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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翁氏文化世家》

前言

鱼米之乡常熟，位于江苏东南部，北临长江，商周时属勾吴北境，秦汉隶会稽郡、吴郡，两晋设海虞
、南沙县治。梁大同六年（540），置常熟县，始有“常熟”之名。命名之因，元代至正间《重修琴川
志》载“土壤膏沃，岁无水旱”而得名。明万历间《皇明常熟文献志》则记“虽大水大旱，不能概为
之灾，则岁得常稔”。《常昭合志稿》述：“高乡濒江，有二十四浦通潮汐，资灌溉，而旱无忧；低
多田皆筑圩，足以御水，而涝亦不为患，以故岁常熟而县以名焉。”常熟地势高爽，土壤肥沃，河渠
纵横，塘泾棋布，岁岁常熟，年年丰收，是资源充裕、物产富饶的经济重镇。宋以来，常熟是国家财
赋的首区。据《新建顺民仓记》描述，宋时常熟为贮粮大县，“常熟。大县也。考其民版之数至四万
户，岁输之粟至八万石”，因而粮仓无法容纳，不得不扩建粮仓。翁同苏《瓶庐丛稿》卷一载《钱漕
略》称，常熟、昭文“两县漕米凡十万石，抵湖北一省”。天下常熟，世上湖山。常熟有虞山、尚湖
，是山水交辉的古城。山孕精神，水育灵性。常熟地灵人更杰，是历史上的文化重镇，国务院批准的
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作为一个县级城市，常熟虽然在中国政治版图上并不显得很重要，但是，在
中国文化版图上却处于重要位置。常熟是吴文化的核心区域、孔子门生、“十哲”之一——常熟人言
偃道启东南，文开吴会。常熟文化源远流长，素有文学之乡的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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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翁氏文化世家》

内容概要

《常熟翁氏文化世家》内容简介：常熟地势高爽，土壤肥沃，河渠纵横，塘泾棋布，岁岁常熟，年年
丰收，是资源充裕、物产富饶的经济重镇。宋以来，常熟是国家财赋的首区。据《新建顺民仓记》描
述，宋时常熟为贮粮大县，“常熟。大县也。考其民版之数至四万户，岁输之粟至八万石”，因而粮
仓无法容纳，不得不扩建粮仓。翁同苏《瓶庐丛稿》卷一载《钱漕略》称，常熟、昭文“两县漕米凡
十万石，抵湖北一省”。
天下常熟，世上湖山。常熟有虞山、尚湖，是山水交辉的古城。山孕精神，水育灵性。常熟地灵人更
杰，是历史上的文化重镇，国务院批准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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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翁氏文化世家》

作者简介

曹培根，男，1957年生于江苏苏州。1985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
教授。1985年起从事文献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至今，有《文献检索知识概要》（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版）、《文献史料论丛》（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文献检索方法与影响书导读》（上海科学
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阅读指导》（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书乡漫录》（河北教育
出版社2004年版）、《瞿氏铁琴铜剑楼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专著，发表学术论文百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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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翁氏文化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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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翁氏文化世家》

章节摘录

插图：前言第一章翁氏藏书世家第一节翁氏藏书世家形成环境第二节常熟翁氏藏书世家，第三节翁氏
藏书数量和质量第四节翁氏藏书来源第五节翁氏藏书特点第六节翁氏藏书思想第七节翁氏藏书印章和
题跋第二章翁氏文学世家第一节翁氏文学世家形成环境第二节常熟翁氏家族及其著作第三节翁同稣的
创作第三章翁氏书画世家第一节翁氏家族书画创作第二节翁同稣的书画创作第四章翁氏住宅文化第一
节翁氏第宅胜迹第二节翁同稣纪念馆第三节翁氏“綵衣堂”第五章翁氏爱国世家第一节翁氏爱国世家
形成环境第二节翁氏家族成员爱国言行第三节翁同稣的爱国人生经历后记常熟翁氏老家的又一批书400
余种，1712册，由翁氏后人捐献给常熟图书馆。其中有《贞观政要》、《才调集》、《羽庭集》、《
皇极经世》、《今水注》等20种明刻本、清初刻本、抄本和稿本，以及翁同苏手校汲古阁刻本《后汉
书》残本、翁斌孙抄校本《东华录》及翁曾源、翁曾荣、翁之润、翁之廉等翁氏家族成员的藏书。归
常熟博物馆收藏的有稿本《皇朝兵制考》、稿本《笏斋日记》（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等。此
外，上海图书馆藏有稿本《蓼野自订年谱》、《翁铁庵自叙年谱》等。上述图书大多属于善本。翁之
惠三子、翁之廉嗣子翁兴庆（万戈）继承的翁同苏部分遗书，于1949年初由天津整理装箱，经上海赴
美轮船运抵纽约，在温湿合度、防虫防火的环境里秘藏。至1969年台湾艺文印书局影印翁氏藏书《施
顾注东坡先生诗》前，翁氏藏书几乎是默默无闻。1985年翁氏藏书在美国华美协进会展出，引起国内
外学术界和文物界的震惊。1987年近代著名版本学家傅增湘孙傅熹年赴美国考察各机构所藏中国书画
及古籍善本，并乘当年圣诞节的假期访翁兴庆新汉普沙州莱姆镇莱溪居所藏翁氏遗书，回国后，傅熹
年在《书品》杂志1989年第3期发表《访美所见我国善本书籍简记》，使学术界对翁氏藏书得以进一步
了解。1996年文物出版社影印了32册《常熟翁氏世藏古籍善本丛书》，使销声敛迹的秘籍变成了新发
现。2000年2月22日，翁兴庆夫妇在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帮助下，身带翁氏遗书从美国飞回祖
国，转让上海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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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翁氏文化世家》

后记

《常熟翁氏文化世家》，是我从事常熟地方文化研究的又一收获。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要由衷地感谢
关心和帮助我从事常熟地方文化研究和本书出版的学界前辈、师友、同学和家人。我出生在江南水乡
——与常熟交界的苏州相城区，记得幼年每逢晴朗之日便爬上屋前大树，眺望北边神奇如卧牛的虞山
，遥想何时能睹其真容。但我1977年参加高考前，没有到过常熟。自1978年春起，我却在虞山之麓、
尚湖之滨的山水古城——常熟学习、从教至今，常熟从邻乡成为我的第二故乡，我对常熟的地方文化
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我从事常熟地方文化研究的内动力。有幸的是，我一路上始终有学界前
辈、师友相助。1986年，我协助南京师范大学赵国璋教授主编国家教委推荐全国师专文科用教材《社
会科学文献检索与利用》（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并短期借调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
所协助赵国璋教授编审《文献学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在跟随赵教授学习文献学期
间，赵教授对于常熟地方文化的一席话对我触动很大，至今仍记忆犹新。他说：“常熟是文献重镇，
满地都是宝，别说是钱谦益这样的大家，就是二三流的人物，选择一二个，一生一世也研究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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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翁氏文化世家》

编辑推荐

《常熟翁氏文化世家》是由广陵书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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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翁氏文化世家》

精彩短评

1、虽然现今这类书时髦，但这本还是挺平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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