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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宋末'清初(%&项目编号"./$+012#, (的阶段性成果#本文蒙两位匿名评审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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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镛及其家人抗元殉节的故事是宋季忠义传奇的一种#一直以

来!人们对袁桷)延
!

四明志*未立袁镛传一事颇多
"

议!认
#

袁

桷违背中国传统史学$直书实
$

%精神!故意不
#

袁镛立传#事实

上!从历史书写的角度看!袁桷编修)延
!

四明志*时!文献中尚

无袁镛殉节的相关记载!而整个故事其实都来自後人的塑造#宋季

忠义的历史书写虽然与传统忠义观有关!实际更多受时代背景+书

写者身份及文本主题+类型的影响#从书写者的角度看!宋季忠义

历史书写的动机是多元+多变的!但终极目的毫无例外都与个人在

$当下%的资源竞
"

和分享有关#

<=>

$袁镛+忠义+历史书写+袁桷+ )延
!

四明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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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义是我国传统政治伦理的重要
%

容!也是宋元之际极
#

突出的社会现

象# ,宋史-忠义传序." $士大夫忠义之气!至於五季!变化殆尽#宋之

初兴!//於是中外仆绅知以名节相高!廉癴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故靖

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

望!班班可书# %

!

!邵廷
&

,宋遗民所知传 .

'

" $两汉而下!忠义之士至

南宋之季盛矣# %

"

!赵翼)廿二史諸记 *也
(

" $历代以来!捐躯殉国者!

惟宋末独多# %

#

!浴血抗敌+壮烈殉节的文天祥+陆秀夫+李庭芝等人!历

来都是志士仁人仿效的榜样!也是史家文士歌颂的对象!以至在一般印象

中!忠义代表了宋元之际士大夫反映的主流#

萧
)

庆指出!在任何重大历史变革的时代!面对外在环境不可抗拒的变

化!每个人都会根据其政治理念+道德信仰与实际利益的轻重权衡而做出不

同的反应!或以死报国!或高蹈远引!或改仕新朝#

$

!越来越多的研究发

现!所谓宋季忠义辈出!其实是一个$

*

像%!宋季士人的忠君爱国意识?

不会比其他朝代来得高#

%

!

#

什
+

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差0其实!这是宋季忠义形象建构和书写的结

果#从宋元之际到明末清初!随着大量以 $昭忠 %

#

主题的历史著作的出

现!宋季士人的忠义行
#

被不断挖掘和重写! $忠义 %

%

涵扩充&

!!人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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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撰! )宋史*&北京"中华书局!$()) (!卷&&+!列传第"#'! ,忠义一 .!页

$,$&(#

邵廷
&

! )思复堂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卷,! ,宋遗民所知传.!

页$((#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 )廿二史諸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 (!卷"'! ,宋制

-

之厚.!页',&#按"忠义也是明末清初重要的社会现象#其实!无论是人数!还是

惨烈程度!明季都在宋季之上!但清人出於$忌讳%!不便明言!故以宋季
#

盛#明季

忠义殉国情癋!可参何冠彪! )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

份有限公司!$(() (#

萧
)

庆! ,宋元之际的遗民与贰臣.! )历史月刊*!第((期&$((+年&月(!页'+1+&#

陈得芝! ,论宋元之际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动向 .!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

文-社会科学(!$(()年!第"期!页$&)1$+$#

一直以来! $忠义%与$遗民%!一生一死!界限分明#但在宋季忠义的历史书写中!

大概从元朝开始! $忠义%与$遗民%

%

涵开始混同!到万斯同编纂)宋季忠义
$

*!

二者已完全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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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增加'

!!意义被无限放大!从而使得忠义形象深入人心#

後现代主义史学认
#

!历史书写本质上是一种文本建构活动!书写者基

於时代背景和自身情感!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文学再造!从而达到对传统或外

部世界宣示权力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
(

!宋季忠义的历史书写?非单纯

的史学编纂活动!而是史学与文学互动的
.

物!带有文学想像的成份#相应

地!在$昭忠%这一共同主题的背後!宋季忠义历史书写的真实动机亦具体

而微!既有时代的差?!也有书写者身份的区
/

!不可一概而论#要
0

调的

是!时代差?以及书写者的身份区
/

?非历史书写中互不相干的两个因素!

它们往往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共同作用#问题是!这种作用是完全随机

的+偶然的!还是有规律可循0除时代背景和书写者身份外!影响历史书写

的还有什
+

因素0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相对固定的阐释范式或运作机制0

视角不同!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乃至历史认识都大不相同#关於宋季忠

义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学界目前已有一定积累!但其立足点大多仍局限於传

统的史学或文学领域!较少从历史书写的角度切入!缺乏史学与文学的互

动!未能认识到历史学的文学性特徵#往往囿於王朝断代!缺乏历时性+长

时段研究!看不出宋季忠义形象建构及书写的历史过程!也缺少对文本以及

特定人群书写模式宏观的性质及结构的探讨#

(

!本文将从 )延
!

四明志 *未

立袁镛传
(

起)

!!通过还原袁镛忠义形象建构和书写的完整过程!一方面澄

清袁桷未
#

袁镛立传的原因!另一方面揭示袁镛忠义形象建构和书写背後的

力量构成+书写策略和书写动机!?在这一基础上!结合其它忠义文献!从

:;<=>!"?@AB

,

'

(

)

由於
%

涵混同!明清时期文献中收
$

的宋季忠义人数大幅增加!比如)宋季忠义
$

*就

有五百馀人#事实上!这些$忠义%中有相当部份
#

传统意义上的遣民#

关於宋季忠义人的研究!目前学界已有一些成果!但主要集中在历史考证方面!从历史

书写角度展开讨论的还比较少!主要有加拿大学者谢慧贤2345567489:3;<=的!"#$%& '%

()%$*+',*-./)$0'*1 '% 2#'3+,,%+#4",%+53)"#'%$ 34566#%&7(-805%95:;$:<(=929*>#5=?

@5=95:% @(=7#%&9$% A%#B5:=#9'?$(($C+美国学者戴仁柱3D#,7(:> 1+/(B#=C的 6'%7

!&$'%*++#,8/5%+$'%-2#,"3'*'*/9:/0'+';*$%7 "50+53,'% 2#'3+,,%+#4",%+53)"#'%$

&0(-E:#>&58F(:B(:> A%#B5:=#9' G:5==?$((+1中文版由刘晓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年出版(等#对文本及特定人群书写模式宏观的性质及结构的探讨!目前主要集中

於魏
1

南北朝史领域!较具代表性的论著有徐?! )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

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孙正军! ,中古良吏书写的两种模式.! )历

史研究*!"#$&年!第,期!页&!"$#

关於)延
!

四明志*未
#

袁镛立传之事!明清时人多有探讨!文献中留下了大量辨析文

字#上世纪(#年代!学界出现了一批专门论著!提出了一些极富
)

发的观点!但在这些

文字的梳理上!仍有相当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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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转向宏观!跳出袁镛这一个案!从整个宋季忠义群体的历史书写入手!

探讨忠义书写这一书写模式出现的思想基础及现实制约!透视?总结忠义书

写的运作机制!进而
#

理解历史的本质提供思路和参考#粗陋不当之处!还

望方家批评指正#

B

%

-.CD-657E&FGH

袁镛及其家人忠义殉节的故事&详见下文(是宋季
2

多忠义传奇*+,

!的一

种!虽然悲壮!但作
#

一个学术话题!还是与袁桷)延
!

四明志*未
#

袁镛

立传有关#

袁桷&$"++!$,") (!字伯长!号清容居士!鄞县人#早年举茂才?等!

任丽泽书院山长#大德初!以荐改翰林国史院检
3

官!累迁国史院编修官+

翰林直学士+侍讲学士#泰定四年&$,") (卒!醝$文清%#袁桷早年师事

王应麟+戴表元+胡三省等!以能文名!朝廷制
4

+瞕臣碑铭!多出其手#

又精於史学!於历代礼乐沿革+官吏迁次+百家诸子目
$

+士大夫族系!悉

能推本溯源#一生勤於著述!有 )清容居士集 *+ )延
!

四明志 *+ )易

(

*+ )春秋
(

*等#

)延
!

四明志*

#

元代五大名志之一!成书於延
!

七年 &$,$% (#该书

原
#

"#卷!今存$)卷!凡$"考!分
/#

沿革+士风+职官+人物+山川+城

邑+河渠+赋役+学校+祠祀+释道+集古#是志
%

容详尽!体例完备!向

受好评#四库馆臣认
#

其 $条例简明!最有体要 %! $考核精审!不支不

滥!颇有良史之风#视至元嘉禾+至正无锡诸 )志 *!更
#

赅洽 %#

*+-

!目
$

学家周中孚谓" $每考各系小序!义理谨严!考证精审!而辞尚体要!绰有

良史风裁#盖清容早从王厚斋+舒舜侯 &岳祥 (2载 3诸遗老游!学有渊

源!又博览典籍!练习词章!尤熟於乡邦掌故!宜其从事於地志!自非余子

&

012

*+,

*+-

$传奇%一词!

%

涵通常有四" &$ (文学体裁!主要指唐宋时期的短篇小
(

1 &" (明

清时期唱南曲
#

主的长篇戏曲1 &, (动词词组!传播奇闻1 && (情节离奇或人物行
#

超越寻常的故事#本文所见之$传奇%!一般指第四义项!单纯
0

调故事情节离奇!不

涉及文本的文学性或史学性评价!否则加引号!以示区
/

#

纪昀!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卷+%!史部"&!

,地理一.! $延
!

四明志%条!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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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及也# %

*+.

!四明人董沛也
(

" $自明以降!郡县图志靡国不举!然类有芜

秽+腸乱之作!古法荡然!惟宋+元两朝犹存唐以前谨严之意//简而有

法!繁而不支# %而四明诸志中! $元则清容之志最有盛名%#

*+/

!

当然!也有人批评该志在人物收
$

及
%

容处理上存在缺失!有违中国传统

史学$直书实
$

%精神!具体表现
#

袁桷故意不
#

宋季忠义袁镛立传#最早提

到这一问题的是袁镛的同乡元明之际人蒋景高*+0

!# ,袁进士传.指出)延
!

四

明志*不立传的原因是袁镛後人拒
5

了袁桷通谱的要求" $大德间!袁清容

求其家世!不与!衔之#比修延
!

郡志!

6

其事不书# %

*+1

!明人徐一夔"

$镛不幸不遇太史公#又其同志已叛盟事敌!亦讳道其事!故遂至於无

闻# %

*+2

!邵经邦" $当时二子卖国取贵!且据要路!而恶言公之节者!一时

佞谀迎合!至郡志亦不传# %

*+3

!则
0

调赵+谢二人的影响及所谓$时忌%#也

有人认
#

宋季忠义国史中失载甚多!故不
#

袁镛立传?非故意" $镛不见
$

於史!何耶0吾尝观宋季野史!当时自荐绅大夫下至工艺及方外之徒!奋身死

王事者不可胜数!而考之国史所载!十无二三!则史之所遗者独镛哉0%

*+4

!

袁桷出自城南袁氏!其家乃四明望族!诗书传家!累代
#

官!且长期与

四明相族史家联姻!社会地位举足轻重!?不在袁镛所在西门袁氏之下!

$通谱%一
(

殊难理解#最先对$通谱
(

%提出质疑的是明人叶盛# )水东

日记*!卷"'! ,袁伯长家世." $四明袁桷伯长!元翰林大手笔也#其先

实宋相之後!家世具见)清容集*#//袁忠彻家)进士忠义
$

*所述!其

:;<=>!"?@AB

'

*+.

*+/

*+0

*+1

*+2

*+3

*+4

周中孚撰!

7

曙辉+印晓峰标校! )郑堂读书记*&下(&上海"上海书店!"##( (!

补逸卷$"! ,地理类二-都会郡县-延
!

四明志.!页$&'(# $盖清容%一句标点原
#

$盖清容早从王厚斋+舒舜侯+岳祥载诸遗老?%#按"舒舜侯!字岳祥!非二人!不

该点开! $载%恐
#

衍文#

董沛!乾道)四明图经*&)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

4

!杭州"杭州出版社!"##( (!

卷首! ,校刻宋元四明志序.!页"%+)1"%+%#

蒋景高&$,$(1$,)+ (!字伯高!号丹台外史!象山 &今宁波象山 (人#洪武初荐授国

子助教!转象山县教谕#

陈汉章总纂!重刊民国)象山县志*整理委员会点校! )象山县志*&北京"方志出版

社!"##& (!卷,$! ,文徵
%

编上-传-袁进士传.!页$'&$#

徐一夔著!徐永恩校注! )始丰稿校注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卷$&!

,题跋-跋袁镛传後.!页,)&1,)'#

邵经邦! )弘艺
$

*&)四库存目丛书*本(!卷",! ,四明袁公镛忠义传後序.!页

&),#

杨士奇! )东里集-续集*&)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 *版 (!卷",! ,题袁进士镛传

後.!页+%"#

-

.

/

0



先固名族!亦未迨伯长!乃
'

" 4伯长之祖与进士求通谱!进士不之许!後

伯长因泯其死节事# 5夫求通谱者!或
#

家世不彼若而然!今也不然!通谱

果何
#

耶0癋伯长一代名士!

8

乡邦之忠义!谓伯长忍
#

是耶0凡若此者!

吾固不能无疑!不敢因其偏辞!而遂必信之以
#

实
$

也# %

*+5

!薛应? &方

山(也批评过$通谱
(

%的偏颇!可惜其相关文字已不传#

*6,

!入清後!仍有

人认
#

$通谱
(

%不靠谱#康熙)鄞县志*认
#

不立袁镛传的真实原因还在

於$时忌 %" $传谓桷之祖尝通谱於公!而公不许!故有意
6

之#以今而

观!则不然#夫家世相若!求通谱何
#

0盖桷已仕元!敢直表抗元之人以犯

时忌乎0 %

*6-

!

全祖望对)延
!

四明志 *未
#

袁镛立传一事也有批评!惟所述原因不

同!语气也更加严厉# ,延
!

四明志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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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6.

叶盛! )水东日记*&)笔记小
(

大观*!,+编!第,

4

!台北"新兴书局!$(%& (!

卷"'! ,袁伯长家世.!页"&+1"&)#

周广业! )过夏杂
$

*!卷,! ,袁镛死节 ." $忠彻谓伯长之祖求与进士通谱!不

许!伯长因泯其死节事#薛方山已讥其偏辞矣# %载 )周广业笔记四种 &下 (*&杭

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页(%#

康熙)鄞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卷$,! ,品行考-列传-袁镛.後附作者

评论!页&('#

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 )鲒亭集外编*&)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 (!卷,'! ,题跋九-延
!

四明志跋.!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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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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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因袁桷之父袁洪 &$"&'!$"(% (亦降元!

*60

!全氏初以
#

清容不立镛传乃

$出於嫌讳%!既而见其$降元者反传之%!遂断定清容$正有素%!著

书颠倒是非!妄图手障天!实际上又否定了$嫌讳%

(

#全祖望弟子蒋学

墉在)鄞志稿*中重复了其师的观点" $其黜镛也!尚可援五代史不立韩通

传之例#至孟传+昌元乃立传!盛称其美!颠倒是非!莫此
#

甚# %

*61

!#

全氏名气虽大!但其站在道德高地对袁桷肆意指责!仍然引起了时人的

不满#钱大昕评论)延
!

四明志*时
(

" $伯长元时馆阁钜手!其撰志时王

厚孙&$,##!$,)+!王应麟之孙(亦在分修之列!繁简有法!可谓佳志!後人

特以不立袁进士传少之!当时去德
!

未远!或有所忌讳而不书#至如赵+谢

二人!以官高例得立传!且亦未掩其仕二姓之?!揆之史法!本无可议!必

以曲笔诋之!亦已甚矣# %

*62

!认
#

袁桷修 )延
!

四明志 *时虽有 $忌讳 %!

但无$曲笔%#

稍後!徐时栋也加入论战# )宋元四明六志校勘记 *!卷+!认
#

蒋景

高及全祖望的观点都不符合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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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0

*61

*62

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 )鲒亭集
%

编*&)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 (!卷",! ,碑铭十八-宋忠臣袁公祠堂碑铭.!页&,"1&,,#

袁桷於其父降元之事虽有提及!然语意含混!确有刻意回避之嫌#参马泽修!袁桷纂!

)延
!

四明志*&)宋元方志丛刊*!第+

4

!北京"中华书局!$((# (!卷'! ,人物

考中-先贤-袁洪.!页+"$+1+"$)1 )清容居士集*&)四部丛刊初编*本(!卷,,!

,先大夫行述.!页'1$&#

蒋学镛! )鄞志稿*&)四明丛书*本(!卷'!列传'! ,袁洪.後考证!页"#

乾隆)鄞县志*&)续修四库全书*本(!卷,#! ,旧志源流.! $延
!

四明志%条!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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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时栋进一步指出!袁桷修志时!王应麟之孙王厚孙&号遂初老人(实参与

之#袁氏
#

王应麟高弟!厚孙则
#

其畏友!王应麟有,悼袁进士.诗传世!

清容不当有所隐讳!颠倒黑白#徐氏最後指出! )延
!

四明志*未立袁镛传

可能另有原因! $当遂初独修至正志时!笔削由已!一无掣肘!何以於所补

人物传中!同时忠节如郑覃+孙
9

详悉备书!而独於乃祖所谓4手回日月+

忠动天地之烈丈夫5全不齿及!则又何也0清容有通谱不遂之嫌!而王&厚

孙(+袁 &桷 (则秦越也1清容有父
#

降臣之讳!而遂初之祖父则?高节

也#此虽起&蒋(丹台+ &全(谢山於九原!而质之未易解也%#

*64

!可惜只

是怀疑!?未明确指出原因#

民国时期! )象山县志 *修订出版!再次提及此事!转而支持蒋景高

$通谱%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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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

$(&,年!柴德庚作,)鲒亭集*谢三宾考 .!其中谈到 $谢昌元与赵

%

012

*63

*64

*65

7

震!字东发!庆元府慈溪&今宁波慈溪(人#南宋著名理学家+学者#宋理宗宝
!

四

年&$"'+ (进士#咸淳三年 &$"+) (擢国史馆检
3

!参与修纂宁宗+理宗两朝 )国

史*+ )实
$

*#後转任广德通判+江西提点刑狱+浙东提举常平等职!有政绩#宋亡

不仕!隐於宁波宝幢山!卒後!门人私谥
#

$文洁先生%#著有)

7

氏日抄*+ )古今

纪要*等#

徐时栋! )宋元四明六志校勘记*&)中国方志丛书 *本(!卷+! ,杂
$

下-延
!

四

明志.!页+$#+#

陈汉章总纂! )象山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卷$%! ,艺文考.!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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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传卖友求荣! )延
!

四明志*何以不书!则地方志本以扬善
#

主1且袁桷

父洪!亦在赵孟传幕中!与昌元善!同降元!故桷不特深
#

隐饰!且
#

作佳

传%

*7,

!!又回到了全祖望的立场#

"#世纪(#年代後!相关问题再次被提及!只不过这次基本都是替袁桷辩

护#比如张尧均认
#

袁桷未
#

袁镛立传固然有失!但亦不当以$正有素%+

$著书而以颠倒是非
#

事%责之#他进一步指出!袁桷之所以未
#

袁镛等宋

季忠烈立传!是因
#

在清容心目中! $大一统%的国家意志取代了以故国之

念
#%

容的民族意识!而後者亦是全氏苛责袁桷的思想文化基础#

*7-

!纪宁则

认
#

袁桷$党於降元之徒%的看法有失偏颇#在他看来!影响袁桷选择立场

的因素!既有传统价值观的影响!更有宋末元初社会现实的刺激!当然也有

袁桷身处元代的实际!而立传者也确有可传之处#

*7.

!其它诸人大多秉持相似

观点!不赘#

*7/

!

#

什
+

同样的事情会出现截然不同的认识0到底谁更符合历史真实0笔

者以
#

!关於)延
!

四明志*未
#

袁镛立传的原因!虽然明清以来已有相当

多的探讨!但结论多推测!?无直接材料证明#更重要的是!上述观点特

/

是全氏的$颠倒黑白%

(

带有
0

烈的道德评判的意味!从而使得袁镛立传

与否的问题从简单的历史考据演化
#

人伦心性的道德之
"

#在这样的政治和

文化氛围下!所谓的真相不过是$镜中花%+ $水中月%!幻象而已#实际

上!要找寻真相!我们还可以回到历史书写的立场!从袁镛忠义形象的建构

与书写谈起!关注书写时的材料准备工作#在笔者看来!历史书写活动中!

是否书写以及如何书写不仅与政治形势+个人情感有关!也与书写时的材料

准备有关#毫无疑问!材料不足或材料失实都会影响到书写的结果#

:;<=>!"?@AB

(

*7,

*7-

*7.

*7/

柴德庚! ,)鲒亭集*谢三宾考.!载氏著! )清代学术史讲义*&北京"商务印书

馆!"#$, (!页"'$#

张尧均! ,$区区著述%与$忠贞大节%'''书全谢山)宋忠臣袁公祠堂碑铭*後.!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年!第"期!页%&1(##

纪宁! ,袁桷)延佑四明志*人物立传问题浅议.!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年!第"期!页''1'%#

杨亮! )宋末元初四明文士及其诗文研究 *&北京"中华书局!"##( (!页"'1"%1陈

莉萍+陈小亮! )宋元时期四明袁氏宗族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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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镛! )宋史*无传!其忠义事矦最早见诸其同乡王应麟所作悼诗#

)四明文献集*!卷'! ,悼袁进士镛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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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

)两宋名贤小集*亦载此诗!文字大致相同!惟改$贼%

#

$敌%!且

改标题
#

$鳖山%!标题下有小注
'

" $进士袁镛抗节死於此山!家人投山

下溺死者十七人# %)两宋名贤小集*原题宋陈思编!元陈世隆补!清修四

库时!考证其
#:

书!是後人收集)两宋名贤小集*的旧稿!又从朱彝尊处

得到宋人小集四十馀种!汇
#

一编#

*71

!又袁镛死於西山资教寺!非鳖山#康

熙)鄞县志*!卷'! ,形胜考-鳖山 .下小注
'

" $宋咸淳进士袁镛抗节

死於西山!家人惊悼投溺此山之下者十有七人# %两者文字极其相似! ,鳖

山.标题下小注可能出自此#综合来看! ,鳖山.应清人改
$

後的作品!

今不取#

)四明文献集*明人所辑王应麟诗文集#王应麟!南宋庆元人!原籍

浚仪&今河南开封(!字伯厚!号深宁!学者称厚斋先生#淳
!

进士!宝
!

四年&$"'+ (中博学宏词科!曾任太常寺主簿+礼部尚书兼给事中等#正直

$#

012

*70

*71

王应麟著!张骁飞点校! )四明文献集 &外二种 (*&北京"中华书局!"#$# (!

卷'! ,悼袁进士镛诗.!页"&'#

纪昀!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 ,集部四十-总集二.! $两宋名贤小集%条!

页'$,+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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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言!先後触迕权臣丁大全+贾似道+留梦炎!屡遭贬斥!遂辞官归里#宋

亡不仕!专事著述!於天文+地理+经史百家均有研究和考证!著有)困学

纪闻*+)玉海*+)论语孟子考?*+ )汉制考*+ )六经天文编*+ )通

鉴地理通释*+ )深宁集*等三十馀种#

王应麟诗文集原名)深宁集 *!共$##卷#王应麟在世时!此集即已编

定!惟未曾刊行#

*72

!元至元六年&$,&# (!王应麟嫡孙王厚孙+王宁孙在庆

元路儒学刊刻王应麟著作时!仅将)玉海*?附)词学指南*等$&种学术专著

刊行!而)深宁集*不在其中#因长期以稿本传世!且$诗文多犯时忌%

*73

!!

)深宁集*元代时即已散佚#元末!王氏世交郑真开始辑
$

王应麟遗文!编

#

)四明文献集*!共+#卷#

*74

!此集亦未能刊行!至明代再次散佚!明崇祯

十六年&$+&, (!鄞县人陈朝辅曾得到钞本进行补辑#清人修四库全书时!

)四明文献集*仅存五卷#

*75

!

)四明文献集*五卷所辑王应麟诗文!其卷一
#

记+序+跋!卷二
#

赦

文+诏!卷三
#

表+露布+檄!卷四
#

制+告文+青词+祭文+乐章!卷五

#

诰+墓?铭+赞+诗!全书辑记$#篇!序两篇!跋一篇!墓?铭两篇!诗

一首!馀者皆制诏之属!与)深宁集*只收诗文+不收制稿的体例有明显出

入!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

" $通一百七十馀篇!制诰居十之七!盖捃

拾残剩!已非其旧矣# %

*8,

!所
$

诗文多
#

寺庙记+学记和学术著作序言#这

些作品!多
#

请托之作!很少言及时事!其中较直接反映当时社会状癋或王

:;<=>!"?@AB

$$

*72

*73

*74

*75

*8,

王应麟! ,浚仪遗民自?.!载陈仅纂辑! )王深宁先生年谱*&)四明丛书*本(!

页,$1,"#

世传)深宁集*在元代因王应麟後人分家割裂致散!张寿镛在
#

)四明文献集 *作的

,序.则怀疑$多忌讳之作!而子孙?之耳%# 参王应麟著!张骁飞点校! )四明文献

集&外二种(*!页&#

郑真! )荥阳外史集*&)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版(!卷,%! ,题跋杂识-跋史越王

进陈正言禾四经解諸子.!页""," $&真(尝辑)四明文献集 *!求公遗文则散轶已

久#今岁以秋试乡贡// %则明洪武四年&$,)$ (以前)四明文献集*已经编好#又!

)四明文献集*中郑真所加按语!凡言宋代事必加国号!言及元代皇帝忽必烈则曰$世

祖%!可见是集当编成於元代#

国家图书馆善本室另藏有)四明文献集*清钞本两
4

!共$#卷!辑者郑真!收董复礼+

史弥远+

7

震等")人诗文+小传!各家诗文後均有郑真按语!其体例正与五卷本)四明

文献集*相同#

(

参张骁飞! ,王应麟)四明文献集*整理中的几个问题.! )浙江学

刊*!"#$#年!第$期!页$#$#

纪昀!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卷$+'! ,集部十八-

/

集十八 .! $四明文献集 %

条!页&"$&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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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麟不同时期心态+情感+交往的作品仅 ,真逸阁记 .+ ,德润斋记 .+

,悼袁进士镛.等屈指可数的几篇!而,悼袁进士镛.是)四明文献集*中

唯一的诗歌#

由於)四明文献集*本身辑佚之作!且自身也曾经多次散佚!特
/

是

,悼袁进士镛.

%

容有触犯时忌之嫌!而)四明文献集*中王应麟诗作仅此

一首传世!颇令人怀疑此诗的真实性#又!此诗情感和修辞不合常情#王应

麟与袁镛同
#

鄞人!又皆世家出身!年龄大体相若!二人应该相识!?且极

有可能是相交深厚的挚友#

*8-

!不仅如此!事发时王应麟正好隐居在家*8.

!!也

应该了解事件的经过! ,悼袁进士镛.的真实性看起来是确凿无疑的#但作

者将袁镛之死比作$天柱折断%$九鼎倾覆%!实属太过#这种比喻用来指

代文天祥+陆秀夫等宋季枢机重臣尚可!袁镛当时虽是进士!

;

未有一命之

寄!在宋元忠义亦分等第的情癋下*8/

!!以 $天柱 %$九鼎 %喻之!明显失

当#王应麟文章大家!对好友之死纵然悲痛婉惜!也不应有此失误#

该诗
%

容亦颇多疑点#首先!该诗
6

有袁镛殉国过程和细节的描述!特

/

是完全
6

有提及赵+谢二人卖友求荣的行!而後者不仅是袁镛就义的直

接原因!两相比对尤能烘托袁镛品行之高尚!实在不该避#若是因
#

赵+

谢入元後皆得高官!故不得不有所忌讳!则又与王的个性不符#其次!该诗

明显大了袁镛的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与事实不符#从$欲以一己力!代

国相颉颃#适遭宋祚移!癴
#

不义戕#奋然抗志起!誓欲扫飃枪%看!袁镛

似乎早就抱定了勤王救难+武装抗元+殉身
#

国的
<

心!但令人不解的是!

文献中
#

何一直未见有袁镛组织义军+谋复州县的记载0袁镛应该只是$癴

#

不义戕 %!不愿做贰臣罢了#所以如下文所述!直到元军进入慈溪!袁

镛+赵孟传+谢昌元才有所行动!而袁镛去西山资教寺的目的也主要是劝

阻+侦测!而非歼敌#此外!袁镛与元军的战也是突发的!非计划之中!

所谓$誓欲扫飃枪%不知何从
(

起0综合前述! ,悼袁进士镛.应是後人的

$"

012

*8-

*8.

*8/

,悼袁进士镛.有$解剑?墓柏%语#此出自春秋
=

季諸$墓门?剑%典故!亦证二人

可能
#

挚友#

钱大昕撰!田汉云点校! )王深宁先生年谱*&)嘉定钱大昕全集&肆(*!南京"江

苏古籍出版社!$(() (!页(#

元人认
#

忠义是有高下之分的!他们以死节+死事
#

界限!综合殉国时的身份及殉节方

式等!将宋代忠义分
#

五等!类似袁镛这样的忠义只能排在最末一等!是
5

对不能与文

天祥+陆秀夫等相提?论的#见
,,

等纂! )宋史 *!卷&&+!列传第"#'! ,忠义

一.!页$,$'##

-

.

/

0



:

托之作#

*80

!

&

B

'

#$7SWXYZ

事实上!宋季以至元代!不仅
6

有人谈到王应麟曾写诗悼念袁镛!甚至连

袁镛殉国之事都鲜有提及#南宋末年!文天祥参与?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勤王抗

元
"

!在战之暇!特
/

是囚居燕京期间!他将自己所见所闻的宋季史实记

$

下来!先後撰成)纪年
$

*+)指南
$

*+ )指南後
$

*+ )集杜诗*!这

是最早系统记载宋季忠义人物及事矦的著作!也是仅有传世的以一手史料
#

主

的宋季忠义文献#

*81

!这些著作均未提及袁镛及其家人明州抗元殉节之事#

元人讳言宋事!

*82

!但宋遗民*83

!或出於故国之思!或激於伦理大义!或出

於国亡史存的现实考虑!仍然搜集整理了大量宋季士人的忠义事矦!?编

成
4

!私相传授#著名的有刘埙+刘麟瑞父子的)盳史十忠诗*+ )昭忠逸

盳*&)昭忠
$

*(

*84

!!赵景良)忠义集*等#至正三年&$,&, (!元顺帝

下诏重修三史!

#

了激励元季士人
#

国尽忠!元朝统治者对前朝忠义给予了

:;<=>!"?@AB

$,

*80

*81

*82

*83

*84

,悼袁进士镛.的真
:

问题!下文还将有更详尽的分析!明确该诗应
.

生於元末或元明

之际!且与袁氏後人有很大关联#

除文天祥外!陆秀夫也曾据其目见!撰有 )陆秀夫日记 *!在其投海前交付邓光荐保

管#入元後!邓氏$以所闻见!集
$

野史若干卷!藏不示人 %#龚开撰 )陆君实传 *

时! $尝托
7

唐佐圭从中甫取
4

&陆秀夫日记 (!不得 %#後人认
#

邓光荐 )德
!

日

记*即据)陆秀夫日记*而成#事实上! )陆秀夫日记*

%

容集中於二王行朝之事!不

可能成
#

)德
!

日记*的史料来源!而)德
!

日记*的作者也?非邓光荐#此外!邓光

荐尚撰有)文丞相传*+ )文丞相附传*&)文丞相督府忠义传*(+ )填海
$

*等!

可惜要
+

不传!要
+

非一手史料#

何乔新! ,忠义集序.!载赵景良编! )忠义集*&)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版(!卷

首!页($&# )忠义集*编好後!仅$私相传
$

%!流传不广#明弘治年间!乡人赵玺

在一老农家发现)忠义集*!遂 $校补其讹缺 %!赵玺整理好後!将手稿送何乔新
3

览!何氏$因矨
#

七卷!

$

而藏之%#此本後由浙江佥宪王廷光刻版付梓#

在中国文化史上! $遗民%一词通常有两个义项"一指亡国之民!一指改朝
>

代後不仕

新朝的人#虽然如此! $遗民%概念的
%

涵和外延?不确定!在实际运用的时候!往往

需要根据具体情癋稍作调整#以宋季遗民
#

例#有学者指出! $出仕学官?不妨害其作

#

遗民的本质属性%! $那些
#

故宋所遗!虽未出仕而心存进+献媚新朝者!

;

必须

斥之於遗民之外%#见方勇!)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页

'#此处$遗民%意
#

$亡国之民%!後文所见$遗民%!如无特殊
(

明!皆指第二义项#

)昭忠逸盳*与)昭忠
$

*在体例编排及
%

容上高度一致!实际皆出自刘麟瑞之手#刘

麟瑞将收集到的宋季忠义事矦整理
#

)昭忠
$

*!?在此基础上创作)昭忠逸盳*!同

时将)昭忠
$

*的行文改动後以注的形式附於诗中#迫於形势!刘麟瑞不敢在 )昭忠

$

*上署上自己的姓名!也不敢将之公诸於
2

#相反! )昭忠逸盳*因
#

在纪年及名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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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迎合了元朝统治者对正统的要求!故刘麟瑞不仅署上了自己的姓名!而且在书成$$年

後!将书送文学掾岳天
!3

览#参熊燕军! ,南宋佚名)昭忠
$

*作者考'''兼论)昭

忠
$

*与)昭忠逸盳*的关.! )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辑&"#$&年$"

月(!页$%)!$((#

*85

!

,,

等撰! )辽史*&北京"中华书局! $()& (!附
$

! ,三史凡例.!页$'')#

*9,

!廿四史中有忠义类传者凡九部!其卷数+入传人数如下" )

1

书 *一卷 "+ 人1 )隋

书*一卷 $+ 人1 )旧唐书*二卷 && 人1 )新唐书*三卷 ,, 人1 )新五代史 *凡二卷

$% 人1 )宋史*十卷")% 人1 )金史 *四卷 )# 人1 )元史 *四卷 %' 人1 )明史 *七

卷 $&& 人#见孙延林! ,)宋史-忠义传 *史源考 .! )史学史研究*!"#$+年!第,

期!页$#%#

*9-

!王演! ,慈溪县罗府君嘉德庙碑记.!收入)全元文*&南京"凤凰出版社!"##& (!

第'%

4

!卷$))$!页""%!""(#

*9.

!戴良&$,$)!$,%, (!字叔能!号九灵山人!婺州浦江 &今金华浦江 (人#通经史百家

书!起
#

月泉书院山长!复?去#至正二十一年&$,+$ (!以荐授淮南江北行省儒学提

举!以世乱!避地
=

中!依张士诚#元亡!隐於四明山#明太祖召至京师!以老病固

辞!旋暴卒#有)九灵山房集*,#卷! )补编*"卷#

特
/

关注!元顺帝直接下诏!要求不须避前朝忠节事矦#

*85

!结果元修 )宋

史*中,忠义传.用了$#卷的篇幅!共记载了")%人&算上附传!共"%,人(!

篇幅之大!人数之多!在同类型文献中可谓空前
5

後#

*9,

!")%人中!))人
#

宋

季忠义#遗憾的是!上述著述中也无袁镛殉国的记载#

又!元代的地方文献中同样
6

有袁镛殉国的相关记载!即便在至正三年

&$,&, (放开文禁後仍然如此#至正十一年 &$,'$ (!王演应罗性道之请!

#

其始迁祖撰写庙碑!其中一段谈到元军进入鄞县的情形" $至元丙子!宋

举国
%

附!大兵?膌而东响!鄞城乡民惶惧议奔窜!计未
<

!诣庙虔祷#是

夕!巫祝倪氏梦神告曰" 4兵至此!必无战
?

苦!勿忧也!慎无妄动# 5

2

信而安之#後!大兵至!果安堵如故# %

*9-

!仍然
6

有袁镛殉国的相关记载#

事实上!不论是 )宋史 *!还是 )元史 *!对明州降元之事基本都未作记

载!可见$安堵如故%应是事实#

&

I

'

-[\]YZ

地方文献如果仍有所忌讳的话!家族文献应该就会$直
$

实书%!甚至

是大书特书#但匪夷所思的是!截至元末!袁氏家族文献中才开始提及袁镛

殉国之事!且文字躲闪!都
6

有详尽的过程和细节描写#不仅如此!有关袁

镛世系名讳的记载还?常混乱!不同类型的文献之间
%

容上也往往相互歧?#

元代袁氏家族文献中!时代最早的是戴良*9.

!撰袁镛嫡孙袁士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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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墓?# ,故文林郎翰林国史院检
3

官菊村袁先生&士元(墓?铭.

&以下简称,袁士元墓?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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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此?由戴良撰!张 书!危素篆额#三人中!後二人曾先後举荐过袁士元!

皆
#

袁士元生前好友1戴良较
#

晚出!不及认识士元!乃袁士元之子袁珙

&$,,'!$&$# (

*90

!好友!交往最密#至正二十六年&$,++ (二月!袁珙奉
=

志

淳所作袁士元行状乞铭於戴良!遂作此篇#

,袁士元墓?铭.除袁士元生平外!於袁氏家族世系也多有提及!史料

价值很高#但耐人寻味的是!此?不仅未有袁镛殉国的相关记载!甚至连袁

镛的名讳都未提及!而认
#

袁士元父亲
#

袁衍!祖父
#

袁景安!曾祖父
#

袁

芳#该墓?进一步指出!初袁衍无子!遂以弟泽民
#

後!泽民实
#

袁士元生

父#後士元认
#

泽民以弟继兄!於礼非宜!乃白诸有司!奉泽民归本宗!而

己
#

衍子#有人认
#

!袁镛的抗元尽忠可能对西门袁氏
.

生很大影响!不排

除撰者有意回避或改名的可能#

*91

!但此文作於元末动?之时!烽眕战火之

馀!哪眧还有什
+

时忌0癋袁珙元末已有时名!与诸名士大臣颇有交往!而

:;<=>!"?@AB

$'

*9/

*90

*91

章国庆编著! )宁波历代碑碣墓?编&唐+五代+宋+元卷(*&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 (! ,故文林郎翰林国史院检
3

官菊村袁先生 &士元 (墓?铭 .!页,%"1

,%,#据编者自述!此志
#

佚文!出自天一阁藏拓片! )全元文*及)戴良集*皆未收#

事实上!袁氏宗谱如袁丙熊! )鄞西袁氏家乘 *&敦本堂木活字本 (!卷$%! ,眆墓

上.亦收有全文#此外!乾隆)鄞县志*!卷$,! ,袁士元传.亦有部份引用!页"%(#

袁珙!字廷玉!鄞县人#好学能诗!善相术#姚广孝荐於燕王!召至北平!谓朱棣当
#

太平天子#燕王夺取帝位後!召拜太常寺丞#自号柳庄居士#著有)柳庄集*#後世称

其相术
#

$柳庄相法%!与$麻衣相法%?行於世#

,袁士元墓?铭.文後编者附记!见章国庆编著! )宁波历代碑碣墓?编 &唐+五

代+宋+元卷(*!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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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谢二人後代早已湮
6

无闻!所避何
#

0

除戴良外!蒋景高撰有袁士元与其夫人杨氏的合葬墓?!其中也有袁氏

世系的记载" $高宗南渡! &袁(子诚遂居於鄞#子诚生国贤!//国贤生

章!//章生芳!知吉州太和县#芳生景安!//遭宋讫
$

!无子!以弟景

宏之子衍
#

子# %进一步指出袁衍生父
#

景安之弟景宏#蒋景高乃袁士元旧

友! $予交於先生殆四十四年%!洪武九年&$,)+ (!袁士元之子袁珙持赵

宜讷所作行状乞铭於蒋景高!遂作此篇#要
0

调的是!该墓?同样未提及袁

镛忠义事矦!其袁氏世系的相关记载中也不见袁镛的名讳#

*92

!

袁士元自己也曾提及其父祖情癋!不过
;

与上述两篇墓?相?# ,呈许

具瞻县尹." $愚童从母命!承乏本相宜#自是同宗子!殊非?姓儿#家君

归已久!族弟出何迟#双继无通例!清官必素知# %其标题下小注
'

" $叔

祖惠孙降继吾父!与兄
#

子!诉以正之# %

*93

!指出自己的亲生祖父
#

叔祖惠

孙#许具瞻即许广大&$,#(!$,', (#至正九年&$,&( (!袁士元向鄞县知县

许广大递呈诉状!要求纠正本家$双继%的不正伦序!?得到了许广大的支

持!当时官府甚至还颁发了,庆元路改正昭穆执照 .#

*94

!袁士元的本生父顺

利地恢复了从弟的身份!而袁士元则成
#

袁衍的过继子#又!从 $同宗 %

$族弟%$叔祖%看!袁泽民与袁衍只是同宗兄弟!而非同胞兄弟#

不仅如此!上述两篇墓?所述先祖世系与宋代袁氏家族文献的记载也不

尽相同#赵希洽 ,长兴县尉袁冈墓?铭 ." $曾大父子诚!大父国贤!父

章!皆累仕而显# %

*95

!袁冈有子三人! $长锡+次镛+次蚆 %!

*:,

!明确袁镛

乃袁冈之子!袁章之孙#袁冈之弟袁癱
#

其亡姊所撰墓?也曰" $曾大父子

诚!大父国贤!父章# %

*:-

!按"元 ,庆元路改正昭穆执照 .中有 $袁士元状

告"故高祖千四官生下四子"芳+文蔚+冈+癱 %等语*:.

!!则袁芳+袁冈+

$+

012

*92

*93

*94

*95

*:,

*:-

*:.

蒋景高! ,合葬墓?铭.!载袁丙熊! )鄞西袁氏家乘*!卷$%! ,眆墓上.#

袁士元! )书林外集*&)四库存目丛书*本(!卷$!页$"&#

袁钧! )瞻
@

堂文集*&)四明丛书*本(!卷(! ,考-西袁氏世系考.!页&&1&'#

袁丙熊! )鄞西袁氏家乘*!卷$%! ,眆墓上.#

袁丙熊! )鄞西袁氏家乘*!卷$%! ,眆墓上.#乾隆)鄞县志*!卷"&! ,眆墓-长

兴尉-袁冈墓.!页'''" $在四十九都一
A

董辡!知武康县!赵希洽撰墓?# %其下

小注云" $四明袁氏谱图# %则赵撰墓?最早出自元末 ,四明袁氏谱图 .#但清袁钧

谓" $嘉靖中所得长兴公志%!则袁冈墓?乃嘉靖中出之!不知孰是#见袁钧! )瞻
@

堂文集*!卷(! ,考-西袁氏世系考.!页&+#

袁丙熊! )鄞西袁氏家乘*!卷$%! ,眆墓上.#

袁钧! )瞻
@

堂文集*!卷(! ,考-西袁氏世系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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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癱
#

同胞兄弟*:/

!#

#

什
+

袁士元的两篇墓?都
6

有提及袁镛忠义殉国之事!其所述先祖世

系也与宋人以及袁士元自己的文字相?0从现有材料来看!这种情癋的出

现!似乎与宋元之际袁氏家族文献曾遭族人恶意隐匿+销
B

有关#袁士元

(

" $我家自德
!

忠臣遇害!书籍+赀玩悉
#

族人天锡父子所得# %

*:0

!清人

袁均也
(

" $镛死时!文书谱牒归犹子天锡! &赵(孟传以女妻天锡!使湮

其?!自镛以前家传多阙也# %

*:1

! $正统辛酉!丰城袁钝四修族谱!吾鄞县

支始与彼通谱#以今考之!必奉新令彰之所
#

也#彰之曾祖天锡!取降臣赵

孟传女!因孟传得官!匿家谱!讳忠臣公死节事!与吾宗
#

难者凡数世# %

*:2

!

又!袁士元改正昭穆的做法也引起了一些族人的不满!他们担心伦序调整後

家族利益受损!也将世谱藏匿起来#戴良,四明袁氏谱图跋.

'

" $袁氏世

谱自菊村归宗之後!族人之不
!

者遂匿而不传!盖惧伦序之复正也#菊村
#

是而追修之!然不能无遗忘之憾矣# %

*:3

!

不过!我们发现!前述元代袁氏家族文献中!除袁衍和泽民外!其它先

祖主要是一世至五世祖的名讳和世系其实?不混乱#而按常理推断!在宗谱

遭藏匿+销
B

的情癋下!时代越早记忆势必越模糊才对#又!纵然名讳和世

系有误!何以相关忠义殉节事矦也字未提0难道袁家历史上根本就
6

有袁

镛这样一个祖先0看来!不论元代袁氏宗谱的流传情癋是否属实!两篇墓?

的书写背後一定隐藏着一个尚未
#

人所知+不足
#

人所言的秘密#

笔者注意到!除 ,袁士元墓?铭 .外!戴良尚撰有 ,四明袁氏谱图

序.

*:4

!!其中也有袁氏世系的记载"

÷ñ8øPù�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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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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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

*:/

*:0

*:1

*:2

*:3

*:4

袁钧! )瞻
@

堂文集*!卷)! ,传-家乘列传-袁士元传.!页'1+" $初!泽民既遘

家难!降继於再从兄衍!士元谓弟无後兄之礼!言之官!奉泽民归宗!而己
#

衍後#衍

入元隐居弗仕#衍之父曰景安!宝
!

中进士#景安父提刑公芳也# %指出衍与泽民的关


#

再从兄弟#

袁忠彻! )符台外集*&)四明丛书*本(!卷下! ,跋-敬跋检
3

先祖诗集後.!页

$)#

袁钧! )瞻
@

堂文集*!卷)! ,传-家乘列传-袁镛传.!页&#

袁钧! )瞻
@

堂文集*!卷(! ,考-西袁氏世系考.!页&"#

袁钧! )瞻
@

堂文集*!卷,! ,

C

-宁波鄞县西袁氏家乘目
$

序.!页$"#

)四明袁氏谱图*是已知四明袁氏最早编修的宗谱!据戴良,四明袁氏谱图跋.!是谱

始修於袁士元!後经袁珙增补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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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文末具名$至正丙午良月上遆!金华九灵山人戴良序 %!

*:5

!则同样写成

於至正二十六年&$,++ (#其所记
%

容大体同於,袁士元墓?铭.!惟明确

袁镛殉国事矦及其袁氏先祖的世系身份#

除戴良外!毛彝仲也曾给)四明袁氏谱图*作序!其中有
'

" $赵宋时

四世皆大官!逮及其季!有名镛者!当革命时!死国难!举族歼焉!忠贞节

义至今
DD

#%同样有袁镛忠义殉国的记载#此序作於至正二十七年&$,+) (

三月!较戴序略晚!同样是应袁珙请托而作!不同在於!毛彝仲认识袁士

元#

*;,

!要注意的是!该文首次提到袁氏 $举族歼焉 %!然 $歼 %乃死於敌手

之意!非$自杀%之谓!与下文$集体溺亡%不符!不知是否即戴序所指之

$族稍微%#因)袁氏谱图*失传!莫知其详#时代稍晚的王英也见过)四

明袁氏谱图*!?撰有题记!可惜文字简略!?未提到袁镛世系及其殉节之

事#

*;-

!

前引戴氏二文!写成时间相同!材料皆出自袁珙提供的家族文献!

%

容也

大致相同!

#

何名讳会出现差?0笔者发现!不止戴氏二文!事实上元明两朝

涉及袁镛殉国的原始材料皆出自袁珙!或袁珙之子袁忠彻&$,)+!$&'% (

*;.

!#笔

者有理由相信!这一现象的出现与袁珙父子再造家族历史的努力有关#元明

$%

012

*:5

*;,

*;-

*;.

袁钧! )瞻
@

堂文集*!卷,! ,

C

-宁波鄞县西袁氏家乘目
$

序 .!页$"#此文亦见

戴良! )九灵山房集*&)丛书集成初编*本(!卷$,! ,四明袁氏谱图序 .!页$%&1

$%'!惟不载文末具名一段#

袁钧! )瞻
@

堂文集*!卷,! ,

C

-宁波鄞县西袁氏家乘目
$

序.!页$,1$&#

王英! )王文安公诗文集-文集*&)续修四库全书 *本(!卷+! ,书四明袁氏族谱

後.!页,))1,)%#

袁忠彻!字
E

思!一字公达!袁珙第四子#忠彻幼承父术!从父谒燕王!参与$靖难之

役%的密谋#永乐初召授鸿胪寺序班!进尚书司少卿#任
%

多次奉成祖命秘密侦查诸

臣!评议人物#著有)符台外集*+ )古今识鉴*+ )人相大成*等书#

-

.

/

0



之时!袁珙父子以相术起家!

*;/

!虽骤得富贵!然终非科举正途出身!难以长

期保持其家族旧有的身份和地位*;0

!1且其先祖泽民以弟继兄!有违礼法#这种

情癋下!袁珙父子迫切需要一个伟大的祖先洗
,

自己和家族身上的$污点%#

袁镛不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祖先吗0关键是袁镛确定是袁珙的祖先吗0

由於前引袁士元墓?中
6

有提及袁镛!也未提及其先祖有忠义殉国者!特
/

是袁士元自述泽民生父乃惠孙!非袁镛!则袁镛未必出自鄞西袁氏!或者根

本就是个子
*

乌有的人物#又!据载良等人所作序文! )四明袁氏谱图*有

袁镛忠义殉国的记载!这是袁镛忠义故事的最早出处!但该书?未传世!而

序文也只是提及!?
6

有展开!因此我们实际上?不清楚)袁氏谱图*是如

何介绍袁氏世系!如何讲述袁镛殉国故事的!

>

言之!我们既无法进一步获

知袁镛殉国故事的原始来源!也无法考证?还原 )袁氏谱图 *中的袁氏世

系!自然也不能从史料层面直接判
/

袁镛殉国故事的真
:

#

可是!同样的史料来源!

#

何会出现墓?+宗谱区
/

记载的情癋0袁镛

殉国的故事应该是编造的!考虑到墓?和宗谱流传的范围不同!前者公开!

後者私密!所以形成两种不同的记载!只在宗谱材料眧涉及袁镛的世系身份

及忠义事矦#要
(

明的是!袁珙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所以他特
/

指出

元代袁氏宗谱在流传的时候出现过恶意隐匿+损
B

!但材料缺失对墓?和宗

谱的影响难道不是一样的吗0笔者怀疑!元代袁氏宗谱惨遭隐匿+损
B

的
(

法也是假的!出自袁珙的
*

构#如前所述!元代袁氏宗谱惨遭隐匿+损
B

的

(

法出处有二"一见前述袁忠彻 )符台外集 *引袁士元语!但袁士元去世

时!袁忠彻尚未出生!这段话其实是袁忠彻从其祖母和父亲袁珙那听来的#

二见戴良,四明袁氏谱图跋.!而)四明袁氏谱图*正是在袁珙手上最终成

书!作
#

袁珙的好朋友!此文也是戴良应袁珙之请而作!相关
(

法自然也是

:;<=>!"?@AB

$(

*;/

*;0

袁珙父子
#

明初相术名家!以相术获帝王&主要是成祖(信任!参预机密!是明初极其

重要的政治人物#袁珙父子的发家史!除,明史-方伎.袁珙父子传记外!还可参张如

安等! )鄞县望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页")(1"%"1胡丹! ,$相人

术%与明代前期政治.!载)北大史学*!第$%辑&"#$,年$"月(!页$$&1$"##

正统年间!袁忠彻因事致仕!赋闲在家二十馀年卒#胡丹也指出!在明代前期的政治生

活中!术士群体&尤其是像袁氏父子这样的高层术士(具有重要而特殊的影响力#明中

叶以後随着专制皇权的削弱!以及科举出身的文官集团势力的扩张!方士之流被斥作

$佞幸%!被排除在统治阶层之外!他们影响政治的企图遭到坚
<

抵制!即便得意於一

时!也
6

有好的下场1

2

多术士则沉在社会下层!?走於江湖!官绅们在轻视的心态下

谨慎地维着与他们的联#见胡丹! ,$相人术 %与明代前期政治 .!页$",1$"&#

事实上!如下文所述!自嘉靖至乾隆二百馀年间!鄞西袁氏宗族的确盛癋不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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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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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袁珙#事实上!从袁镛之死到族谱编成!中间虽间隔近百年!

*;1

!

;

不过

三四代!即便宗谱损
B

一
(

确事实!袁士元父子对父祖之事应该还不至於

完全遗忘!尤其是殉难的英雄袁镛#当然!宗谱损
B

一
(

!无论真假!都是

袁珙编造袁镛身份和事矦的机会!也是其应对外界质疑的籍口#

两种文本!两种记载!袁珙的做法实在太过拙劣!漏洞太过明显!一个

家族怎麽能有两套不同的祖先名讳及世系!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材料真实性

的怀疑!进而影响袁镛忠义形象的建构与书写#事实上!袁珙及其子孙也认

识到这一问题!结果在明初的材料中!我们发现在袁珙之子袁忠彻的努力

下!袁景安和袁镛的身份已经合二
#

一#姚广孝,太常寺寺丞赠太常寺少卿

柳庄袁珙墓?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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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中镛+景安?见!景安
#

袁珙之曾祖!而袁珙之父袁士元
#

德
!

忠臣袁镛

之嫡孙!则镛+景安
#

同一人#

*;3

!

以上我们梳理了袁镛忠义故事在元代的书写与流传情癋!兼及袁氏宗族

世系!重点在於通过史料的比对+辨析!查核袁镛忠义故事的史料来源!进

"#

012

*;1

*;2

*;3

袁士元编修)四明袁氏谱图*的确切时间不明!但戴良的序文作於至正二十六年&$,++ (!

成书可能在此之时!编修当更早一些#

姚广孝! ,太常寺寺丞赠太常寺少卿柳庄袁珙墓?铭 .!载焦循! )国朝献徵
$

*

&)续修四库全书*本(!卷)#!页)%"#

这段材料在袁子诚与袁镛的关上仍存在错误!袁镛
#

袁士诚的玄孙!非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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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判
/

真
:

!?澄清袁桷未
#

袁镛立传的原因#我们发现!截至袁桷编修

)延
!

四明志*时!诸文献中只有王应麟,悼袁进士镛.涉及此事#因
#

该

诗情感及修辞不合常情!

%

容较之其它文献也多不符!且元人文献均未提及!

应後人的
:

皏之作#则)延
!

四明志*不
#

袁镛立传!真正原因很可能是

材料不足!未必出於袁桷主观故意#又!从现有材料看!元末)四明袁氏谱

图*应是袁镛殉国故事的最早出处!虽然该书未能传世!不能从史料层面直

接判
/

真
:

!但其时
;

出现了二种文本区
/

记载的怪事!虽然袁珙指出!元

代袁氏宗谱在流传的时候出现过恶意隐匿+损
B

!但材料缺失对墓?和宗谱

的影响难道不是一样的吗0种种?象表明!袁镛殉国的故事是编造的!是袁

珙父子再造家族历史的
.

物#

1

%

-6#$^_%`aS()

&

?

'

^bc

袁镛忠义形象的建构和书写主要开始於明代#洪武九年 &$,)+ (!蒋景

高应袁镛四世孙袁珙之请!

#

袁士元+杨氏合葬墓撰写墓?的同时!也
#

袁

镛撰写了一篇传记!这也是袁镛的第一篇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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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进士传.的材料出处不明!由於元代提及此事的文献皆出自袁氏家

族文献!且该文仍是应袁珙而作!其基本材料亦当出自袁氏家族文献#至

此!袁镛及其家人殉节的过程终於有了详尽的细节描写#但这种时代越晚记

载越清晰的现象!颇有些顾颉刚所谓$层累%

(

的意味!不由得再次坚定了

此前我们对袁镛历史书写的判断!即袁氏後人正在塑造袁镛忠义抗元的$传

奇%#

#

了突出袁镛的忠义形象!蒋氏在文章
C

事及结构上作了一些极具匠心

的安排!颇具技巧#

C

事上!作者一方面用较少的笔墨点出袁镛 $

#

臣死

忠%的道义认识!

#

下文袁镛殉国作好铺垫1另一方面!通过大量细节描

写!比如箕穴其中+火燎等!烘托袁镛的大义
D

然+宁死不屈#这样处

理!既避免了
C

事时的平铺直
C

!又做到详略得当!主题突出#结构上!蒋

氏在文末附上了自己的大段评论!对袁镛殉国的意义作了新的阐释!认
#

忠

义的实质不在初心!而在始终如一+至死不渝!从这一角度出发!蒋将袁镛

殉国上升到与陆秀夫+文天祥殉国相同的高度#顺便
(

一下!只有在这样的

语境下!我们才能将袁镛之死视作$天柱折断%$九鼎倾覆%#事实上!也

正是从此文开始!王应麟曾有文字悼念袁镛的记载才见诸文献#

又!该文增加了赵+谢二人卖友求荣!袁镛家人集体溺亡的记载#增加

""

012

*;4

陈汉章总纂!重刊民国)象山县志*整理委员会点校! )象山县志*!卷,$! ,文徵
%

编上-传-袁进士传.!页$'&$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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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段
%

容!

5

不仅仅是还原过程和细节那麽简单!作者其实
/

有企图#在

笔者看来!赵+谢投降固然烘托了袁镛的品行高尚!但结合下文评论$袁镛

誓义之时!孟传之初心未变也!乃其迫於利害%! $君子难於不渝其志%!

实际
;

是告诉大家!袁镛?非仓皇就死的 $死事之士 %!而是至死不渝的

$死节之士%!

*;5

!如此一来!袁镛形象大变!立马成
#

宋季忠义的典型!得

以与文+陆同列#蒋氏改袁镛家人$举族歼%

#

$集体溺亡%!则既体现了

袁氏一族良好的家教+家风!也提升了袁镛殉国的意义和影响*<,

!#

#

了增
0

故事的真实性!作者还特
/

提及赵+谢入元担任高官+王应麟悼袁镛及袁桷

)延
!

四明志*未
#

袁镛立传事!暗指袁镛殉国的意义和影响!时人?非不

晓!只是由於时忌和个人原因!未能以文字的形式流传下来#一切看起来合

情合理+天衣无缝!但越是这样!越有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反

倒令人生疑#事实也的确如是#比如袁镛家人集体溺亡一事!若果有其事!

则价值和影响自不同寻常!即便其它文献包括墓?都不敢记载! )四明袁氏

谱图*以及戴良等人所作序文一定会着重提及!而不是一笔带过#

*<-

!有意思

的是!王应麟悼袁镛诗恰好也提及此事!而且是,袁进士传.之前唯一提及

此事的文献!鉴於,袁进士传.的材料出自袁氏家族文献!结合前述分析!

王应麟悼袁镛诗应
.

生於元末或元明之际!且与袁氏後人有很大关联#

笔者注意到! ,袁进士传.有相当篇幅谈及泽民的早期经历#泽民作
#

袁镛就义後幸免於难的唯一後嗣!其个人於袁氏宗族的延续至关重要!不得

不提#但在袁镛的传记中!需要对泽民的早年经历作如此详细的介绍吗0蒋

氏加入这段
%

容!其落
F

点不在泽民本身!表达的也不是对泽民悲惨经历的

同情!而是通过泽民的早期经历!渲染袁镛的德行感动天地!终能庇佑後

人!逢凶化吉!从而传递出一种$天
!

忠义%的情感#林环,跋袁镛传後."

]�r�SV+��Pò7}PQ

%

HØr�ñ#+ðR`S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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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

$死事%与$死节%!正是忠义等第论的具体表现!最早出现於欧阳修)新五代史*!

死节指$全节之士%!死事谓$初无卓然之节!而终以死人之事者%! $而战
6

者不得

与%# ,宋史-忠义传.基於$死事%+ $死节%的区分!将忠义分
#

五等!

%

容有所

扩充#

$举族被歼%与$集体溺亡%!虽然都是一死!性质
;

截然不同!前者至多算是 $死

事%!後者则是$死节%#

事实上!如下文所述!明清文献在涉及袁镛殉国故事时!毫无例外都提到?
0

调其家人

集体溺亡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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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

明的是!这段文字中!作者有意隐瞒了泽民以弟继兄的事实!相形

之下!元代文献对这一事实常常是直言不讳#表面上看!这样做似乎是
#

了

替先人避讳!毕竟以弟继兄有违伦常!不合礼法#不过结合前引诸文看!这

样处理的目的极可能是
#

了避袁镛死难家人身份
(

明中存在的逻辑上的矛

盾和突#上文述及!袁镛就义後!其家人$)人赴水溺死!

*</

!其中有袁镛的

三子+二妇+三孙#按"泽民既
#

仲子!且
#

$#岁 &其它文献多记
#

六

岁(!则三孙定
#

袁镛长子所出!这样一来!泽民所继当
#

旁宗兄弟#但若入

继旁宗!袁镛家人上坟时泽民何以在列0既出继他人!行文时怎能称其
#

子0

除蒋景高外!明初
#

袁镛作传者尚有天
G

人林右+南平人赵弼#林右的

传记今已不存!据相关文献记载!其写作时间同时或稍晚於蒋景高!也是应

袁珙之请而作*<0

!!

%

容大致同於蒋传!想必材料也出自袁珙提供的家族文

献#明宣宗宣德&$&"+!$&,' (时!儒学教谕赵弼出於教化民
2

的目的!以历

史上的忠节道义孝友事矦
#

基础!创作笔记小
(

!?编
#

)效颦集*! ,宋

进士袁镛忠义传.即其一#此传的材料来源除蒋+林二传外!尚参考有进士

公传+诔+柳庄先生类编诗集!

%

容大体同於蒋传!惟增入神鬼?象!小
(

意味更浓#

*<1

!

"&

012

*<.

*</

*<0

*<1

顾有孝! )明文英华*&)四库禁?书丛刊*本(!卷,! ,跋袁镛传後.!页$%$#王

直亦有类似看法!见乾隆)象山志*!卷"$! ,袁珙忠义
$

.下引王直序#

关於投水而死的袁镛家人身份!还有另一种
(

法"袁家投水的人中!有袁镛的原配妻子

包氏+一位妾室&也就是小润祖的母亲(!两个儿子+三个孙子+两个孙女!还有袁镛

堂兄的儿子袁衡的妻子胡氏+袁衡的儿子以及儿媳妇两人!还有袁衡的两个孙子!袁镛

的胞妹及其两个儿子+一个婢女#惜未提供材料出处#见徐海蛟+许暖阳! )袁氏家

族*&宁波"宁波出版社!"#$" (!页"$(#

袁钧! )瞻
@

堂文集*!卷,! ,

C

-宁波鄞县西袁氏家乘目
$

序.#

此文记载袁镛殉国时有神?之事出现" $敌人大怒!积薪焚之#公辞气愈厉!

H

不
5

口#既而眕焰大作!公恨怒之声!有如震雷#敌人大惊讶!皆向火再拜曰" 4进士公忠

臣也!吾辈愚戆无知!鮑公命矣# 5亦有举酒拜酹者# %见赵弼! )效颦集*&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 (!卷上!页)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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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林二传完成後!

#

了获得更大的影响!袁珙+袁忠彻父子利用自己

的政治地位和人
I

关!将私撰的袁镛传记遍示朝中诸士!?请求大家
#

之

撰写题记+书後#据笔者所见!先後撰写题记+书後的有徐一夔+杨士奇+

杨荣+梁睶+林环+胡广等#

*<2

!後来!他们又购得了一些遗文! $太常尚宝

业表章先德!补国史郡志之阙!而文学仲鳞又购得华亭遗墨於
J

蚀之馀%!

大约在正统年间!袁忠彻将这些文字
#

一编! $合
#

琬琰 %!

*<3

!题曰 )忠

义
$

*!?约请名臣王直+郑珞+钱士升+夏原吉等作序!

*<4

!锓梓以行#

要
(

明的是!这些序跋!连同明初士人
#

袁镛传记所作题记+书後!都

对袁镛殉国的意义作了重新阐释!

0

调袁镛未有一命之寄
;

能殉身
#

国!不

仅自己殉国!其家人亦皆赴水死!这哪眧只是一般的$死节之士%!分明是

千古一出的道德楷模# $士君子於死生之际!忠义所激!非必有民社之寄!

惟其理之当而已#//宋之士有曰袁镛天与者//当宋之亡!死节之臣率多

光明伟盓!而天与有足?者!非食焉不避其难者之比也#至举家十七人者!

闻之亦皆赴水以死!惟恐辱其身以负於镛!则尤
#

难焉# %

*<5

!

对袁氏父子这种大张旗鼓的家族书写活动!也有人表达了不同声音#邵

经邦)弘艺
$

*"袁镛! $宋史无传!历元至大明初!曾孙太常丞珙+尚宝

少卿忠彻始请於外史蒋景高+赵弼+国博林右私
#

立传!而传之一时!名公

巨卿相与惜其芜漫!不一而足!至先辈陈敬宗以
#

当时执笔者或有所不足!

故不欲使其事之表?%#陈敬宗&$&#'!$&%' (以作者能力有限+传记文字芜

:;<=>!"?@AB

"'

*<2

*<3

*<4

*<5

见徐一夔著!徐永恩校! )始丰稿校注 *!卷$&! ,跋袁镛传後 .!页,)&1,)'1杨士

奇! )东里集-续集*!卷",! ,题袁进士镛後 .!页+%"1杨荣! )文敏集 *&)文

渊阁钦定四库全书*版(!卷$'! ,题袁进士镛後.!页",(1梁睶! )泊庵集*&)文

渊阁钦定四库全书*版(!卷$+! ,书袁镛死节传.!页&""1顾有孝! )明文英华*!

卷,! ,跋袁镛传後.!页$%$1胡广! )胡文穆公文集*&)四库存目丛书*本(!卷

$%! ,书袁镛传後.!页$,%1$,(#

钱士升!)赐馀堂集*&)四库禁?书丛刊*本(!卷"!,序-忠义
$

小序.!页&&'#

)忠义
$

*今已不存!其卷次编排不详!相关序跋!据笔者所见有四篇!分见乾隆)鄞

县志*!卷"$1 )天一阁书目*!卷"之一! ,忠义
$

.1 )赐馀堂集*!卷"1 )夏忠

靖集*!卷'#又!夏序名
#

,题宋进士袁天与忠节传後.!从
%

容看! )宋进士袁天

与忠节传*实
#

)忠义
$

*#

梁睶! )泊庵集*!卷$+! ,书袁镛死节传.!页&""#另!徐一夔+林环亦有类似文

字!分见徐一夔著!徐永恩校! )始丰稿校注*!卷$&! ,跋袁镛传後.!页,)&1,)'1

顾有孝! )明文英华*!卷,! ,跋袁镛传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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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
#

由!公开表态!反对前述私传文字大肆流传#

*=,

!邵氏对陈敬宗的看法大

不
#

然" $呜呼冤哉6愚故因袁公之事!以
#

正坐史失其职之故!非有所不

足於其间也# %

*=-

!

&

B

'

7dc

在袁珙父子的努力下!袁镛的忠义故事越传越广!意义越拔越高!影响

也越来越大!袁镛也终於走出了家族文献的收
$

范围!走进了地方文献乃至

国家文献的视野#成化年间! )宁波郡志*首次
#

袁镛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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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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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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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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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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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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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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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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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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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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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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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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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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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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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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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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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tÊ

%

ÅÆdé

/ ,

*ð�ÇÈ

%

�*ðÉÊË

' -

]Ì

é

/ ,

®�:e

%

}�}U

%

G�*Ëèf

' -

U¦Î

%

Ö×Ø

P

%

ÙÚr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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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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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z

%

G#��í�H

}�(Kà#

'

wÎþôõöÈ�µNt<=

'

µ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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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传
%

容与蒋景高,袁进士传.大致相同!文字则有较大差?!应该综合参

考了前述三种传记作品#不过!此传
K

掉了泽民早期经历以及跳水而死的$)

人的身份
(

明!大概也是认识到了两者之间逻辑上的矛盾#

不久!袁镛忠义事矦又被收入 )?山志 *#

*=/

! )?山志 *!卷"! ,列

"+

012

*=,

*=-

*=.

*=/

有意思的是!陈敬宗与袁忠彻关系密切!曾
#

袁忠彻 )符台外集 *撰写序文#见乾隆

)鄞县志*!卷""! ,艺文四-袁忠彻)符台外集*.!页&($#

邵经邦! )弘艺
$

*!卷",! ,四明袁公镛忠义传後序.!页&),#

杨萛纂修!成化)宁波郡志*&)中国方志丛书*本(!卷%! ,人物考-袁镛传 .!

页+("1+(,#

明弘治十六年&$'#, (!时任广东按察司佥事的徐?建议陈献章门人张诩" $?山宜有

志而未有志之者!盖缺典也!先生盍留意焉 %!诩 $因与门徒博?群载!凡事关?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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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次第编辑!既成!名曰)?山志*!凡十有八卷%#嘉靖二十二年&$'&, (!许炯

以$岁久讹乱!寝不可读//乃即旧志!

K

其繁者!正其谬者!定
#

十类%#万三十

五年&$+#) (!

7

淳又$乃展旧志!惜其太略!辑补缺遗!一时忠节!搜
$

存附%!成

五卷本#见陈泽弘! ,略论)?山志*.! )中国地方志*!"#$'年!第&期!页,'!&#1

熊燕军! ,)?山集*作者考'''兼论与)?山志*的关.! )中国地方志*!"#$'

年!第(期!页&+!&(#

*=0

!

7

淳! )?山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卷"! ,烈忠纪-恭宗+端宗+

祥兴三朝-袁天与.!页"&$#

*=1

!万斯同! ,?西竹枝词.!载张如安+杜建海选注! )鄞州历代诗文选*&杭州"浙江

古籍出版社!"##% (!页,)"#

忠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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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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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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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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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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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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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山志*主要记载南宋王朝覆亡历程+後人的赞盳诗文以及?山建祠

立典经过!是有明一代收
$

宋季忠义最全的史书#此书体裁上除志书常见类

目外!尚有帝纪+三忠传+烈忠纪+遗民纪之设!颇具传记国史意味#此段

材料出处不详!文字较简!

%

容则明显有所发挥!已将袁镛塑造成团结义兵

的勤王将帅!因兵败
H

敌而死#再接着!袁镛又被收入)两浙名贤
$

*!荣

升两浙乡贤名士#

&

I

'

efc

明朝灭亡以後!一些明遗民或抱有遗民情结的士人通过表彰或搜集整理

前代尤其是宋季忠义事矦!藉以表达对新朝的政治态度!寄皏怀念明朝的情

愫!代表人物有万斯同+全祖望等#作
#

袁镛的同乡!万氏+全氏对袁镛的

忠节事矦都极尽推崇!大加褒扬#万氏除将袁镛收入)宋季忠义
$

*外!更

特
/

吟诗盳睵" $袁公释褐即捐生!南史
"

题忠义名#愧杀宗臣赵制使!背

君卖友竟何成# %

*=1

!全氏的相关文字已见上述!虽然他?未直接参加对袁镛

的历史书写!但正是由於他的犀利批评!继明初之後!再次引发了人们对袁

镛殉国一事的持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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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也基於袁氏的家族情感!

#

重振袁氏一族的

社会地位*=2

!!袁氏後人再次加入到英雄塑造的行列中#限於身份!

#

避免给

人自吹自擂的感觉!袁氏的工作主要是材料性的!而非意义阐发#他们通过

编修宗谱的方式!一方面编整理前代文献!同时也补充一些新材料#清代

袁氏後人编修的宗谱主要有两部!分
/#

袁钧)宁波鄞县袁氏家乘*&乾隆

四十六年!$)%$ (+

*=3

!袁元镇)鄞县西袁氏家乘*&光绪二十六年!$(## (!

其中以袁钧所修最
#

出色!纠正了许多流传已久的讹误! $吾家宗谱创於

元!而&值 (大乱#於明之中叶!承讹袭谬者三百有馀年#陶轩先生 &袁

钧(奋百世之下!网罗放失!以绍翰林太常之业!以备一家之徵信!谱系复

矨然大定!如火之明!上下无不灼然!而眕雾不可遏抑也%#

*=4

!

鉴於前代文献在袁氏先祖世系'''主要是袁镛及泽民的身份上存在许多

模糊不清+甚至相互歧?的记载!清代袁氏後人
6

有花很多笔墨去突出袁镛

殉国的过程和细节!而是将书写重心放在袁镛及泽民身份的
(

明和辨析上#

世系一旦矨清了!袁镛殉国的故事自然就变得更加真实+可信了#

在袁镛的书写史上!清代袁氏後人的贡献有三"第一!首次著
$

了袁镛

任官文书# ,锡进士签书平江节度判官袁镛敕.曰"

Vé

/

û?û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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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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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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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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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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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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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à-ß.+(5z

文末有袁丙熊按语!介绍文书的来历及装裱等情癋" $右敕不载前谱! )忠

义
$

*中亦未及签判之官!族人光熙家藏#此敕2敕3用
7

书!已漫灭!隐

约尚可见年月!上有全宝!旁注4让字五百三十七号5小字!有半宝!盖遗

"%

012

*=2

*=3

*=4

据袁钧自述!明嘉靖至乾隆二百馀年间! $吾鄞之宗甚微弱 %#见袁钧! )瞻
@

堂文

集*!卷(! ,西袁氏世系考.!页&&#

见袁元镇! )鄞县西袁氏家乘*!卷首!作者自序#此谱原
#

"&卷!今已残缺!仅存三

卷#不过!袁钧的诗文集)瞻
@

堂文集*收
$

了大量的相关文字!仍可
#

参考#

袁元镇! )鄞县西袁氏家乘*!卷首!作者自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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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复得#尚宝公编
$

时未见# %

*=5

!

第二!撰写,

)

孤庙记.!指出建於宁波西山潘辡口的一座破庙!非祭

祀张俊*>?@

! &$#%+!$$'& (的$?孤庙%!也非祭祀天仙的$

)

姑庙%!而是乡

人纪念袁镛忠义行
#

的$

)

孤庙%"

°S±�

%

:<e\v±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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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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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第三!指出润祖即泽民!泽民继兄
#

後乃袁镛蒙难後的事#润祖之名!

据,宋史翼-袁镛传.!最早出自元代袁士元
#

其父亲撰写的行实中#

*>?B

!此

文今已失传!

%

容不得而知!真
:

也无从判断#由於其它文献皆言袁镛之子

#

泽民!则袁镛之子的名讳曾经存在泽民+润祖两种不同的叫法#袁钧,袁

泽民传." $泽民!名润祖!以字行!一字野航# %指出润祖+泽民实
#

一

人!泽民即润祖!润祖
#

名!泽民
#

字#

#

增
0(

服力!袁钧甚至指出其手

曾经伤残! $镛侧室之子!襁褓时母置之
L

车中!旁
M

以火!车覆!焚左手

五指及半!镛怒出其母%#

*>?C

!又!泽民改宗一事!诸书虽有记载!但歧?之

处甚多!最典型莫过於!泽民既
#

他子!袁镛家人上坟时何以在列0袁钧

,袁士元传.记! $初泽民既遘家难!降继於再从兄衍%!指出泽民继兄
#

:;<=>!"?@AB

"(

*=5

*>?@

*>?A

*>?B

*>?C

袁丙熊! )鄞县西袁氏家乘*!卷'! ,荣褒.#其按语 $此敕敕 %句!後一 $敕 %应

#

衍文#张如安引
$

此段材料时!谓原谱中有照片图像!今翻检全谱未见#见张如安

等! )鄞县望族*!页"%%#

张俊!字伯英!凤翔府成纪&今甘肃天水(人!南宋将领!与岳飞+韩世忠+刘光世?

称南宋中兴四将#後主和!成
#

谋杀岳飞的帮?!晚年封清河郡王!显赫一时#

袁钧! )瞻
@

堂文集*!卷+! ,

)

孤庙记.!页'1+#

陆心源辑撰! )宋史翼*&北京"中华书局!$(($ (!卷,"!列传,"! ,袁镛 .!页

,&'#此传记袁镛仲子
#

润祖!?附小注
'

" $原作泽民!据袁士元教授府君行实改

之# %在介绍润祖生平後!又附小注
'

" $袁士元撰润祖行实# %

袁钧! )瞻
@

堂文集*!卷)! ,家乘列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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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乃袁镛遇难之後的事情!而改宗的目的则是躲避赵+谢二人的迫害# $其

後!赵+谢癴己之卖友也!复多方谋所以灭孤者# %

*>?D

!

经过清代袁氏後人的努力!袁氏的谱系大体得以矨定!笼罩在袁镛忠义

故事上的谜团也基本解开#

*>?E

!但笔者要指出的是!这几种
(

法前人皆未提

及!真实性大可质疑#比如
)

孤庙#前文述及!袁镛忠义故事在元代流传十

分有限!除袁氏宗谱文献略有提及外!馀皆失载!因此
)

孤庙如果真实存在

的话!其兴建年代不可能早於明代#但明代在袁珙+袁忠彻父子的努力下!

西门袁氏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正处於不断上升阶段!虽然明中期後!袁氏

地位一度中衰!但此庙就在袁镛殉节地点西山附近!离袁氏聚居地也不远!

怎
+

会讹
#

他庙0此庙应该与袁镛无关#

*>?F

!事实上!直到乾隆时期!该庙仍

被称
#

天仙圣庙#

*>?G

!又!袁镛蒙难後!

#

躲避赵+谢二人的迫害!泽民继兄

#

後的
(

法也与事实不符#前引袁士元,呈许具瞻县尹.有$愚童从母命%

之语!袁镛遇难後!其家人皆赴水而死!何来从母命之
(

0

*>?H

!则泽民出继袁

衍当在袁镛蒙难前#

三则材料中!袁镛任官文书因
$

自实物!似乎最
#

真实#实际上!这篇

文书也是
*

构的#从
%

容看!该敕告词部份虽然完整!但省略了反映文书类

型的格式用语及运作流程的机构签押!故究竟是告身!还是敕牒!目前尚无

法确认#不过!该敕的
%

容!不知是实物如此!还是翻
$

时省略所致!若是

前者!则必假无疑#又!袁丙熊提到!该敕上盖有全宝+半宝各一#在中国

传统社会! $宝%作印章讲往往特指皇帝玉玺!袁镛只是一个小小的签书节

度判官!任官文书上应该不可能用皇帝之宝#实际上!该敕中的告词文字!

是从
/

处照抄来的!与)宋名臣言行
$

*所
$

陈亮的告词大致相同!

*>?I

!必假

,#

012

*>?D

*>?E

*>?F

*>?G

*>?H

*>?I

袁钧! )瞻
@

堂文集*!卷)! ,家乘列传.!页'#

当然!清代袁氏後人所修宗谱中仍有一些
%

容前後矛盾!比如袁钧所作,袁镛传.载袁

镛丁母忧未即仕1 ,泽民传.载泽民六岁时举家避兵资教寺旁祖庵!非上坟後舟次鳖

山#见袁钧! )瞻
@

堂文集*!卷)! ,家乘列传.#

宁波地区祭祀袁镛的庙祠!相对可信的只有宋忠臣袁公祠#但此祠起初只是家祠!用作

统宗之祠!明天
)

後才转
#

公祠!专祠袁镛#

乾隆)鄞县志*!卷)! ,坛庙-

)

孤庙.!页$'%#

袁镛全家蒙难後!家中尚有一侍妾!泽民被救回家後!此妾
#

图家
.

!溺泽民於水缸

中!被发觉後逃之夭夭#见袁钧! )瞻
@

堂文集*!卷)! ,家乘列传.!页&1'#

陈亮告词
#

" $某官三岁大比!人徒知
#

布衣进身之途!艺祖皇帝有言曰"设科取士!

本欲得贤以共治天下#大哉王言6朕所当法也#廷策者再!乃始得汝!尔蚤以艺文首贤

能之书!旋以论奏动慈宸之听!亲
3

大对!嘉其渊源!擢置举首!殆天留以遗朕也#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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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故事!往佐帅幕!益茂远业!以须登用# %见朱熹+李幼武! )宋名臣言行
$

-外

集*&顺治辛丑林云铭刊本(!卷$+# )宋名臣言行
$

*共)'卷!朱熹撰前集$#卷!後

集$&卷!李幼武撰续集+

/

集+外集'$卷#

无疑#

以上我们梳理了袁镛忠义故事在明清的书写及流传情癋!在分析袁镛形

象变化的同时!特
/

关注袁镛形象建构和历史书写背後的力量构成+书写动

机及策略技巧#可以看出!明清时期正是袁镛忠义故事的成型期和完成期#

这一时期!在袁氏後人及相关人员的共同努力下!通过运用不同的书写技

巧!一方面袁镛殉国的过程和细节得以披露!袁氏世系也得以矨清!一切看

起来都真实无误!确有其事1另一方面!袁镛殉国的意义也被重新阐发!忠

义形象日渐高大!不但成
#

宋季忠义的典型!甚至变成道德楷模!?开始走

出家族文献的收
$

范围!成
#

全国性的话题#虽然经过严谨的史料分析和历

史考证!这些大多都是编造的!经不起推敲!同样也是出自後人的塑造和建

构#但问题是!

#

什
+

人们会热衷於袁镛忠义故事的塑造和书写0

#

什
+

这

种塑造和书写能
N

超越王朝断代和民族国家的界限0在英雄塑造和书写的过

程中!影响的因素有哪些0特
/

是!我们能否在袁镛个案的基础上!结合其

它忠义文献!从整个宋季忠义群体的历史书写出发!探讨忠义书写这一书写

模式出现的思想基础及现实制约!进而透视?总结忠义书写的运作机制0

g

%

#$&'()%hijkSlmno

&

?

'

#$pS#$%&'()

论者或以
#

!袁镛忠义故事的形塑和书写之所以引起关注!?超越王朝

断代和民族国家的限制!首先自然是因
#

忠义作
#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重要

范畴!

0

调臣民对国家君主的道义责任!与王朝国祚延续息息相关!一直以

来都受到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和重视#

要
(

明的是!作
#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重要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不同的话语体系下! $忠义%的
%

涵其实有较大变化!?非是固定不变的#

$忠%+ $义%首先是作
#

两个独立的词出现的!比如)论语*眧就有大

量$忠%+ $义%的
%

容! $忠义%合称则是东汉时的事情#大体来讲!宋

朝以前! $忠义%

%

涵比较模糊#作
#

复词!它的词义有时偏重於$忠%!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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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偏重於$义%!而$忠%又可以有不同的解释!?非单指殉节#从指涉

的社会关看! $忠%主要指君臣关! $义 %则更多指乡眧亲朋#

*>J@

!宋朝

以後!随着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变化! $忠义%

%

涵逐渐明确!主要指殉

节#还要指出的是!宋朝以前! $忠义%的道德约束是有前提条件的! $君

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

*>JA

! $言听则仕!不用则去!保身全行!臣之节

也# %

*>JB

! $夫君能尽礼!臣得竭忠!必在於
%

外无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则

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
#

义大矣哉6 %

*>JC

!进入宋朝! $忠义%

成
#

一种单向的道德要求!片面
0

调$死事一主%!比如欧阳修评价後梁大

将王
O

章殉梁而死!

'

" $呜呼!天下恶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时者!

不
#

之臣可也!其食人之
-

者!必死人之事!如
O

章者!可谓得其死哉# %

*>JD

!

认
#

後梁虽已无合法性!但王
O

章作
#

梁臣!仍然必须以身殉主#

*>JE

!

又!中国传统忠义观与忠义的历史书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两者虽

有联!也存在区
/

#前者
0

调宣示忠义的政治伦理意义!带有普遍主义的

色彩1後者则偏重梳理忠义书写的历史过程!带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徵#这种

时代性!除表现
#

书写本身的$历史性%外!更多指的是作
#

书写背景的时

代差?#可以这样讲!在忠义人物的历史书写过程中!虽然不能
,

离中国传

统忠义观的大背景!但起
<

定作用的其实?不是忠义观#也即是
(

!忠义观

与忠义的历史书写?非简单的指导原则和
%

容形式的关!忠义观下未必就

有忠义的历史书写!或者不同时期的忠义历史书写
%

容和形式?不相同#

忠义历史书写的这个特点与$忠义%群体的时代属性有关#上文述及!

,"

012

*>J@

*>JA

*>JB

*>JC

*>JD

*>JE

秦翠红! ,中国古代$忠义%

%

涵及其演变探析 .! )孔子研究 *!"#$#年!第'期!

页'%1+"#又! ,唐律疏议7十恶.中! $九曰不义 %"礼之所尊!尊其义也#此条元

非血属!本止以义相从!背义乖仁!故曰$不义%#

>

言之!法律上的$义%乃指非血

缘关者#

孔丘! )论语*! ,八佾篇第三.#

司光迁!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 (!卷&)! ,孔子世家.!司马贞)索隐*

引曹魏王肃语!页$($##

刘籧等! )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 (!卷)$!列传第"$! ,魏徵.!页"'')#

欧阳修撰!徐无党注! )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 (!卷,"! ,死节传-王

O

章.!页,'"#

此论题学界有较多成果!详参魏良
P

! ,忠节的历史考察"先秦时期.! )南京大学学

报*!$((&年!第$期!页$$#1$"#1魏良
P

! ,忠节的历史考察"秦汉至五代时期.!

)南京大学学报*!$(('年!第"期!页$$(1$,#1宁可+蒋福亚! ,中国历史上的皇权

和忠君观念.! )历史研究 *!$((&年!第"期!页)(1('1秦翠红! ,中国古代 $忠

义%

%

涵及其演变探析.!页'%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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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历史时期! $忠义%

%

涵各不相同!但在整个中国传统社会!殉节都

是$忠义%的重要
%

涵之一#在$殉节%这一特定主题下! $忠义%+ $忠

臣%往往出现在王朝嬗代之际!所谓 $国家昏乱!有忠臣 %+ $板荡识忠

臣%是也#唐时!魏徵在谈到良臣与忠臣的区
/

时也
(

" $良臣!身荷美

名!君都显号!子孙传承!流祚无疆1忠臣!己婴祸诛!君陷昏恶!丧国夷

家!祗取空名#此其?也# %

*>JF

!如此一来!忠义的历史书写就牵涉到新旧王

朝的正统性+合法性建构#

在中国传统社会!王朝虽然不断更替!但新旧王朝的政治理念和思想基

础
;

往往?无二致!这就使得新朝对前朝的历史书写
5

不仅仅体现在所谓的

$天命靡常%上!有时它们也会有共同的政治和道德诉求!但是在王朝更替

的背景下!对前朝历史的弘扬和提倡难免会对新朝的$正统性%造成影响#

比如忠义人问题#从现实政治看!忠义人是前朝的英雄!是新朝的$敌人%!

需要斥责1但从伦理规范看!忠义精神又是中国传统社会一贯的道德追求!

必须弘扬#由於 $正统 %一词除具有 $合法性 %释义外!还带有谱系的意

味!因此即便是那些?非前後更替的王朝!也不得不考虑忠义历史书写的两

难之处#

事实上!在相当长时间眧!忠义都是作
#

$叛逆%而载入历代$正史%#

对此!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几曾经感睵道" $霜雪交下!始见贞松之操1国家

丧乱!方验忠臣之节#若汉末之董承+耿纪!

1

初之诸葛+毋丘!齐兴而有

刘秉+袁粲!周灭而有王谦+尉迥!斯皆破家殉国!视死犹生!而历代诸史

皆书之曰逆!将何以激扬名教!以劝事君者乎0 %

*>JG

!贞观年间!唐修 )

1

书*!始置,忠义传.!

*>JH

!忠义的政治价值和伦理意义才得到普遍认可#此

後!历代正史皆设置有,忠义传.或相关类传!如,死事传.+ ,死节传.

等!但不同时期的忠义书写仍各具特色!?不雷同#

:;<=>!"?@AB

,,

*>JF

*>JG

*>JH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 (!卷()!列传第""! ,魏徵.!

页,%+%1,%+(#

刘知几撰!浦起龙释! )史通通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卷)! ,曲

笔.!页$(%#

)隋书*有,诚节传.#隋朝由於避隋文帝之父杨忠的名讳!将$忠%改作$诚%!故

此,诚节传.实
#

,忠节传.#又!唐修)北史*+ )魏书*有,节义传.!所收亦
#

忠君报国之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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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lmno

忠义观与忠义历史书写的这种微妙关!意味着後者在实际的运作过程

中会更多受到现实条件的制约!具体有二"

$%

qrst

由於忠义历史书写本身即王朝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
%

容之一!所以时代

背景对历史书写的制约也突出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尤其是不同王朝在合法

性+正统性建构上的差?#以宋季忠义的历史书写
#

例#元朝以武而立!以

?牧而定中原!故讳言宋事#虽然有元一代!上至皇帝+下至朝臣?未颁?

限制宋季忠义历史书写的制度或法令!但元朝前中期大量宋季忠义失於记载

;

是事实#据统计!现存$"种元代方志中!只有)至顺镇江志*+ )至正金

陵新志*设有,节义传.!记
$

宋季忠义事矦!但也只有区区三人#

*>JI

!而刘

埙)盳史十忠诗 *+刘麟瑞 )昭忠逸盳 *&)昭忠
$

*(+赵景良 )忠义

集*等著作全部出自民间! $私相传授%!流传不广!影响有限#元末重修

三史!顺帝下诏不须避前朝忠义!情癋有了一些改变#但正如前所述!能

N

被记
$

下来的仍是少数! $十才二三%!更多的忠义人物及事矦都湮
6

在

历史的长河中#

要指出的是!元修)宋史*时!宋季忠义人物的失载?非单纯是出於史

料原因!有时也是出於意识形态考虑的$选择性失载%#对此!甚至元代史

臣也多有感睵#虞集,忠史序." $)忠史*者!番易杨玄所著也#玄之大

父!死於宋咸淳末!玄伤其事不著於世!故
#

是书!列夏商以来未至宋而

止!得以忠可书者八百馀人#泰定初元!以其书来京师!国史与学省皆是

之#上送於朝!有司不以闻!凡三年!不遇而归#%

*>K@

!危素,跋宋理宗诗."

$素承诏修)宋史*!欲
#

公&何梦然(立传!而有司不上其状!史之阙文

如此# %

*>KA

!又!危素,故宋秘书监毛公墓表 ." $奉使访?山遗事!於故礼

,&

012

*>JI

*>K@

*>KA

,

因修!俞希鲁纂! )至顺镇江志*&)中国方志丛书*本(!卷$(! ,人材-节义.

#

$负帝沉海%的陆秀夫立传!页$#,+1张铉撰! )至正金陵新志 *&)中国方志丛

书*本(!卷$,! ,人物志-列传-节义 .则记载了抗元忠义之士牛富和赵淮!页

"#,(1"#&$#

虞集! )道园学古
$

*&)四部丛刊初编*本(!卷'! ,忠史序.!页$(#

危素! )危太朴文续集*&)元人文集珍本丛刊 *!第)

4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 (!卷(! ,跋宋理宗诗.!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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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郎官邓光荐家!得南恩公兄弟&毛沆+毛演(死事# %

*>KB

!危素明言其奉使

求书之时!於邓光荐家得泸州忠义毛沆+毛演兄弟死事!?撰有,墓表.!

$使得与)宋史*参观焉%!但)宋史*

;

无一字述及#刘咸?认
#

是时间

来不及*>KC

!!其实更大可能是被总裁官故意
K

落#

*>KD

!

即便是那些有幸被记
$

下来的宋季忠义人物及事矦!也不见得就是历史

事实#多数情癋下!这类人的书写总会受到一些时忌的影响!不得不有所避

讳!尤其是在官方的历史书写中更是如此#比如,宋史-陈癤传.的立传问

题#笔者发现!虽然不论是从战役意义!还是从弘扬忠义精神看!元修)宋

史*都不应该遗忘这段历史及宋殉节诸臣#但在至正重修三史时!史官余阙

仍以史料问题
#

由拒
5

了陈显曾
#

其先祖陈癤立传的请求#事实上!邵
Q

有

,陈癤墓?.+虞集,陈癤小传.此前已在社会流传!而陈显曾提供的家传

材料真实性也很高#余阙始终以忠义自勉!这样处理的目的!主要是想掩饰

元初重臣伯
R

血腥的常州屠城之举!将伯
R

塑造成
#

元朝的道德楷模!以激

励元季士人报效国家#後来!余阙虽然勉
0#

陈癤立传!也参考了,陈癤墓

?.+ ,陈癤小传.的
%

容!

;

将文字大幅精简!

KS

了大部宋人殉节和全

部元人屠城的细节描写#

*>KE

!

明朝建立以後!以继宋正统自居!对於宋代史事极
#

关注#明人撰述的

宋史著述流存於世者有+"种!有目无书者+$种!共计$",种!">###多卷!其

:;<=>!"?@AB

,'

*>KB

*>KC

*>KD

*>KE

危素! )危太朴文续集*!卷&! ,故宋秘书监毛公墓表.!页',)#

刘咸?! )推十书&增补全本(*&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丙辑!

第,

4

!页(#"#

元修三史时!总裁官对各本底稿皆有
K

改#如揭斯! $既领史事!每与僚属言!欲求

作史之法!须求作史之意#//自是毅然以笔削自任!凡政事之得失!人才之贤否!一

切律以是非之公%# $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议论不公者%!欧阳玄$不以口舌
"

!俟其

呈稿!援笔窜正!其论自定%#张起砶! $史官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未当%! $即据

理窜定# %分见
7

蟳! )

7

文献集*&)丛书集成初编*本(!卷$#下! ,揭斯神道

碑.!页&%)1危素! )危太朴文续集*!卷)! ,欧阳玄行状 .!页'+&1宋濂! )元

史*&北京"中华书局!$()+ (!卷$%"! ,张起砶.!页&$('#

相关材料见
,,

等撰! )宋史 *!卷&'#!列传"#(! ,忠义五-陈癤 .!页$,"'$1

$,"'"1危素! )危太朴文集*!卷)! ,昭先小
$

序 .!页&&"1&&'1虞集! )道园学

古
$

*!卷&&! ,陈癤小传.1叶夔辑! )毗陵忠义祠记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

本(!卷$! ,赠朝奉大夫直宝章阁常州通判陈公墓?.!页,((1&##1余阙! ,复陈景

忠修撰书.!收入)全元文 *!第&(

4

!卷$&(&!页$$)1$$%1陈显曾! ,昭先
$

後

跋.!收入)全元文*!第''

4

!卷$+%#!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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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种兼及元代历史!单纯针对宋代历史的著作达$#+种#

*>KF

!在宋季忠义故事

的书写与流传方面!明人更是不遗馀力#以文天祥
#

例!顾宝林指出!宋末

文天祥以其大义
D

然+临死不惧的浩然正气化身
#

一个英雄符号+忠节典范

而被历代接受传颂#入明以後!文天祥这种忠节义气和风范每每
T

醒世人的

历史记忆!上至政府!下至民间!以传记+书志和建祠+立碑+刻铭等诸形

式传承建构!使得他的事矦影响与精神传承空间不断扩大!成
#

忠臣义士和

文人士子的效法模范与敬仰对象#

*>KG

!又!成化+弘治以至嘉靖年间!明人在

南宋覆亡之地'''新会?山大建祠堂庙宇!祭奠所有
#

国殉难的宋季忠义之

士!?先後三次编修)?山志*!以表彰宋季忠义的政治意义和伦理价值!

烘托明王朝的正统性+合法性#

*>KH

!在这样的背景下!明人对宋季忠义的历史

书写表现出与元朝迥?的特徵#不仅大量的忠义人物及事矦被重新挖掘出

来!忠义的意义也被无限放大!而且在书写的时候不再注意材料的真
:

辨

/

#前述袁镛历史书写在元明两朝的不同!正是时代差?的鲜活证明#

不同王朝在合法性+正统性建构上的差?!

#

我们观察和认识宋季忠义

的历史书写提供了一个宏观的背景框架!但在王朝不同发展阶段!其意识形

态建设其实是各有侧重的!未必事事以正统性+合法性建构
#

旨归#上文述

及!在中国传统社会!王朝虽然不断更替!但新旧王朝的政治理念和思想基

础
;

往往?无二致!结果中国的王朝更替呈现出一种$循环往复%的图景#

从社会发展形态来看!所有的王朝都要经历兴起+鼎盛+衰落三个阶段!而

在每一个阶段!每个王朝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又基本类同#大致来讲!王朝前

期!由於王朝刚刚建立!社会矛盾相对缓和!王朝意识形态建设重心往往在

政权合法性+正统性建构上!历史书写的目的也在於此1而王朝中後期!社

会矛盾通常比较尖
U

!王朝的理论工作重心则往往在缓解统治危机上!历史

书写的目的则渐渐调整
#

以史
#

鉴!经世致用#

宋季忠义的历史书写很好地阐释了这一时代差?#我们发现!元初!出

於政权合法性考虑!故讳言宋事1元末!由於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盠!

#

激

励士人精忠报国!元廷一改前辙!大修,宋史-忠义传.!顺帝甚至公开下

,+

012

*>KF

*>KG

*>KH

=

漫! )明代宋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页"#

顾宝林+欧阳明亮! ,明代对历史人物风范的记忆与建构'''以文天祥
#

例.! )河北

学刊*!"#$&年!第$期!页"&$1"&'#

陈泽弘! ,略论)?山志*.! )中国地方志*!"#$'年!第&期!页,'1&#1刘正刚!

,明代祭奠宋亡的活动"以崖山祠庙建设
#

中心.!载刘正刚主编! )历史文献与传统

文化*&济南"齐鲁书社!"#$& (!第$%辑!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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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要求不必避前朝忠节#明代也是如此#比如明代中期在?山修筑祠庙祭

祀宋季忠义及重修)?山志*等活动!在弘扬明朝正统性之外!也与这一时

期南方土著叛乱所引发的王朝形势严峻有关! $两广地!自景泰初年调广西

官军从征!广东各山洞贼乘机窃发!高山之?日下平地!深洞之趏时近村#

天顺+成化以来!大肆猖獗%#

*>KI

!明人建祠及修志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公开缅

怀与祭奠?山宋亡的君臣将士!以激励广大官兵忠於王朝国家!从而能有效

地平定南方土著的动乱#

*>L@

!

"%

()uvw

作
#

宋季忠义历史书写的宏观背景!时代差?体现的主要是不同时期官

方意识形态&或者叫国家意志(的区
/

!但历史书写终究是由人来书写的!

书写者的身份不同!他对意识形态&国家意志(和书写
%

容的理解和认同就

不一样!投入的感情也不相同!相关书写自然会有差?#

*>LA

!

本文所讲的$身份%!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对於个人经历和社会地位

的阐释和建构#

*>LB

!传统上!身份可分
#

两种类型"客观身份!如原籍+年

龄+辈份+性
/

+职务+职业等1主观身份!即与他人的关定位!

0

调身

份认同!如
%

部人和外人+熟人与陌生人+君子与小人等#现在则更多会从

血缘+族裔+法律+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区分#限於篇幅!本文不拟就书

写者身份与历史书写之间的关作全面论述#鉴於传统史学在背景分析时较

#

关注作者的政治身份及其与书写对象的关定位!我们也不妨以此两类身

份
#

例!对书写者身份与宋季忠义历史书写的关略作
(

明#

先看政治身份#所谓政治身份!指的是书写者的政治地位及归属#从政

:;<=>!"?@AB

,)

*>KI

*>L@

*>LA

*>LB

)明孝宗实
$

*&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 (!卷$,(!弘治十一年七月壬

戌条!页"&$%#

刘正刚! ,明代祭奠宋亡的活动"以崖山祠庙建设
#

中心.!页$$'1$,&#

後现代主义认
#

!作者在写作时!不可能以一个纯粹的$作者%身份进行写作!而是以

一个拥有多重身份的主体进行#比如!他 &她 (是个作家的同时还是一个政治家!那

+

!作家之外的这个身份必然会使得他 &她 (形成一种与此相关的身份意识!使得他

&她(在言
(

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这种身份意识的影响!形成一种与政治家身份

相关的身份话语#如果作者在政治家之外!还同时有着其他几重身份!那
+

!作者的多

重身份必然会形成多种身份话语!交织渗透在其写作中!这使得相关话语的构成大
#

复

杂化#见石中华! )作者身份与中国古代文学活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未刊博士论

文!"#$" (!页&%#

在现代学术语境中! $身份%是一个?常杂的概念!本身?无统一定义!此处乃是最

通俗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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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地位看!可以有官方身份和非官方身份的区分1从政治归属看!又可以有

遗民与非遗民的区
/

#总体来看!虽然官方身份有职官类型和职位高低的区

分!不同的官方身份在书写动机+策略等方面会略有差?*>LC

!!但大致
(

来!

只要具有官方身份!通常都会较多从王朝利益出发!着重考虑书写本身与意

识形态建设的关!突出国家意志的影响!

*>LD

!如前述陈癤的历史书写#

非官方身份的书写者虽然也会受到意识形态及国家意志的影响!但他们

的侧重点会稍有不同#刘埙,补史十忠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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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

在道德教化之外!特
/0

调国亡史存的问题#其子刘麟瑞编写)昭忠逸盳*

&)昭忠
$

*(!也是基於同样的想法#

*>LF

!

遗民的价值追求相对独特#由於他们对现政权持不认可或不合作的态

,%

012

*>LC

*>LD

*>LE

*>LF

比如史官+学官可能比其它官员更注重相关书写的政治和伦理意义#

从社会角色的角度看!官员属於规定性角色!其权利+义务+规范都有比较严格和明确的规

定!个人不能按自己的理解或带有个人感情色彩办事#与之相对应!开放性角色则可以根据

自己对所承担角色的理解和社会对角色的期望从事活动!个人选择的馀地更大#

赵景良编! )忠义集*!卷$!页($'+($)#

赵景良编! )忠义集*!卷"!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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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他们的历史书写更多表达的是不忘故国的家国情怀#如南宋遗民郑思肖

&$"&$!$,$% (

*>LG

!在,)心史*总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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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

!

明遗民对宋季忠义的历史书写表达的仍然是故国之思#清初史学家邵廷

&

曾
(

" $明之季年!犹宋之季年也1明之遗民!非犹宋之遗民乎0曰节固

一致!时有不同# %

*>LI

!由於宋末元初和明末清初的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

处!出於种种忌讳!明遗民们不便於表彰明末清初忠义之士!因此!他们便

$以
(

宋
#

自我述
(

%#

*>M@

!

从书写者与书写对象的关定位看!一般可分
#

後裔+亲朋+同乡等几

种不同的身份类型#如果
(

政治身份更多体现的是政治认同+价值认同的

话!那
+

这几种类型的身份
0

调的则是基於血缘+文化+地缘
.

生的情感联

&亲情+友情+乡情 (#要
(

明的是!由於个体情感存在
%

外亲疏的区

/

!结果一些人想当然地认
#

!情感的亲疏与书写动机的
0

弱存在一定的对

应关!情感越亲密!书写动机就越
0

烈!反之亦然#於是!在後裔+朋

友+同乡这几种社会身份中!後裔因其与书写对象的关最
#

亲密!常常被

认
#

是历史书写&主要是非官方历史书写(的主体!其次才是朋友+同乡#

:;<=>!"?@AB

,(

*>LG

*>LH

*>LI

*>M@

郑思肖!福建连江人!原名不详!宋亡後!改名思肖 &$肖 %意指 $赵 %(!字忆翁

&意不忘故国(!又号所南&坐
L

南向 (#匾其室曰 $本穴世界 %&取 $本 %字下之

$十%加进$穴%

%

!即
#

$大宋%二字(#精通书画!尤擅画兰!但後期画兰!花叶

萧疏而不见根土!意寓宋土地已被掠夺#有)心史*七卷!明崇祯十一年&$+,% (冬於

苏州承天寺井中发现!封於铁函中!题$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书%#

郑思肖著!陈福康校点! )郑思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页$(+#

邵廷?! )思复堂文集*!卷,! ,明遗民所知传.!页"$$#

赵园!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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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镛的历史书写不也证明了这一点吗0

事实上!书写动机体现的是书写者的情感投入!而前述身份揭示的
;

是

情感基础+情感联!两者之间?不存在所谓的$正相关%关#情感投入

固然需要相应的情感基础!但只有情感基础则未必会有情感投入#从这个意

义上讲!朋友之谊+同乡之情未必就不如家族亲情!相应地!也不是所有的

後裔都会致力於弘扬先祖的德行和事矦#

要
(

明的是!每一个人在现实社会中的身份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

的!既可以有官方身份!也不妨同时是书写对象的亲属+朋友或同乡*>MA

!1不

仅如此!不同身份间还可以相互转
>

!所以从身份差
/

的角度看!历史书写

的动机其实是多元+多变的#但多元+多变不等於杂乱无章!也不等於互不

相干#在笔者看来!价值认同也好!情感投入也好!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

从书写者的个人角度看!历史书写的终极目的其实都是$超身份%的!始终

与个人在$当下%的资源竞
"

和分享有关#袁氏後人如是!万斯同+全祖望

如是*>MB

!!其他诸人概莫能外#

以上我们以宋季忠义的历史书写
#

例!分析了忠义历史书写的思想基础

和现实制约!目的在於揭示忠义历史书写的运作机制#我们发现!忠义历史

书写的出现和运作!离不开忠义观的影响和指导!同时也受到现实要素'''

主要是时代背景和书写者身份的制约#要
0

调的是!这一机制中!各要素的

地位?不平等!相对而言!现实制约往往更
#

关键#各要素之间也不是互不

相干的独立存在!而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MC

!此外!影响

忠义书写的现实要素除时代背景和书写者身份外!还与文本主题和属性有

关!即文本的主题+类型一定程度上
<

定时代背景和书写者身份这两大要素

影响的方式和程度#所以同样的时代背景下!同样的作者! $忠义%书写与

$文学%+ $循吏%等的书写不同!官方文献与民间文献的书写不同1民间

文献中!家族文献又与其它文献的书写不同1家族文献中!宗谱又与墓?的

&#

012

*>MA

*>MB

*>MC

在袁镛的历史书写中!许多人既是袁氏後人的朋友!也是同乡&或曾经寓居宁波(!如

戴良+蒋景高等皆是#

清初!浙江抗清
"

最
#

激烈!尤其是宁波地区!多$故国忠义%#万斯同+全祖望二

人皆
#

宁波人!明代万氏以忠节名世!而全氏则参与了明末抗清
"

#因此!万氏+全

氏对袁镛的书写!表面上看是出於同乡之情!实际还是与家族利益有关#

比如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书写者也不能$毫无忌惮%$

#

所欲
#

%!所有的书写

活动或多或少都要受到时代背景的制约和限制!即便是对现政权?取不合作态度的遗

民!如宋季郑思肖!也必须对书写
%

容+主题等作一些技术处理!否则不仅相关著作难

以传世!甚至个人性命都难以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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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不同#如此一来!前述戴良两种文本区
/

记载的事情也就不足
#

怪了#

x

%

yz

袁镛及其家人抗元殉节的故事是宋季忠义传奇的一种#一直以来!人们

对袁桷)延
!

四明志*未立袁镛传一事颇多
"

议!认
#

袁桷违背中国传统史

学$直书实
$

%精神!故意不
#

袁镛立传#事实上!从历史书写的角度看!

袁桷不
#

袁镛立传的真实原因很可能是材料不足!未必出自袁桷主观故意#

不仅如此!袁镛殉国的故事甚至袁镛这一角色也是编造的!是袁氏後人再造

家族历史的产物#除袁氏外!参与英雄塑造的还有袁氏亲朋故旧+鄞县地方

乡绅+遗民群体+学官等#动机各不相同!或意在教化民
2

!或本於桑梓情

怀!或有感於国亡史灭!或只是藉$宋%

(

$明%#书写策略也不一样!有

的重在疏证史实!有的重在阐发意义#

随着眼光从袁镛转向宋季忠义群体!我们发现!忠义书写
5

不是杂乱无

章的率性之作!在纷繁杂的表像之下!这一书写模式其实有着相对固定的

运作机制!一方面有自己的思想基础!同时也与现实条件密切相关#具体就

是!宋季忠义的历史书写虽然与传统忠义观有关!实际更多受时代背景+书

写者身份及文本主题+类型的影响#从书写者的角度看!宋季忠义历史书写

的动机是多元+多变的!但终极目的毫无例外都与个人在$当下%的资源竞

"

和分享有关#

义大利史学家克罗齐345%>599$ 0:$,5C曾经
(

道"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

史# %人们对
V

远过去的记忆与书写!其实不过是关注$当下%的另一种表

达罢了#透过历史书写之手!历史不仅丰富了我们对过去的认识!也
#

我们

理解现在提供了方法和钥匙#历史的价值在於此!历史的魅力也在於此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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