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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社员杨守敬与西泠印社的交集考论

赞助社员杨守敬与西泠印社的交集考论

万子昂

摘　要：杨守敬因故寓沪三年间与西泠印社交集，后加入西泠印社成为社员，这段公案因杨守

敬的赞助社员身份，并不为相关社史研究者所重视，从而形成了对西泠印社正式修启立约前的一个

认识盲区。本文通过汇总相关书籍、报刊资料，考论杨守敬何以为西泠印社所看重，及寓沪期间杨

守敬涉及西泠印社中人的一系列交游活动，以补目前相关社史研究之阙。

关键词：西泠印社　杨守敬　赞助社员

西泠印社在早期发展阶段（即1904—1913年，正式修启立约前近十年时间内）作为实质上的地

域性小众印学社团，以核心印人社员为中心，自然围拢了一批为金石学风气所影响，却非专业印人

的社员。对于这些社员的正式称呼，直至1960年韩登安、阮性山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上首次提

出“赞助社员”名称后，因符合社史实际，遂统一定名并沿用至今。a

杨守敬作为其中一名赞助社员，在与西泠印社的交集中，凭借金石学大家、书坛巨擘的身份

及古籍整理的功绩，为西泠印社所看重并被主动吸纳入社，不同于一般性质的赞助社员。故本文试

以其为例查阅杨守敬寓沪的相关文献，进行个案考论，旨在发掘赞助社员群体中代表人物的交游活

动，还原西泠印社早期发展阶段的一个侧面，以补目前相关社史研究之阙。

一、西泠印社早期社员与赞助社员

光绪三十年（1904）以创社四君子为首的一众士人于孤山雅集，随后创立西泠印社。相关记载

据《西泠印社志稿》可知：

初，叶子铭、吴子隐、丁子仁、王子寿祺会集湖滨，慨然有感印学之将湮没也，谋于西泠

数峰阁之侧，辟地若干弓，筑茅三两室。风潇雨晦，乐石吉金，唯印是求，即以为社。社因地

名，遂曰西泠。b

然而，作为现代著名的印学社团，迟至民国二年九月初九日（1913年10月8日）庆祝开社十周

年时，印社方才修启立约，厘定章程，正式定名为“西泠印社”，兼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

a　王福庵审定，秦康祥编纂，孙智敏裁正，余正点注：《西泠印社志稿》，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b　王福庵审定，秦康祥编纂，孙智敏裁正，余正点注：《西泠印社志稿》，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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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推吴昌硕为社长，这期间近十年为早期发展阶段。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者是印社以西泠

孤山为社址，其上有历代祀宇，建筑均为公家庙产，不能直接迁移改动，为印社兴建建筑带来诸多

不便，也使得印社早期的集会，具有强烈的公共性质，不能以私人意愿展开活动。据1905年丁仁等

呈杭州府钱塘县为创立西泠印社辟地孤山专用案，当中即言：

虽云集会自由，要亦吟坛变祠。事关公益，体属私团。a

此事后经汪嵚等官员的支持而得到改变，印社建筑增多，集会活动也愈发以印学交流为中心，

并延续至今。二者在于晚清印学篆刻一类文艺，终非显学。如赵之谦这样颇为西泠印社尊崇的篆

刻大家，也仅以金石学家身份参与张之洞于北京龙树寺举办的集会b，集会名单中列举与会者的专

擅，丝毫未提及赵之谦的篆刻艺业。可见晚清篆刻发展之狭，即使在江浙地区存在一二印人，但印

人往往并不以篆刻技艺为荣，更遑论主动参与以篆刻为主题的相关集会。

故在西泠印社尚属地域性小众印学社团的早期发展阶段，以少数核心印人社员为中心，自然围

拢了一批为金石学风气所影响，却非专业印人的社员。他们未必因篆刻印学参与集会，但也在早期

以“赞助诸公”或“社友”的模糊身份发挥了积极作用，被铭记于社史之上，典型者如在《西泠印

社志稿》中特为勒铭的赞助十人（如图1所示）。据汪厚昌刊于《金刚钻》报的社史介绍可知：

社员入社资格，初惟为金石书画之学者得有之；次之如横通一流，既章实斋所谓琴工、剑

匠、书贾、装池诸人，亦皆得入社为社员。入社时，不须入社费，更不须月费、常年费。故人

皆争先恐后，如蚁附膻，惟恐不及。迨组织渐备，游人日众，俨然与湖山胜迹争雄。于是，即

非金石家、非书画家、非横通家，是杭州人、非杭州人，亦多有解囊输助者，或捐资建筑，或

购置器具，或捐送古物（如汉三老碑之类），若辈均一律认为社员。c

这种印社早期对社员身份界定模糊的状况，直至1960年得到改善，此后印社统一认定“赞助诸

公”或“社友”名为“赞助社员”，沿用至今。

虽然，关于何人归属赞助社员，在印社初设时没有得到合理界定，印学界至今亦莫衷一是。据

《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社史研讨会论文集》所收录文章来看，有人持44人说（韩登安、阮性山约于

1960年所撰名单，图2），也有人持47人说（丁利年《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状况研究之我见》），西

泠印社官网“已故赞助社员名单”则列有52人。

考虑到赞助社员的选取标准，受到印学之外的特殊贡献、籍贯与血脉等因素的直接影响，如童

叔平、王同伯、丁立诚等，就与印社中的某些社员存在籍贯与血脉方面的关系。因此，真实历史上

a　邱云：《清末民初祀典制度变迁对西泠印社的影响》，《西泠艺丛》2017年第3期，第14页。

b　张之洞：《张文襄公书札》，《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年版，第618页。

c　王佩智、邓京：《新见早期社史研究的几个旁证》，西泠印社编《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社史研讨会论文集》，西

泠印社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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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赞助十人小传，出自《西泠印社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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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韩登安、阮性山所撰社员名单，引自《西

泠印社早期社员状况研究之一》

的赞助社员，无疑多于现存赞助社员名单中所列举的数人。本文为尽量避免对某些赞助社员的记录

缺漏，采信人数最多的55人名单（余正《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状况研究之一》）a，并结合《广印人

传》《近代印人传》等书籍与网络检索，对原名单补充辑录各人阙漏的基本信息（籍贯、专擅、身

份）。对于有复合身份的赞助社员，着重强调其与西泠印社相关的主要身份，如周庆云作为儒商，

身兼士人与商人的不同身份，依靠对西泠印社的经济赞助成为赞助社员，故在名单中认定其身份为

商人。其余诸人有类似身份问题的，均照此处理。如下表所示：

表1  西泠印社赞助社员名单

序号 姓名 字号 籍贯 专擅 身份

1 童晏 叔平 上海崇明 善书、画，精刻印 士人

2 王同 同伯 浙江杭州 工诗，精刻印 士人

3 陈璚 六笙 广西浔州 善书 士人

4 汤聘伊 勉斋 浙江杭州

5 金鉴 明斋 浙江杭州 善书、画，精刻印、鉴别 士人

6 胡䦆 匊邻 浙江崇德 工诗，善书，精刻印、刻竹 士人

a　余正：《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状况研究之一》，《“百年名社·千秋印学”国际印学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

2003年版，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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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字号 籍贯 专擅 身份

7 胡如玉 宝亭 浙江绍兴

8 丁立诚 修甫 浙江杭州 藏书，目录 士人

9 罗榘 矩臣 浙江杭州

10 丁理 治平 浙江杭州

11 周李光 六介 浙江乐清 杭县知事

12 杨守敬 惺吾 湖北宜都 善书，藏书，目录，金石，地理 士人

13 张祖翼 逖先 安徽桐城 善书，精刻印，金石 士人

14 李辅燿 幼梅 湖南湘阴 工诗，善书、画，精刻印 道台

15 盛宣怀 杏荪 江苏武进 收藏 商人

16 高保康 龚甫 浙江杭州 修志，金石 士人

17 盛庆蕃 剑南 浙江余杭 善书 士人

18 丁三在 善之 浙江杭州 目录 士人

19 金尔珍 吉石 浙江嘉兴 善书、画，精鉴别，金石 士人

20 丁立中 和甫 浙江杭州 藏书 士人

21 盛起 凤翔 浙江余杭

22 王绮 定叔 浙江杭州 善书、画，金石 士人

23 汪嵚 曼锋 浙江杭州 工诗，善书 杭县知事

24 吴善庆 善卿 浙江绍兴 商人

25 冶开 清镕 江苏常州 僧人

26 夏超 定侯 浙江青田 浙江省厅长

27 张钧衡 石铭 浙江吴兴 藏书 商人

28 俞潮 寅初 浙江杭州

29 钱恂 念劬 浙江吴兴 音韵，小学 士人

30 黄拯 志容 浙江永嘉

31 丁庚 永生 浙江绍兴

32 胡学海 宇澄 浙江杭州

33 康有为 广厦 广东南海 工诗，善书，金石 士人

34 鲁坚 澄伯 浙江余杭 工诗 士人

35 盛锺俊 幼文 浙江杭州

36 王士杰 秋圃 浙江杭州

37 张景星 子详 浙江杭州 工诗 士人

38 王锡荣 湘泉 浙江杭州 收藏 商人

39 郑道乾 健安 浙江杭州

40 洪承德 浙江杭州



西泠印社第七届“孤山证印”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008

（续表）

（续表）

序号 姓名 字号 籍贯 专擅 身份

41 俞文镛 馥葆 浙江绍兴

42 丁泰 静澜 浙江绍兴

43 俞序文 人萃 浙江余杭 工书，精鉴别，藏印 士人

44 盛佺 完甫 浙江余杭

45 周庆云 景星 浙江吴兴 工诗，善书、画，金石 商人

46 孙涛 桂荪 浙江崇德

47 钟元棣 景榆 浙江海宁 工诗 士人

48 李庸 子扉 湖南湘阴 工诗 士人

49 邵长光 裴子 浙江杭州 工书，精鉴别 士人

50 胡希 穆卿 浙江杭州 精刻印 士人

51 阮性山 木石 浙江杭州 善画，精鉴别 士人

52 周承德 佚生 浙江海宁 善书，精刻印 士人

53 邹建侯 贻孙 浙江杭州

54 弘伞 子谿 安徽灵璧 僧人

55 孙智敏 廑才 浙江杭州 工诗，善书 官员

根据余正《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状况研究之一》所录赞助社员55人名单补充辑录

上表所举55位赞助社员，按身份论，可划为士人（25位）、官员（5位）、商人（5位）、僧人

（2位）四大类，其中士人是西泠印社赞助社员的绝对主体。据籍贯论，赞助社员的出生多为以浙

江省为中心的沿海地区，属于内地省份的赞助社员仅杨守敬、李辅燿及李庸三人；据专擅论，除少

数人因资料缺漏不明确外，赞助社员大多各有擅长的领域，其中不乏贯通诗书画印的全才。

就四类赞助社员的相应贡献而言，士人赞助社员，主要依靠金石学术入社，翼助印社的篆刻实

践与印学理论建构。但也不局限于印学，如张景星、李庸这类人，工诗，或善书画，亦可入社。a

官员赞助社员，与一般士人同属士大夫群体，但主要凭借身份所带来的职权便利，为印社做出不一

样的贡献。如汪嵚，其担任杭县知事时，在印社产权注册、拓建庭院等方面多有照拂，对于丁仁

等先后两次为创设西泠印社所递交的申请，曾分别批文，并出具准许告示予以保护。b商人赞助社

员，大多为由士转商的儒商，对西泠印社进行直接的资金或建筑增建赞助，如盛宣怀、吴善庆，前

者于创社时出让自家地产，后者曾无偿增筑观乐楼、还朴精庐。c僧人赞助社员有冶开、弘伞。

上述赞助社员名单除总体反映江浙地区深厚的金石学土壤，以及各社员依其身份与所能勠力同

心建设西泠印社外，亦表现出杨守敬在一众赞助社员中，可作为代表人物的独特性。这不单因杨守

敬有着罕见的内地省份籍贯，缺乏与西泠印社直接交集的条件，晚年因故寓沪三年方才与印社社员

a　王福庵审定，秦康祥编纂，孙智敏裁正，余正点注：《西泠印社志稿》，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

b　邱云：《清末民初祀典制度变迁对西泠印社的影响》，《西泠艺丛》2017年第3期，第16页。

c　王福庵审定，秦康祥编纂，孙智敏裁正，余正点注：《西泠印社志稿》，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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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深入交集。更由于其作为一代学术大家，所涉领域涵盖金石、目录、地理等“朴学”，可谓清

代学术之集大成者，是西泠印社需要的赞助社员之一。

二、杨守敬成为西泠印社赞助社员的缘由

由于西泠印社在早期发展阶段属于地域性小众印学社团，而杨守敬又常年在内地省份活动，故

杨守敬与西泠印社的交集，实际建立在杨守敬数次赴沪，踏足江浙地区的基础上。

据《邻苏老人年谱》记载，杨守敬早在光绪元年（1875）即因鬻艺卖字之事奔赴上海，时间

远在西泠印社创设之前。此时的杨守敬“及抵上海，投书各处，大抵皆以寻常卖字人视之，无主顾

者”a，这种无人问津的情况，直至杨守敬随员赴日后，因薄有名气新结识了几位洋行商人才得到

改善。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是陈光第（字雁初），其为广东潮阳（今汕头）人，亦是上海潮州会馆董

事。光绪二十三年（1897）二月，“雁初乃编告其同乡及南洋新加坡诸侨商”，在其所属的广东商

人圈内宣传了一番，杨守敬因此在鬻艺卖字时颇有所获。二是甘作蕃（字翰臣），广东香山（今中

山）人，是当时在沪的富商、买办。其与陈光第同为广东籍贯商人，间接知晓杨守敬。甘作蕃曾因

酷爱杨氏书法，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特邀杨守敬往其家小住数日，并推荐给同乡所知。

此后二人因金石为友，相交数年，可以说是杨守敬晚年选择寓沪避乱，并与西泠印社交集的主要

原因。

晚清民初因“上海文物殷盛，邑中敦朴之士，信道好古，娴习翰墨，又代有闻人”b，形成了

士人普遍赴沪鬻艺的风潮。但在众多与西泠印社交集的人员中，却只有含杨守敬在内的数人成为赞

助社员。原因是西泠印社在早期发展阶段，需要杨守敬这样具有金石学术名望与成就的学者加入印

社，提升印社的整体水平。因此，“杨守敬成为西泠印社赞助社员”这一社史事件的背后逻辑，不

是杨守敬如何主动寻求加入西泠印社，而是西泠印社需要杨守敬成为赞助社员，需要杨守敬金石学

大家、书法家的身份，以及作为古籍整理者形成的“传刻之功”。其中，西泠印社又首重杨守敬的

金石学大家身份。

这一身份的形成，与杨守敬同其他金石学家、收藏家及外国文人等展开广泛交游息息相关（如

图3）。当杨守敬因赶考赴京、因公事赴日、因邀约赴苏、因避祸赴沪时，这些主要出于维持生计

目的所发生的行迹，在客观上形成了独属于杨守敬的游学活动，拓展了其学术交际圈，致使杨守敬

与当时顶尖的金石学家互通有无，超越了一般士人虽交友遍天下，但“南北东西，大都以邮筒往

复”c的学术交流情况，为杨守敬带来了与诸家间的交流思辨，以及更加广博独到的学术视野，并

直接反映在其最终完成的金石学著作当中。

a　杨守敬：《邻苏老人年谱》，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 第1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b　杨逸撰，印晓峰点校：《海上墨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c　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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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端方招杨守敬入幕题跋金石，引自《申报》

如《三续寰宇访碑录》一书，为杨守敬与赵之谦学术争辩的直接产物。杨守敬在阅读赵之谦

《补寰宇访碑录》的过程中，发现“所得拓本出于赵书之外者，已数百事而未入其录中”a，欲与

赵之谦争辩，然而“其人高自标置，不受攻错”b，双方无法通过口舌交流统一观点，解决杨守敬

所指出的书中阙漏。故杨守敬决定以实际成果驳斥赵书中的错误，参考《补寰宇访碑录》，采用更

合理的体例、更严谨的考据、更广泛的搜罗，依靠赴日所收诸石刻、端方所藏诸石、罗振玉金石辑

本汇编成书c，可谓尽取诸家精华而无诸家之短。

又如《古泉薮》一书，为杨守敬据北京金石拓片藏家李宝台的泉币拓片所完成的著作。涵盖李

宝台父子自十余岁至七十余岁间，日夜不辍拓泉币所形成的积累，可谓集古泉之大观。李宝台与杨

守敬同为笃爱金石之人，其“尝以古泉粘本册求售”d，但至精至希之品亦不愿割爱给杨守敬。故

杨守敬特于李宝台逝世后，收购其遗留的部分泉币类拓片，汇编成是书，从中体现了杨守敬独到的

学术视野。

在主要的金石学成就之外，杨守敬的书学亦是其成为赞助社员的缘由之一，其书学成就包含

两方面，一是书法实践，二是书学理论。杨守敬的书法实践大都是为他人所作的条幅对联，具有较

固定格式的作品，即对外鬻艺的产物，大篇幅的自撰自书作品很少，除受始终存在的生活压力影响

外，杨守敬自身不善属文，整体学术倾向为集成总结亦是关键。晚年杨守敬寓沪期间，就特意致书

与梁鼎芬云：

a　杨守敬：《三续寰宇访碑录》，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12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21页。

b　杨守敬：《三续寰宇访碑录》，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12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21页。

c　杨守敬：《古泉薮》，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12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d　杨守敬：《古泉薮》，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12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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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处拟制一联为祝，而未能作联辞，弟所知也。恳为我捉刀，是所至盼。a

这些都体现出杨守敬书法深受其金石学影响的特点，即在书风上“源于篆隶，不拘一家”b，

所取法的对象不拘前代的任何名家，涵盖大量金石碑帖。在书学思想上，强调“余谓天下有博而不

精者，未有不博而能精者也”c，根源于金石学研究。这方方面面的特质，使得杨守敬书风比较接

近以吴昌硕为代表的海上书家，是杨守敬晚年与吴昌硕交好的原因之一。杨守敬后经吴昌硕撮合，

与日籍文人水野疏梅结为师徒，成为中日书法交流史上的美谈。此事可看作杨、吴二人因书学交游

的延续。

在古籍整理方面，杨守敬的工作主要包括访书、校书、刻书等，据徐珂《清稗类钞》记载：

同、光以来，刻书籍者争挟稿以寄鄂，谓其椠精而值廉也。然鄂之手民，初亦甚劣，宜都

杨惺吾大令守敬多方指教刊本，久之，且能影摹宋元板矣。d

可知杨守敬早年在鄂时就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古籍整理经验。光绪六年（1880）四月下旬，杨

守敬因故“携眷由天津至上海，渡海赴何子峨钦使之招”e，作为外交随员之一出使日本。赴日期

间，杨守敬遵黎庶昌之嘱，专事访书、刻书等古籍整理事宜，充分利用了上述经验。对于已入手的

古籍，杨守敬“每得一书，即略为考其原委，别纸记之”，在正式刻制时，则“日与刻工磋磨善

恶……夜则校书，刻无宁晷”。

得益于如此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当杨守敬主持刊刻的《古逸丛书》《寰宇贞石录》等书一经

传至国内，众士人“几于宋椠元刻等视”。诸可宝《六月十日湘澹同年首成乃园三集诗亦叠前韵继

之》诗云：

海客渺沧波，方言抉机弩。子母音自然，华梵志须补。礼失求四夷，吁嗟籍谈数。f

可知杨守敬赴日期间的古籍整理工作，在士林心中几等于孔子求寻周礼的功绩，杨守敬遂因此

次赴日访书著书而名望日隆，为其学术声震南方士林之始，亦是杨守敬日后避居武昌，至上海能顺

利结交印社中众士人名流的要因之一。最终，杨守敬在学术方面的影响力，以民国元年（1912）八

月下旬至九月上中旬被选入函夏考文苑（新设的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为标志g，发展至顶峰，

对当时寓沪的士人群体而言，纵不识杨守敬其人，亦闻其名。

a　程翔章、程祖灏编著：《杨守敬年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325页。

b　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90页。

c　杨守敬：《激素飞清阁评帖记》，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8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9页。

d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5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402页。

e　杨守敬：《邻苏老人年谱》，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1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

f　诸可宝：《璞斋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5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版，第615页。

g　程翔章、程祖灏编著：《杨守敬年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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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杨守敬寓沪期间与西泠印社社员的交游

杨守敬因避武昌起义兵乱，往其上海友人甘翰臣处寄住，直至民国三年（1914）五月赴京为

官，前后留居上海约三年之久，是为杨守敬一生中与西泠印社交集的主要时期，这种交集集中体现

为杨守敬与部分西泠印社社员的交游，以其教授水野疏梅书法为始，以其赴杭与诸社员会晤为终。

杨守敬寓沪期间的交游细节，基本散见于同时期与其交好为友者的信札、日记。今据部分信

札可知，杨守敬曾数次自言在上海卖字鬻艺“谨敷日用”“亦少过问者”a的现状，体现了其因故

仓促离鄂赴沪所面临的巨大生活压力。这种压力几乎贯穿杨守敬的三年寓沪期，导致其交游活动主

要以如何维持生计为前提。因此，杨守敬与印社社员交游的目的，并非仅仅为了参与文人雅会，而

是通过交游借用社员背后势众力强的文人团体，为自己的印书、鬻艺等经济活动服务。对于西泠印

社，于公则需要杨守敬这样的金石学大家加入印社，以增强印社综合实力，于私则双方本就存在较

好的交情，赞助社员不过是对这段交情所进行的名义上的追认。

杨守敬寓沪期间与西泠印社的交集，最初体现为宣统三年（1911）经人引介所收的徒弟水野疏

梅，杨守敬教导他书法，吴昌硕则教导他绘画。其人属于长尾甲、河井荃庐一类与西泠印社存在关

联的日籍文人，只是水野疏梅并未被明确记载于社员名单上，一般不将其看作印社社员。水野疏梅

对杨守敬的直接影响，是促使《邻苏老人年谱》《学书迩言》二书出版，并在回国后对杨守敬书法

进行广泛宣传。

受到水野疏梅的宣传影响，杨守敬寓沪鬻艺时所遇求书求跋者，“日本人尤夥”，杨守敬的书

法家身份进一步为中日文化界所认可。然而名气的提升，并不能解决杨守敬要供养随行寓沪的整个

杨氏家族的压力，杨守敬只能选择重操印书旧业，与缪荃孙、傅增湘、莫棠、沈曾植、刘承幹等藏

书名家以赏玩古籍、互借善本校书为由集会交游。一方面，杨守敬可以依靠集会寻找合作者，借用

对方珍藏的古籍原本印书。据《艺风老人日记》及《艺风堂友朋书札》二书记载，杨守敬就曾与缪

荃孙、甘翰臣合作集资印书，拟“三股分派，并宣纸及印工每股七十二元”b，由杨守敬负责与天

宝斋石印局的洽谈工作及校订之役。另一方面，杨守敬也能够通过集会接触到实力雄厚的买家，方

便自己出售由鄂携来的古籍（如图4）。据《嘉业堂藏书日记抄》记载，刘承幹就曾通过上述古籍

交流集会结识杨守敬，“至东百老汇杨惺吾处，阅视所藏书籍”c，出于人情应酬的缘故，烦请朱

甸清代为拣选数种购买。

由于此类古籍交流集会本质为同好雅集，对与会者的身份并无严格限制，除上述精于旧学的

前辈，会中亦不乏晚生后辈。如当时正在经营上海西泠印社的吴隐，是座上常客，也是杨守敬寓

沪三年期间主要接触的西泠印社社员。在此之前，二人间有据可查的交游行迹可上溯至宣统元年

（1909），据《邻苏老人题跋》记载可知：

a　杨先梅辑，刘信芳校注：《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巴蜀书社1996年版，第188页。

b　钱伯城、郭群一整理，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26—827页。

c　刘承幹著，陈谊整理：《嘉业堂藏书日记抄》，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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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阴吴君石潜精篆刻，藏印甚多。尝以其秦汉印选、国朝诸名家印及《西泠八家印谱》赠

我，知其与杭州丁君辅之结印社有年。又出其《西泠印社图》属题，亦吾旧友陈君蓝州笔也。

余刻日归鄂，不及为之详述，倚装书此以志之。a

作为在集会中再次相见的友人，吴隐虽没有以入股者身份直接参与杨守敬的印书活动，但考虑

到其以书商身份，与缪荃孙过从甚密，曾为缪荃孙寄售过诸多书籍b，吴隐应当为杨守敬提供过类

似寄售、宣传所印书籍的服务，双方产生涉及经济层面的联系，关系因此更为亲密。据《通鉴纪事

本末》跋尾云：“寄语石潜，当什袭藏之，勿轻以与人也。”c可知杨守敬还为吴隐所获的善本古

籍鉴定，由此数语能见二人此时的交情。

除上述古籍交流集会以外，杨守敬曾参与过且有史可据的重要集会活动，主要为中国书画研究

会（后改名“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于民国元年四月二十三日（1912年6月8日）在徐园举办的

“金石书画共览会”。d民国时期的上海，以数座名园为址展开的文人社团集会活动不胜枚举。据

《上海的文艺社团》一书可略知当时之盛况，而在是书所举的一百余个社团中，大多又依托徐园活

动，故而徐园可谓当时上海的公共文艺活动中心，骚人墨客莫不结伴来游。据《王一亭年谱长编》

记载，当时“金石书画共览会”的相关与会者中就有吴昌硕、哈少甫、长尾甲等在沪西泠印社社

员。杨守敬作为发起人之一参与其中，不仅能与在沪印社社员展开更广泛的交游，拓展关系，还能

借用主办方中国书画研究会代为寄售作品的服务，可谓一举两得。又由于此类集会中存在大量西泠

印社核心社员，约等于实质上的在沪小型西泠雅集，杨守敬遂通过集会在不自觉中完成了由一般文

友直至“赞助社员”的身份转变。

在“金石书画共览会”举办的第二年三月初三（1913年4月9日），作为西泠印社赞助社员之一

的周庆云曾于徐园大集名士。据与会者邹弢诗作《癸丑上巳吴石潜哈少甫童心盦陆野衲等四十余人

在曹家渡徐氏小兰亭修禊作长歌纪之》（图5）云：

欲把高风继永和，招邀裙屐联车骑。管弦殇咏集名流，海上群贤禊事修。e

可知此次集会又名为修禊会，旨在追慕兰亭先贤。修禊会中核心诸人与前“金石书画共览会”

与会者基本重合，故此次集会可视作前度集会的延续。虽然，据《吴兴周梦坡先生年谱》云“上巳

日，淞社同人修禊徐园，会者二十二人”，与邹弢说似乎颇有出入。这是因为民国社团多不设非此

即彼的参与禁制，一人时常在交游间身兼多社的社员身份。如吴昌硕在担任西泠印社首任社长的同

时，也活跃于海上题襟馆、淞社等其他社团，周庆云本为淞社的主要发起人，则年谱记载自然以淞

a　杨守敬：《邻苏老人题跋》，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8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5页。

b　缪荃孙著，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日记》，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251页。

c　杨守敬：《邻苏老人年谱》，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8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1页。

d　张俊峰：《杨守敬与印人的交往及其用印特点》，《书法》2020年第6期，第135页。

e　邹弢：《三借庐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7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版，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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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西泠印社修禊纪盛》碑，引

自“西泠印社”微信公众号

图 5 　 邹 弢 修 禊

会诗题，引自《三借

庐集》

图4　杨守敬卖书启，引自

《申报》

社为主。邹弢诗题所指“四十余人”同时包括淞社中人与非淞社中人，杨守敬应当也作为“四十余

人”之一参与其中，并借此集会与同为赞助社员的周庆云有过金石学、书学等方面的学术交游。

此次修禊会无疑具有某种承前启后的特殊意义，因其不仅属于原本徐园“金石书画共览会”的

延续，亦是西泠印社创办十周年集会的先声。据张景星《西泠印社同人录序》云：

今年春，复就本社旧址，开兰亭纪念盛会，兼陈列书画精品，扢扬风雅，中外联欢，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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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数百人，何其盛欤？盖追溯本社成立之始，已十年于兹矣。a

可知，西泠印社于民国二年九月初九日（1913年10月8日）举办创设十周年集会暨兰亭纪念

会，并特为勒石碑刻，摄影与会百人全图，以志一时之盛会。

殊为可惜的是，碑刻《西泠印社修禊纪盛》（图6）并未全录当时与会的数百人，其中仅提及

“金陵哈少孚则自沪上遥集”，至于如杨守敬等其他在沪社员，是否参与了此次西泠印社创设十周

年集会，《邻苏老人年谱》及其余著作中均未记载。再者，年谱开篇即言：“日者推余命，流年止

七十三。”b（此轶事亦见《清稗类钞》，按所谓“日者”当是杨守敬好友陈衍）考虑到杨守敬当

时拮据的生活状况及对衰年的忧虑，似乎不太可能参与西泠印社创办十周年集会。

其实，据《西泠印社修禊纪盛》所录的名单来看，当中即有在沪日籍社员长尾甲，以及经营上

海西泠印社的吴隐，集会中必然存在自上海来参与集会，却未被铭刻于石碑的人物。另据《邻苏老

人年谱》记载，杨守敬确曾有过一次罕见的出沪赴杭记录，即民国二年（1913）九月间，杨守敬与

甘翰臣、杨先梅结伴赴杭州西湖旅行之事，此事几乎与西泠印社十周年集会同时同地发生。在此次

出行中，杨守敬特意携孙同游，因杨先梅“颇诚笃，又资禀过人，将来当能世其家学，特钟爱之，

每出必令随侍左右”c。故此一行名曰旅行，实乃游学。杨守敬即便没有亲赴西泠印社创设十周年

集会，但也必然出于引介自家孙辈的目的，与当时在杭的社员好友会晤，从而实现其人生中与西泠

印社最后的交集。

纵观杨守敬晚年寓沪期间与西泠印社的交集，客观上上海与杭州间所具有的地理隔阂，致使二

者的交集基本通过在沪社员间接完成，杨守敬始终面临的生计问题，促使其有意识地缩小交游范围

与深度。但杨守敬寓沪期间与西泠印社的交集，总体仍较一般文人与西泠印社的交集更密切，大概

双方均为晚清民初不同学术领域的顶峰，西泠印社既认可杨守敬为金石学大家，杨守敬亦何尝不对

西泠印社心向往之？

四、余论

作为与西泠印社交集的赞助社员代表，杨守敬从宣统元年（1909）短暂赴沪鬻艺，至民国三年

（1914）离沪应袁世凯之聘，从零星接触部分西泠印社中人，到被辑录于赞助社员名单，在西泠印

社正式修启立约前的早期筹备阶段，与在沪核心社员展开了广泛的交游，是为杨守敬晚年学术年谱

中尤为重要的一笔。其中，杨守敬自身金石学大家、书法家的身份，以及古籍整理者的功绩，无疑

是杨守敬与西泠印社发生交集的根由。其金石学著作，建立于旁征博引的基础上，积累了一大批以

资学习的宝贵金石材料，乃至许多不见史载的国外金石碑刻，被西泠印社认为有补于篆刻实践与印

学理论研究，其本人，更是为西泠印社所认可的士人型赞助社员。

在金石学研究之外，杨守敬与吴昌硕等海上书家在书法风格与书学思想上形成共鸣，还在一生

a　王福庵审定，秦康祥编纂，孙智敏裁正，余正点注：《西泠印社志稿》，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页。

b　杨守敬：《邻苏老人年谱》，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1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c　杨守敬：《邻苏老人年谱》，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1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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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进行了大量的古籍整理工作，具有类似吴隐“传刻之功不下于著述”的贡献。特别是对于古籍整

理工作，由于杨守敬本人所具备的治学功力，其对书籍的出版辑录实际涵盖相当程度的校勘，可谓

另一种形式的著述，从中所反映的严谨学术研究品质，亦为西泠印社所看重。

（作者系三峡大学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