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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承婺源友人的幫助，筆者意外發現

徽州章回體紀實性小說《我之小史》，這是近年

來發掘徽州文獻史料中最爲重要的收穫之一。小

說計有抄稿本二種，此處姑且將之命名爲甲、乙

二本（字數各約二十萬言）：甲本正編五卷十九

回，續編二卷五回；乙本正編五卷十九回。兩種

版本字迹相近，文字大同小異，但乙本中有不少

文字爲甲本所未見，而甲本亦有少數段落爲乙本

所無。甲本且多一序，曰：

余四十五矣，雖屬中年，而老景已至，

咳嗽瘋痛，纏繞不休。環顧吾家，先嚴見

背，五十有一，尚爲得享高年；其餘如諸

叔父與從兄、胞弟妹輩，大半康強而早世；

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惟是天地者萬物

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余忝生人世，

乃過客之一，生死亦奚足問！第回念從前，

幼時沐上人庇蔭，壯年得兄弟幫扶，至於近

來，徒賴小兒維持家計。先嚴□□[嘗謂？]

余夾縫中過一生，此言誠驗。余則光陰虛

擲，於□□[事無？]補，興言及此，足增慚

恧已！今余抱孫矣，追溯□□[曩昔？]青梅

竹馬及同學少年，大半已歸道山，而□□□

□[苟？]延殘喘，夫婦齊眉，思往日已矣，

未□□□□□日經歷風花雪月，一一披露，

非敢出□□□□□□過隙轉瞬皆空，筆之於

書，亦以志一時鴻爪□□。時民國十六年歲

次丁卯冬月振先詹鳴鐸自序。

　　小說的作者叫詹鳴鐸，爲清末庠生，當地人

稱「末代秀才」。他在小說第一回中自報家門，

說：「在下系徽州府婺源縣北鄉十三都廬坑下

村人，……誕於光緒癸卯年四月十八日吉時。」

「癸卯」爲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而民國十六

年爲1927年，故第一回所稱生年「光緒癸卯」有

誤，當作「光緒癸未」（即光緒九年，1883年）。

詹鳴鐸出身於婺源木商世家，其人經歷相當豐

富：曾當過塾師，到過杭州、上海等地經商、遊

歷，出入花街柳巷，進過新式學堂，並以鄉紳的

身份，在廬坑鄰族間排憂解難，參與晚清婺源鄉

間的地方自治。自己又在婺源開設振記百貨店，

因不善經營，負金甚多。著有《冰壺吟草》二卷

（有清宣統元年（1909年）紫陽書院排印本）行

世，另有一些未刊日記及文集手稿。

　　在《我之小史》中，作者一再聲稱自己所

述皆爲「信史」，而從同時收集到的數冊《振先

雜稿》及詹鳴鐸的數冊日記來看，《我之小史》

所述的確皆爲真實情節。書中的一些故事細節，

有的就直接節錄自其人的文集或日記。除少部

份外，小說的寫作手法未必見得高明，少數章節

甚至近乎流水賬，但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來看，該

書的史料價值卻極高。特別是書中抄錄了不少書

信、訴訟案卷等，對於徽州社會文化史、經濟史

的研究頗有助益。

　　目前筆者正着力對該書加以整理、校勘和

研究。從初步整理的情況來看，《我之小史》具

有多方面的學術價值：譬如，這大概是目前所知

唯一的一部徽商創作的小說。如所周知，明清以

來，「徽州朝奉」的形象曾在不少小說中出現，

但那只是小說家筆下臉譜化了的徽商。而《我之

小史》則是徽商作爲主體自述的家世及個人閱

歷，書中對於商業經營方面有較多的記錄和描

摹，對於商業史研究有重要的價值。又如，此

前有關清代科舉制度的研究，以一些親身經歷過

科舉考試的耆宿，如商衍鎏、齊如山等人撰寫的

《清代科舉考試述錄》、《中國的科名》等頗具

權威。詹鳴鐸先後「到郡七次，皖試四科」，歷

經科場磨練，故而對於科舉考試的過程描摹得相

徽商小說《我之小史》抄稿本㆓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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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詳細，這必將成爲今後科舉制度研究方面的重

要史料。再如，作者從小就讀於鄉間私塾，成人

後又先後多次當過私塾先生。對於私塾生活，他

有諸多切身體會，也有不少有趣的記載，這對於

研究徽州民間教育史，也提供了極佳的史料。詹

鳴鐸與江峰青爲姻婭之戚，其父曾與江峰青在浙

江合開過木號。而江峰青爲清末民國時期婺源著

名的士紳，曾任民國《婺源縣志》總纂，是徽州

當地的重要人物，《我之小史》對於研究江峰青

的官宦生涯及日常生活，提供了諸多翔實且不爲

人知的重要史料。此外，該書對於研究晚清徽州

佃仆制度、徽州婦女生活、徽州及上海等地的風

俗文化和社會變遷等，均具有一定的價值。

　　從詹鳴鐸的日記中可見，他曾在私塾中教

授學生創作小說。由於小說面向的讀者是普通

民衆，因此，其中的諸多描述脈絡清晰且通俗易

懂，這對於我們理解明清時代徽州社會的民事慣

例，解讀徽州文書，無疑會有莫大的幫助。

附錄1：《我之小史》目錄

序

卷之一

第一回，幼稚事拉雜書來，學堂中情形紀略；

第二回，娶養媳1過門成小耦，醫禿頭附伴赴2沱

川；

第三回，到石門旋3及嘉善，返故里先過杭州；

第四回，回家來頻年肄業，受室後屢次求名；

卷之二

第五回，從業師再投邑試，事祖母重到杭州；

第六回，王母大鬧隆記行，詹家仝控逆仆案；

第七回，仝扣考羞歸故里，愧4落第哭往杭州；

第八回，做新爹甲辰得子，游泮水乙巳成名；

卷之三

第九回，迎新學五門道賀5，探爺娘七夕到杭；

第十回，買棹泛湖中選勝，辭親往連市經商；

第十一回，稟父書清言娓娓，接弟信文思滔滔；

第十二回，聞弟耗命駕來杭，奉親命買舟歸里；

卷之四

第十三回，辦自治公稟立區，爲人命分頭到縣；

第十四回，赴景鎮再及潯陽，由長江直抵安慶；

第十五回，考拔貢文戰敗北，投法政海上逍遙；

第十六回，遊滬瀆賞爛漫春光，辦自治結文明團

體；

卷之五

第十七回，從衆勸因公往邑，小分炊仍舊訓蒙；

第十八回，接杭電匍匐奔喪，辦民團守望相助；

第十九回，懸橫額別饒靜趣，剪辮子鼓吹文明。

《我之小史續編》卷之一

第一回，陪官長談話投機，哭慈親撫膺抱痛；

第二回，往邑城帶兒就學，赴杭省攜著閑遊；

第三回，開振記形骸放浪，玩杭城興會淋漓；

第四回，發哀啓爲祖母治喪，挂歸帆代善兒婚娶；

續編卷之二

第五回，爲謀事留杭暫擱，過新年到處閑遊。

附錄2：第十四回《赴景鎮再及潯陽，由長江直抵安慶》（部分，以甲本爲底本）

……按景鎮地方，街路不甚寬廣，亦不甚潔淨，6市面惟十八橋熱鬧。時當七月，街上往來的

人，大都短褂，穿長衫的不多，故時人稱爲「草鞋碼頭」。且景鎮爲千豬萬米之地，樂平、

都昌兩處人多萃於此。該兩處人一味野蠻7，不講道理，與他交接，稍一不慎，則起悖違爭鬬

之風潮。而都昌口音，尤爲惡劣，其罵起人來，動稱「婊子崽個」，又曰「鑿得爾哆娘個」

爲普通之常談，恬不爲怪。愚按江西文風最盛，歐陽修、文天祥均江西人，至國朝且有「狀

元多吉水」之說，何見得野蠻如此。不知他文風雖盛，而尚武精神，則習俗相沿，由來已

久。故人家生子，恭喜你發一把刀，長大成人，自然好勇鬬狠，楊葉馬兆，迭年構怨，相見

戎衣，此事看官們大約總曉得。據景鎮做生意的人談起，他們江西人兩造格鬥，斷定殺人不

須償命，只自相點計，決勝雌雄，故錨子一刺倒，提短刀的走去，立把人頭割下，官府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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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干預。如官府要來彈壓，教你站在一傍，代爲監督，今天一役，他殺我方九人，我殺他

們七人，收付兩抵，仍該人頭二顆，准明天再行結賬。官府如要多話，連你一齊殺，這叫

做「愍不畏法」。客人作壁上觀，照例須穿長衫，與你無涉，否則恐有誤傷莫怪。地方蠻

橫，一至於此！但他們的人，性子卻都爽直的，從不曉得詐僞。有都昌人到景鎮，聞近處

有都昌人與樂平人格鬬，忙將東西寄存店中，他即趕去幫助，此足見他們的仗義任俠。若

別省人，則未免放刁，未必能如此。8他看見你們徽州人要穿長衫，拘文牽禮，最不歡喜。

如落雨時候，街道泥濘，你穿長衫，他走到有漩渦處，故意大步踐踏，將你渾身濺得污糟9。

你們灰[徽]10州會館，每年開祭，雍容雅步，升降拜跪，他們看見，說你們佯死相，11他們

生性是這個脾氣。路亭中見他有茶，你叫他給你吃些，他答應道：「爾吃嚇！」「吃」字

音「隙」，其音甚高，不知者以爲他負氣12，其實他這個還算溫和。但他們總曉得蠻橫，腦

袋裏則不大清爽，到南貨店買貨，要讓頭除尾。南貨店家的賬單，打起洋碼13，或講兩，或

講斤，或講洋，五花八門，看不清悉，名爲讓頭除尾，實則多算些去，他反不知。他們婦

人女子，不大做事，連倒馬桶都是男子服務的。做丈夫的，娶得一標致妻子，衣以華服，

載以二涼小車，自行推上街去，出出風頭。如兩邊店家喝采，說這娘子排場，他即14振刷

精神，愈加起勁，否則無精打采的退縮逡巡，且前且卻了。你們如到他家去，他們必以妻

子的水煙袋取出敬客，內貯15皮絲，且洗得非常之潔淨，他自己卻用鈍拐，吃粗煙。故景鎮

南貨店家，有女客來買紅棗等禮物，必到賬房之內，取出老板自用的水煙袋，敬之，也是

皮絲，也潔淨。他們男子個個硬漢，他的二涼小車，放在大路之上，貯有東西，你去將他

打翻，你這個手馬上就要斷。他這個蠻橫，係人人如此的，自古及今，寖成風俗，人亦司

空見慣，不以爲奇。且景鎮地方出磁器，燒壞的坯料，人家砌作短垣，殆爲廢物利用。肩

碗坯的，每板二三十，沿街走過，腳步輕快，望之一色，頗覺好看。有瓢羹一排，放在肩

上，其色尤白，其板尤長。他走路的姿勢，順其自然，人要讓他，他不讓人，你若替他撞

翻，犯罪不小，必代爲拾起，親送到窑中說好話，恕你無罪。若說賠價，則金坯銀碗，你

講不清。聽說先前故意橫行，與人相撞，藉端滋事。你若撞了他一個，他全板抛向地下，

與你爲難。你若跑入衖堂，逃去不見，他也罷了。如今16這個風氣好些。至二涼小車一項，

景鎮最多，自理村以來，絡繹於道，其聲轔轔，有裝貨的，有坐人的，每有婦女小孩仝坐

一車，最爲適意。嘗見一年少娘子，身穿署涼綢衣褲，面孔亦黑中帶俏，明眸善睞，一寸

橫波，招搖過市之時，笑容可掬。這個車子，下只隻輪，顛之倒之，我們坐不慣。……

1. 養媳，乙本作「童媳」。

2. 赴，乙本作「往」。

3. 旋，乙本作「隨」。

4. 愧，乙本作「痛」。

5. 乙本作「迎匾額二次道賀」。

6. 乙本此下另有「不講究衛生」一句。

7. 乙本作：「他們江西風俗，人甚野蠻幹。」

8. 乙本無「此足見他們的仗義任俠，若別省人，則

未免放刁，未必能如此」數句。

9. 乙本此下有：「他乃快活」一句。

10. 徽州，俗亦作「灰州」。祖籍徽州績溪的胡祖德

所著《滬諺外編》中，有「船頭上刮鑊　　灰舟

（徽州）」之諺。

11. 乙本此下另有「總之和你們氣味相投」一句。

12. 乙本「負氣」作「氣憤憤」。

13. 乙本「洋碼」作「價碼」。

14. 乙本此下有：「古古致致……」數字。

15. 乙本「內貯」作「係吸」。

16. 乙本作「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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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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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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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