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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成校徐成校

生平不遇且不论生平不遇且不论 勿忘吾邑有此君勿忘吾邑有此君

“按山”与“文峰塔”
■ 黄 艳

濒临东海、坐望浙北的“金平湖”，历来文风浓郁，文
脉昌盛，自古多文人雅士、贤者名宦。有一位生活于清
代康雍乾时期的平湖人，天才卓越，自幼读等身书，19岁
便补博士弟子员（县学生员，即秀才），31岁就写成了《汉
溪书法通解》（八卷），该书在当时就声价可观，流传后世
又为中国书法理论史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远播东
瀛，还影响了日本书法界。他的一生，虽功名不及，仕宦
无份，命途多舛，但他的人生同样精彩。此位先生，姓
戈，讳守智，字达夫，号汉溪。

一、戈守智的家族概况

戈守智属平湖北溪戈氏一族中人，其祖先约在明洪
武初年从南直迁徙至平湖，世居戈溪坊（今我市新埭镇
秀溪域内），戈定远（字尚武，号修庵，永乐年间贡生，选
河南道御史，仕至云南按察副使）、戈永泰（字来阳，号晴
寰，万历十七年进士，官至南刑部郎中）均是其先祖。此
一族中人，敦行教化，诗礼传家，培养了很多尚读士人，
留下了不少文史著作，也算是“金平湖”大地上的世家大
族。

戈守智的祖父，讳定，字长发，诸生，早年失父，由外
祖父抚育成人。戈定乐善好施，“亲族无告者膳之，无归
者殡之，夏帐冬衣，解赠不吝”，又在“戈溪北置义冢数
亩”，以惠一乡。他平时“每遇嘉言懿行多识之，以蓄其
德，或胸有感触，辄随手抒写，藏诸箧中，以训子孙”，终
于纂成《戈溪训言》。在此善美家风的濡染与熏陶之下，
戈守智遵循祖训，惇本爱亲，他抚养失去双亲的侄子，甚
至抚育侄子的孩子，使这些孩子“俱得读书为良士”，家
门之内孝友雍睦，令人赞叹。

戈守智的父亲，讳奏勋，诸生。戈守智的长子，名镠
（一作璆，字孟璜，号兰圃），14岁就能默写《十三经》，让
督学使者（地方文化教育行政官）大为赞叹，便入邑庠，
乾隆时诸生，著有《兰圃诗钞》。戈守智的幼子，名铣，字
季焜，亦是乾隆时诸生，著有《乡党释典》四卷。

时人同邑贤者胡昌基先生在其《适我庐诗钞序》中
说“吾当湖戈氏世以风雅著称……子姓繁衍，衣冠舄奕，
世德济美，数百年于兹矣”，实乃真切。

二、戈守智的风雅人生

戈守智生于康熙五十九年庚子（1720），卒于乾隆五
十一年丙午（1786），享寿 67岁。他的一生虽抱高才，年
少时就声名鹊起，为前辈所激赏，然时运不济，抱憾良
多。在功名上，“名满海内而试辄不利”，67岁去世的那
一年还在“应诸生试”，终生不仕显然是古时读书人的最
大憾事。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皇帝第二次南巡，
檄征迎銮诗赋，平湖选中了三人——张云锦、沈初、戈守
智，可他却偏偏在此时患足疾，去不成，士林中人无不为
之惋惜，他又何尝不深为嗟叹？长子戈镠，聪颖早慧，名
震乡里，可是攻读致疾，未婚即死，白发人送黑发人，戈
守智又岂不痛心？当然，这些悲事都不足以击垮这位戈
先生的风雅人生。

其平生多与名流订交。一位博学多才的文人雅士，
少不了等量相当的志同道合的朋友。看看戈先生的朋
友圈便知一二：钱塘杭世骏（清代经学家、史学家、文学
家、藏书家），厉鹗（清代著名诗人、学者），金志章（诗人，
与杭世骏、厉鹗齐名），金农（清代书画家，扬州八怪之
首），梁启心（乾隆进士，授编修，工诗，常与厉鹗等结社
唱和），梁诗正（清朝大臣，书法家，梁启心弟，偕同杭世
骏等六人结月课诗社），长洲沈归愚（清代诗人），山阴周
大枢（官平湖教谕，与同里胡天游在江东诗社中最称杰
出）……这些人物都是清代鼎盛时期的文化界翘楚，他
们的书画、篆刻、诗文引领时代风气，并对后世产生了深
远影响。戈守智与这些文化名人交往密切，诗筒往来不
绝。他每到一处，地方名士“倒屣而迎”，他是当时江南
名士们的座上宾。

生性颇具霞客风韵。科举之途不得意，戈先生便寄
情山水，“以尽泄胸中磊落之气”。于是“溯荆襄，观江汉
之壮；北渡扬子，吊江都佳丽之地；至雉皋，坊辟疆之
园”，他每到一处名山秀水，遍寻碑碣，而后亲自摹拓，碑
帖累积达200余本，回家后藏诸于楼，榜之曰“帖海”。他

的游历，除了收获碑帖，还写成了《偕存集》、《入楚吟
笺》、《邗江杂咏》等诗文，后汇编成《汉溪诗文集》，于乾
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由霁云阁刊印，平湖葛氏守先阁
收藏。长洲沈德潜（归愚）在《邗江杂咏》的评定中说“诸
咏古意新声，词工韵远，足备邗江典则”，行游之风有徐
霞客风韵。

诗文深得唐贤三昧。笔者近来发现有一印章与戈
守智有关。此印的刊刻者为丁敬（1695~1765，字敬身，
清代书画家、篆刻家，“浙派篆刻”开山鼻祖，“西泠八家”
之首），印面的内容为“豆花村里草虫啼”（朱文），印章的
边款刻有“达夫先生（即戈守智）自题秋艇载诗图，有‘一
路长吟谁与和，豆花村里草虫啼’，深得唐贤三昧。当与
南村素心人共相欣赏，因以石章仿汉人刻铜法赠之，亦
印林佳语也。丁敬身记，七十一岁。”这是丁敬的一方名
印，是他71岁长逝之前篆治送给戈守智的石章。从此印
中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丁敬与戈守智交情笃
深，不然不可能以戈氏的画作题诗作为篆刻内容精心创
作并赠之；其二，从诗作看，可见戈先生乐情乡野、追逐
自然的心志，颇得唐人田园诗之神韵。

三、戈守智的书论影响

戈守智擅于临池，精通书法，年少之时，所工欧体，
晚些时候又出入诸家，但所学颜体最佳，“于颜平原（颜
真卿）成嫡嗣”。到了晚年，依然每天写蝇头小楷三四千
字，功力之深足以见。胡昌基在《文学汉溪戈先生传》中
说：“余童时即闻人言，邑中善书者首先生。”闲暇之余，
他还以隶法写墨竹、山水，宗北苑（董源）、南宫（米芾），
然不多作。

如果说，书画只是余技，那么写成《汉溪书法通解》
的理论研究著作，就算是著书立说，所谓“立言”了，而戈
守智对于后世的贡献也主要在此。可从五个方面说明
此书的重要影响——

一时洛阳纸贵。《汉溪书法通解》刚刚刊印之时，
“金陵书肆珍之，声价与《江村销夏录》埒”（埒为“等同”
意）。《江村销夏录》是由康熙皇帝的近臣高士奇（号江
村，居平湖）所著，全书共著录自晋王羲之至明陆治书
画 200余件，其中传世名迹有褚遂良摹《兰亭序》、杨凝
式《韭花帖》、怀素《自叙帖》、颜真卿《祭伯父濠州刺史
文》、苏轼《后赤壁赋卷》、米芾《蜀素帖》、黄公望《富春
山居图卷》(无用师本)等。《江村销夏录》中所记文字，充
分体现了高士奇这位鉴藏家的鉴赏品味、艺术才情和
渊博学识，颇为时人所追崇。《汉溪书法通解》的声价与
《江村销夏录》等同，可以想见，此书该是当年的榜首畅
销书了。

民间一版再版。《汉溪书法通解》一书自乾隆年间刊
印大受欢迎之后，此书的版本越来越多，相继有道光己
亥年（1839）本、咸丰元年（1851）修竹斋本、光绪宏道堂
本、民国己未年（1919）上海朝记书庄石印本，民间收藏
者众多。到上世纪 80年代，由沈培方校证的《<汉溪书
法通解>校证》一书于 1986年 5月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
版；同样是1986年5月，天津古籍出版社则出版了《汉溪
书法通解》清乾隆年间霁云阁本的影印本。直到2017年
10月，作为“翰墨典藏”，文物出版社以线装书形式再版
了该书。可谓传承有序，绵延不断。

日本翻印传播。《汉溪书法通解》一书在书法界的影
响，不只是在中国传播，而且还传到了日本。日本文化
己巳年（1809年，即清嘉庆十四年）就出版了《清戈汉溪
执笔十二图》一书；日本文政癸未年(1823年，即清道光
三年)，由星文堂、鬻书馆、弘文堂、昭华堂四家书肆合
梓，翻刻了霁云阁本《汉溪书法通解》（哈佛大学汉和图
书馆有藏），后来又还有星文堂、鬻书馆、弘文堂、庆云堂
四家书肆合梓的版本。日本昭和八年（1933年，即民国
二十二年），由日本书斋社出刊的《书斋（二卷第二号）》
专门影印了日本文化己巳年版本中的执笔十二图进行
刊登。日本书法界对于书中“论用笔”和“论字体”的理
论观点备为推崇。

收入《四库总目》。胡昌基在《文学汉溪戈先生传》
的追记中说：“是传作于戊申岁，前此浙省采访遗书，先
生《书法通解》未进局也。又十余年，《四库全书》告成，
知是由江右金抚军进呈，已入附《存目录》。”一位村野书

生的著作，能够编入《四库全书总目》，已是不易。虽然
《四库提要艺术类存目》中称“大致欲仿窦《述书赋》，而
淹贯宏通终不逮古也”，但笔者认为，编者的评定只是从
书论的开拓意义以及行文写法上评论不及唐代窦臮的
《述书赋》，而不是否定戈守智对于书法理论的新阐述和
新见解。《<汉溪书法通解>校证》的校正者沈培方先生也
认为，《四库全书总目》中对该书的评价有失偏颇，深觉

“厉樊榭评为‘捃摭奥衍，突过窦臮’，当是识者之见”。
后世常引常用。《汉溪书法通解》共八卷，第一卷（述

古），述古篇、名人论书；第二卷（执笔），执笔图、执笔论；
第三卷（运笔），智永永字八法、颜真卿八法颂、柳宗元八
法颂、陈思八法详说、八法颂；第四卷（运笔），八法化势；
第五卷（结字），欧阳询结字法；第六卷（诀法），梁武帝观
钟繇书法十二意、智果心成颂、颜真卿述张旭笔法十二
意、古今传授笔法十三诀，张怀瓘论用笔十法、陈绎曾为
学纲目、董内直书诀；第七卷（谱序），王羲之传子敬笔势
论、虞世南笔髓论；第八卷（谱序），孙过庭书谱、姜夔续
书谱。整本书“纂次颇详，于用笔结体草行真楷法无不
备，不独援据精赅，抑且引申详尽”。后世书家凡讲书
论，绕不过此书中的论点论据。上世纪80年代，上海书
画出版社在整理出版《中国书学丛书》时，毫无疑问地将
该书列入其中。

我们大抵不能忘记，作为“中国书法之乡”的平湖，
在清朝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位先生，他在中国书法史上留
下了厚重的印记。于漫漫历史中，可以有名有姓地被记
载、被传扬的又能有几人呢？

——谨以此文献给为中国书法理论作出贡献的平湖先贤戈守智

如今在平湖，说起人气最旺的地方，可能绝大多数
人还是会选现在的东湖景区吧。确实，当湖十里春景，
从古至今，都是让平湖百姓引以为豪的，而根据明代诗
人李东阳《东湖十咏》来命名的“东湖十景”更是人人皆
知。那么，“东湖十景”中知名度最高的又是哪一个？也
许还是案山晓翠吧。

很多喜爱家乡历史的平湖人都听过案山的由来。
北宋时，武原县令鲁宗道在任期间两次到当湖，见东湖
风景秀丽，心中十分爱慕，他想将来不当官了，就来当湖
住。卸任后，他果然定居当湖，并建成四皋园。为了造
景，他让人在平地上挖了一条河，将挖出来的土堆成一
座小山，山形如几案，因而名为“案山”。

这些在鲁宗道自己写的《世谱源流说》可以得到印
证——

距治东北五十五里，有镇曰当湖，闲尝一至焉，风景
秀丽，心窃慕之。再至焉，湖水汪洋，望佳气而葱郁，低
徊留之不忍去，意欲托籍于斯。迨宦成卜址，爰居爰处，
建四皋园，非娱乐也，聊适意而已。

不过，鲁宗道自己并没有提到他建“四皋园”（四皋
园不是一所园子，是四所，分东、西、南、北皋园）剩下的
土堆成了什么山。反正，相传鲁氏最盛时，当湖镇一半
皆属于鲁氏家族。光绪版《平湖县志》卷二《地理下》记
载：“鲁简肃园，自县治迤东皆其遗址，今游桥尚存……
《当湖风土纪略》云：案山亦简肃南皋旧址。”简肃是鲁宗
道的谥号，光绪版《平湖县志》中是很明确的说明了案山
是在四皋园中南皋园中。

到了南宋末年，同是鲁氏族人，但已经是标准当湖

人氏的鲁应龙写了一部志怪小说集《闲窗括异志》，全书
现存八十八条，主要记述家乡嘉兴府地区的各种民间传
说和怪异故事，其中包含了已经逐渐衰弱的科举世家鲁
氏的家族记忆、当湖周边的各种自然人文景观以及嘉
兴、海盐、华亭诸县的地方民间信仰。

《闲窗括异志》里对“案山”的来历原文是这么说的——
湖心有地一方，立塔以按风水，人呼之曰按山。时

盗多窜伏于此。由是守庵者不敢居，遂成荒芜……
另外还有一条也与此有关——
光严庵正议之茔濒湖占胜，为一方冠，东南皆湖，远

峰列如笔架，一塔屹于波心。文峰挺立，登名仕版者世
有其人，视他族为最盛。

从鲁应龙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至少在南宋末
年的时候，“案山”还是“按山”，而之所以叫“按山”，那就
确实和风水有关了。这里需要解释的是，鲁应龙写的

“正议之茔”指的是鲁寿宁的墓地。鲁寿宁是鲁应龙的
先祖，北宋末年人，这支鲁氏是从鲁寿宁的父亲开始才
迁来当湖的，和早就迁来当湖的鲁宗道应该是同族，但
并非同一支。

1999年1月，在当湖街道东小街桑园弄建造变电所
时发现一座砖室墓，根据出土的墓志铭，发现此墓为鲁
寿宁及其夫人刘氏合葬墓，葬于北宋重和元年（1118）。
这和清光绪版《平湖县志》卷九《冢墓》记载“宋正议大夫
鲁寿宁墓在县东二百五十步。寿宁字景修，号东庵，以
宣教郎致仕，累赠正议大夫”正相符合。

鲁寿宁的三个儿子鲁詹、鲁詧、鲁訔先后登第，当湖
有一座古桥“三登桥”就是为纪念他们兄弟三个人相继

登第而建的。也是由于三个儿子的功名，鲁寿宁生前死
后多次被赠予官衔，累赠为“正议大夫”。

不过，鲁氏家族到了鲁应龙所处的南宋末年时，已
经没有了当初的兴盛。也所以，鲁应龙尤其怀念鲁氏家
族曾有的辉煌，而他把这种曾经的科宦兴盛视为是“正
议之茔”所占的山湖形胜带来的好运：东南皆湖，远峰列
如笔架，一塔屹于波心。当湖一碧如洗，远处乍浦诸山
排列如笔架，而湖中还有一塔屹立于当年鲁宗道堆出来
的土山上。

那么这个塔是什么塔呢？从“文峰挺立”就知道了，
当年，在“按山”上是建了一座文峰塔的。

文峰塔比较特殊，和一般的塔不一样，其实全国很
多地方也都有文峰塔。古人建文峰塔一般有三个目的：
一个就是和科举有关，建文峰塔是象征或希望该地人才
辈出，多中科举；其二是和风水有关，希望建造文峰塔来
弥补风水上的不足；其三是起到装饰作用，或者起到地
标作用，来使该地看上去更加宏伟壮观。

结合《闲窗括异志》中两条相关记录，我们就能推
测，当年鲁宗道建完四皋园后挖出的土堆成了土山，按
照当时的形家，也就是堪舆家所建议的，为了弥补风水
的不足，又在上面建了文峰塔，这土山也就顺理成章被
称为了“按山”，而所建的文峰塔也恰好和远处乍浦诸山
形成了绝佳的风水，远处群山如同笔架，文峰塔则直立
如笔。这样的风水自然最旺科举，因而就有了如鲁应龙
所怀念的“登名士版者世有其人，视他族为最盛”的盛
况。这盛况，在明天启《平湖县志》有具体记载——

鲁氏，宋代最著，参政鲁宗道后也。宗道除海盐令，

因籍当湖，子姓登第者十九人。
但是，这座文峰塔存在的时间应该没有太久。一般

来说，文峰塔都不如佛塔保护得好，这也很好理解，因为
佛塔有僧人常驻，不仅使用较多也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
用，而文峰塔一般都是禁受日晒雨淋后因为没有专人守
护而破败下去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的“按山”，也因为形如几案
而被相传成为了“案山”。

一直到了明朝嘉靖年间，当时权倾天下的锦衣卫指
挥使陆炳祖籍平湖，浙直总督胡宗宪正好在浙北一带抗
倭，一度也驻在嘉兴地区，来过平湖。为了讨好陆炳，就
在案山上为纪念陆炳的父亲而建了个“介庵书院”，因为
陆炳的父亲陆松字介庵。

到了明朝末年的时候，文峰塔早已经废了，但“介庵
书院”还有，天启《平湖县志》“舆地·山水”中有记——

案山非山也，土阜如几案，故名。或云地不满东南，
立塔以案湖冲……今塔废而书院尚存，应作古之遗迹观
耳。

这个地方也成了一般文人墨客优游赏玩的地方，正
如《县志》所述：“高台未倾，登楼眺远，流觞曲水，殊有兰
亭之遗。”

现在，平湖的地标性建筑是我们熟知的“报本塔”。
“报本塔”始建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由曾任刑部主
事的陆杲发起，进士冯汝弼、赵伊协助，历经三年建成。
想来，也许是当年案山上的文峰塔废了以后，大家觉得
特别可惜，尤其是出于风水上的考虑，于是又在鹦鹉洲
上建了“报本塔”吧。

平湖版

乾隆十三年（1748）戈守智29岁时的书法作品

丁敬所刻赠戈守智印章“豆花村里草虫鸣”

日本文政癸末年本《汉溪书法通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