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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乡村民宿松江乡村民宿

落厍屋（五）

夏逸民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我的家乡松江

古属楚国，是春申君黄歇的封地。每次触摸

到这片神奇的土地，脑海里最先跳出的信

息，一定是那一长串震古烁今的名字：陆机、

陆云、赵孟頫、杨维桢、袁凯、陶宗仪、徐阶、

董其昌、陈继儒、陈子龙、夏完淳、王鸿绪、史

量才、施蛰存、赵家璧，等等。这些人中的大

多数，不仅有才，而且有品；不仅有品，而且

有志。他们的才、品、志，无不着眼于家国情

怀，无不奉献于社稷苍生，按今天的话来说，

一个个都是“德艺双馨”的名师大家。

先世之风，延泽后代。古之华亭，今之

松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仍然在

以自己的方式诠释为国为民之思，咏叹伟大

的时代，在文学艺术领域取得了不容小觑的

成果。因此，在通过编撰“一典六史”（即

《松江人文大辞典》《松江简史》《松江文学

史》《松江诗歌史》《松江戏剧史》《松江书法

史》《松江绘画史》）这套全方位记录松江人

文历史和现状的大部头丛书，对松江的人文

资源作全面梳理与系统归纳的同时，组织四

海精英，对一些极为重要的时代际会、历史

事件、世俗人境、物候民风，以艺术创作与学

术研究两种介入方式加以深入挖掘、悉心呈

现，为今天的读者、后世的研究者留下诠释

松江精神的范本，也是不得不做的事了。正

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人文松江创作文库》与

《人文松江研究文库》应运而生，并成为松江

“一典六史”编辑部另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

从《人文松江创作文库》入编书稿的要

求看，凡描摹时代之变、讴歌国家之进、激励

奋斗之志、催生创造之力、回应人民之呼、礼

赞发展之果的精品力作、新人佳作均可入

编。而以戏剧作品《松江历史名人五部曲》

为开篇之作，则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

其一，松江自古以来就是戏剧之乡。中

国戏曲成熟于宋代，其时华亭县所属的青龙

镇已有勾栏艺伎的歌舞表演。元代，松江演

出兴盛、名伶辈出，更出现了以陶宗仪、夏庭

芝为代表的戏剧理论家。《青楼集》记载了元

代戏曲艺人的生存状态，而《南村辍耕录》则

录述院本名目690种，留存了重要剧目的原型

史料。明代，《绣襦记》《焚香记》和“博山堂三

种曲”等由松江剧作家创作的传奇享誉剧坛；

何良俊提出的“本色”“当行”说、陈继儒提倡

的“至情”与“奇巧”，至今仍为学界所重；热衷

收藏元剧的董其昌促成了元明戏曲最重要的

文献《也是园古今杂剧》的刊梓，而他与汤显

祖书信往来、惺惺相惜的故事更是被后人传

为美谈。清代，《雷峰塔》一枝独秀，《劝善金

科》与《昇平宝筏》开宫廷连台本戏之先河；更

有《长生殿》盛大排演，洪昇亲临松江指导，历

三昼夜始毕；在戏曲理论的著录上，俞粟庐有

《度曲刍言》面世，对昆曲的传承具有重要指

导意义。民国的松江剧坛热闹纷呈，远近闻

名的“滩簧码头”为1941年本地滩簧“申曲”发

展为沪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来，松江戏剧持续发展，人才辈出，

作品丰硕。基于如此优厚的演艺传统，推戏

剧集为首卷，也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了。

其二，所选五部剧作中的主人公，都是松

江人中的翘楚，其中徐阶、董其昌、陶宗仪、侯

绍裘的艺术形象已在近年先后与观众见面，陆

机也即将走上云间剧院的舞台。同时，《徐阶》

刊载于《剧本》月刊2015年第3期，为国家艺术

基金、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资助项目，并获第

31届田汉戏剧奖剧本一等奖；《董其昌》刊载于

《戏剧文学》2020年第7期，为上海市文化发展

基金会资助项目，并获第35届田汉戏剧奖剧本

一等奖；《侯绍裘》为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资助

项目，刊载于《剧本》月刊2021年第7期；《陆

机》也是上海市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客

观地说，这些剧作都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如今通过结集出版来仰先贤、励后学，在我看

来，应该是其最恰当的留存于世的方式了。

其三，众所周知，戏剧具有得天独厚的形

象性和观赏性，“其化人也速”，容易引起观众

的共鸣，起到娱乐和教化作用。陈独秀在《论

戏曲》中甚至这样认为：“戏曲者，普天下人类

所最乐睹、最乐闻者也，易入人之脑蒂，易触

人之感情。故不入戏园则已耳，苟其入之，则

人之思想权未有不握于演戏曲者之手

矣。……由是观之，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

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陈

先生的话虽然有些夸张，但道理是对的。因

此，首卷推出戏剧集，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

当然，“创作文库”也必定会兼容文学

艺术的各种体裁，以展示各路才俊通过文

字的方式表达爱祖国、爱人民、爱家乡的炽

热情感与出色才华。

从《人文松江研究文库》入编书稿的要

求看，凡涉及松江历史文化、民俗文化、地

域文化、宗教文化（伦理）、建筑文化、饮食

文化、服饰文化、产业文化、语言文化、法律

文化、旅游文化、影视文化等形态的优秀研

究成果均可入编。

创作与研究，被称作文化之两翼。创作

是研究的根本，没有创作，则研究无法展开；

没有研究，则创作的成果得不到深入的探

讨，而创作的良性发展、提升，也有赖于研究

的助力。很多时候，创作者或湮灭无闻，或

张冠李戴，而唯有在前人的笔记中还能找到

些雪泥鸿爪，还原真相。王国维钩沉前人笔

记小说中记录的演出情况，方成皇皇巨著

《宋元戏曲史》。没有录音录像的古代，世间

百态的生活细节，仅能从前人的文字中去爬

罗剔抉，如果前人对当时的演出状况一无所

录，今人又何以能想象古人的剧坛盛景？夏

庭芝的《青楼集》记录了元代几个大城市100
余位戏曲女演员的生活片断，其在戏曲史上

的价值不亚于钟嗣成的《录鬼簿》。陶宗仪的

《南村辍耕录》，除了小说、书画、戏剧和诗词

本事的记述之外，还有关于宋元两朝的典章

制度、史事杂录、文物科技、民俗掌故的丰富

史料。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记述，我们对于

过去先民的怀念才不至于只停留在想象上。

正因为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人文松江

研究文库》首卷推什么，就显得举足轻重。

几乎不假思索，我一下想到了朱恒夫教

授。恒夫是上海师范大学的二级教授，中

国戏曲史论研究的权威，民俗学、地方文化

史研究专家，学富五车，著作等身，且对人

文松江建设有感情、有研究、有贡献。由他

来组织研究团队，对以往松江地方文化史研

究方面的薄弱环节分专题进行重点研究，逐

个探究，应是不二人选。果不其然，恒夫教

授很快邀约了一批学界名宿，有著名农史专

家曾雄生研究员、著名戏曲史专家俞为民教

授和程华平教授、书法家与书法理论家程兴

林研究员、文史专家戴燕教授、古代文学专

家吕双伟教授、语言学家鲁国尧教授等，以

《江南文化的样本——松江》为题展开多维

研究，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了一部

深入探讨松江及毗邻地区经济、宗教、文化、

教育、艺术、风俗等历史的高水平学术专著，

借此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松江的过去，更好

地把握松江特有的文化风貌，更好地体悟松

江人奋发图强的精神品格，更好地理解“人

杰”辈出的松江之“地灵”的真正内涵。

由此想到，当年夏庭芝、陶宗仪的研究

是自发、偶然的个人行为。而今天，在中共

松江区委、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我们可以

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有组织、有准备、有计

划地去做这件事，躬逢其盛，何其荣焉！当

然，需要注意的是，创作也好，研究也罢，我

们强调历史的梳理，我们更重视现代的记

录；我们倚重学养深厚的名家大咖，我们也

特别关注锐意进取的青年学者。我们努力

做到每一次创作、每一项研究都要成为精

品。即使不能够给松江文化以精准的概括，

至少要给后世留下可以信赖的研究基础。日

积月累到一定程度后，形成松江研究和松江

创作的系列成果，作为“一典六史”的补充，献

给那些一直默默关注我们前行的父老乡亲。

我想，如果将中华文化比喻成一条波涛

翻滚、气势不凡的大河，那么松江文化就是

这条大河中一朵绚丽多姿的浪花，正是朵朵

形态各异、与众不同的浪花，才构成了中华

文化的万千气象、滔滔洪流。我国前贤孔子

说过“逝者如斯夫”，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

特也说“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可

见，中华文化的巨川虽然有大模样在，想要

捕捉这具体的一朵朵浪花又何其难哉！这

就促使我们不得不通过记录、研究、创作，尽

可能地保留松江这一江南文化的样本，从而

更多地守住中华文化的身姿与根脉。正因

如此，我们希望，后人在看到这些成果的时

候，不仅对过去的松江刮目相看，更对今天

的松江刮目相看——“上海之根”松江了不

得！是的，这就是吾乡，这就是松江！

《顾大申年谱》，谱主顾大申自撰，稿本，

封面题签残破陈旧，篆书“顾堪斋先生年谱

手稿”。末页钤名号章“顾大申”“见山”及

“甲寅”“子孙永保”，又“曾孙思孝珍藏”，别

有“蛰存”印，可知此册为稿本无疑，经顾大

申曾孙顾思孝珍藏，后为松江学者施蛰存所

得。今归北京藏家，已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影印出版，书名《顾大申自订年谱手稿》。

稿尾自识曰：“此稿起于康熙己酉，凡

五易岁琯，四更删补，始成于今年甲寅二

月。计奉使虔州，蒲伏倚庐，偶有省忆，即

记简端。恒恐岁月不居，老将至而坐失之

也。今者变起仓卒，羽檄若流，自顾此身

蓬飘雨绝，不有记述，何以示我后人哉？

兴言及此，能无忧生之嗟！记事五十四

年，书成五十版，皆手书。堪斋贻示辅之、

勉之、采之。”见山、堪斋，皆顾大申之号。

康熙己酉为康熙八年，甲寅是康熙十三

年，从始作到完稿前后五年，顾大申即卒

于甲寅年，记事迄上年十二月，凡五十四

年。琯，玉制的律管，可用以对应十二月，

岁琯即岁律、岁时。虔州为江西赣州的旧

称，“奉使虔州”是赴赣州任关税专差官，

仅一年。倚庐，含倚庐相望义，引申作守

孝时所住的陋屋，“蒲伏倚庐”谓服其父

丧，历三载。至“今年甲寅”，正值三藩之

乱爆发，其所治理之陕西洮岷地区亦岌岌

可危，羽檄若流，便匆匆结束撰写。

末云“记事五十四年，书成五十版，皆

手书”，点明这部年谱稿共有50版页数，都

是亲笔撰写。“版”字，义为页，古代木板刻

书以“版”作计数单位，一版一版地刻，一版

印刷在一张纸面上就是一页，做线装书时

对折成两个半页，相当于现在平装书的“两

页”，半页等于“一页”，称半页几行、几行，

是描述古籍版面的基本用语，抄本、稿本取

则刻本。于此有一种误解已广为传播，“版”

被释为“部”，与“皆手书”相联系，便是手写

了五十部或五十本了，谬误岂不严重？顾大

申有那时间和必要复写这么多吗？古籍之

所以珍贵，写、刻数量少是一大原因，从来没

有一位作者会亲自抄写几十部，况且“此身

蓬飘雨绝”，怎么携带它们哟？蓬飘、雨绝，

就是他的人生历程的写照，像飞蓬一样地飘

徙无定，雨喻朋友，朋友的音问隔绝了，书赠

给谁呢？当然，那纯属子虚乌有，他所想的

是：“不有记述，何以示我后人哉？”

按今制换算，50版即100页，点检影印

稿，页数不合，已缺失四分之一，存 75页，

无泰昌元年至天启二年一至三岁、康熙十

年 52 岁记事，大缺顺治十八年 42 岁九月

前、康熙九年51岁六月二十八至九月十八

日间记事。原稿的装帧，没有照片展示，从

存页为奇数推测，当由散页编册，不是50幅

整版，而是 100张“半页”，不然，无论减多

少，都应留下偶数。印影本倒数第七、八页

边上各有半枚“甲寅”印，前后分开像个骑缝

章，可以合而为一，正好相对，以七左八右布

局，右侧半枚还空缺边栏，可谓是特殊的印

迹，钤印时，唯有七、八相叠且下面的稍向右

伸出了一点才会导致这样，也是册页的佐

证。其曰“书成五十版”，是按木刻版式计

算，有欲付诸剞劂的习气。

手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水利、刑

法、民情、风俗、军事和各种人物，详于其科

举、为官、治河、居乡、辩冤、家事等等，是一

部珍贵的松江名贤自撰年谱。它的珍贵，

不仅因为作者是清代第一流人物，有深厚

的诗歌、绘画、学术造诣，有正人的品格、能

臣的才干、不俗的政绩，还有至今犹存的园

林佳作，更在于他身处明朝鼎革至清早期

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所记录的个人经历、

社会状况及隐含的情绪、心理，极具史料价

值。他在松江亲历改朝换代的变化和精神

折磨，他痛失状元几乎病垮而清初科举之

弊暴露无遗，他治理大运河措置有方、善于

创建、施德与民，他憎恨前任官员的奸恶、

夏镇地方黑恶势力的嚣张，他不懈地辩冤

并为重新出仕仆仆风尘，他独以智谋果断

宁息乡邦兵变、洞见利弊则奉献长策，他居

官不废著述、学术与事功并举，又远赴陇西

备尝艰苦苍凉，主政洮岷，面临风云莫测，

都可以当作一代名园的闲适超脱的注释。

现在研究顾大申，这部年谱稿是第一

手史料，文献价值的确非常高。最近有人将

印本《丁马顾氏重彙宗谱》捐献给醉白池，虽

为新闻增加看点，却很容易引起人们误会，

以为是顾大申后裔所修，其实毫无关系，且

不是松江本地家谱。顾大申家从其先世业

儒以来一向是寒族，唯有他光宗耀祖，子孙

亦功名不振、经济衰弱，因此编纂家谱的可

能性很小。后来的主人顾思照，是出身名门

望族，《亭林顾氏支谱》亦蕴含醉白池风韵。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上海的一般人家，除了过

年，平时是不大会放开肚

子无限制吃肉的。猪肉

不仅要用人民币、也要凭

肉票才能买到的。那时

候，别说一两个礼拜才吃

到几根肉丝，在我家，平日炒个青菜都不敢多

放点油。而我当年10岁左右，正是“很能吃

饭、嘴巴又很馋”的年纪，加上肚子没油水，所

以特別能吃。老妈偶尔包一次馄饨，我居然

一口气吃掉四五十只，把小肚皮撑得圆圆

的。那时候，可不是我一个人是这副吃相，平

时一起玩的小伙伴差不多都是这副德行，那

是当年“短缺经济社会”里的普遍现象。

我家住在天潼路、靠近浙江北路，离苏

州河很近的慎馀里，即天潼路 847弄 18号

那栋石库门房子里的西厢房。

小时候，我眼里的天潼路只是西起浙

江北路东至河南北路的那一段，过了河南

北路的那段路，我是不认它也是天潼路的，

其实，那段路也是天潼路。东西向的天潼

路延伸到吴淞路才是终点。不过，那段天

潼路已经过了闸北区的地界，属于虹口区。

记得沿着天潼路走过河南北路，到了马

路对面的路口，有一家门面蛮大的食品店，这

家食品店除了买各类糖果、饼干、面包等食品

外，居然搞起来“多种经营”，在店门口架起了

一口大锅，在店里摆放了几张桌子、几条长

凳，卖起了香喷喷的猪油渣汤。一角钱一碗，

经济实惠，味道不错，吃客甚多，生意极好。

我经常看到一些食客吃起这碗猪油渣

汤来是一脸满足的表情，吃的时候，他们先

拿起桌上的胡椒粉、辣火酱一点也不客气

地猛撒，这样吃起来才够香够味儿啊！有

些人还带个锅子，买两碗猪油渣汤，带回家

去，全家改善伙食了。

这一角钱一碗的猪油渣汤，用的是汤

碗，比小饭碗稍大，比大碗略小，碗里的猪

油渣有大有小，大的捞起来像一块大排骨，

小的则也像一块方肉。碗里的猪油渣大约

有一半，有肥有瘦。每次我走过这家食品

店，还没走近，那口炖煮猪油渣的汤锅里飘

出的阵阵香味儿，就引得我食欲大开，口水

都要流出来了。我这个兜里一分钱也掏不

出来的穷孩子，只能是“望锅兴叹”。

后来想，猪油渣汤为什么那么便宜？

一是这家食品店是国营的（那年头也没有

私营、个体的店），职工每月领工资，不以赚

钱为目的。二是猪油渣毕竟是熬猪油熬剩

下的，虽然还有点剩余价值，比如用来炒个

青菜那味道极好，但猪油渣毕竟值不了多

少钱。拿来烧个“猪油渣汤”，一角钱一碗

卖出去，或许刚好回本，不赚不亏。如今想

来，那可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是为收入

紧梆梆、嘴巴又馋的大众着想啊！

写到此，问题来了，那么多的猪油渣来自

何方？这个问题当时我没想过。50多年过去

了，现在想来，答案无须费解。那时候，老百姓

家的食用油（豆油、菜油、麻油）都是按照大户、

小户配给供应的，唯有猪油好像只要花钱无须

用票，那么多的票证里，可没听说有“猪油票”。

猪油渣是怎样炼成的，这是个问题

吗？当然是用肥肉炼制的，肥肉内部的脂

肪全被炼出，而其中的瘦肉也已炸得酥

脆。那么多的猪油渣，估计是食品厂或肉

类加工厂炼制猪油炼成的。其实，直到现

在，我家的那位领导也常嘱我从超市肉摊

上买块“板油”回来，然后下锅熬猪油，熬出

的除了猪油，还有那香喷喷的“渣”。

当时的物价，猪肉才一块钱左右一斤，

猪肠、猪肺、猪下水，大概两三角钱一斤。

如今蛮稀罕、还上了“星尚频道”的“肺头

汤”，那年头可是经济拮据的上海人家的平

常荤菜啊。比如我家，平日里很少有大排

骨、红烧肉摆上桌的，吃个荷包蛋也足以让

我两眼发光。“肺头汤”“鸡骨头汤”（也叫

“鸡壳娄汤”）倒是三天两日能吃上的。

人文松江建设的另一个重要工程
——《人文松江创作、研究文库》总序

陆 军

《顾大申年谱》稿
徐 侠

饭
后

那碗够香够味儿的猪油渣汤
缪 迅

现在松江农村地区的传统民居大多

是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翻建的砖

混结构楼房，剩余的传统民居数量较少，

而且经历风雨及环境的变迁大部分老宅已

经残破不堪。2020年9月开始，本人查访了

现存的130余处松江乡村传统民居，发现都

处于零散分布，石湖荡镇、小昆山镇、佘山

镇、车墩镇、叶榭镇、泖港镇、新浜镇、中山

街道都有分布，其中石湖荡镇最多。因为

九亭镇、新桥镇、洞泾镇和泗泾镇已经没有

自然村落，所以基本没有乡村传统民居。

如何欣赏落厍屋，简简单单三个步

骤：1.远看；2.近看；3.细看。

1.远看轮廓之美：松江现存的落厍屋

都是零星分布在农村地区的传统村落里，

我们要体会落厍屋的美首先要从整体的建

筑环境开始。我们应该把汽车停在远处，

慢慢地走向村落，走到可以照相的距离，就

能看到村落的屋顶与绿植在天空中勾画的

轮廓线，此时这条起伏的曲线呈现出的是

自然错落之美。只有在远处，江南特色的

粉墙黛瓦，更有强烈的对比。用现代话来

讲，远看所见的风景就是距离产生的美。

只有在村子的外围，我们不知不觉中就

能发现接近自然的“野趣”。有了自然田野的

衬托，再抬头看远处的村落，我们更能理解古

代先民人居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崇高境界。

当我们站在侧面的山墙外，才能看到

山墙的系列屋顶的韵律感（见图1）。

2.近看外观之美。走进村落，我们来

到一幢落厍屋的前面，首先要看它的全

貌。不要急着进屋，先绕着老房子走上一

圈，才能完整体会老宅外观之美。

许多景象是屋内看不到的，比如屋脊

曲线与起翘的戗角所组成的轮廓线就清

楚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只要抬头我们就能

看到美景（见图2）。

3.细看建筑元素之美。平常我们看人

是从头看到脚，看中国传统建筑也类似。

中国传统建筑分成了三个部分：大屋顶、

屋身和台基。屋顶要细看屋脊、檐口、瓦

片、滴水、花边瓦等。屋身主要由梁和柱

构成的大木构架及墙壁组成，要细看柱、

梁、穿枋、墙壁和门窗等。台基要细看鼓

磴、磉石、铺地、门枕石和阶沿石等。除了

建筑本身，我们还可以细看附属于建筑的

家具、农具、生活用具等各色物品。

檐口（见图3）

花边瓦和滴水瓦（见图4）

梁架（见图5）

鼓磴和磉石（见图6）

每一个古村落，每一幢老宅都有不一样

的风景，家家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值得我们

去慢慢发现，细细品味。散布在松江这片青

山绿水中的古朴的传统民居，带给我们的不

仅仅是古建筑的美，更是蕴藏着深厚的农耕

文化内涵。建设美丽乡村，保护好乡村老

宅，留住乡愁，大家一起来关注落厍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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