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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著名书法家鲜于枢的临平三日游
○ 应朝雄

鲜于枢才艺出众，精

鉴赏，善诗文，工书画，尤

擅草书，是元朝著名书法

家和诗人，与赵孟頫齐

名。鲜于枢辞世后安葬于杭州，著有《困学斋诗集》

二卷、《困学斋杂录》一卷，传世的书法作品四十余

件。

元贞元年（1295）四月二十日，鲜于枢送客至临

平镇。见天色已晚，便借宿于上塘河边的广严寺，而

后游览佛日山，前后共计三日，写下《游临平记》，还

赋诗七首。这一天，鲜于枢早早起身，租了一条船，

从东新桥码头出发，沿上塘河往东航行。只见皋亭

山以北的河岸，野生荼糜花遍地盛开，香气浓烈，熏

人欲醉。船抵临平，天色已暗，遂借宿广严寺。住持

普闻热情好客，于寺院西殿设宴款待，直至夜半，宴

席方散。次日，鲜于枢参观寺院时，在东殿看到一块

碑记，乃唐代广严寺住持玄览法师于开元二十二年

（734）圆寂后，次年由集贤学士徐安贞撰写，谏议大

夫朱庭诲书写。“师姓诸氏，其先河南人，食采钱唐，

因家焉。师生而慧解，从慧昌出家。本邑有古隋华

严寺，乃师俗缘之地，因成此院，后改今名。”普闻又

指着寺院里的伽蓝神像说：“此乃玄览法师之祖褚河

南。”

是日，因船期已过，客人未能成行，于是在广严

寺又耽搁一日。普闻煮笋荐酒，再次于西殿楼下设

宴款待。普闻还取出寺院珍藏的书画请客人欣

赏，其中有四大幅净师的草书作品，笔法圆熟

有师法，鲜于枢见后甚是喜爱。询问方知

净师乃广严寺僧人，南宋绍兴初年被召入皇宫作书

画，因首句“名花倾国两相欢”引得皇上不悦而作

罢。接着，普闻拿出一卷苏东坡和赵令烁唱和的诗

卷真迹。卷中苏东坡的诗已被收录编入诗集，而赵

令烁的诗当时虽有声望，但因未结集刊印，故而没有

流传于世。鲜于枢深感可惜，令人将这些诗抄录下

来。赵令烁乃宋皇室宗属，官至太仆。普闻告诉鲜

于枢：“赵令烁的子孙，现居临平，生活窘困，近年常

以祖上的书画换取粮食，今仅存寺院所藏这一卷真

迹了。”鲜于枢听后唏嘘不已。

欣赏完苏东坡和赵令烁唱和诗卷的真迹后，普

闻拿来笔墨、宣纸，请鲜于枢题诗，为寺院留下墨

宝。鲜于枢凝思片刻，挥笔草书《留题广严寺》诗一

首：“送客临平古佛祠，闻公房里住多时。骊歌不见

金闺彦，浊酒聊参玉版师。龙像雕零余故塔，蛟鼍断

缺有残碑。藕花未发风蒲短，空咏参寥七字诗。”题

罢意犹未尽，他又到僧房的墙壁上挥毫题诗《又戏题

广严僧房壁》：“几年门外策征骖，不料能来共一龛。

壁上未须书岁月，褚河南是护伽蓝。”

当晚，鲜于枢送别客人，准备次日返杭。普闻却

建议：“此地离佛日山很近，仅十来里路程。那里山

水绝佳，还有一座净慧寺，藏有苏东坡的题名真迹，

不可不去。”于是，次日清晨，鲜于枢告别广严寺僧，

策马前往佛日山。“沿田塍转村坞，诘曲行香篆中，如

是者数里。进黄鹤山，地始平，路渐广，峰峦秀拔，

林麓深邃，夹道清泉，如奏琴筑。是时小雨暂止，

云日鲜润，四顾阒然。惟闻一鸟啼长松秀竹间，

同行者人人自失，谓真在武林桃花源也。”

到净慧寺后，鲜于枢拜见方丈，于法堂东壁得见苏东

坡留下的真迹，上书：“祖老入山之十三日，述古赴南

都，率景达、原叔、子中、子瞻会别于此。熙宁七年八

月十二日。”字约四寸许。此外，还有苏东坡当年为

佛日寺道荣长老所写的五首绝句石刻真迹。

欣赏完苏东坡的真迹，回客堂品茶。鲜于枢书

《净慧寺四绝》赠予方丈：

寂寂僧房半梦中，萧萧修竹四山风。

唯应门外苍髯叟，解乱儋州秃鬓翁。

晚雨才收日已西，石梁沙路净无泥。

清泉氵虢氵虢千峰回，绿柳阴阴一鸟啼。

坏壁苍苍上绿苔，笼纱无复护尘埃。

只应枉驾游山客，总为坡仙宝墨来。

学道当知髓与皮，圣门壶澳要探窥。

十年来往临平道，争信山中有许奇。

诗意未尽，鲜于枢又在寺壁上写《留题净慧壁》

诗一首：

野酴醿发气熏然，睡起时惊雪入船。

安得鸱夷三百乘，空令馋客口流涎。

题诗罢，鲜于枢出净慧寺东殿，观渥洼池，见泉

水清澈如玉，源出东北山麓。泉以苏东坡诗句“不堪

土肉埋山骨，未放苍龙浴渥洼”而得名。离开渥洼

池，他再到藏书楼观赏元丰年间的经书。

告别方丈，下得山来，只见山门左侧有两块大

石，上刻北宋杨杰（号无为）、司马槱（字才仲）、秦观

（字少游）的诗篇。其中杨无为的诗前有小序：“元祐

元年六月十五日，还自海上，入佛日山净慧道场，瞻

礼怀禅师塔时，长老弼公导予出山，酌甘泉而别。因

留诗曰：‘佛日山前水，行人甘露杯。须知源派远，直

是四明来。’”司马才仲的诗云：“水冷苔坐晕，风高竹

度凉。道人何处去，春色半沧浪。”秦少游的诗云：

“五里乔松径，千年古道场。泉声与岚影，收拾入僧

房。”鲜于枢驻足欣赏，发现杨无为的诗是他的手迹，

而司马才仲和秦少游的诗则是南宋范成大（号石湖

居士）所追写。

鲜于枢四月二十日到临平，四月二十二日离开

临平，再游佛日山净慧寺后返回杭州。而后写下《游

临平记》，详实地记录了这三日他游历临平的经过。

尤为珍贵的是，作者将所见的历史遗迹，特别是将唐

代广严寺那块玄览法师碑的碑文以及宋代名家的一

些诗作通过游记详细记述了下来，使后人得以了解

元朝时期临平广严寺以及佛日山、净慧寺等寺院和

风景名胜的风貌，并留存许多宋人的珍贵诗篇。因

此，在某种意义上，鲜于枢的《游临平记》不仅是一篇

文学佳作，更是一篇颇有价值的历史文献，丰富了元

代有关临平的史料。沈谦在《临平记》中将鲜于枢的

《游临平记》全文抄录，供大家欣赏，并对这篇游记给

予高度评价。他说但凡到过临平的人，“若得随时扎

记，人人如鲜于，临平故实，岂寥寥若此耶！”沈谦的

这番话很是中肯且有见地。我想，如若今人也能如

鲜于枢那样，做个有心人，将今日临平之所见以文

字、影像方式记录，数百年后，不也会成为一篇无比

珍贵的临平史料吗？

俞樾四岁随母亲来到临平，首站拜访的便是

位于河南埭赭山港的舅舅家。舅舅姚光晋，姚氏

乃当地名门望族之一。

小俞樾随母亲租住在史家埭戴氏小楼，距离

舅舅家不远，穿过潘家桥，经由赵家弄，跨过桂芳

桥即达。舅舅家中有几位表姐，小俞樾与年长他

一岁的文玉表姐最为投缘。元宵节时，他们一同

在小楼上观赏灯会游街。生肖灯、走马灯、宫灯、

临平滚灯交相辉映，舞龙、竹马、高跷、掮炉子、大

纛旗依次从史家埭经过，令人目不暇接，他们看

得兴高采烈，欢呼雀跃。

俞樾母亲出身书香门第，学问造诣颇高。俞

樾六岁开蒙后，便由母亲教导学习。俞樾对母亲

极其孝顺，每日清晨必到母亲房中请安，夜晚

泡好茶恭敬地端至母亲身旁。母亲对他的学业

要求甚严，俞樾也极为认真，每晚接受母亲的

校课，看到母亲面露欣慰之色，是他最欢喜的

一刻。

次年除夕夜，舅舅决定考考俞樾，声称只有

现场作诗才给压岁钱。小俞樾毫无惧色，稍作思

考，原地转了两圈后，便吟诵出一首五言绝句：

“今夕逢除夕，开箱取绿袍。”姚光晋听后抚掌大

笑，当即把压岁红包递给外甥。原来，在古代，秀

才身着白衣，所谓“白衣秀士”，中举后方可穿绿

袍。由此可见，俞樾七岁时已然志向明确，难怪

舅舅会这般开怀。就在这一年，姚光晋和俞樾的

父亲俞鸿渐为俞樾和姚文玉定下娃娃亲，姚光晋

不仅是俞樾的舅舅，更成为他的岳父。

俞樾堪称读书的好苗子，在母亲的悉心教导

下，短短三年便学完了“四书”。为了让俞樾学习

更高深的知识，母亲决定为他觅一位塾师。多年

以后，俞樾写诗回忆这段时光：“儿时驽钝真惭

愧，九岁才能毕四书。”此乃俞樾的自谦之辞，三

年学完《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实乃学霸之

举！俞樾最喜欢将纸张裁剪装订成书册模样，然

后抄录“四书”中的文句，写下自己的理解感悟。

俞樾十岁那年，前往砚贻楼上私塾，老师是

戴贻仲，虽与俞樾沾亲带故，但俞樾每次都恭敬

地鞠躬，尊称其为“先生”。砚贻楼乃乾隆年间大

学士孙士毅的旧居，此时的主人是孙氏近族孙竹

荪。俞樾在砚贻楼求学时，已展露过人的聪慧与

见识，孙竹荪留意到俞樾的非凡之处，告诉亲友：

“此子将来成就必在其兄之上。”俞樾的哥哥俞林

彼时已与孙家姑娘定亲，孙竹荪却依旧看好俞

樾。果不其然，俞樾终成一代文宗，足证其眼光

独到。

俞樾十六岁参加童子试，一举中榜，成为秀

才，入县学读书。次年秋天参加乡试，中了副榜

第十二名，虽未中举，但获取了“贡生”资

格。这一年，俞家从史家埭迁至马家弄，租住

在孙竹荪家的独立宅院里。清代著名学者端木

国瑚题写的《印雪轩》匾额高悬于客堂，俞樾的

父亲将自己的文章诗词整理后，命名为《印雪轩

文集》。

俞樾十九岁那年寒冬，印雪轩迎来一桩喜

事，俞樾迎娶姚文玉进门。终于能与情投意合的

表姐长相厮守，俞樾满心欢喜，挥笔写下：“但使

登堂得佳妇，何妨攀桂缓明年。”

俞林、俞樾兄弟俩先后成婚，在俞樾二十一

岁那年，兄弟分了家。因无房产，俞樾夫妻只得

借居于河南埭岳父家。姚光晋将东西厢房腾出，

东厢房作卧室，西厢房为书房。然而，迫于生计，

俞樾在家居住的时日寥寥无几。他一边在杭州

武林门附近的蔡家私塾教书，一边继续研读经书

典籍，备考乡试。姚文玉则独自在临平孝敬公

婆，悉心抚养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绍莱，直到俞樾

二十六岁中举，才搬离岳父家。河南埭铭刻了俞

樾夫妻最为艰辛亦最为深情的岁月。

在建设俞樾纪念馆时，特别拍摄了一部视频

短片。“青年俞樾”身着长袍马褂，在细雨迷蒙中

缓缓踏上桂芳桥，凝望着河南埭春雨如酥、烟柳

依依的景象，久久不语。那一刻，他是否被岁月

的箭镞射中，陷入对往昔的深深怀恋之中？

鲜于枢（1246—1302），字伯机，号困学山民、寄直老人，祖籍金国德兴府（今河北张家口涿鹿县），出生于汴梁（今

河南开封）。鲜于枢的父亲负责办理运粮之事，常年于大都、汴梁以及扬州、杭州间往返，少年时期的鲜于枢随之不断

迁居。鲜于枢在仕途上并不顺遂，晚年辞官后隐居杭州。他在诗中言“十年来往临平道”，足见他曾多次到访临平。

位于临平街道缸甏弄的俞樾纪念馆，于2023年8月开馆，全面展示了朴学大师俞樾的风采以及他与临平的深厚渊源。 许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