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笔谈文献是人文学界新的关注点。2014年至

2015年，汉学家芳野金陵（1803-1878）曾孙芳野赳

夫先生将芳野家旧藏资料捐赠给二松学舍大学，

该资料包括芳野金陵与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的笔谈

资料、昌平坂学问所日记[1]及其他珍贵史料。其中

笔谈资料鲜为人知，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

有重要意义，现作简单介绍。

1 芳野金陵以及笔谈经过

芳野金陵为江户末期明治前期著名汉学家，

名世斋，字叔果，以金陵为号。父亲南山（1766-

1831），名彛伦，字叙卿。先后师从小松大陵、奥村

良筑等古方系医家，精通医术，读书能文。金陵是

南山次子，天资聪慧，年少时跟随其父研习儒学，

打下了扎实的汉学基础。青年时期广泛涉猎经史汉

籍，又擅写诗作文。为进一步拓宽视野，金陵投入折

衷学派汉学家龟田绫濑（1778-1853）门下深造。

1847年，金陵仕官骏河国田中藩（今静冈县藤

枝市），负责藩主本多正意第七子正讷（1827-

1885）的教育。正讷勤奋好学，在金陵的悉心指导

下，以学识渊博闻名，与唐津藩世子小笠原长行、

高锅藩世子秋月种树并称“幕末三公子”。1862

年，正讷与秋月一起被任命为昌平坂学问所奉行，

负责学校管理工作。昌平坂学问所（以下简称学

问所），亦称昌平黉，是德川幕府直辖的最高学

府。同年，正讷举荐金陵与安井息轩（1799-

1876）、盐谷宕阴（1809-1867）等为学问所儒学教

官。明治政府成立后，学问所由新政府接管，先后

改组为昌平学校、大学校、大学，改组时，儒学教官

多被免职，只有金陵和盐谷二人得以续任。盐谷

于 1867 年 8 月去世后，金陵一人继续执教，直到

1870年大学关闭。1874年8月，金陵退隐，在东京

郊外大冢洼窪町晴耕雨读，继续经营家塾授徒讲

学。一般认为汉学在明治时期开始走向衰退，事

实却大相径庭。据金陵资料中的门人录《执贽

录》《登门录》所示，明治维新以后其门生数量急速

增加，其中不乏华族。

金陵宅邸原是守山藩主松平赖之的领地，内

有一处名为占春园的园子，是有名的赏樱胜地，金

陵常在此设宴赏樱，以诗会友,文人墨客纷纷慕名

而来。首届驻日公使馆员于1877年岁末抵日后，

次年4月即在此赏樱。这次交流的策划者为水户

藩史学家青山延寿。据考，青山最早与公使馆员

进行的笔谈记录为1878年3月23日[2]，当时，黄遵

宪因准备撰写《日本国志》，非常重视与青山的交

流[3]。一个月后，青山即邀请公使馆员赴金陵宅邸

占春园赏樱，由此产生了 4月 21日的首次交流。

芳野金陵与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的笔谈资料

二松学舍大学文学研究科 町 泉寿郎（原作） 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张三妮（译）

[摘 要] 近来，汉学家芳野金陵与中国近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的笔谈资料被首次发现。参加笔谈

者多为一时之选，具有很高的汉学素养。日中双方积极开展诗文唱和、学术交流，为学界研究清末中

日文化交流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关键词] 何如璋 黄遵宪 重野安绎 青山延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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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金陵此时身体状况欠佳，但他仍然欣然

接受青山的建议，抱病进行了精心准备。首次笔

谈次日，金陵收到正使何如璋和副使张斯桂的联

名书简，询问 4月 25日访问事宜。金陵随即回信

表示欢迎，同时表示因眼疾不便书写，希望安排翻

译同行。这两次笔谈后不久，同年 8 月，金陵病

逝。如今，历经沧桑的占春园作为文京区自然观

察园，依然保留着江户风情，仿佛在向世人诉说着

明治初期在这里开展的短暂而生动的中日交流

佳话。

2 笔谈参加者

现存笔谈资料是书写在大小各异的花笺上的

原件，未经整理。笔者根据内容和笔迹，将它们分

为 1878 年 4 月 21 日和同年 4 月 25 日的两次笔

谈。中方参加首次笔谈者有公使馆员沈文荧、廖

锡恩和黄遵宪，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因故缺

席，双方有十二人参加笔谈。从笔谈时黄遵宪所

作“一十七人同汉风”的诗句来看，当日参加聚会

的应有十七人。

第二次笔谈，中日双方各有二人参加，中方有

公使何如璋和参赞黄遵宪，日方为大岛信和龟谷

行。次日，金陵即赶往松崎祭祖，哲嗣世经专程赴

公使馆致谢，黄遵宪热情接待，双方也通过笔谈进

行了交流。

下面以参加笔谈者当时年龄为序，介绍两次

参加笔谈人员：

芳野金陵（1803-1878），77岁[4]，事迹见前述。

大岛信（1805-1885），74岁，在参加者中年龄

仅次于金陵。字立卿，别号尧田。出身忍藩士之

家，师从卷菱湖学习书道。42岁以后脱离藩籍，在

江户以书道立名，自成一家[5]。参加两次笔谈。

青山延寿（1820-1906），59岁。通称量四郎，

字季卿，别号铁枪斋，出身水户藩，藩士青山延于

的第四子。师从古贺侗庵，后于水户藩校弘道馆

任教，升至教授头取代理及彰考馆权总裁。维新

后，就职修史局。参加首次笔谈。

木原元礼（1824-1883），55岁。通称雄吉，字

节夫，别号老谷，出身土浦藩士之家，师从藩儒藤

森天山，游学昌平坂学问所。维新后，就职修史

局。历任琦玉县中学校、师范学校教谕。多才多

艺，擅长音律[6]。参加首次笔谈。

重野安绎（1827-1910），52岁。通称厚之丞，

字子德，别号成斋。出身萨摩藩能乐师之家，先后

游学藩校造士馆、昌平坂学问所。维新后，先后任

职修史局、东京大学。元老院议员。首次笔谈因

病缺席，委托金陵转交两首唱和诗请公使馆员

点评。

小永井岳（1829-1888），50岁。通称八郎，字

君山，别号小舟，出身下总佐仓藩士之家，本姓平

野，师从野田笛甫、古贺谨堂、羽仓简堂。曾作为

幕府遣美使节公用方搭乘咸临丸赴美。维新后，

先后担任一桥家侍讲、尾张藩校学头等。晚年在

东京浅草创立濠西精舍，开塾授课 [7]。参加首次

笔谈。

川田刚（1830-1896），49岁。出身备中玉岛船

运之家，游学昌平坂学问所时受到金陵、宕阴、息

轩的赞誉而文名远播，与重野安绎多有不和。川

田作为松山藩江户藩邸的督学，主要在江户一带

活动。维新后，先后在大学、修史局任职。参加首

次笔谈。

信夫粲（1835-1910），44岁。字文则，别号恕

轩、天倪，出身鸟取藩医之家，师从海保渔村、大槻

磐溪、金陵。曾在东京大学兼职讲授汉学。先后

任教三重县中学校、和歌山德义校 [8]。参加首次

笔谈。

龟谷行（1838-1913），41岁。字子藏，别号省

轩、搜奇窟、惜阴书屋，出身对马藩士之家，师从广

濑旭庄、松林饭山、广濑林外等。维新后，先后在

大学、修史局任职。参加第二次笔谈。

盐谷时敏（1885-1925），24岁，参加者中最年

少。通称修辅，字修卿，别号青山，盐谷宕阴之弟

簣山的嗣子，师从金陵、中村正直、岛田重礼等。

先后在大学、修史局、第一高等学校等任职。参加

首次笔谈。

以上共有十名参加笔谈，其中大岛、川田、木

原、小永井、信夫及盐谷等六人皆由金陵引荐，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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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与公使馆员会面。金陵十分重视学问所时期知

交门人的交际往来，身边聚集了一批史学专家，受

邀参加笔谈者中，青山、木原、川田、龟谷、盐谷等

五人曾在修史馆任职，熟悉史料。众所周知，黄遵

宪不通日语，编撰《日本国志》工作多赖日本友人

的鼎力相助[9]。以上这些人在占春园相聚相识，之

后几乎都和公使馆保持了长期的交往，对黄遵宪

的著述工作颇有助益。

中国人参加者如下：

张斯桂（1816-1888），62岁。字景颜，别号鲁

生，浙江四明人，首届驻日副使。笔谈资料中有他

与何如璋联名致金陵的书简，但不能确定其是否

与会。

何如璋（1838-1891），41岁。广东大埔人，首

届驻日公使。任满回国后，应张之洞之邀，主持潮

州韩山书院。参加第二次笔谈。

沈文荧（1833-1886），46岁。字心灿，别号敬

轩、梅史，浙江余姚人。首届驻日公使馆随员，因

服丧提前回国，次年病殁。参加首次笔谈。

廖锡恩（1839-1887），40岁。字枢仙，别号子

日亭，广东惠州罗浮人。首届驻日公使馆随员，

1879年转任神户正理事官。参加首次笔谈。

黄遵宪（1848-1905），31岁。字公度，别号人

境庐、观日道人等，广东嘉应州人。首届驻日公使

馆参赞官，1882年调任旧金山总领事。参加两次

笔谈。

3 笔谈资料的文献价值

查阅研究成果，未见 1878年 4月 19日（第 60

回）至4月26日（第64回）首届驻日公使馆员和日

本人之间的笔谈记录[10]；此次新出现的资料中的

笔谈记录、诗文唱和及信函往来未曾被收录[11]，因

此，在时间上和资料上可对前人的研究成果作有

益的补充，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参加笔谈的公

使馆员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日本人亦多是学者

名流，笔谈内容涉及广泛，双方围绕诗文、学术动

态等内容进行了坦诚的交流，为我们了解清末中

日文化及学术交流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两次笔谈资料共收十三首汉诗，其中公使馆

员七首，日方参加者六首：重野二首、青山三首及

龟谷一首。重野虽然因病缺席，但他事先撰写七

律二首作书面参加，并请金陵转呈。二首律诗中，

一首为重野此前在巢鸭长华园与公使馆员会面时

写给中村正直的和诗（资料2），另一首为本次聚会

而作（资料3）。诗句中“笔能通意代鞮译”，点出笔

谈作为东亚汉文化圈特有的一种交流方式的意

义。沈文荧对此大加称赞，称其诗风“清新俊逸，

上追李杜”。首次笔谈时，黄遵宪、沈文荧及廖锡

恩先后题诗对主人设宴表示感谢。其中，沈文荧

五言古诗一首、廖锡恩七言律诗一首、黄遵宪七言

绝句三首（资料7至9）。第二次聚会时，龟谷题诗

相赠（原文未见，据文意察），何如璋即与之唱和

（资料35）。何如璋诗句中“喜陪郭外先生坐，绦帐

高悬隔市寰”中的“郭外先生”是指金陵。金陵退

隐郊外，何如璋赞其宅邸仿若世外桃源、晚年生活

悠闲惬意。其他公使馆员亦作诗，赞誉主人学识

渊博、品德高洁。

除唱和之外，诗文切磋也是交流的重要部

分。平时，日本文人常将自己的诗文送至公使馆

请益，相聚时，更是珍惜难得的机会。首次笔谈

时，青山拿出旧作《占春园在野桥东》（资料 10）和

新作《草木欣荣春已融》（资料 12）请黄遵宪修改。

旧作为四年前所作，此次在此基础上又作了修改

（资料11）。该诗借用水户藩第八代藩主德川齐修

的一首占春园诗碑的韵字，其韵字为“东”“空”

“风”“翁”和“融”。青山直言新作是昨日苦思所

得，黄遵宪热心指出其平仄的不足之处，并和作一

首（资料 13）。对于日本人而言，汉诗文创作和锤

炼字句皆属不易，笔谈资料诗稿多有修改之处，如

实地反映出当时诗文切磋的真实过程，整理时笔

者如实地予以了存真。

明治前期，日本文坛承袭江户时代汉诗创作

传统，文人学士多有很高的汉诗修养。赋诗酬唱、

诗文切磋是汉字文化圈文人雅会的独特风景。揆

诸笔谈记录，双方联席唱和、互为点评，交流活

跃。黄遵宪作为两次笔谈的主要参与者，诗才横

溢，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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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诗文外，双方还进行了其他方面的学术交

流。首次笔谈时，川田向沈文荧询问清代阳明学

的发展状况。川田师出阳明学者山田方谷门下，

对中国本土的阳明学动向颇为关注。日本的阳明

学为明治维新提供了精神素养，而在王阳明的故

乡，出身余姚的沈文荧表示因“后人门户之见”，阳

明学被误解为空疏之学，至“国初无传”。对此，川

田举例汤潜庵（1627-1687）认为其“学奉王氏”，却

仍“功业赫赫”。清初，汤潜庵提倡复兴朱子学，但

批判陆陇其、张烈等人排除阳明学独尊朱子学的

论调，强调应该吸收阳明学注重实用的观点。汤

潜庵的学说被日本江户末期阳明学者大盐中斋在

《洗心洞箚记》中引用，川田或是受大盐中斋的影

响，认为汤潜庵“其学奉王氏”。笔谈记录中未见

沈文荧对此有更多的回应。

除汤潜庵以外，两次笔谈中日本人提及的人

物还有廖柴舟（1644-1705）、赵执信（1662-1744）及

陈碧城（1771-1843）等。廖柴舟著有《二十七松堂

文集》，1862年在江户翻刻出版。金陵门人近藤元

粹将廖列为中国明清文坛八大家之一，将其诗文

收在《明清八大家文读本》，1880年由岡田群玉堂

出版。赵执信注重古诗的平仄韵律，著有《声调

谱》，龟谷工于古文辞，对其早有耳闻。1878年，日

本诗坛领袖森春涛出版《清三家绝句》，收录张船

山、陈碧城和郭品伽三人的绝句，在明治诗坛影响

广泛。

两次笔谈提及的四人都是清朝初期的文人学

士。由于德川幕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造成日本

国内掌握的中国文学信息几乎都停留在锁国之

前。交谈中，对于蜚声江户诗坛的陈碧城，何如璋

表示“未见其诗，不知所造如何”。此外，沈文荧对

廖柴舟的评价则是“在敝邦颇有才名。可惜，是名

家，非大家也”。可见，经历了锁国时代的日本文

人与清代当代的文人之间，有着不小的时间差。

第二次笔谈时，因参加人数较少，双方话题展

开得较为充分。关于诗文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龟谷

和何如璋之间进行。龟谷询问时下大清的诗学流

派、诗人作品等问题，何如璋一一作答。何如璋所

举的有关清代时下的著名诗人，皆是咸丰同治年

间考取进士的人物。何如璋作为清末科举官僚，

其文学倾向可窥一斑。两人笔谈记录中有七处标

有汉数字，应该是在笔谈当时或者笔谈结束后整

理时所加。

漫长的闭关锁国造成了两国文人信息的不对

等，这些面对面的学术交流，无疑加深了双方的相

互了解。但是，毋庸讳言，无论是在明治以前，还

是在明治时期，日本人对清代一直抱有强烈的关

注，这些都真实地体现在笔谈记录中，与此相反，

中国外交使节较少主动询问日本的情况，据此可

见双方交流的温差，甚至不对等。

芳野金陵与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记录

凡例

1，异体字原则上统一改为通行规范字；

2，资料序号为笔者所加，序号后括号内的提示

为笔者所拟；

3，笔谈者姓名据笔者判断，置于文首，存疑之处

以问号表示；

4，为保留历史原貌，笔谈修改之处在原字后加

括号用箭头表示。

首次笔谈：1878年4月21日

1（重野安绎致金陵书）

本日盛邀，日前欣然敬领。然昨日午后身体微

恙，不克践约。有违尊意，惶恐之至，无以为

歉。别纸奉上拙作，聊表寸衷，切望致意二公使

及诸位俊贤斧正，并代为传阅。另奉上脯修，敬

请笑纳。未尽事宜，已托藤野、青山二兄，敬请

问询。草草不宣。四月廿一日，重野安绎。金

陵先生座下。 （笔者翻译）

2（重野安绎诗笺）

多谢招邀及令辰，村庄此处是朱陈。园中花木

非生面，栏外黄鹂亦好宾。

缟纻须知倾倒极，琴尊莫厌往来频。停杯重订

明朝约，步屧相随咏暮春。

长华园招饮，晤清国公使，中村敬宇有诗，步其

韵。时阴历重三后二日是正。

重野安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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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野安绎诗笺）

自幸吾生値此辰，亲交境外亦雷陈。笔能通意

代鞮译，酒以合欢忘主宾。

求友莺儿矢音好，无言桃李劝杯频。卧床魂梦

犹相逐，酔倒芳园烟景春。

金陵先生邀清国公使于其占春园，适余有疾不

能赴，叠长华园诗韵以呈粲正。

重野安绎拜草。

4（名片）

沈文荧。廖锡恩。黄遵宪。

5

沈文荧：夙慕儒宗，时深景仰。承青山君相邀，

趋诣尊府，得晤芝顔幸甚幸甚。敢请在

座诸公台姓、尊字、官阶、府居?

廖锡恩、黄遵宪、沈文荧同启。

6

盐谷时敏?：在座诸君姓字?顷与君连坐者是主

人，即芳野老人。大岛信。〔刺名〕川

田刚。〔此作在下座髯先生〕木原元

礼。小永井岳。信夫粲。塩谷时敏。

沈文荧：拜观尊刺，知皆属东都名公。曩读近人

诗文选，早耳盛名。今得邂逅清扬，实

慰素愿。愿示周行，得安承教。读和长

华园韵大著，清新俊逸，上追李杜，佩

服。此请代启重野太史。

盐谷时敏?：请就坐。

7（沈文荧）

春风吹烟色，芳华満庭柯。政平俗亦美，相与乐时和。

选胜郊野间，驺従响朝珂。园林旧邸第，亭榭依岩阿。

主人神仙伯，黄髪垂皤皤。吐辞道徳囿，横胸星宿罗。

蒲轮徒往返，夙好在槃薖。谢公不再出，苍生其如何。

占春园雅集，呈金陵先生曁诸公，请郢政。姚江

梅史沈文荧拜稿。

8（廖锡恩）

蒙青山先生招，访金陵老人于占春园，得陪侍诸

君子后，即席赋呈吟坛斧正。

一纸相邀当（→胜）虎符，言寻芳野引前途。

芳菲（→桑麻）満地春常驻，裙屐当筵我蹑凫。

窃喜中邦疎阔士，得交东国老名儒。

酔人不用醇醪饮，况复飞觞倒玉壶。

后学廖锡恩未定草。

9（黄遵宪）

主人长占好楼台，八十神明尚不衰。诸老纷纷

裙屐外，肎容惨緑少年来。

犹是当年旧邸池，药栏竹槛影参差。杂花満树

飞莺乱，莫怅
··

江南春暮时。

不学佉楼写左书，座中人尽古为徒。便除老辈

风流事，即此衣冠已（→既）画图。

饮金陵先生占春园中，作小诗，上主人并同坐诸

君子。后学黄遵宪学诗。

10（青山延寿）

春日宴占春园，园系旧守山侯第，即金陵先生居

也。有碑镌旧藩主哀公诗。因歩其韵赋，呈乞

郢政。

占春园在野桥东，地据胜区名不空。人吸芳云

盈盏酒，日烘花影半帘风。

拜尘愧我追潘老，归颍羡君类醉翁。座上交朋

尽同调，心兼春气共融融。

延寿未定稿。

11（青山延寿）

春日宴占春园，园系旧守山侯第，即金陵先生居

也。有碑镌旧藩主哀公诗。歩其韵，赋以乞正。

公侯旧第野桥东，红緑占春名不空。人吸芳云

盈盏酒，日薫花气一帘风。

拜尘愧我追潘老，归颍羡君类醉翁。座上清宾

尽同臭，心兼春煦共冲融。

青山延寿。

12（青山延寿）

四月二十日，偕大清沈黄诸君，访金陵先生，宴占

春园，倒用源哀公诗韵，以呈先生及沈黄诸君。

草木欣荣春已融，并车来访庐陵翁。情同四海

芝兰契，语异五邦（→方）和汉风。

满座谈论变（→穷）物变，主人徳望仰苍空。笑

称玉爵君应醉，地是日邦东又东。

后学青山延寿。

青山延寿：仆发吟已久，不能草率应命，是即昨

夕之宿构也。请正斧。

黄遵宪：和字平，五字用仄，正可以救之。惟庐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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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之敝邦音律，稍有不合欤。遵宪谨志。

青山延寿：吾有失声，请是正。是人在下座者，

自下第二座也。

13（黄遵宪）

座不空樽比孔融，皤皤黄髪古稀翁。二千年后

初（→始）和会，一十七人同汉风。

文字因縁无内外，神仙楼阁总虚空。佛山米水

何人物，可（→惟）事愿乘桴又（桴又→向）海东。

谓由泛大东洋（→此句尽删）。

既作小诗，读青山先生倒用占春园旧韵之作，勉

次其韵，再乞金陵老人并诸公政之。后学黄遵

宪拜稿。

14

信夫粲?：诸公已经见弊邦所谓樱花，与贵邦樱

桃同否？

沈文荧：萼跗苞瓣皆同，特候稍晩。

黄遵宪：其种极似樱桃，想接以他木。又此土膏

腴，善于培植，遂作此烂漫奇观。是则五

大部洲之所无也。

15

盐谷时敏：近都以樱名者，以墨水为称首。不知

既游否？敏。

大岛信：近时贵邦善书者何人？信。

黄遵宪：墨江一岛，既两游之。此月十五之夕，

乘月一往，尤奇妙也。

黄遵宪：近时敝土称善书者曰，何子贞绍基，邓

顽伯石如，他未及详。宪答。

大岛信：试自东台山上望，西湖何若小西湖。

盐谷时敏：东台山下湖，盖既游之。论其风胜，

与贵邦西湖如何？

黄遵宪：西湖仆未曾至，歉甚。是沈公之同乡

也。请代答。宪。

沈文荧：小西湖风景甚佳。惟西湖群山四围，洲

渚纷错，略放大耳。

16

川田刚：君籍余姚，余姚古有阳明先生焉。不知

今尚盛传其学乎？

沈文荧：阳明先生之学，至国初无传，以后人门

戸之见所累也。

17

川田刚：洵洵然然。若汤潜庵先生，其学奉王

氏，功业文章，至今赫赫。然仆非敢左

袒王氏不信朱子。高论所谓后人门戸

之见，公平无私之言，仆无所间然。

沈文荧：阳明之学，原无病。学者误会其意，攻

于吹毛求疵。此等好名之徒致累前贤，

可慨亦可笑也。

18

廖锡恩：柴舟是韶曲江人，仆则恵州罗浮人也。

与柴舟同姓而不宗。

信夫粲?：柴舟于贵邦亦有名之流乎？

廖锡恩：柴舟攻古学，在敝邦颇有才名。可惜，

是名家，非大家也。

19

大岛信：怀素曰，人并乗镫，如不相犯剜锋。事
·

密射
··

不可言。敢乞教谕，此义如何？大

岛信。

沈文荧：拨镫二字，是当时俗语，取譬鞍镫。后

人亦解作挑灯者则误矣。盖谓运用虚

活也。未知是否，请教政。剜锋谓蔵锋

也。文荧。

20

小永井岳：久闻沈先生大名，今日得接芝眉，何

幸如之（→删）甚。弟交王桼园兄久，

前先生回访永坂石埭，得读便面诗

画，意想出尘外。请与桼兄他日再

会。小永井小舟。

沈文荧：他日当偕桼园来拜。

21

信夫粲：一皿笋薇，庭园所生，聊供下物，不知适

敦口否也？

22

木原元礼：主人庭上有首阳山，此蕨即是。呵

呵。东京内，以儒学自树家塾者，独

有主人芳野翁耳。最仆旧好知己。

幸再邂逅陪高宴，得奏拙技于左

右。伏请公缓留尽欢多幸，敢白主

人之微意。恐再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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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大岛信：君若恶甜酒，则用日本酒否？

沈文荧：日本酒甚重。

24

廖锡恩：侍酒者，想是金陵老人孙曽辈，环而观

聴者皆其门下士欤。敢问？

大岛信：老辈外总是金陵门人，其女子金陵女之

女弟子。此女以汉学立一门戸。

25

廖锡恩：金陵老人是汉伏生，其女想即曹大家

也。两世弟子如此之多，盛极一时，可

敬可敬。

芳野世育：告辞。

26

川田刚：三君中，君似尤年少。不知尊年龄何许？

黄遵宪：年三十。

川田刚：仆亦当暇日趋庭，不知何日在家？

廖锡恩：仆常在家，若髙轩枉过，幸甚幸甚。

27

沈文荧：日向暮矣。醉旨酒，饱郇厨，承恵无既，

感篆之至。敬此告辞，并谢诸公赐教。

廖锡恩、黄遵宪、沈文荧同顿首。

28

黄遵宪：今日何、张二公使，因有他约，未能来。

归告此游之乐，必甚歉于心。幸祝老人

康强，他日当再来访也。荧、恩、宪顿首。

第二次笔谈：1878年4月25日

29（何如璋、张斯桂致金陵书）

日昨沈、黄诸子归言，金陵老人广招耆宿，极一

时之盛。惜以他约，未克随杖履，为憾事也。

先生年近八十，精神矍铄，又为东国儒宗，闻之

景仰。我三月之二十三日，即西歴二十五日午

后适有暇，当趋谒高斋，畅聆清谭。幸勿见拒，

是所企望。光绪四年三月二十日，何如璋、张斯

桂谨啓。

芳野金陵先生左右

（信封）

大塚洼町二十五番邸 芳野金陵先生左右 大

清公使署缄

30（金陵致何如璋公使书简草稿1）

向邮便差池，不得挹光霁，洵为憾事。昨午将赴

北总，及发会有事，因延捱四五日。薄暮恵书

到，命以三月念三日，即我念五日，赐。

31（金陵致何如璋公使书简草稿2）

向邮便差池，不得挹光霁，洵为憾事。昨午将赴

北总，及发会有事，因延捱四五日。薄暮恵书

到，命以三月念三日，即我念五日，赐贲临，欣幸

欣幸。仆昔年患目疾，常病写书，冀或拉译人来

尤妙。仆谫劣无一所长，但抗顔冒儒名，为童子

师五十年。因负虚名耳。何能得答盛，愈颇（→
删）不堪惭惧也。

32（黄遵宪与芳野世经笔谈）

前辱招饮于占春园中，承尊大人雅教，甚感盛

意。今日蒙赍函来，又承恵书伯兄长毅所著，尤

感幸。归为谢老人，并祝万福。

今日何、张二公使既由邮便寄函，约于我月之二

十三日，即贵历四月二十五，命车往谒尊大人。

深仰名儒硕徳，思欲一见，幸勿设酒食为祷。尊

大人如二十五日未能回家，则请回家后，由邮便

寄一函来告知，庶不至差池不见。

33（名片）

何如璋

34

何如璋：璞山。先生之居，附郭翛然尘，有田圃

数十亩，子孙衣食自有余饶。又得英才

而教育之，足以娱晩景矣。歆羡之至。

35（何如璋）

道溯唐虞三代还，同趋圣域与贤关。早报传教

泽渐东海，共此宗风仰泰山。

奉使我曾来日下，能文君不让云间。喜陪郭外

先生座，绦帐高悬隔市寰。

即席和龟谷先生韵，兼博芳野先生一笑。何如

璋未定稿。

36

黄遵宪：前读大著序文，钦仰无似。今日邂逅，

甚适我愿。川田先生旧屡读名诗，初见

欣幸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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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谷行：已忝正副二公大人青眄，今又得披云，

幸甚。

黄遵宪：有叶松石者，当所素识。仆来时，遇之

于沪上，为我数东京诸老，故得闻名而

读诸诗。

龟谷行：代川田。拙诗谬传，愧赧愧赧。

黄遵宪：比来积稿，想益厚矣。

黄遵宪：龟谷先生古文，沉郁简劲，卓然名家。

向于敝邦古文，喜治谁氏，敢问？

龟谷行：过蒙奖推，不敢当。仆夙好古文，第回环之

读，未能通文理。唯所愿，求裁于大方耳。

黄遵宪：何言之谦也。仆所以请命者，正欲乞大

方指示耳。

龟谷行：以公辞藻，目击风物之殊异，想必有瑰

句丽辞之满嚢橐者。

沈文荧：得观佳句（→景），愧鮿生才寡言之不文。

既承台命，当勉呈俚辞，以从诸大夫之后。

龟谷行：大岛尧田有诗赠主人，请正之。

37

龟谷行：读赵执信声调谱，知古诗有声律。不知

一家之言邪，抑天下公论邪。敢问？（一）

38

何如璋：古诗虽有声调，亦是出于自然。必拘々
于此，未免一家之偏见。第用此字佳，

易一字觉减色，所谓律细者，杜老曾言

之矣。（二）

39

何如璋：唯词曲一道，仅用四声填之，多有不叶

者。故又有七声五声之辨。此等似须

于声调细细推求。（三）

40

龟谷行：方今以诗名者何人？

何如璋：北京同官中，张香涛之洞为最。此君经

术亦深，文笔更遒健，人品亦高。又谢

麐伯维藩、潘伯寅祖荫。吾粤则李药农

文田、陈一山乔森、谭叔裕宗浚，此系仆

所识者而言。其他尚多。缘敝邦以此

取士故也。（四）

41

龟谷行：贵邦诗曾有沈归愚、袁随园二派。方今

言诗者，不知宗沈邪？奉袁邪？抑别开

生面邪？

何如璋：近日能诗者，均不宗沈。至随园之派，

则作手举以为戒矣。大约宗唐宋八为

多。学焉内各得其性之所近。如曾文

正诗则近山谷也。（五）

42

龟谷行：方今有许多钜匠，烟波万里，无由相

见。不知有其诗上梨枣者乎？

何如璋：所言诸子，其人尚在，所著均未发刊。

此亦敝邦近日风气使然。大约自己刻

集者，如方子箴之流，均非高手。顷有

刻曾文正遗集，其诗文颇可览观。（六）

43

龟谷行：闻有陈碧城者以诗鸣。未得其集而读

之。不知高评何若？

何如璋：仆亦未见其诗，不知所造如何。（七）

44（书帖）

大岛信：文待诏书帖，酷似山谷，运笔异本量。

弟窃谓，此翁胸中无所不有。先生以

为何如？

何如璋：此实待诏真迹入石。尝见董文敏书，有绝

老劲奇崛者。能书者，固不可一律论也。

45

黄遵宪：敬悉厚意，当以转达公使。老尊人身近

八十，东国儒宗，不必拘往来礼也。敢

谢辱顾。村醪野蔬风味自古，大使意极

喜之。其在浙江所产，曰龙井，味略与

贵国茶。若福建武威，则较异。今所食

亦福建武夷之类。贵国人颇解此事，碾

茶尤古雅。西人食必下糖，则于此道茫

乎不知也。归幸祝尊人康强。

注

[ 1 ] 一战后，昌平坂学问所相关资料大部分从金陵家流出。旧藏资料中有筑波大学昌平坂学问所相关文书中1813年、1825年及1839年的所

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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