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楝亭“家屋”空间的建构与艺文书写

朱志远

摘　 要：对有清一代诗史的建构，离不开对典型事件的关注。从曹寅对楝亭的营构及图文题咏这一典型事件开始，即伴
随着对楝亭“家屋”伦理的、文学的、审美的多重意蕴的空间建构。曹寅以楝亭形成的亭台空间为据点，当他尝试建构自

己对于南都昔日生活的记忆乃至居住于此后的生活情状时，一方面借助孝悌意象符号来描写其栖居空间、生活状态，并

新添入会友、园隐的栖迟意象内涵，以此塑造自我形象；一方面在建构自己社会身份与生命格局的过程中，透过征集楝亭

题咏、宴集酬唱等方式传布风雅，完成了艺文书写的全过程。裹挟在清初唱和之风的浪潮中，文事亦带动着雅集传统的

复归。而楝亭开放性隐喻意蕴空间形塑完成的同时，召唤着江南文士们一起参与进金陵这一地方历史记忆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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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对于清诗的写作困境，蒋寅指出清人的一个

应对策略，即通过制造“事件”，聚会赋诗、邀题征

咏，“洗刷日常经验”（蒋寅 １３５），从而化俗为雅。
事实上，这一情形在清代诗坛十分普遍，如何摆脱

传统抒情旧格，走出清诗新面目，一代诗人煞费苦

·２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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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无独有偶，罗时进亦叩问道：一代诗史是如何

构成的？历史既然是由“事件”构成的，诗史是否

同样如此？由于前人对“事件”的重要意义往往

是忽略的，“厘清典型事件与清诗史构成的关系，

不仅对理解诗人、创作、文本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对进入诗歌发展过程，理解其中施动与受动、变化

与发展的张力，亦能提供新的理论视角”（罗时进

２０４）。罗时进这一“事件的诗学”遂与蒋寅“过程
的诗学”清诗研究路径产生互文。正如钱基博论

述文学史不只是作为“客观之学”的历史记述，它

还应呈现文学抒写情感“主观”的一面。故而，诗

史建构应遵循这样一个理路：“不在于发现作为

诗人书写背景的历史动态，而在于发现具体事件

中的诗人位置、精神状态和创作实践。”（罗时进

２０７）按此，以典型事件为基点来重审诗歌史，正
是回到诗人情感的激发性、生成性这个带有“主

观”色彩却又具有根基意义的向度上来的尝试。

而对史实、情感的主客观两个层面的关注，遂促使

由进入过程的时间诗学步入事件的空间诗学路

径，在时间的流逝中描述空间、展开空间，二者构

成了再现一代诗史的时空整体叙事之维。

三藩之乱平定的前夜，就在康熙十七年

（１６７８ 年），玄烨有鉴于平三藩时大量汉族遗民的
“反水”，遂匆匆下诏开设博学宏词，以此展开怀

柔新政。紧接着，曹寅以“楝亭图咏”为风雅职志

号召江南文坛，一举响应了朝廷的政治初衷，透过

楝亭题唱的文本书写揭开一个时代士风、诗风变

迁的序幕。
①
而无论是抗清志士钱澄之、屈大均、

陈恭尹，还是遗民杜濬、杜岕、恽寿平、邓汉仪、严

绳孙等，其题赠心曲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以往学

术史中大多言之不详，或视诸君借机赚取报酬

（史景迁 ６６），质疑楝亭艺文书写动机，究其实，
是未能对这一事件所在的空间地方金陵城市印象

沉潜体察。一旦回到情感兴发起源地亭台本体，

此时或可追问：事件发生在何处？又由谁来书写？

这将使人注意到楝亭文事的出现，首先缘自明清

之际，江南地区造园风气兴盛，乃至于清兵南下，

江山易帜，官宦士人尚在求田问舍、买地造园。自

明以来，园林在由生产性向观赏性发展，也呈现着

主人不同的审美情趣（柯律格 ２９—５４）。不管是
大到王献臣的拙政园，池沼盈野，还是小到徐渭的

青藤书屋，一架葡萄，几竿绿竹，都足以谐主人之

情志，营造其一己艺文空间。曹淑娟乃道：“文士

的园林兴造与居游活动，一方面反映当时社会的

普遍风气，一方面更结合着艺文书写与实体工程，

以建构自我空间的独特性”（曹淑娟 ２）。明清园
林既是士人实现生之历程的场所，也是艺文书写

的场所。对于以一园亭的兴灭见证清初江南历史

变迁的小小楝亭，结合清初江南士人交游一系列

文字题咏、图绘书写等线索，实可深入体察文艺都

会金陵城织造署内这一特殊空间的生成情境及其

蕴含的亭台与人、人与地的文学 ／文化关系。由
是，环绕着楝亭的相关文献，共散落着曹寅父辈、

己身———清初两个历史阶段的声音，其中穿插着

清初士林各种身份的影像，见证了时代的、历史的

变迁，其中既有达官显贵，又有江湖隐逸，或为处

士庶民，正是赖由这些身份不一、性情有别的不同

角色的参与，影响着楝亭空间意义的塑造，并在江

南诗人群体的生活实践与书写活动中，共同制造

了这一隆重的清诗事件。

一、楝亭何处：时间流逝中的家族发迹与安

栖之所

　 　 建筑现象学家诺伯格·舒尔兹指出，“人为
场所”表示一系列的环境层次，从村庄、市镇到住

宅或其内部（诺伯格·舒尔兹 ５５），而构成这些
空间环境的建筑形式与活动内容，便呈现出特定

文化的丰富意义。楝亭亭台意义的发生以及最终

成为一道文化景观，自有其特定的历史人文背景。

关于楝亭设立缘起，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 年）冬，
纳兰成德随玄烨南巡至江宁织造府，亲题《满江

红·为曹子清题其先人所构楝亭，亭在金陵署

中》，从序可知楝亭为曹寅父曹玺初构；康熙二十

九年（１６９０ 年），叶燮《楝亭记》亦曰：“（曹玺）公
在事历二十余年；其初至也，手植一楝树于庭，久

之，树大可荫，爰作亭于其下，因名之曰楝亭。公

以暇辄偃息于斯，以寓其先忧后乐之意。
②”曹玺

康熙二年（１６６３ 年）初至江南，草构此亭，偃息与
守拙的愿望促成了楝亭的诞生。这一时期与楝亭

有关的诸多人事变迁遂值得留意。

楝亭位于江宁织造府———江南三大织造之一

的金陵府衙内。金陵自明以来就是两京制下政治

与文化中心，清初又是抗清复明的渊薮，此后康

熙、乾隆两代帝王各有六次南巡，一个重要政治任

务就是“观览民情，周知吏治”，威慑江南。对于

·２１６·



楝亭“家屋”空间的建构与艺文书写

这样一个见证江南曹氏父子三代以文会友、帝王

两代文治江南理念的江南官署园亭，遂有着据以

观察清初江南士人活动的窗口性质。据乾隆《南

巡盛典》中“江宁行宫图”所绘，西路是大花园，有

水池、亭榭、戏台，楝亭就在织造署西路的西花园

内。（吴新雷 黄进德 ２２）施闰章之孙施瑮在《病
中杂赋》诗：“楝子花开满院香，幽魂夜夜楝亭旁。

廿年树倒西堂闭，不待西州泪万行。”注云：“楝

亭、西堂皆署中斋名。”（施瑮 ７８４）再据纳兰成德
《曹司空手植楝树记》云：“其书室外，司空亲栽楝

树一株，今尚在无恙。”（顾贞观 ５３７）可知西堂、
楝亭一内一外的地理位置。布衣名士张云章做客

织造府时曾有《曹银台西堂张画竹三幅余为作

歌》诗：“不读五千卷，无由入此室。插架数万轴，

过眼胸已悉。”（张云章 １３８）西堂是藏书室，西堂
之外就是楝亭的园亭领地，楝亭是曹家主人读书

之余消闲、吟咏的半私密性质的江南官署私人

园亭。

不过，早在曹玺时代，正如严绳孙题楝亭诗云

“闻道司空旧草亭”，这个亭子还只是一般的茅草

亭，从而激发的是后人对于亭台“时间性”的感

喟。袁宏道任吴令时有《园亭纪略》曰：“吴中园

亭，旧日知名者，有钱氏南园，苏子美沧浪亭，朱长

文乐圃，范成大石湖旧隐，今皆荒废。所谓崇岗清

池、幽峦翠篠者，已为牧儿樵竖斩草拾砾之场

矣。”（袁宏道 １８０）将园亭兴废置于时间的流逝
中，流露出对历史和人事沧桑巨变的思考，置于当

下语境即折射出关于明亡清兴的反思。现存《楝

亭图咏卷》有京师名手扬州兴化人禹之鼎题跋，

道出曾亲至楝亭的经历：

偶读楝亭诗画册，知先贤曹大人退

食舒啸处也。余向游白门，曾客斯亭，坐

卧其下。今瞻荔翁继美，复吟楝亭，一时

宇内文人归依，歌韵图绘弥帙，所谓地因

人传。亦漫作数笔纪事，大方勿以六法

三品教之也。广陵禹之鼎稿。

据现存两图所示，园内以栅栏相隔，围墙之外隐见

两重飞檐，自是织造署官衙，证明楝亭的独立空间

属性。有学者曾考察两图一致的信息：不临水、有

栅门、只有楝树，景致之单调与其他画家如戴本

孝、恽寿平等所画毫不相符，故难确定亭是一般凉

亭还是可居（薛龙春 ２８）。然而，韩菼《楝亭记》
道：“后十余年，使君适自苏移节，如先公之任，则

亭颇坏，为新其材，加垩焉，而亭复完。”姜宸英

《楝亭记》亦道：“周览旧署，惜亭就圮坏，出资重

作。”则“今”之楝亭已非当初模样，禹之鼎所画楝

亭至少是他十余年前访曹玺时的印象，
③
故此不

同才有误读，除禹之鼎之外的几位画者所看到的

恰是“今”之情景，如黄瓒、张淑、陆僇、戴本孝、恽

寿平、程义等人所绘楝亭图都有水———这一共性

图景即可说明问题。曹玺初构楝亭时尚不具备

居、游的性质，还只是一座普通草亭———流淌着天

然的乡村田园气息，在时间的流逝中经历物是

“人”非，这是历史赋予它的特殊使命。

楝亭初营构之后，享有空间情境之人，为草亭

早期环境注入书香清芬。曹玺本以上三旗包衣亲

信的身份入驻江南，因跟随旗主多尔衮镇压山西

姜瓖叛乱有军功，加之妻孙氏为康熙保母而得以

委任至此。于时爰筑草亭，“退休读书”，“言命二

子，读书其下”（姜宸英《楝亭记》、尤侗《楝亭赋并

序》）
④，反令楝亭拥有政歇与课子两重功用，对应

着息心、读书两种生活实践。事实上，这一缕书香

不但冲淡了署衙刻板枯燥的政治氛围，也透露出

园主人“归农”之隐意。曹玺本系“宋枢密武惠王

裔也”（朱一玄 １），曹彬奉赵匡胤之命兵不血刃
攻下金陵，金陵人为之建祠庙于聚宝门外。曹玺

出仕江宁，实代表着关外曹氏一族对昔年故土的

荣耀复归。当时江南干戈未平，南明余火未靖，织

造表面上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职位，实则带有充盈

皇家内帑及督查地方之职。退居金陵的熊赐履在

《曹公崇祀名宦序》中称许曹玺干才：“一洗从前

之陋，又时时问民所疾苦，不惮驰请更张，以苏重

困。”（熊赐履 ９１）此后江南士林纷至沓来，周亮
工亲教曹寅诵古文（曹寅 ５８４），遗民马銮（马士
英长子）、方仲舒（方苞父）客幕于此，曹寅《哭马

伯和先生》诗曾追忆：“忆昔提携童稚年，追欢多

在小池边。”（曹寅 ３９０）及感怀方仲舒诗多首。
正因曹玺爱重结士，注重家学，曹氏一族遂从军功

之家向诗书簪缨之族转型。顾景星在《荔轩草》

序中云“子清门第国勋，长江南佳丽地”，纳兰成

德《曹司空手植楝树记》道“余友曹君子清，风流

儒雅，彬彬乎兼文学政事之长，叩其渊源，盖得之

庭训者居多”（顾贞观 ５３６），皆是指此。曹寅出
门必携书作掩以免惊扰百姓（袁枚 ４６），谦抑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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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几可入《世说》容止篇，凡此种种，六朝古都的

名士精神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曹氏父子“聿来胥

宇”的地方认同。

曹玺任职江南的康熙二年（１６６３ 年）至康熙
二十二年（１６８３ 年）的二十年，正是东南形势波诡
云谲之时，如何处理清廷与江南士绅、满族贵胄与

遗民隐逸之间的紧张关系，曹玺归农、礼贤下士的

心境颇值得谛视。可以说，曹玺以楝亭为据点，既

完成了对子嗣的知识传导和学术熏沐，又言传身

教地为曹寅、曹宣两兄弟树立了道德榜样。楝亭

的构筑，已为园亭主人提供了在现实人间展示生

命哲学和世界印象的荟萃场所。“纯粹记忆不是

一个个物理事件的精神摹本，而是关于事件或者

知觉行动的连续性经验的储存，因此，记忆使世界

在心灵中呈现时间性。”（冯雷 ３８）这一情感质素
承载着个人、家族的记忆，随时间流转继续在这一

空间中流淌蔓延。

二、何以楝亭：“家屋”与雅集双重意蕴空间

的生成

　 　 曹寅对“曹玺 楝亭”认知图式的记忆体认，

是楝亭象征意蕴产生的缘起。加斯东·巴什拉在

《空间诗学》中提出的“家屋”概念，堪堪作为曹寅

楝亭心结的描摹：

我们的家屋就是我们的人世一隅。

［……］许多讨论“寒碜陋舍”的作家，都

会提到诗意空间的这种特色。不过，这

种提法太过简洁。对于蓬壁家屋，他们

找不到什么好描述的，就不太在这方面

花心思。所以他们没有实际体验这种家

屋的原始感，就率尔描述其外表，然而如

果他们愿意做梦的话，这种原始感其实

不论贫富，属于所有的家屋。（２９）

楝亭原初性的居住体验，承载着曹寅自童年以来

的“家屋”印象与故乡记忆。从康熙二十三年

（１６８４ 年）回金陵奔丧开始，曹寅对于父亲功业的
悼念，一变为以楝亭为中心的“家屋”想象；再到

七年之后重返江宁承袭父职，修葺楝亭，在“家

屋”伦理意蕴之外更新添入栖迟、园隐意象，楝亭

多重文学 ／文化空间意蕴渐次凝定。

（一） 孝思重亲：“家屋”伦理空间的诞生。
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 年）六月，曹玺逝于金陵任
上，曹寅北返金陵奔丧，以手绘楝亭图征咏江南名

士，复以楝亭为号，开启了他以文会友、实现人生

事功的步伐。次年北返之前作《楝亭留别》诗：

“客至皆题楝，从今有楝亭。难将一掬泪，洒作万

年青。”（曹寅 ４４３）宣告了楝亭书写事件的正式
发端。最早前来吊唁的江南诗客形成楝亭艺文书

写的主体，形塑着“家屋”空间的生成。

一是纳兰成德亲抵织造府楝亭故居，以首倡

者的身份题咏楝亭，奠定了缅怀先辈的文本基调。

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 年）十一月，玄烨第一次南
巡，亲到金陵织造府慰问曹寅，纳兰成德以三等侍

卫的身份扈从同来。纳兰成德亲自参与、创造及

见证了楝亭空间意蕴的生成。纳兰成德《楝树

记》追述了此亭历史，《满江红》（籍甚平阳）词以

冕服上的山形、龙形等图案暗示曹家织制龙袍的

家世身份，将石头城、长江水、燕子矶这些金陵独

有的类型化意象注入楝亭，楝亭成为曹玺江南事

功的象征。对于曹寅来说，楝亭则成为他孝思的

寄托对象，承载着“家屋”生活的全部记忆。

由于卸任即离家，曹寅现实中在江南的家不

再有立锥之地。次年北返，布衣诗人叶藩作《望

晴吟》慰之，曹寅遂以《夜雨和叶桐初》诗剖白“永

别家山”的痛楚：“血泪一秋阴，西风共此心。寒

钲荒署满，秋蜡夜堂深。江海皆无限，家山不易

寻。还伤投分友，空作《望晴吟》。注云：‘桐初作

《望晴》诗，期予返也。’”（４４４）叶藩父、祖皆死于
清兵破昆山的屠城中，对清廷本有着不共戴天之

恨，清诗批评理论的奠基人叶燮是其从叔，叶燮有

诗云：“子有贤主人［谓曹荔轩］，歌啸不可屏。”

（叶燮，《已畦诗集》卷七，６６８）却对曹寅颇为推
赏。叶燮《桐初诗集序》云：“岁癸亥，余游白下，

［……］每相见，桐初必出其新诗以示余，其技益

进而工，能合唐宋大家之长，词能入南宋诸家之

奥。”（叶燮，《已畦集》卷八 ４１０）证明曹寅的士林
交游要皆以诗道酬唱为依托。叶燮论诗出入唐

宋，二人诗学亦相互影响。叶藩于癸亥（１６８３ 年）
先曹寅奔丧而在金陵也证明曹寅很早就资助遗民

不止停留在学术切磋上，稍后叶藩又北向依附之，

牵系不绝。叶藩出入楝亭，见证了曹寅对楝亭倾

注的乡愁、乡思情感起始全过程。

当“京华三绝”之一的顾贞观来到楝亭，在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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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的主题之外更带来了会友、隐逸的新意象素。

顾贞观与纳兰成德交好，二人曾合力营救因“丁

酉科场案”中被流放宁古塔的吴兆骞，引海内士

人称道。本年（１６８４ 年，甲子）顾贞观因被劾南
归，据顾光旭《梁溪诗钞》云：“甲子移疾归，构积

书岩于端文公祠下，坐拥万卷，领袖溪山风月三十

年，与秦对岩、严藕渔两先生称‘三老’。”（顾贞观

５８９—５９０）九月，上南巡，纳兰成德扈从而来，在
无锡与贞观相会，贞观因随纳兰成德、玄烨一道在

十一月行至金陵，亲至织造府楝亭故居。在纳兰

成德题楝词后赓和：“绣虎才华，曾不减，司空清

誉［……］”绣虎指曹植，梁汾词“既溯宗源，又兼

譬况”（周汝昌 ６４９），亦多溢美。顾贞观作为渌
水亭文人的代表，一边也间接扩大着曹寅的交际

圈。顾与严绳孙、秦松龄、姜宸英、梁佩兰或属渌

水亭文人集团，或是云门十子，都曾在“楝亭图

卷”中留题卧游，不能说是偶然际会。纳兰故后

十年，曹寅因公务过无锡，尚有《惠山题壁》怀念

顾园中“新咏堂”为“故友成容若书”（曹寅 １００），
贞观邀他“濯足涧中”。考顾贞观本年之后再未

出仕，实是以归隐者的身份参与了楝亭题唱，于楝

亭之中悼思颂誉的氛围里，夹杂着山林隐逸的气

息，影响着此后楝亭空间意义的塑造。

（二） 名士雅集：名士空间与园隐场域的构
建。 经过近七年的锻炼，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
年），曹寅终于被玄烨委派至苏州任织造开衙视

事，又三年移镇江宁，应验了挚友纳兰成德“踵武

司空”的期许。尤侗《曹太夫人六十寿序》曰：“当

司空在金陵，尝筑楝亭，今农部于姑苏作怀楝堂以

志慕。其事太夫人也，帣■鞠■，尽晨夕之欢，北

堂之下，又树萱焉。农部可谓孝矣。”（尤侗

１１８７）曹寅初到苏州即作“怀楝堂”，楝亭情结之
死靡它。其《西园种柳述感》亦道：“在昔伤心树，

重来年少人。［……］手植今生柳，乌啼半夜霜。”

（曹寅 ８６）随后他就对楝亭进行了修葺，楝亭从
一个介于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家屋”伦理空间，具

化为一座可居可游的宴游、雅集空间。

楝亭位在西园，“西园”作为文学语词典出曹

植与文士“清夜游西园”诸篇什，欧阳炯《花间集》

序即曰“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曹寅自

号斋署西园，正是借重曹氏的宗族渊源与文化影

响来延接名流，传布风雅，建构自己的文学场域。

阮元《广陵诗事补》云：“通政曹公督课淮南，公余

多暇，开阁延宾，文酒之盛，时无伦比。”（曹寅

３６２）曹寅对楝亭作了精心构筑，将之打造成一个
名士雅集之所。计成在《园治》“亭榭基”条道：

花间隐榭，水际安亭，斯园林而得致

者。惟榭只隐花间，亭胡拘水际，通泉竹

里，按景山巅，或翠筠茂密之阿；苍松蟠

郁之麓；或借濠濮之上，入想观鱼；倘支

沧浪之中，非歌濯足。亭安有式，基立无

凭。（７６）

曹寅即宅为园（傍宅地），“日竟花朝，宵分月夕，

家庭侍酒，须开锦幛之藏；客集征诗，量罚金谷之

数。多方题咏，薄有洞天；常余半榻琴书，不尽数

竿烟雨”（计成 ６６—６７）。楝亭在原有的亭、树、
石之外，又引入了池水，亭台水榭的氛围具备，烘

托着主人诗文会友的纯粹诉求。现存张纯修、施

世纶《楝亭夜话图》清晰地呈现了楝亭内部之景

致：三人共话楝亭之内，一小僮侍于侧，“楝树丛

竹，房舍文石，夜月苍凉，庭院岑寂，屋内置烛台”

（张伯驹 ３２５—３２６），夜空之下，有楝树、丛竹、
月、烛、小径、小石，石右边是水池，景致更为多元，

来自园亭主人的预设视角透过对不同景物的增添

取舍，彰显着新主人的园居心态。至此，楝亭在

“家屋”空间意蕴形塑完成的同时，又与二三同志

流连其中，醉心吟咏，迈步向艺文空间转换。施世

纶《南堂诗钞》卷七《曹水部子清以余赠几赋诗见

赠和韵答之》诗道：“名园幽几称相随，隐见青山

若列眉。客退楝亭聊试墨，公余花署日题诗。

未须伴我乌皮在，何以报君青玉宜。幸傍贤

豪频拂拭，不教尘迹蔽多时。”（６０９）在江宁知府
施世纶眼中，楝亭就是抛却尘俗的名园，宾客雅集

相与尽欢，这是对楝亭诗画题和生涯的生动描摹。

今存施世纶《南堂诗钞》尚有《楝亭》诗不见于楝

亭图咏卷，亦未见学界补辑：“吏情一卷白云词，

到处为余吊古时。今日江南来驻马，春风又作楝

亭诗。”（６０５）楝亭夜话图唱，本就缘自张纯修一
时兴起当场绘《楝亭夜话图》，引众文士题和。曹

寅透过与友人诗、书、画的较艺，传达着彼此的生

命哲学和人生观。

经楝亭主人、游观者和众宾客之眼，楝亭意蕴

致获抉发。如果说楝亭在曹玺时代尚籍籍无名，

到了曹寅时代则已成为向以理学自矜的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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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象征之地与文士雅集的场域，更进一步映射

着园亭主人的精神寄托与隐逸之思。中国文学中

“一从陶令评章后”，返归田园便成隐逸的代称。

中唐白居易提出《中隐》理念：“大隐住朝市，小隐

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

隐在留司官”（彭定求 ４９９１）。因“中隐既不失去
世俗人生功利性、享乐性需求，又保持了个体人格

的独立自由，既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又游离于现

实政治之外，求取内心的适意自足，这一圆通的处

世哲学被两宋士大夫服膺并弘扬。”（李红霞

１１５）晚明以来，在园亭中追求适意甚尔极尽奢
华，已成为士人“且寻风雅主”的常态。另一方

面，曹寅官居期间作为其政治上清正品格的反射，

对于“家屋”为职志的园亭营构，亦符合其本人赋

性整洁、生活简约的风格。随着楝亭主人着力营

造文学雅集空间“蕴秀之域”，楝亭园隐的意味凸

显，一片竹林的出现逗露天机。其《葺治亭后竹

径和牧中丞韵》诗描述的正是楝亭外那道竹径和

竹林：

我本荷锄人，何妨负锄与。跬步春

园空，苍然隔林语。辟草古径出，汲水冰

池开。此君烦洒扫，不厌数能来。老竹

折不回，进根满左右。［……］官闲一事

幽，竟日可淹留。幸不求吾是，栖栖元

道州。（８９ ９０）

在没有政务的时候可以“竟日淹留”，就像元结冷

寂隐居时那样———栖栖，这里作冷落意，元结初为

隐士，后为循吏，曹寅以之自比，意谓朝廷不需要

自己时就中隐于市，闲处园亭，吟咏山水，需要时

再像元结那样出山。玩味此诗，卒章显志，殊得风

人之旨。诗人笔下由是出现了大量咏竹的诗篇，

如“官舍笋成林”（３１４）、“策策春檐影，抽空绿已
深”（２４９）、“自是西轩主，幽人岂厌幽”（２２３）及
“西堂南辟市为邻，拟种檀栾障午尘”（６１）等，亭
主希望在翠竹之中构筑隐逸寄啸的诗意境界，来

表达“人共一般清”的灵魂追求。

此外，曹寅晚年趋心向佛，他与云辨上人、法

乳和尚、桐皋和尚、成度、芥公等高僧的唱和见诸

诗篇，《楝亭诗钞》卷四有《雨夕偶怀桐皋僧走笔

得二十韵却寄》诗：“名根缚枯寂，慧业障烦搅。

宵来无梦睡，微雨遍丛篠。

洒然耳目异，顿觉茶蔬饱。不知修持中，何行

具此好。［……］”（１６２）历经仕途风雨的曹寅晚
来面对巨额亏空，其内心精神压力与日俱增，致有

“树倒猢狲散”之佛语，最终甘愿在楝亭一片“丛

篠”中探寻生命的自由。综上，在楝亭主人主导

着楝亭栖迟隐逸意象、园隐现实场所建构的过程

中，也实现着诗人寄情艺文的书写。楝亭多重空

间意蕴的形成，得益于主导者与游观者、酬唱者彼

此一致的心灵共鸣。

三、诗学空间：政治权力场域下的雅集重建

与社集变异

　 　 在“蕴秀之域”营构的同时，以楝亭图征咏为
契机，诗唱活动从曹玺逝世的康熙二十三年

（１６８４ 年）开始一直延续到此后二十余年，时任江
苏巡抚的宋荦《寄题曹子清户部楝亭三首》序云：

“子清之尊人，于白门使院手植楝树数株，绿荫纷

披可爱，因结亭其间，颜曰‘楝亭’。子清追念手

泽，属诸名人赋之，诗盈帙矣。未几，子清复移节

白门；十年中父子相继持节，一时士大夫传为盛

事，题咏愈多。”（宋荦 ５８２）据现存国家图书馆藏
四卷及佚作，至少有十图七十余位清初顶尖名士

留题，就作者身份构成而言，有前朝遗民，亦有仕

清显宦，又有满洲八旗及包衣等，其他多是籍属江

南的名流士大夫，可见荟聚了江南一代风雅。剖

视这一文事，却又是晚明以来文人社集经明清易

代一度消歇的再兴与变异，背后经历了雅集———

结社———雅集的复归过程。

（一） 政治的干预：江南诗坛的文本共情。 楝
亭图咏本缘起于曹寅亲绘楝图，邀题当时名流酬

唱宴歌，问题就在于：曹寅当时只是一个初出茅庐

的青年侍卫，为何却能赢得江南名流包括明遗民

在内的一致推赏？

对此，一种说法是“得益于其父二十余年在

江南奠定的根基”（田晓春 ５４５），一种说法或谓
曹寅的特殊出身———与遗民顾景星的舅甥关系

（朱淡文 ４９）。事实上，“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
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

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

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

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

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Ｗｉｒｋｕｎｇ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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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
件”（伽达默尔 ４２４）。亦即，真实历史———“效果
历史”事件只存在于有限的时间和特定的情景

中。于是，图咏之前即本年（１６８４ 年）冬的玄烨南
巡事件遂映入我们的眼帘。据史实，平三藩、收台

湾之后，玄烨决意南巡，十一月初一至江宁亲至织

造府，随后下旨命曹寅晋内司寇，暂代督理江宁织

造。《江宁府志》本传有记：“是年冬，天子东巡，

抵江宁，特遣致祭。又奉旨以长子寅仍协理江宁

织造事务，以缵公绪。”（朱一玄 １）曹寅《西园种
柳述感》诗云“再命承恩重，趋庭训敢忘”（８６），也
记录了此事。重新梳理事件轨迹发现，在南巡之

前的五个月中，江南士人对曹玺的去世、曹寅的哀

戚几乎无人问津，直至帝王亲临织造府，江宁织造

一时成为金陵上至官府下至百姓瞩目的焦点。

此故，纳兰成德满怀深情的首唱《满江红》与

《曹司空楝树记》二作成为楝亭题咏的元文本，楝

树成为可以比拟“召公棠”的象征书写，曹寅则成

为“建牙南服，踵武司空”的或可继任者。次年六

月，程义绘图并跋诗云：“自此吾徒重风节，到处

题诗寄冰雪；短轴长篇多至情，玕琅满眼如霏

屑。”短短半年的时间里，题咏篇什已经“短轴长

篇”“玕琅满眼”，歌咏规模基本定型。证明此一

文事本质上确乎是一个时政热点引发的即时之

作。“文化不能免于政治的内容，而是政治的一

种表达”（斯沃茨 ７），前后共三次相对集中的书
写时间，皆是权力变换的时年：

１ 一次在帝王南巡当年，康熙二十三年
（１６８４ 年）冬月（延至次年 １６８５ 春）：纳兰成德、顾
贞观、张芳、尤侗（诗）、倪灿、方云旅、杜濬；余怀、

程义、屈大均。

２ 一次在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 年）出仕苏州
（延至次年 １６９１）：尤侗（赋）、叶燮、高士奇、王鸿
绪、邵陵、许孙蒥、钱澄之、林子卿、严绳孙、徐乾

学、徐秉义、徐林鸿、冯经世；吴之振、陆漻、姜宸

英、戴本孝、潘江、吴暻、张渊懿。

３ 一次在康熙三十一年（１６９２ 年）移镇金
陵：潘义炳、石经、韩菼、宋荦、毛奇龄、王士禛。

纵观诸人奉和之作，皆系闻“风”而来，来自

出仕者的颂美自不必说，遗民群体同样出现思想

上的逆转，南巡的余威可谓经久不息，政治对文学

的促动此刻一目了然，楝亭图唱客观上仍经染着

深刻的政治色彩。

孟森之后，学者更指出：“时至康熙二十二

年，满汉文化经由冲突、调融和合流的演绎，也基

本完成整合的历史流程；遗民群体的主流部分也

基本走完其生命的行程。”（孔定芳 ２）当时南北
遗民的代表人物如顾炎武（１６１３—１６８２ 年）、孙奇
逢（１５８５—１６７５ 年）、方以智（１６１１—１６７１ 年）、魏
禧（１６２４—１６８１ 年）以及海外遗民朱舜水（１６００—
１６８２ 年）等皆在此之前去世，与此同时，遗民新生
代纷纷出仕入仕，遗民群体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清人杨希闵在《诗榷·国朝人诗补录》中将清代

诗歌分为四期，第一期即是从清初到康熙三十年。

孔尚任《桃花扇》第一出“先声”的副末开场就是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八月，足见这个时间点的历

史意义。此故，发生在本年的“楝亭图咏”堪为清

初江南士人心迹转变之观测节点。据题咏所见，

计有遗民余怀、杜濬、张芳、陈恭尹、屈大均、钱澄

之、方中发、方仲舒、邓汉仪、王方歧、查士标以及

隐逸者恽寿平、戴本孝、陆漻。考题诗时间，出现

在曹寅继任江宁织造后的只有方中发、方仲舒 ２
位，且是钱氏代征，其余诸人基本可视为当时赠

作。像杜濬、邓汉仪、恽寿平等在康熙二十九年

（１６９０ 年）曹寅继任苏州织造之前已逝，戴本孝逝
于次年，是且只能是题于丧礼当时，诗中悼挽的口

吻非常明显。张芳诗“廷依黻冕褒华衮”，黻冕即

祭服；余怀诗“画翣传闻出石头［……］白杨风起

恸西洲”，画翣即出殡时的棺饰；杜濬云“攀条奚

复恸”，邓汉仪云“攀条执枝，能不凄怆”，王方岐

云“瑟瑟悲风生”等，皆与明确系于当时的倪灿诗

“匹马衔悲客复来，空余亭畔楝花开”情绪是一致

的，就题唱性质言之，个人写意已然让位于对他者

的颂歌，昭示着遗民“夷夏之辨”意识的消隐以及

政治身份的解体。

遗民杜岕是曹寅的忘年交，早年复明之心甚

剧。顺治十三年（１６５６ 年），钱谦益养病秦淮水
阁，临行之前答别诸友，其留别杜岕诗中就透露个

中隐秘：

著论峥嵘准《过秦》，龙川之后有斯

人。滁和自昔兴龙地，何处巢车望战尘。

下注云：于皇弟苍略，挟所著《史

论》，游滁、和间。（钱谦益，《有学集》

２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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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贾谊著文评价秦亡得失，深得汉文帝赏识，这

里钱氏显然指杜岕著《史论》也意在总结明亡；南

宋陈亮曾著《中兴五论》，拟之杜岕亦有复明曲

衷；三、四句更是直白，滁州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

龙兴之地，清初遗民朝拜凤阳皇陵实是群体性举

动，“巢车”“望战尘”更有希冀勤王义军出现的意

味，全诗剑拔弩张。杜岕流寓金陵，晚来依托曹氏

幕中，又以子嗣相嘱，日常不乏“雅音”诗什，与各

身份友人毫无扞格，以此观之谁又敢保证，对于遗

民、贰臣的人为界限，不是清廷有意施为对汉族士

人内部制造矛盾的一种分化策略？

（二） 社事兴替的轮回：时尚与巨子。 明时文
人结社达到空前的兴盛。所谓“‘时尚’通常由

‘巨子’引领”（赵园 ２３９），士人一方面服膺盟主
主张并身体力行地践行之，一方面通过诗歌酬唱

进一步扩大着本身的文学主张。若论江南文社雅

集之始，可见钱谦益《金陵社集诸诗人》道：

海宇承平，陪京佳丽，仕宦者夸为仙

都，游谭者指为乐土。弘、正之间，顾华

玉、王钦佩，以文章立；陈大声、徐子仁，
以词曲擅场。江山妍淑，士女清华，才俊

翕集，风流弘长。嘉靖中年，朱子价、何元

郎为寓公；金在衡、盛仲交为地主；皇甫子

循、黄淳父之流为旅人；相与授简分题，征

歌选胜。秦淮一曲，烟水竞其风华；桃叶

诸姬，梅柳滋其妍翠。此金陵之初盛也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４６２）

南都社集主盟人物计有顾璘、陈铎、何良俊、曹学

佺，明时金陵聚集了不少“事简多暇”的文官士大

夫，《帝里明代人文略》中称：“吾乡虽称都下，去

辇毂远，宦于此者，率事简多暇，得遂觞咏之乐。”

（路鸿休 ５５３）《明史》亦称：“南都自洪、永初，风
雅未畅。［……］自璘主词坛，士大夫希风附尘，

厥道大彰。”（张廷玉等 ７３５６）顾璘主南都文坛，
金陵雅集达至顶峰。降至明末，此风更炽。一个

清晰的转变是，易代之后，文坛社事主盟之者，实

际上已由明季名流士大夫手中转移到了以气节操

守名重当时的遗民手中。杨凤苞在《书南山草堂

集后》中道：“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志、高蹈而能

文者，相率结为诗社，以抒其旧国旧君之感，大江

以南，无地无之。”（杨凤苞 ４０８）文学社团因具有

鲜明的政治色彩，清廷遂以暴力镇压之，顺治年

间，一系列残酷文字狱如《明史》案、科场案、奏销

案、哭庙案等即是。顺治十七年（１６６０ 年）春正
月，礼科右给事中杨雍建疏言：“不得妄立社名，

纠众盟会；其投刺往来，亦不许用‘同社、同盟’字

样，违者治罪。”（图海等 １０１６）由于清廷对社事
强加管制，江南社事因此而告中衰。

此外，明代文化的衰落还有士人自身“情感

结构”的原因，如王汎森提到“晚明文化中那种洒

脱、侈放的风格”和“晚明心学家的讲会、结社”

（王汎森 １８８）何以在清代都已慢慢不见了，答案
是入清之后士人的悔罪心理：罪、愧、悔、弃意识，

从而竭力批判明代文化风习，对文社之事心存惭

愧萧索而退避三舍。然而案诸史实，也未必尽然。

当时过境迁，以康熙十七年（１６７８ 年）诏开博学宏
词科为界，京师雅集又悄然盛行。在玄烨主导右

文的政治走向中，两位御前侍卫建树不凡，胡适曾

道：“满汉的文化关系史上，纳兰成德和曹寅父子

都该占一个重要的地位，都消受得起一部好传。”

（胡适 ５２）钱仲联更特意拈出二人在清诗史上的
地位（钱仲联 ２９—３８）。彼二人通过文会雅集方
式收获了大批江南士子的倾心。纳兰逝后，曹寅

出仕江南，围绕在其身边者大多是当年旧人，南北

文风趋同不得不说亦与二人南北代兴主盟文坛相

关。此后，江浙纯文学类的文人结社活动又兴，有

论者道是“文学社团为适应新朝统治而进行重构

的结果”（张兵 张毓洲 ９５），事实上，由于主盟人
再次回到原点名流士大夫手中———清廷嘱意的官

僚文人，而这正是对晚明以来士人群体由雅集到

结社再重回雅集———单纯娱情、沉酣文艺的历史

复归全过程，只不过不再轻佻地谈论时政，此时主

导雅集的文学主张已然成为玄烨“崇道右文”政

策下的诗学实践。或者说，晚明热衷游艺、社集的

余韵被入清的士大夫们纷纷鄙弃的同时，却也被

易代后的新贵臣子悄悄拾起以冀稍稍遥望，并变

成新的时竞相追慕了。再观曹寅“楝亭图咏”事

件的发生，正是承袭了清初纳兰成德“渌水亭文

会”、冯溥“万柳堂雅集”及王士禛京师唱和的时

代精神与风气，贯彻着朝堂监督下的新文艺主张。

四、召唤书写：作为余韵的“楝亭夜话”

当曹寅顺利出任江宁织造，“楝亭图咏”有关

·２２２·



楝亭“家屋”空间的建构与艺文书写

孝思重亲的主题随即失去了维持文士酬唱的现实

语境。康熙三十四年（１６９６ 年，乙亥），张纯修、施
世纶拜访曹寅，共聚楝亭，张纯修当场绘《楝亭夜

话图》怀念亡友纳兰成德，有关“楝亭图咏”的文

本建构得以换一重维度继续延展。

现存《楝亭夜话图》藏吉林省博物馆，图后题

诗甚多。除三人之外，尚有顾贞观、王概、王蓍、王

方岐、姜兆熊、顾彩、蒋耘渚、吴之■、李继昌等。

诗旨多在颂美，未遑多论，不过从落款多题“奉题

见翁先生绘图求正”“呈见翁老世台先生政之”

“题呈见翁祖台老先生风雅主教正”“呈见翁老年

台先生教正”等可见，主导《楝亭夜话图》的题咏

者已经不再是曹寅，而是张纯修（号见阳）了，这

是《楝亭夜话图》与《楝亭图咏卷》二文事由于主

导人的预设视角不同所带来的最大差异。张纯修

早年即是纳兰成德“渌水亭文人”的核心成员，曹

寅《楝亭诗钞》中另有《墨兰歌》，小序云“见阳每

画兰必书容若词”（曹寅 ２０６），后来张纯修受曹
寅之托寻渌水亭旧人姜宸英等题楝亭图《跋文》，

情谊未泯，风雅赓续。对比一下《楝亭图咏卷》和

《楝亭夜话图卷》，共计有三人同题：顾贞观、顾

彩、王方岐。遗民王方岐得以题咏楝亭云“张公

汲古神明异”也与张纯修有关，康熙三十五年

（１６９６ 年）张纯修典庐州知府，首倡纂修府志，王
方岐承命纂《合肥县志》卷成（１６９７ 年）。须知，
楝亭的题唱圈从博学宏词科期间的“渌水亭雅

集”时代，一直延续到江宁织造任职间，核心人物

就是纳兰成德和曹寅，然后又在夜话图这里，来访

楝亭实景的张纯修则成为绾系二人回望历史、铭

记友情的见证者。同时，施世纶于康熙三十二年

（１６９３ 年）调任江宁知府，清廉有政声，离任时金
陵百姓曾伏道挽留，民间号曰青天，《南堂诗钞》

中多有酬题此亭之作，种种迹象足见世纶亦对金

陵、楝亭的情感体认同有着非一般的共情。此外，

王概久寓金陵，是方文之婿。姜兆熊系康熙三十

二年（１６９３ 年）举人，是姜廷梧和祁德渊所生长
子，祁德渊是抗清义士祁彪佳的长女，母商景兰，

母女皆以诗名闺阁中，祁氏一族时以气节闻名当

世。姜诗透露出对张纯修等人“千古风流应在

兹”的服膺，在清廷治下的新生代们关于父祖辈

的故明之思终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融在新朝盛世

的喧阗中了。

综上，《楝亭夜话图》相关题咏大多向歌颂风

雅情谊、主人廉政官声靠拢，润色风雅之气汩汩流

淌。而楝亭自以历史经纬为标靶，一方面吸引着

士人对楝亭建构历史记忆的回眸，一方面又召唤

着江南文士一起参与进楝亭空间新型意蕴的

塑造。

结　 语

楝亭位于织造署西花园内，映射着江南曹氏

家族记忆的变迁。同时，它又伴随着江宁织造署

的兴衰历史。玄烨六次南巡，除第一次康熙二十

三年驻跸江宁将军署，其余五次均驻跸江宁织造

署，由曹寅接驾后四次。尤其是康熙三十八年

（１６９９ 年）南巡，曹寅首次接驾奉母孙氏以见，玄
烨书“萱瑞堂”以赐，“烈火烹油、鲜花着锦”，江宁

织造署迎来了史上最鼎盛的年光，辽东曹氏、千山

曹寅自是饮誉江乡。论者多以“密探”定位曹氏

功业，而谨就清代密折制度而言，今见第一封向康

熙奏报的密折来自康熙三十二年（１６９３ 年）苏州
织造李煦，曹寅第一封严格意义上正式的密折更

远在康熙四十四年（１７０５ 年）因接驾有功被赏赐
京衔通政使司———本职职责即“主章奏”之后，朱

淡文因说“如将此看得过于神秘，甚至称曹寅为

‘密探’、‘特务’，那也是歪曲历史真相的”（朱淡

文 ２９）。此故，乐好中隐的曹寅以文会友、楝亭
酬唱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理应也得到正视。

至雍正五年（１７２７ 年）曹家被抄，此后关于楝亭的
记载与书写戛然而止，标志着一个家族历经一百

四十余年的政治沉浮最终风流云散。一花一世

界，一叶一菩提。世事流转，通过一个小小的园

亭，我们看到的是楝亭主人的过往生命旅程、文学

实践以及诗人隐秘的精神世界。再观曹淑娟道：

“园林是书写的场所，也是实现生之历程的场所。

至于明清易代之际，许多园林空间的颓败、易主或

修复，往往也见证着居游主客在大变动中的生死

抉择与实践。”（曹淑娟 ２）楝亭以芥子须弥的手
法，创造了一个具体而微的小宇宙，一个异质空

间，一个可以通过想象介入完成乌托邦理想的现

实空间。作为此在的存在场地，楝亭见证着百年

历史的变迁，承载着主人、诗客、显宦、遗民、布衣、

隐逸诸多身影，透过他们的文字，见出诗人对于作

为文本的历史最深刻的情感记忆。

·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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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详细论述参拙文《“楝亭图咏”与清初江南诗风嬗变》，
《文学评论》３（２０１９）：１４８ １５７。此外，文中所引楝亭图
咏诗、记、跋等文献，参见国家图书馆藏《楝亭图咏卷》四

卷。另，谨以此文献给台湾大学曹淑娟教授，并纪念当年

在台湾大学跟随她访学的日子！

② 叶燮、韩菼、禹之鼎跋皆见国图藏“楝亭图咏卷”，或参
见薛龙春《〈楝亭图咏〉卷的作者、诗画与书法》（《美术研

究》５（２０１７）：２３ ４４）文末转引，其中亦引录学界辑佚
之作。

③ 据胡艺《禹之鼎年谱》载，《梅村家藏稿》收有禹之鼎为
吴伟业画图，落款“为梅村祭酒老先生写照，广陵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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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熙十年（１６７１ 年）２５ 岁前就已出道为名公巨卿画像，
则“十年前”即康熙十三年左右禹之鼎与曹玺结交完全无

碍。参见胡艺：《禹之鼎年谱》，《朵云》３（１９８２）：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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