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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诗中,有关江原张季长作,凡四十余首。相交四十年,白首弥笃,所谓兰芷之薰 ,

互为馨逸者也。惜其名高曩代,史无传记,钩稽旧文,犹能略见生平。

高祖名中理,字景通,居江原善颂堂。

费著 《氏族谱》云: “张氏,汉名纲之后。纲卒,瘗犍为武阳。唐大中时,有天祺者 ,

自武阳徙江源卒,瘗后有白檀生墓间,号 白檀张氏。五传至中理,举逸民不就,即拜将

作监主簿。”
按司马光《寄题张著作中理善颂堂》诗,则曾为著作。赵抻 《过岭回寄张景

通先生示邑下同人》称其: “几度孝廉交郡辟,一生文行出乡评。”文同 《江原张景通

善颂堂》谓其: “子舍光荣身仕健,只将香火事华严。”
并咏所居,饶花石之胜。

范成大 《吴船录》淳熙丁酉五月: “ (蜀 州)三十里早顿江原县,前馆职张艟季长招至

自祖所作善颂堂。”
按中理当是艟之高祖,详 曾祖公裕条。堂有赵扑题记,范成大 《江

源县张季长正字家善颂堂》诗注: “季长尽出先世所藏图书,壁有赵清献公 为 令 时 题

名。
” 《舆地纪胜 ·碑目》崇庆府: “善颂堂留题,见赵扑诗。

”
似以扦 《寄张景通先

生》诗当之。

曾伯祖公谨,赠少师。

《氏族谱》:中理 “子曰公谨,元祜五年五经出身,累赠少师。”
似以子贵。

伯祖深,历官川陕转运,终泸州守。

《氏族谱》: “公谨之子深,徙双流。登崇宁第,累迁夔州转运判官。张丞相浚宣抚川

陕,承制黜陟,除潼川路提点刑狱,改转运副使,迁知夔州。中书舍人句涛论马政,力

荐深,除管川陕茶马,继除都转运使。以制置使胡公世将议酒法不合,改除泸州,因丐

祠请老。子孙多以赏得官,子珏、慎,孙徽之、安之,皆郡守。”

按:深迁双流,因知其二子珏、慎,非黻之父。盖费谱所叙,但及中理之长子冢孙,而

不及艏之祖系·其世系实出中理次子,公裕之后,留居江原者也。

曾祖公裕,皇褚进士,仕太常礼院。与司马光、范祖禹、李常相骞。

《吴船录》: “季长之 (曾 )祖与司马温公、范太史同朝相善也。论新法不合归,二公

作善颂堂诗以送之,使归寿其亲。壁有赵清献公宰邑时题字。”范祖禹诗,今集中不存

;屡有题咏张二十五郊园之作,恐非斯人。司马光 《寄题张著作中理善颂 堂》 题 下 注

云: “嘉州公裕学士之父。”
所谓与温公同朝相善者,乃中理次子公裕。初仕秘阁,故

称学士;归守嘉州,因书现职。

张臌 《寒食诗坤占跋》: “昔曾大父礼院官中秘书,与李常公择为僚,山谷母夫人公择女

也。山谷与永安 (按乃黻之伯祖浩)帖 ,自 言识先礼院于公择舅座上,由是 与 永 安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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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有先礼院所藏昭陵御飞白记,及曾叔祖庐山府君志铭,皆列 《山谷集》。”按黻之

曾大父当是公裕9据山谷 《仁宗皇帝御书记》云: “故秘阎校理臣张公裕所藏书,其子

臣浩以示臣,臣味冒论著如此。”
盖御笔飞白散落人间,士大夫家或得只字片纸,公裕

喊之,以传于浩多浩乃敝伯祖9详见后文。

清修 《崇庆州志 。人物》云:公裕字益懦9冖理子。上祜中进士9为戎州军事推官,调

忠武军节度掌书记9改太子中允9知定州唐乒f。 以‖魏公荐,英宗选充秘阎校理,同知

太常礼院,改判吏部。丐郡”知嘉州,迁太I溥 上。以父丧哀毁致疾,服除 请 闲 官 就

医,授勾管成都府玉局观。会改官制为承议郎9终于官。著有 《周易》 《诗》 《眷秋》

二经注解。

公尹公邵皆曾租辈。

公尹见光绪已亥江原皈禅院出土元符二年上已题名残石:“提刑按察院顿公按部过邑,同

知江源县事马贲新、武信军节度掌书记张公尹、永康军导江县主簿季完况、前梓州盐亭

县主簿张浩、前⋯⋯游张氏□。”
盖按察巡部过此,江原令及导江主簿从行,公尹及其

子侄张浩等陪游其家善颂堂也9而张氏故庐所在或即佛寺附近矣。

《州志》又载:张公邵字修儒,蜀州江原人。仕昌州大足县尉、泸州泸川县主簿、阆州

苍溪县令,知雅州名山县,改芦山县卒。 “其摘吏奸伏,不可请赇·诂民租税,不可阻

止。大足泸州吏民,皆能道其事五。”按糨 《寒食帖跋》 ft∶ ,山 谷尝撰其 “曾叔祖庐山

府君志铭
”,似即此人。

伯祖浩,仕永安,与黄庭坚游好。

张黻 《寒食计帖跋》云: “东坡老仙三诗,先世旧有。伯祖永安大夫尝谒山谷于眉之青

神,所携行书帖,山谷皆跋其后,此诗其一也。 (中略)永安为河南属邑,伯祖尝为之

宰云。三晋张艟季长甫懿文堂书。”按黄庭坚 《仁宗皇帝御书记》称,公裕之子浩出书

乞跋,而艟渭伯祖永安公请题,是浩即艇之伯祖,且知山谷题跋,时在青神。《吴船录》

谓: “季长之族祖浩,藏仁宗御飞白书9山谷所跋者。山谷自称洪州分宁县双井里前史

臣黄庭坚”盖谪戎州时所跋。”山谷谪戎州,与浩相见,实在眉州。

浩尝为盐亭主簿,见咸丰盐亭玉龙镇出土绍圣元年王舜钦诗碑,题主簿张浩书丹。元符

初已去职在乡, 见前引江原皈禅院石刻。又 《全蜀艺文志》 卷九收何麒 《岩下观瀑

次张灏韵》”麒古城人,与 江原邻邑9不知灏即浩否?至于敝之祖父为谁9名爵不详。

张徽孪季长,隆 兴元隼癸未进士。

《南宋馆闪录》秘书省正字名泶: “张糨字李长,宙安人。木待闸榜进士出身 ,治 涛赋。
”

别署懿文,晚号饰庵,详见后文。其生年元考,待问榜为隆兴元年(1163),姑 以三十岁

得进士计,约生于绍兴之初 (11s1年后)。

乾道八年,与陆游等同夜南郑宣抚使幕。

陆游 《跋陕西印章》云: “绍熙庚戌 (h90)正月十九日夜,阅故书得此,追思在山南

时已二十年。同幕惟周元吉、阎才元、章德茂、张季长及余五人,尚 亡恙 尔, 拊 卷 累

欷。放翁题。”按游从宣抚王炎南郑军幕9为乾道八年壬辰 (11″ ),四十八岁,是秋

召炎还枢密,遂罢宜抚。与黻同幕,即在本年。跋次艟各于周阎诸人之后” 似 年 齿 稍

小,约四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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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祭张季 κ大川I文》云g “
l|1之定交9孔 如I与季长者乎:一产丿|《 下,一家山阴9邂

逅南郑,步l体同心,有苷相勉9闷遗相i父 。″三人切琢
`l义

”交讠∶i最密。讨有 《次韵季

长题龙洞》,洞在三泉,亦此时作。

乾道九年为秘书省正字,明年即以忧去。

阎苍舒 《游卧龙纪行》二: “余初自宜威幕府送季长奏事北阙,入道山为学士。”
艏离

南郑时,王炎尚未罢宜抚,故 以奏莩入京。及撤宣抚,即留京中。工炎还朝,实为九年

(11~73)。 《宋会要 ·职官》四十一￡ “九年五月王炎言,被 旨出使,宜抚四川9今来

结局。″
季长亦以是年入秘阁, 《南宋馆闱录》谓: “九年九月除,淳熙元年 (1174)

十一月丁忧,” 则黻在馆仅十五月。

鼹在秘阁,适游两仕蜀州 (乾道九年春权通判9旋离去,淳熙元年春复除), 《祭张季

长文》云: “公既造朝,众彦所钦;我南
^、

蜀,九折嵌金
″是也。叉 《宿江源县东十里

张氏亭子》诗,则淳熙元年甲午十月作9时浒在成都幕府,下县过此,描父尚存,或已

在病中,因来拜谒,留宿张园。

淳熙二年至四年,丁忧在家。

二年 (1175)六 月范成大为成都帅9陆游权制置。此后”有 《和范舍人病后二诗,末章

兼呈张正字》云: “舍人起视北门革9学士归扌东观书
”,谓徽乡居也。舨招成大游其

家9乃淳熙四年五月范东归过江汀时。

是冬稹已除服,即来成都,与 陆同游。游 《次韵Ⅰ∷季长正宁悔花》云: “万卫西湖惊梦

断9二年东闩忆幽期
v注 : “尝官店安

”
。盖蜀州东阎以l圩 扌,故和徽作及之。又 《次

韵季长见示》七伴,共抒忧时用世之怀9往复商慨。又有 《广都道中置季长》云: “天

上石渠郎9能来伴楚狂9风霜朔并辔,灯火夜迕床
”9是曾同浒广都。又《另刂后寄季长》

云: “缭出锦城南,问讯江梅吞,煎茶憩野店9唤船截烟氵i∶ ” ,正追忆此游 ,当 时岁暮。

游 《祭张季长文》云: “公以忧归,我亦陆沉”久乃相遇9垂涕沽襟。宿好未远,旧 盟

谁寻,驾 言造公9公已来临。我侣公和,如鼓瑟琴,送我东归,扛手江浔。
”

文中凡记

成都三见夕始则舭归过此,继来冂浒”五年 (11")吞 又j兰 j∫
1i丨 l∶ ,再 Ⅰ戊都。

淳熙王年还朝,出 参∮忄咄郡。

游 《祭张季长文》云: “公 i了:为 彳「9, }△ ⅠlI;0方 尺:t,氵 衤恐不深。
”

蔽为少卿,乃

其终职,还钥后历任川瓦、运使,所 :1“ 孓Ⅰ|驳 u∵ 也。是年游亦东下,为福建常平茶

盐公革,明年改江西,七年要,故云艮谗深洁也。

徽仕州职,未详何地,唯于 《河南运判到任讠!i夫》中Ⅱ各述往事云: “伏念臣拔迹寒乡,

遭时盛际。朴学粗通于章句,偶试儒科;天威获望于清闲,收尘策府。辨鲁鱼而何有 ,

审坊鹞之白安。属以罹忧,飘然去国。再参州麾之寄9=分荡节之华。广帝德之好生 ,

每期不杀;干邦储而护漕,必务正辞。岁华虽老于簿书,民事粗更于倪轭。问牛羊之刍

牧,屡叩天闯;歌鸿雁之劬方,幸安边听。拜宠灵之下逮,体疏远之不遗。道山隔半室

之尘,梦复疑于傣直;湘水鼓舂风之棹,赋欲反于离骚。来从蜀道之天难 ,稍觉长安之日

近。
”

首八句白叙科第及入秘府,罹忧二句指父丧还乡。以下总叙,两任提 刑,三 为 运

使,屡因上计,得蒙宠顾。末叙近自湘中,转调河南。

淳熙九年在夔漕任所。

阎苍舒 《运使张公同游卧龙纪行》云:季长入朝为学士,” 后三年余始被命造朝”逐玷

·犭5·



论思之列。今丐祠得诂而归,会季 κ护漕夔门,相 与道旧故冫握手惊叹,盖阔别已十年

矣。 (中略)淳熙九年二月癸巳店安阎苍舒才元书。
”

才元虽与黻同乡,自 屹道 八 年

(1172)别 于南郑,久在外任,及为部郎9而季长又居州郡,迄淳熙九年(1182)始 得再

见,故已十年阔别。

淳熙十三年为利州路提刑。

是年 (1186)陆 游起知严州,冬赋 《后园独步有怀张季长正字》云: “故人 已 到 梁 州

未?尺纸东来抵万金。
”

因知艟赴山南,为丙午之冬。丁未冬又赋 《张季长学士自兴元

遣人来,因询梁益间事,怅然有感》及 《休日与客燕语,既去作草数纸》,注云: “张

季长寄洮砚,皆近到新定。
”

按杨万里 《利州路提刑、秘书张季长送洮砚,发视乃一段

柏木也,作诗谢之》云g “别去十年真一梦。
”知徽在兴元为提刑,以砚分寄陆杨;而

与杨别已近十年,则自服阕复仕以来,出都后即未相见。又 《舆地纪胜》大安军九井山

条,称艇为 “利宪
”,职任提刑,杨诗冠以秘书,乃称京职。

淳熙十六年在湘中。

去岁戊中 (1188),游在新定尝刻 《世说新语》,旋即罢官·嘉靖吴郡袁娶刻本,即从

新定本出。传是楼旧藏淳熙十六年 (⒒89)湘中刊本,有江原张黻跋,其文未见。意者

游刻书成9以寄季长,乃重刊于湘中;时 已自自利宪移官湖南,职事未详。

再移河南运判。

《河南运判到任谢表》: “湘水鼓东风之棹,赋欲反于Ⅰ△磴。来从蜀道之天难,稍觉长

安之日近
抄

。是自湘卸官,出还蜀中,新赴亻Ⅰ⒎「,乃近临女。时故河南府西京既已失陷 ,

而河南郡应天府之南京亦在淮北,疑 “河南
”二字为 “江南

”之误。绍熙元 年 艇 犹 在

吴,可为佐证;表 中 “长安之日近”,乃得确解。

绍熙元年在吴。

陆游 《初寒》云: “独恨敌人消息断,寒江谁与倩双鱼
″,注 : “张季长自离吴门,未

得近书”
。诗为绍熙二年辛亥九月作,则本年春夏及绍熙元年 (n9o)稹尝仕吴中,二

年秋即已他去。

绍熙五年在朝为少卿。

《宋诗纪事》小传g “张鼹字季长,唐安人。隆兴元年进士9官大理少卿。
”按陆游集

中,唯本年诗称稹为少卿,有 《箜篌谣二首寄季长少卿》,乃绍熙甲寅 (1194)秋 、年

七十时,乡 居寄怀之作。时粞已入朝,官为少卿。明年乙卯为庆元元年,稹已去官,游

十一月赋 《雨夜有怀季长少卿》诗9亦称少卿,知 其仕终大理。

同年归蜀。

陆游 《闭户》云: “今朝更有欣然处,万里知心一纸书。
”

注: “蜀兵来,得张季长归

唐安江源书。
”诗为甲寅十月作,谓稹归江源,距去官之时不久。

此后数年,每岁吴蜀互有书问:丁 已 《岁暮怀张季长》、戊午春 《得张季长书》、十月

以 《吴体寄张季长》。己未游还寄禄致仕,夏有 《次季长韵回寄》云: “开书字字论畴

昔,遣使年年有故常
”; 《初冬有感》注: “张季长居唐安,岁常通书

”
。按游 《哭季

长》云: “我荷锄时君赐环,君归我复造清班9无由促膝暂握手,每得寄声聊解颜
”

云

云。赐环,谓艟自吴楚入朝;君归,即指其辞官返蜀,迄至稹卒,更无相见之期。

庆元六年诏还中秘,不赴。

J犭 6·凵



陆游庚申 (120O)冬 《枕上作》I1“Ⅰ订玄万 !丑古尘绝。
”

泅:: “张于κ今年尚未通书
”

,

知仍在家。十月 《寄题季长饰巷》则云: “
i丘讠亻亻还中秘9新文记饰罨;主盟尹勿让,贾

勇我何堪。木落山容瘦,云齐△意酣,何由共杯洒”把蟹擘黄柑。″是年无诏游入中秘

事,审诗之意,乃诏臌还9故劝其主盟勿让。所调饰罨,乃植自号所居,游肓此诗,当

是闻有新命而作。然艉实未赴,十二月游有 《流年》诗云: “幔下书稀怆 别 离 ”” 注
“张季长久不得书

”,可证。

嘉泰二年游荐之,未 用,开禧初,还禄致仕。

陆游以嘉泰二年壬戌 (1202)六 月入都修史,除秘书监,继为宝章阁待制;明年癸亥五

月还乡。此即敝悼诗所云, “君归我复造清班”
也。《祭张季长大卿文》又云 :“公去我

召,如商与参,渺邈天涯,一书万金。我自史闱,进长书林9迫老亟退,突不暇黔。亦

尝挽公,力微弗任;比乃闻公,请投华簪。
”

是游曾欲挽i之 还秘阁,而力不能;比闻稹

已请投簪,则事在逝前不久,故系于开艹之初 (12o5)。 更知箱绍熙归蜀 时, 尚 有 寄

禄,今乃还禄致仕矣。

嘉泰中游尝荐之,并见 《爱日庐丛钞》卷三: “务观在蜀9与张厚善,暮年 犹 怀 之 不

已,问寓于篇什。起修史时,且。欲引类'不果。或云李季章参政其婿也。
拶

此年后,游
《跋陕西印章》云: “嘉泰之四年9岁 在甲子9季长在蜀9累岁不得书,存亡有不可知

者,而予年已八十,感叹不能已。八月十六日务观书。
”

及乙丑、丙寅9屡有寄怀季长

之什9切 盼蜀书。

开禧三年舂卒,是冬其女亦殁。

是年晚春 (1207),游 有 《春感》云: “但佘一事犹关念,万里宙安阙寄声
”
。注: “张

季长久不通书,或传其卧病,芒耿耿也。
”又 《舂阴溪上小轩》作云: “故人万里幔山

下,安得书来慰断魂
”

。注: “比遣书问张季长消息于都下,未 报。
”

因闻季长卧病 ,

寄问于都下9或即艏婿李季章处也。及赋 《杂I水》十首则云: “一恸寝门生意尽,从今

无复季长书。”
注: “近闻张季长物故

”
。是秋又有 《哭季 κ》二首及 《岁暮老怀》之

作,犹念亡友不已。明年 《登山西望有怀季长》诏9 “张卿独所敬,夙 昔 推 直 谅
”

,

《独坐》谓, “六十年前故人尽,八千里外寄书稀
”,亦为季作也长。

陆游 《跋刘戒之东归诗》云: “乾道中9予与戒之同在宣抚使幕中,同舍十四五人。宣

抚使召还,予辈皆散去。⋯¨至开禧中9独予与张季长独存,今春季长复考终于江原。

丁卯十二月乙丑,渭南伯陆某书于山阴老学罨
”

。时游年八十三,鼹卒约七十五岁。游

祭季长文称之为 “大卿
”,当是卒后赠官。

《丛钞》谓稹婿季章,二姓皆蜀中世家。眉山李壁,绍熙元年进士,嘉泰三年除秘书少

监,开禧二年以参知政事兼权监修国史。三年冬游有《次韵李季章参政哭其夫人》七首 ,

是臌父女同年而卒。     ∷

陆游 《哭季长》诗注,谓其 “晚著书数百卷
”,存 目可考者三 :

《中庸辨择》  陆游 《跋张季长中庸辨择》云: “此书大概似陈莹中初著《尊尧集》,

识者当自得之。
”
卷帙不详。按陈璀书一卷,攻讦王安石 《日录》之诬僭不逊,蔡卞以

之修 《实录》,乃专尊私史而压宗庙也。则耩此著,明述中庸之理,暗非荆公之论,盖

自曾祖公裕即论新法不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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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官记》一卷  《郡斋汶i)志》 I∶ : “工丹张臌所编也,其说调:元丰官制,化实

正矣,惟是祀宗囚官制以刖流品之意,当 时初不讲明及之,故寄禄之阶,条理未尽”若

参以旧典,则得矢可见。遂先立元丰寄禄新格9⒓l祖 宗旧官迁转之法,参列于后云
”。

《直斋书录解题》云: “大理少卿 (蜀人)张艏季长撰,专载新旧迁转之异9亦以寄禄

为未然也”
。书附蔡悖 《祖宗官制旧典》之后,今佚。

《陶靖节年谱辩讧》一卷、《杂记》一卷  《直斋书录》云:“吴郡吴仁杰斗南为《年谱》,

蜀人张艟季长辩证之,又杂记前贤论端节语,此蜀本也。”
今存宋本陶集,前有庐陵李

公焕 《补注陶渊明集总论》一卷、二十余条,即就稹之 《杂记》补成,并采赭书入案语

中。卷中笺注,亦偶引 “西蜀张艟《辩证》”。清人陶澍著《考异》二卷,即仿 《辩证》之

例而成。

《商宋馆阁录》称徽
“治诗赋

”,其集不存。傅沅叔 《宋代蜀文辑存》录文六首,遗诗可拾

者亦仅数章 :

《河南运判到任谢在》见 《播芳大仝》卷五。详见前引。

《南康郡王庙记》见 《仝蜀艺文志》三十七。自称 “艋以部中守吏,入受约束于 (四川

制置使胡元质)公府下,公命漪记其丰
”。文扌;浔 于淳FR五年9时适守制在乡。

《赋梅自序》见 《爱日庐丛钞》三,并载其 《赋梅》诗。序称尝和任渊梅花诗云云,偶

存断句。

《太玄索隐序》见 《永乐大典》四九二六。书为 “介 1t巾 }JT∶ 开:l乓
”

掼, 庆 元 元 年

序,时弑已钕仕还乡。开杰宇次η!。 l|JI门 tt,丿 L氵 ::《太玄》十二卷,又东隐四卷·兄

晋臣,字子远,传见 《宋史》。

《石经跌》见 《仝蜀艺文志》五十九。乃题五代蜀刻石经9亦关蜀中文献之作。

《寒食诗帖跋》傅书据罨迹采辑。此东坡名帖,原出张氏家成9世有传木。

佚文如 《舆地纪胜》大安军九井山条引 “利宪张簸奏云:太 安滩睑为多,雨九井尤甚
″,仅

存断句。

《赋梅》一首见 《爱日庐丛钞》卷三。陆游有 《次韵张萃长正宇梅花》9见《剑南讠:讯氵:》

卷九,其余次韵季长之作,原诗俱佚,但可存题。

《次十二峰韵》见-杨升庵 《仝蜀艺文志》九,乃和同年袁说友韵,庆元中说友尝为四川

安抚。

《奉陪安抚大卿登八阵台览观忠武渚葛公遗像偶成长旬》见升罨志十五。时任夔漕,故

云奉陪安抚。同卷收李沈 《谒丞相祠登开济堂俯八阵图、观新帅张卿与侍御林公旧题倡

和、皆慨想当时英烈、叹诵之久辄借韵赋之》七古一首,即和徽作。题称 “新帅张卿
”

,

乃觞初菠夔潸;沈追和旧作之日,横已还为少卿,故称张卿。

《题三峡堂》、《诸丈广示前章再次韵》,并见升巷志六。亦夔州作,俱出 《冂陵文类》,

为升罨志所采。

《万安驿》见升罨志十九,乃罗江道中之作。

《题沔县诸葛武侯庙》见《宋诗纪事》五十三引《陕西通志》,疑南郑幕苻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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