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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衣袁仁：晚明地方知识人的生活世界

冯 贤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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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元末明初以来，浙江嘉善县的袁氏家族代有闻人，但受祖训的影响，家族的很多卓越成员

放弃科举，以医为业，优游于城市生活，醉心于士人圈中的文化活动。袁黄的父亲袁仁就拥有较高

的社会文化地位，在袁仁这一世代及上一世袁祥时期，他们已为袁家奠立了重要的姻亲网络与社会

交往关系。袁家城居时期经营并完善的生活空间，就属于后来地方势族聚居的核心区。袁仁虽然出

身于时人所谓的“文献世家”，但一直是布衣文人，有行善积德之心，常怀救世济民的期盼，也保持

了与官场各类人物的密切交往。袁仁很多诗文作品中呈现出来的人际关系，特别是与沈周、文徵明、

唐寅、徐祯卿、何良俊、王宠兄弟以及王阳明等人的密切交往，则形塑了明代嘉善士人社会活动中

的重要内容与文化网络中的地位。这些对于充实一个时代知识人生活史的整体论述，深入探讨晚明

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和地方文化，意义重要。

关键词  晚明 嘉善县 袁仁 姻亲网络 生活世界

作者冯贤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 200433）。

一、引 言

晚明中国社会复杂多变，士人生活中充满了物质利益与精神文化的不同诉求，让人觉得知识人的世界

丰富多彩，生活引人入胜。在地方社会史的先行大量相关研究中 a，多注重文人士大夫或乡绅地主甚至隐逸

高士的考察，也由于缺乏史料的支撑，没有“身份”的布衣之士的生活，并不能得到很好的呈现，但这对充

实一个时代知识人生活史的整体论述，深入探讨晚明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和地方文化，掌握繁复的社会活

动与面貌，呈现鲜明而具体的文人生活，借此建立起一个有机的社会图像 b，意义重要。

与其他地方一样，在本文要考察的明代中期以来的浙江嘉善县城市社会中，官吏、绅士、地主等构成

了核心权势，并与周边城乡权势阶层结成了比较紧密的网络。这当中，作为布衣的袁仁（字良贵，1479—

1546），一直沟通其间，引起当世人们的关注。袁仁既无政治上的显贵身份，也乏庞大的财力，只是一名出

色的医者 c，或是无身份的杰出知识人，为时人所称道罢了。但元末明初以来，袁家并非泛泛之族。

袁家的先祖从河南陈州迁居江南，散居于吴越之地。祖先追述中的中原情结，大概在江南家族记忆史

a	�相关研究可参见李孝悌：《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国的逸乐与宗教》，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王鸿泰：《流动与互动——

由明清间城市生活的特性探测公众场域的开展》，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1998 年；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

夫》，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吴智和：《明人休闲生活文化》，宜兰：明史研究小组，2009 年；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冯贤亮：《明清江南士绅研究疏论》，《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 年第 6 期，等。

b		王鸿泰：《社会图像的建构》，收入胡晓真、王鸿泰主编：《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 年，第 38—39 页。

c		陈邦贤在论及明代医学的成就时，就曾提及袁仁的《内经疑义》。参见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54 年修订版，第 2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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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是普遍的现象，但经历了长时段的发展后，来自中原的正统性或核心感，其实已经淡化，而定居于江南

后的历史开始清晰起来。述及家族的荣耀史都从元末开始。彼时居于嘉善县西北境陶庄镇净池的袁家，生

活优裕。因杞山公袁顺参与“靖难之役”时黄子澄（1350—1402）与苏州知府姚善的匡复活动，而遭受永乐

政权的打击。获罪的袁家被迫避隐至附近的吴江县。a在袁顺移居吴江不久即生子袁颢，袁颢后来赘于芦墟

的徐孟彰家，遂有入籍吴江之事，并冒姓徐，在吴江曾充任二十九都二副扇一册里长。b袁颢承继了徐氏家

业 c，到十八岁时即能操笔为举子业，准备赴试之际，却被袁顺“但为良民以没世，何乐如之”之言所劝，因

而彻底放弃举业，“种药圃自给”。d从此就有后人所谓的袁家“世以医显”之说，形成了袁氏祖训中“惟医

近仁，习之可以资生而养家，可以施惠而济众”的传统。e

宣德五年嘉善建县后，大理寺卿胡概认为袁家祖居的陶庄净池属于县域的下保东区，供役任事，能者

为首，将下保东区排在第一，袁家因而被编排为一册一甲里长。f

袁颢育有三子，二子袁祥较为出众，入赘魏塘名医殳恒轩（殳珪，字廷肃）家，也开启了袁家的城居

时代。在袁仁之子袁黄科考成功之前，他们中的精英卓越分子，都是无身份的知识人，最多如袁仁的好友

王畿所称的“吴下推为文献世家”。g

像袁仁这样的明代布衣百姓，在以往研究中并不引人关注。h他与沈周、文徵明、唐寅、徐祯卿 i、何良

俊、王宠兄弟以及王阳明、王畿等人的密切交往 j，皆见诸其遗著《一螺集》中零散的诗文，更不为研究文徵

明、王宠等的论著所注意。k袁仁在地方上不是以政治与财富地位赢得世人的尊崇，而是依赖比较宽泛的文

化关系网络与袁家善行传统的实践，在士人生活圈中拥有了较高的地位，为袁家到袁黄时代的鼎盛，奠立

了重要的发展基础。本文主要依据袁仁所遗下的诗文记录，对袁仁以布衣、“隐逸”的角色，穿梭于官场与

文人的生活世界，并布织的比较强大的姻亲关系状态，以及可能呈现的文化地域性，进行初步的论述。

二、处世态度与城居生活的安排

袁祥四岁的时候，母亲徐氏弃世，由袁颢悉心培养，“晨夕提携，遇物寄诲”。六岁时入赘名医殳珪家

收养，并继续得到很好的教育。十五岁时袁祥即成婚了，至此期间，袁颢曾让袁祥居于芦墟三年，尽授袁

家学术。由是袁祥对天文、地理、历律、兵法等学问，无不熟谙，且各有论撰著述。但殳珪有不同的看法，

认为袁祥既然不事举业，那起码应该执一艺以成名，决定将自己的医术传给袁祥，作为治生之计。l

a		冯贤亮：《袁黄与地方社会：晚明江南的士人生活史》，《学术月刊》2017 年第 1 期。

bd		袁颢：《袁氏家训》“家难篇”“民职篇”，收入袁黄编：《袁氏丛书》卷 1，台北：“国家图书馆”藏万历间嘉兴袁氏刊本。

c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行状·怡杏府君行状》，《袁氏丛书》卷 10。

e		袁颢：《袁氏家训》“民职篇”，《袁氏丛书》卷 1 ；潘柽章：《松陵文献》卷 6《人物志六·袁黄》，康熙三十二年潘耒刻本，收入《续修四库

全书》史部第 541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442 页。

f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记·记先祖菊泉遗事》，《袁氏丛书》卷 10。

g		王畿：《王畿集》附录三《逸文辑佚》，“袁参坡小传”，吴震编校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年，第 814 页。

h		一般在论述袁黄时才对袁仁有所涉及，但比较简单。参见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78 年；酒井忠夫：《中国

善书研究》（增补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年；包筠雅：《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章

宏伟：《有关袁了凡生平的几个问题》, 收入《明清论丛》第七辑，2006 年；杨越岷：《了凡及其善学思想二十六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6 年；冯贤亮：《袁黄与地方社会：晚明江南的士人生活史》，《学术月刊》2017 年第 1 期，等。另，林庆彰：《袁仁〈毛诗或问〉研究》从

经学史的视域，对袁仁的《毛诗或问》，有详细的探讨，参见林庆彰：《明代经学研究论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79—

92 页。�

i		张佩论及徐祯卿评注李白作品时，谓徐氏与友人袁仁、孙一元在诗文方面，于现存的相关集子中看不到相互唱和的作品（参见张佩：《杨齐贤、

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版本系统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34 页），应该是不确切的，显然是没有看到《一螺集》

的缘故。

j		张献忠在讨论袁黄所纂举业用书时分析阳明心学对于科举考试的影响，曾简单述及袁仁与王阳明、王畿、王艮等人存在的交往关系。参见

张献忠：《从精英文化到大众传播：明代商业出版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327—328 页。

k		周道振的《文徵明年谱》（上海：百家出版社，1998 年）、柯律格的《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年）、

薛龙春的《雅宜山色：王宠的人生与书法》（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 年）与《王宠年谱》（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 年）等相关

论述中，都无袁仁的影子。

l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行状·怡杏府君行状》，《袁氏丛书》卷 10。



Academic  Monthly 第 50 卷 08 Aug  2018

172

殳家的医学在当时十分出名，对袁家的发展是有助益的。殳珪以秘经授予袁祥，“博洽高旷”的袁祥居

然不屑为医，经常是每天卖药于市能得百钱，就闭门谢客了。在生下女儿至十余岁时，妻子殳氏过世，于

是择钱萼为婿，将医术转授给钱萼，自己专心于撰写建文朝史事，到南京地区遍询博采，终于完成了《革

除私记》四卷与《建文编年》四卷。在钱氏工于医术后，所育二子钱昞、钱晓与孙儿钱贽皆能世袭医业，在

江南大概颇具声望。a钱昞的玄孙就是万历四十四年（1586）考中状元的钱士升，为钱家带来了极高的荣誉。b

袁祥移居县城魏塘镇后，开始营建起较为良好的亲友关系网络，拓展了社会活动圈。与殳氏成婚后的

袁祥，仅育有一女。但袁颢认为，袁家不能没有男性继承人，要为袁祥再娶一房。当时选择的婚配之家，

是嘉善思贤里的朱凤（字文瑞）。朱凤于弱冠时即补邑弟子员，不久以赀入国子监，据说“博闻强记，自负

甚奇，睥睨一世，无所当意者”。c朱凤有二子，一为朱汝明（愚），一为朱汝贤（贤），袁黄曾称道说“朱

氏父子，世励清节，余虽为执鞭，不辞焉”。d朱氏家族中，以朱汝贤的孙子朱廷益（1546—1600）最为出

名，他是万历五年进士，历任嘉定知县、吏部郎中等职。e朱凤曾任兴化府学训导、邵武县学教授，前后

达三十年，清节皎然。f更重要的是，朱家相当殷实，当时堪称“巨室”。袁祥与朱凤之女成亲后，因女方

“资送甚厚”，在经济上对袁家的城居生活较有助益。而且朱氏比较勤劬，善于料理，袁氏家业因而大起。

在这样的条件下，袁家才有能力卜地于城内东亭桥之浒（亭桥横跨南北向的西菖蒲泾），筑起生活空间完备

的新居。更令袁家高兴的是，朱氏为袁祥产下一子，即袁仁，又育一女，后嫁给沈扬（字抑之，号心松），

为袁仁的妹夫。袁祥很快在家居之中，建构起可以品味到四季芬芳与生活逸趣的园林，且能在晨夕之际与

良朋胜友们缔会赋诗，人生极其快慰。g这种居家或园林休闲不仅是文人的生活归宿，而且也是文人生活文

化的基石与核心。h袁祥殁后，与朱氏合葬于东亭桥北西菖蒲泾，后来迁葬于苏州白杨山。i

城居第二代的袁仁，仪容伟然，给后人的印象就是一位“盛德长者”j，却自称“百懒道人”，强调自己

有口不谈城市事、有足不践王公府，其人生意趣与潇洒气度，尽现在这些“假使身灭名尽湮，长笑岂有丝

毫嗔”“请看当年诸贵臣，高堂寂寂生埃尘”等诗句中。k

袁仁育有五子，即袁衷、袁襄、袁裳、袁黄与袁衮 l，总体上对他们在举业方面并不存太高的期望，除

了袁仁认为三子袁裳相当聪慧要送往文徵明处学习书法外 m，对举业上可能较有希望的次子袁襄，仍以祖训

作了一番告诫，强调袁家人“虽抱经济闳材，不轻出也”，科第方面完全不必强求，道德的纯净则绝对不能

因此受到玷辱。n

在第四子袁黄（1533—1606）童年时（约 14 岁），袁仁即弃世了，母亲命袁黄弃举业学医。o袁家的男

性很多是通医的。像袁祥的侄孙、与袁黄平辈的袁泽（世霑），从小就学习儿科，特别精于痘疹，时有“神

仙”之号。p

a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行状·怡杏府君行状》，《袁氏丛书》卷 10；万历《嘉善县志》卷 9《人物志·方伎》，万历二十四年刻本；

盛枫辑：《嘉禾征献录》卷 49《艺术·材勇》，清钞本，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 544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743 页。

b		钱文选辑：《钱氏家乘》卷 13《支派》，1938 年刊本，第 238 页。

c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传·朱学博传》，《袁氏丛书》卷 10。

d		光绪《重修嘉善县志》卷 22《人物志四·行谊上》，光绪十八年重修、1918 年重印本。

e		龚肇智：《嘉兴明清望族疏证》，北京：方志出版社，2011 年，第 607 页。

f		万历《嘉善县志》卷 9《人物志·清操》，万历二十四年刻本。

g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行状·怡杏府君行状》，《袁氏丛书》卷 10。

h		吴智和：《明人休闲生活文化》，宜兰：明史研究小组，2009 年，第 232 页。

i		袁营等：《赵田袁氏家谱》，“世表”，咸丰八年纂修、民国间增修，民国九年钞本。

j		袁衷：《记先考参坡公遗事》，收入《南湖文丛》编委会编：《〈檇李文系〉选辑·宗族》，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年，第 36 页。

k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诗·百懒道人歌》，《袁氏丛书》卷 9。

l		袁营等：《赵田袁氏家谱》，“世系图”。

m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书·送裳儿从文徴仲学书书》，《袁氏丛书》卷 10。

n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说·应举说示襄儿》，《袁氏丛书》卷 10。

o		袁黄：《袁了凡先生四训》“立命之学”篇，收入《袁了凡文集》，北京：线装书局，2006 年，第 876 页。

p		万历《嘉善县志》卷 9《人物志·方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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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袁家从陶庄移居县城的动因，其实并不符合晚明文人士大夫在商业化促动下的普遍城居的态势，

也不是为了休闲消费，应当是出于社会交际的考虑。a而且第一代城居的袁祥，家境困难，是通过到殳家为

婿才实现城居的。

袁家城居于魏塘镇后，生活空间如何经营安排，史料所载比较有限。光绪年间重修的《嘉善县志》中，

有袁家故宅已经成为“古迹”的简单记录，约略地透露出那时袁家的城居情况。其中仅有的关于袁家著名的

“药园”的记载称：“在城东南隅，明袁仁家居八景之一。”b“家居八景”包括了袁家宅第中的怡杏轩、种药

圃、云山阁、雪月窝、半亩池、五步桥、芙蓉湾与蔷薇架，是一个寓于城内却不失乡野风光意趣的生活空

间，堪称明代文人家居生活的一个重要范例 c，充分体现了主人的气质、秉性与审美情趣。袁仁说过：“吾父

卜筑西菖蒲泾，上有圃可艺，有池可泳，有阁可登，有桥可涉，有轩可偃息，有红杏、青松、芙蓉、蔷薇

可寓目而笑傲，余承而居之。”嘉靖十二年（1533）底，第四子袁黄出生了，时逢瑞气葱郁、嘉禾之生。袁

仁的好友、善于望气的朱永和，见证并预见了袁黄的出生是“吉祥善事”之果。袁仁专门将此事记录下来，

并强调说“他日儿子有知，当务秋实，毋务春华”。d

但袁黄的出生，让袁仁意识到上述空间有些狭隘，被迫向南扩展筑室，正南门临着魏塘市河。其他相

应的厨房、仓储、卧室等，就设于袁家整个生活空间的东部。袁仁将它们总称为“半村居”。e这个生活空

间，似乎可以让袁仁屏绝“城市”中的杂音，以“山人”般的态度，忘却他所认为的人间难行之路。袁仁作

了《半村居初成》四首，颇多这样的咏怀之句，如“不是无心向城市，多情鱼鸟解留人”“山人自合山中老，

忘却人间行路难”等。f袁仁在外结束他的应酬交游活动，回到“半村居”中，即掩一室而坐，即使至亲也

不见。据袁黄幼时于门隙私窥的记忆，袁仁独居静坐于室内，“香烟袅绕，衣冠俨然，素须飘飘，如植如塑

而已”g，大概已沉浸于静修的最佳状态之中了。习静修养是明代士人一种重要的休闲方式，也有提醒精神的

作用。h

在袁仁的生活世界中，以“家居八景”为核心的半村居，当然已非简单的私人园第，而是具有一定的公

共性，并蕴含着人际网络与社会声望的建构意义。i

三、姻亲网络中的核心关系

袁家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袁仁时代已显现其重要性，包括姻亲、友朋、官绅等群体，颇为庞杂，都是

形成袁仁生活世界的重要内容，也是复杂的社会“微权力”网络的体现。主要的姻亲关系除了早期吴江的徐

家、嘉善的殳家与朱家外，还有嘉善的王家、李家、沈家与钱家。在袁仁时代，最具核心性的是袁家与钱

家、沈家的血缘关系。

魏塘镇上端严有懿行的王孟璿，认为袁仁是个奇才，即以贤淑的次女妻之。王氏为袁仁育有二子（袁

衷、袁襄）一女 , 到正德十二年（1517）辞世，袁仁才 38 岁，遗下 5 岁的袁衷与 6 岁的袁襄。袁仁后来作

有追悼之词，有“青灯相对坐，寂寞泪沾巾”句，以示其哀痛之情。j

袁仁继娶是李月溪的女儿，李氏为袁仁育有三子（袁裳、袁黄、袁衮）二女，长女嫁给张高标，次女

a		有关消费空间与乡绅城居化的论说，可参见巫仁恕：《优游坊厢：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2013 年，第 353—354 页。

b		光绪《重修嘉善县志》卷 3《区域志三·古迹》。

c		朱倩如：《明人的家居生活》，宜兰：明史研究小组，2003 年，第 61—62 页。

d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记·嘉禾记》，《袁氏丛书》卷 10

e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记·新筑半村居记》，《袁氏丛书》卷 10。

f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诗·半村居初成》，《袁氏丛书》卷 9。

g		钱晓辑：《庭帏杂录》卷下，万历二十五年袁俨序钞本，收入《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 86 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 年，第 764 页。

h		吴智和：《明人休闲生活文化》，宜兰：明史研究小组，2009 年，第 185—187 页。

i		巫仁恕：《优游坊厢：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第 137—138 页。

j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诗·悼内》，《袁氏丛书》卷 9 ；钱晓辑：《庭帏杂录》，钱晓“跋”，第 7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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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给姐夫钱萼之子钱晓 a，可谓亲上加亲。

依据袁仁留下的文字信息，可以知晓那时姻亲中关系最密切而重要的，是钱家与沈家。

袁黄为父亲整理遗稿时说，钱萼（木庵）是先祖女婿，有子五人，都能世其业。钱萼身故后，袁仁写

有《哭钱木庵姐丈》，讲述了钱萼幼时曾在袁家从袁祥学习，中年丧偶续妻后不久就弃世，只有“临风一长

叹，佇立魂暗销。伤哉百年内，吾道日萧条”。b袁仁所谓的“吾道”，不仅仅是他们拥有共同的人生追求与

道德标准，还有对于社会与国家的关切之情。给钱萼的一封信中，袁仁谈及当时地方上发生的饥荒，“每一

念及，如负芒刺”，对民生抱持较多的忧危感。c

对于亲友中热爱文人事业的，袁仁基本是赞美与欣喜的表达。外甥钱昞（字允彰，号简斋）学习作诗

的表现，袁仁是“窃喜之”，并建议钱昞学诗成章的路径，是“宜熟读毛诗，反复玩绎，俟有所得，然后将

楚词汉选次第观之，若径从唐入，所作不必唐矣”，期望达到“一语入微，千古不朽”的境界。d

钱昞曾经想与几位兄弟一起帮助整理刻印外祖父袁祥的文集，认为外祖父“片言只字皆南金楚璞，不

可不传之世世”。袁仁感动之余，还是拒绝了他们，认为父亲袁祥身为布衣，学高宇内，并不欲以文章名

世，而在醇笃之行，灿于词章。e

还有一支姻亲就是钱春［字应仁，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监察御史］家族。钱春曾被嘉兴知府杨

继宗称为“伟器”，在魏塘镇上建有别业。f钱春与钱萼并非一系。袁仁给钱萼的信中，专门讨论过与这个

社会地位更高的钱氏的姻亲事宜，担心门户不够当对：“钱文中姻事，本不敢辞，第彼系簪缨世胄，而仆为

耕钓散人，似非甚匹。”而且，议婚太早，袁仁要钱萼帮助辞掉钱文中的提亲，实在不行就尽量推迟，否则

孩童时候就议婚，袁仁怕被人讪笑。g信中提到的钱文中，是钱春的长子，也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

钱天胤的曾祖，是一位高才积学之士。钱文中是为其子钱南士（《一螺集》中刻成“钱南土”）到袁家提亲，

后来钱南士确实成了袁仁女婿。袁黄指出，这支钱氏是父亲袁仁“姻娅中之契厚者”。h

袁仁参与过钱氏分家析产的工作，曾向分产中所受略薄的钱南士多所安慰：“今当以骨肉为重，以田地

为轻，积诚基顺，负罪引慝，奉养已周矣。”i袁仁还表示，他的女儿素有隐德，性行柔淑，虽然名不振于乡

闾，但可以想见子孙中必有兴者，嫁到钱家，是钱南士的福气。而钱南士“处处费精神，事事费检点”，去

“道”就远了，袁仁的建议是“明而愚用之，刚而柔出之”，那就和谐了。j

至于沈家，本是袁家的邻居，都在魏塘镇东亭桥浒。袁仁的妹妹嫁给沈扬（字抑之，号心松），育有二

子沈科与沈称。沈科之子沈道原，后来于万历二十三年考中进士。k在地方而言，沈家较袁家更具实力。

袁仁给妹夫沈扬的信中，提到沈家承担着官方安排的粮长解户之役，当属为民的本分。无比烦苦的解

粮工作，在袁仁的口中，却生添一份男子壮游、为国奉献的豪气：“江湖渺然，舳舻千里，亦男子之壮游，

又得云翥令叔偕行，往来有托，可以无虞矣。”当然在承役的队伍中，“半属市胥”，袁仁提醒沈扬注意他们

的言行及如何见机行事：“庶事理双融，妄庸两照，此行不惟完役，兼可进德矣。”又安慰沈扬说，他那性格

颇为婉顺的妹妹，在沈家定能照顾好沈扬的老父母，不需沈扬担心家中诸事，安心北上解粮。l

与钱家一样，沈扬也希望出资帮助整理岳父袁祥的遗稿。但袁仁仍然不愿让沈家独立负担出版工作，

a		袁营等：《赵田袁氏家谱》，“世表”。

b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五言古诗·哭钱木庵姐丈》，《袁氏丛书》卷 9。

c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书·钱木庵姐丈》，《袁氏丛书》卷 10。

d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书·与钱允彰》，《袁氏丛书》卷 10。

e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书·与钱允彰（又）》，《袁氏丛书》卷 10。

f		万历《嘉善县志》卷 9《人物志·清操》。

g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书·钱木庵姐丈（又）》，《袁氏丛书》卷 10。

h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诗·钱文中政致归》，《袁氏丛书》卷 9。

i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书·答钱宗翰》，《袁氏丛书》卷 10。

j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书·答钱宗翰（又）》，《袁氏丛书》卷 10。

k		万历《嘉善县志》卷 8《选举志·科贡》。�

l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书·沈抑之妹丈》，《袁氏丛书》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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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袁祥所思所著是“阳春白雪之音，世所罕和者”，可惜时代变化太快，现世社会所喜的是“郑卫之声，

铅华之习”，倘世无知音，在这样的时世急急梓印老父遗稿，不过是供覆瓿之资，而且人之所恃且以不朽

者，最上的是立德，最下的是立言。因此袁仁的看法是：“近世缙绅之徒，蝇营狗苟之辈，当其盖棺，必刻

一集，此果足重乎？否耶？吾父遗文，诚足不朽，然不欲与此辈并驾而争驰也！”a在这样的思想认识下，袁

仁拒绝了沈扬的好意。五子袁衮记录道：“吾父不刻吾祖文集，以吾祖所得不在文也。”但后来在书房漏雨使

袁仁遗稿受损的情况下，袁黄兄弟即整理刻印了袁仁遗文，从而形成了对袁家而言至为重要的《参坡袁先

生一螺集》。b

相对而言，对沈家子弟的教育，袁仁显示了更多的关心。沈家重视科考前程，袁仁也不反对，但强调

要以行谊为重。给妹夫沈扬的信中，袁仁提出了这样的想法：“吾祖吾父，孳孳训吾辈，谓浮华易谢，实德

难磨，故不以科第为荣，而以行谊为重。此妹丈所熟闻者也。科甥终须发达，只患其见不脱俗学，不入微

耳。”c

毕竟科举制度的压力，弥漫了整个明代文人文化，除准备应试者外，其亲友也感同身受。d袁仁一直强

调“浮华易谢”“行谊为重”，但实际上对科考事业开始有重视之态，已经有世俗成功的渴望。在袁黄尚未

成人前，袁仁已将袁家举业振兴的希望，寄托于次子袁襄身上，不过仍时时强调袁家祖训中对于志节秉持

的意义。e

袁仁的外甥、沈扬之子沈科，弱冠时塾师曾为他取字“子登”，时人皆以为然。在袁仁看来，这个字取

得鄙陋了。沈科对舅父的看法深以为然，请求帮忙改字。袁仁提出改字“子进”，有“宁累寸积尺而求进，

毋一日千里而或退”之意。f

袁襄与沈科同时参加科考，襄儿表现较为出色，对袁仁总归是一种安慰。袁仁勉励沈科继续努力，科

考中的沉浮，不过是人生中暂时的进退，对待科考仍需谨慎。对他们性格上的缺点，袁仁予以直接揭出，

告诫他们要注意克服；应试之际，建议他们“同居一寓，朝夕切磋”。g

但袁襄的缺点在懒，沈科的问题在躁。令人安慰的是，沈科身登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也许是

改字后的结果，所以袁仁在“玩鹤南轩下，悠然闻凯歌”诗句中，为之暗含了某种欣悦之情。h后来沈科获

选南京行人司职位，袁仁告诫其官场的险恶，并诉应对方略：“前辈谓仕路乃毒蛇聚会之场，予谓其言稍过，

然君子缘是可以自修，其毒未形也，吾谨避之，质直好义，以服其心，察言观色，虑以下之，以平其忿，

其毒既形，吾顺受之，彼以毒来，吾以慈受可也。”i

比较而言，沈科之弟沈称（字子德），与声扬艺林的沈科相比，在举业上非常不顺，据说十试不第，但

奉养父母至孝。j

沈家在袁氏的姻亲关系中，虽然不能与后来的陈于王、丁宾、钱士升家族相抗衡 k，但在嘉善县城中绝

对是一个重要的家族。

另外一支值得注意的沈氏是沈概（字一之，号平斋）家族。沈概在正德年间曾以贡生的身份，任职江

西布政使司都事，居乡期间与其兄沈槃、地方文学之士时为诗文唱和，评点古今。l沈概事父母至孝，对亲

ac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书·沈抑之妹丈（又）》，《袁氏丛书》卷 10。

b		钱晓辑：《庭帏杂录》卷下，第 765 页。

d		柯律格：《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北京：三联书店，2012 年，第 176 页。

e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说·应举说示襄儿》，《袁氏丛书》卷 10。

f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说·沈甥科改字子进说》，《袁氏丛书》卷 10。

g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书·示沈子进应试》，《袁氏丛书》卷 10。

h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诗·沈科登第》，《袁氏丛书》卷 9。

i		钱晓辑：《庭帏杂录》卷上，第 756 页。

j		万历《嘉善县志》卷 9《人物志·孝友》。

k	�有关袁家与陈氏、丁氏、钱氏等亲友关系的说明，可参见冯贤亮：《晚明的县域社会与绅士家族——以嘉善陈龙正中心》，《苏州大学学报（哲

社版）》2018 年第 1 期。

l		韩金梅等：《嘉善历史人物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 年，第 1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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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关爱异常，令时人感佩。a袁黄指出，沈概是“吾乡文行兼修之士”，只可惜在科考上长期不能如愿，在

一次落榜后，袁仁曾赋诗相慰：“贮春轩上酒微酡，为惜刘蕡两鬓皤。风雨满窗眠不得，雨场争似客愁多。”b

另外，袁仁给沈概的信中这样说：“仆与足下游，始而献其技，继而赓以诗，终而相正以学，相勗以

道。”沈概对袁仁是信如耆龟、爱如兄弟、敬如师保、奇如南金楚璧，所以袁仁感动说“吾两人者比目而连

理者”。尽管这样，两人在思想学术上是有不同见解的，可称“和而不同”，是所谓“为君子之交而酸咸相

济、甘苦相调”。沈概在地方上“为学而以文名，事亲而以孝名，居乡而以厚名”，“律己甚严，禔躬甚峻”。

在这一点上，沈概的女婿、平湖人陆杲（字元晋，号胥峰）与袁仁的认识是一致的。c陆杲是嘉靖二十年

（1541）进士，曾官刑部云南司主事。陆杲的长子就是陆光祖，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d 但陆

杲并不太讨沈概欢喜，故又有袁仁劝沈概“勿以一日之长而轻彼”之说。e

在与沈概的交往中，袁仁一直能坦诚相见，大概两人在学术上的见解略有分歧，所以才有袁仁强调的

对于人物与思想的评说，坚持要从实际出发，从自我的真切认知来作判定，不要轻信他人的言说。f在生活

中，面对即将展开所承担的徭役工作，袁仁已是“情绪惘然”，沈概即约请朋友备好酒肉与袁仁豪饮，以期

“破愁为欢”，也令袁仁感动。g

这样看来袁仁与沈概的感情深厚，确实可以“比目而连理”为喻，是君子之交而酸咸相济、甘苦相调

者。而袁仁四子袁黄有可能是沈概的女婿，因为沈概之子、万历十五年（1587）岁贡生沈大奎（煃）h，曾与

袁黄一同从王畿等人问学，万历二十五年为袁黄的《训儿俗说》作序时自称“通家弟”i，而袁黄在原配高氏

故后的继室就是沈氏。j

根据上面的梳理及相关记载，可以勾画出明代袁氏家族的基本脉络及其核心姻亲关系。参见图 1。

四、文人交游与诗书世界

袁仁在地方上最终被归入“隐逸”一类 k，但在城市生活中，常常是“宾客填门，应酬不暇”l，优游于袁

氏的“家居八景”。从交游的层面来看，嘉善地方有他三位重要的朋友，即袁衷所谓的“多闻则友郁九章天

民，吟咏则友谭舜臣稷，讲学修行则友沈一之概”。m实际上，袁仁更多的交游活动与诗酒生活，都比较琐

碎，不能构成有机的系统。但袁仁与 16 世纪那些知识精英的交游与文化活动，使他这位被后世称颂的隐逸

高士，显得并不沉寂，也融入到被社会整体注意的文人士大夫阶层。

在一次同好们的诗酒之会中，袁仁于微醺之下，与诸友人祝兴所赋的诗中，有“诸君为我须尽乐”“我

辈俱是忘形友”以及“饮酒何曾论升斗”等句 n，都可概见他们当时把酒赋诗的豪迈之态。当中，可能更多的

是“忘形”之举，肆说时事，评陟当下，令他的朋友们刮目相视。与孙员外等人聚饮于顾氏家园时，袁仁就

剧谈时事，并口占一诗，表示“从今不说朝廷事”、只顾家居“锄云种药”的生活 o，也是他酒后才有的自誓，

并不能真正做到。

在地方上，袁仁总是愿意与好诗而善于吟詠之士交游，并勤于唱和，留下了不少意涵多样的诗作。与

a		万历《嘉善县志》卷 9《人物志·孝友》。

b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诗·慰沈一之下第》，《袁氏丛书》卷 9。

ce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书·与沈一之书》，《袁氏丛书》卷 10。

d		《世家大族》课题组编：《“金平湖”下的世家大族》，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 年，第 79—80 页。

fg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书·与沈一之书（又）》，《袁氏丛书》卷 10。

h	�万历《嘉善县志》卷 8《选举志·科贡》。

i		袁黄：《训儿俗说》，沈大奎“序”，收入《袁了凡文集》，第 4—8 页。

j		袁营等：《赵田袁氏家谱》，“世表”。

k		万历《嘉善县志》卷 9《人物志·隐逸》。

l		钱晓辑：《庭帏杂录》卷下，第 765 页。

m		袁衷：《记先考参坡公遗事》，收入《南湖文丛》编委会编：《〈檇李文系〉选辑·宗族》，第 36—37 页。

n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诗·呈坐中诸公》，《袁氏丛书》卷 9。

o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诗·同孙员外公吉饮顾氏园酒酣予剧谈时事四坐悚然口占》，《袁氏丛书》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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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箴（号静溪）相和的诗中，他写道“别来江柳几回青，水绕柴门尽日扃”a，蕴含人生恬淡的隐逸感。

出身平湖“当湖巨族”的陆文选（号中坡），与袁仁交情甚厚，因此之故，袁仁曾直言规劝，完全不存

忌讳。这令后来重读这段故事的袁黄很是感慨，认为友朋间“此语此风今不可复见”。袁仁这样写道：“君家

世业高于山，君能擘画如等闲。君家世务深如海，君劳一心宜不逮。何如放教怀抱宽，且将尘世从容看。”b

当然两人之间更多的是闲憩活动，一首袁仁游观陆文选西园的小诗中，谈及“携酒看游鱼”的情境 c，显得温

情平和，令人向往。

在述及袁仁的相关资料中，罕有论及他的绘画活动及成就。有意思的是，袁仁为才思过人的前辈好友、

弘治间解元、曾任福州府同知的周泽（字天雨，号芝丘）祝寿 d，曾绘过一幅《蟠桃图》相赠，并赋诗道：

“摘得瑶池阿母桃，特来席上献仙曹。”e除此之外，对于袁仁的画艺基本不见记载，更多的则是袁仁对于时

事的感喟以及人生处世的看法。他给“庞德公”所写的《感怀》诗，就充满了这样的情绪：“我爱庞德公，足

不入城府。茅堂坐明月，长啸轻千古。谁将百年身，役役多苦辛。请君试向北切看，此中岂是寻常人。”f

值得注意的是，年轻时的袁仁，与王阳明的关系非同一般，而阳明心学对于晚明嘉善地方士人有较大

a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诗·和朱箴》，《袁氏丛书》卷 9。

b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诗·规陆文选》，《袁氏丛书》卷 9。

c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诗·游陆文选西园》，《袁氏丛书》卷 9。

d		万历《嘉善县志》卷 9《人物志·文苑》。

e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诗·蟠桃图寿周天雨》，《袁氏丛书》卷 9。

f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诗·感怀》，《袁氏丛书》卷 9。

图 1  明代袁氏家族及其核心姻亲关系简明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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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除袁黄外，地方绅士领袖丁宾、陈龙正等都堪称阳明学的追随者与实践者。a袁仁与王阳明谈“道”，

是“徒步往谒之，而不称门生”，两人休戚相关，时有题咏。后来袁黄认为都是“性情所触，非漫语也”。

袁仁安慰在正德元年（1506）冬天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且谪贬至贵州龙场的王阳明的一首小诗，大概

可以体现这一点：“孤身愿作南飞雁，万里随云伴逐臣。”b正德十四年时任南赣巡抚的王阳明平定了宁王朱宸

濠的叛乱，声震天下。袁仁听闻这样的喜讯而所赋的诗中，有着轻松而不失调侃的词句，或许也有袁仁反

对王氏过多杀生之意：“当年谈道薄鹅湖，此日挥戈净国魔。夜静灯前看宝剑，先生应悔杀人多。”c与晚明主

流思想对于阳明学说的排斥与批判相比 d，袁仁等人堪称较早认同其学说的小部分人。

一次偶然的机会，袁仁在讲学名士沈石山家中遇到王畿（1498—1583，字汝中，号龙溪），欣然赋诗专

记此事。e两人情谊较深，在学术上多所交流。王畿每到嘉兴地方，定要拜访袁仁，而袁仁听闻王畿到来，

即扁舟相过。王畿声称知袁仁最深，“大率公之学，洞识性命之精，而未尝废人事之粗”。f

对同样拥有“博极群书”才学的好友郁九章（号闲舟），袁仁充满敬意，并将郁氏拟比明代三大才子之

首的杨慎（1488—1559）。郁氏常来“半村居”与袁仁讨论掌故、学术，虽富论述，却都散而不存。平时袁

仁对这位好友的想念，是所谓“怀人浑不寐，明月落空梁”。g

当然，袁仁有不少诗作纯粹是文学性的描画，并不真正契合实际生活的情境。他为妹夫沈隐居所创作

的诗中，有“荻花枫叶漫平沙，烟水忙忙客路赊”h，显得较为写意。送给好友陆湖东的诗，所谓“闲向湖头

问酒家，一蓬细雨卷轻花”i，以及寄给项生的诗中“最是春来忙不了，江花江草要人题”等句 j，都属此类。

至于给顾庭和的诗，如“茅屋云屏竹径清，布衣相与傲公卿”等 k，写实意味平淡，由于袁仁本人即属布衣，

才使他与顾庭和这样的诗歌写作别具意义。

在袁仁的地方交游圈中，非常值得注意的另一位布衣文人就是谭稷（字舜臣），博学善吟咏，松江的朱

豹见其诗曾惊叹“青莲不能过也”，将其邀为塾师长达六年之久。谭稷与袁仁、顾珊、王宥、沈概及海宁的

董漂、长期居于湖州的关中人孙一元等人一起，组织过一个诗社。在推动地方的诗歌创作上，谭稷与袁仁

有着共同的兴趣。l世居魏塘镇西浒的谭稷，自幼时即以聪慧著称，才华曾惊艳地方文坛，也不屑为举子

业，与袁仁性情相投。在他于松江朱家做馆期间，饱读朱家藏书，学术越益广大，以致有“吴越间人人称

说谭西窗”。而袁仁家中藏书颇丰，谭稷常常到袁家借书以观，因而也曾到袁家坐馆。在此期间，才有了上

述与各位友朋订立诗社的活动，而谭稷即为诗社领袖。由于众人的努力，袁仁说“一时吾党之诗，斐然极

盛，真可以上薄风骚，下陵李杜，实公为之倡也”，称颂谭稷的贡献较大。袁仁还指出，在外甥沈科尚未登

第时，谭稷即奇其标格，相赠以诗，有“昨日杏花坛上见，分明一鹤在鸡群”，寄予很高的期望，却因而得

罪了沈科在县里的各位秀才同学。谭稷写有《竹林乡试录》，来讽刺世之登科者“空无所有，类竹之虚中”。

袁仁极为欣赏谭稷的为人处事，认为像谭稷这样“人情废喜怒，而和乐为真性，作诗不废美刺，而善善宜

长”，在当时社会实在不可多得。m

a		袁黄：《两行斋集》卷 12《光禄寺署丞清湖丁公行状》，收入《袁了凡文集》，第 1456—1460 页；陈龙正：《几亭全书》卷 55《文录·序》，“守

饶保甲述序（乙亥）”条，康熙云书阁刻本，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12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年，第 590 页。

b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诗·闻王伯安谪龙场》，《袁氏丛书》卷 9。

c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诗·闻王伯安靖江西》，《袁氏丛书》卷 9。

d		牛建强：《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 年，第 158—161 页。

e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诗·沈黄门家王汝中》，《袁氏丛书》卷 9。

f		王畿：《王畿集》附录三《逸文辑佚》，“袁参坡小传”，第 815 页。

g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诗·怀郁九章》，《袁氏丛书》卷 9 ；钱晓辑：《庭帏杂录》卷上，第 758 页。

h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诗·赠沈隐居》，《袁氏丛书》卷 9。

i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诗·赠陆湖东次曹海山韵》，《袁氏丛书》卷 9。

j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诗·寄项生》，《袁氏丛书》卷 9。

k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诗·赠顾庭和》，《袁氏丛书》卷 9。

l		万历《嘉善县志》卷 9《人物志·隐逸》；王畿：《王畿集》附录三《逸文辑佚》，“袁参坡小传”，第 815 页。

m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传·谭处士传》，《袁氏丛书》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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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谭两位布衣文人对于如何作文都有自己的见解。袁仁为文不作艰涩语，“惟务阐明道术，主张风

教”。a袁仁大概比较倾向自然率真的表达，对于谭稷在文章上工于技巧与文词，表示了友善的批评。b

当然，除了嘉善本地之外，袁仁的活动空间，是随文人雅士之间的交游而有所变化。他曾到松江人何

良俊家中做客，欢饮之际，难免文人间的分韵赋诗。这在明代文人当中十分流行，尤以唐人诗句中某字为

韵进行的创作，则属明代唐诗学中的一个有趣现象，也可以说明代文人诗歌创作的脉动，更多时候是和唐

诗互动回应的。c

袁仁在何家饮宴中按韵写道：“高人多逸兴，结屋近梅林。短笛生秋蔼，疏帘卷暮岑。”d不久，他与何良

俊、文徴明、黄省曾（1490—1540，字勉之）这些当时一流的名士，一起到吴县王宠家中聚会，照例是诗

酒活动。e

祖籍吴江、后长期居于吴县石湖北岸越溪庄的王守（1492—1550）、王宠（1494—1533）兄弟，是袁

仁的莫逆之交，无论谈诗还是问字，多所交流。袁仁收藏了不少王宠墨迹，可惜在袁黄生活时代已经散佚。

袁仁送王氏兄弟回苏州的诗“屋梁月落晃余晖，兄弟联翩访翠微”f，以及袁仁写给王宠的小诗“记得苏门分

手处，流莺相唤柳枝低”g，文字之中皆蕴有深情。

在当时的士人圈中，王宠也具有核心性。尽管屡试不第给王宠带来的焦虑感，并没有真正消释，但其

众多诗文中呈现的恬退之态，那种隐逸情怀伴随其短暂的一生。h因此何良俊称王宠的诗“清警绝伦，无一

点尘俗气”。与他们不同，文徵明认为他的诗是习学陆游的，不像其他人是唐声。i在王家的这次聚会中，

袁仁分韵得“秋”字，作诗道：“山下清江绕槛流，登台词客共淹留。茱萸不散秋风恨，猿鹤空生蕙帐愁。”j

另外，袁仁曾为感谢何良俊的关心，要作必要的酬答，仍是赋诗一首，当中有“江湖飘泊老渔巾，寂寞无

书问故人”一句 k，可以反映袁仁的心境与气度。

外祖父朱凤的儿子朱汝明（愚），少负气节，后任松江府学训导时，不受馈仪，清操凛然，归乡后士人

重其吟咏而里巷相传。l袁仁不仅重其亲谊，也敬其清操，在一个中秋月夜两人还赋诗相和：“南楼当此夕，

风月欲平分。玉字淡寒色，清霄堕白云。”m

袁仁热衷于文人雅事，积极参加诗社活动，重点就在以唐诗为韵的交流。在某个月夜，诗社友人以杜

甫“秋月仍圆夜，江村独老身”为韵，依序下来，袁仁得“月”字韵。n在晚明官绅们的视野中，袁仁的诗

文创作，基本上是“根本六艺，片词尺牍，率关世故”，特别是诗歌，“斐然逼唐”。o对此袁仁也比较自负，

而且觉得较自己擅长的医术更为重要，更具人生意趣。这种得意之情，流露于他回应蒋主政向他请教诗学

的作品中。p在诗作上，袁仁确是出乎性情，止乎理义。q

作为地方上杰出的诗人，袁仁当然难免各类题诗作赋之求。在他保留下的诗作中，却已经不多。他因

友人马良甫之请，为马氏的西墅草堂所题的诗，如“卜居渔浦右，烟树蔼离离”“清风芦荻渚，野屋槿花

a		王畿：《王畿集》附录三《逸文辑佚》，“袁参坡小传”，第 816 页。

b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书·与谭舜臣论文书》，《袁氏丛书》卷 10。

c		沈文凡：《排律文献学研究（明代篇）》，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10—12 页。

d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诗·饮何元朗宅席间次韵》，《袁氏丛书》卷 9。

eg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七言律诗·九日同何元朗文徵仲黄勉之饮王履吉所分韵得秋字》，《袁氏丛书》卷 10。

f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七言律诗·送王履约兄弟还吴门》，《袁氏丛书》卷 10。

g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七言律诗·寄王履吉》，《袁氏丛书》卷 10。

h		薛龙春：《雅宜山色：王宠的人生与书法》，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 年，第 109 页。

i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 26《诗三》，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237、239 页。

k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七言律诗·谢何元朗见怀》，《袁氏丛书》卷 10。

l		万历《嘉善县志》卷 9《人物志·清操》。

m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诗·中秋月次朱汝明韵》，《袁氏丛书》卷 9。

n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诗·十七夜月、社友以杜工部“秋月仍圆夜，江村独老身”为韵、余得月字》，《袁氏丛书》卷 9。

o		万历《嘉善县志》卷 9《人物志·隐逸》。

p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诗·蒋主政从余问诗》，《袁氏丛书》卷 9。

q		王畿：《王畿集》附录三《逸文辑佚》，“袁参坡小传”，第 8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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篱”等句 a，写实而生动。他也给嘉靖十九年（1540）举人、曾任江西龙南知县的姜圻之父、擅长作诗的姜天

翼（号墨溪）专门题写过扇面诗 b，甚至为朋友的画作题诗 c，不仅仅是因为出于诗人的风雅，也因为袁仁的

书法师法赵体，达到了乱真的境界。相信明代的文人一定了解文化圈中的卓越之士在诗、书、画等场域的

意义，书法可以说是明代的价值体系中层次更高的艺术形式与文化行为。d

在这方面，文徵明（1470—1559）是当时文人高士中的核心人物，与顾璘、马西玄（汝翼）、聂双江

（豹）、赵大周、王槐野（维桢）等人并称当代名公，显扬于世。e

袁仁给文徵明的诗中，有“诗拟开元字永和，吴门小隐旧曾过……相逢欲话雕虫事，为问先生意若

何”等句 f，体现了他们在诗文方面的共同追求和相知之雅。而且，寿享较长的文徵明，是袁仁为三子袁裳

选择的书法教师。为此，他给文徵明去信，表示讨厌科场竞争中坏人心术的方式，认为书法这种实学可以

正心术。而袁仁本人也是习书颇久的行家，尤其是他所学的赵孟 书法，可以乱真。所以他不免骄傲地说

“今吴下售赵字者，大半皆仁笔也”，书法技艺已经令人惊骇。他认为三儿袁裳相当聪慧，比较适合向文徵

明学习。g夫人李氏认为袁裳适合举业之途，但袁仁说“此儿福薄，不能享世禄，寿且不永，不如教习六德

六艺，做个好人”，而且习医可以济人，“最能种德”。跟随文徵明学诗习字时，袁裳已有十四岁。可惜袁裳

过世甚早，婚后无子，应验了袁仁生前预见的结局。h

辈分更高的沈周（1427—1509），也是袁仁的好友。何良俊指出，苏州士风中“大率前辈喜汲引后进”，

而后辈们也都推重先达。i沈周曾绘一幅竹给袁仁，后者专门赋诗相谢，并说：“见竹如见石田子，高节凛然

凌众木。”j沈周的诗在文徵明看来，是不经意间写出，“意象俱新”k，大概较契合袁仁的口味。

在与顾子声、王天宥、刘光浦一起酒宴的小聚中，刘光浦极称袁仁是“大节凛然，细行不苟，世之完

德君子”。但袁仁表示自己还有“极慕清静而不断酒肉”“终日闲邪而心不能无妄思”“外缘役役、内志悠

悠，常使此日闲过”等十个方面的缺点，并不能称“完德君子”。这种“实心寡过”的态度，让顾子声很是

钦佩。l袁仁另有专门写给顾子声的信中，表达出于家居药圃中灌溉后的心境，以及并不甘于平淡的情绪：

“武塘久寂寞，得吾党二三人草昧英雄，扬扢风雅，遂为俊国揽胜拴奇，当使松壑效灵、清溪生色，毋过自

退缩也。”m

在回应诗友、吴中才子徐祯卿（1479—1511，字昌谷）的小诗中，袁仁追怀他们结社的过往及情谊，

并感叹“独怪寒林鸿雁少，诗筒迢递到来稀”。n袁仁在其《毛诗或问》的卷首序中，提及他们二人与生于成

化二十年（1484）的著名文人孙一元，一起讨论诗歌之事。o这种诗歌校订的合作关系，大概在弘治十六年

（1503）至正德八年（1513）间，地点或许在苏州。p可惜徐祯卿坚持举业，在为官后应酬不少，终以 33 岁

早逝 q，相信徐、袁两人见面交往的机会不会太多。

a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诗·西墅草堂为马良甫题》，《袁氏丛书》卷 9。

b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诗·题素扇和姜天翼韵》，《袁氏丛书》卷 9。

c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诗·陆敬伯乃翁号棲筠以画竹求题》，《袁氏丛书》卷 9。

d		柯律格：《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引言”，第 7 页。

e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 15《史十一》，第 131 页。

f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七言律诗·寄文徵仲》，《袁氏丛书》卷 10。

g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书·送裳儿从文徵仲学书书》，《袁氏丛书》卷 10。

h		钱晓辑：《庭帏杂录》卷下，第 763、766 页。

i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 16《史十二》，第 134 页。

j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诗·画竹谢沈启南》，《袁氏丛书》卷 9。

k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 26《诗三》，第 236 页。

l		钱晓辑：《庭帏杂录》卷下，第 762 页。

m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书·与顾子声》，《袁氏丛书》卷 10。

n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七言律诗·答徐昌谷》，《袁氏丛书》卷 10。

o		袁仁：《毛诗或问》，袁仁“自序”，《袁氏丛书》卷 3。

p		张佩：《杨齐贤、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版本系统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32—134 页。

q		王乙、陈红：《徐祯卿年谱简编》，《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5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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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徵明交情甚厚但已不大相见的晚年唐伯虎（1470—1524），一如其诗“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

作业钱”，依旧风流洒脱。a他既是袁仁好友，也是王宠的岳父 b，嘉靖二年殁后，袁仁为这位“十年知己”

作诗悼道：“敝屣残裘折角巾，石湖零落更伤情。十年知己灯前泪，两字功名地下尘。”c

虽然因资料的局限，袁仁的社会交往大多只留下片断性的记载，给人的印象也只具轮廓性，但从上述

零散的文人交游活动来看，袁仁与明代中后期那些思想文化界的卓越之士，有着广泛而密切的交往。

五、布衣生活中的家国情怀

袁仁在嘉善社会中只是一介布衣之士，却曾被选为乡饮酒礼中的“尊长”d，可见并非一般。而且晚明地

方政界的一些杰出人物，与袁仁的生活世界有着多重交集。这种交往关系的表现，多见诸袁仁的诗文之作

中，当中可能透露出诗文写作的人物关系、时机、场境、情感等信息。透过诗文的交流，袁仁拓展了社会

活动，也提升了文化影响力。

例如，袁仁与曾任山西参政的赵渐斋关系不错，在山西驿站侯马为致仕归乡的赵参政赋诗相慰。e曾于

正德十一年至十三年间任嘉善县丞，后升任长安知县的福建尤溪人、监生潘瑜 f，在任期间声誉卓然，被视

为一位“官卑而不阿宪司之隶，被逮而能拒求贿之惑”的良吏。袁仁认为因潘瑜出众的才德，“邑之僚寀皆

与有光”，并受众人之请，作《贺二尹潘侯膺宪司奖劳序》。g 再如，当地人、嘉靖五年进士陆垹（字绣卿，

号篑斋），雅好理学，常以圣贤自期，官至副都御史。h袁仁给即将北上的陆垹写信说：“足下卓然砥柱，力

障狂澜，存古人之心，行古之事，而不独不甚开古人之口，师世觉民将焉赖之，岂以今天下举无可告语者

耶？昨拨冗登堂，实欲窃聆绪论，坐多俗客，谈麈难挥，肥鲜在案，酿酒在卮，脉脉不能下咽，日暮西归，

怃然如有失也。”并讨论了不少有关时事政治的问题。i嘉靖十七年进士，曾任江西吉安府推官、监察御史、

陕西河南巡抚等职的盛唐（字元陶或原陶，号南桥）j，官声亦佳。晚年优游林下，与袁黄一起编修《嘉善县

志》。袁仁对其早期于边地抚绥乏食的军民等事 k，颇有赞许之意，在盛唐还京之际，即赋诗相赠道：“闻道

边陲犹赤帜，九重应未忍深居。”l至于江苏上元人顾璘（1476—1545，字华玉，号东桥），与同县的陈沂、

王韦并称“金陵三俊”，弘治九年（1496）成进士 , 官至南京刑部尚书等职，是南京文化圈中的核心人物，

顾家因而成为各类文人交游的一个中心。嘉靖十年（1531）秋天，松江名士何良俊兄弟到南京科考，在拜

访顾家时，偶然与在那儿养病的王宠初次相识，王氏对于何氏的作品“极口赞赏”，从此结下很深的友谊。m

而袁仁与顾璘及何、王二人都有很好的交谊。他与当时南都第一流的文人、政治地位较高的人物的交往，

主要就在文学方面的交流。在他们往来的诗文中，大约可以窥见袁仁与顾璘比较亲近的关系。袁仁送顾璘

的诗中云“连年脱屣山中行，海滨忽遇安期生”，有相期相约之说，又言“玉珂金珮等浮云”，有早悟早决

之意，否则“此身一堕不可追”。n与顾璘相和的一首小诗中，更具闲散旷达之味，所谓“清兴远从尘外发，

禅心偏向静中来”“莫问六朝兴废事，斜阳细草首重回”。o

a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 15《史十一》，第 133 页。

b		柯律格：《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第 176 页。

c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七言律诗·哭唐伯虎》，《袁氏丛书》卷 10。

d		包筠雅：《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77 页。

e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诗·侯马行和赵渐齐作》，《袁氏丛书》卷 9。

f		万历《嘉善县志》卷 7《官师志·职官表》。

g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序·贺二尹潘侯膺宪司奖劳序》，《袁氏丛书》卷 10。

h		万历《嘉善县志》卷 9《人物志·名臣》。

i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书·与陆绣卿书》，《袁氏丛书》卷 10。

j		万历《嘉善县志》卷 8《选举志·科贡》。

k		盛枫辑：《嘉禾征献录》卷 31《按察司》，第 916 页。

l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七言律诗·送盛元陶还京》，《袁氏丛书》卷 10。

m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 15《史十一》，第 128 页。

n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诗·赠顾华玉》，《袁氏丛书》卷 9。

o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七言律诗·和顾华玉登阁韵》，《袁氏丛书》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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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袁仁还与不少知县交好，如为嘉兴知县黄某题写家居生活的小诗，饶有趣味：“黄侯家住霞塘上，

短墙茅屋绕江篱。”a再如，江西贵溪人、由司谏左迁嘉善知县的何天启（号凤冈），莅任不久即高效地剖断

迁延不决的诉讼案件，“不遣隶卒，民无骚扰”，并为水灾时期的嘉善民众向上级提出蠲税。b袁仁为他作

诗，称颂他的政迹。c对身负经世真才的官吏又具文人雅识者，袁仁都不吝赞誉之词。

一生绝意仕进的袁仁，并不排斥与官府的交往。大概士人生活中除了科考攀升外，文化经营与社会交

往是比较重要的一条取径。但在对于正统理学的理解层面，袁仁在所著《毛诗或问》中批评朱熹对《诗经》

的解读是盲人摸象，有关《尚书》的研究也异于理学正统，都遭受了那时主流论述的排斥，都有袁仁坚持袁

家学术传统的勇气 d，而且大胆批评当时普遍沉浸于科举之学的绅士阶层使真学不显，有振举文运而端正士

风的责任感。e因此或许可以想象在后人整理的文徵明、王宠、唐寅、徐祯卿、王阳明等著述中，都看不到

袁仁影子的缘由。唯一重要的有关袁仁整体形象的简单叙述，见诸王畿佚文中的那篇《袁参坡小传》。f

撇开儒学正统论的影响，要在地方上赢得社会普遍的尊敬，除了功名、艺术成就以及体现过人的道德

等方式外，从晚明以来还可以选择在地方行善。g这在袁仁身上能看到丰富的表现，也有袁家“勇于为善而

奔义”的传统 h，重要事例见诸反映袁仁夫妇言行的《庭帏杂录》者颇多，可能也如袁仁之孙袁俨所谓的，只

是袁仁善行仁举的一部分。i

袁仁虽非地方绅士一类，但较具社会责任感，诗文作品中蕴含较多的政治关怀，很有四子袁黄所谓

“不论仕与隐，皆当以尊君报国为主”之意。j长子袁衷曾记下了袁仁对于天下大事的看法，即有关“天下

事皆重根本而轻枝叶”的论述，所谓天下有道则行有枝叶，无道则辞枝叶，枝叶从根本而生，邦有道则人

务实，所以精神畅于践履，无道则人尚虚，因而精神畅于词说。k袁仁立足于城市社会，对于民生怀持的关

切，时或见诸其诗文作品中。他的五言古诗《伤农家》中“杼轴未停梭，先催完国赋。忍视儿女寒，难禁胥

吏怒”等句，对江南农家生活的艰辛与应付官府赋役的困苦，有着很深的体认。l另有一首《喜雨谣》，细

致地表达出大旱之际农家生活的窘困之态。m此外，袁仁所抒写的《驾将南、华客言松江敛鹅于民、一里长

当出三鹅、鬻米购之、仅充其半、乃知万物皆贵、惟人为贱、恻然赋此》，论及这个人贱物贵的时代，实在

令人恻然：“琉璃为辇玉为珂，谁有黄金可铸鹅。翠盖遄飞鸿雁散，乳鸦啼处夕阳多。”n

这些在当时乡村日常生活中常可见到的情境，以及袁仁强调“作诗以真情说真境”的追求 o，从诗文中能

感知的他所抱持的经世济民情怀，与袁家祖训中要求“怜贫救患”子孙应世世守之的言行 p，都给后人以较深

刻的印象。另外，袁仁给姐夫钱萼的信中，谈及地方发生的饥荒问题以及来年可能发生更重的灾难，让他

们深感忧虑。袁仁说：“明晨县公相召，计必及姐丈，当共陈万姓饥寒之状，而请蠲请赈焉。”q袁仁所述灾荒

危机对于地方社会的影响以及知县将与之商谈相关事宜，而钱家也会在知县相询的名单中，都透露出袁仁

a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诗·野塘为嘉兴黄令题》，《袁氏丛书》卷 9。

b		嘉庆《嘉善县志》卷 10《官师志·名宦》，嘉庆五年刊本。

c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诗·上何侯》，《袁氏丛书》卷九。

d		包筠雅：《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第 73 页。

e		袁衷：《记先考参坡公遗事》，收入《南湖文丛》编委会编：《〈檇李文系〉选辑·宗族》，第 37 页。

f		王畿：《王畿集》附录三《逸文辑佚》，“袁参坡小传”，第 814—816 页。

g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 年，第 123 页。

h		袁颢：《袁氏家训》“家难篇”，《袁氏丛书》卷 1。

i		钱晓辑：《庭帏杂录》，第 754 页。

j		袁黄：《训儿俗说》，收入《袁了凡文集》，第 13 页。

k		钱晓辑：《庭帏杂录》卷上，第 756 页。

l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五言古诗·伤农家》，《袁氏丛书》卷 9。

m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诗·喜雨谣》，《袁氏丛书》卷 9。

n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诗·驾将南、华客言松江敛鹅于民、一里长当出三鹅、鬻米购之、仅充其半、乃知万物皆贵、惟人为贱、

恻然赋此》，《袁氏丛书》卷 9。

o		钱晓辑：《庭帏杂录》卷上，第 758 页。

p		袁颢：《袁氏家训》“民职篇”，《袁氏丛书》卷 1。

q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书·钱木庵姐丈》，《袁氏丛书》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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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布衣之士与钱家在地方上的重要性。

袁仁还有不少闲居自遣与日常生活描画的诗作，十分细腻，饱含其生活中的丰富情感。一首《自遣》诗

讲道：“莫话浮生事，茫茫一梦间。”a另一首《自叹》则感叹“即欲执鞭吾老矣，沧江长啸任沉浮”。b春天于

半村居中静修时，则撰写了两首诗，所言“人来问我修心诀，一席清风一炷香”等句，修佛参禅意味浓郁。c

袁仁那种悠游闲适、与世无争的布衣生活，在诗文中随处可见。袁仁的一首《渔》这样写道：“青苗荒尽学

鸢渔，钓遍芦花雪浦裾。昨日得鱼携出市，不知鱼价近何如？”d这种居于江南水乡，与水域环境相契合的生

活，是江南文人的艺术创作中俯拾皆是的常态。至于家居生计，袁仁大概并不擅长，完全要赖家人的襄助。

三子袁裳曾说：“吾父不问家人生业，凡薪菜交易，皆吾母（李氏）司之。”e在袁黄看来，袁仁待人接物虽都

是一样的温然如春，但细味有别：“接俗人则正色缄口，诺诺无违；接尊长则敛智黜华，意念常下；接后辈

则随方寄诲，诚意可掬；惟接同志之友，则或高谈雄辩，耸听四筵，或婉语微词，频惊独坐，闻之者未始

不爽然失、帖然服也。”f袁黄的观察，应该符合袁仁真实的生活态度。

六、结 语

袁仁这样的布衣之士，显然是具有特殊性的。像很多明代的闲雅或高隐之士一样，他在地方上已开展

出一种有别于仕途的人生价值，闲隐生活也已成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性需求，不必忧心奔忙于基本的

生活资源，将生活重心与方向超脱于富（财富）与贵（功名）的路径之外，建构起别样的生活趣味、价值

与意义。g袁仁积极参与文艺社交活动，甚至可以说是以交成名，不仅在嘉善地方，而且也在晚明文人士大

夫活跃度较高的苏州、南京等地有着一定的影响度，已有拓展其全国性舞台的行动和表现。

袁仁诗文作品中呈现出来的人际交往关系，形塑了明代嘉善地方士人社会活动中的重要内容与文化网

络中的地位，城居生活与人际关系的建构使袁仁的生活及其时代图景，包括家族、姻亲、师友、文人、官

场、庶民生活等，得到很好的再现。至于袁仁这种地方性或区域性的布衣文士，在他的生活时代究竟有多

少“全国性”？或者如文徵明在世时那样，有多少在其生活核心地域之外的人听闻过他的名声 h，其实根本无

法确知。但可以相信，本文揭示的人物范围，必定还是比较有限的。

袁仁的故事，提供出晚明城市生活中科举与仕途出路之外普通知识人的样例，可以代表明代后期社会

所开展出来的“文人文化”，成为了一种独特的生命经验，包括人生态度、生活形式以及感官活动，属于那

时文人当中流行的相互认同的文化形式 i，构成了当时知识人社会生活整体注意力所在。袁仁处世恬淡，生

活平静安逸，注重子孙教育，已有期望家族子弟向科举仕途迈进之意，并将这种愿望完全寄托在了儿子袁

襄、外甥沈科这一代人身上。

可惜袁仁身故太早，没有见到袁黄等人的成功。可以推知，博学又善于教育的袁仁，对童年的袁黄应

该是存在影响的。嘉靖二十五年六月，重病中的袁仁已经闭门谢客。至七月初四，在诸亲友毕集的状态下，

四子袁黄奉上纸笔，袁仁留下了他最后的诗作，有所谓“附赘乾坤七十年，飘然今喜谢尘缘”“云山千古成

长往，哪管儿孙俗与贤”，对世事一无所恋，即投笔而逝。袁仁遗下的两万余卷的藏书，除分赠部分给侄儿

辈外，都传给了袁黄。母亲李氏告诫袁黄说：“汝父博极群书，犹手不释卷。汝若受书而不能读，则为罪人

矣。”j

最终，袁仁与王氏、李氏合葬于县城东南胥五区小冬圩孙家浜。k三十年后，袁黄开始向仕途奋进，也

a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诗·自遣》，《袁氏丛书》卷 9。

b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七言律诗·自叹》，《袁氏丛书》卷 10。

c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诗·春日斋居》，《袁氏丛书》卷 9。

d		袁仁：《参坡公袁先生一螺集》之《诗·渔》，《袁氏丛书》卷 9。

efj	�钱晓辑：《庭帏杂录》卷下，第 763、765、765 页。

gi		王鸿泰：《闲情雅致——明清间文人的生活经营与品赏文化》，收入胡晓真、王鸿泰主编：《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第 588、630 页。

h		柯律格：《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第 113 页。

k		袁营等：《赵田袁氏家谱》，“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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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er Yuan Ren:
Local Literati’s Life-world during Late Ming Dynasty

FENG Xianliang
Abstract: Since the late Yuan and early Ming Dynasties, well-known people had been existed in each 
generation of the Yuan’s family in J iashan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 However,  fol lowing their 
ancestors’ instructions, many outstanding family members chose to take up medical practices, enjoying 
their urban life and immersing themselves in the cultural activities among literati, rather than took the 
imperial civil examinations. Yuan Ren, the father of Yuan Huang, was such a person with relatively 
high social and cultural status. During Yuan Ren’s generation and its last generation of Yuan Xiang, the 
Yuan’s important affinity networks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had already been established. Their livelihood 
space, managed and improved in their urban-resident period, was just within the core area where several 
local powerful families dwelt afterwards. Though Yuan Ren was born in a so-called “literature family” (“文

献世家”), he was a lifelong literatus without any official position. He was charitable, with expectations 
to save people and benefit the society, and also maintained close associations with different people in 
bureaucratic circles. Th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presented in Yuan Ren’s literary works, especially those 
with Shen Zhou, Wen Zhengming, Tang Yin, Xu Zhenqing, He Liangjun, Wang Chong and his brother, 
Wang Yangming, etc.,  reveal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Jiashan literati ’s social activities and their 
positions in the cultural networks in Ming Dynasty, which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rich the overall 
expositions of the literati’s life history in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and discuss in depth the altern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as well as the local cultures since the late Ming Dynasty.

Key words: the late Ming dynasty, Jiashan county, Yuan Ren, affinity networks, the life-world

到了北京，与权臣张居正有了短暂的交际，但正式进入政坛，还要在万历十四年之后。袁黄科考的成功，

为家族带来了荣耀。与丁宾的父亲丁衮一样，在四十年前已经故去的袁仁被追赠“知县”的荣衔。a朝廷恩

赠袁仁为直隶顺天府通州宝坻县知县，官方颁发的制文中还称颂他“涵古茹今，才擅天人之誉；规言矩行，

德高月旦之评”。b 但这些袁仁已经不知道了，也不知道过了不久长久逸安的江南即遭受倭寇重患，更不可

能知道万历前期进入仕途、继而盛名天下的袁黄会有怎样的人生遭际。

袁仁的生活代表了一个时代，也代表了一生之中并不能依赖财富或科考成功后推展社会交往、建立名

望地位的知识人的生活取径。其文化成就与社会影响来自个人的经营，也来自袁家几世祖荫的照护。

（责任编辑：周 奇）

a		万历《嘉兴府志》卷 17《貤封》，万历二十八年刊本。

b		万历《嘉善县志》卷 8《选举志·貤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