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徽学研究·

明末清初徽州书画商人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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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末清初活跃在江南的徽州书画商人，其经营活动旨在获取商业利润，其间自有“浮慕”者，但

决非能以“附庸风雅”概而言之。徽州著名书画商人吴其贞、王越石，以及方樵逸、胡雅竹的经营都相当成

功，不但积累起雄厚的家资，而且搜罗收藏了大量书画珍品瑰宝，还培养了其家族或邻近地域的不少书画

经营人才。明末清初李日华、张丑等人的收藏鉴赏事业，有赖于广大徽州书画商人的商业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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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Activities of Huizhou Calligraphy － and － Painting Dealers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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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Huizhou calligraphy － and － painting dealers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Jiangnan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periods were profit hunters． Some of them might be superficial connoisseurs，but they were by no means arty － craft-
y． The famous Huizhou art dealers such as Wu Qi － zhen，Wang Yue － shi，as well as Fang Qiao － yi and Hu Ya － zhu，were
all successful in their business，not only accumulated great wealth but also collected large numbers of rare pieces of art． They
also trained talented art dealers from their clans and nearby regions． The art collectors and connoisseurs such as Li Ｒi － hua
and Zhang Chou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periods depended large on the business of Huizhou calligraphy － and －
painting dea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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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清 时 期 的 徽 商，被 人 誉 为“一 支 有 文 化 的 商

帮”①，在诸多地域商帮中，体现出较为浓郁的文化气

息。学界对于明清时期徽州商人的研究，已经取得丰硕

的成果，举凡盐商、木商、茶商、典商或棉布加工商人等，

均有精深的研究，而对于最为体现徽商文化素养的书画

商人的研究，则相对薄弱。笔者之一范金民既刊文述说

过徽州商人的书画收藏②，现我们再续作此文，以叙述

徽州商人的书画经营，期能为深化徽商研究作些基础性

工作。

一、歙县吴其贞家族

吴其贞(1607—1678?)，字公一，号寄谷，出身于歙

①张海鹏:《徽商———一支有文化的商帮》，《东方

讯报》1995 年 3 月 22 日第 6 版。

②参见拙作《斌斌风雅———明后期徽州商人的书

画收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 年第 1 期。

县的书画收藏之家，家有怡春堂。其父字豹韦，“笃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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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书画，性嗜真迹，尤甚于扇头，号‘千扇主人’”，字则收

集扇头不止千数。收藏有元人无名氏《野草图》等五

画①。吴其贞本人自成年后即收购书画，直到其《书画

记》记事截止时的康熙十六年(1677)，前后四十五六年

间一直在从事书画经营活动。其长兄名幼文，与歙西方

公瓒是琴友，方家有马麟《雪梅图》等②，看来幼文也从

事书画经营。其长子名振启，次子振男，则跟随他或独

立从事收藏。吴其贞一家，至少前后三代都是书画古董

商。

仅据《书画记》记录，吴其贞的族人很多人经营书

画。族伯称带河伯，有季子名明铎，字元振，乃其贞之族

兄信叔之从叔，“为人风雅，善诗画”，吴其贞从其手中得

到马远《鸂 图》等三幅画③。族伯在竹伯，业骨董者。

族伯濂水伯，其子仲坚。濂水本人有别业在上海，“嗜古

玩”，吴其贞于崇祯十一年(1638) 九月在仲坚兄处见到

《三朝宝绘图》并《耕织图》。按吴其贞的说法，顾氏所

刻《印薮》并秦汉铜玉图章，悉为吴濂水所得，“复增数百

方，集为一书，共八卷，颜曰《印统》。王百公为之序，罗

王常所刻也”④。族叔名民，称茂真叔，颖悟过人，仿造

前代各种窑器，咄咄逼真，世呼为“民窑”⑤。兄伯生，收

藏天宝鼎，有季子道锜，字信叔，有乃翁风，“嗜古，好陈

设”⑥。兄道铉，为信叔之兄，有闻远斋，收藏宋徽宗《春

辞》单条。族兄明宸，号秋蝉，称中玄兄，家有“丘园”。

能临池，好古玩，家有雷琴名“秋蝉”。吴其贞从其那儿

得过宋人小画图册一本。兄明本，称师利兄，家有南楼，

供奉佛像，皆镀金乌思藏者，大小不计其数，“惟准提像

为新铸，系万历年间藏经内检出，始行于世”。吴其贞曾

随父在其家观赏到马和之《豳风图》，该图“画法工致，飘

逸秀嫩，如行云流水，脱尽近体，盖得李龙眠传授，为逸

品上画”⑦。兄明远，称伯征兄，善诗辞，尤长于五言，与

嘉兴李日华知厚，家藏宋拓字帖甚多，有一白定大士瓶，

“为希世佳玩”。吴其贞曾在其家观赏过钱舜举《石勒参

禅图》等三幅⑧。兄元振、素臣，家有至德堂。吴其贞从

其处得到《秋山游骑图》，观赏过夏禹玉《秋山竹亭图》

等四画。兄怀敬，称德聚兄，由国子生为中书，好收藏古

玩，尤嗜汉玉器，得三百余件，故名其斋曰“思玉”，书画

则尚宋元。吴其贞曾在其家见过“笔法精细，甚有秀色，

为神品”的黄筌的《古木幽禽图》⑨。族兄邦庆，称怀孺

兄，有天香堂，“闲居以古玩自娱，至老不倦。崇祯十年，

吴其贞曾在其家观赏赵千里《山水图》”⑩。隐之兄，家

有承德堂，藏有唐人《孝经图》，又有一琴，“亦世之罕有

者”瑏瑡。敬枢兄，吴其贞于崇祯十二年(1639) 从其手得

到李唐《风雨归牛图》瑏瑢。翼明兄，曾从嘉兴项氏处以

700 两银购得周文矩《文会图》瑏瑣。公木兄，为歙县“以

骨董见称于一时者，目力虽高，书画尚未精究耳”瑏瑤。有

仲坚兄。有从弟亮生。有尊生侄，名道荣，受知于曹能

始先生，与闽徐 、徐熥兄弟并称。伯昭侄，有肯堂。吴

在其家观看过马远小画图册子等十四种瑏瑥。龙媒侄，名

家驹，“好摹秦汉图章，所收书画甚富”，其中有“用笔圆

健，气韵深厚，为神品上乘”的宋复古《崇山茂林图》大绢

画瑏瑦。长孺侄，名祚，即子含、去非之父，藏有罗稚川《村

庄牛羊图》，敦尚礼义，崇祯末年，荒乱之际，赈息一方，

人多赖之瑏瑧。象之侄，名甲先，少逸兄长子。家有宝善

堂。“为人谨言谦退，好临摹及玩器，有父风”。象之二

①吴其贞:《书画记》卷 1“元人无名氏《野草图》纸

画一小幅”条，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 页。

②吴其贞:《书画记》卷 1“马麟《雪梅图》小绢画一

幅”条，第 11 页。

③吴其贞:《书画记》卷 1“马远《鸂 图》小绢画一

幅”条，第 3 页。

④吴其贞:《书画记》卷 1“《三朝宝绘图》册子四本

计一百则”条，第 36 页。

⑤吴其贞:《书画记》卷 1“王元章《梅月图》小纸画

一幅”条，第 4 页。

⑥吴其贞:《书画记》卷 1“王叔明《竹石图》纸画一

小幅”条，第 2 页。

⑦吴其贞:《书画记》卷 1“马和之《豳风图》纸画一

卷十则”条，第 6 页。

⑧吴其贞:《书画记》卷 1“钱舜举《石勒参禅图》小

纸画一卷”条，第 11 页。

⑨吴其贞:《书画记》卷 1“黄筌《古木幽禽图》绢画

一幅”条，第 10 页。

⑩吴其贞:《书画记》卷 1“赵千里《山水图》绢画一

卷”条，第 32 页。

瑏瑡吴其贞:《书画记》卷 1“唐人《孝经图》绢画册一

本”条，第 38 页。

瑏瑢吴其贞:《书画记》卷 2“李唐《风雨归牛图》绢画

一幅”条，第 41 页。

瑏瑣吴其贞:《书画记》卷 2“周文炬《文会图》大绢画

一幅”条，第 43 页。

瑏瑤吴其贞:《书画记》卷 2“廓填王右军《去夏帖》一

卷”条，第 47 页。

瑏瑥吴其贞:《书画记》卷 1“马远小画图册子计十六

页”条，第 24 页。

瑏瑦吴其贞:《书画记》卷 1“宋复古《崇山茂林图》大

绢画一幅”条，第 9 页。

瑏瑧吴其贞:《书画记》卷 1“罗稚川《村庄牛羊图》绢

画一卷”条，第 38 页。

弟文仲侄，家有思齐堂，收藏赵昌《折枝桃花图》，“为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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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折枝花图神品第一”①。尔白侄，吴其贞从其手得到

“画法高 简，有 自 然 意 趣，妙 品 也”的 王 辉《散 花 罗 汉

图》②。子云侄，名维翰，与吴其贞为髫年交，“举止率

真，平居好读书，博古”，在杭州有靡盈堂。还有易三侄、

于庭侄、子开侄、从先侄等。有子含侄孙( 名闻诗)，有

“谈房”，去非侄孙( 名闻礼)，以及斌文侄孙、长公侄孙

等。这些伯、叔、从弟、侄、侄孙等，大约均是吴其贞的族

人，一族三十几人从事古董经营，堪称难得一见的徽州

古董商家族。

吴其贞收藏书画家学渊源，又颇具学养，广交友人，

与诸多收藏赏鉴家是莫逆之交，利用家学、血缘、地缘等

优势，几十年间活跃于藏品最为丰富和集中的徽州、江

南和淮扬一带，在各地簪缨望族后裔处观赏历代珍品，

不失时机地频频出没于收藏赏鉴家之门，奔波于苏州、

杭州和扬州等藏品交易大城，欣赏、鉴别、记录以至买卖

古董，见多而识广，积累起丰富的藏品知识和经验，成为

出色的古董特别是书画鉴赏收藏买卖商人，通过收购、

买卖、交换乃至受赠等途径，书画收藏极为丰富出色。

吴其贞收藏丰富，不乏珍品异品，搜集途径十分广

阔。倪瓒《景物清新图》，“纸墨微黑，精彩尚佳”，吴得到

后，“入于高头大册子内”③。王蒙《幽谷读书图》，藏在

歙西汪氏处，吴闻之已久，崇祯十四年(1641) 二月特意

前去拜访，购得珍藏④。马远《宫苑乞巧图》，“画法工

致，气韵浑厚”，是马远“神品之画”，顺治二年(1645) 吴

从王尔吉手得到，“入高头大画册中”⑤。2011 年哄动

一时在台北故宫合璧展出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顺治

七年(1650)藏卷主人宜兴吴洪裕病笃时火焚后，分为两

段，据说后段长三丈，原为丹阳人吏部尚书赤函先生长

君张范我所得，顺治九年(1652)五月二十四日吴其贞偕

武进庄应会先生仲子冏生借观，虽日西落，吴“犹不忍释

手”，此段辗转诸多公私藏家，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前

段即烧焦部分，尚存一尺五六寸，“而山水一丘一壑之

景，全不似裁切者”，大约同时或稍后几日，即由吴所得，

名为《剩山图》。康熙八年(1669)，吴为富宦王廷宾购得

《三朝宝绘图》，慨然以此《剩山图》“见惠”。王兴奋地

说:“余览之觉天趣生动，风度超然，曰:‘是可与《三朝宝

绘》诸图共传不朽也。’”⑥吴真《竹溪泛艇图》，苍秀浑

厚，效董源，“神品也”，吴从武进世家子弟陆家达手得

到，“今入高头大册内”⑦。顺治十四年(1657)，从擅长

欧楷，“为今时独步”的吴门沈古诚之手购得陈闳《文会

图》绢画一卷⑧。先后从绍兴世宦后裔知名收藏赏鉴家

朱子祐及其族人处购得米芾《朝议大夫诗帖》，赵孟頫

《古木竹石图》、《泛舟追凉图》、《杨宇公墓志》，郭河阳

《雪霁运粮图》，梅道人《洞庭钓艇图》，王蒙《林亭晚酌

图》、《停琴看鹤图》，马文璧《山水图》，关仝《泉口图》，

马麟《梅花图》，盛子昭《秋江垂钓图》，唐松元横板大画

册(《千金册》)，宋元人小画图册子等。仇斗垣是歙西

华田人，博古且具功力，“为骨董中白眉，其人绝无市井

气”，吴从其处购得《叱石为羊图》和《秋风辞》二种⑨。

宋元人画册一本，中有李营丘《飞雪出游图》，赵仲穆《三

马图》、《二牛图》，盛子昭《秋月夜船图》，徐熙《铜嘴山

果图》，赵千里《栈道行骑图》，高克明《雪舟捕鱼图》，赵

幹《雪溪群雁图》等十三图宋元真迹，“皆神品至精之

画”，顺治七年(1650) 四月从斌文侄孙处获得⑩。张伯

雨《雨竹图》纸墨并胜，原在雁塘吴君庸家，因其嗜书画，

特意持赠瑏瑡。崇祯九年(1636)，从万历时大学士许国曾

孙许霞远手中得到高房山《雨竹图》瑏瑢。此卷得于溪南

程元胤，元胤为郡名医，寓吴其贞家乡有年，“闲时喜讲

究法书名画，人亦恬雅”瑏瑣。苏汉臣《击乐图》等三图，得

于苏城裱褙匠王子慎手，该匠还能仿宣、成窑器。顺治

①吴其贞:《书画记》卷 2“赵昌《折枝桃花图》小绢

画一幅”条，第 69 页。

②吴其贞:《书画记》卷 3“王辉《散花罗汉图》小纸

画一幅”条，第 84 页。

③吴其贞:《书画记》卷 2“倪云林《景物清新图》小

纸画一幅”条，第 51 页。

④吴其贞:《书画记》卷 2“王叔明《幽谷读书图》小

纸画一幅”条，第 70 页。

⑤吴其贞:《书画记》卷 2“马远《宫苑乞巧图》小绢

画一幅”条，第 82 页。

⑥吴其贞:《书画记》附录一，第 291 页。

⑦吴其贞:《书画记》卷 3“梅道人《竹溪泛艇图》小

纸画一幅”条，第 112 页。

⑧吴其贞:《书画记》卷 4“陈闳《文会图》绢画一

卷”条，第 151 页。

⑨吴其贞:《书画记》卷 1“张樗寮《楷书秋风辞》一

卷”条，第 3 页。

⑩吴其贞:《书画记》卷 3“宋元人画册一本计二十

则”条，第 87—88 页。

瑏瑡吴其贞:《书画记》卷 3“张伯雨《雨竹图》小纸画

一幅”条，第 87 页。

瑏瑢吴其贞:《书画记》卷 1“崔子西《竹兔图》小纸画

一幅”条，第 29 页。

瑏瑣吴其贞:《书画记》卷 2“朱晦庵《祖帐帖》”条，第

59 页。

瑏瑤吴其贞:《书画记》卷 3“李伯时《疏松水阁图》小

纸画一幅”条，第 118 页。

十年(1653)二月，从王仲嘉之手得到李伯时《疏松水阁

图》，“今入高头大册内”瑏瑤。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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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一卷，此卷在杭城一匠人手，吴托契友何石公于康熙

十一年(1672)八月为其购得①。赵孟頫《松溪钓艇图》

由其次子振明于康熙十二年(1673) 四月购于湖州竹墩

沈氏家②。同年九月间数日间，吴其贞连得张樗寮字二

幅，兴奋地说:“何其幸也。”③同年十月，从杭城“好事之

人”杨仲琛手获得赵仲穆《春山游骑图》等二图④。康熙

十四年(1675)五月从嘉兴王氏之手购得倪瓒《松林亭子

图》⑤。康熙十五六年间，先后从嘉兴王江泾陶氏家购

得苏米蔡诗翰三则合一卷，黄大痴《云收月空图》⑥。康

熙十五年(1676) 八月从绍兴钱圣宇手购得钱舜举临王

晋卿《梦游瀛山图》青绿绢画⑦;从嘉兴老裱褙岳子宜手

购得钱舜举《戏婴图》⑧。康熙十六年(1677) 十一月从

扬州汪氏之手得到从收藏家吴如铭家散出者高克恭的

《烟江水阁图》⑨。由上记述，可知吴其贞搜罗书画古玩

的来路极为广泛:市肆书画铺以外，举凡贩卖同行、居间

商人、收藏名家、鉴赏巨眼、世宦后裔、佛门僧人、羽士医

家，乃至家族后辈、老骨董之铺、裱褙匠之手等，或直接，

或辗转相托，或收购，或转让，或受赠，见赏历代珍藏至

宝，经手无数名迹神品。

在书画收藏界，宋代以来向有“赏鉴家”和“好事

者”之分，到清中期，钱泳又认为“收藏书画有三等，一曰

赏鉴，二曰好事，三曰谋利”⑩。吴其贞鉴赏水平高超，

但不像其时代稍前的王世贞、李日华、董其昌、张丑等

人，或同时代的钱谦益等人和稍晚的高士奇等人，不入

赏鉴家之列，又不像他提到的扬州通判王廷宾，不能算

好事者，而应该像书籍收藏方面的掠贩家，旨在谋利，是

一个精于鉴别的书画贩卖商人。作为书画商人，如果只

进不出，停滞不动，就难以周转。吴其贞虽也不停地收

藏，屡屡将珍品神品放入“高头大册子”中，但其宗旨不

在收藏，而是有进有出，从中获利。这一点，在吴其贞的

早期书画收卖生涯中就显示出来了。吴曾于崇祯九年

(1636)四月为子含侄孙从仇斗垣手购买到杨无咎《雪竹

梅花图》。崇祯十二年(1639)，又从吴本文家得到宋徽

宗《大白蝶》图，以及赵孟頫二赋，不久即归其子含瑏瑡。

此子含，名闻诗，其人“坦衷直谅，高节自持，与人交，始

终不渝。幼能文，举笔千言立就。若辨古玩真赝，一见

洞然”瑏瑢。其弟去非，名闻礼，不但“聪悟亦然”，而且“美

容仪，翩翩然有才子之风。读书之暇，好临池，玩赏古

器，目力超迈，余亦服膺之”瑏瑣。当时吴其贞里中竞以好

古相尚，而此兄弟二人尤为著名。兄弟俩对书画的玩赏

能力，为吴其贞所佩服。崇祯十三年(1640) 七月，吴从

仇斗垣手购得崔子西《秀竹画眉图》，随即连同赵孟頫

《兰竹图》、方方壶《雪山图》、汉远《野草图》、倪云林《竹

梢图》、赵希远《杜诗卷》等“尽归于去非”瑏瑤。林君《江

南八景图》一向藏在净慈寺，“传代之物”，吴为子含得

之，后来又从通三处收回瑏瑥。此子含、去非兄弟俩，崇祯

十四年(1641) 春曾极力耸恿钱谦益游览黄山瑏瑦。顺治

九年(1652)三月八日，吴在武进庄冏生吴门园上，观赏董

源《风雨归庄图》大绢画，而主人为顺治四年进士，“长于

临池，丹青，雅好古玩，家多收藏，大都得于旧内者”，购其

所持李唐《风雨归牛图》、萧照《瑞应图》、盛子昭《烈妇刺

虎图》、钱舜举《兰亭图》瑏瑧。洪迈七言绝句一首，顺治十

七年(1660) 五月吴得于于庭侄，后连同倪云林《江岸望

山》、陈惟允《仙山图》、赵松雪《六简》一起归之收藏家江

孟明瑏瑨。吴其贞在精于书画的同行或收藏家中，在长期

的经营过程中，适时收进抛出，当是获利不赀的。

①吴其贞:《书画记》卷 6“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
绢画一卷”条，第 247 页。

②吴其贞:《书画记》卷 6“赵松雪《松溪钓艇图》纸

画一小长幅”条，第 254 页。
③吴其贞:《书画记》卷 6“张樗寮《行书皇恐帖》”

条，第 258 页。
④吴其贞:《书画记》卷 6“赵仲穆《春山游骑图》绢

画镜面一张”条，第 257 页。
⑤吴其贞:《书画记》卷 6“倪云林《松林亭子图》纸

画一小幅”条，第 265 页。
⑥吴其贞:《书画记》卷 6“苏米蔡诗翰三则合为一

卷”条，第 282 页;卷 6“黄大痴《云收月空图》纸画一小

页”条，第 288 页。
⑦吴其贞:《书画记》卷 6“王晋卿《梦游瀛山图》青

绿绢画一卷”条，第 283 页。
⑧吴其贞:《书画记》卷 6“钱舜举《戏婴图》纸画一

卷”条，第 285 页。
⑨吴其贞:《书画记》卷 6“高房山《烟江水阁图》”

条，第 290 页。
⑩钱泳:《履园丛话》丛话十《收藏》“总论”条，中华

书局 1997 年版，第 261 页。
瑏瑡吴其贞:《书画记》卷 2“宋徽宗《大白蝶图》小绢

画一幅”条，第 59 页。
瑏瑢吴其贞:《书画记》卷 1“杨无咎《雪竹梅花图》绢

画一卷”条，第 26 页。
瑏瑣吴其贞:《书画记》卷 2“梅道人《竹梢图》小纸画

一幅”条，第 48 页。
瑏瑤吴其贞:《书画记》卷 2“崔子西《秀竹画眉图》绢

画斗方一幅”条，第 68 页。
瑏瑥吴其贞:《书画记》卷 2“林君《江南八景图》纸扇

面八张为一册子”条，第 79 页。
瑏瑦钱谦益:《初学集》卷 46《游黄山记序》，《钱牧斋

全集》第 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47 页。
瑏瑧吴其贞:《书画记》卷 3“董北苑《风雨归庄图》大

绢画一幅”条，第 97 页。
瑏瑨吴其贞:《书画记》卷 4“洪容斋七言绝一首”条，

第 1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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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其贞经营的同时，往往受托代人收购书画。《书

画记》记录下来的，就至少有二人。一是扬州通判王廷

宾。此公为陕西生员，入旗出仕，官至山东按察司，因故

降为扬州通判。吴其贞说他“为人刚毅正直，士庶无不

推重”。见时俗皆尚古玩，也要在骨董界有所作为，但水

平不够，“尚未讲究也”。康熙七年(1668) 某日，突然对

吴其贞说:“我欲大收古玩，非尔不能为我争先。肯则望

将近日所得诸物及畴昔宅中者先让于我，以后所见他处

者仍浼图之，其值一一如命，尊意如何?”生意场中竟有

如此好事，吴连忙一口应允。于是没有几天，“所得之物

皆为超等，遂成南北鉴赏大名”。吴其贞也不禁感叹其

如此“作用，可谓捷径者矣”①。仅此一笔，吴其贞大概

赚钱不少。吴其贞当时即为王廷宾从陈维仁手中购得

胡廷辉《金碧山水图》一大幅，该图“丹墨如新，画法工

细，丘壑丰满”②。康熙九年(1670)，吴又为王廷宾从王

尔吉手购得王晋卿《致到帖》、小李将军《桃源图》、陈闳

《八公图》、方方壶《云山图》、米元章临《兰亭卷》、黄山

谷《残缺诗字卷》苏迈题跋等，“为通判王公得于王尔吉

手”③。康熙十六年(1677)十一月底，在镇江张氏处，吴

为王廷宾购得马远《琴鹤图》，要让其“集大册之内”④。

但其时王逝世，未能如愿。如此，则吴其贞前后整整十

年间，一直在为王廷宾物色代购书画，不用说，为这样一

个并不讲究、连价钱也不讲的好事者收购书画之物，获

利一定是不会少的，以至于感动地将无比珍贵的黄公望

《富春山居图》的《剩山图》也送给了王廷宾。二是姚友

眉。此人“聪明颖悟，书窗之暇，留心玩物，尤甚于书画，

及见物时速，是非洞然，洵风雅中人也”，也是个好事者，

吴其贞为其购物不少。康熙十二年(1673) 十月十八日，

吴在杭州朱子式手中见到赵孟頫《李苏泣别图》，即为姚

友眉购买⑤。二十二日，吴又在杭州杨氏手购得马和之

《毛诗图》，随即连同黄大痴《群耸翠图》、范文正《义田》

二帖、《动止帖》、苏东坡《村店夜归诗帖》、黄大痴《访友

图》、僧巨然《山庄鼓琴图》等一起，转卖给姚友眉⑥。十

二月六日，仍在杭州从嘉兴沈尧夫手为姚友眉购得胡瓌

《沙漠打围图》，该图“用笔工细，气韵浑厚”，虽不能定

为胡画，但“为唐人画无疑”⑦。次年，吴又为姚购得赵

门《竹石兰花图》⑧。十五年(1676)五月，又为姚购得元

无名氏《崔徽听琴图》等三图⑨。赵子固《水仙花图》，

上画水仙，“天真烂漫，各得形势，皆人迎风吸露之态，气

韵如生。且用笔清瘦，逼似春蚕吐丝，一气画成，无轻无

重，尚于苍秀”。此卷向藏嘉兴项氏，吴访求数十年不见

踪迹，忽然康熙十六年有洞庭山沈子宁携到杭州，欲出

售给吴。索值 120 两银，吴屈其半而购之。未几，同柯

丹丘《寒林耸翠图》、井西道人《隐居图》、高房山《携琴

访友图》、赵善长《桃花书屋图》、倪云林《松林亭子图》、

宋元小画图册子六十页，一起“归于姚友眉矣”⑩。同年

九月，曾在苏城浦二哥处见过的刘静修《秋江垂钓图》，

由吴之长子振启从杭州获归，不及即归于姚友眉瑏瑡。十

一月底，原为王廷宾购买而未出手的马远《琴鹤图》，也

为“姚友眉得之”。前后四年多时间，吴一直为姚友眉物

色书画，将所购书画及时转让。此二位“好事者”，吴其

贞为其搜罗书画的时间均在吴离世前十年的康熙早期，

似可推论出吴其贞愈到晚年，书画功夫愈是纯熟，鉴别

名声愈盛，托其代为寻觅收购的好事者也日多，而吴的

获利自然日益丰厚。因为水平高超，吴其贞的书画投资

是赚了大钱的。

书画成交，充斥了买卖双方的长期访求、等待观望、

讨价还 价，甚 至 是 尔 虞 我 诈 的 复 杂 过 程。康 熙 五 年

(1666)七月，吴其贞终于在杭城九曲巷施四老家获得宋

徽宗《金钱羁雀图》绢画一小幅，踌躇满志，“今既获此，

不日装潢，岂不压到世间画册耶”瑏瑢! 李伯时《莲社图》，

则早于康熙五年六月在绍兴朱十三老家见到，当时“令

①吴其贞:《书画记》卷 5“宋元人翰墨十二则为一

卷”条，第 232—233 页。
②吴其贞:《书画记》卷 5“胡廷辉《金碧山水图》绢

画一大幅”条，第 232 页。
③吴其贞:《书画记》卷 5“王晋卿《致到帖》”条，第

239 页。
④吴其贞:《书画记》卷 6“马远琴鹤图绢画一小幅”

条，第 290 页。
⑤吴其贞:《书画记》卷 6“赵松雪《李苏泣别图》绢

画横披一幅”条，第 259 页。
⑥吴其贞:《书画记》卷 6“马和之《毛诗图》绢画一

页”条，第 259 页。
⑦吴其贞:《书画记》卷 6“胡瓌《沙漠打围图》绢画

一幅”条，第 259 页。
⑧吴其贞:《书画记》卷 6“赵门《竹石兰花图》纸画

三则合为一卷”条，第 261 页。
⑨吴其贞:《书画记》卷 6“元无名氏《崔徽听琴图》

绢画斗方一张”条，第 283 页。
⑩吴其贞:《书画记》卷 6“赵子固《水仙花图》纸画

一卷计纸八张”条，第 289 页。
瑏瑡吴其贞:《书画记》卷 6“刘静修《秋江垂钓图》小

纸画一幅”条，第 289 页。
瑏瑢吴其贞:《书画记》卷 5“宋徽宗《金钱羁雀图》绢

画一小幅”条，第 220 页。
瑏瑣吴其贞:《书画记》卷 5“李伯时《莲社图》绢画一

幅”条，第 224 页。

人不能释手，恨不得卧于图下”，后来“千谋百恳”，居间

人汪允如为此“说合有百次，走路不知几百里”，终于次

年四月购到手瑏瑣。赵孟頫与管夫人《合畹图》，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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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笔，卷后又有名流题咏，有张伯雨诗，倪云林代书，

系诗人韵事，崇祯十四年(1641) 二月，歙县富翁翰四老

携此访问吴其贞怡春堂，吴求之再三，事主不能释手，只

得擦肩而过①。唐人双勾《万岁通天帖》，此卷原藏嘉兴

项笃寿家，其夫人珍藏，常州邹虎臣曾以千金求之而不

得。吴也羡慕已久，直到顺治十四年(1657) 四月二十三

日其友项汉宇、吴民培携此卷前往吴之苏州寓舍，吴才

得以与长男振启一起观赏弥日，叹为“真奇遇也”②。李

伯时《九歌图》大纸画，用澄心堂纸，高一尺多，长足有二

丈，纸墨并佳，“布景、人物、山水，精俊妙得天真”，可与

《楞严变相图》相比，顺治十六年(1659)将近年终时吴在

苏州阊门外观于潘秀才家。同时还见《淳化》帖十卷，

“虽非祖本，亦是宋拓，皆千金物也”。过了几天“再过索

观，已为北人售去”③，留下了极大遗憾。曹云西《山水

图》小画一册，“画法精细，景趣旷远，纸墨如新”，吴观于

苏州城朱我安之侨居。吴过了三日获得葛君常元人诗

字七纸，方知该图作者，其余六纸则为黄大痴等人所书，

“欲此册与七题复合，而我安坚不许”。吴“以重值拔其

尤者一则，冠于七题之首，庶为宝剑复合云”④。黄公望

《颍昌湖上唱酬诗帖》，入神臻妙至极，可以追配王羲之

《兰亭记》，“传于千古”。吴曾在南宫道院观于陆叔泉

手，索价 250 两银，“因时值客途，还之而去，辗转不能忘

也”⑤，错过了至尊宝物。吴其贞如此耐心等待，讨价还

价，或心仪已久，而在价格上坚守不让，正是为了减少投

入，或获得利润。

在书画经营过程中，吴其贞长期积累，见多识广，观

赏实物，比较真赝，显示出少有的慧眼卓识和深厚的专

业素养。陆机《平复帖》，“书在冷金笺上，纸墨稍瘦，书

法雅正，无求媚于人，盖得平淡天然之趣，为旷代神品书

也”。吴曾于顺治十七年(1660)五月二十日观于葛君常

之手，可惜葛将元人题识折售于归希之，配在伪本《勘马

图》后。如此一来，“此帖人皆为弃物”，而只有吴“独爱

赏，闻者莫不哂焉”。后归王际之，售于冯涿州，得值 300

两银，证明了吴的独到而老辣的眼光⑥。顺治十三年

(1656)四月二十五日，吴其贞在收藏好事者泰兴人季寓

庸家观画，主人见其面对诸多名物目看口详手记，不禁

深表钦敬道:“君之能，过于‘手挥七弦琴，目送千里雁’

矣。”⑦宋徽宗《雪江归棹图》，不但思陵图本身精妙，即

卷后蔡元长题跋，书法藻丽，均为神品。大赏鉴家、华亭

派领袖董其昌题跋认为，与王维《雪霁图》“足称雄雌双

剑”，而且只要到藏家溪南吴氏处将两卷相质，“便知余

言不谬”。此论业内都深信不疑，惟吴其贞两卷均曾亲

见，发现《雪霁图》枝远与此图“画法绝不相类，迥隔天

渊”，看出了世人惯于闻风附会，而董其昌号称一代鉴赏

宗师的轻下结论的毛病⑧。当时赝物充斥，而吴其贞所

见绍兴朱十三老乃郎廿六老所藏唐宋元横板大画册一

本十一页，系《千金册》内者，吴前后共得四十六页，均为

真迹，因而断语:“余见明朝收藏书画名家，目力高者，数

十幅之中亦有二三为优孟衣冠，惟朱石门先生家所见若

干，虽片纸只字，皆属真货，三百年来第一人也。余凡见

古画册，遇马必曰韩幹，遇牛必曰戴嵩，究竟百无一真，

惟此处册上韩马戴牛皆为的笔，指此一端，可见余言不

妄许人也。”⑨收藏眼光如此精准，具论如此肯定，可见

吴其贞在书画鉴别领域的底气。赵善长《桃花书屋图》，

吴在杭州得于嘉兴陆秀才之手，披阅之际，突然忆起其

家有元人《桃花诗》一纸，检出核视，方知作者是曹誉，徽

州人，“诗与图相切，天生为对题”。计算其裁诗作画时，

已是三百年前事，现在“始合配合，何相遇之晚也”。无

意之中，购得了宝物，而且流散数百年的原物，得以完

璧⑩。此事看似偶然，实则有赖于吴其贞收藏丰富和擅

长考究之力。因有底气，交易过程中就规避了不少风

险。刘渊《雪天戏龙图》，画有六龙，吴曾偶然在嘉兴冯

子中手得到过，其时并不知谁人手笔。过了十年，冯子

中又携一卷，亦有六龙，由题识知是刘渊所作。追问根

由，方知两画原是一卷，被兄弟两人分开，现在想出售给

吴，能复合为一。吴因前者售出已久，是以拒却不买瑏瑡。

吴因老于此道，未曾上当。

①吴其贞:《书画记》卷 2“赵松雪管夫人《合畹图》

纸画一卷”条，第 69 页。

②吴其贞:《书画记》卷 4“唐人双勾《万岁通天帖》

一本”条，第 150 页。

③吴其贞:《书画记》卷 4“李伯时《九歌图》大纸画

一卷”条，第 153 页。

④吴其贞:《书画记》卷 4“曹云西《山水图》小画一

册计十五则”条，第 158—159 页。

⑤吴其贞:《书画记》卷 6“黄山谷《颍昌湖上唱酬诗

帖》一卷”条，第 285 页。

⑥吴其贞:《书画记》卷 4“陆机《平复帖》一小卷”

条，第 171 页。

⑦吴其贞:《书画记》卷 4“黄筌《寒菊幽禽图》绢画

一幅”条，第 149 页。

⑧吴其贞:《书画记》卷 4“宋徽宗《雪江归棹图》绢

画一卷”条，第 145 页。

⑨吴其贞:《书画记》卷 5“唐宋元横板大画册一本

计十一页”条，第 231 页。

⑩吴其贞:《书画记》卷 6“赵善长《桃花书屋图》纸

画一小幅”条，第 284 页。

瑏瑡吴其贞:《书画记》卷 6“刘渊《雪天戏龙图》绢画

一卷”条，第 2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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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吴其贞的书画知识，四库馆臣评价道:吴其贞

“多观书画真迹及生平所自购者，各加品题，随手札录，

注明所见年月，历四十余年之久”。所撰《书画录》，虽

“小有疏舛，亦所不免。然其胪采甚博，于行款位置、方

幅大小、印记、纸绢、装潢、卷轴，皆一一备列;其评骘真

赝，辨论亦多确切，较之米芾、董逌古今人固不相及，与

张丑《真迹日录》要未易甲乙也”①。张丑是晚明苏州著

名的收藏赏鉴家，其所撰《清河书画舫》，时人皆服其精

当，四库馆臣认为《书画记》足可与《清河书画舫》比肩，

评价极高，我们就不能以一般书画商等闲视之。吴其贞

的鉴别功夫，也反映在他对同行的评论上，这在其《书画

记》中随处可见。此处只举一例，以概其余。吴曾评论

北京王际之其人的专业水准，谓:“际之善裱褙，为京师

名手，又能鉴辨书画真伪，善裱者由其能知纸纨丹墨新

旧，而物之真赝已过半矣。若夫究心书画，能知各人笔

性，各代风气，参合推察，百不差一。此惟际之为能也。

然只善看宋人，不善看元人，善看纨素，不善看纸上，此

又其短耳。”②如此精要，看出此老裱褙之长短，想见吴

之专业已臻相当高度。

二、休宁王越石家族

张长虹《品鉴与经营: 明末清 初 徽 商 艺 术 赞 助 研

究》③一书，对王越石已多叙述，惟未用李日华《恬致堂

集》、《六研斋笔记》等记载，其形象还不够丰满，今一并

考察。

王越石，吴其贞《书画记》称其为居安人，有时又写

作“黄越石”，恐即居安黄氏。吴其贞又说，其“与黄黄石

为姑表兄弟，系颙若亲叔也”④。黄黄石即歙县人黄正

宾，《明史》、《明史列传》等有传，大要言其以捐赀入为

郎中，仗义建言而遭廷杖，凭藉声气，游于搢绅间，但未

记其收藏事项。姜绍书称，“有王廷珸者，字越石，惯居

奇货，以博刀锥”，“黄石名正宾，以赀郎建言廷杖，凭藉

声气，游于搢绅，颇蓄鼎彝书画，与廷珸同籍徽州，称中

表，互博易骨董以为娱”⑤。可见时人常常提及的王越

石，名廷珸，所谓越石是其字，休宁县居安人，与一时颇

有名气的黄正宾为姑表兄弟，专门从事书画古玩买卖。

黄正宾“由懋迁起家，虽仕至玺卿，而会计之精，徽贾推

为领袖。日献素拥厚资，牙筹营运，惟日孳孳”⑥。当万

历后期李三才为凤阳巡抚博综奇玩时，曾为其罗致名

品，南明福王时，黄流寓丹阳，以贺日献为居停主人，贺

出资授黄，将在苏州阊门开店，而逐什一之利，不意黄至

苏而殁。姜绍书还详细记载了二人之间在崇祯末年互

相博易骨董的事例，从中可见王越石专业水准之高。

吴其贞又提到王弼卿、王紫玉，“二人越石弟”⑦;王

晋公，“越石之侄，鉴赏书画得于家传”⑧。王颙若，“三

世皆 业 骨 董，目 力 过 人，为 人 温 雅，余 一 见 便 为 莫 逆

交”⑨。在杭州的王君政，曾收藏过陆游的《七言梅花诗

三首》一卷“书法秀媚”，卷后有元杨铁崖、朱育、倪云林

和明 王 百 谷 等 人 题 跋。该 人 为“越 石 从 侄，亦 业 骨

董”⑩。姜绍书提到，顺治四年(1647)“有歙人王君正”

求见，愿效居间者瑏瑡，大约即是其人。

如此，仅在崇祯年间，王越石不但自己经营书画，其

至少两个弟弟即王弼卿、王紫玉，两个侄儿即王晋公、王

颙若和一个从侄即王君政，均从事收卖书画营生，自其

父辈起至其子侄辈，三世皆业骨董，是居安的骨董经营

家族。在崇祯十五年(1642)，吴其贞说王越石“一门数

代，皆货骨董，目力过人，惟越石名著天下，士庶莫不服

膺。客游二十年始归，特携诸玩物访余于怡春堂，盘桓

三日而返”瑏瑢。又考察其实际书画营生时间，可知王越

石万历后期起即已继承父辈之业，从事骨董营生了。

万历后期起，在江南的书画销卖场和书画鉴赏场

合，每每可见王越石的身影。

苏州人张丑是富于收藏的鉴赏家，王越石与其即有

书画交往。张丑记:周昉《文会图》，又《挥扇仕女图》，原

在苏州翰林韩世能家，“奇迹也”，“近为新都王廷珸购

去，摹本至今犹存”瑏瑣。万历四十五年(1617)三月，王越

①《四库全书总目》附录《四库撤毁书提要》，中华

书局 1965 年版，第 1842 页。

②吴其贞:《书画记》卷 4“张樗寮《楷书杜诗》一

卷”条，第 165—166 页。

③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④吴其贞:《书画记》卷 2“王叔明《破窗风雨图》纸

画一卷”条，第 75 页。

⑤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上“定窑鼎记”条，《美术丛

书》二集第十辑，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310 页。

⑥瑏瑡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上“文王鼎”条，《美

术丛书》二集第十辑，第 1307 页。

⑦吴其贞:《书画记》卷 2“倪云林《竹梢图》小纸画

一幅”条，第 80 页。

⑧吴其贞:《书画记》卷 4“李唐《夜游图》大绢画一

幅”条，第 139 页。

⑨吴其贞:《书画记》卷 1“陆天游《草堂》小纸画一

幅”条，第 4 页。

⑩吴其贞:《书画记》卷 3“陆放翁《七言梅花诗三

首》一卷”条，第 90 页。

瑏瑢吴其贞:《书画记》卷 2“王叔明《破窗风雨图》纸

画一卷”条，第 75 页。

瑏瑣张丑:《清河书画舫》花字号第四“周昉”条，上海

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08、2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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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携示倪云林《僦居城东图》小帧，青绿满幅，全师董源，

其上小楷诗题极精，无能识者，张丑“特定为天下倪画第

一，即举世非之不顾也”。张丑极赏此云林绝品，“为之

喜而不寐”①。王越石又出示倪云林《雨后空林生白烟》

大幅，“纵横满纸，层叠无穷，且设色脱化，较《城东水竹

居》小景，尤觉渐近自然。当为迂翁晚年第一名品。本

身后有张雨、袁华、陆颙、周南老等题咏，其钱仲益、顾

禄、王达、张枢等绢素诗头，亦楚楚可爱”②。张丑因而

大生感慨，称生平所见倪画，指不多屈，但从未有如此精

绝者。因而称“越石为人有才无行，生平专以说骗为事，

诈伪百出，而颇有真见，余故误与之游，亦鸡鸣狗盗之流

亚也”③。王越石还曾向 张 丑 出 示 过 吴 道 子《旃 檀 神

像》，绢本，大著色，前有宋徽宗瘦金书标题、双龙方玺并

“宣和”、“内府”等印，“虽破碎而神明焕然”④。张丑

记，吴道子著色《天神》卷，宋徽宗御书，押双龙方玺;吴

道子《旃檀神像》，宋徽宗瘦金体，泥金书，有宣和印，列

为神品 上，曾 为 严 嵩 收 藏 过，“近 从 吴 廷 所 归 之 王 越

石”⑤。王又曾出示周方鼎一尊，高四寸五分，方三寸，

广二寸，约重二十两，四面花纹作天鸡夔龙，四足有细

花，周围飞戟八条。三面青绿翡翠，其一面与内方底面

作水银古款一行，曰“作孟姬”三字，“奇古”;王蒙《南村

草志》一轴，纸本，浅绝色，“笔法秀逸，脱尽画家蹊径，真

绝品也”⑥。王又曾购得徐季海《宝林寺诗》，后有王蒙

和韵之作，“楚楚可爱”;购得李泰和《永康帖》，后有宋

濂跋，都是槜李项氏之物，“足称双璧”⑦。张丑所记，足

见王越石收藏或出示藏品之精绝。

嘉兴人李日华是驰名全国的鉴赏家，王越石与其

数数往来。天启某年，黄越石携四仙古像往李日华家，

请李题语。学士钱溥所藏定武《兰亭》，楮墨拓法俱精

古，非赝物，李日华曾在嘉兴人沈德符处见过，“王越石

不知得于何处”。王又辅之以《萧翼赚兰亭图》，题为阎

立本，李判定为“伪笔也”。天启六年(1626) ，王越石

以断烂《长沙帖》四册请李日华评定。倪云林著色山

水，李 日 华 前 后 见 过 五 六 幅，各 有 意 态，崇 祯 元 年

(1628) 三月，在南京，王越石出示一幅，系倪云林“为周

南老作者，云岚霞霭，尤极鲜丽”;在南京西察院，王越

石携带卷轴拜访李日华，其中倪瓒着色山水小景，“单

幅树石，浑厚修耸，云霞郁浡，闪烁不定，真杰作也。世

传《雅宜山图》，恐未必胜此。特是帧晚出，未腾声价

耳。乃写于周南老斋中，而周以为家珍者”。后王越石

又持宋元画册访李日华，其 中 有 赵 元 裕 细 竹 一 幅⑧。

对王越石所藏，李日华更惊羡不已，屡屡不吝笔墨，鉴

赏珍品之价值。《题王越石藏画册》谓:“绘事于人转

亲，为计转密，越墙壁而披屏障，辞悬玩而入卷舒。单

裁狭制，燕封曲房，以为未足。又集诸名笔为长筴，以

便登舻走毂，盖欲无刻不俱也。然既与骖乘毕轮，必须

子瑕、南子。越石破百亩园田，竭半生心力，而后有此。

向令有福者一旦挟之，即上清真官，拥万天姝，御八轮

车，飞行云空，其乐不踰是也。余涩囊不足办此，为优

昙一现而已。”⑨《为王越石题画》谓:“此幅蓊郁泬 ，

高古澄澹，是宋人得巨公法而神明之者也。元惟赵荣

禄、黄一峰可作敌手。然其于巨公犹临济后法派，至高

峰断崖，幻住波澜，崚崿太峻太阔，非复肋下筑拳时矣。

择法者须具此眼，何必影响寻逐，妄 出 其 姓 名 也。”⑩

《购得王摩诘江山雪霁图装潢就因怀书画友王越石在

金陵时自九月至长至不雨溪流皆涸为之怅然》谓:“君

舟何处贯虹月，吾室悄然凝席尘。买得辋川千岭雪，未

经君眼照嶙峋。呼鸥远隔 苍 茫 外，控 鲤 难 逢 汗 漫 人。

一发枯流频怅望，五湖春浪几时新。”瑏瑡由李日华题识

可知，王越石是个兼具赏鉴能力的书画商，他不但买卖

书画，而且舍得斥巨资收藏精品珍品。

董其昌是书画大家和鉴赏家，王越石出示所藏。天

启七年(1627) 三月，王越石携示李昇水墨画，董因而临

摹一帧瑏瑢。

①张丑:《清河书画舫》绿字号第十一“倪瓒”条，第

556、562 页。

②③张丑:《清河书画舫》绿字号第十一“倪瓒”条，

第 562—563、563 页。

④⑤⑥⑦张丑:《清河书画舫》附《真迹日录》，第

663、665、675、707 页。

⑧李日华:《六研斋笔记》卷 1，凤凰出版社 2010 年

版，第 16 页;卷 2，第 32 页;卷 4，第 64 页。《六研斋二

笔》卷 2，凤凰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16—117 页;卷 4，

第 146 页。《六研斋三笔》卷 3，凤凰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227 页。

⑨⑩李日华:《恬致堂集》卷 37，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358—1359、1359 页。

瑏瑡李日华:《恬致堂集》卷 6，第 300 页。

瑏瑢青浮山人编辑:《董华亭书画录·册叶》，第 17

页，《历代书画录汇辑刊》第 1 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3 页。

瑏瑣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 6，万历四十二年十二

月十八日，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30 页。

汪砢玉是有名的收藏家，其父汪爱荆，家有东雅堂，

收藏丰夥，贮藏乌斯藏佛大小百余尊，白定宣瓷四件，玛

瑙弥勒尊者一座，白玉观音一尊等瑏瑣。《宋贤十七札》，

原为朱忠禧之物，后为无锡谈志伊所得，后又转入徽州

收藏家汪景纯( 宗孝) 家，崇祯七年(1634) 曹瞻明曾于

“王越石舫中见之”，汪砢玉因“极爱刘无言、吴居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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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心三札，遂易得之”①。崇祯元年(1628)，汪砢玉为父

母筹集丧葬费，“因出家藏书画，宋元昭代名迹各百余

册，卷轴称是，以及虎耳彝，雉卣汉玉，犀珀诸物，易赀襄

事。另有古绘两函，犹时时在念”。崇祯七年(1634) 秋，

“黄越石忽持前二册来，云得之留都俞凤毛，已售去十余

幅。为王右丞团扇小景，许道宁绘池草鸣禽句，张择端

《兴庆宫五王弈棋图》，周昉折桂美人，黄筌红蜻蜓淡竹

花，赵干梨花，赵昌月下海棠，苏汉臣货郎担，其闺人两

两妆束，即宋词平头鞋子双鸾小也。又二婴斗促织，三

孺子放风筝，从训养子，石壁松亭，界画极工致。柱上组

款三朝供奉李嵩，钱舜举牡丹双桂，梅道人折竹诸册。

时越石欲余贯休《应真卷》，为宋王才翁题偈;马和之

《破斧图》、思陵楷《毛诗》、吴仲圭写《明圣湖十景册》

及本朝诸名公画二十幅，文、沈《落花图咏》长卷，青绿

商鼎、汉玉兕镇诸件，余遂听之，易 我 故 物，即 汰 去 其

半，不但顿还旧观，幅幅皆胡麻饭仙子矣。”②汪砢玉记

道，崇祯七年重阳日，《胜国十二名家册》，“歙友黄越石

携是册至余家”，汪留阅两天。王还出示白定小鼎，“质

莹如玉，花纹粗细相压，云□蝉翅，蕉叶俱备，两耳亦作

盘螭，圆腹三足，炉顶用宋作白玉鸂 乌木底”。对此

宝物，汪砢玉叹为“真希世之珍也”! 汪砢玉记道，其他

挂幅有“李营丘《雪景》，什袭珍重殊甚，然视吾家《山

水寒林》，犹伧父也;米敷文《云山茆屋》太模糊;王叔明

《一梧图》亦赝物;《南村草堂集》更恶甚;惟文徵仲《仿

小米钟山景大轴》有气韵”③。崇祯十年(1637) ，王越

石持《马待诏鹤荒山水图》，汪砢玉以仇英《南极呈祥

图》及宋板《国策》一部易之④。王越石所示者，真赝混

存，但多精品。

崇祯末年，王越石回到居安老家，但似乎仍经营骨

董。崇祯十五年(1642)五月二十二日，吴其贞在其家见

到苏东坡《批示帖》等六种，苏帖“书法潦潦草草，在不经

意处多得天趣”，吴连同《桃莺图》、《松树图》一起购归。

王又出示白定圆鼎炉一只，高五寸，口径四寸，身上两道

夔龙，是为粗花压细花者，间有十二道孤龙冲天耳，葱杆

足，百兽面含在足上，吴认为“一身全完，无瑕疵，精好与

程季白家彝炉无异，惟白色稍亚之，世无二出”。此物王

越石兄弟叔侄共花 1200 两白银购得，后来卖与潞王，

“得值加倍”。有意思的是，其家另有一件副本，“色缁，

骨亦坚，迥然不符”，是苏州有名的仿古高手周丹泉所作

赝品⑤。孙太古《产黄庭图》小绢画一幅，一向藏在溪南

吴氏，崇祯十五年六月，王越石获得，“以为至宝，不肯

售”，吴其贞“深妒”之⑥。同月二十一日，吴其贞又在王

家见到柯九思《松庵图》等四幅，柯图“画法秀润，惜剥落

太过”。又见到沈周《匡山霁色图》大纸画一幅，画法柔

软，效于巨然，“有出蓝之气，值百缗，为世名画”⑦。十

月初一日，吴又在王家见到王羲之《雨后帖》一卷，仇英

画册一本，共十二页，该册原为嘉兴项氏藏品，后归溪南

吴氏，“皆临宋人底本，画法精工，气韵动人，似觉一洗古

人而空 之，为 无 上 神 品 之 画”; 又 见 铜 玉 器 绝 好 者 数

件⑧。倪云林和赵善长合作的《狮子林图》，脍炙人口很

久，原藏丹阳张氏，后为项元汴所收，王越石也曾拥有

过⑨。

进入清朝，王越石的收藏陆续散出，或许其人已谢

世。顺治九年(1652)，吴其贞在扬州的福建商人陈以谓

家见到巨然的《萧翼赚兰亭图》等。陈以谓以好书画出

名，大收法书名画，“既独具特识，复不惜重价”，其中“所

得多越石物”⑩。

①④汪砢玉:《珊瑚网》“法书题跋卷五”，《中国书

画大全》第 5 册，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71、
1034 页。

②汪砢玉:《珊瑚网》“名画题跋卷十九”，《中国书

画大全》第 5 册，第 1171 页。

③瑏瑡汪砢玉:《珊瑚网》“名画题跋卷二十”，《中国

书画大全》第 5 册，第 1182、1180 页。

⑤吴其贞:《书画记》卷 2“苏黄米蔡诗翰四则为一

卷”条，第 76 页。

⑥吴其贞:《书画记》卷 2“孙太古《产黄庭图》小绢

画一幅”条，第 77 页。

⑦吴其贞:《书画记》卷 2“柯九思《松庵图》小纸画

一幅”条，第 78 页。

⑧吴其贞:《书画记》卷 2“王右军《雨后帖》一卷”

条，第 79 页。

⑨吴其贞:《书画记》卷 3“倪云林赵善长合作《狮子

林图》纸画一卷”条，第 106 页。

⑩吴其贞:《书画记》卷 5“宋元六大家翰墨十三则

一卷”条，第 221 页;卷 3“僧巨然《萧翼赚兰亭图》小绢

画一幅”条，第 104 页。

瑏瑢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上“定窑鼎记”条，《美

术丛书》二集第十辑，第 1310 页。

从时人所记来看，王越石家族确实是一帮博求刀锥

的骨董商人。前述《胜国十二名家册》，其中第六帧为倪

云林笔，“画间层山四摺，中露旷地，外绕七树向水，纤劲

淡玄，得未曾有”，汪砢玉展玩不忍释手，王越石居然说

此“可拆易也”瑏瑡，利欲熏心。王越石又从杜九如之子手

以 800 两银得赝品定窑鼎，而诡称价值万金求售，一时

未能出手，“十余年间，旋质旋赎，纷如举棋。又求其族

属之相肖者方圆数种，并置箧中，多方垄断。后来泰兴

季因是企慕唐炉，越石以一方者诳之，售银五百两”瑏瑢。

即使与中表兄弟黄正宾互相博易，也尔虞我诈，以赝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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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锱铢必较，一派唯利是图的奸黠商人行径①。对此

行径，张丑称其“为人有才无行，生平专以说骗为事，诈

伪百出……亦鸡鸣狗盗之流亚也”②。但在书画收藏经

营过程中，王越石时时体现出内行和老道。王曾向友人

汪砢玉展示“希世之珍”这一白定小鼎时，说项子京一生

赏鉴，以不得此物为恨，索价银 3000 两，汪之里人出价

500 两，汪不肯出售。当时王越石欲汪斋头灵壁名听经

鹅者，拟以文徵明画相易，汪不肯割舍。王竟说“米家书

画船不可少此物”，遂强持而去③。王越石此种行径，迹

近耍赖，却也反映出他识货的一面。因此，将王越石称

为“鸡鸣狗盗之流”的收藏鉴赏家张丑又不得不承认他

有才，于骨董“颇有真见”，而不得不与其交游，负有盛名

的书画商吴其贞也心悦口服地赞扬他“目力过人”，“名

著天下，士庶莫不服膺”。众多收藏赏鉴家和书画骨董

商如李日华、张丑、黄正宾、吴其贞等，凡与其接触，品赏

收藏，所见多为真迹精品，无不服膺其来路之广，眼力之

准，李日华等更既与其不时交易，又为其所藏题识，大加

褒赏，视其为“书画友”、“歙友”，以友道待之。王越石之

侄王颙若，吴其贞称其“目力过人，为人温雅，余一见便

为莫逆交”④。时人的记载清晰地表明，王越石家族，与

吴其贞家族，是交谊很深的两个书画商人家族。

王越石于古玩一行，其水准为人服膺，与其长期留

心积蓄心得精于专门有关。赵孟頫正书《玄妙观三门记

跋》，董其昌题云“熟观李北海《岳麓寺碑》，乃知此碑之

逼真，犹是集贤偏师耳”。王越石于天启元年(1621)，得

到董其昌所书题记，展至后段，觉语脉龃龉，深以为憾。

三年后，又得到《三门记》，阅读之下，方悟出其首尾互

装。长年留意，得以鉴定。即此一事，李日华大为感慨，

谓:“向非越石嗜古徇奇，遇即收之，则延津之合难矣。

不易得，不易得。”⑤王越石时与赏鉴收藏家在一起，奇

物共赏鉴，相与析疑异，不乏商人的精明和老到，时有唯

利是图的习气，却看不出有丝毫的附庸风雅，也殊少好

事浮慕者的俗气。王越石与吴其贞一样，都是经营较为

成功的骨董商人。

三、李日华笔下的方樵逸与吴雅竹等

(一)方樵逸与李日华

李日华日记中屡屡提到方樵逸其人，又称“歙人翁

素宇，自称方樵逸之甥”，又称方之内侄歙人余生⑥，文

集中又总结与方“交三十余年”，大约是与李日华同时的

歙县人。李日记又数处提到方巢云、方巢逸。方巢云、

方巢逸与方樵逸音近，李日记所记人名也较随意，故疑

即同一人。如此则方巢逸前后出现大约 30 次。

方樵逸本人或引导他人请李日华鉴定画卷等物。

万历三十七年(1609) 八月三日，方巢云以泉帖见示，李

定为湖庄。次日，巢云又持祝允明草书象戏卷。万历四

十年(1612)二月二十五日，“方巢云又引一人持卷轴来，

无佳者”。四十年三月十七日，方巢逸从杭来，“贻余潼

橘二十颗，携示赵子昂小景，山下攒点作小树，甚秀发”。

四十年十一月十四日，“方樵逸同吴雅竹来，所挟古物与

卷轴甚夥”，佳者有沈石田横披大幅;张梦晋《庄子梦蝶

图》，“乃是罕物”;唐伯虎《杏花春燕图》等。四十年十

二月十二日，“方巢逸从苏来，出一砚，古端也”。四十二

年七月十六日，方樵逸示大痴《天池石壁图》。四十二年

八月二十四日，方樵逸携金碧山水小幅来看，题云吴兴

赵孟頫，“余深察之，非是，当是颜秋月笔耳”。四十二年

十月十三日，方樵逸携示倪云林《筠石乔柯》，“用笔粗

辣，树干皆就渴笔刷丝，中略缀芒刺，石棱如篆法，竹叶

简劲，乃倪法中所罕见者”。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方

樵逸袖一卷相示，乃宋画院仿梁楷《渡水罗汉》，“形状虽

奇诡，笔路不佳”。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方樵逸持示

姚云东仿赵子昂小景，“苍润可观”。四十三年正月二十

一日，“方巢云携祝枝山行草乐词十六段求鉴，书法为世

所传唐人仿王右军《心经》，转折盘纡，法度丰韵，无不精

到”。四十三年闰八月二十九日，方樵逸“携蒋乾一画一

帧来，不佳”。四十四年十月初六日，方樵逸携示钱舜举

《仙弈图》。

①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上“定窑鼎记”条，《美

术丛书》二集第十辑，第 1310—1311 页。

②张丑:《清河书画舫》绿字号第十一“倪瓒”条，第

562—563 页。

③汪砢玉:《珊瑚网》“名画题跋卷二十”，《中国书

画大全》第 5 册，第 1182 页。

④吴其贞:《书画记》卷 1“陆天游《草堂》小纸画一

幅”条，第 4 页。

⑤李日华题记，见张丑《清河书画舫》附《真迹日

录》，第 678 页。

⑥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 4，万历四十年七月十

四日，第 245 页;卷 4，闰十一月十六日，第 283 页;卷 7，

万历四十三年八月十一日，第 475 页。以下标明年月日

者，不注页码，以省篇什。

方樵逸本人或引导他人携画同李日华一起赏玩，如

万历四十年二月十八日，方巢云持高瑞南家郭忠恕《辋

川图》“来玩”。同年二月二十日，方巢云引湖州僧印南

者前往李宅，“出观诸种祝京兆草书一卷”。四十三年七

月二十七日，方樵逸“携观曹云西雪景小幅”。八月二十

七日，方樵逸携观一卷。十月二十六日，方樵逸“携一旧

册来观，乃吾郡杉青闸图也。笔法简古疏淡，大类宋人

司马温公独乐园图，乃玉田刘廷震笔”。四十四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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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日，方樵逸携示沈石田溪山长卷，“墨气淋漓，仿梅

道人，有题语”。四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方樵逸携示沈

石田《支硎山居图》。

方樵逸与李日华一起外出访求书画，如万历四十年

二月二十四日，李日华同盛寓庸、方巢云、戴鉴若、释印

南等人到沈图南处，“出观诸种”。四十三年闰八月初二

日，李日华同其儿子“挈歙方樵逸为姑苏之行”。四十四

年三月十七日，李日华前往苏州，“挈方樵逸同行”，次

日，“舟中无事，樵逸出纸索画，为写子久溪山”。

方樵逸还绍介引导他人请李日华鉴定其他寓目之

物。从李日华日记所载，可知日后频频与李日华往来的

歙人胡雅竹，是由方樵逸导引的，而其他人，导引者甚

多。万历四十年七月十四日，自称方樵逸之甥的歙人翁

素宇，“携卷轴来看，无一真者”。十七日，翁素宇又携示

黄子久《丘壑深沉图》小泉，系临本，而同时所示倪云林

《雅宜山斋松涧图》，李日华未置勘语。四十年闰十一月

十六日，方樵逸之内侄余生，“以炼墨闻于吴中”，新作书

画估，“持赵子昂《秋林听琴图》横卷来鉴定”。四十一

年六月初七日，方樵逸“引新安客胡长卿者来，携观元人

杂迹”。此胡长卿，也是歙人，后来于四十一年八月初七

日，向李日华出示鲜于伯机《归去来辞》、袁清容诗稿、赵
子昂手札、余忠宣致危太朴书等，李日华为其作跋语于

上，胡长卿于初十日辞别时，“坚以银星砚一枚为别，背

镌宣和二字”。十二月十六日，再次谒见时，“出观宋刘

道贯《渡水罗汉》颇极奇诡”。四十一年六月初八日，方

樵逸“引杭人余姓者携示宋元画册二十四叶，惟马、夏可

指辩，余皆杂手”。四十三年三月十四日，方樵逸同徐生

一起前赴李处，携示开皇《兰亭》卷，《江村万里图》，著

唐子畏款，“皆伪物”。四十三年十月初五日，方樵逸同

太仓一人到李处，“携卷轴相示，多伪物。只文徵仲雪景

一小幅，沈石田《新鹅垂柳》，真而佳”。就这样，方樵逸

之亲友也曾利用方与李之关系，纷纷请李日华鉴定书

画。

李日华笔下的方樵逸，常请李日华鉴定所藏，似是

一般收藏家，其实只言片语，还是透露出方樵逸是奔走

于江南的书画商。李日华曾为方樵逸撰写寿文:“鱼鸟

浮沉寄此生，淮清楼下镜波明。云涛帆挂三山边，霞绣

屏开九叠横。暂解腰缠知鹤健，醉无机事狎鸥轻。历头

庚甲从新敷，正是仙途一半程。”①淮清桥、三山边、鱼鸟

浮沉、暂解腰缠，点明方樵逸是活动在南京的商人。方

樵逸不仅本人而且还常引领他人携画请李日华鉴定赏

玩，显然意在估定价值为出售计，只要李日华合意，价格

合适，李日华就收买下来。万历四十年闰十一月十六

日，李就从方之内侄余生处购得右军书嵇中散绝交书石

刻一本，“较停云刻有异趣”。四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

李日华又“从方樵逸处购得文文水《楞伽寺井泉图》，笔

意潇洒，在云林、黄鹤之间，画之以幽淡胜者”。四十三

年八月初四日，方樵逸曾冒雨前往李府，要求附载往杭

州，对李日华说:“西湖隐者秦冰玉蓄元人画十余幅，又

有虞世南真迹一卷，访之可以通博易。”方樵逸是一个十

分关注行情的书画商。李日华有方樵逸像赞谓:“佛心

孩性，市游林息。时随鸥鹭之群，耻争鸡鹜之粒。是以

纳屩而行，煮字而食。与余交者三十余年，无机之怀，坦

如一日。所与余孜孜讲求而未已也，松态石情，书估画

值。”②字里行间，清晰地表白了方樵逸的身份，是一个

深谙书画之道，活跃于书画市场，不像王越石，而不屑于

与小商小贩争蝇头小利的雅有书卷气的商人，能够与李

日华这样驰名当世的著名鉴赏家交游 30 余年，寄情于

松态石情，孜孜讲求书估画值，恐非等闲之辈。

方樵逸与李日华 30 余年交谊，请李日华鉴定寓目

或拥有的藏品，与李日华等一起四出访求赏玩书画，为

李日华源源提供藏品信息，从而为李日华的收藏开辟了

广阔的渠道。李日华晚年醉心于绘画梅兰竹，方樵逸其

时已拟歇息休养林泉，仍为李日华四出访求到三种名

迹，令李日华大为感动，致词道:“樵逸虽倦游，其为我四

出购访此三种逸迹，傥得全谱长幅固妙，即不然，单枝半

，有足发挥是道者，其必以来。吾艺成，首当应君之

求，朝暮缓急为君指使无不可。君亦何愁不得如鸥波亭

主守也。樵逸行矣，其以此作券以记，余日望之。”③由

此李日华感慨，可以推想，30 余年中，方樵逸大概一直为

李日华提供选择藏品的机会。

①李日华:《恬致堂集》卷 7《寿方樵隐》，第 337 页。

②李日 华:《恬 致 堂 集》卷 35《方 樵 逸 像 赞》，第

1285 页。

③李日华:《恬致堂集》卷 39《购梅兰众三谱券与方

樵逸》，第 1402 页。

(二)胡雅竹与李日华

胡雅竹，在李日华的日记中，从万历四十年起直到

日记结束记录的万历四十四年，曾出现二十四五次，最

初写作吴雅竹，或胡雅竹，后来则一律写作胡雅竹，又称

“新安胡雅竹”、“歙人吴雅竹”，是则万历末年，有一歙

县书画商人胡雅竹与李日华频繁往来。

胡雅竹之与李日华往还，大体与方樵逸一样。主要

是:

鉴定藏品真赝。前述李日华日记记载，万历四十年

十一月十四日，“方樵逸同吴雅竹来，所挟古物与卷轴甚

夥，止录其佳者”。在此之前的六月二十七日，李日华记

载，“徽客吴姓者携画来谒”，此吴姓徽客，恐即胡雅竹。

十一月十六日，“吴雅竹以上海褚兰亭所镌《淳化阁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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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示。兰亭家有宋拓本，倩精工拓成。余为谛视之，觉

其肥圆典厚，有《绛帖》遗意，亦末代之杰造也。”四十一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歙人吴雅竹以赵文敏行书庄生《说

剑篇》求跋”，“雅竹又以文衡山《千岩竞秀》，与《江山积

雪》二图求评骘，皆赝本也，又侯夷门懋功《秋山图》，粗

笔草草，甚有子久风气”。四十二年二月十六日，胡雅竹

携示王叔明《秋山读书图》。上有文嘉考证记，李叙述一

过。二月十八日，胡雅竹又持赵孟頫书画之作二卷求

跋，李一一应命。三月二十日，胡雅竹携视赵子昂书《文

赋》。八月十六日，“胡雅竹携石田《秋渚图》来看”。八

月二十六日，“胡雅竹同僧印南持卷轴来，黄子久《弁山

清晓图》，细秀，不类大痴，布景似叔明”。九月十七日，

“胡雅竹携元末国初杂手札一捆，细检无甚佳者”。十一

月初七日，“胡雅竹携示唐伯虎《槐阴高士图》，树石秀

润，人物俊丽”。十一月十三日，“胡雅竹携示邵二泉宝

所书苏子瞻《十八罗汉赞》，甚有柳公权法”。四十三年

五月初十日，胡雅竹携示王叔明《淡溪草堂图》，呈( 恐系

吴之误———引者) 仲圭《溪山烟雨》长卷，“勘系临本”。

六月十一日，胡雅竹携示倪《幻霞溪山》一帧。八月十四

日，胡雅竹持便面册叶十五幅求鉴定，“止文徵明《春江

待渡》一图精妙，有宋人法”。闰八月初四日，在苏州阊

门，过吴吴山楼居，出观诸种，其中王叔明《寒林高瀑》，

“笔意秀绝，乃胡雅竹向为余言者”。初十日，“胡雅竹携

示子久画一帧，备苍莽泉石之趣”。

四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胡雅竹携示元人孤云处士

王振鹏《乐社图》，“笔法纤细宛密，务在取肖物形，亦张

择端之流也”。六月初九日，“胡雅竹携观《城南小隐》

卷”。

赏玩书画。万历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吴雅

竹以王叔明《秋林读易图》来玩，不真”。四十二年三月

二十二日，胡雅竹以唐人青绿山水长卷见示，“余因携至

高如晦斋中同玩。……沙水树法数十种，俱奇。后有虞

伯生跋，不真。有潘履仲文图书记，乃上海潘氏物也”。

四十三年二月初四日，“胡雅竹偶借居草堂，装潢书画

卷。有王叔明《铁网珊瑚》一轴”。

以书画典质银两。万历四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

“新安胡雅竹携宋张即之书《佛遗教经》来质银去。……

又携示王叔明小幅山水，牛毛皴;娄江圣感寺《八咏图》

册，沈启南之父沈恒吉写图;侯夷门山水长幅，散笔草

草，多逸致”。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胡雅竹携示侯

夷门懋 功《秋 山 图》，李 日 华“披 阅 再 三，雅 竹 因 质 银

去”。四十二年正月十四日，“吴雅竹以黄大痴《松溪草

亭》小景来质银”。此画万历四十年李日华“于武林寓楼

借观者累月，知其笔法苍古疏宕，断不出俗手，但非子久

真物耳，款印俱伪”。胡雅竹又“出观沈石田山水长卷，

仿梅道人”，李未置鉴语。四十三年正月十四日，“胡雅

竹以吴中名公手墨来质钱”。

同方樵逸一样，胡雅竹也曾向李日华导引他人前往

鉴定或求售。四十二年二月十九日，胡雅竹“又导常熟

人持卷轴来看，有沈石田长卷《溪山云霭》，手腕甚辣”。

四十三年五月初七日，“胡雅竹引一僧以旧纨扇画册二

十一幅来质钱，中有江贯道一幅，系临笔，夏圭、马麟，俱

真”。四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胡雅竹之弟五朝奉者，

“携姚云东《春溪垂钓图》来阅，笔甚古淡”。

方樵逸不仅长达 30 余年间向李日华提供书画古董

货源，而且将家乡的不少亲友介绍引导到李日华那里，

被导引者再辗转相引，构织起一张相当可观的书画供货

网，网纲汇集到鉴赏家李日华那里。

四、其他徽籍书画商

在李日华笔下，徽商方樵逸、胡雅竹等以外，还出现

了诸多徽籍书画商，不断向其兜售藏品。日记第一年的

万历三十七年，五月初九日，“冯生率徽客二人来”。八

月十六日，即“遇徽友吴历山，出观李伯时临韩干马，有

曾公卷跋，俱绢素，未的确”。同日，“又过徽友吴与旸甥

施姓者，出观与旸所藏东坡竹石”。十月十六日，“从歙

人购得陈白阳(明代画家陈淳，号白阳山人———引者注)

云山长卷，备极雄快”。十一月初三日，“周秀岩引一老

王姓者来，赪颊短髭，歙人也，探怀出二卷，为沈石田《溪

川八景》，笔法仲圭、子久之间，后系一长歌”。十二月十

五日，至桐乡县西郭，“同荩夫访徽友吴无为，值其从弟

东篱君在焉，乃昔年以《宝晋帖》归余者”。十二月二十

八日，“徽人持宣铜琴一张来弹之，颇有清响。……总非

雅器，还之”。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徽人持宋画弥

勒，颇古劲”。闰三月二十二日，“歙人程生，携示唐伯虎

《古柏疏篁》横幅，高五尺，阔六尺有奇，淡韵可爱”。六

月二十六日，“徽人持示倪云林小景一幅，枯笔写树石，

有刷丝浓汁，点苔有晕，不类平日所作。款书洪武壬子

倪瓒，有 江 东 司 马 及 元 美 二 印。太 仓 王 氏 物 也，今 归

余”。八月初二日，“徽人持示盛子昭( 元画家盛懋———

引者注)《桃源图》，山头沈绿，树色蓊蔚，颇饶古趣”。八

月十二日，“歙贾持览文休承大幅山水，树石峦麓，重叠

蔽亏，潇洒有味。琴一张，曰海涛冰柱，古物也。滇剑

一，钿室莹滑，人所久服者”。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休宁门生黄寅甫持一破碎画幅来赠，云是郭熙《桃源

图》，然极视之，竟不能了，且 不 复 可 料 理 矣。因 谢 还

之”。四十年四月十七日，“徽贾处一白磁竹节簪，纤细

巧妙之极”。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徽人汪姓者，持

元人张子政《柳枝双燕》挂幅来看”。九月初四日，“新

都王尔极以卷轴古器物来阅”，有黄大痴《烟林云岫》，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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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端《幽篁古木》，沈石田青绿水村景，文文水《张公洞

图》，唐伯虎画《韩熙载夜宴图》，乌斯藏铜佛一躯，文徵

仲、雁峰、无峰、三桥、文水、王履约、履吉、黄淳父、陆子

传、彭隆池诸杂手札一卷，“俱真”。九月十三日，“徽人

黄坤宇携卷轴来，有倪云林小景，……有深远之趣”。十

月二十九日，“吴宇旸太学以所藏法帖求跋”。四十三年

二月初七日，“歙友吴东篱来顾，贻余精墨四函，松萝茶

一缶”。四月初六日，“过玉枢院，访歙友吴德符，出观文

徵仲盆兰一幅，极有吴兴笔趣”。五月二十六日，“歙友

吴心旸讳思齐者持卷轴来”。二十八日，“吴心旸又出观

吴道子《钟馗庆元宵图》”。六月二十五日，“歙人江汝

修以梦莲卷索题数语”。八月十一日，“歙人余生持姚云

东横披山水一帧求售，因购得之。笔力苍古，酷肖吴仲

圭。行书一绝，爽逸类张伯雨，此公得意作也”。九月二

十日，在郊区，“邂逅歙友王熙宇，出观仇十洲《阿房宫

图》长卷，纤丽之极”。十月初四日，“歙友汪仲绥携示文

衡山山水卷，仿赵子昂笔，乃赠吴山泉者”。四十四年正

月初三日，“徽人杨不弃之兄字子久者来，携示叔明《溪

谷采茝图》，二松郁然，山势起伏，磅礴之极”。三月十五

日，“歙友吴秋林来，与之小坐。秋林出观国朝名公书

卷，有孙太初手迹，快利劲捷，如宋仲温，诗亦集中所无，

录之”。五月初二日，“余生携示倪云林《秋林山色》，仿

巨然笔意，峰峦树石，特为雄浑”。五月十二日，“适歙友

吴存吾以手焙松萝茗一裹寄惠，点试，良妙”。九月十八

日，“徽人携卷轴来，有唐伯虎《独乐园图》，作高梧峭石，

竹屏绕之，翠蔓缠络可爱”。

寓居杭州的“项老”，是歙县人，名宠叔，号玉怀道

人，最初占籍杭州府仁和县为诸生，以事谢去，李日华记

其隐居西湖岳祠侧近，“老屋半间，前为列肆，陈瓶盎细

碎物，与短松瘦柏、蒲草棘枝堪为盆玩者。率意取钱籴

米煮食。有以法书名画来者，不吝倾所蓄易之。支床堆

案，咸是物也。其中不能无良楛，而意自津津”①。看来

是个开古董铺的歙籍小商人。万历四十年八月十一日，

李日华至其店，“项老欣然出卷轴相评赏”。四十一年四

月初八日，李日华再次到项老肆中，“检所遗画片”，虽好

者多被人取去，但仍有王蒙为倪瓒所作《桐阴高士图》长

卷，“布置细密，山水树石，各踞其胜，虽系后人临笔，然

可念也”。李日华不时从项宠叔店铺择购骨董。

在文集和《六研斋笔记》中，李日华还提到其他徽

籍书画商。“歙友吴振宇”，其庭竹开花，李日华为文以

纪，不乏颂辞②。“歙友吴伯徵”，寓居嘉兴北郭门外，

“戢影一室，棐几薰炉，法书名画，恣其耽味，萧然如不

在尘中也。每得一奇迹，辄驰一奚，取余评决。余年来

书画中颇有进长，得伯徵之助为多”;“余亡友吴伯徵，

博雅善鉴”，平生宝爱《黔江帖》③。观其行止，大约起

家于经营书画。“徽客徐弱水”，持看唐寅白描铁线勾，

李日华与其儿评点讨论一番④。“歙友程松箩”，崇祯

三年，携示《耕织图》，李日华题识其后:“此宋人作《耕

织图》粉本也。”⑤“歙友王子玉”，曾“携温日观( 元时

华亭人，寓西湖玛瑙寺，写葡萄如破袈裟，赵孟頫极为

看重———引者) 葡萄一卷来看，较余前所收无异。而老

温草书，更淋漓神旺，诸跋 词 翰 亦 胜”⑥。“歙 友 吴 循

吾”，少豪放，喜声律，晚年拓落，寓居杭州吴山。崇祯

七年，“携一木瘿鼎相示，天然有两耳三足，周身文理，

蹙缩成云雷兽面之状，色莹净如黄金。抚玩竟日，为作

歌以纪之”⑦。

此外，在苏州阊门有楼，常驾书画船游访于江南各

地的吴吴山，李日华日记提及最多的书画商“夏贾”，也

可能是徽州人。而后来吴其贞在其《书画记》中，更提徽

籍书画商或徽州骨董之家甚多。如歙县溪南人吴能远，

与著名的“五凤”为族属兄弟。万历末年，与著名的收藏

家张丑等人赏鉴书画，交往频繁。崇祯年间，吴能远更

家于苏州阊门，“凡溪南人携古玩出卖，皆寓能远家，故

所得甚多，尽售于吴下”⑧。大约经营书画兼收藏，很

①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 4，万历四十年八月十

一日，第 255、254 页;卷 6，万历四十一年四月初八日，第

382 页。

②李日华:《恬致堂集》卷 7《歙友吴振宇庭竹忽生

双岐亦犹花之并蒂木之连理其瑞可纪也》，第 317 页。

③李日华:《六研斋二笔》卷 1，第 5 页;卷 3，第 140

页。

④李日华:《六研斋二笔》卷 4，第 162 页。

⑤李日华:《六研斋三笔》卷 1，第 188 页。

⑥李日华:《六研斋三笔》卷 2，第 202 页。

⑦李日华:《六研斋三笔》卷 4，第 240 页。

⑧吴其贞:《书画记》卷 5“马和之设色《山庄图》绢

画一卷”条，第 208 页。

⑨吴其贞:《书画记》卷 1“张樗寮《楷书秋风辞》一

卷”条，第 3 页。

⑩吴其贞:《书画记》卷 1“谢葵丘《春江别思图》绢

画一卷”条，第 9 页。

是成功。又如记张樗寮《楷书秋风辞》等四种观于仇斗

垣处。仇为歙西华田人，“博古且力，为骨董中白眉，其

人绝无市井气”，吴其贞购其《叱石为羊图》、《秋风辞》

二种⑨。谢葵丘《春江别思图》等四图，吴其贞“观于岩

寺王仲嘉。王世业骨董，仲嘉讳泰，狂士也。涉猎经史，

讲究超人，善摹祝枝山行楷，可以乱真”⑩。此处王仲

嘉，疑即汪道昆从弟汪道会( 道会字仲嘉)。汪仲绥，李

日华称为“歙友”，吴其贞记，盛子昭《古木垂钓图》得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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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手，“仲绥为人蕴藉，雅能博古，且目力超众，前辈鉴赏

家每每推敲于彼，故世人呼为‘骨董秀才’”①。汪不易，

居安人，“能画，亦能辨论书画，为骨董行中有数者”②，

吴其贞曾从其手得到高士谦《晴竹图》等。公木兄，歙县

人，与吴其贞同乡，“以骨董见称于一时者，目力虽高，书

画尚未精究耳”③。

如此，李日华笔下提及的与其书画往来的有名姓的

徽商就近 20 人，其中大多是歙县商人，以徽人、徽客、歙
人、徽贾、歙贾笼统称之的也复不少，不少人以“徽友”尤

其是“歙友”标出，李日华提到其里人朱肖海以赝物售人

时也称“歙贾之浮慕者，尤受其欺”④，可见活跃在明末

江南的书画商，主要是徽商，尤其是歙县商人。吴其贞

提到徽州骨董商人也多见其人，也大多是歙商。从李日

华、吴其贞所记，可知徽州商人特别是歙县商人甚至徽

州籍的门生错趾丛杂于李日华身旁，为李日华提供四时

八方的货品渠道，由此也可见徽州书画商人在江南的活

跃程度。鉴赏家李日华与徽州书画商的交游既广且深，

徽籍尤其是歙县书画商成为李日华的主要供货商;闻名

一时的书画商吴其贞与众多大小徽籍书画商一起，交流

货品信息，展开书画购买竞争。

五、结语

对于明清时代尤其是徽商的收藏，长期以来学界评

价不高。如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刘士林教授，

于 2012 年 4 月 14 日在上海交大城市科学春季论坛上

说:“寄生于农业社会中的商人，目光短浅，见风使舵，缺

乏坚定的政治抱负和远大理想，只会享受和消费，对文

化也只是附庸风雅或浅尝辄止，不可能指望他们为一个

城市的文化负责。”⑤天津美术学院刘金库副教授也说:

“他们多半都是商人，旨在屯集财富，收藏书画是他们靠

近文人，附庸风雅的主要方式。”⑥若说具有“坚定的政

治抱负和远大理想”，可以“指望为一个城市的文化负

责”的阶层，在明清时期恐怕难觅;若说商人只是附庸风

雅，对文化浅尝辄止，恐不尽然，并非那么简单。

上述考察表明，明末清初活跃在江南的徽州书画商

人，其经营活动，旨在获取商业利润，殊少艺术赞助，其

间自有“浮慕”者，但决非能以“附庸风雅”概而言之。

商人如果只是附庸风雅，自然断难长久经营。著名书画

商人吴其贞、王越石，以及方樵逸、胡雅竹的经营都是相

当成功的，在十数年以至数十年的书画经营过程中，他

们不但积累起雄厚的家资，而且搜罗收藏了大量书画珍

品瑰宝，还培养了其家族或邻近地域的不少书画经营人

才。同不少书画收藏商人一样，对他们的书画眼力和在

骨董行的专业素养，负有时誉的丹青高手鉴赏家董其

昌、李日华、张丑等人，也是高度肯定的。王越石等人在

交易过程中“诈伪百出”，惯使刀锥伎俩，正体现出其追

求商业利润最大化的一面，而著名收藏家和鉴赏家张丑

等人，仍不得不佩服其“颇有真见”，艳羡其收藏了诸多

书画精品。李日华与方樵逸、胡雅竹等书画商人的交易

往来，口称“徽友”、“歙友”，甚或称颂祝寿，以友道待之，

并不认为这些商人在附庸风雅。李日华等鉴赏家与书

画商在一起，交流藏品信息，鉴别书画真赝，赏析艺术珍

品，甚至连袂外出访求藏品所在，或许眼力有高下之分，

见解会各不相同，但关系热络，气氛和谐，有时甚至惺惺

相惜。收藏鉴赏家依赖书画商人的四出奔走、费心访

求，开通了选购藏品的有效途径，源源不断地获取藏品

信息，直至收藏大量传世珍品;书画商人则通过鉴赏家

的鉴定，确认藏品的具体价格，把握收进或出手的最好

时机，获取商业利润的同时，书画专业水平也不断得到

提高。明末清初李日华、张丑等人的收藏鉴赏事业，有

赖于广大徽州书画商人的商业经营，他们丰夥的收藏，

体现着徽州书画商人的努力，一定程度上蕴含着徽州商

人的书画素养。

(本文系 2010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

项目《江南地域文化的历史演进》的阶段性成

果，项目批准号为 10＆ZD069。)
作者简介:姚 旸(1980 － )，男，江苏南京

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后;范金民(1955 － )，

男，江苏无锡人，南京大学特聘教授、历史系博士

生导师。
责任编辑:陈 瑞

①吴其贞:《书画记》卷 2“盛子昭《古木垂钓图》小

纸画一幅”条，第 47 页。

②吴其贞:《书画记》卷 2“高士谦《晴竹图》小纸画

一幅”条，第 47 页。

③吴其贞:《书画记》卷 2“廓填王右军《去夏帖》一

卷”条，第 47 页。

④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 2，万历三十八年二月

二十七日，第 85 页。

⑤刘士林:《现代作家解读江南城市》，《文汇报》
2012 年 6 月 4 日第 5 版。

⑥刘金库:《南画北渡———清 代 书 画 鉴 藏 中 心 研

究》，台北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版，第 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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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安庆环境卫生治理

探析(1927—1936)

朱正业
1

杨立红
2

(1． 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9;2． 安徽中医药大学 人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8)

摘 要:民国以降，作为长江沿岸重镇的省城安庆，城市化进程加快。然而，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街道

狭窄、房屋凌乱、垃圾遍地、沟渠壅塞、棺柩暴露等环境卫生问题日益凸显。基于城市发展与民众健康考

虑，安庆市政府着手建立卫生行政机构，颁行各种规章制度，广泛宣传卫生常识，添建卫生基础设施，消除

不良卫生行为与习惯。通过治理，城市环境卫生运作机制初步形成，市民的卫生意识不断提高，不良习俗

有所改变，城市的环境卫生状况与市容观瞻亦得到改善。但受种种因素的制约，在环境卫生治理上仍存在

诸多问题与不足。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安庆;环境卫生

中图分类号:K262． 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4)01－0132－08
On the 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in Anqing during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1927—1936)

ZHU Zheng － ye1 YANG Li － hong2

(1． History Department，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039，China;2．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Anhu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Hefei 230038，China)

Abstract:Provincial Capital Anqing，as a key city along the Yangtze Ｒiver Coastal speeded up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since the Ｒ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However，the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question was prominent day by day in the
process of city development，such as the street was narrow，the building disturbed traverse，the waste was everywhere，the
ditch was choked，the human skeletons was exposed． Based on urban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health，Anqing city government
began establishing the health administration institution，issuing the various rules and regulations，extensively publicizing the
hygienic knowledge，building the health basic installment，eliminating the bad health habits．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ur-
ban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had been preliminarily formed，the sanitation consciousness of citizen had constantly improved，

the unhealthy habits had some changes，the sanitary condition and the city appearance had been improved by governance．
However，because of many factors，there was still many problems on the 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desiderate to
be solved．

Key words: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Anqing;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安庆，“踞长江中游，政治上为一省之中心，

地利上占东南各省水上交通之冲。”①民国以降，

尤其是安庆建市后，城市发展进程加快，人口激

①赵福基:《整顿安庆市临江市场计划》，《安徽建

设》1929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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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至 1928 年，全市人口达 10 万余人①。人口

的不断递增，环卫事业发展的滞后，市民卫生意

识的参差不齐，导致种种环境卫生问题一一凸

显。关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安庆的环境卫生问

题，目前学界尚无专文探讨②。鉴于此，本文拟

通过时人对省城视觉与味觉的感知，尽可能勾勒

出其时安庆的生活图景，进而考察地方政府为改

善环境卫生所作的种种努力，并对这些举措的运

作绩效与局限性作一评析。

一、环境卫生实景

作为长江沿岸重镇与安徽省会的安庆，民国

时期的环境卫生状况如何? 给予时人以怎样的

感官印象与切身体会呢? 1929 年，从医十余年

的周卓人描述了其舍舟登陆、初抵安庆的观感:

“公厕林立，行人掩鼻而过，街道既狭，秽物充

盈;水沟之中，污浊满积”，“路旁之垃圾箱也，既

破且简，上亦无盖，垃圾堆及箱外，苍蝇丛生，且

大街小巷，尿粪遍地，种种不卫生之处，屈指难

数。”③街道窄狭，遍地粪溺，沟渠污浊，群蝇乱

舞，是省城安庆给一个初临者的不良印象。
置身于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安庆，房屋建筑

“排列不齐，东折西摧”，放眼望去，“城墙倒塌，

街道及一切建筑物，大都损坏不堪”④，尤其是三

牌楼、四牌楼、倒扒狮子街、梓伟阁、龙门口及东

西门内外正街等商业繁盛之区，“大都为交通拥

挤不堪之街道，狭隘异常”⑤。由于缺少规划，街

道两旁的店面“一伸一缩”，“尽是参差不齐的屋

檐”，极不雅观。下雨的时候，顺屋檐而下的“都

是成球的水，滴滴溚溚，有时雨止了半天，街上走

的人，还能领略这种风味。”更有甚者，四牌楼、
倒扒狮子一带，有些商店自行搭建过街雨棚，落

起雨来，“简直雨水编的簾子，一阵风就缴到行

人的身上来，打个透湿。并且天晴的时候，它又

遮断了阳光，使青天白日变成黑暗世界。”⑥再看

平民住房，“非常卑隘，窗户未曾多阔，无新鲜空

气之供给、充足阳光之照射”⑦。正如市政筹备

处在陈述其拆建理由时所称:“市房湫隘，街道

狭窄，几为各省之冠。”⑧

不仅如此，街道状况也不如人意。1928 年，

芜湖、蚌埠已有马路，“惟省会所在之安庆，独付

阙如”⑨。由于街道均为土路，在南来北往的车

马碾压下，“曲折隘狭，高低不平”⑩。道路两旁

的路灯“寥如疏星，夜间许多地方，黑暗如漆，行

人蹑手蹑脚，不是碰着，便是蹩着”。难怪时人

埋怨道:“也不知走至那个鸟洞来了，那里还象

是甚么城市!”瑏瑡

1928 年全市仅有的一处菜市场，因“无管理

人之指导，无定章可遵从，以致鱼肉杂陈，鸡鸭错

列，腥臭四溢”瑏瑢。由于缺少菜市场，行走在各街

道上，随处可见小商贩陈设货摊，露天交易。一

①《安庆市户口调查总表》，《市政月刊》1928 年第

4、5 期合刊。其中普通户口 96061 人，寺庙僧道 314 人，

公共处所 7174 人，合计 103549 人。而据雷野青记述，

1928 年，安庆全市人口约 9 万人。(见雷野青:《安庆市

政府筹备之经过及现在设施情形》，《市政月刊》1928 年

第 2 期。)至 1934 年，安庆人口为 17 万余人。( 见刘贻

燕:《民国二十二年安徽建设事业之回顾》，《建设周刊》
1934 年总第 78 期。)

②据笔者所知，目前，相关论文仅见黄礼群、朱正

业:《预防时疫指向下的丧葬改良———以 1928 年安庆为

例》(《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2 年第 4 期)，对民国安

庆城郊棺柩暴露及其整治作了探讨。

③周卓人:《安庆市卫生建设概论》，《安徽建设》
1929 年第 8 期。

④余立基:《整顿安庆市计划大纲》，《建设周刊》
1932 年第 15 期。

⑤《呈省府据安庆市政处呈送新市场建筑章程业

经修正请鉴核备案文》，《市政月刊》1928 年第 2 期。

⑥瑏瑡瑏瑤蔡天民:《谈谈安庆市上眼前要改良的十桩

事》，《市政月刊》1928 年第 2 期。

⑦秦良藻:《安庆市改建计划及其整理方法》，《市

政月刊》1928 年第 3 期。

⑧⑨汪朗溪:《安庆市政革新之我见》，《市政月刊》
1928 年第 3 期。

⑩赵福基:《整顿安庆市临江市场计划》，《安徽建

设》1929 年第 5 期。

瑏瑢《安庆市菜市场计划》，《市政月刊》1928 年第 3

期。

瑏瑣安徽省会公安局编辑处:《安徽省会公安局两年

来工作概要》，安徽省会公安局 1934 年发行，第 67 页。

些售卖鱼肉、蔬菜的小贩“不顾公众道路，往往

将肉案摊担，当街摆设，或拦路停放”瑏瑣，有的甚

至“把路占了半边”瑏瑤。沿街铺户门外，有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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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人“公然搭起灶来，煎呀! 熬呀! 烟呀! 又危

险，又肮脏，又碍行人，又不雅观。”①

厕所是必不可少的卫生设施。然而，当时安

庆居家大多未设厕所，通常使用粪缸来解决内

急。10 多万的人口，每天要产生大量的粪秽。
然因没有污物处理系统，市民日常生活的排泄物

只能依靠粪夫每天背着粪桶、拿着粪瓢、走街串

巷、挨家挨户地收集。由于缺少管理，“市上粪

桶成群，却是漫无限制。每日之间，无论何时，常

常见有挑粪的神圣，一肩担起，在人丛中横冲直

闯，望风辟易，稍不经心，只怕那些衣裳楚楚的人

物，各人身上，免不掉‘污点’、‘劣迹’两个名词

咧! 就是倒西江之水，也难涤净他那股体味!”②

共同的生活情境，多年不变的生活习惯，又没有

其他外来卫生设施的比照与借鉴，广大民众往往

多不以为然。对此，时人蔡天民有着难以抹灭的

另类记忆:

有一天我从县下坡经过，偶见有个挑粪的在

某家柜台外停着，将柜台底下临街窗门打开，伸

手就一瓢粪兜出来，原来里面是粪缸呀! 当时我

很谓怪! 自后似又于三步两桥及其它第二等街

道时而见过，才晓这是安庆住户普通的一种粪缸

装置，他们自己并不觉其稀罕! 更有把粪缸放在

门口墙脚，天井院子，或厨房灶边的，我心中曾发

生一种奇想:以为这里人的嗅觉机关当有特别构

造，不然，如此的“荷风送香气”，我们皆要“掩鼻

而过”，总偏“食思其间”，消受得起，可不是“逐

臭异禀，得天独厚”么? 然卫生上，暗中蒙那秽

气之赐的，怕也不少③。
光天化日之下随地便溺是当时安庆又一见怪

不怪的城市图景。在许多巷口、墙边及拐角等处，

“有些人毫不客气，扯开裤子便洒。至若小孩们，

当街便溺，更是司空见惯。”即便是设有尿池的场

所，在尿池以外“距离至有一丈多过径，还像大雨

淋漓似的，沾鞋溅袜，真欲令后来者‘步步生莲

花’!”④这些龌龊情形，实在有损城市形象。
除粪溺外，众多的城市人口每天都会产生大

量的生活垃圾。当时虽有清道夫每日按时打扫，

然因人数较少，民众卫生意识淡薄，“地面污秽，

屡见不鲜”⑤。兹截取几个镜像，以窥一斑。镜

像一:大街小巷住户与商店任意倾倒秽水⑥。镜

像二:街市各猪肉摊每天收案时，将洗刷肉案的

油水随地洒泼，往往将行人衣物弄脏⑦。镜像

三:民众任意倾倒垃圾秽物，以致“城区内外大

街小巷堆积垃圾秽物触目皆是，行旅既感不便，

臭气尤属难闻”⑧。将上述几个镜像组合在一

起，不难想见一幅“满街龌龊，臭气薰天”⑨的污

秽画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愈益增

多，生活垃圾亦较前成倍地增长。至 1929 年，江

岸一带用以囤积垃圾的堆场已达 8 处之多⑩。
各垃圾堆场“既无墙拦隔，而堆积复无限制，以

致垃圾四溢，秽臭难堪”瑏瑡。附近一带的住户店

主“历年因感受垃圾秽臭，时多生病”瑏瑢。

①②③④蔡天民:《谈谈安庆市上眼前要改良的十

桩事》，《市政月刊》1928 年第 2 期。

⑤瑏瑡瑏瑢瑏瑣瑏瑤安徽省会公安局编辑处:《安徽省会公

安局两年来工作概要》，第 111、51、99、78—79、74—75

页。

⑥蔡天民:《谈谈安庆市上眼前要改良的十桩事》，

《市政月刊》1928 年第 2 期;《令市公安局拟订本市应行

改革事项七条仰即转饬各该区署切实奉行具覆查考

由》，《市政月刊》1928 年第 4、5 期合刊。

⑦《令市公安局拟订本市应行改革事项七条仰即

转饬各该区署切实奉行具覆查考由》，《市政月刊》1928

年第 4、5 期合刊。

⑧《令省会公安局为省会城区内外大街小巷均有

堆积垃圾秽物值此春令易染病疾令行于三日内督饬所

属一律扫除尽净报查由》，《安徽民政月刊》1930 年总第

24、25 期合刊。

⑨秦良藻:《安庆市改建计划及其整理方法》，《市

政月刊》1928 年第 3 期。

⑩《为拟设法取缔西南门沿江江岸堆存垃圾请公

决案》，《安徽建设》1929 年第 8 期。

其时安庆的污水主要通过分布在城区的沟

渠池塘进行排泄。然因疏于管理，多数沟渠年久

失修，加之一些民众公共卫生观念淡漠，在沟塘

附近散放牲畜，随意将垃圾、粪秽倒入沟渠，甚至

“投放笨重木石，车运逾量米粮，以致污秽池塘，

撞损沟渠”瑏瑣。市公安局在其报告中指出:“若

任长此淤臭，不仅于公共卫生、交通、观瞻诸端咸

有妨碍;且恐积久发酵，病菌孳生，辗转成疫，尤

深堪虞。”瑏瑤每当气温上升，淤塞的沟渠散发着阵

阵恶臭，成为其时安庆的重要污染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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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棺不葬是传统丧礼中‘殡’的延续。此种

现象在安庆并非鲜见。人们“忸于积习，或迷信

风水，漂泊遗骸，或营葬乏资，稽迟累岁，以致愈

厝愈多”①。四郊之外未葬棺柩触目皆是，尤其

是建设门一带，“暴棺露厝，纷乱如麻，真令人棘

目刺鼻”②。据统计，1928 年市辖区内的浮厝棺

柩多达 670 余具③。这些棺柩因停放时间久长，

棺内尸体“因化学作用而生臭气，人民触之，毒

害甚大”④。尤其到了夏季，烈日炎炎，臭气与细

菌在空气中漂浮弥漫，极易滋生疫病。
安庆，作为当时的省会城市，形如蛛网的街

衢，林林总总的店铺，熙来攘往的人群，无不向世

人展现着其繁华的一面。然而，随着人口的大量

积聚，各种环境卫生问题也逐一显现出来。1931
年，主管卫生工作的官员感慨道:“大街小巷时

有乱倾垃圾，污秽不堪，……近以霪雨连朝，积秽

更甚，天晴亢热，污恶之气充溢，其闻尤为病疠发

生之大患。”⑤街道与住房狭窄凌乱，小商贩毫无

限制地沿街摆摊叫卖，垃圾便溺随处可见，沟渠

壅塞，棺柩暴露，隐藏在繁华背后的生活环境实

在不容小觑。

二、环境卫生治理举措

“吾人之生活环境，皆足以为传染病之诱

因”⑥。环境卫生的不良使生活在安庆的民众备

受传染病侵扰，每当“入秋以后，疠疫传染，死亡

枕藉”⑦。据时医周卓人统计，在其每年诊治的

3500 多病人中，时疫症占 1 /5，肺痨病占 1 /2(其

中因居屋陋隘，尘埃满目，患肺病者为十之八

九)⑧。环境卫生的恶化，传染病的肆虐，新生活

运动的发起，西方环境卫生管理理念与机制的植

入，全国性卫生强国强种呼声的高涨，以及城市自

身发展的需要，都使得整治环境卫生成为其时安

庆城市化发展进程中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
(一)卫生宣传

环境卫生的维护，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都

离不开民众卫生观念的形塑与卫生习惯的养成。
为此，市政府除要求市民自觉遵守章则规定外，

还通过多种方式广泛宣传卫生常识。其一，印制

卫生标语、图画及清洁卫生实施办法，或散发住

户，或 沿 街 张 贴⑨。其 二，定 期 出 版《市 政 月

刊》，刊载与卫生相关的法规章则、布告、训令、
呈文、计划及言论等。其三，组织卫生讲学会，扩

大卫生宣传⑩。其四，颁发《卫生警察十二要》，

将卫生宣传列为卫生警察的一项重要职责瑏瑡。
除日常性的卫生宣传外，市公安局还于每年

的 5 月 15 日、12 月 15 日定期举行卫生运动大

会。如 1930 年 12 月 15 日举行冬季卫生运动大

会时，“全市各街衢贴满关于卫生之标语，颇足

令人猛省”瑏瑢。1934 年 5 月 15 日举行夏季卫生

运动大会时，“制印卫生标语二十二种，张贴通

衢，以资纠正，而广宣传。”其中，涉及环境卫生

的标语就有 13 条，如不准随地吐痰，不准污秽街

道，不准当街粪溺等瑏瑣。一年两次的卫生运动大

会，不仅宣传了卫生常识，强化了民众的卫生意

识，同时还通过政府部门的积极参与，起到了良

好的社会动员与率先垂范作用。
(二)厕所管理

“查本城人民习惯，一般贫民住户，往往贪

图一己便利，在偏僻街巷、墙角石阶之下，私砌粪

缸，妨碍公共卫生”瑏瑤。为维护市面整洁，防止疫

病滋蔓，1932 年，市公安局发布“取缔露天粪缸

以防瘟疫”训令瑏瑥。同时规定，“凡在菜园、花圃

或偏僻空场者，饬令修砌粪柜，安置门扇;凡在大

街要巷路旁者，一律限令拆除。”瑏瑦

①③《函安庆市慈善团体委员会据市公安局呈请

掩埋枯柩经市政会议通过函请贵会接洽办理由》，《市

政月刊》1928 年第 4、5 期合刊。
②④蔡天民:《谈谈安庆市上眼前要改良的十桩

事》，《市政月刊》1928 年第 2 期。
⑤《令省会公安局令饬注意省会街巷清洁免生疫

疠由》，《安徽民政月刊》1931 年总第 30 期。
⑥尤济华:《传染病与饮食物》，《卫生月刊》1934 年

第 4 卷第 2 期。
⑦⑧周卓人:《安庆市卫生建设概论》，《安徽建设》

1929 年第 8 期。
⑨瑏瑣瑏瑤瑏瑦安徽省会公安局编辑处:《安徽省会公安

局两年来工作概要》，第 86—88、53、92、72 页。
⑩《安庆市 政 府 市 政 状 况 调 查 表》，《市 政 月 刊》

1928 年第 4、5 期合刊。
瑏瑡瑏瑥安庆市卫生志编纂领导小组:《安庆市卫生

志》，黄山书社 1995 年版，第 287—288、30 页。
瑏瑢《省会卫生运动》，《安徽民政月刊》1930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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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式交通的发展，人口的流动频率不断

加快，安庆作为省会，对外来人口有着较强的吸附

力。城市人口的增加，尤其是流动人口的增多，原

有的卫生设施已难以满足市民的如厕需求，这也

是其时安庆大街小巷便溺现象触目可见的根源之

一。1928 年 2 月，安庆市政府制定公共厕所建设

计划，要求所建公厕易于冲洗、空气流通、光照充

足①。4 月，安庆市第一所公厕建设竣工②。1930
年，新市区投入兴建，市政府提出“公共厕所必先

设置，以重卫生”③。但限于经费，至 1934 年，仅

前市政筹备处建筑公厕 3 所。市公安局接管后，

“迭经设法拨款，派工修缮，以壮观瞻”④。
公厕的缺乏，显然无法满足民众的需求。于

是，有些人瞄准粪肥的高额利润，在大街小巷私

自搭建厕所供市民使用。这些私厕大多设备简

陋，管理不善，极不卫生。为维护城市环境卫生，

1927 年 7 月，市公安局颁行《管理厕所章程》，不

仅对私人厕所的执照办理、捐税缴纳等作了明确

规定，同时还对其日常维护管理作了具体要求:

各厕主每年春末夏初将厕所整理刷新一次，如有

倒塌损坏，务必修缮;各厕所粪便须由粪夫按日

或隔日清除一次;粪夫挑运粪溺，器具须整洁，不

得使粪便流出;禁止向厕所内抛弃秽物，等等⑤。
(三)建设菜市场，取缔拦街菜摊

安庆市原先仅有菜市场一处，且十分简易，

以全市“五万里余之面积，十余万之人口，一菜

市当不敷用”⑥。在城市街道通衢，“菜摊负贩

颇多，此往彼来，川流不息”⑦，既不卫生，又影响

交通与市容。1928 年，市政府拟在城中、北门

内、西门外、东门外建设 4 处菜市场，“将全市所

有鱼鸡鸭菜蔬等食品，尽行迁入场内”。同时，

设立菜市场管理处，负责卫生行政事务。然因经

费支绌，只能优先建设城中菜场⑧。城中菜市场

建成后，仅仅满足了附近居民的生活之需，“城

西、城北之市民，亦多不便”。1929 年，拟继续增

建，“以重卫生，而应需要”⑨。至年底，城西、城
北两处菜场竣工⑩。

菜市场虽陆续建立，但与安庆市面积与人口

相比，远远不足，沿街摆摊现象无法在短时间内

杜绝。1933 年《取缔菜摊规则》出台，对菜摊的

摆放作了限定，要求选择宽阔地点整齐排列，不

得停置街心，阻碍交通。在摆设菜摊时，必须保

持清洁，不得随手抛弃菜叶、菜根、皮渣等物，不

准贩卖腐烂变质的菜物。如违犯规定，予以罚

款瑏瑡。1934 年，市公安局饬令各分局，要求各辖

区内未按规定摆设的菜摊一律移设于檐下台阶

以内或其他空旷场所瑏瑢。
(四)疏修沟渠，筹建下水道

安庆“地方偏狭，人口繁庶，所有沟渠池塘，

日遭践踏”瑏瑣，加之“年久失修，淤塞不通”瑏瑤，各

处“水沟之中，污浊满积”瑏瑥。为改善市容环境，

市政府详查全市所有沟渠，明确责任主体，将沟

渠分为公有、私有两种，规定“凡属公有者，应即

随时转函工务局，派工修治，以免污秽阻滞，其属

于私有者，随时饬令各该沟主，自行雇工修理，以

防臭 气 外 溢。”瑏瑦至 1932 年，共 疏 通 淤 塞 沟 渠

113 处瑏瑧。同 时，将 一 些 浅 小 池 塘 填 废。1934
年，公安局对全市 41 处池塘调查后决定填废 6
处，“函 省 会 工 务 办 事 处 查 照 办 理，以 期 整

洁”瑏瑨。此外，还筹建下水道。根据 1930 年市建

设方案要求，今后新修市区道路，“拟就其主干

部分，先行着手，设立适合卫生之下水道”瑏瑩。

①《呈省政府呈报议决建筑公共厕所并附送计划

书仰祈鉴核备案由》，《市政月刊》1928 年第 2 期。
②《安庆市工务局四月份工作报告》，《市政月刊》

1928 年第 3 期。
③瑏瑩《安庆 市 十 九 年 度 建 设 方 案》，《安 徽 建 设》

1930 年第 19、20 期合刊。
④瑏瑢瑏瑣瑏瑤瑏瑦瑏瑨安徽省会公安局编辑处:《安徽省会

公安局两年来工作概要》，第 92、67、78、91、91—92、78
页。

⑤瑏瑧安庆市卫生志编纂领导小组:《安庆市卫生

志》，第 281、51 页。
⑥《安庆市菜市场计划》，《市政月刊》1928 年第 3

期。
⑦《呈省政府呈报建筑安庆市菜市场经过情形仰

祈鉴核考查由》，《市政月刊》1928 年第 4、5 期合刊。
⑧《安庆市菜市场计划》，《市政月刊》1928 年第 3 期。
⑨《十八年度安庆市建设方案》，《安徽建设》1929

年第 8 期。
⑩李葆发:《一年来安徽建设之概况》，《安徽建设》

1929 年第 12 期。
瑏瑡《取缔菜摊规则》，《行政季刊》1933 年。
瑏瑥周卓人:《安庆市卫生建设概论》，《安徽建设》

1929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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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迁移露棺浮厝

安庆城区一带露棺浮厝因年久不埋，风雨侵

蚀，每有散裂，尸骨暴露，秽气四溢，严重恶化了生

活环境。为预防疫病，1928 年，市政府颁行《安庆

市政府取缔葬坟章程》和《安庆市公安局取缔停

厝棺柩章程》，对市区棺柩的埋葬及停厝规范如

下:葬坟地点需距离城根 3 里以外，埋葬深度在 5
尺以上;停厝在善堂、庙宇内的棺柩不得超过 5
年，善堂、庙宇之外不得停厝，违者处罚①;以停厝

棺柩为业者，须呈请备案，经理人须时常检察所停

棺木，如有朽坏，应及时修理或迁葬。因患传染病

而死者必须即时掩埋，不得停厝②。
根据规定，安庆市政府限期要求市民将城濠

附近坟厝迁至城圈 3 里以外埋葬，如逾期不迁，

将由政府另觅公墓安置③。为推动迁葬工作顺

利进行，市公安局一面通知有主棺柩从速迁葬，

一面函商私立慈善联合会及各善局将无主棺柩

设法迁葬。经调查，1928 年安庆市区内约有无

主浮厝 150 余具④。至 7 月底，有 141 具被移

埋⑤。为彻底消除停棺不葬之陋习，市公安局还

发布通告明确要求，今后如有出丧，必须及时安

葬，不得曝棺于市区或停放寺宇⑥。

三、环境卫生治理评析

环境卫生状况的不断向好，既是城市发展的

必然要求，也是城市文明的象征和体现。民国时

期，环境卫生作为安庆市政管理的重要部分，倍

受管 理 者 重 视。为“树 全 皖 地 方 自 治 之 模

范”⑦，安庆市政府加大对环境卫生的治理力度，

无论在管理层面，还是在市民生活环境的改善方

面，均已初见成效。
第一，城市环境卫生运作机制初步形成。
环境卫生事业是一项大型的民生工程，“必

赖政府之建设庶能有济，盖非一人之力可以举行

也”⑧。1927 年，安庆市在市公安局下设卫生

科，综理全市街道、道路、沟渠、住户、商店及其他

公共场所清洁等事项⑨，正式将环境卫生纳入市

政管理范畴。此后，为加强对城市环境卫生的有

效治理，相关规章制度陆续出台，如《安庆市公

安局卫生清洁队章程》、《安庆市公安局管理厕

所章程》、《安庆市公安局取缔挑运粪溺章程》、

《安庆市公安局取缔停厝棺柩章程》、《安庆市街

道整理规则》、《卫生警察十二要》、《安徽省会公

安局整理市面卫生规则》、《扫除污物暂行条例

实施细则》及《取缔厕所清洁规则》等。上述规

章的颁行，将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纳入有法可依的

规范化轨道。良好的规章制度，欲使其发挥效

用，关键在于落实。为此，市公安局多次发布督

促卫生法规施行的“布告”与“训令”，如“布告各

界迅将浮厝枯柩设法迁葬”、“严禁浮厝暨曝棺

郊外”、“掩埋浮柩布告”、“取缔露天粪缸以防瘟

疫”、“取缔沿街卖菜”、“整理偏僻小巷”等。环

境卫生管理机构的建立，各种规章制度的颁行，

表明安庆城市环境卫生管理运行机制已逐步形

成。

①《安庆市政府取缔葬坟章程》，《市政月刊》1928

年第 1 期。

②《安庆市公安局取缔停厝棺柩章程》，《市政月

刊》1928 年第 4、5 期合刊。

③《第三、第七次市政会议纪录》，《市政月刊》1928

年第 1 期。

④《函公安局通知本府拨款掩埋枯柩届时派警率

领工人掩埋枯柩由》，《市政月刊》1928 年第 4、5 期合

刊。

⑤《函安庆市慈善团体委员会据市公安局呈请掩

埋枯柩经市政会议通过函请贵会接洽办理由》，《市政

月刊》1928 年第 4、5 期合刊。

⑥《令市公安局严禁浮厝暨曝棺郊外由》，《市政月

刊》1928 年第 4、5 期合刊。

⑦《安庆市改良计划及其整理方法》，《安徽民政月

刊》1931 年总第 31 期。

⑧周卓人:《安庆市卫生建设概论》，《安徽建设》
1929 年第 8 号。

⑨安庆市卫生志编纂领导小组:《安庆市卫生志》，

第 19 页。

第二，城市环境卫生与市容观瞻得到明显改

善。
基于城市发展与市民健康考虑，安庆市政府

着力于城市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取得了一些直观

的成效:其一，组建卫生清洁队，增设夫役，添置

垃圾箱，对全市街道进行分段清扫与检查，清除

沿江一带积存多年的垃圾堆，全市主要街道的卫

生状况有明显改观。其二，在全市设立菜市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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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取缔沿街摆摊，经过整顿，“街道阔清，市容

为之一整”①。其三，取缔露天粪缸，修建通风、
易冲洗、采光好的公共厕所，对全市厕所进行规

范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公厕缺乏且脏臭难

耐的状况，随地便溺的现象有所减少。其四，疏

浚淤臭沟渠，填废一些浅小污浊的池塘，严禁市

民向沟塘内倾倒垃圾秽物，利于城市污水及雨水

的排泄，有效维护了街市清洁。其五，将城区一

带久经风雨侵蚀、秽气四溢的露棺浮厝迁至离市

区较远的义山进行掩埋，大力提倡土葬，严禁将

棺柩暴露于野外或停放于寺宇，极大减少了细菌

及秽气对城市生活环境的污染。安庆市政府所

做的种种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的环境

卫生状况与市容观瞻，减少了疫疠的大规模爆发

与蔓延。
第三，市民卫生意识不断提高，不良习俗有

所改变。
民国初期，安庆的卫生事业建设尚处于起步

阶段，一般民众对于卫生常识尚甚缺乏，卫生观

念极为淡薄。为使环境卫生治理举措切实施行，

市公安局除制定规章制度约束市民的不良卫生

行为外，还通过多种渠道宣传、普及卫生知识，提

高市民的卫生意识与健康意识。1934 年，当获

悉危害健康的沿江各垃圾堆被铲除时，附近居民

“不啻喜从天降，交相告慰不置”②。同时，沿街

摆摊、随地便溺、任意倾倒垃圾秽物等生活陋习

亦有所减少，沿袭多年的“停棺不葬”习俗逐步

被体现都市文明的公墓所取代。
环境卫生问题并非一个孤立的问题，不可能

期望抛开其时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的

发展状况而单独予以解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安庆在环境卫生管理与改善方面虽有较大突破，

但受政局、贫穷、疾病、愚昧等因素的掣肘，仍存

在诸多问题与不足。
第一，卫生经费短缺，环境卫生治理缺乏动

力支持。
环境卫生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支持。

民国时期，由于政局不稳，灾祸频仍，军费支出庞

大，用于卫生事业上的经费微不足道。1928 年，

曾有时人指出:“中央政府与地方所出，每年之

卫生行政费，仅百余万元，以四万万人平均计之，

每人不及一分。”③安庆虽为省城，但困于财政支

绌，环境卫生事业经费十分缺乏，环境卫生治理

举步维艰，主要表现为:其一，许多关于环境卫生

改良的规划构想难以落实。如 1928 年，原本计

划在城中、北门内、西门外和东门外建设 4 处菜

市场。然因经费不足，至 1929 年，城西、城北两

处菜场仍未列入建设日程④。其二，环境卫生设

施建设迟缓。如淤损沟渠池塘的修浚，新式下水

道及公墓的兴建等，多因工大费巨而停留于计划

层面。其三，清道夫人数较少，街巷过多，打扫难

周⑤。经济疲敝、经费支绌是困扰与制约安庆环

境卫生治理的重要因素。
第二，卫生行政管理机制不完善，政令执行

不力。
其时安庆虽然设立了卫生行政机构，初步建

立起一套环境卫生管理机制，然在监督、制约、处
罚等方面尚不完善，有些规章制度与政令在执行

过程中往往流于形式，无法真正落实。如市公安

局曾设有岗警一职，负责检查辖区内的卫生状

况，并对有违卫生的不良行为进行劝导或处罚。
可是，因缺少严格的监督、考核与问责机制，各地

岗警在执行公务时常常玩忽职守，对街市通衢商

店住户任意倾倒秽水的现象熟视无睹。对于岗

警的渎职行为，市公安局虽认为“殊属非是”，却

拿不出具体的惩治办法⑥。管理机制的漏洞，公

职人员的消极怠工，必然使环境卫生的治理绩效

大打折扣。

①②安徽省会公安局编辑处:《安徽省会公安局两

年来工作概要》，第 67、98 页 。

③金宝善:《吾国今日之公共卫生》，《卫生月刊》
1928 年第 1 卷第 2 期。

④《十八年度安庆市建设方案》，《安徽建设》1929

年第 8 期。

⑤至 1934 年，全市卫生、清道两队仅有长警、夫役

一百数十名。参见安徽省会公安局编辑处:《安徽省会

公安局两年来工作概要》，第 91 页。

⑥《令市公安局拟订本市应行改革事项七条仰即

转饬各该区署切实奉行具覆查考由》，《市政月刊》1928

年第 4、5 期合刊。

第三，部分市民的环境卫生意识淡薄，对政

府的规章制度置若罔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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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净舒适的生活环境，需要大家共同维护与

营造。民国时期，由于政局动荡，经济发展迟滞，

教育无法普及，民众的环境卫生意识与公民意识

淡薄，现代文明的生活理念与生活方式无法在短

时间内被广大民众所理解与接受。对此，时人认

识颇深:“公共卫生的基础工作，在个人卫生。
由个人而家庭而社会，乃有公共卫生。然而一般

社会人民有数缺点，怠惰者知而不改，愚昧者不

知更改，狡黠者意存蒙混，而一般严谨守法者反

受讥诮。是非黑白，一时失辩。”①在卫生知识十

分匮乏的时代语境下，欲通过教育改变百姓根深

蒂固的卫生习惯与卫生观念，使其自觉遵守各项

规章制度，自觉维护环境卫生，殊非易事。民国

时期，安庆市公安局“不啻三令五申，将所有整

理市面清洁及私人家宅卫生各项章则，迭经公布

施行在案。无如言之谆谆，听者藐藐，致从未能

实行，殊为遗憾”②。深究之，民众对政府规章制

度与卫生倡导置若罔闻的根源还在于经济衰败。
在“财政支绌，民不聊生，一箪食，一豆羹，尚且

不得”③的历史背景下，要求民众拥有卫生自觉

与现代文明的卫生理念，实在是超乎现实的过高

要求。
民国时期安庆的诸多环境卫生问题与城市

化进程是相伴而生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

府治理环境卫生能力的增强，市民环境卫生意识

的提高，目前，诸如遍地粪溺、沟渠壅塞、棺柩暴

露等环境卫生问题已不复存在。城市环境卫生

治理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社会工程。当传统的

环境卫生问题得到解决的同时，水质污染、大气

染污、交通污染等新的环境卫生问题正威胁着人

们的健康与安全。如何破解新的环境卫生问题，

成为我们思考的时代命题。
［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民

国安徽社会史研究》(AHSK09—10D110)和安徽

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民国安徽卫生

防疫研究》(2013rw008)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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