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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湖的围棋望族张氏
■ 黄 艳

DONGHU·RENWEN

东湖·人文 C3平湖版

始建于晋代的精严寺一直是嘉兴人心
里抹不去的历史文化图腾。东晋成帝咸康
六年（340），选部尚书徐熙发现家宅之井夜
发灵光，视为吉祥之兆，乃舍宅为寺，赐名

“灵光寺”，之后几经易名，直至北宋大中祥
符年间才始称“精严寺”。乾隆盛世，清乾隆
三十六年（1771），大兴土木，绿树成荫，风光
无限。然而，咸丰事变，禾城毁半，精严寺亦
遭兵燹。至同治年间，乱平重建，规制如旧，
精严寺才得重展旧貌。古井相伴的精严寺
在历史文化的潮流中历经兴废，时至今日，
这座千年古刹又香火鼎盛，终成嘉兴佛教文
化交流的重镇。

民国初年，佛学家范古农顺应历史潮
流，与龚宝铨等人组织佛学研究会，会址就
设于精严寺藏经阁内，会中有大藏经以及各
种佛学书刊，设立阅览室备人阅读。该佛学
会的会务仍以僧人指导为主，受到精严寺的
大力支持，因此它的命运不同于其他佛学会
的“昙花泡影”。佛学研究会还定期举行讲

经会，范古农自任主讲，一时声名鹊起，在佛
学界广受好评。

范古农（1881~1951），字寄东，号幻庵，
笔名海尸道人，清末秀才，著名佛学家，浙江
嘉兴人。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于上海南
洋公学肄业，二十六年就读于杭州求是书
院。1907年东渡日本，留学于东京物理专科
学校。在日本与褚辅成、沈钧儒等交游，加
入同盟会。1910年归国，任嘉兴府中学堂监
督。1912年创办嘉兴县立乙种商业学校，任
校长。原本力主革命，与章太炎、鲁迅均有
交往，辛亥革命后转向佛学研究。1912年创
办嘉兴佛学研究会，1917年皈依宁波观宗寺
谛闲法师，法名幻修，又钻研唯识，是民国唯
识四大家之一。1927年，范古农出任上海佛
学书局总编辑，整理佛教文献，出版佛学丛
书，发行《佛学半月刊》。1947年以嘉兴月河
住宅为校舍，创立范氏小学（后改称私立月
河小学）。1951年病逝于上海。

这位和李叔同一样受过西学教育、具有
进步思想的范古农居士自然与日后的弘一
大师在思想上、心灵上有着诸多的契合之
处。1918年，决心出家的李叔同携友人开具
的介绍信专程至嘉兴拜访范古农，两人相谈
甚欢，亦有“相见恨晚”之意。初次见面之
后，李叔同就决定采纳范古农的建议，出家
后即来嘉兴精严寺佛学会研读经书，修持法
门。大师在给杭州友人的信件中也提到了
此次嘉兴之行。

1918年旧历九月廿八致堵申甫信——
……不慧将于下月初七日（旧历）之嘉

禾，寓嘉兴精严寺藏经阁，究心比尼……
又于 1918 年旧历十月初六致夏 丏

尊信——
……明晨第二次车准赴嘉兴。
从这两封信的内容可以确定，弘一大师

于灵隐寺戒满之后的十月初七清晨搭乘杭

州到嘉兴的第二班车到达精严寺，在藏经阁
挂单。

范古农在《述怀》一文中就弘一大师其时
的活动做过这样的描述：“会中佛书每部为之
标签，以便检阅……阁有清藏全部，亦曾为之
检理，住时虽短，会中得益良多。”可见大师于
佛学的精进努力。然而初出家的弘一大师仍
被在俗时的盛名所累，嘉兴当地不少有些名
望的人得知李叔同已经出家并在精严寺阅
藏，不免既好奇又兴奋，纷纷从四面八方赶
来，或为求见一面，或为求得片纸只字。这样
的“盛情”却让弘一大师犯难，据范古农所述：

“师与余商：‘已弃旧业，宁再作乎？’余曰：‘若
能以佛语书写，令人喜见，以种净因，亦佛事
也，庸何伤！’”依范古农的一番建议，弘一大
师自此开始以笔墨文字接应学人，在“诸艺皆
废”的情况下唯独保留了“书法”。

弘一大师驻锡精严寺的时间虽只有短
短一月左右，但这过程中书写了大量佛语经
句与人结缘，这批珍贵的墨迹被视为弘一大
师传扬佛学的“开山之作”。只可惜历经一
百多年时间，这些墨宝或已流失不传，或为
私人收藏未曾公布，现在所能见者可谓是寥
寥无几。笔者在翻阅了大量弘一大师（李叔
同）书画出版物后，有幸得见两件。

李绍莲（1878~？）原名李熏，天津名士，
曾就职于天津法租界盐业银行。与李叔同
同宗，年幼时两人意趣相投，常相过从，感情
笃厚。李叔同曾在出国留学前将妻儿托付
于李绍莲代为照看，出家后亦经常书信往
来，交流佛法。弘一大师曾在信件中用“相
知以心，亲逾骨肉”来形容两人间的感情，亦
经常嘱托学人蔡丏因为俗兄李绍莲寄去其
出家后的佛学著作。因此在出家后的“开山
之作”中，弘一大师将“南无阿弥陀佛”书赠
李绍莲，落款中又详细交代了出家后的行
程，算是对其天津的亲友作了一番交代吧。

堵福诜（1883~1961），字申甫，亦为申父，
号屹山，别号冷庵，浙江绍兴人，早年是光复
会成员。曾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书法教
师和舍监，此期间经李叔同介绍加入“南社”
和“乐石社”，也曾两度出任余姚县县长。
1924年受当时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张宗祥委托
赴北京补钞文澜阁残缺的《四库全书》。1953
年起被聘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李叔同
和堵申甫在任职浙一师期间相识，彼此间惺
惺相惜，交谊深厚。出家前，李叔同将自己在
虎跑大慈山定慧寺断食18天所记之《断食日
志》赠与堵申甫保存；出家后不久，即书《金刚
经》偈句赠其，可见两人交情之深。

以上两件作品均为弘一大师在驻锡精严
寺期间所书。从这两件作品的书风来看，当
时弘一大师的书法仍未脱去“魏碑”的气息，
方笔特征明显，几乎字字都给人以点画峻厚、
气势雄厚的强烈感觉。以此为始，弘一大师
之后的书风又经历了一次质的转变，日后大
师的书法渐渐褪去了“魏碑”之形，又得印光
大师的开导助缘，最后成就了“平淡、恬静、冲
逸之致”的“弘体”书法。再从这两件作品的
内容来看，一件为手书佛菩萨圣号，一件为佛
经偈颂。其时弘一大师经范古农一番建议
后，对“艺术”和“佛法”的关系作了更深刻的
思考，从此以后将“书法”“绘画”“写歌作曲”
等艺术形式视作一项“佛事”，或者说是弘扬
佛法的手法和媒介。大师晚年时候在厦门南
普陀寺佛教养正院讲《谈写字的方法》，就曾
将“书法”和“佛法”的关系阐释如下——

……这一次所要讲的，是这里几位学生
的意思，要我来讲关于写字的方法。我想写
字这一回事，是在家人的事，出家人讲究写
字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一次讲写字的方
法，我觉得很不对。因为出家人，假如只会
写字，其他的学问一点不知道，尤其不懂得
佛法，那可以说是佛门的败类。须知出家人

不懂得佛法，只会写字，那是可耻的。出家
人唯一的本分，就是要懂得佛法，要研究佛
法。不过出家人并不是绝对不可以将就写
字的，但不可用全副精神去应付写字就对
了。出家人固应对佛法全力研究，而于有空
的时候，写写字也未尝不可，写字如果写到
了有个样子，能写对子、中堂，来送与人，以
作弘法的一种工具，也不是无益的……

弘一大师在精严寺阅藏这一段时间，其
好友许幻园曾从上海专程来访，因此有大师
所谓的“在禾晤谈为慰”。许幻园是上世纪
二三十年代沪上新派诗文界的领袖人物之
一，与李叔同相识相交于 1899年，因许幻园
慕其才华，曾邀李叔同一家同住于“城南草
堂”。后与沪上文人袁希濂、张小楼、蔡小香
等人组成“天涯五友”，以切磋诗词文章为
趣。1902年，李叔同于南洋公学退学后，感
于当时风俗颓废，民气不振，又与许幻园、黄
炎培等人创设“沪学会”，开办补习科，举行
演说会，提倡移风易俗。李叔同于杭州任教
之后，两人间也只是偶有书信来往，见面晤
谈的机会甚少，这次挚友的到访，想来必定
是欢喜得很。此时的李叔同已不同过往，这
个曾经在许幻园夫人宋贞笔下“李也文名大
似斗，等身著作脍人口。酒酣诗思涌如泉，
直把杜陵呼小友”的才子，如今洗尽铅华、遁
入空门、精修律宗，这应该是出乎许幻园意
料之外，但细细想来又能理解其情其缘。

出家后的弘一大师衲衣芒鞋，褪去了
“艺术家”“教育家”的光环，从容论道；精严
寺阅藏的经历以及与范古农居士的交游，大
师视其为“宝贵”的收获。1931年前后，弘一
大师曾多次与学人蔡丏因、刘质平等提及再
来嘉兴“小住”的想法，只可惜当时的大师致
力于宁波五磊寺开办南山律学院，佛务繁
忙，终未能成行。因此，弘一大师出家后的
这次驻锡故乡的经历也就显得尤为珍贵。

如果要谈平湖的围棋史，那么，一定要
从平湖张氏说起。

马承昭在《当湖外志》中说：“吾湖张氏
族甚繁。”张氏是平湖四姓之一，居住时间极
长，至今仍是平湖境内第一大姓。

根据《张氏家乘》记载，南宋抗金名将张
浚六世孙张溥于南宋咸淳年间为淮阳节度
使判官，初居苏州。元兵渡江南下，张溥避
乱迁居嘉禾郡海盐县东北境芦川，平湖才开
始有了张氏。明宣德五年（1430）析县，芦川
划入平湖，于是张溥后代世为平湖人。

张溥生子张柏、张林。张柏子之后为张
氏北支，后裔大多居住金山。张林子张灿为
张氏南支始祖。元泰定四年（1327），张灿举
江浙行中书省试第一名，授池州路青阳县令，
元统中归隐独山，葬于独山。张灿后裔又析
为独山支、蒹葭围支、湖田村（湖田村也即河
田村，现独山港镇海塘村十房宅基）三支。

张氏十一世、张灿孙张迪，号静庵，明洪
武中由独山迁蒹葭围（现在的独山港镇周家
圩），从此聚族居此，张迪为蒹葭围始祖。蒹
葭围张氏世务农桑，耕读相伴，但家业也只
是一般。

蒹葭围张氏的发家始于二十世张长生。
顺治年间，张长生发现当时新港以南、

黄姑塘以北有数十顷荒荡地，问当地老百
姓，都说这些地种什么都不行，种麦不长苗，
种稻不抽穗，连种点姜葱蒜都不行，是盐卤
地，所以谁也不要。张长生听了暗暗高兴，
他知道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这块地没有经
过水利治理而已。于是，他低价买下了这数
十顷地，“乃相度地形，审求其水道，凿土疏
泉，募佃区种，期年而工埈”，通过治水肥田，
张长生的家产由一百亩增至数千亩。

康熙四十二年（1703），因为蒹葭围地方
多盗，治安不好，再居住下去怕不安全，所以
张长生命儿子张友德迁居到了当湖城南的
清水浜。张友德晚年又迁到了日晖漾北。

蒹葭围张氏迁到了当湖以后，家业大
兴，在当湖广置房产，南门清水浜有耜洲山
庄、婴山小园，在日晖漾有直方堂。

乾隆初年，平湖张家到了鼎盛时期，家
道隆兴，产业遍布当湖各处，成为有着雄厚
的经济实力的地方望族。

随着张氏经济上实力的增长，张氏在文
运上也开始逐步显赫。清中叶以前，与平湖
其他地方名门望族如陆氏、沈氏等家族的科
举兴盛不同，张氏家族中没有人中过举人或
进士。但隐于乡里的张氏仍坚持耕读不辍，
诗礼传家，终于厚积薄发。

张氏二十一世张峥，字如冈，邑庠生。
为人轻财重义，一诺千金，只要是族人有急
难，他从来二话不说，倾囊相助。清康熙戊
子年（1708）、己丑年（1709）间平湖水旱，他
捐出数百石大米，施粥受灾百姓。大灾之后
又有大疫，张峥又广施丹药治疗疫痢，受惠
百姓不可计数。可惜，他自己只活了四十岁
就英年早逝。不过，张铮生了八个儿子，个
个出色，都极有文采，马承昭的《当湖外志》
说“我湖所罕有也，当时有八龙之目”。张铮
的八个儿子分别是：张奕枢、张廷璇、张在
玑、张奕权、张在衡、张景阳、张龙光、张熊
弼。长子张奕枢，父亲过世后负担起家族责
任，延请老师培育诸弟，使他们相继游庠，自
己也是能文擅诗，著述丰富。八子中最出色
的是张景阳，乾隆六年（1741）拔贡，廷试又

得一等。张景阳一生酷爱读书，经史百家及
唐宋以来大家诗文，无不熟读，学识绝高，他
的诗文更是名满大江南北。

张氏二十三世张云锦，字龙威，号铁珊，
被人誉为“浙西才子”，参修《浙江通志》，清
代著名学者沈德潜自认是他学弟，对张云锦
的诗更是推崇备至。

张氏二十六世张金镛和张炳堃是亲兄
弟。张金镛字良甫，号海门，道光二十一年
（1841）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咸丰七年
（1857）擢翰林院侍讲。纵横文坛，为当时硕
儒名公所重，世称海门先生。张炳堃，字鹤
甫，号鹿仙，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翰林
院散馆之后，投笔从戎，受李鸿章、曾国荃器
重。张炳堃也好诗文，与兄张金镛齐名，当
时被称作“隔湖照墙、同胞翰林”。

历史上，张氏是吴郡四姓之一。而从元迄
清，平湖张氏则是经历了一个从相对沉寂到逐
步显赫的过程，就此绵延不绝，兴盛于后。

作为平湖的世家大族之一，张氏和其他
大族一样对平湖的经济繁荣、人文荟起、科
举兴盛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不过，在围
棋这个领域中，平湖张氏却是一枝独秀，远
胜于其他氏族。

据说平湖张氏五代善弈，至二十二世张
永年（按《三张弈谱序》中张永年是二十一世）
达到顶峰。张永年与长子张世昌、次子张世
仁在嘉兴围棋界有着“柘湖三张”的美誉。

张永年，是张长生之孙，张友德之子，字
丹九，号月骞，又号适庐老人，太学生，候选
州同，娶名族陆葇女儿，与弟张凤苞同居当
湖日晖漾直方堂。张永年后来又在宅东构
屋，中庭垒石为山，前植桂后载松，间以种种
花草，堂名“适庐”，取名源自庄子所谓“适己
之适而不适人之适也”。张永年为人豪放，
喜欢交结。当时，远近文人墨客都喜欢去他
家，甚至就住在他家，每天畅饮放歌，吟咏作
乐。据说，雍正四年（1726）的一天，张永年
与一些平湖文人名士畅饮于东湖边的水西
云坞，后来喝多了转移到湖口启元桥，正好
知县准备过桥，见他们放荡不羁的样子也只
得绕道而行。流连诗酒，不为旧礼所囿，也
算是那时江南文人士大夫们追求的典型风
度和生活方式。

张永年有两个儿子：张世昌、张世仁。
张世昌，字振西，号斅坡，又号健渔，太学生，
娶嘉善曹庭枢女为妻，著有《斅坡诗钞》，早
年留心声韵之学，求学于岳父之兄曹慈山。
张世昌喜好诗文，事双亲极孝。他八岁丧
母，后事继母，也能得其欢心，邻居家着火延
及他继母卧室，张世昌冒火将卧病在床的继
母救出。没两个月继母过世，自此，张世昌
每天守在父亲张永年身旁侍候，终日无倦。
晚上，张世昌一定要等到父亲安睡，亲手试
过父亲所盖被褥，直到张永年叫他退去才
退。据说有一次，张永年没叫儿子可以退就
睡着了，直到半夜醒来，张世昌还站在蚊帐
外呢。张永年生病，张世昌衣不解带服侍四
个月，父亲病愈，而张世昌自己却疾发而
卒。所以曹庭栋写了一副对联赞之：“平生
得意惟诗卷，到死难忘是孝心。”乾隆五十三
年（1788），朝廷旌表张世昌为“孝子”。

张世仁，字元若，一字园若，号香谷，又
号蒹葭散人，太学生。张世仁和兄长张世昌
一样性至孝悌，每日侍奉父亲，终身不远
游。他善弈工诗，对医学也极有研究，著有

《香谷诗钞》《弈谱》。
张世昌、张世仁兄弟俩友爱无间，相约

一生不析爨，不分家。两人将诗集合刻成一
本《对床吟》，并绘有《对床图》。

乾隆三十七年（1772），张世昌去世。袁
枚在他的《随园诗话》卷十四里记载：“平湖
张香谷，与其兄斅坡最友爱。斅坡殁后，香
谷逾年亦病；临终，有‘清魂同到梅花下’之
句。”家人将兄弟俩合葬在一起，墓周围种满
梅花。沈初给墓门题了一副对联：“十载联
床，夜雨寒灯酬唱影；千秋同穴，梅花明月去
来缘。”

当然，张永年、张世昌、张世仁父子三人
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们在围棋上的爱好
及成就。张永年晚年杜门托弈自娱，而两个
儿子张世昌、张世仁终身不远游，爱父所爱，
也喜围棋。张永年出于对围棋的热爱，也凭
借自家雄厚的经济实力请了当时国内最顶
尖的两大国手施襄夏、范西屏到家指导儿子
下棋。当然，张永年请两位棋圣来到平湖的
意义显然不止于教棋而已。来平湖不久，张
永年就撮合他们对弈决胜。按我国明、清之
际的习惯，高手相约，一般以十局棋争胜。
当年范西屏31岁，施襄夏30岁，正是精力充
沛，所向无敌之际。两人的当湖对垒，是对
两人棋力的一次最及时的检验。

施襄夏、范西屏在当湖张家教棋有多长
时间不是特别明确，不过施襄夏应该是住了
有两个月，想必这段时间也让他们与张氏父
子三人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从当年张世
昌、张世仁兄弟俩送别施襄夏的诗中，让人
体会到了深深地感激不舍之情。

张世昌《送施定庵归海昌》——
归帆初挂暑初消，草草杯盘话寂寥。
两月论心思浅夏，一时分手惜良宵。
梧桐影里离愁黯，络纬声中别梦饶。
预向西风订良会，临歧不用赋迢迢。
张世仁《仲夏同人集适庐送海昌施定庵

之吴门》——
又作匆匆别，临歧倍惘然。
论心刚匝月，聚首定何年。
卓午千林暑，斜阳两岸蝉。
西风渺余思，珍重上吴船。
经过当世两大高手调教，张氏父子据说

“棋达三品”，堪比当时的围棋国手。
当年，来向张世昌请教棋艺的人也非常

多，于是，张世昌直接用一首诗《客有问余弈
理者赋此答之》，将自己的下棋经历及心得
经验倾囊相告——

弱冠事游艺，家传余弈谱。
揣摩知几年，寝食共甘苦。
规矩安论今，局法不师古。
得心旋应手，张子名亦普。
郡邑少抗衡，谁能窥牖户。
坐令望风降，有墅莫肯赌。
比之谈垒初，曾不阶尺土。
吾谋争一先，彼气竭三鼓。
破围惯寻劫，开壁或持虎。
料敌每如神，通盘可略数。
往往决雌雄，羞与哙等伍。
君言不识此，未必无小补。
笔砚争良策，少壮力须努。
渊源贵秘授，黑白休问瞽。
庶几学业成，他时如倾吐。
一笑谢夙心，修文而偃武。
可惜，张世昌、张世仁兄弟俩都早于父

亲张永年而逝。“柘湖三张”去世后，张永年
孙辈张诰、张諴、张论、张诚四人将范西屏、
施襄夏与三张的授子对局，精选出了二十八
局，刊刻成《三张弈谱》一书传于后世。

当然，张氏家族擅长围棋的绝不止张永
年父子三人。张氏一族被称为是“五世善
弈”，族中同样热爱围棋的也人也非常多。

被誉为平湖张氏“八龙”之一的张氏二十
二世张奕枢，世居蒹葭围，擅长诗词也热爱围
棋，他存世的诗中有《围棋杂咏》七首，选其三
如下——

几净茶香瑟瑟风，纸窗演算运筹工。
开奁欲下心先怯，恐有阴符在袖中。

昼帘高捲局纵横，蛇窦沉积只雁行。
最是古松流水外，更无人听玉枰声。

谢公别墅惭非分，太守江东赌亦难。
任尔神机见河洛，问谁早悟是长安。
尽管没有什么书具体描写过张奕枢对

围棋的热爱达到何种程度，但是从这些诗中
能看到张奕枢平日里就爱以下棋消磨时间，

沉迷其中，有时自己都觉得有点过头了，怕
自己会玩物丧志，提醒自己要适可而止。不
过，正如孔子都说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难矣哉！不有博弈乎？为之，犹贤乎已。”没
事干的时候，下棋也真是挺好的事。

张氏二十四世张诰，是张世昌的长子，
字士周，号耜洲，太学生。张诰从父亲居住
的日晖漾直方堂迁到了清水浜，在陆光祖当
年的别业故址修筑了耜洲山庄，还在山庄内
建了士周书堂。张诰为人正直，表率乡里，
被人称为“尚义张君”。晚年，他就居住在耜
洲山庄，赋诗饮酒，当然，还伴有家族世代相
传的围棋爱好。他的《冬夜两儿读杜诗》写
出了自己的日常生活——

楸枰横几未收棋，日落西山客去时。
一盏青灯一壶酒，听儿夜读杜陵诗。
张世昌的二儿子张諴，字希和，号熙河，

乾隆四十二年(1777)举人。张諴生平好义
举，倡修文庙，建立同善会。张諴年轻时爱
好旅游，足迹遍布半个中国，中年后倦游居
家，垒石为婴山小园，整日吟咏其间。一般
来说，古代园林中，书斋、琴轩、棋亭之类都
是必不可少的。而在围棋世家子弟看来，想
必婴山小园也是下棋的好场所。再从“柘湖
三张”过世后，张諴将先辈们的棋谱整理刻
印出来看，他必然也是懂棋擅棋爱棋的。

当然，张世昌的三个儿子中，小儿子张
论是最痴迷围棋的，父亲过世以后，他在家
侍奉母亲，每天早晚和好友屈何焕对局。而
在屈何焕过世后，便再不下棋。

同治年间，张永年玄孙张金圻有《坐隐
居谈弈理》七古一篇——

乾隆之季施范鸣，条理始终集大成。
地灵人杰主宗盟，神乎技矣四筵尺。
瞬息万变斗机巧，疾逾鹰眼健鹰爪。
以征解征洵厅观，借劫酿劫谁分晓。
三江两浙数十州，大开旗鼓东南陬。
当湖客舍十三局，旁观当作传灯录。
念我先人雅好棋，棋中授受见而知。
从诗题“坐隐居谈弈理”中即可看出张

金圻不仅会下围棋，而且水平应该相当不
错，否则也很难“谈弈理”了。

综观上述，张氏一族被誉为“五代善
弈”，可谓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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