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俞樾（1821—1907年），字荫甫，号

曲园居士，清末著名学者、文学家、经学

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俞樾祖籍浙江

德清，4岁便随父母迁居临平，在临平上

学、成长、完婚，直至考中进士才离开，寓

居临平近30年。

事实上，“一代硕师”俞樾早已把自

己当作了临平人，而我们也早已把他当

成了引以为豪的临平人。他丰硕的学术

成就已是临平历史文化的瑰宝，其百折

不挠迎难而上的治学精神或将成为今后

总结和提炼临平精神的一个重要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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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暖和起来时，我爱去史家埭的

街心公园闲逛，因为公园的三春亭边种

植着不少望春玉兰。它们一开花，临平

老城区的春天立马喧闹了。

望春花，又叫辛夷，花蕾似毛笔

头。万物初苏之际，它们钻出毛茸茸的

花骨朵，开出满枝桠素净硕大的花儿，

温暖着料峭的初春。街心公园的望春

玉兰树型高大挺拔，花盛时一树洁白，

年复一年，洁白芬芳的花开了谢，谢了

开，仿佛这里藏着一个美好的春天。

从北大街拐进公园，穿过拱柱廊，

沿着通幽的石径向西缓步行去，右手边

绿树丛中隐隐约约立着一尊雕像。远

观这尊雕像，一位穿着长衫的老人正温

和地与我对视，目光中散发着浓浓的书

卷气息。走近雕像，轻轻拨开下方绿草

丛中山茶花的叶子，露出“俞樾”二字。

再绕到雕像背面，刻有碑文：“俞樾，字

荫甫，号曲园，道光进士，官翰林院编

修、河南学政……”十列娟秀的字迹精

确概括了俞樾的一生，碑文还注明了雕

像立于 1997年 11月，此处即为俞樾史

家埭故居旧址。

温暖的春风轻轻拂过，公园异常安

静，只闻得望春玉兰的花瓣跌落地面的

簌簌声。待花瓣落尽，这些光秃秃的枝

桠上会慢慢长出柔嫩的绿叶，这落与长

之间，春一直都在。而俞樾先生隐匿在

北大街的喧嚣处，手执一卷书，或看人

们静静闲坐，或听人们轻念史埭春灯的

诗文，就像这座低调的城一样。

翻开历史泛黄的书卷，俞樾的成就

跃然纸间，让人惊叹。作为晚清大学问

家，一生著述宏富，他长期在杭州、苏州

等地讲学，一时“门秀三千士，名高四百

州”。章太炎、吴昌硕，日本的井上陈政

均是他的学生，影响遍及海内外，但很

多人可能不知道俞樾与临平的渊源。

俞樾诞生于浙江德清，自称“居临平垂

三十年”，临平是他的第二故乡。因父

亲在京授馆教读，俞樾 4岁便跟随母亲

到临平求学，一家人移居史家埭。6岁
时，父亲对其进行启蒙教育，此后在母

亲的教导下完成《论语》《孟子》《大学》

《中庸》的学习。他在此结婚成家、中举

人、成进士，其母亲和妻子都是临平姚

家人。

细数俞樾的诗文字画，呈现了较多

的临平元素。“余年甫四龄，即从德清旧

庐迁居临平之史家埭，所居有楼三楹，

其下临街。每岁元夕张灯，辄于楼上观

之……余所谓史埭春灯者，或亦可为临

平一故实乎？”这是俞樾在清光绪十年

（1884年）冬于平望舟中对临平的一段

回忆。晚年，俞樾拟绘生平游历之景四

十图时，第一图就为“史埭春灯”。他还

在《自述诗》中回忆道：“年年史埭度元

宵，笑倚楼头兴最饶。青白两龙才过

去，滚球灯又到潘桥。”不由地让人向往

起百年前那个上元节，史家埭的屋前檐

下悬满一排排春灯，大家一起赏灯猜

谜，欢声笑语的热闹情景。他为临平留

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著有《临平

杂诗》，并编纂《临平记补遗》，还曾在光

绪年间为弟子王同的《唐栖志》作序：

“唐栖者，仁和一大镇也。名虽镇实与

小邑等。其北属德清，则余与有桑梓之

谊，以镇之旧家有姚氏者，余与有连。

余苏杭往返经由其地，往往越宿而去。”

说到王同，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但他

的儿子王福庵是西泠印社的创始人。

但凡到过西泠印社柏堂，必定会看到厅

中正壁上高悬的匾额“柏堂”，那就是俞

樾所书，其下的国画“西泠先贤图”，包

括四位创始人王福庵、丁辅之、叶铭、吴

隐和前五任社长吴昌硕、马衡、张宗祥、

沙孟海、赵朴初。昌硕先生自不必说，

他与超山梅花和超山结下了生死之缘

是众所周知，但俞樾众多弟子很多都与

临平有缘，可谓是磁场强大。

俞樾32岁进京赶考，正是其风华正

茂的入仕年代。当时的主考官正是大

名鼎鼎的曾国藩，他出了一道试题，要

求考生以“淡烟疏雨落花天”为题作

诗。俞樾看过后写下一首《春日》，开篇

第一句：“花落春仍在，天时尚艳阳。”曾

国藩读后大悦，觉得此诗句可圈可点。

当时大清王朝经历了鸦片战争正值风

雨飘摇之际，洪秀全又在南方举起了太

平天国的大旗，在曾国藩看来“花落春

仍在”这句诗具有积极意义，符合其对

时局的期望，于是擢升俞樾为部试第一

名，并中了进士，皇上钦点其为翰林院

庶吉士，主要负责起草诏书，讲解经籍。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俞樾在苏

州买下一块形状如曲尺的土地。他亲

手规划，凿池叠石，栽花种竹，并取老子

“曲则全”之意，建成“曲园”，从而结束

了他多年来赁屋而居的生活。曾国藩

为园中一处堂名题为“春在堂”，李鸿章

题匾“德清俞太史著书之庐”，因此俞樾

写下的五百余卷皇皇巨著被命名为《春

在堂全书》。俞樾晚年时，命人在杭州

南高峰凿石壁，他用洋铁箱密封埋藏了

近五百卷《春在堂全书》，“藏之名山，以

待其人”。曾国藩曾经评价：“拼命作官

者李少荃（鸿章）也，拼命著书者俞荫甫

也。”俞樾的成就不仅在此，他曾兼浙江

书局总办，主持精刻二十二种子书，还

联络江宁、苏州、武昌、杭州四大书局，

历时数年会刻二十四史，对战乱时的典

籍保存与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2021
年 12月 25日正值俞樾两百年诞辰，临

平区和复旦大学同步举行了俞樾诞生

200周年纪念研讨会暨《俞樾全集》新书

发布会，这套书正是对俞樾学术思想、

文字作品的系统呈现。

一个秋日的午后，我沿上塘河行至

北大街，一块褐色的古朴导向牌“缸甏

弄公园”吸引了我的注意。我从一条狭

小的弄堂拐进去，一幢古建筑呈现在我

眼前，石墙上红漆标注着“缸甏弄3号”，

木门上贴着封条，边上一块长方形的标

牌标注着该建筑已被列入杭州市人民

政府历史建筑保护名录。屋后挖掘机

正在有序施工，我悄悄爬上旁边一幢居

民楼，从楼梯的窗户望出去，我瞬间惊

呆了，原来这里还藏着这样一件宝贝。

这幢古建筑坐东朝西，远看小青瓦屋

面，两坡硬山屋顶，木结构建筑，合院式

布局，平面呈“凹”字形，由正屋、南北两

侧厢房和天井构成。外墙由砖砌，内墙

由板筑，还有不少兽面铜质、牛腿、挂落

等雕刻。我脑海中立即冒出了想进去

一探究竟的念头，碰巧有位老人从我身

边经过，老人告诉我这幢民居始建于清

代，原先一间为杂货店，另一间为米店，

现动工建设俞樾纪念馆。

我的心头一动，太好了，临平终于

要有一家名人纪念馆了，还是一代大儒

的纪念馆。我的脑海中开始浮现望春

花开满枝头，花香飘进故居的情景。“去

年今岁两度过，钓游旧地总情多”“马家

长巷巷中央，旧有吾家薜荔墙”，俞樾先

生对临平“总情多”的深意，终可回归这

座纪念馆了。

其实，俞樾诗中的薜荔又称木莲，

是江南多见的常绿藤本植物，这“木莲”

的“莲”，是莲蓬的莲，其果实可作凉

粉。据《本草纲目》记载：“固精消肿，散

毒止血，下乳，久痢肠痔，心痛阴癫。”薜

荔的果实类似无花果，花极小，隐于花

托内，果实形如馒头，成熟前是绿色，挂

在绿叶间不易被发现。鲁迅先生曾在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写到薜荔，

“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

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

记得有一年去绍兴，我还在百草园里买

了一碗木莲冻，晶莹剔透，吃起来滑溜

溜的，透着一丝凉爽，至今记忆尤深。

“马家狭弄一条长，徒咏先芬薜荔墙。

咫尺雪泥何处问，眼前尘世几沧桑。”

1955年，俞樾的曾孙、《红楼梦》研究大

师俞平伯回临平寻访马家弄俞家旧迹，

后作此诗以念之。据了解，20世纪 50
年代末，临平镇上一些人家也以“木莲

豆腐”作盛夏清凉饮料佳品。

也许，文人都是喜欢植物的，待这

座纪念馆春天建成了，若能种些薜荔，

像爬山虎一样爬满这面老墙，那定是俞

樾先生喜欢的，也是俞平伯先生喜欢

的，更是临平一道美丽的文艺风景。我

们不妨期待一下，一边吃着木莲冻，一

边逛着俞樾纪念馆，在上塘河边静待一

朵望春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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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落春仍在”，既是俞樾考取功名时的点睛之

笔，亦是他在遭遇人生挫折、世道变迁后走出困境、

成就大业的真实写照。

花落春仍在，俞樾青年时凭此句赢得了朝考主

官的赞誉。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礼闱揭晓，俞樾

中了进士。按当时的科举考试规矩，会试发榜后进

行殿试，由皇帝亲临保和殿策问。殿试后，根据成

绩将考生划分为三个等级：一甲 3名，称“进士及

第”；二甲若干名，称“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称

“同进士出身”。二甲和三甲还需朝考才可授予官

职。这一年，朝考要求以“淡烟疏雨落花天”为题作

诗，考题意境优美，但带有伤春悲秋、没落颓废的气

息。俞樾对此却有独到的见解，他提笔写道：“花落

春仍在，天时尚艳阳。淡浓烟尽活，疏密雨俱香

……”几日后放榜，俞樾名列第一，在朝考中高中头

名，虽不及状元，但也是件荣耀的事。又过了几日，

俞樾得知自己的诗文深得礼部侍郎曾国藩的赏

识。大部分考生从落花的萧飒凄情之意着手，多言

“林花谢了春红”“流水落花春去也”，未能超脱落花

的悲伤没落之处。在俞樾的诗文中，一句“花落春

仍在”便深深打动了他。或许打动曾国藩的是在咏

落花时所体现的积极明朗的意境和昂扬向上的精

神，一种不一样的格局与境界。

花落春仍在，俞樾中年时遭遇变故从容面对官

场得失。初时，他沿着封建时代读书人惯常的道路

前进——读书，参加科举考试，入县学成为秀才，至

省城参加乡试，中举后两次入京试应考。一举成

名，他开始了世宦生涯。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咸丰

七年（1857年）秋闱过后，御史曹澄庸上书参劾河南

学政俞樾“出题试士，割裂经文”。俞樾被罢官后进

入了人生的第二个时期。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一

介书生，既没有坐贾行商的能力，也没有躬耕自资

的条件，现实生活中，他颠沛流离，辗转于苏州、上

虞、上海、天津等地。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花落

春仍在，即使物资极度匮乏，他也完成了令他名满

天下的著作《群经平议》和《诸子平议》等。经历了

迷茫和痛苦后，他重新确立了人生目标。“太上有立

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既然立功已不可企

及，那么立言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亦可名垂千

古。这或许是他终其一生的精神支柱，仕途受挫后

他安于教学著述，依旧对未来充满信心。

花落春仍在，俞樾晚年时在苦难中成就辉煌。

19世纪中叶，随着西学的不断传入，学术界出现了

“人人争言西学”的风气，以乾嘉时期盛行的考据学

为正统的学术研究日趋衰落。这一时期，俞樾以重

振乾嘉考据之风为己任，致力于经学、诸子的研究，

勇于探新，敢于驳谬。他著述不辍，到晚年时已有

皇皇巨著 500余卷，且内容广泛，有诗文创作，有对

经史子集的研究，以及小说、弹词等。在讲学生涯

中，俞樾诲人不倦，先后培养了章太炎、吴昌硕等一

大批人才，桃李满天下。据《翰林院编修俞先生行

状》载，“两浙知名人士，承闻训道，蔚为通才者，不

可胜数”。其声誉还远播日本，一些日本学者慕名

而来，在其门下受业。“一代硕师”以出世之心行入

世之事，他的人生追求是著书立说以名留青史，人

生乐趣在于著述刊刻广为流传。而这一切，俞樾都

做到了，他的人生和人格永远停留在春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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