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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的人对容闳的看法
———析张文虎赠容闳诗二首

◆ 周振鹤

内容提要 本文介绍了曾国藩幕中一位重要人物张文虎赠给容闳的两首诗尤其是一首

长诗。通过这两首诗, 不但可以了解同时代人对容闳的看法, 使我们对容闳在近代史上对国家

的贡献有更深刻的认识,而且对于了解当时的社会面貌也大有裨益 。

关键词 张文虎 容闳 赠诗

作者周振鹤, 男, 1941年生,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对于容闳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与贡献, 现

在在学术界大致已取得共识, 似无须多所阐述 。

但对于这样一位重要人物, 我们对其了解尚不充

分 。一般人只能从容闳的自述《西学东渐记》来了

解其一生经历,但这是远远不够的,还有许多事实

不被此回忆录收入, 因此我们应当编纂一份详尽

的容闳年谱, 以作为深入研究的基础 。八十年代

初,已有学者作出一个年谱初稿,虽然尚未臻于至

善,但用力甚勤, 所获不少,我们应以之为基础,再

作进一步补充, 使之更加完善 。其中最应补充的

材料之一是容闳的交游情况。通过其所交游的友

人,我们不但可以知道同时代人对容闳的看法,而

且对于了解当时的社会面貌大有裨益 。我个人比

较看重历史事实的重建工作, 尤其注意近代史中

一些二三四流人物的活动, 想藉他们的经历来透

视更重要的人物的全貌, 因此在研究近代一些人

物与西方传教士之间的关系时, 发现了曾国藩幕

中一位人物给容闳的两首赠诗, 特提出来以供专

门家参考利用。

据 《西学东渐记》, 容闳自己只提到其在上海

的交游有曾寄圃 、张斯桂(徐凤石 、恽铁樵译本分

别作曾继甫 、张世贵, 误)、李善兰 、华蘅芳 、徐寿

等,其他未及 。对他在同治二至四年间,短时在曾

国藩幕中是否认识了什么新朋友, 则只字未提 。

但是根据现存文献, 他或许在上海, 或许在安庆,

至少结交了很重要的一位友人, 那就是张文虎 。

张不但是曾国藩幕中的重要人物, 而且是一位出

色的学者 。他在容闳于同治二年出国采办机器

时, 赠其一诗。大约十年以后, 又赠其长诗一首,

此诗长达一百零四句, 不能确定其究竟是在同治

十一年容闳为留学生事赴美前, 或十二年容闳又

一度回国而后再去国时所赠。张文虎比容闳整整

大了二十岁, 但从两首赠诗所体现出来之意真情

切, 可以想见张 、容两人交情之厚超越了年龄的

隔阂, 也足见张对容闳的敬重 。在谈到诗本身以

前,我们先对张文虎作一简单的介绍。

张文虎(1808 ～ 1885), 江苏南汇人(今上海

南汇)。馆金山钱熙祚家三十年, 校书数百种。同

治二年, 客曾国藩幕, 深受器重 。金陵书局初开,

主校席十三年, 是众所周知的目录校勘学家。他

所校的《史记》三家注, 至今还是学者阅读《史记》

的依据。这是张较为人知的一面 。但张是多才多

艺的人, 除经学 、小学外, 于数学 、历算也都很有

造诣,却不大为人所知。咸丰年间,李善兰分别与

西方传教士伟烈亚力及艾约瑟合作, 译出 《几何

原本》后九卷和《重学》两部在中国科技史上有重

要地位的著作。张文虎为《几何原本》译本作了润

饰与订正工作, 并主持出版。数年以后, 因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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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录 》纂修考
◆ 曹江红

内容提要 顾炎武著《日知录》,贡献甚大,影响深远 。清中叶以降, 研究《日知录》几成专门学问 。本文就该

书的始撰时间、撰述过程 、成书主要阶段,进行了专题考察,希望能对《日知录》研究的深化有所助益 。

关键词 顾炎武 《日知录》 纂修考

作者曹江红, 女, 1967年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732)

振, 及此宜绸缪 。时称同治中兴, 故有国威今始振之

语 。谁能效长策,命尔朱轩 。仲夏日甲辰,大风何

飕飕。同治十一 、十二两年的仲夏月都有甲辰日, 但同治

二年春容闳已为留学生事先期去了美国, 似不可能有仲夏

月送别之事 。同治十二年, 容闳因为中国欲购美国格林特

炮之事,曾回国一趟, 或许此诗作于该年仲夏 。耿耿倚天

剑,幸勿笑蒯缑。酌酒以赠君, 去斩长黄虬。蒯缑是
用草缠剑柄 。此处称赞容闳是倚天之剑, 虽然用草缠剑柄

(大概是喻其所学为西学, 为传统人士所看不惯), 但却是

斩黄虬的利器 。

这一长诗明显是为送容闳因留学生事再赴

美国而作。与上一诗相去已有十年, 可见张 、容两

人交情非同一般 。而且连容闳具体离国时间在这

里也具体化了。即在 “仲夏日甲辰”, 很可能是同

治十二年(1873年)五月二十七日 。张 、容之交至

今似乎未见有人提起, 此诗足以代表当时人对容

闳的看法与态度 。如果参照曾国藩日记 、书信与

奏稿中对容闳的评价, 将使我们对容闳在近代史

上对国家的贡献有更深刻的认识。

责任编辑 王立嘉

《日知录》是清初学者顾炎武的代表著述 。全书三十二

卷, 博及社会经济 、典章制度 、风俗民情 、经史艺文等众多

学术领域,在清代学术史上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直到近年,

还有多家出版社或影印、或点校,将该书整理出版 。然而对

于《日知录》的始撰时间 、撰述动机 、结撰过程等, 则尚存在

若干未尽明了之处 。以下, 准备就这几个问题试做一些考

察 。由于笔者水平所限, 不足之处还望读者指教 。

一 、关于始撰时间的判定

顾炎武何时开始结撰《日知录》?这是一个迄今尚无定

论的问题 。最近, 有人认为:“是书约始撰于明崇祯十二年

(公元 1639年)” ①。对于做出这样一个判断的依据,他们虽

然没有说明, 但大概当是今本《日知录》前的一篇题记 。这

篇题记说:“愚自少读书, 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

定 。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 。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

取子夏言,名曰《日知录》, 以正后之君子 。” ②笔者以为,仅

仅根据这篇题记来判定《日知录》的始撰时间,还缺乏足够

的说服力 。理由如下:

首先, 这里有一个认识问题需要解决, 即能否把顾炎

武早年读书做札记,同结撰《日知录》看成一回事情 。笔者

以为, 应当把二者区别开来 。的确, 顾炎武从少年时代开

始, 就接受了读书要做札记的良好教育,用他的话来说,叫

做“抄书” 。关于这一点, 顾炎武晚年写过一篇《抄书自序》,

文中说:“先祖曰 :̀著书不如抄书。凡今人之学,必不如古

人也, 今人所见之书之博, 必不及古人也 。小子勉之,惟读

书而已 。' ”③至于顾炎武什么时候做读书札记,这篇《抄书

自序》也有回顾:“自少为帖括之学者二十年, 已而学为诗

古文, 以其间纂记故事 。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 。又十余

年, 读书日以益多, 而后悔其向者立言之非也 。” ④这就是

说, 顾炎武虽然早就受到“抄书”的教育,但付诸实践去“纂

记故事”已经二十余岁, 直到四十余岁才开始著书,五十余

岁以后, 又因先前著述的不成熟而懊悔 。顾炎武生于明万

历四十一年(公元 1613年), 二十余岁正当崇祯中,而四十

岁则已经入清,为顺治九年(公元 1652年), 五十余岁时就

是康熙初叶了 。

其次, 顾炎武自崇祯十二年开始纂辑的书并非 《日知

录》,而是《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据顾炎武晚年所

撰《天下郡国利病书序》说:“崇祯己卯, 秋闱被摈, 退而读

书 。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

天下郡县志书 、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