人在工作和生
活中讲究生活质量、细节、技巧等特点。

“绸机上的丝线，千头万绪。”绸机：即丝
绸织机。丝绸的经线有上万根，一旦弄乱了就
很难梳理。也形容事情的头绪非常紊乱，纷繁
复杂。

“抲鱼船上吃饭，绰绰有余 （鱼）。”意思
是说做大事情前，财力、物力一定要准备得很
充分，胸有成竹方能干大事。

“苏湖熟，天下足。”苏：指苏州；湖：指
湖州。古时，苏州、湖州是全国有名的产粮
区，如苏州、湖州的稻谷喜获丰收，那国库里
的粮食肯定会囤积得满满的。

“爿爿店里呒买处，三个铜板一盅子。”这
里指的是桑葚，湖州人叫桑果。在古代，湖州
城里的水果店铺是没有桑果出售的，主要是因
为桑果是野生果子，要买去小贩摊上，三个铜
板一盅子。成熟的桑果味甜且营养丰富，又能
入药。

“饿得死懒汉，饿勿死穷人。”懒汉每天不
干活，东游西荡的，不赚钱，早晚有一天会饿
死。而穷人人穷志高，靠劳动赚钱，生活就有
来源。

“双渎莲藕横切片，多孔多心。”湖州双渎
的莲藕，莲藕中间的孔眼特别多，煮熟后品尝
起来香糯可口；后有人将莲藕的多孔多心，来
比喻疑心病特别重的人，整天猜疑、多心。

“吃竹笋剥壳，待一层层来。”形容做任何
事情，都不能操之过急，要一步一步来，成功
的几率就越大。

“不怕慢，只怕懒。”做事的人手脚有快有
慢，即便手脚再慢的人，只要努力去做了，总
会有收获；相反，懒惰不愿意劳动的人，最终
将一无所获。

“满瓶呒声音，半瓶嗡嗡响。”比喻真正有
学问的人是不声不响的。反之，那些学识浅薄
人，总爱在别人面前夸夸其谈，来炫耀自己。

农事气象俗语——
“春插时，夏插刻；春争日，夏争时。”说

的是，春季和夏季插秧的时间紧迫性，春季插
秧要抢在合适的日子，夏季插秧则要分秒必
争。体现了干农活对时间的要求非常严格。

“种田不施肥，等于瞎胡为。”施肥对农作
物的生长非常重要，没有肥料的滋养，庄稼难
以生长良好，这也说明了农民们对科学管理种
田的认知。

“七月半，种早蒜，八月半，种早麦。”此
俗语明确指出了七月半为最佳种植早蒜时间。
八月半则适合种植早麦，这也为农民安排农事
提供了具体的时间参考。

“麦到小满日夜黄，稻到立秋一齐倒。”小
满时节麦子开始变黄，立秋后水稻也到了成熟
期。反映了湖州地区的农作物，随季节转换的
自然规律。

“寒露到霜降，种麦莫慌张。”自寒露到霜降
这段时间，是种植小麦的黄金时间，但也不要过
于慌张着急，把握好种植节奏和质量是关键。

“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意思是说，
早晨出现朝霞，可能当天会有雨，而傍晚出现
晚霞，通常预示着第二天天气晴好，可以外出。

“雷公先唱歌，有雨也不多。”如果先听到
雷声，往往降雨不会很大，这是因为雷声在
前，可能是云层中的电荷活动，不一定会带来
大量降雨。

“天上鱼鳞斑，晒谷不用翻。”当天空出
现像鱼鳞云块时，预示着近期天气晴朗，晒
谷物时不用担心天气有变化，不用频繁去翻
动谷物。

湖州俗语在民间，要靠我们每个人去发
现、挖掘、收集、整理，才能回归文化宝库！

解读湖州俗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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