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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浮生六记》是清朝沈复的自传体散文小说，一本际遇曲折离奇的小说。
它遇到了杨引传、俞平伯、林语堂诸位先生，被发现、出版，也翻译成多国语言，蜚声国际；被改编
为广播剧、舞台剧表演，感人肺腑，赚人热泪。
俞平伯先生作序说：“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
精微的痕迹。
”这是公认最适切的赞辞。
林语堂先生在英译序中说：“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
”可谓对个中人物最高贵的称许。
可惜的是沈复用如此纯朴真挚的文笔，写出来的动人佳作，竟然不幸遗失了最后两篇——《中山记历
》、《养生记道》。
所以，林语堂先生在序文末尾曾寄予渺茫的希冀说：“我在猜想，在苏州家藏或旧书铺一定还有一本
全本；倘然有这福分，或可给我们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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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事如春梦了无痕”。
然而，用敏感的心灵细细同味，再久远的事情也会依稀币现。
大概人生总是不得完美，借生命的重温以获取一些活泼的暖意。
清乾隆年间，一位不那么有名的书生沈复，用简约俊逸的文字，回忆自己的纯真少年和忧患中年，记
录那段时光里所经历的闺房之乐、坎坷之愁、闲情之趣，浪游之快⋯⋯处处流露不随人是非的市美眼
光和浪漫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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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正值太平盛世，且在衣冠之家，居苏州沧浪亭畔。
天之厚我，可谓至矣。
东坡云：“事如春梦了无痕”，苟不记之笔墨，未免有辜彼苍之厚。
因思《关雎》冠三百篇之首，故列夫妇于首卷，余以次递及焉。
所愧少年失学，稍识“之无”，不过记其实情实事而已。
若必考订其文法，是责明于垢鉴矣。
余幼聘金沙于氏，八龄而夭。
娶陈氏。
陈名芸，字淑珍，舅氏心余先生女也。
生而颖慧，学语时，口授《琵琶行》，即能成诵。
四龄失怙，母金氏，弟克昌，家徒壁立。
芸既长，娴女红，三口仰其十指供给，克吕从师，修脯无缺。
一日，于书簏中得《琵琶行》，挨字而认，始识字。
刺绣之暇，渐通吟咏，有“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之句。
余年十三，随母归宁，两小无嫌，得见所作，虽叹其才思隽秀，窃恐其福泽不深，然心注不能释，告
母曰：“若为儿择妇，非淑姊不娶。
”母亦爱其柔和，即脱金约指缔姻焉。
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
是年冬，值其堂姊出阁，余又随母往。
芸与余同龄而长余十月，自幼姊弟相呼，故仍呼之日淑姊。
时但见满室鲜衣，芸独通体素淡，仅新其鞋而已。
见其绣制精巧，询为己作，始知其慧心不仅在笔墨也。
其形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
一种缠绵之态，令人之意也消。
索观诗稿，有仅一联，或三四句，多未成篇者。
询其故，笑曰：“无师之作，愿得知己堪师者敲成之耳。
”余戏题其签日“锦囊佳句”。
不知夭寿之机，此已伏矣。
是夜，送亲城外，返已漏三下，腹饥索饵，婢妪以枣脯进，余嫌其甜。
芸暗牵余袖，随至其室，见藏有暖粥并小菜焉，余欣然举箸。
忽闻芸堂兄玉衡呼曰：“淑妹速来！
”芸急闭门曰：“已疲乏，将卧矣。
”玉衡挤身而入，见余将吃粥，乃笑睨芸曰：“顷我索粥，汝日'尽矣'，乃藏此专待汝婿耶？
”芸大窘避去，上下哗笑之。
余亦负气，挈老仆先归。
白吃粥被嘲，再往，芸即避匿，余知其恐贻人笑也。
至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花烛之夕，见瘦怯身材依然如昔，头巾既揭，相视嫣然。
合卺后，并肩夜膳，余暗于案下握其腕，暖尖滑腻，胸中不觉怦怦作跳。
让之食，适逢斋期，已数年矣。
暗计吃斋之初，正余出痘之期，因笑谓曰：“今我光鲜无恙，姊可从此开戒否？
”芸笑之以目，点之以首。
廿四日为余姊于归，廿三国忌不能作乐，故廿二之夜即为余姊款嫁。
芸出堂陪宴，余在洞房与伴娘对酌，拇战辄北，大醉而卧，醒则芸正晓妆未竟也。
是日，亲朋络绎，上灯后始作乐。
廿四子正，余作新舅送嫁，丑末归来，业已灯残人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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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然人室，伴妪盹于床下，芸卸妆尚未卧，高烧银烛，低垂粉颈，不知观何书而出神若此。
因抚其肩曰：“姊连日辛苦，何犹孜孜不倦耶？
”芸忙回首起立曰：“顷正欲卧，开橱得此书，不觉阅之忘倦。
《西厢》之名，闻之熟矣，今始得见，真不愧才子之名，但未免形容尖薄耳。
”余笑曰：“唯其才子，笔墨方能尖薄。
”伴妪在旁促卧，令其闭门先去。
遂与比肩调笑，恍同密友重逢。
戏探其怀，亦怦怦作跳，因俯其耳曰：“姊何心舂乃尔耶？
”芸回眸微笑。
便觉一缕情丝摇人魂魄，拥之入帐，不知东方之既白。
芸作新妇，初甚缄默，终日无怒容，与之言，微笑而已。
事上以敬，处下以和，井井然未尝稍失。
每见朝暾上窗，即披衣急起，如有人呼促者然。
余笑曰：“今非吃粥比矣，何尚畏人嘲耶？
”芸曰：“曩之藏粥待君，传为话柄；今非畏嘲，恐堂上道新娘懒惰耳。
”余虽恋其卧而德其正，因亦随之早起。
自此耳鬓相磨，亲同形影，爱恋之情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
而欢娱易过，转睫弥月。
时吾父稼夫公在会稽幕府，专役相迓㈩，受业于武林赵省斋先生门下。
先生循循善诱，余今日之尚能握管，先生力也。
归来完姻时，原订随侍到馆，闻信之余，心甚怅然，恐芸之对人堕泪。
而芸反强颜劝勉，代整行装。
是晚，但觉神色稍异而已。
临行，向余小语曰：“无人调护，自去经心！
”及登舟解缆，正当桃李争妍之候，而余则恍同林鸟失群，天地异色！
到馆后，吾父即渡江东去。
居三月，如十年之隔。
芸虽时有书来，必两问一答，半多勉励词，余皆浮套语，心殊怏怏。
每当风生竹院，月上蕉窗，对景怀人，梦魂颠倒。
先生知其情，即致书吾父，出十题而遣余暂归，喜同戍人得赦。
登舟后，反觉一刻如年。
及抵家，吾母处问安毕，入房，芸起相迎，握手未通片语，而两人魂魄恍恍然化烟成雾，觉耳中惺然
一响，不知更有此身矣。
时当六月，内室炎蒸，幸居沧浪亭爱莲居西间壁，板桥内一轩临流，名日“我取”，取“清斯濯缨，
浊斯濯足”意也。
檐前老树一株，浓阴覆窗，人面俱绿。
隔岸游人往来不绝，此吾父稼夫公垂帘宴客处也。
禀命吾母，携芸消夏于此。
因暑罢绣，终日伴余课书论古、品月评花而已。
芸不善饮，强之可三杯，教以射覆为令。
自以为人间之乐，无过于此矣。
一日，芸问曰：“各种古文，宗何为是？
”余曰：“《国策》、《南华》取其灵快；匡衡、刘向取其雅健；史迁、班固取其博大；昌黎取其浑
；柳州取其峭；庐陵取其宕；三苏取其辩，他若贾、董策对，庾、徐骈体，陆贽奏议，取资者不能尽
举，在人之慧心领会耳。
”芸曰：“古文全在识高气雄，女子学之恐难入彀，唯诗之一道，妾稍有领悟耳。
”余曰：“唐以诗取士，而诗之宗匠必推李、杜，卿爱宗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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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芸发议曰：“杜诗锤炼精纯，李诗潇洒落拓。
与其学杜之森严，不如学李之活泼。
”余曰：“工部为诗家之大成，学者多宗之，卿独取李，何也？
”芸曰：“格律谨严，词旨老当，诚杜所独擅；但李诗宛如姑射仙子，有一种落花流水之趣，令人可
爱。
非杜亚于李，不过妾之私心宗杜心浅，爱李心深。
”余笑曰：“初不料陈淑珍乃李青莲知己。
”芸笑曰：“妾尚有启蒙师白乐天先生，时感于怀，未尝稍释。
”余曰：“何谓也？
”芸曰：“彼非作《琵琶行》者耶？
”余笑曰：“异哉！
李太白是知己，白乐天是启蒙师，余适字'三白'，为卿婿，卿与'白'字何其有缘耶？
”芸笑曰：“'白'字有缘，将来恐白字连篇耳(吴音呼别字为白字)。
”相与大笑。
余曰：“卿既知诗，亦当知赋之弃取。
”芸曰：“《楚辞》为赋之祖，妾学浅费解。
就汉、晋人中，调高语炼，似觉相如为最。
”余戏曰：“当日文君之从长卿，或不在琴而在此乎？
”复相与大笑而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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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5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当天应该是星期六，我在南京朝天宫古玩市场一个较偏的地摊上，淘得一册
破烂的旧写本，封面题着“记事珠”三个字，内中字迹漂亮，文字有涉及金石书画的内容。
当时，天还没有亮透，光线不太好，打亮小手电筒，我才能草草看清其中的文字。
起初，我认为这有可能是一个民国时的杂稿本。
摊主听我是外地口音，连连说本子破烂，字却写得很好，开价很高。
通过讨价还价，我还是花了高于当时地摊价格数十倍的价钱，才买下了这册破烂的写本。
《记事珠》买回后，我审阅字迹与内容，经过大体查证，基本认定是清代中期学者钱泳的笔记本，为
钱氏亲笔手写稿。
随后，将其呈送著名古文献专家、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教授审鉴，辛教授也认同我的查证结果。
2006年，我把这部手稿送到了中国书店春季书刊资料拍卖会上去拍卖，辛德勇先生在其所写的《钱泳
〈记事珠〉稿本经眼识略》(刊《收藏·拍卖》2006年第4期)中指出：“而这册手稿，内容包括钱泳起
草的函稿、诗稿、金石书画题跋稿、琐事杂记、清朝使节的出使行记、甚至师友居所记录等诸多内容
。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在这次拍卖中，《记事珠》流拍了。
这却为我后来侥幸发现《浮生六记》卷五的佚文提供了机会。
2006年春拍，看预展的收藏者确实不少，却没有发现《记事珠》中有《浮生六记》卷五的佚文。
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当时的《记事珠》稿本，破破烂烂，确实不便翻阅。
大家都是爱书之人，为了仔细翻阅其内容，而造成对原书更加严重的损坏，应该有些于心不忍。
另外，每年的春拍场次多，拍品多，收藏者不可能有时间与精力对每件拍卖品都深入研究。
这次流拍以后，笔者请天津市古籍版本专家张振铎老先生指导，将破烂的《记事珠》稿本大体分为杂
记、金石字画、《履园丛话》草稿与信札底稿四个部分，张老还为其题写了“钱梅溪手稿”书签。
同时又请北京琉璃厂胡振方师傅(胡师傅是已故文物界前辈胡介眉先生的公子)将其装裱成经折装四册
，这样比较便于翻看。
此后一有时间，我就对这部手稿上的内容逐页查考。
当时这样做的目的，只是想找些卖点出来，好再次交给拍卖公司去拍卖。
大概在2007年秋季，查考“杂记”册之《册封琉球国记略》时，见其中载有齐鲲、费锡章、吴安邦与
沈复几位清代人物，逐一查实其人其事后，我就“大胆设想”，瞎猜钱泳所抄录的有关嘉庆十三年出
使琉球的经历见闻，会不会是沈复《浮生六记》卷五的佚文呢？
有了这个想法后，我就开始“小心求证”，把钱氏在《记事珠》中抄录的所有关于琉球国的资料，认
真仔细地看了几遍。
我反复阅读其中记述琉球红衣馆(妓院)、红衣人(妓女)的文字，字数虽然不多，但是写得比较大胆。
我认为齐、费、吴三位朝廷官吏，当时是不敢这样写的，而“沈三白名复者”却大有可能这样干。
继续逐页查考，又发现了钱泳自撰的《浮生六记》的笔记条目，使我进一步认定自己的猜测有了点依
据，决定继续朝着《浮生六记》卷五佚文的方向深入考证。
现在，太平盛世，网络资讯发达，条件很好。
我网购来二十多种不同版本的沈复《浮生六记》仔细阅读，又网购得台湾高雄师范大学蔡根祥教授的
大著《〈浮生六记〉后二记〈中山记历〉、〈养生记逍〉考异》一书(2007年9月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
有限公司初版本)，认真拜读后，确知沈复《浮生六记》卷五原文尚未找到。
对《浮生六记》相关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后，我从语言与行文特色方面，将钱泳抄录的与琉球国相关
的资料和《浮生六记》前四卷对比，还查实钱泳仅长沈复四岁，为同时代的文人，嘉庆五年(1800)以
后，他们两位都住在苏州，可视为同乡。
有了这些可靠的资料信息后，我在2008年初即认定钱泳抄录的《册封琉球国纪略》来自沈复《浮生六
记》卷五，是极有可能的。
接着又相继搜得陈寅恪、俞平伯、林语堂、郑逸梅、俞国基(台湾)、陈毓罴、冯其庸、江慰庐、章培
恒、骆玉明、张蕊青、黄强与韦明铧等学者所写的关于《浮生六记》的绝大部分文章，继续研读和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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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我这人做事比较执着。
我去国家图书馆复印俞平伯老的大文《德译本〈浮生六记〉序》(载《学林漫步》第八集，1983年4月
中华书局版)，前后就跑了三趟。
第一趟，这册《学林漫步》第八集有人在看，我没能借到。
第二趟，我到国家图书馆时，已经下午四点多了，工作人员说不能借书了。
第三趟，我选在周一早晨七点去的，耐心静候了好一阵子，等到工作人员一上班，就往里冲，终于借
到了这本书，并复印了俞平伯老的这篇大文。
后来获知，郑逸梅先生的《〈浮生六记〉的“足本”问题》刊登在1981年的《读书》杂志第6期，我在
网上查得有家古旧书店有这期杂志，但是人家一定要十二期整套卖，为了看到这篇后来发现只有不到
两页的短文，我只好把十二期《读书》全买了下来。
我读书不多，没有多少学问，只能边寻找资料边查考。
因此，对我来说，只要发现有关《浮生六记》的材料，都心急火燎地想找来看看。
台湾著名学者俞国基先生的《眉批浮生六记》一书，大陆书店找不到，我便直接打长途电话给该书的
出版者台湾河畔出版社的吕自扬先生，在他的帮助下终于买到了该书。
自2007年秋季开始，我千方百计搜寻、购买有关《浮生六记》的资料，到2008年春季，则陷入近乎“
疯狂”状态，甚至将台湾清华大学原校长沈君山先生的《浮生三记》也当作资料邮购了回来。
初看到此书名，我还曾以为沈复字三白，又名君山，还出了个“三记本”呢。
《浮生三记》到手后，我有点“恼火”，还曾直接打长途电话到台湾清华大学，找沈君山校长，想请
教请教他对《浮生六记》的看法。
得知沈君山先生中风了，病卧在床，言谈不便后，才作罢。
我常说，我彭令是个不学无术的小书贩，为了考证钱泳抄录的《册封琉球国记略》确实来自沈复《浮
生六记》的第五卷，搜寻的各种材料，虽然没有几麻袋，但是至少已达100斤以上，这是我自己都感到
有点吃惊的。
就是在这种近乎“疯狂”的状态中，又得到北京大学辛德勇教授，和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
所长萧相恺研究员的指教，先后在香港《文汇报》、“中国古代小说网”，发表了《沈复〈浮生六记
〉卷五佚文的发现及初步研究》与《钱泳手录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考略》，向世人公布了相关
的结果。
我认为，收在钱泳《记事珠》杂稿中的《册封琉球国记略》，其实就是《海国记》的佚文，他是钱泳
从沈复的《浮生六记》中抄录过来的。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台湾高雄师范大学的蔡根祥教授。
因为他及时发表了《〈浮生六记〉研究的新高潮——新资料之发现与再研究》一文，我们就由此有了
密切联系，并同甘共苦，共同奋斗，开始了另外一段曲折的经历。
现在，多位学者都已经证明，后来传世的足本《浮生六记》之第五记《中山记历》为伪作。
因为它是抄袭嘉庆五年出使琉球的副使李鼎元的《使琉球记》，系赝品。
而《册封琉球国记略》则明确说沈复随使是在嘉庆十三年，这与俞平伯等先生的考证是吻合的，可以
说新文献证实了俞平伯先生的推论。
当然，也有专家说新发现的佚文不是《海国记》的全部。
就此事我曾请教过辛德勇先生和蔡根祥先生，他们认为，钱泳应该是出于对海外异国的好奇，凭兴趣
、随心所欲地抄录了沈复关于琉球国的见闻部分，作为其笔记的素材。
而对于其他钱氏不感兴趣的内容，则有可能省而不录。
我个人认为，作者沈复曰：“余凡事喜独出己见，不屑随人是非，即论诗品画，莫不存人珍我弃，人
弃我取之意。
”(见《浪游记快》首段)随使琉球一记，既然当初篇名为《海国记》，那么文中只记“海国”(琉球
国)之事，应该也切合文题。
沈复《海国记》原文或许大体即如钱泳所录四条。
拙文《钱泳手录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考略》中已论述过，钱泳在其杂稿本《记事珠》中，朱笔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浮生六记>>

标有“第二”、“第三”与“第四”等字样，则见钱氏抄录完后，也曾想存《海国记》之旧貌。
至于后来，作者沈复对其原作有所增订和润色，改名为《中山记历》呈管树荃题诗，那便是包括《海
国记》在内的《浮生六记》“早期流传本”在姑苏传开以后的事了，与钱泳抄录时依据的这种“早期
流传本”应该无关。
另外，有读者也提出，既然根据存目，我们知道《浮生六记》卷五名为《中山记历》，可是新发现的
佚文为何名《海国记》呢？
对此，有《浮生六记》研究者在网上举例分析过，如巨著《红楼梦》一书，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批
阅十载，增删五次”，其书名经过了《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数
易其名，最后定为《红楼梦》。
我想，《中山记历》也是沈三白由《海国记》易名而定的。
彭令二○○九年十二月廿八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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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像《浮生六记》中的芸，虽非西施面目，并且前齿微露，我却觉得是中国第一美人。
　　——鲁迅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
⋯⋯她只是我们有时在朋友家中遇见的有风韵的丽人，因与其夫伉俪情笃令人尽绝倾慕之念，我们只
觉得世上有这样的女人是一件可喜的事，只顾认她是朋友之妻，可以出入其家，可以不邀自来吃午饭
，或者当她与她丈夫促膝畅谈书画文学腐乳卤瓜之时，你们打瞌睡，她可以来放一条毛毡把你的脚腿
盖上。
也许古今各代都有这种女人，不过在芸身上，我们似乎看见这样贤达的美德特别齐全，一生中不可多
得。
　　——林语堂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
，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
。
此后来沈复《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
　　——陈寅恪沈复习幕经商，文学非其专业。
今读其文，无端悲喜能移我情，家常言语，反若有胜于宏文巨制者，此无他，真与自然而已。
言必由衷谓之真，称意而发谓之自然。
虽日两端，盖非二义。
其闺房燕昵之情，触忤庭闱之由，生活艰虞之状，与夫旅逸朋游之乐，即各见于书，而个性自由与封
建礼法之冲突，往往如实反映，跃然纸上，有似弦外微言，实题中之正义也。
　　——俞平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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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浮生六记》是林语堂先生的最见功力的译作，原为清朝“文学爱好者”沈复的一篇题材较为广泛的
自传，作者以简洁生动的文笔描述了他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他的婚姻爱情生活、家庭变故、闲
情异趣、山水游记等，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独特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性格气质和美学趣味。
《浮生六记(新增补)》有重大发现，钓鱼岛主权有最新证据。
性情人生的写真品味生活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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