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纪晓岚诞辰300周年。他一生著述颇丰，其中文言笔记体小说集《阅微草堂笔

记》尤为著名。但这部书的手稿下落一直成谜，不但学界不知，就连纪氏家族后人也不知

其去向，堪称憾事。

日前，一篇名为《<阅微草堂笔记>手稿去哪儿了？》的文章引发关注。作者吴树强经

过考证，在文中提出了手稿下落新的重要线索，让我们共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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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进才张进才：：

1616篇篇““微文微文””记述记述““刘河间刘河间””
本报记者 哈薇薇

《《《阅微草堂笔记阅微草堂笔记阅微草堂笔记》》》手稿寻踪手稿寻踪手稿寻踪
本报记者 魏焕光

退而不休走访座谈
探寻名医故里历史变迁

今年 72岁的张进才，是河间市西九吉乡
政府的一名退休干部。他退而不休，每天坚持
读书看报，特别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促
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论述，张进才反复
学习，很受启发。由此联想到金代医学大家刘
完素，1000多年前就诞生在河间这片土地上，
但他的学术思想和人文精神并未被很好地挖
掘、整理出来，很多还停留在道听途说上。作
为刘完素的故乡人，他深感有责任将名医文化
的挖掘和整理工作主动扛在肩上。所以，2023
年春节刚过，张进才就出了门，目的地就是距
离他家5公里外的西九吉乡后刘守村。

“我刚参加工作时，就在后刘守村蹲点，
和这里的老百姓结下了深厚感情。听说我来搜
集刘完素的相关资料，从书记到村民都很热
情，也很支持。”原刘完素庙委会主任张聚
生、副主任丁书和、成员丁春林，以及后刘守
村原党支部书记丁书伦、村里的老中医丁福全
全都为此聚集而来。经过深入沟通和座谈，张
进才当年农历正月十五前就写出了3篇微文。

他在微文中记述，645年，唐太宗李世民
御驾东征得胜回朝后，派元帅尉迟敬德率军到
真定府（今河北正定）修大佛寺，为牺牲将士
大做佛事。当时河间府以东的渤海时常泛滥，
淹没农田，民不聊生。河间知府请求尉迟元帅
在河间府东 10公里许（今后刘守村）修镇海
寺，寺落成后，海水果然东退。随总兵周青当
兵的族侄周伦（后刘守村周姓先祖）和拜兄刘
熹 （刘完素先祖），二人自此奉命守护镇海
寺，后取名周刘店（后刘守村的前身）。1110
年农历正月十五，一代名医刘完素在周刘店诞
生，取名刘守真。

被大医崇高思想感动
记述刘完素前世今生

刘完素如何成长为一代医学大家？张进
才说，这里还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刘完素幼
年家境贫寒，6岁丧母。与他相依为命的父
亲，也在他 12岁那年一病不起。他眼见父亲
被病魔夺去生命，于是含悲立志、发愤学
医。一位云游此地的陈先生，见他勤奋聪
慧，收他为徒，从此隐居华山。陈先生将毕
生医学悉数传给刘完素。除从师父处习得医
学经验外，医学经典《黄帝内经》和医圣张
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被刘完素视为医学圭
臬，他手不离卷、昼夜苦读、吸取精髓，20
岁学成下山，行医路上刻苦实践，25岁时医
名已传遍神州。

令张进才最为感动的，还是刘完素淡泊名
利、一心救治百姓的境界。据说，金章宗的女
儿病重，太医院的医生们多方调治不愈，病情
越来越重。情急之下，章宗想到为母亲医治乳
病、针灸为父亲治愈风寒的河间刘完素，如果
能把这位神医请来，女儿的病尚有转机。但他
深知刘完素为民治病四海为家，于是动用金
牌，急召刘完素入宫。

为公主看病非同寻常，刘完素一边仔细询
问公主的饮食起居、面色、身体等情况，一边
悬丝诊脉。凭借多年行医经验，他断定是温
病，于是开方煎药，连服3剂，公主病愈。为
表感谢，章宗欲封刘完素为太医官总办，加封
感恩院院主，但刘完素执意推辞，表示不想做

官，愿一生施医于民。这令章宗十分感佩，当
即封刘完素为“高尚先生”。

关于刘完素的医学贡献，张进才查阅了
大量资料。1135年，瘟疫横行，百姓的生命
安全受到威胁，刘完素心急如焚，他义无反顾
地担起救民灭疫的重担。他观察北方生活环境
风大干燥，多食肉乳粟，极易引发热病，于是
提出“六气皆从火化”之说，创立“火热
论”，重用寒凉药物，效如桴鼓，寒凉派因此
得名。刘完素不仅对中医病机理论的提高有很
大贡献，对后世创立温病学说也大有启迪。因
其家居河间，又称河间学派。至今中医界依然
流传着“刘河间专主火，一二方病必妥”之
说。他一生著书立说、笔耕不辍，著有《素问
玄机原病式》《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伤寒标
本心法类萃》《素问药注》《刘河间医学》等
书，为中医药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刘完素医名远播、著作等身，门人弟子、
追随者更是数不胜数。仅从金元四大名医来
看，除易水学派的李东垣，刘完素、张从正、
朱丹溪都属河间学派。张从正和朱丹溪在继承
发扬刘完素医学基础上，终成一代大家。

刘完素的出生地是河间后刘守村还是肃宁
师素村？张进才经过考证得出结论：肃宁师素
庙是刘完素的一个李姓徒弟所建，刘完素曾在
河间府西李府设馆授徒，他去世后，徒弟感老
师传授医学大恩，便将李府改为“师素府”
（今师素镇），并建师素庙以为纪念。

张进才从村老中医丁福全处了解到，1949
年以后，为纪念刘完素，河间县政府于 1958
年批准成立了“河间完素中医学院”（后改称
河间中医学校）。时任县长槐洪驹任校长，老
中医冯庆丰等为教师，而丁福全正是当年的学
生之一。当时学校里大多是本地学员，也有部
分学员来自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学校以继
承弘扬刘完素的医学思想和人文精神为宗旨，
为新中国中医界培养了很多人才。

16篇“微文”发酵引关注
爱 心 人 士 捐 资 5 万 元

在历史的变迁中，刘守庙几经沉浮。
1200年，为患者奔波劳累一生的刘完素

驾鹤西游，终年 90岁。乡亲们万分悲惜，金
章宗闻知，传旨河间府，为刘完素修庙筑基，
地址就选在原镇海寺处，占地 45亩，自此村
名改为后刘守村。刘完素庙也叫刘守庙，是古
庙宇式建筑，分正殿、前殿，东西两房，正殿
中央塑有手托药葫芦的刘守真君（刘完素）坐
像，侧有童男童女捧书侍立。正殿西偏南是刘
守墓，墓直径三米、高五米，为青砖八棱形。
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刘完素的诞辰，都有成千上
万人来这里祭拜，缅怀这位伟大的中医学家。

卢沟桥事变后，侵华日军占领华北，烧杀
抢掠无恶不作。驻扎在献县西蔡村的日军大江
部队，以修岗楼为由来到后刘守村，用刺刀强
迫村民拆庙揭瓦，将刘守庙的砖、石、木料等
建筑物品洗劫一空，历经数千年的刘守庙，瞬
间变成一片废墟。

1989年，经省文物局文保处批准，河间
成立“刘守庙复建筹备处”，发布复建公告，
发动群众筹措资金。复建工程于 1992 年启
动，1993年第一期“正殿”工程竣工，建成
仿古大殿一座，占地120平方米，刘守墓也在
原地基本复原。在河间市政府和群众的共同努
力下，刘完素墓庙恢复如初。

2002年 3月 22日，河间召开了纪念刘完
素888周年医学思想研讨会。来自国家卫生部

的中医专家刘海林感慨万千，郑重地对
在场人员说，刘完素是功德之士，他的
墓是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们一定要
保护好。

2002年 7月 12日，韩国大田中医大
学教授尹畅烈带领韩国访问团 20余人，
来到后刘守村。站在刘完素塑像前，尹
畅烈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道：我们用最
真诚的中国礼节，向刘完素老人家的塑
像叩拜。他回韩国后寄回合影，只见信
封上写了5个汉字：“保护好大庙”。

张进才的一篇篇微文引发人们关注，
他的一位同学发来读后感：重修庙宇意义
重，传承完素医德情。倭寇曾将其拆毁，
焉知今日更兴盛。一位医者留言说，发掘
整理一代先师刘完素的传记事迹，为中医
发声，您老不辞辛苦，退而不休，晚辈佩
服。还有一位不愿意留名的爱心人士自愿
捐资 5万元，用以修复、保护刘守庙墓。
很多河间人也因此开始关注刘完素，张进
才说，这更坚定了他继续深挖刘完素人
文精神和学术思想的决心。

1月11日，本报刊登的《重新发现“刘河间”》一文在“大

河人文”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后，读者张进才留言，称自己于

2023年春节后，先后多次到河间市西九吉乡后刘守村走访座

谈、查找资料，撰写“微文”16篇，发在朋友圈，引发关注。

同时，张进才的“微文”还吸引来一位爱心人士，捐款5万元

用以维修保护刘完素墓庙。

《容安馆札记》指出查寻路径
《闲处光阴》详记手稿沉浮

吴树强是沧州市图书馆特藏
部主任，也是著名学者、作家钱
钟书的铁杆粉丝。1月 8日，他
在阅读微信公众号“锺书掠影”
推送的《剑、雷、虹皆有雌雄之
别》一文时，发现钱钟书先生
《容安馆札记》之二十一则中，
对《阅微草堂笔记》一书有很多
评论和记述。尤其是下面这段文
字引发他极大关注：

纪文达 《阅微草堂笔记》，
修洁而能闲雅。《聊斋》 较之，
遂成小家子。乃郎汝佶轻家鸡而
逐野鹜，苦学 《聊斋》，何耶？
参观卷二十四，可谓“日进前而
不御”者矣。

这段文字中，钱钟书先生将
《阅微草堂笔记》 和 《聊斋志
异》进行了简单比较，并作出评
价。更为关键的是，在这段话
后，钱先生又用小字补充了“笔
记稿本下落见《闲处光阴》卷
下”一句。很显然，钱先生认为
这句话很重要，所以才补充上
去。而正是这13个字，引发了吴
树强强烈的兴趣。热爱地方文史
的他，立即通过检索找到了上海
文明书局出版的《闲处光阴》，该
书刊印于民国四年（1915年），作
者署名为“抟沙拙老”。

相关记载到底在这部书的第
几则？钱先生并未说明。吴树强
通读卷下部分，终于找到了下面
这段翔实记载：

纪文达公笔记（《滦阳消夏
录》《续录》《如是我闻》《槐西
杂志》《姑妄听之》） 稿本藏公
孙香林观察处。余客宜昌，观察
为宜昌太守。余以世谊，交复不
浅，乞借一阅，必言之再方允。
观察之于手泽，可谓能守者矣。
讵意下世不数载，凡所藏物，尽
行散失。丙申 （1896 年） 秋，
余在京见此函陈于琉璃厂书肆
中，缘缮录既不工整，又加以涂
抹纵横，故久不售。忆昔之贵愈
拱璧，不觉为之黯然，询其直，
曰京蚨二千余，辄如其索购之。
稿乃公手自校，可宝爱也。丙午
（1906年） 夏，济东观察徐公驻
临清催运，余为随员，观察幕客
某君闻余携是书，向余索借，久
久还来，见旧讹误处，间以硃笔
正之，不胜愤懑。既而自咎曰：
余过矣！唐杜暹藏书跋尾云：

“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
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谅
哉！谅哉！

纪晓岚谥号“文达”。纪晓
岚次子纪汝传的长子名为纪树
馨，曾任职江西宜昌，香林是纪
树馨的字。“公孙”意为文达公
之孙。纪树馨是纪晓岚十分疼爱
的一个孙子，纪晓岚去世后，
《纪文达公遗集》就是纪树馨整
理的。纪树馨对祖父的手稿可谓
珍爱有加，以至于有着世交情谊
的作者抟沙拙老，提了两次要求
才得以借阅。令抟沙拙老万万没
想到的是，纪树馨去世后，其

“所藏物，尽行散失”。更令抟沙
拙老没想到的是，多年以后，他
竟在北京琉璃厂一个书店内，看
到了当年曾借阅的手稿并以“京
蚨二千余”的一口价买了下来。

“京蚨二千余”折合人民币多少钱
不得而知，但此定价想必不菲。
后来，抟沙拙老把此手稿借给
一位幕僚阅览。谁知这位幕僚
太不讲究了，擅自用笔纠正自
认稿中讹误之处。抟沙拙老悔
不当初，但碍于情面，只能引
用唐朝宰相杜暹诫子的话来自
责和抒发愤懑。

追踪到此，弄清这位抟沙拙
老的身份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这
是找到手稿下落的关键。经过检

索古籍目录，吴树强获取了新的
线索，原来抟沙拙老的本名为彭
邦鼎，同治《恩施县志》卷九
《流寓》里记有他的生平：彭邦
鼎，字配堂，江西南昌人，工书
善词赋，晓昆山音律，嘉庆间为
佟郡伯幕宾，赘樊副将家，后官
山东巡检。

面对这个查询结果，吴树强
在文中写道：“由此可知，至少
在光绪三十二年 （1906年） 夏
天，甚至直到此书出版的民国四
年 （1915 年），《阅微草堂笔
记》的手稿都很可能一直珍藏在
这位抟沙拙老的家里。至于后来
流落何处，暂时不得而知，欢迎
读者师友不吝指教。”

贺葆真曾追问手稿下落
“郑本”序言提及相关信息

为获取更多相关信息，记者
随即又采访了沧州纪晓岚研究会
会长李兴昌。

李兴昌说，《阅微草堂笔
记》是纪晓岚晚年所作的一部文
言笔记小说，全书分为《滦阳消
夏录》《槐西杂志》《如是我闻》
《姑妄听之》《滦阳续录》五集，
近 40 万字，共收故事 1200 多
则。该书记述的主要是神鬼狐怪
故事和社会见闻，都是篇幅短小
的随笔杂记。但是，这部书的手
稿今天不知身在何处。纪氏家族
2021年重修家谱的时候，族人
也曾试图寻找手稿下落，但当时
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

李兴昌说，他已关注到吴树
强的文章，同时又向记者提供了
另外两条线索。

一条线索来自纪氏后人重
修的家谱中记载的一个故事。
故事说的是，一天，河北武强
人贺葆真向纪晓岚裔孙纪堪谨
询问纪晓岚手稿的去向。纪堪
谨称纪晓岚部分手稿被梁上君
子焚毁。贺葆真是桐城派晚期
重要古文家贺涛的儿子，和纪
晓岚的后世孙纪钜维颇有渊
源，有 《贺葆真日记》 传世。
这段问答中提到的手稿具体指
的什么有待进一步考证。

另外一条线索则来自清人郑
开僖所写的《阅微草堂笔记》序
言。李兴昌说，《阅微草堂笔
记》有两个版本最为著名，一个
是嘉庆五年 （1800年） 纪晓岚
还在世时，他的学生盛时彦的刊
印本，世称“盛本”；一个是道
光十五年（1835年），郑开僖刊
印本，世称“郑本”。郑开僖在
书前序言中记叙了这次出书的缘
由。原来，上文提到的纪树馨的
弟弟纪树馥当时“来宦岭南，从
索是书者众”，便“因重浸板”，

再次刊印《阅微草堂笔记》。郑
开僖为此称赞纪树馥“谨有学
识，能其官，不堕其家风”。这
里提到的“是书”，是纪晓岚的
手稿还是嘉庆五年印刷的“盛
本”，从文字上看不出来。

期待各界提供有价值线索
推动纪晓岚文化研究走深

文人手稿体现着作者的创作
过程，是有生命印迹的特殊文
献，让后人睹物思人、满怀敬
意，同时兼具作为文物的历史
价值、作为文献的研究价值以
及审美价值。尽管以上线索还
需要文化收藏、古籍研究等领

域的有关专家进一步综合研
判，但寻找纪晓岚《阅微草堂笔
记》手稿的步伐，无疑向前迈进
了一大步。

吴树强和李兴昌均表示，
今年是纪晓岚诞辰 300 周年，
他们希望社会各界能提供相关
线索。相信随着更多线索的出
现，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手
稿的具体下落会更加明晰。而
这项发现必将对沧州乃至我国纪
晓岚文化研究起到巨大推动作
用。一旦手稿重新面世，它必将
为我们还原一个更加真实的、丰
满的、留存着生命温度的“一代
文宗”，必将为乡土文化注入更
加渊深厚重的内涵。

沧州博物馆纪晓岚塑像沧州博物馆纪晓岚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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