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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天津市红桥区政协、天津博物馆和天津古籍出版社合作出版的《水西余韵》，由早春萌起，历夏经
秋，于初雪时分付梓，个中辛劳，非亲历者不知。
抚摸着这些老照片、古画卷，一种遥远而又亲切的气息扑面而来。
这种感受既来自于水西庄的文化含量，更来自于20世纪津门的一个人群——他们为了保护和承续水西
庄，确切的说是承续天津的文脉所做的努力和付出。
对于水西庄的研究，领域是广阔而丰富的，涉及很多方面。
但我个人认为，其最主要的内容还是水西庄作为一个盐商的园林所包含着的厚重的文化内容。
这一研究，实为对天津雅文化的一种触摸，这种触摸，乃是对天津历史的真实探知。
天津作为近代商埠和工商重镇，她的文化符号是复合的，她的文化形象是斑斓的。
我们在归纳她的文化形象时不能没有水西庄。
这符合天津这样一个多元城市的发展轨迹，也符合天津作为国务院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的定位。
就我个人不完整的了解，我们对于水西庄的研究似乎经历了三个高潮。
一是20世纪30年代，由严智怡等人发起成立了水西庄遗址保管委员会，从本书所收录的那十几次会议
的记录可以知道，那时做了许多非常重要的工作。
但在抗战前夕不得不中断了。
二是在1992年，红桥区成立水西庄研究会，一批津门文史大家出任研究会的顾问和理事，搞了几次学
术性质的论坛，并提出了复建水西庄这一设想。
至1997年，红桥区和天津市文史馆共同出版了《水西庄专辑》，辑录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
三是在200,7年，红桥区决定成立水西庄复建领导小组，再次掀起了一个水西庄研究的热潮。
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陆续出版了一些文章、专辑和学术专著，发现和搜集了一批新的资料，开通了网
站，制作了光盘等一批宣传品，举办了高层次的论坛，走访了一些与水西庄有关的人士，和全国大运
河申遗委员会共同努力，将水西庄的研究纳入了运河文化之中而在全国扩大影响。
更重要的是，水西庄的复建工作进入了天津市和红桥区的重要工作议程，已经开始进行实质性的操作
。
我们希望这第三次高潮才刚刚开始。
虽说有这么三次高潮，但关于水西庄的研究，近百年来就从未中断过。
一批学者先贤们在资料并不充裕的情况下，不懈地探究着水西庄，摇旗呐喊，推波助澜，在天津乃至
全国的报刊上，有关水西庄的新的研究成果一直在陆续出现，人们对于水西庄的研究与关注从来就没
有停止过。
这既使我们非常感动，其实又很正常——水西庄是不可能被淡忘的。
这本《水西余韵》是迄今为止，新发现资料最多、内容最丰富的一次，绝大部分资料都是首次公开。
我衍要因此而感谢天津博物馆，感谢陈克先生在工作中发现了这批珍贵史料。
有关三方一拍即合，这是近年来关于水西庄研究与资料的搜集、挖掘、钩沉、整理的一件大事。
关于这批史料，陈克先生还将作专文的论述，我不在此赘言，我只是希望这批史料的公开面世能够对
水西庄的研究发挥重要作用。
任何研究都须在掌握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这批史料走出尘封的库房，就是希望能够供更多的研究者使
用，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新资料面世，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推动水西庄的研究进一步开展，而这
种推动对于我们更深入全面地认知我们的城市必将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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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水西庄是天津的一座古代园林，现在的遗址上几乎没有留下明显的遗存，而水西庄却越来越成为人们
关注的热点。
一方面，天津人了解自己城市历史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水西庄作为文化原点的开发价值逐
渐被人们’认识。
不管是研究还是开发的设想都需要历史的依据，因此水西庄资料的开发和整理乃是当务之急。
水西庄坐落在红桥区，于是就有了红桥区政协与天津博物馆共同整理出版有关水西庄资料的动议。
本书整理的是天津博物馆现存的部分水西庄资料，包括以下部分：一、与水西庄有关的书画作品原件
，如《秋庄夜雨读书图》画卷、《兰闺清韵》册页等。
这部分文物保存状况完好。
二、水西庄遗址保管委员会当年拍摄的水西庄书画照片玻璃底片（四百余幅。
这些底片大部分保存完好，但有些当时就曝光不足或过度，少量底片发生霉变。
三、1936年城南诗社水西庄雅集手迹。
四、其他文献和照片。
很多资料都是第一次发表，特别是那些玻璃底片反映的书画作品大部分已经散失了，已成绝版，这次
发表也算是一种抢救。
相信本书会极大地丰富水西庄研究的视野，提供有用的研究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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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水西庄是天津最著名的私家文化园林，兴盛于清代中期，衰败于清末。
水西庄不但景色优美，而且主人文雅好客，在它存在的时代里，一时成为运河南北文人墨客的聚集地
，乾隆皇帝的四次驻跸也给水西庄增添了不少光彩。
水西庄的主人是查氏家族，创建和经营者是盐商查日乾和他的长子查为仁，以及后来的次子查为义、
查礼，孙子查善长、查善和重孙查诚等。
水西庄是天津古代雅文化的代表，水西庄现象是运河文化在天津的组成部分。
准确把握水西庄的发展脉络，是研究水西庄文化的基础。
水西庄的兴衰史与查氏家族的兴衰紧密相关。
本来查氏家族来自南方，浙江海宁的查氏家族名人辈出，一般称为南查。
明代以后，北京成了首都，就有查姓来北京发展。
查氏族谱记载，万历年间有查氏一支迁到顺天府，就是北查。
查日乾生于康熙六年（1 667），出生仅三年，父亲“卒于任所”。
后来，随母亲“北上寄宿，无以为家”。
查日乾童年不幸，估计也没有机会系统读书，因为他没有考过功名。
生活的奔波使查日乾练就了经营的本领。
他先投在天津大盐商张霖的门下，后来又自立门户，最终以盐业发家。
后来在雍正元年（1 723）他五十六岁时，盐使莽鹄立巡长芦，当时盐商拖欠的盐税上万，整顿颇难，
因此召查曰乾来咨询。
“查日乾口陈指划，尽摅所见，历时一月，即整顿完毕”，说明他的业务能力极强。
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查日乾三十八岁时，曾摊上过一场公款案，被判入狱。
四年后康熙四十八年（1 709）的夏天，其母刘氏冒暑历险，到热河面见康熙皇帝，“乞赐矜全孤子留
养”。
经过一番周折，康熙皇帝开恩将查日乾赦免。
三年以后，他的长子查为仁十八岁，参加顺天府乡试得了第一，然而因为被主试者牵连，查氏父子双
双入狱，一关就是八年。
出狱时已经是康熙五十九年（1 720）。
第一次官司对查日乾的教训是应当读书，第二次官司对查为仁的教训是不再想当官。
于是三年以后的雍正元年（1723），查氏父子开始修建水西庄，结交天下文人雅士，吟诗作画，教育
子女读书。
查为仁在《蔗塘未定稿?抱瓮集》中说：“天津城西五里有地一区，广可百亩，三面环抱大河，南距孔
道半里许。
其间榆槐柽柳之蔚郁。
暇时，侍家大人过此，乐其水树之胜，因构为小园，垒石为山，疏土为池，斧白木以为屋，周遭缭以
短垣因地布置，不加丹垩，有堂有亭，有楼有台，有桥有舟，其间姹花女弱竹，延荣接姿，历春绵冬
，颇宜觞咏。
营建即成，以在卫河之西也，名曰水西庄。
”水西庄建成以后，查氏父子，特别是查为仁，全力结交和招待天下的文人和书画艺术家，其中也有
不少是有功名的或在职的官僚。
水西庄主人的热情吸引了大批的文化人聚集在水西庄，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有些文人
干脆长期住在水西庄，如画家朱岷。
水西庄成为当时天津的文化中心。
水西庄的文化活动有分韵赋诗形式的诗会，有绘画和题跋形式的书画交流等。
本书收录的书画题跋为我们提供了当时水西庄文人群体的范围和规模。
古代的文人往往是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样样精通，很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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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水西余韵》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水西余韵>>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