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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徐一士的掌故文章，其所以能成为一家之言，身后犹多次翻印出版，自有其特独的长处，不独与
繁多的清人笔记不同，即后起之秀，亦不成与之拮颃，其原因约有下列数端：　　其一，以科学态度
治掌故，这一点是徐一士和清人笔记最大的分野，因为徐一士学贯中西，深谙西方以科学治史的方法
，并不似前人的道听途说，信口开河，他的著作一言一句，都经过缜密思考方才笔之纸上，这一点和
他的同乡孟心史有相同之点。　　其二，家学渊源，宜心徐氏本为常州的世家大族，他有惊人的记忆
力，读遍他伯父、从兄的所有藏书，所以他的掌故之学，独步一代，无人可与比拟。　　其三，徐一
士谦逊退让，声华不露，似可说学胜于才，他的文章不算惊才绝艳，而可说平淡如水，绝少波涛起伏
，但却以平淡胜人，所引史实，多经仔细扒梳，无一字无来历，即一标点之微，也做到准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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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一士（1886—？），江苏宜兴人，宛平籍，其卒年不详，大致在建国以后六十年代前后。谱名
仁钰，字相甫，一士乃其笔名，遂以名世。其著作有本书及《一士谈荟》、《凌霄一士随笔》、《近
代笔记过眼录》等。徐一士谦逊退让，不善交际，虽著述等身，但不自收辑，上述数种，仅受友人怂
勇，勉辑为集，其散佚零篇，犹不知几何，未能流传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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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出版说明
程序
孙序
谢序
自序
王阁运与湘军志
王阁运与肃顺
湘统接之今昔
李慈铭与王间运
李慈铭与周祖培
谈意炳质
章炳腾被羁北京轶事
太炎琐话
太炎弟子论述师说
左宗棠与梁启超
谈柯动态
谈陈三立
谈廖树苗
谈隆观易
谈吴士鉴
谈陈嘉龙
谈段棋瑞
谈徐树续
谈孙传芳
谈胡雪岩
王午两名医
吴汝纶论医
杭州旗营掌故
闺人掘藏事述
周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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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绝对的好
2、王闿运、李慈铭、章太炎、胡雪岩诸篇皆甚好，非一般道听途说，辗转剿袭之笔记可比，《阉人
掘藏事述》一篇读来尤有况味。
3、可玩之书。太炎先生篇更是点化入神。
4、掌故,稗官野史.再次感觉,新世纪万有文库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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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07年11月份去书店，看到这本书半价4.5元，真是便宜啊，就买了下来。本只想闲时随意翻览下，
作为消遣用的。不想带回家后，越读越有感觉，竟然激起了我对掌故学的兴趣。自唐以后官修史书，
各人物传记成公式化叙述，大致说一下传主履历，哪里人，中哪科进士，做过什么官，上过什么奏折
；有时一卷类传，每个传主也就一页左右，读完之后竟然分不清哪个是哪个，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以
留下较深刻记忆的传记内容，千篇一率，缺少个性化的可以标识出个人的事件。于是，这个时候，掌
故学就可以派上作用了。本书由很多篇谈人物的小文章组成，基本上是一些笔记、家乘或方志上这个
人物的相关文字，作者将它们集聚在一起，然后加以简单而平和中肯的评论。这不得不让人佩服作者
的阅读之富。另外，作者的文笔也很好。书很杂，我也只好拉拉杂杂写点什么，以备遗忘而已。科举
，作者尤擅长于科举制度，对于清代的科举制度，我也就在制度层面知晓，至于具体实施状况及细节
，则基本没什么概念。本书中在谈及人物掌故的时候，有非常多鲜明的例子，足以说明制度实施的细
微层面。如“搜遗”。乡会试后“考官例得搜遗，惟往往习于省事，仅阅同考官所荐之卷，余置不问
。宣宗恐各省同考官屈抑人才，壬辰五年降谕云：。。。各直省同考官，则年老举人居多，势不能振
作精神悉心阅卷，即有近科进士，亦不免经手簿书钱谷，文理日就荒芜。各省督、抚照例考试帘官，
仍恐视为具文。全恃主试搜阅落卷，庶可严去取而拔真才”。 这一年，湖南左宗棠参加乡试，他的卷
子本来已被同考官批以“欠通顺”三字，没有取中的希望了。幸好有道光帝上述一道谕旨，湖南乡试
考官徐法绩（本来正考官有两位，另一位胡姓编修不幸在这关键时候挂了）“独披览五千余卷，搜遗
得六人”，这样，左宗棠才成了举人，于是他对徐法绩终身感激。（第82、83页）又“科场会试，四
总裁按中额多寡，平均其数，各定取舍，畸零则定为公额，数百年相沿，遂成故事”。（83页）吴士
鉴（晋书校注 作者）参加壬辰会试，“卷在同考官第六房吴鸿甲手，头场已屏而不荐，迨阅第三场对
策，乃叹其渊博精切，深得奥窔，始行补荐，竟获中试。 乡会试专重头场（四书文），久成惯例。头
场不荐，二（五经文）三（对策）场纵有佳文，房考亦多漫不经意，难望见长。” 这也许才是人们痛
斥八股取士之害甚于始皇坑儒的原因吧。我们可以看下翁同和（这科主考官，时以“矫空疏之习，每
主试，必属房考留意经策，于策尤重条对明晰，以瞻实学而劝博览”而著称）日记中记的策题：论语 
古注，新旧唐书，荀子，东三省形势、农政。（118页）这怎么可以说抡才大典不关心国计民生大事，
仅以八股定高下呢？至少制度上还是非常注重真才实学的。“官卷”。 康熙中始分官卷、民卷，各有
定额（养吉斋丛录 有记载）。如浙江官卷就只有两名。（122页）又殿试，“故事，读卷八人，依阁
部官阶先后为位次，各就其所读卷分定甲乙。待标识即定，乃由首席大臣取前列十卷进呈御览，然诸
大臣手中各有第一，初不相谋，仍依宪纲之次序为甲第之高下。”（122）这就是说，能不能成为三甲
，和进士们自己的运气也很有关系，若不幸和强人扎堆，同处一个阅卷官之下，那成为三甲的难度大
了很多。而且要首席阅卷大臣中的那位第一成为状元的可能性才更大些。当然，最终的决定权在皇帝
那里，因为名字喜气或长得帅的人被擢拔成状元的也很多，反之丢掉状元的也不少。还有因为地域平
衡的需要也有可能改变状元的归属。如赵翼就因为江浙状元太多而被乾隆把状元给了陕西的王杰（在
王杰之前陕西在清代一个状元也没出过）。本书还谈及民国初年北洋著名人物段祺瑞、徐树铮、孙传
芳，对此三人，我虽未以脸谱化的去认识，但亦所知有限。文中三篇小文章，颇钩画出三人的执政风
格与个性，如段之“肯负责任”，徐之“儒将之风”，孙之“在浙时收拾民心，与地方感情颇不恶。
比至苏、首裁附加捐税，民誉大起 ”，“失败后，在江浙尚不无去思” 。又柯劭忞以著 新元史 而闻
名于世，书如何，非余所知，而其人则大有趣，被称为“书淫”。话说某年柯氏入京会试，同行者为
母舅李吉候丰伦，二人试毕回豫，不幸遭遇大雨，舅氏罹难，柯氏殆有天助而脱险归。“叩见其父后
，见案头有某书一部，亟取而阅览，于遭险之事，一语不遑提及也。其父检点其行装等，睹水渍之痕
，询之，而柯氏方聚精会神以阅书，其味醰醰然，未暇以对。其父旋于其携回之书箱中，见有 萝月山
房诗集 一册，李吉候所作也，因问及李氏，柯对曰：死矣。而仍手不释卷，神不他属。父怒，夺其书
而掷诸地，诃之曰：尔舅身故，是何等事！乃竟不一言，非呆子之呆，一至于此耶！”读之真令人喷
饭，书呆子之呆一至于此耶，未免太不尽人情矣！真应暴揍一番！还有，原来柯氏“夙善徐世昌”，
难怪徐大总统把柯氏 新元史 列入二十五史。另外，李慈铭也是比较搞笑。平生极其怕事，据其自云
：以予自论，平生所慕者书，所畏者事。书自性命所系，一日不得此书，一日不能不慕。若言所畏，
家居时或明日有小事必须出门，先日方寸即觉兀臬。今年到官后，更畏派差使。此虽四月不入署，然
日惴惴恐书吏知会来。（作为户部郎中，四个月不入署管事，这也难怪部中书吏弄权了！）拉拉杂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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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这些，其实还可以写写清代官员的财富问题，也挺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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