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湖建县不早，算是晚的，至
2030年才满600年。明宣德五年，也
就是公元 1430年，从古海盐县东北
境析出四个乡以“言湖之平也”而建
称“平湖”。

但平湖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在
武原、齐景、大易、华亭这四乡的土地
上，已经演绎了近六千年的文明史。
平湖士民聪慧淳朴，刻苦勤劳，赖以
地境安宁，风调雨顺，田地膏腴，又善
精耕细作，终以创造出一个闻名遐迩
的“金平湖”。“金平湖”下的优越，总
会有诸多令人啧啧称奇的事象发生。

一

平湖的文化事象似乎总是先跟
那水有关。而与水相关的大事件，总
是以湖的形式留诸于史。这不仅仅
是因为湖的博大精深。

建于秦代的第一个县城，因一次
突如其来的地动，加上暴风雨交加，
陷为湖泊，因湖中岛屿上柘树成林，
故称为“柘湖”。虽然经历沧海桑田，

柘湖慢慢淤涨为田，但“柘湖”却成了
平湖“家谱”里自己的第一个别称，其
后也雅称“柘上”，但人们还是挺喜欢
用“柘湖”，所以直到清代，人们把“棋
达三品”的张永年父子三人，合称为

“柘湖三张”。
时过 320年之后，已是东汉，位

于武原乡的第二个县治又遭到了强
海潮的侵蚀，结果一夜之间陷为湖
泊，名为“当湖”。历史上的当湖面积
很大，浩渺烟波，当然终因沧海桑田，
后来也慢慢淤涨为田，直到宋代才消
失。所以将“当湖”作为平湖县名的
第二个别称，也是为了显示文化渊源
的悠久深远。

说“当湖”是平湖的一张文化名
片，也不过分，因为“当湖”这个因子
已经渗入到平湖的骨子里头去了。
囊括平湖地方文献的大型汇集，当然
要冠以“当湖”二字，故名《当湖文
系》；汉水上的迎恩桥重建时也要名
之为“当湖第一桥”；作为“天下第一
清廉”和“理学儒臣第一”的陆稼书，
在外为官，人家直接将这位受人敬仰
的平湖人称作“陆当湖”。至于范西

屏与施襄夏在平湖对弈的棋局，自然
而然地被称为“当湖十局”了。

平湖建县后的县城就设在当湖
镇。面对自然地形，我们不得不佩服
造化的绝妙设计。在城东置一东湖，
如同平湖标致的脸上扑闪着黑亮的
大眼睛，已足以使人感到炯炯有神和
灵气活现。但还不够，它还要在湖的
四周逐一布置九支活生生的水脉，更
令人叫绝的是，在湖中央布设了至今
仍叫我们觉得不可或缺的三个水洲，
鹦鹉洲、大瀛洲、小瀛洲让平湖人的
家里珍藏了三颗璀璨的明珠。

在东湖水岸构筑景致别业，最早
是从宋代开始的，但在明清两代最为
兴盛。家境殷实又好文善弈的张氏，
当然也不会缺席，在鹦鹉洲对面的西
岸建了座别有一番景致的张园，是下
棋的好去处。范、施两位大国手在南
河头日晖漾授棋又对弈，然后再移盘
到张园对垒，实为美丽的东湖又增添
了神奇的色彩。时过280年后，在张
园原址上新建当湖十局围棋公园，与
其说是命中注定，不如说成那“十番
棋”的巨响在召唤。

如今，平湖所有的家当似乎都应
该跟这个东湖紧密关联着，扯不断，
拉不尽。九派河港就是平湖舒畅的
脉络，贯穿县境内554平方公里的整
个沃野，串联着众多的水荡河塘，使
得这片膏腴的田野和厮守着它的黎
民永葆滋润和鲜嫩。九龙港汇聚的
东湖就像是活扑扑的心脏，我们的繁
衍和蓬勃就是因为它的跳动而充满
了活力。东湖水系的纵横交错绘成
一张偌大的棋谱，摆走着世代居民的
生活棋子。

二

范西屏和施襄夏两人都是海宁
人，而不是平湖人，但“当湖十局”发
生在平湖，而不是他俩的家乡海宁。

说来有趣，中国棋院首任院长陈
祖德在写完《当湖十局细解》作自序
时还以为范、施两人是平湖人，后来
发现并非如此，所以在 2012年出版
《中国围棋古谱精解大系》时将《当湖
十局》里的这篇自序进行了更正。棋
圣聂卫平知道范、施两人是海宁人，
因而一直误认为“当湖十局”发轫于
海宁，直到 2011年来到平湖后才发
现自己错了，所以挥毫写下了“当湖
十局出平湖”等二十八字。

当湖十局出平湖，貌似偶然，实
为必然。

康乾时期，国力鼎盛，围棋发展
达到了顶尖高峰。江南之地，经济繁

荣，文风浓烈。发生“当湖十局”的同
一时期，海宁与平湖一样也富庶发
达，棋风亦盛，高手林立，也有富裕好
弈之家邀范或施授棋，但没有一个人
能够鼎力撮合范、施两位大师坐下来
面对面对决，而且一连下了13局，但
平湖的张永年做到了。所以“当湖十
局”后来的行世与扬名，当然首先得
要归功于张永年。

此即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对
此，我们不禁还要连续六个发问：

——张永年为什么要扯上围
棋？因为他生于善弈世家，喜欢围
棋，而且喜欢得甚至于被荐举孝廉也
坚辞不就，潜居于日晖漾旁的直方堂
里一心一意地弈棋自娱。他有这个
追求。

——张永年为什么要请人教
棋？因为他为了那两个同样喜欢围
棋的儿子，希望能够提高棋艺水平，
自己也想再棋高一着。他有这个执
着。

——张永年为什么要请顶级国
手来授棋？因为他自己已经“棋达三
品”，也算得上是个高手，而且张家家
境殷富。他有这个经济实力。

——张永年为什么能够请得到
范、施两位国手来家授棋？因为他在
江南一带有点知名度，又广为结交同
道弈友。他有这个人脉资源。

——张永年为什么能够成功说
服范、施在当湖对弈十番棋？因为他
凭着自己的个人魅力和活动能力，执
意要促成这件美事。他有这个超凡
本事。

——张永年为什么要记录下
范、施对弈的“当湖遗图”？因为他
已经意识到了这“十番棋”必定不同
凡响，而且影响深远。他有这个眼
光。

平湖文化事象的奇崛，还远不止
一个“当湖十局”。仅在清代，还有几
个在平湖发生的文化大事件，在国内
甚至海外具有重大影响，只不过平湖
人自己不太喜欢张扬，以致知晓率不
高，所以有必要在这里暂且张扬一
番。一是“陆陇其入祀孔庙”，雍正二
年（1724）清廷诏谕陆陇其从祀孔庙，
历代立祀孔庙的先贤先儒总共 156
人，清代只有10人，而平湖人陆陇其
是清代第一位从祀孔庙的先儒入列
者，其牌位列于东庑南部，这是对这
位平湖人嘉言懿行的至高评价。二
是“第一奇书《雪月梅》”，乾隆四十年
（1775）平湖人陈晓山完成了我国第
一部以明代抗倭“沈庄大捷”为背景
的白话章回体长篇小说《雪月梅》，他
和曹雪芹是同一时期的小说家，与曹
雪芹几乎同年出生，他的长篇小说动

笔要比《红楼梦》晚，成书却早了 9
年，刊行更要早上 16年，并且与《红
楼梦》一样自乾隆年间以来一版再
版，最终同被列进“中国百部优秀古
典小说”。他和“兰陵笑笑生”一样都
是以明代嘉靖年间为故事背景，采用
与《金瓶梅》一样的手法给小说命名，
但因冲击礼教大防而被清代列为禁
书。三是“红楼出海”，乾隆五十八年
（1793）从乍浦港起航抵长崎港的南
京寅贰番船装载了六十七种中国图
书，其中第 61种便是《红楼梦》九部
十八套，这是迄今为止《红楼梦》传至
海外、走向世界的最早记录。四是

“开红学风气之先”，道光五年（1825）
“红学始盛于浙西”的三大代表性人
物之一、平湖新仓人黄金台写就了
《读红楼梦图记》一文，确立了他作为
我国二百多年红学研究奠基者的地
位，这是迄今为止发现平湖人士研究
《红楼梦》最早的文章。五是“平湖派
琵琶艺术”，光绪二十一年（1895），琵
琶艺术家李芳园编辑出版了《南北派
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世称“李氏
谱”），标志着平湖派琵琶艺术的定
型，成为我国琵琶艺术五大传派中影
响最大的流派之一。

文艺创作，古时首推“诗言志”，
而平湖在古典诗词的生发上，一直风
起云涌。清代平湖新埭人沈季友所
编《槜李诗系》和平湖人胡昌基所编
《续槜李诗系》，收录汉代至清嘉庆年
间嘉兴历代诗人作品，其中平湖籍
500余人。如果加上此两集未收录
的诗集，平湖人的诗集多达 3000余
种，诗作总量保守估计在 30万首以
上，真可谓“诗没平湖”。

至于文化娱乐，首称“琴棋书
画”，平湖则样样不缺，而且都是出手
不凡。论“琴”，平湖派琵琶已被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论

“棋”，“当湖十局”无出其右，平湖被
中国围棋协会授予“中国围棋之乡”
称号，成为嘉兴市唯一一个被授予该
称号的县市；论“书”，陆机的《平复
帖》被誉为“法帖之祖”，李叔同的“弘
体”无人企及，陆维钊的“蜾扁体”独
步古今书坛，陈巨来因“元朱文”篆刻
被誉为“三百年来第一人”，因而平湖
被评为“中国书法之乡”；论“画”，历
代画家迭出，明代有宫廷画家朱端，
清朝画家胡湄作品影响日本画坛，吴
一峰为探索山水画变革最富成果的
画家之一。除此之外，曲艺“平湖钹
子书”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名录，雕刻“平湖西瓜灯”和舞
蹈“平湖九彩龙”已被列入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琴之神、书之韵、画之魂，代表了

平湖的一种文化精神，而棋之道，法
天像地，参悟人生之品，上升到了精
神的哲学层面。

三

平湖境内有山，但不大也不高，
濒海之处的九龙山脉，其主峰陈山不
过海拔165米，其余独山、马山、土山
皆为低丘，县城里也有案山，只不过
是人工堆土而已。但“当湖十局”直
插云霄，高高地矗立在秀丽的当湖之
上、平湖人的心目之中。

范、施两位棋圣在中国棋坛上称
雄了四十多年，天下无人能够匹敌，
是清代弈林同领风骚的巨匠，是整个
围棋发展史上并峙的两座高峰，他俩
把中国围棋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水
平。而生为同乡、年龄相仿、同出一
师、风格迥异的范、施两人，成名后极
少火拼对弈，即使对局也不留棋谱，
唯有在当湖留下了十三局，而且幸运
地流传下来十一局。“子落惊风雨，局
成泣鬼神！”“当湖十局”下得惊心动
魄，气势磅礴，杀法精紧，无与伦比，
是范西屏、施襄夏一生中最精妙的绝
诣杰作，也是我国古代座子局中的登
峰造极之作，在围棋界获得赞誉无
数，让后世棋手顶礼膜拜。后世评价
之高几乎一致：“虽寥寥十局，妙绝千
古”“落子乃有仙气，此中无复尘机，
是殆天授之能，迥非凡手可及”“劲所
屈盘，首尾作一笔书，力量之大，非范
施相遇，不能有此伟观”……因此，
范施有才，天地有情，平湖有幸。“当
湖十局”是围棋之幸，不仅是平湖之
幸，也是中国之幸，更是世界之幸！

“当湖十局”也曾沉寂 140 年，
但终究因为它的精深微妙和丰沛之
泽，绝不会枯竭，相反流淌得更为长
远，就好像汉水汇入当湖，又经三泖
之水，注入长江，走向海洋，走向世
界。而在它的生成发源地，在“当湖
十局”诞生 270 周年之后，十年间几
乎每年都有重大活动，围棋元老邀请
赛、古李十番棋、中国围甲联赛、
CCTV电视围棋快棋赛、亚洲电视围
棋快棋赛，风起云涌，赛事不断，“当
湖十局”的血脉通畅奔流，焕发生
机。就在“当湖十局”诞生 280周年
之际，“当湖十局”围棋公园在范、施
对弈原地竣工呈现，成为天下棋手与
棋迷的朝圣之地、传承基地、旅游胜
地，中日围棋快棋冠军对抗赛、春兰
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都在此发出
耀眼的闪光。

源远流长的“当湖十局”，终与山
水共鸣，与天地长存，与日月同庚。

当湖十局，山高水长
——《围棋与平湖》代序

■■ 邓中肯邓中肯

（作为中国围棋协会《围棋与名城》丛书之一的《围棋与平湖》一书
已由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书海出版社于2022年9月出版）

士多作赋之才，人擅采香之句。
萃菁英于湖上，追前哲之风流。
效元白之唱酬，续佳话于东湖。

这几句诗摘自清咸丰年间（1851—
1861）平湖诗人沈金藻的《洛如嗣音集小
引》。中国是“诗之国”。明末清初以来，平
湖一带文风鼎盛，诗人辈出，为延续本地文
脉，蹈袭前人风范，志同道合者每每聚而唱
酬，一时浮想联翩，佳作迭出。诗赋立志，词
文抒情，一起吟风弄月踏歌而行者往往为同
一诗社中人，又因诗社相继而起且各具风
采，平湖风雅之名不胫而走。这中间尤显突
出者，是“洛如吟社”的社诗总集《洛如诗
钞》，由著名诗人朱彝尊选定并被《四库全书
总目》著录。依循诗社群落的发展脉络，当
时的平湖诗社先后有修竹庐诗社、忘机吟
社、兰社、红藕花馆吟社、高年会、真率会、洛
如吟社、竹林诗社、赓花诗课、艺舫诗课、续
洛如诗社、洛如嗣音诗社等，可见诗才荟
萃，诗风蔚然。

“修竹庐诗社”是清初平湖最早出现的
诗社之一，其成员主要有姚牲、张若羲、吴
骐、董俞等人。姚牲，号旃麓，清顺治时诸
生。金山人，入籍平湖。与张带三、吴日千、
董樗亭辈饮酒赋诗，为忘形交。著有《修竹
庐稿》。

清顺治元年（1644），李天植在乍浦发起
创立一个布衣诗社，也即“忘机吟社”。“忘机
吟社”的其他成员主要有宋咸、陆锡礼、陆钦
明、朱九先、倪端、时圣传、周宏起等人。民
国杨钟羲《雪桥诗话三集》卷一云：“龙湫山
人李潜夫作忘机吟社，往来皆布衣有声者。”
诗社诸人彼此间既重文墨，更在乎道义性
情。“忘机”何谓？不再有巧诈的心思，与世
无争。从其社名不难料想，吟诗赏景，坐啸
林泉，正是“忘机吟社”成员共同追求的旨

趣。有《忘机吟社月令诗》行世。
“忘机吟社”的余绪便是“兰社”与“红藕

花馆吟社”。顺治十一年（1654）秋，面对“忘
机吟社”大部分成员星散四处又声息杳然，
诗人王涟在乍浦创结“兰社”，主要成员有李
天植、陆亦樵、顾伦儒等。王涟从李天植游
学数年，其诗文意气称盛一时。李天植《蜃
园诗后集》有《兰社初集，亦樵邀过砚阿同诸
子限韵》《九日，兰社诸君再集朱史公斋，登
独山，余因卧病不赴，次以社集见贻，率有此
答》等诗，可见“兰社”成员笑傲山水、诗词唱
和的情形。嘉庆元年（1796），乍浦钱椒父子
等数十人发起成立“红藕花馆吟社”。钱椒
父子筑书斋于黄山，名娱榆堂，广植花木，藏
书数万卷，又辟其地为别墅，啸歌其中。《两
浙輶轩续录补遗》卷五载：“（钱椒）公品诣高
雅……结红藕花馆吟社，相与唱和者，恒数
十人。”

江山代有才人出，在承上启下的过程
中，活跃于清康熙四十五年至四十六年间
（1706—1707）的“洛如吟社”，无疑是影响最
大的一个诗歌社团。“予举洛如诗会，在丙戌
（1706）之春，湖中尚多名宿。”这是陆奎勋序
叶之溶《小石林诗二集》中的一句夫子自道，
显然，“洛如吟社”的主要举事者即是陆奎
勋。而从陆奎勋的侄子陆载昆《约言五则》
所言的“丙戌春，读书西皋，群从昆弟约为洛
如之会”看，“群从昆弟”，是指堂兄弟及侄子
辈，可见“洛如吟社”是以陆氏兄弟子侄为主
要成员而开展的，有人做过统计，“陆氏凡十
二人”。陆氏之外还有二十八位诗人，其中
沈氏有七位。至于诗社的称谓，是源自唐冯
贽的《云仙杂记·洛如花》：“吴兴山中有一
树，类竹而有实，似荚状。乡人见之，以问陆
澄。澄曰：‘名洛如花，郡有文士则生’。”诗
社活动头尾凡三年，先后赋诗两千两百余
首，汇诗成集为《洛如诗钞》六卷。《四库全书

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四“总集类存目四”
云：“《洛如诗钞》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
朝朱彝尊选录，陆奎勋编次。此集皆康熙丁
亥平湖人社集之作。”

由于“洛如吟社”在当地及周边的声望，
虽时过境迁，仍屡有余风遗响。而“续洛如
诗社”与“洛如嗣音诗社”，顾名思义，当是
后来者对“洛如吟社”的承接与延续。续洛
如吟社活动于雍正年间至乾隆二三十年
间。诗社由张云锦发起，成员有于东昶、叶
銮、马恒锡、张诰、方树本等人。《清诗纪事》
引李调元《雨村诗话》评张云锦云：“平湖诗
人张铁珊云锦（云锦号铁珊），少年工诗，为
洛如诗社领袖。”亦有社诗集，如张云锦选编
《续洛如诗钞》二卷、马恒锡选编《再续洛如
诗》一卷等。时至咸丰初，从直隶按察使任
上辞官回平的朱壬林有感于诗坛衰落日甚，
发出了“洛如风雅音谁嗣，心折韦郎五字诗”
的感叹，期望后贤能传承先哲，重振风雅。
于是，丁彭年、沈金藻等人又再举“洛如嗣
音诗社”。“嗣音”者，承嗣前响也。《两浙輶
轩续录》卷三十二：“（丁彭年）君少好吟咏，
才华清俊。尝举洛如嗣音诗社，扬风扢雅，
一时称盛。”据记载，首次社集，觞咏于东湖
之上，推沈金藻主其事，朱壬林为诗社选
政，并以《沈园秋禊图》为题，限韵赋诗。沈
金藻后来在为同社中人陆超升的诗集《甪
西吟榭诗钞》所作的序中说：“忆春秋佳日，
吟花醉月，跌宕琴樽，昔日游宴之所，若南
田贾氏餐霞仙馆、翰溪蒋氏瘦藤书屋、北城
顾氏横山草堂、鸣珂里崔氏怡云书屋、晚萝
浜丁氏西沤吟榭、东湖徐氏湖天一碧楼、西
城陆氏甪西吟榭及余家紫茜山房，尤为裙
屐数径，觞吟屡集。”诗人们“跌宕琴樽”、醉
赏烟水，一派风景雅集的诗意风光足可想
见。

另外还有如康熙丁未时的“赓花诗课”

及后来的“艺舫诗课”，都与张云锦大有关
联。王大经序郁载瑛《味雪斋诗钞》云：“盖
吾邑自陆雅坪阁学始为东湖倡和集，其后陆
君渔沧举洛如吟社，觞咏之集盛于一时，张
君铁珊艺舫继之，虽胜流稍逊于前，而遗风
犹云未坠。”咸丰至同治间的“竹林诗社”，著
有《躬厚堂诗录》的张金镛主其事。

限于篇幅，这个时段其他的一些诗社组
织就不一一概述。但应该说明的是，上述诸
诗社在人员组成上除了趣味相投外，还有一
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家族性与彼此间的姻亲
关系。最典型的莫过于张培源、陆奎勋与张
云锦。张培源是“洛如吟社”的成员，是张云
锦的父亲，而陆奎勋则是张云锦的舅舅，诚
所谓“一脉相承”。张云锦在《艺舫试帖新

编》的自序中就曾这样说道：“余于诗，沉湎
濡首垂三十年，幼从检讨陆堂舅氏，与赓花
诗课，备聆绪言试帖，习之已久，四方友人及
同里诸君不弃樗栎，往往拉为倡和，或就余
商榷，积有诗若干首外，钞录诸君作若干首，
儿子泰震、晋丰、侄彭亦附若干首，存诸几
案。”如此这般，诗社的出现、延续及诗风就
不难料想。另一特点是诸诗社的活动地点
相对集中，基本上是在东湖、乍浦这几个人
文渊薮的重要地区。而在吟唱内容上，则大
致以寄意山水、怡养性情为宗旨。也是流风
余韵不绝如缕，乃至在赓续之中呈发扬光大
之势，时至今日，“鹉湖诗社”“案山诗社”“八
月诗会”等，诗才辈出，佳作纷呈，既前后辉
映，又各有千秋。

——清代平湖诗社
■■ 金 星

东湖唱和擅清吟

旧时东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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