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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周年谱考评

侯
.

真平 姜 曾泉

黄道周 ( 1 5 8 5一 1 6 4 6 )
,

字幼玄等
,

号石斋等
,

福 建 漳 浦

人
。

明天启二年 ( 1 6 2 2) 进士
,

改庶吉士
,

授编修
。

崇祯朝
,

累

官少詹事协理府事兼翰林院侍读学 士
,

刚正不阿
,

犯颜屡谏
,

名

震天下
。

弘光朝
,

宫至礼部尚书
。

隆武朝
,

以武英殿大 学 士 辅

政
,

自请募师北上江西抗击清军
,

兵败婴源
,

不屈而死
,

是个著

名的爱国主义者
。

他还是明末儒学大师
,

一生精力主要用于治学

授业
,

有 《榕坛问业》
、

《易象正 》
、 《黄漳浦集 》 等著述百余

种
; 子弟众 多

,

其中最著者如方以智
、

彭士望
、

张 履 祥等 、 同

时
,

他又是大书法家
,

近代以来著名书画家沈增植
、

潘天寿
、

来

楚生
、

诸乐三
、

沙孟海等就是直承其风的
。

黄道周年谱
,

笔者知见凡 6部
:

(一 ) 明洪思 《黄子年谱 》

(以下简称 《洪谱 》 )
,

(二 ) 明庄起侍 《漳浦黄先 生 年 谱 》

(以下简称 《庄谱 》 )
,

(三 ) 清郑亦邹 《黄石斋年谱 》 (以下
-

简称 《郑谱 》 )
,

(四 ) 清黄玉磷 《黄忠烈公年谱 》 (以下简称
《黄谱 》

。

疑 即 《洪 谱 》 或 《庄 谱 》 ,

详下
。

)
,

(五 ) 清庄亨

阳 《黄忠端公年谱 》 (非原谱名
,

且疑非所撰
,

详下
。

以下简称

《亨阳谱 》 )
,

(六 ) 清金光耀等 《先儒黄子年谱集成》 (以下

简称 《金谱 》 )
。

现逐一考评如下
:

一
、

《洪谱 》

作者洪思 ( 1 6 3 3一 1 7 0 4 )
,

别名浩 士
、

阿 士
、

石秋
,

私 谧

文晦
,

福建龙溪 (今属漳州市龙海县 ) 人
。

父 京 榜
,

字 尊 光
,

’ 、

尸 . , ,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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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六年 ( 16 3 3 ) 已在漳浦北 山执业于道周
,

随后两年又从学于

漳州 ( “
榕坛

”
等地 )并掌门人修业事

,

参与编校 《榕坛问业》
。

十三年
,

成举人
。

十六年
,

参加校刊道周 《孝经集传 》 等书
。

十

七年十月
,

护送道周北赴弘光朝召用
,

途中随游武夷山而归 ; 道

周为撰 《洪尊光 (易洪图 }( 孝经洪图 》序 》
。

隆武元年 ( 1 6 4 5 )
,

加人道周抗清义旅
,

任中书舍人兼监纪推官
。

同年十二月二十五

日道周在江西婆源壹都明堂里兵黔被俘
,

京榜脱逃回乡
,

着道士

服隐居深山
,

与子洪思共同搜集整理道周遗作
。

康熙四年 ( 1 6 6 5 )

以前 已不在人世
。

临终叮嘱洪思完成道周遗作搜集整理工作
。

还

著有 《邱园集 》 等
。

崇祯十七年
,

洪思以 i1 岁 ( 虚 岁 十 三 ) 之

龄
,

随父出席道周主持的邺山讲问大会
,

舟中道周为授 《孝经》

并为所撰 《洪图赞 》
、

《九 口诗 》 作序跋
。

明亡
,

隐于龙溪苦竹

山敬身屏
,

杜门著书
,

并承父志及道周遗属蔡玉 卿
、

黄 子 平 之

托
,

继续四 出搜访道周遗作并研究整理之
,

于康熙四年以前先后

编成 《黄子文集》 88 卷
、

《石斋十二书 》 1肠卷
,

并在该年 以 前

依据这些丰富的资料撰成该谱
,

以及 《黄子传 》
、

《文明夫人行

状 》
、

《收文序》 等
。

所搜集的遗作之多
,

研究之细致
,

在历代

收集整理者中首屈一指
。

另著有 《洪图六经 》
、

《洪图六史 》
、

《石秋子敬身录》
、

《石秋子诗集 》 等
。

逝世之初
,

友 人 郑 亦

邹 (即 《郑谱 》 作者 ) 为撰 《洪石秋子传》
。

洪思虽以神龄问业于道周
,

而且由于道周旋 即北赴弘光朝
、

隆武朝召用乃至就义
,

所以从此无缘再追随左右
,

但是所撰该谱

是在其父子长期搜集研究道周遗作以及父亲随侍道周十余年的基

础上完成的
,

所以 所述基本可信
。

该谱行文多取道周原文
,

而且

《黄漳浦集》 保留的许多洪思注释和其父京榜的追忆
,

均可证明

其父子对道周遗作一起进行过研究
,

并且采人该谱
。

然而
,

由于

清陈寿祺在所校 《庄谱 》 的卷首按语中说《庄谱》作者庄起侍
“
尝

偕先生出师建 阳而归
,

尤多目见之事
” ,

遂使读者可 能 误 以 为

1 5 3



《庄谱 》 所记
“
尤多 目见之事

” ,

孰不知庄起铸和洪 思 同期 及

门
,

而且起涛随征仅迄建 阳而已
,

道周义旅在建 阳尚处在初期的

召募结集时期
,

而洪思之父崇祯六年即已为道周执掌门人修业之

事 了
,

况又随征直至婴源兵败之 日
,

父子俩又长期搜集整理道周

遗作
,

所以即使仅就资历而言
,

起涛也无过于洪思父子
,

因此起

铸
“ 尝偕先生出师建 阳而归

,

尤多 目见之事
”
并不足以作为判定

《庄谱 》 高于 《洪谱》 的依据
。

况且
,

笔者认为 《 洪 谱 》 早于

《庄谱 》 , 《庄谱 》 是为订补 《洪谱》 而撰的 (就此而言
, 《庄

谱 》 有过 《洪谱 》 之处 )
,

但 《洪谱》 仍有优于 《庄谱》 之处
,

详见下文 《庄谱》 条
。

笔者认为 《洪谱 》 成于康熙四年以前
,

是因为 洪 思 《 黄 子

传 》 和 《收文序 》 都说该谱被收人所编 《石斋十 二书 》 中
。

其

中
, 《收文序 》 说

“
二十年漳上乱如雨”

·

…今黄子以忠孝示天下

而天下尸祝之将二十年所矣
” ,

考道周就义于隆武二年春
,

此后

2 0年便是康熙四年
,

所以 《收 文序 》 及 《黄子传》
、

《石斋十二

书 》 均成于康熙四年以前
,

而附人 《石斋十二书 》 中的 《洪谱 》

当然也成于该年之前
。

二
、

《庄谱 》

主要作者庄起铸
,

宇子鹤
,

与洪思 同乡
。

父庄烈
,

天启二年

( 1 6 2 2 ) 成武进士
,

与同年进士道周在京师有所过从
。

崇祯十七

年五月邺山讲问大会期间
,

起铸始执弟子礼于道周 (洪思也在这

时人道周门 )
。

次年七
、

八月间
,

加人道周抗清义旅
,

并在建 阳

劝道周屯守闽北而不可轻率北上江西抗清
,

不为所听
,

遂以养母

辞归 (可证其父已死 )
。

行前
,

曾与赖继谨晤谈 (赖氏后从道周

就义 )
。

后参与疏请隆武帝从祀道周
,

并乞路引北上收敛道周遗

骸
,

未果
。

上述行事
,

散见于该谱行文中
,

并采用 自叙的语气
。

在道光九年黄鸣盛刊本中
,

卷首附有 《明纂修弟子姓氏》
: “

漳

浦张天维中贪
、

朱垣伯勤
,

龙溪庄起铸子鹤
、

侯世催晋水
、

郭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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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巩侯
、

王经邦丰功
、

杨天宰玉成
、

庄六成济鹤
、

朱用光元绩
、

李时宗六甫
、

刘元长仁威
、

赵兴掖楚材
、

钟正岳视 公
、

柯 宰季

容
,

平和张碘镇璞
。 ”

这份名单显然是以资辈和籍贯作为排名顺

序的
,

在这些道周闽南弟子中
,

张天维曾任知府
,

所 以 名 居 其

首
,
朱垣是道周女婿

,

故得列其次
。

假若这份名单不是伪造的
,

则该谱属于集体撰写
,

而谱中多 有庄起涛自叙
,

表明他至少是主

要执笔者
。

笔者认为该谱是为订补 《洪谱 》 而撰 的
,

证据有四
:

第一
,

两谱文字颇多雷同
,

表明必有相沿关系
;
第二

,

《洪谱》 是在搜

集整理研究了大量的道周遗作的基础上撰成的
,

反之
,

并没有资

料表明庄起铸也曾经作过类似工作
,

所以 《洪谱 》 极可能 是开先

之作
;
第三

, 《庄谱》 更详
,

最典型 之例有如
:

记叙了崇祯三年

道周主考浙江乡试时拒绝私渴之事
,

事关道周人 品
,

以及次年道

周被劫
“
非法割榜

”
而在京 候查将近一年

,

又受罚傣一年处分的

事 由真相
,

如此重要的事
,

很难想象会由 《洪谱》 从 《庄谱 》 中

删去
,

所以当是《庄谱 》的增补
。

道周拒绝私渴之事
,

有所撰 《 自

明试务疏》 为证
。

第四
,

虽然庄起铸加人道周抗清队伍时
,

洪思

年仅 12 岁
,

表明庄起涛比洪思年长
,

但 是 《洪谱 》 康熙四年以前

脱稿时
,

洪思未逾 33 岁
,

所以 主起涛这时仍可能在世
。

在比较 《洪谱 》 与 《庄谱 》 时
,

还必须指出的 是
:

《庄谱 》

清陈寿祺校本所注
“ 《洪谱 》 略同 ” 之处

,

实际上往往不乏重要

的差异
,

例如
:

( 1 ) 事关道周学术及思想渊源方面
,

有二例
:

一例是万历二十年
,

《洪谱》 说道周
“
从里人讲业于此

” (按指
“ 渔鼓溪之上

” )
,

而 《庄谱 》 却说
“
从伯兄讲业于渔鼓溪之顿

坑者凡数年
” ; 另一例是万历二十六年

,

《庄谱 》 增补 了一事
:

道周
“
喜谈黄白之术

,

有弃家腾举意
。

适江西二王子至
,

先生修

刺伏渴
,

言丹砂可化为黄金
,

其说有验
。

而是时神宗静摄
,

颇好

道家言
。

先生遂作书
,

将因王子上朝
” 。

( 2 ) 事关道周早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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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想及学术活动
、

影响方面
,

如 《庄谱》 删去了 《洪谱》 所记

的万历四十六年道周与来漳州校士的福建学使岳和
“
探讨罗文质

公
、

李文靖公
”

(按指宋代理学家罗从彦
、

李侗的理学思想 )
。

( 3) 事关道周政治抱负及言行方面
,

如天启四年
,

《庄谱》 增

补 了一事
: “

按先生疏有
`

初散馆
,

请使朝鲜
,

之语
。 ”

道 周 该

年请使朝鲜
,

有《慎喜怒以回天疏》和 《感恩疏》为证
。

( 4 ) 事关

道周家事方面
,

如 《庄谱 》 增补了崇祯元年道周安葬原配林氏于

漳浦北山
,

以及迁葬祖母
、

伯父
、

叔父之事
。

诸如此类
,

不一而

足
。

虽说 《庄谱分订补了 《洪谱 》 ,

但也删去了一些 重 要 的 记

述
,

所以 《洪谱 》 仍有其价值
,

上文所举万历四十六年道周与岳

和论学等事
,

可见一斑
。

尽管 《庄谱 》 和 《洪谱 》 都颇有文献之征
,

但也不免有所疏

讹
,

其典型者如下例
:

( 1 ) 道周崇祯十三年 ( 1 6 4 。) 五月因江

西巡抚解学龙荐举而被崇祯帝疑为结党
,

逮人诏狱
,

八月初起囚

在刑部监狱
,

十二月底移囚北镇抚司拷问
,

次年五月二十 日移回

刑部拟撇
,

十二月十九 日获释
。

关于道周囚在这二所监狱中的时

间
、

顺序
、

次数
,

《洪谱 》 和 《庄谱 》 的记述都显得杂乱失序
。

《洪谱》 失误在于洪思对道周这段经历不甚了了
,

这有他注释道

周此期 《与唐伯玉书》 时误说该信撰于
“
庚辰 (崇祯十四年 ) 十

月在北寺 (按是北镇抚司的俗称 )
,

时犹未过西库 (按是刑部的

俗称 )
”
为证

。

看来庄起铸对道周这段经历也未辨明
,

只得沿用

《洪谱 》 之讹而已
。

( 2 ) 道周 《狱中乞恩疏》 抄附 了崇祯十四

年十月御批
,

可是 《洪谱分和 《庄谱》 却说该疏作于
“
十一 月刑

部拟撇
”
之后

。

( 3 ) 隆武帝在隆武元年七月十二 日给何成吾兄

弟的救谕中自忆
“
闰六月初七 日监 (国 )

” ,

此事并有 《思文大

纪 》
、

《所知录 》 的记述为证
,

但是 《庄谱 》 却说
“
拟于闰六月

初八 日行监国事
” 。

( 4 ) 道周 《食尽兵单请自黔疏》 自忆
“ 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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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九月二十五 日往崇安
”
从而跨入江西抗清

,

可是 《洪谱》 却说

道周
“
遂于九月十九 日同诸将出关

” 。

三
、 《郑谱 》

作者郑亦邹 ( ? 一 1 7 0 9 )
,

字居仲
,

号白麓
,

福建海澄 (今

属漳州市龙海县 ) 人
。

康熙三十二年 ( 1 6 9 3 ) 举人
。

与洪思有所

过从
,

四十三年七月 曾以所撰道周传记 (片断存于 《黄漳浦集》

卷首 ) 请教于洪思
,

四十四年洪思逝世又为撰 《洪石秋子传 》
。

四十五年
,

成进士
,

授内阁中书
,

假归
。

四十六年
,

被福建巡抚张

伯行聘为福州鳌峰书院学正
,

与山长蔡璧子世远结为忘年之交
。

有门人陈先登
、

郭成郭
、

郑溥等
。

四十八年稍前
,

张伯行荐人纂

修馆
,

未赴而卒
。

藏书之富
, “ 几甲郡中

” 。

博学有才名
,

倡建

南屏文社
,

一时云集三百人
。

著述十余种
,

仅存康熙四十一年所

撰 《明季遂志录 》 和该谱
,

以及道周传记片断
。

曾致力于道周遗

作的搜集
,

编成 《黄石斋先生集》 50 卷
,

据清陈寿祺比勘
,

该集

可补洪思编 《黄子录 》 的凡 1 27 篇 (但也有 74 篇是 《黄 子 录 》 有

而该集所阔的 )
。

《郑谱 》 对 《洪谱 》 和 《庄谱 》 的订补
,

据 《庄谱 》 清陈寿

祺校本和 《金谱 》 的援引
,

至少有 3处
:

( 1 ) 在天启五年处
,

补

叙了道周不惧魏忠贤威胁
,

一反经筵展书官膝行进书的惯例
,

勇

敢地平步进书之举 (有道周僚友黄景防 《黄道周洁传 》
,

以及道

周崇祯四年六月 《辨仁义功利疏 》 所忆
“
侍经筵仅一 日

,

件珍而

去
” ,

同年或稍后所撰 《刘侍御传》 所忆
“
予既以讲筵 获 罪

”
为

证
。

) ( 2 ) 在弘光元年处 (按应是隆武元年 )
,

补叙 了 郑 芝 龙

拥兵专政
,

与道周争班于朝宴
,

所以道周绝望而白请北上抗清之

事 (有道周此期 《行 都求去疏 》
、

黄景防 《黄 道 周 洁 传 》
、

明

钱澄 之 《所知录 》
、

明查继佐 《国寿录 》 等为证
。

) ( 3 ) 《洪

谱 》 和 《庄谱》 把道周隆武二年行事合入元年
,

而 《郑谱》 另立

隆武二年这一条
,

符合年谱体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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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黄谱 》

笔者未见该谱及其行世的淮确记载
,

所见是谢巍 《中国历代

人物年谱考录 》 的著录
,

说是道周孙玉磷 (字文伯 ) 所撰
,

版本

不详
,

所据是清王源 《居业堂文集 》 的著录
。

但是
,

笔者查清王源 《居业堂文集
·

黄忠烈公年谱序 》
,

及

清陈寿祺等 《重纂福建通志
·

黄道周传 》 所附清陈梦雷为黄玉磷

出示的道周年谱所撰序文
,

实际上都没有明确地说是 黄 玉 磷 所

撰
:

前者只说
“ 公诸孙近始出应试

,

德绍 (按指道周第四子黄子

平的长子 ) 文章最古雅
,

选拔人成均馆 (按指官学 )
; 玉磷需次

为县令
。

玉磷字文伯
,

工诗文
,

磊落多义慨
,

庚辰 (康熙三十九

年
, 1 7 0。 ) 与予订交都门

,

出忠烈公年谱使为序
” ; 后 者 也 仅

说
: “

梦雷戊寅 (康熙三十七年 ) 蒙
J

恩自辽左召还京师
,

得交公

孙文伯
,

文伯 出公年谱见示
,

属梦雷一 言
,

梦雷敬诺不辞
。

或话

之日
: `

文伯幼丁兵焚
,

三俘三赎
,

至于通逃易姓
。

卒归
,

诸父

冥冥默相
,

不可不谓非忠烈公之灵
。

然文伯戮力圣朝
,

随征楚蜀

黔
,

挽输边塞
,

又大殊忠烈公之志 ! 子之序之也
,

将谓之何了
,

梦

雷应之曰
: `

不然
“

一
’ 。 ”

所以
,

黄玉磷未必撰有道周 年 谱
,

他向陈梦雷和王源出示的道周年谱
,

很可能是康熙四年前已问世

的 《洪谱 》 或稍后撰成的 《庄谱 》
。

黄玉磷
,

是道周长孙 (长 子

黄子中的长子 )
,

生于顺治七年 ( ] 6 5 0 ) 至十年之间
,

其余情况

如这里援引的王源
、

陈梦雷的序文所述
。

五
、

《亨阳谱 》

仅见 《福建通志
·

艺文志
·

存 目》 著录而 已
,

姑 存 待 访
。

庄亨阳 ( 1 6 8 6一 1 7 4 6 )
,

字元仲
,

号复斋
,

福建南靖龟阳乡

人
。

业师戴盼
,

与 《郑谱》 作者郑亦邹有所过从
,

事见 《福建通

纪
·

郑亦邹传》
。

亨阳
,

康熙五十年 ( 1 7 1 1 ) 中举
,

五十七年成

进士
,

授山东潍县知县
,

母忧归
,

遂家居侍父
。

乾隆元年 ( 1 7 3 6 )

荐为国子助教
。

迁吏部主事
。

六年
,

特授德安府同知
。

十一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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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徐州知府
。

八年
,

迁分巡淮海道
。

以积劳视灾核娠引发 旧病而

卒
。

学通经史算术
,

有 《算法书 》
,

《河防书 》
、

《秋水堂集 》

等
。

深为杨名时
、

方 苞等人所重
。

与蔡德晋 等合 称
“ 四 贤

” 、

“
五君子

” 。

传见 《清史稿 》
、

《东越儒林后传 》
、

《 〔光绪〕

漳州府志》
、

《福建通纪 》 等
。

倘若真有该谱
,

则不当题作
“
黄忠端公年谱

” ,

因为道周谧

忠端是乾隆四十一年的事
,

而庄亨阳早在乾隆十年 已死
。

六
、

《金谱 》

笔者所见是大连图书馆藏本
。

另据谢巍 《中国历代人物年谱

考录 》 ,

上海师范大学也有藏本
。

该谱封皮题签及卷首书名均作
“
先儒黄子年谱集成

” ,

版心

大题作
“
先儒黄子年谱

” ,

卷首职衔名作
“
海 昌后学金光耀梅溪

氏增辑校刊
” ,

卷首还刊有 《年谱校刊姓氏 》 : “ 桐城张用箱萃

田
、

株陵吴国俊伯瑛
、

桂林朱橇南坟
、

海昌陆以钧乙斋
、

海昌查

鼎小 白
、

长乐梁尧辰伯思
。 ”

金光耀
,

除 了该谱职衔名表明他别名梅撰
,

浙 江海宁人氏之

外
, 《海宁州志稿》 说他 曾任

“ 同安厦门
”

(当时厦门隶属同安

县 ) 的
“ 巡检

” ,

但是 《同安县志 》 以及 《爵秩全览》
,

所列清

代巡检名单
,

均不见其人
,

或是遗漏了
。

张用糟
,

该谱编校姓氏表明他别名萃 田
,

桐城人
,

此外文献

不足征
。

《桐城续修县志》 有张廷佩者
,

亦字萃田
,

是
“ 文端

”

胞侄
,

若
“
文端

”
指康熙间文华殿大学 士张英

,

则该张廷佩非张

用禧也
。

吴国俊
,

该谱编校姓氏表明他别名伯瑛
,

袜 陵 (江 宁 府 )

人
。

此外
, 《续修江宁府志》 有传

: “
字伯瑛

。

分书 (按 指 隶

书 ) 仿文衡山 (按指文征明 ) 一派
。

后官福建盐大使
。 ”

但 《福

建通志
·

职官志
·

盐法道 》 失载
。

朱楠
,

该谱编校姓氏表明他别名南该
,

广西桂林人
。

余不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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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以钩
,

该谱编校姓氏表明他别名乙斋
,

浙江海宁人
。

《海

宁州志稿 》 说他是
“
栓子

。

字秉之
,

号乙斋
,

又号 尚 左 生
。

监

生
。

中年以右臂病废
,

弃举子业
,

习左手 书
,

摹 钟
、

王
,

极 古

媚 妙 ,

著有 ((, 乙太平居随笔》 十卷
、

《乙斋吟草 》 十卷
、

《乙斋

四六文草 》 十卷
。

查鼎
,

该谱表明他别名小 白
,

浙江海宁人
。

《海宁州志稿》 ,

有位
“
查元鼎

” ,

字戴舫
,

号小 白
,

诸生
。

尝从军入闽海
,

卒于

淡水厅
,

著有 《粳红 院诗稿》
、

《草草草堂诗钞》 六卷
。

看来此

人即查鼎
。

《淡水厅志 》 ,

未录其名
。

此外
,

《海宁州志稿 》 中

还有二位
“
查鼎

” :

一位字洪受
,

号实园
,

诸生
,

有 《一经堂文

集 》 ; 另一位字凝之
,

监生
,

曾任得美场盐课大使
。

梁尧辰
,

据该谱编校姓氏
,

别名伯思
,

福建
一

长乐人
。

又据《长乐

县志 》 ,

他是梁上国的孙子
,

梁章拒的从侄
,

道光十七年 ( 1 8 3 7 )

优贡
。

余不详
。

从上述 7人的已知简况看来
,

他们大体上是与福建或浙 江 海

宁县有关的小官吏或文人
。

他们是如何
“
集成

”
或

“
增辑校刊

”

该谱的呢 ? 据笔者看来
,

他们实际上是取 《洪谱 》 道光本 (道光

二十四年曾省
、

林广迈
、

林广获校刊本 ) 或 同治本 (同治十年曾

天南
、

曾文贵重刊道光本 ) 为蓝本 (有道光本眉批及旧款为证 )
,

窜入 《庄谱 》 陈寿祺道光十年刊本的部分文字
,

摘取 《郑谱 》 片

断作为夹注或眉批
,

是一部拼凑
、

抄袭之作
。

首先
,

谱文和卷末旧

款
“ 洪思浩士述

” 以及眉批
,

均表明该谱是以 《洪谱》 道光本或

同治本为底本的
,

然而对此不仅不作任何说明
,

反而在卷首按语

中窜人 《庄谱 》 陈寿祺校本的卷首按语 (其中有
“ 以 庄 氏 为 定

本
,

洪氏附之
”
的话 )

,

将使读者莫名其妙
。

其次
,

他们照原格

式抄袭 《洪谱》 道光本的眉批作为自己的眉批
,

也未作 任 何 说

明
,

显然有掠美之意
。

其三
,

窜人 《庄谱》 陈寿祺校本的部分文

字
,

也未加任何标识
,

破坏了 《洪谱 》 的原貌
。

所幸它还能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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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夹注或眉批的形式保留了 《郑谱》 片断 (真伪待考 )
,

在当今

《郑谱》 难觅的情况下
,

可以让人略窥一斑
。

鉴于它抄袭了 《洪

谱 》 道光本或同治本的眉批
,

所以它应是道光二十四年以后甚至

同治十年以后编成
、

刊成的
。

又据这 7位编校者的籍贯和宦游地
,

以及卷首《年谱编校姓氏》背面所刊
“
福州王友士镌字

” 1行 7字
,

所以笔者认为它们可能编刊于福建或浙江
,

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一

竺些
。

综上所述 6部年谱中
,

《洪谱 》 最早出
,

而 且 颇 有 文 献 之

征
,

又有一些可与 《庄谱 》 互为补充
、

印证的记述 ; 《庄谱》 次

早出
,

是为订补 《洪谱 》 而撰的
,

但也有一些重要的遗弃 ; 《郑

谱 》 晚于洪
、

庄二谱
,

且较简略
,

但有所订补
; 《金谱 》 是抄袭

拼凑之作
,

但略存 《郑谱》 片断 ; 《黄谱 》 和 《亨阳谱 》 恐是原

无其书
,

姑存待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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