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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源区教师进修学校 ， 江西 萍乡 337000 ）

  

提 要： 近调查萍乡谱牒 ， 又发现文廷式伏文二篇： 卜．柴县赤山行观泉高lju许氏续修族序 ·篇 ， 撰序 1903 年： 彭高镇萧氏

  

续修族谱思尧公像赞一篇 ， 见刊其族谱为 1933 年： 芦溪县_茅店摩高岭刘氏续修族谱序 一篇 ， 撰序 1899 年 。 二篇佚文会系

  

文氏手书楷体刻版 ， 连同笔者前几年调查萍乡谱牒所发现的心篇文氏伏文 ， 见萍乡谱牒之文氏伙文已达七篇 。

  

关键词 ： 文廷式佚文： 三篇； 近见萍乡谱牒

  

中图分类号 ： K825.2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7-9149(  2012)  01-0012-04

      

晚清爱国政治家 、 学者 、 四大词宗之首文廷式 ，

  

其宏茂著述 ， 白生前结集刊布后 ， 全上 IU：纪九十年代的

  

一
西多年里 ， 迭有各种规模文集刊行丁．|u．。 期问， 海内

  

外学术界 、 文物界 、 商贸界 、 收藏界、 出版界等各以小

  

同目的和方式 ， 尽其一
切可能搜集 、 整理 、 研究、 编纂 ，

  

或誊抄 、 或仿造 、 或刊刻 、 或流通 ， 所能用上的方法与

  

于段 ， 投入的人力物力 ， 都已达到了能达到的J'度和深

  

度 。 冈此 ， 在全球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均臻丁．非常高度

  

的今天 ， 称文氏之文的搜集已近乎搜罗无遗并小过分 。

  

进一步搜获文氏之文的难度可想而知 ， 这足就已失I|文氏

  

之文而言的。 至于文氏伙文之获取 ，
． 更是难乎其难 ， 其

  

文翰之价值已4i裔
’

白喻 。

    

／
i过以往搜集文氏之文甚少及 T ．潜牒文献 ， 往相

  

当艮的时问里 ， 无沦足学术界还是非学术界 、 尚有/1<少

  

人囿丁．白身文化的贫乏等冈素 ， 对皤牒认j/{多有偏误 ，

  

或曲解 、 或抵制 、 或4i屑一顾 、 或变相封杀 ， 从而导致

  

其谱牒学的硼f究与应用遭冷遇 。 但谱牒毕竟足全人类文

  

明史上中国独有的史学文化 ， 对谱牒之重视以扎扎实实

  

的行动米展开T 作 ， 在萍乡irl,小乏人： 芦溪县政协文史

  

委以缪德荣为首的一群热心者 ， 去年始 ， 进行全县谱牒

  

专项调查已多月 ， 创获颇多 。 凌焰 、 曾伟等几位即将毕

  

业的大学博十研究生等亦倾力加入到萍乡谱牒调查研

  

究丁作巾米， 即是典型 。

      

笔青 2003-2006 年问 ， 曾依次在湘东区老关镇登

  

官张氏族谱巾爿· 访到文廷式 1892 年所撰谱序、 下埠镇

  

马迹塘黄氏族潜贺寿文 、 上栗县福田镇泉塘下彭氏谱人

  

物传 、 安源区青山镇乌石村叶氏潜序共讣四篇， 全届文

  

氏伙文 ，这为寸找文氏伙文开了一个好头。 笔并
。

曾预 n:

  

萍乡境内的谱牒还将可能发现文氏伙文 。

      

近承缪德荣 、 凌焰等朋友之助 ， 又发王见文氏二篇

  

伙文丁萍乡谱牒 ， 概况如表 。

  ┏━━━┳━━━━┳━━━━━━━┳━━━━━┳━━━━━━┳━━━━━━┳━━━━━━━┳━━━━━┳━━━━━━┳━━━━┓  ┃      ┃  

伙文

  ┃              ┃

谱牒堂

    ┃    

纂修

    ┃  

伙文

      ┃  

刻
‘

．}：之

 ┃  

文体

    ┃  

落款

      ┃        ┃  ┃

序号

  ┃        ┃  

所见谱牒

    ┃          ┃            ┃            ┃              ┃          ┃            ┃  

备注

  ┃  ┃      ┃  

篇名

  ┃              ┃

号版次

    ┃    

年代

    ┃  

‘

，：数

  ┃  

‘

f
：休

     ┃  

版式

    ┃  

印章

      ┃        ┃  ┣━━━╋━━━━╋━━━━━━━╋━━━━━╋━━━━━━╋━━━━━━╋━━━━━━━╋━━━━━╋━━━━━━╋━━━━┫  ┃      ┃        ┃  

上柴县办山

  ┃  

端本堂

  ┃  

清光绪 ：

  ┃  

近七西

    ┃  

文氏

        ┃  

文 ^
‘

4i

 ┃  

篆印白

    ┃  

见复

  ┃  ┃ 

 l

   ┃  

谱序

  ┃  

镇石观泉高

  ┃          ┃  

十九年

    ┃            ┃  

于 一l 5

     ┃  

断句 、

  ┃            ┃        ┃  ┃      ┃        ┃  

阳许氏族谱

  ┃  

续修谱

  ┃            ┃  

！t：七页

 ┃              ┃          ┃  

文 、 朱文

  ┃  

印件

  ┃  ┃      ┃        ┃              ┃          ┃ 

 (1903) 年

  ┃            ┃  

楷体

        ┃  

竖排

    ┃            ┃        ┃  ┗━━━┻━━━━┻━━━━━━━┻━━━━━┻━━━━━━┻━━━━━━┻━━━━━━━┻━━━━━┻━━━━━━┻━━━━┛  

收稿日期 ： 2()12-11-()6

  

作者简介： 高洪年 (195()- ）， 男 ． 江西萍乡人 ， 中教高级 ， 主要从事文字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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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思尧公

  ┃  

上柴县彭高

  ┃  

崇本堂

  ┃  

民国 ：十

  ┃  

四十六

  ┃        ┃        ┃            ┃        ┃  ┃   

 2

 ┃            ┃              ┃          ┃    

二年

    ┃    

字

    ┃  

同上

  ┃  

同上

  ┃   

 |

       ┃   

 |

   ┃  ┃      ┃  

像赞

      ┃  

镇萧氏族谱

  ┃  

续修谱

  ┃            ┃          ┃        ┃        ┃            ┃        ┃  ┃      ┃            ┃              ┃          ┃ 

 (1933) 年

  ┃  

一页

    ┃        ┃        ┃            ┃        ┃  ┣━━━╋━━━━━━╋━━━━━━━╋━━━━━╋━━━━━━╋━━━━━╋━━━━╋━━━━╋━━━━━━╋━━━━┫  ┃      ┃    

摩高岭

  ┃

芦溪县万龙

    ┃          ┃            ┃          ┃        ┃        ┃            ┃        ┃  ┃      ┃    

刘氏续

  ┃

山茅吉萍东

    ┃

敦本堂

    ┃

清光绪己

    ┃  

近千字

  ┃        ┃        ┃  

篆印白

    ┃  

见复

  ┃  ┃   

 3

 ┃            ┃              ┃          ┃    

亥年

    ┃          ┃  

同上

  ┃  

同上

  ┃            ┃        ┃  ┃      ┃    

修族谱

  ┃

摩高岭刘氏

    ┃

续修谱

    ┃            ┃  

六页

    ┃        ┃        ┃  

文 、 朱文

  ┃  

印件

  ┃  ┃      ┃  

序

        ┃    

族潜

      ┃          ┃ 

 ( 1899) 年

 ┃          ┃        ┃        ┃            ┃        ┃  ┗━━━┻━━━━━━┻━━━━━━━┻━━━━━┻━━━━━━┻━━━━━┻━━━━┻━━━━┻━━━━━━┻━━━━┛  

将佚文改排横行 ， 仍以繁体 、 宋书 、 加标点符号逐篇排版如次 （黑体标题为笔者所加 ）

    

一 石观前高阳许氏族谱

  

端本堂修

  

谱序

  

昔蕊子记竞禳天下拎抨由 ， 或 l_．I荒庸之嗣 。 然以

  

觚典澄之 ， 剐轩大嵌之胤也 。 竞典豁四搬 ， 巽帝

  

佩 ， 非藤固之事乎？ 由是秩宗拎虞 、 封圆于刷 ，

  

叫德之速 ， 盏其
‘ -

：矣。 戟固有并行者， 稳晨家言，

  

雕舆盂子其趣 ， 然寅能绍乃祖炎帝神展之靛： 至

  

漠而 《谶文》之孕 、

“
月 H．

”

之秤 ， 蔚然耦後 |H．

 

 )j焉： 有冗鲁鬻白尝雨先生出 ， 磁往冈东 ， 孔需

  

程朱之孕卒以大颞拎1U．， 馘一代名儒也 。 辫氏之

  

典拒有艾予？ 吾邑冠泉斡氏 ， 溯其族谱由汝南而

  

南造 ； 至庸有簿现者鹅睢赐太守逮公之子 ， 寅元

  

巾， 稳袁州刺史， 遂家於萍绑之束绑 。 千馀年米 ，

  

才德柏缆 、 科第绵速 ， 群推望族 。 颇中更燮乱 ，

  

族措遗火， 全固朝 ， 猗氏公圆满 ， 始勤编辑 ， 勒

  

成一编 。 至今 ， 吾友琴缘缵而述之 ， 打正僚例 ，

  

分列表谱 ， 而叙次始群 ， 甚盛桨也 。 馀悱六朝最

  

重门第 ， 席初猎然 ， 柳芳之渝氏族 ， 昭然可鉴 。

  

暨 +i.代之粥乱 ， 萸弼下宏之孕 ， 稍稍衰矣， 全拎

  

米猫崖有存杵 。 揣 r1外之错互 、 典替之俄顷 、 州

  

贯之造燮， 久而4i後可知 ， 冈其不可知则可知者

  

贵矣 。 宋刷黼公耦丁雒皋作百族谱序云 ： 自微知

  

著 、 由速及近 、 疏戚窟连 ， 可指褚掌。 盖丁维皋

  

拎谱·警既微之後 ， 勤求符家族谱 ， 日横月祟 ， 以

  

成此告 。 惜其一i存 ， 其必遇於邵名 IU：、 浚迪知之

  

告燕疑也 。 今琴缘之糌其足以鹰丁氏之求必矣。

  

琴缘淡丁．粲利， 勇於任事， 举呲尚避而超然肥邂 ，

  

有速游之凰； 天下滔滔而潜心箸述 ， 又有文筋之

  

忠 ， 信予？ 其廉滚足以徽祖德而鹩 |u轨也 。 故其

  

措成而余桀捣之序 ， 且 以勖琴缘冀其改柬山之

  

忠 ， 而犸¨J一料 ， 欲滴苍生 ， 其朱晚乎？

  

光绪 ． ：十九年六月

  

赐逛十及筇前日黹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蠲

      

一簪十文廷式拜序

      

二 彭高镇萧氏族谱 崇本堂修

  

／

  

思竞公像赞

  

七尺昂昂， 含之剐臧 ， 生畏南水之演， 终老漉流

  

之旁。 志刚金石 ， 意威冬霜 。

一介之夫 ， 成名立

  

方 。

      

道羲文廷式

  

三 萍东摩高岭刘氏族谱敦本堂续修谱序

  

摩高糍到氏绩修谱序

  

谱法 目欧赫藕最 ， 欧惟谱其世之所规， 赫惟措其

  

身之所 L 。 j ：者之措雕皆准， 夫史遥褚侯王年表 ，

  

其群略阅有彳i同， 而其心之拳拳拎尊祖敬宗收族

  

者 ， 究未曾不同也 。 故白宋至今 ， 凡有事拎家措

  

者 ， 取法欧酥而用之 ， 庶畿其有合拎宗法焉 。 吾

  

萍剖氏宗派甚多， 而其居新安袒之摩高糍者 ， 寅

  

藕漠景帝予趟敬肃王后著公子喾公 ， 目 事耥 ， _i

  

得嗣 。 父险城侯辙 ， 遂僦庚平之肥绑居之； 二十

 

 ^JU．演公守成都 ， 遂家西蜀： 四十 --  :1眭僻公 ， 簿

  

安褊 ， 遂家蜜湖； 五十五世信袒公 ， 遥庸陵弟四

  

塘； 六十三呲大金公 ， 遥萍绑杉木琉 ， 峙稳元至

  

顺朝也 。 生子二 ： 畏均用公 、 次均德公 、 二均财

  

公 ， 後以所居地演溪涧 ， 每富春夏之交 ， 山水暴

  

设 ， 址辄圯 。 乃各耦造徙料 ， 均德公遥沂源 、 均

  

财公遥九江 ， 後裔均未叙 。 均用公乃徙摩高领 ，

  

即今谱之捣始祖者 。 公之後裔 ， 蛰蛰缀绳 ， 其锻

  

越正未有艾耳 。 予昔随先大父壮烈公宦柬粤 ， 政

  

暇怖稳予豁 H ： 吾萍摩高强到氏 ， 1U：德相承 ， 捣

  

绑里所稻述崭
‘

久矣 。 稹厚者流光 、 息深者连宜 ，

  

省刁i爽也 。 嗣予堂叔景尝舆其族裔傲珊翁打婚

  

媾 ， 予畴射裎 ， 被晤其妹婿泗亭 ， 凰度翩翩 ， 出

  

人意表 。 剐知先大父之 r 刁i馘信而有征哉 。 然猫

 

 =术悉其宗派之所 自出也 。 光赭二十
一年秋八月，

  

卅i假蹄 ， 梭晤其族裔叔叫先生 ， 盖名孝廉也 ， 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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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纯粹 、 品行端方 ， 非公事足跻不履城市 ， 逍有

      

重逮事
‘

l -l：吕身任之。 他日秉镡宣猷， 即
+

占之■疏 ，

      

彳i足遇 。 畴年七十自
‘

奇矣， 精神矍鲽 、 耳目骢明，

      

较在京邸聚谈峙 ， 儿稳强健 。 其褚耦鲁霞光殿 ，

      

崭然猖存者欺 ， 老成典型 ， 予捣矜式者久之 。 酒

      

阑煳炮 缀谈天下亳 夜将分， 语娓娓A\  t 且 B 有

      

事家谱 ， 徵予数 n 介．褚筒端 。 予何人 ！予何人 ！

      

敢承斯命 。 然又米獾以阎陋醉 。 滞案其于 ， 授
。

lU．

      

系吲 ， 断 白均用公稳始祖 。 自均用公而上 ， 如杉

      

木士充 、 如第四塘、 如蜜湖 、 如成都 、 如废jh 皆

      

一一如前告之 ， 啦附以吲就 ， 重其个也 。 而其後

      

嗣 、 房分派析 ， 率

 

 ^
’

雌稳吲避 ， 推避衍如循瑕

      

然 。 其名虢字行 、 仕宦行流 、 生卒葬柑 、 妻妾子

      

女， 皆繁褚嘲後 。 昭穆序而燕或迎 、 尊印． 明而黧

      

或紊， 其法洵兼欧蘸而有之 。 此殆舆欧赫 j ：公之

      

心其
。

雌而同揆辑矣 。 後之绩斯滔者 ， 馘知心前人

      

之心 羯心 、 敦孝悌之行 、 盎受敬之道 ， 将兑寝

      

娥寝昌。 剐别氏之盛拎前湍
‘

， 不又有在拎後者乎 。

      

傅l--l： 公侯子傈 ， 必将祓始敷遇峙可其嗣必有名

     

 IU_辑 ， 则其功烈又扇可 景乎哉 ！ 予迪 以假满InI

      

京， 南船北属， 耦期甚迫 ， 4i暇叙， 拎心终不忘 。

      

抵燕後乃得拎邸次 ， 犸叙其巅末 ， 鄄寄以射之 。

      

畴

      

大清光嵇 ．_i十 ． ：年崴次丙中需夏毂 H
．

      

赐榜眼及第翰林院编修

      

浩授资政大大

      

敛加 j ：品街

  

日黹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蓿 cl,十

      

咸安宫德裁

  

上省房行走

      

前充江南绑弑副考官加 +i级纪绿 h 次同里矧黼文

      

廷式顿首拜禊

  

点校而：

     

 1． 文氏原文皆文高
’

繁体楷．I 5竖排版 ， 无句读。 本文

  

改繁体宋 I 5横排 、 加标 ii符号 、 并增校勘 。 版式仍从原

  

文格式 。

     

 2、 原文已用简体门、 阙、 举、 将 、 米、 壮等加i保

  

留， 4i转为繁体 。

     

 3.原文界体 （括号内为当代通用标准
‘

r ， 笔崭
‘

所

      

加）：塥（婿）、 拎（丁．）、 弟（第）、 吕（以）、 坑 （、巾）、

      

间 （问）等仍从之 。

    

‘

，

一

     

 4． 原文句巾错别
4

， （带△号）： ①并附图说重其本

  

也 。 ②山水暴发 ， 址辄圮 。 ③为袁州刺史 。 兰句巾之

  

“

个
”

（tao 、 奔走）、

“
圯

”
（yi 、 桥）、

“

剌
”

（la 、 划

  

破）， 当改为
“

本
”

（b吾n 、 根本）、

“

圮
”

（pI 、 坍塌）、

  

“
刺

”
(ci 、 刺史、 官名 )。

      

校释补充

     

 1． 二篇佚文全系文氏手书楷体刻本 ， 实属小易得 。

  

细察之 ， 第一篇 （许氏谱序）和第 ， ：篇 （像赞）为文氏

  

手书可定 ， 笫三篇 （刘氏谱序）与前两异趣很明显 。 前

  

两篇寓欧体风骨丁．其内， 第二篇近似馆阁体风格， 其功

  

力大逊于前两篇： 从笔势上看 ， 前两篇横笔右向上提与

  

水平线火角皆为 30 度上下 ， 第二篇横笔与水T-线火角

  

近丁．零：从用字上看 ， 仪同一字 ， 第一篇用从竹之
“

第 、

  

（二个）
”

， 用
“
以

”

七个 ， 第二篇用从廿之
“
第

”
、

  

（二个）， 用
“
吕

”
（
“
以

”

的古体）五个： 尤其是
“
文

  

廷式
”

落款署名 ， 前两篇同与第三篇差异大。

     

 2． 第一篇落款墨 二{S与文氏 ． ：方篆印同见于一个页

  

码上 ， 第三篇落款墨郫与 ， ：方篆章各置一个页码 ， 即末

  

页仪有文氏两方印章 。 第一篇既有文氏墨 I}可定文本与

  

篆印并存而互证 ， 第二篇为存疑盥 -Il,文本与篆印分置 ，

  

似为他人代
’

l 5誊抄所致 。 然而文氏既已撰就序文， 似不

  

必由他人代劳。 待考 。

     

 3.像赞入谱， 其谱成在民国二：十
’

--  (1933) 年 ， 距

 

 1 904 年辞呲之文氏已近三十年 ， 其像赞之撰稿不迟于

 

 1904 年 ， 当足持有像赞者
’

保存文氏下 I S全纂谱之年 。

     

 4． 像赞句巾称萧思尧
“
生 长丁‘南水之滨 ， 终老丁．漉

  

流之旁
”

， 其
“
南水

”
、

“

漉流
”

笔者以为皆指萍水。

  

萍水最远之流发端 T ．上柴县杨岐山 ， 流入宜春江水 、 再

  

入上栗县东源 、 过赤山镇 、 经彭高 、 绕萍城 、 全湘尔金

  

鱼石入醴陵境 ， 即称渌水 （江）， 或称漉水 ， 再入湘江 ，

  

由南向北注入 L 江 。 其
“
南水

”

本指赣水 （江）， 亦称

  

彭蠡水 ， 由南注入 K 江 。 可依 《尚 I 5． 禹贡》：
“
淮 、

  

海悱扬州 ， 彭蠡既猪 ， 阳岛攸居 。 三江既入 ， 震泽底

  

定……翻；冢导漾 ， 尔流为汉： 又尔， 为沧浪之水： 过二

  

潋 ， 至于大别 ， 南入T-江 。 尔， 汇泽为彭蠡： 尔， 为北

  

江 ， 入rT海 。 岷山导江 ， 尔别为沱： 又尔至于湾： 过九

  

江 ， 至丁．尔陵： 尔迤北 ， 汇丁．汇 ： 尔为巾江入丁．海 。

”
，

  

《禹贡> 该节巾的
“
三江

”
己指明

“
北江

”

足
“
汉水

”

  

（即句巾的
“
沧浪 、 汉 、 二滋）；

“
巾江

”

即
‘‘
长江

”
（干

  

流 ， 《禹贡》篇巾称
“
江

”
）： 还有

“

南江
”

朱指出。 故

  

汉 · 郧．幺．注 ：
“二江 、 左合汉 （水）为北江 ， 右合彭蠡

  

（水）为南江 ， 岷江 （长江）居 11则为rf1江 。

”

汉水居

  

长江之北而注入 ， 故称北江：彭蠡水居 L 江之南而注入 ，

  

故称南江 ； 湘江与彭蠡水同居 K 江之南 ， 称湘水 （江）

  

为南水大概彳i会错 。 思尧公滨居彭高之萍水称
“
南水

”

  

即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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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善以全讹误处 ， 请读者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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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校对： 吴侃民 ]

 

 Newly  Discovered  Essays  by  Wen  Tingshi  in Pingxiang  Genealogy

                                                       

 Gao  Hongnian

                                               

 ( Teachers'  Training  School  ofAnyuan  District,

 

 Pingxiang  3 3 7000,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cent  Pingxiang  Genealogy,  three more  essays  by  Wen  Tingshi  were  discovered.

 

 One  is a  700-character  preface  to the continuation  ofthe  Xus  family  tree  in Shiguanquan  Village, Chishan  Town,

 

 Shangli  County,  written in 1903.  Another  is a  36-character  preface  to the continuation ofthe  Xiaos  family  tree in

 

 Penggao  Town,  published  in

 

 1933. The  third is a  1000-character  preface to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Lius  family

 

 tree  in Maodian  Village. Wanlongshan  Town,  Luxi  County.  The  three  essays  were  discovered  in handwriting

 

 italics by  Wen. Along  with the four essays  discovered  between  2003  and  2006  when  the author  did research  on

 

 the family tree  in Pingxiang,  the total number  ofessays  by Wen  amounts  t0 7 in Pingxiang  genealogy.

 

 Key  words:  lost essays  by Wen  Tingshi; three essays; recent  Pingxiang  genea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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