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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积善堂记》捐赠仪式上的讲话 

孙泰来  

尊敬的周和平先生 

尊敬的王蒙先生 

尊敬的各位来宾： 

今天对我们沧州孙氏积善堂后人来

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从今天起，我

们积善堂二世祖所制、至今已有近 600 年历

史、家族几代人珍藏过的《积善堂记》手卷，

将由家族所藏转变为馆藏。这对沧州孙氏积

善堂后人来说，既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好

事。 

为了让大家更进一步了解这件事。首

先我介绍一下积善堂和《积善堂记》手卷。 

简而言之，积善堂是我们二世祖孙敬

奉亲之所。积善堂是孙家旧有堂，未有名，

由翰林侍讲曾棨以积善堂名之，匾于正壁，

复为文，记其盛。一时名公巨卿，缔交旧者，

咸重其贤，赠以诗歌，历九载方演成卷。关

于手卷，我只讲二点： 

一、手卷长 16 米，可以说是比较罕见

的长卷。 

二、手卷汇集了明永乐、洪熙年间重

臣、内阁大学士、翰林侍讲、书法名家等 43

人手书真迹，可谓稀见、重要、珍贵。 

稀见：姚广孝手迹近人难见，手卷里

姚广孝的手迹可能是其惟一传世之作。 

姚广孝集高僧与政治家于一身，在明

初历史上是一个引人注意的历史人物。他是

明史上“靖难之变”的关键人物。《明史》

中称他“道衍未尝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

道衍力为多，论功为第一”。其晚年姐不纳、

友不见。临终他向明成祖建言：赦建文帝主

录僧溥洽。帝纳其言。广孝顿首谢，寻卒。 

姚广孝的诗文造诣也很深。身后有著

作存世，但未闻其有手迹留存。1961 年，

郭老知道我父亲所藏手卷中有姚广孝手迹，

非常乐见。应郭老之请，我母亲携手卷到大

院胡同，请郭老展看。郭老看得非常仔细，

兴致也很高。看完后又请在场的《光明日报》

记者将姚手迹拍摄下来。当年郭老赠送我父

亲的姚广孝手迹照片，历经文革浩劫留存至

今，成为当年文坛一段佳话的佐证。 

重要：手卷是研究永乐、洪熙、宣德

年间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不可多得的文物、

文献。 

永乐朝七位阁臣，有四位名录手卷。

这四位是胡俨、杨士奇、金幼孜、杨荣。其

中杨士奇、杨荣与杨溥并称三杨。人称杨士

奇为“西杨”、杨荣为“东杨”、杨溥为“南

杨”。《明史》中说：“明称贤相，必有三杨。”

“三杨”是明初影响很大的人物。他们为大

家所熟悉，但他们的墨迹并不为人所熟悉，

也不易见到。 

“三杨”素嘉我二世祖孙敬“醇质朴

厚”，先后都给积善堂赠以诗歌，其价值自

不待言。“西杨”题赠有学行，持重识体，

有相才；“东杨”题赠写于洪熙元年三月，

其时距明成祖逝世仅 8 个月。历此大变，他

在题识中说：“虽居造次颠沛之顷，未尝少

有倦怠。”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感慨，也是他

处国家大事有相业的写照；“南杨”手书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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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出狱后所题，其书安贞履节，有相度。 

珍贵：“二沈”是明代著名书法家，“二

沈”作品属国宝，为故宫所藏。 

手卷系书法艺术珍品。题赠的 43人，

其书体风格各异。大多数墨迹后钤有一方或

数方印章，极具鉴赏价值。其中沈度、沈粲

兄弟时称“二沈”，系明代著名书法家。二

人流传于世的法书稀少，其作品今属国宝。

除故宫、海外有所收藏外，流传于民间的寥

若晨星。 

现在介绍一下二世祖孙敬为什么能制

成手卷？为什么能有这么多人题赠手书？ 

手卷所以成，一因先祖二公以德服人，

有盛名在乡。我怀来先祖德才公和由怀来迁

沧的积善堂始祖成甫公，都没有功名，为乡

闾布衣。据《手卷》所书：二公均乐善好施，

在灾年曾出粟活饥贫千余人，挥金发粟应无

数，散尽黄金济贫乏。孤儿有托女得归，饥

者有食寒有衣。渤海之人归德于孙氏久矣。 

二因二世祖有祖父之风，作官二十年，

有声于时。我二世祖孙敬字克恭，由乡校登

名成均，永乐三年以材由胄监生遂为朝官，

曾任松江别驾。永乐十一年以扈蹕来京任兵

部司务，擢陞员外郎，为从五品京官，由此

他与永乐朝许多官员得以相识、相知。二世

祖“敦厚笃实，居官清慎勤苦”。少师姚广

孝、“三杨”俱推重之。故二世祖出积善堂

卷求题，人乐书之。 

下面再介绍一下手卷是如何保存至

今，我们为什么又要捐赠手卷？ 

手卷历 600 年风雨，至今旧装完好，

字迹清楚。《积善堂记》手卷，它的传承完

全是在家族内部进行。家族对手卷只求

“守”，不涉其他。对历史上家族先人如何

收藏，因缺乏文字记载，不可妄下断语。但

据老辈人说：在明清鼎革之际，积善堂人逃

离沧州；入清后又经历太平军过沧州，家中

都有人死于非命。可以想象，手卷在兵荒马

乱之中保存下来是多么不易。我重点讲讲父

亲孙楷第保管手卷的一些情况。黄侃先生

1927 年在手卷后书：“丁卯四年朔，蕲州后

学黄侃敬观。”可知那时手卷已由我父亲保

管，故手卷在我们家至少保管 84 年。其中

我父亲管了近一个甲子；1986 年后我母亲

又管了 10 年；1996 年后是我管了 15 年。

我们家可谓是两代人的不弃不舍。 

我家对手卷的保管可概括为“非请勿

动，防潮防虫，四季恒温”三条，核心是第

一条，“非请勿动”这是铁律。文革前，母

亲用未加工的蚕丝棉包裹手卷。现在看来这

确实起到很好的防潮、恒温的效果。古人有

晒书说，但我从未见过家里晒手卷，也从来

没有看见过父母动手卷。手卷在我家保管

时，打开手卷看过的，建国前有黄侃、沈兼

士、邓之诚；建国后有张元济和郭老。家里

还立下规矩，不当着家中小孩谈手卷事。怕

的是小孩不懂事，知道了出去乱说，招事。

我是 1961 年郭老看手卷时，才知道家中存

有手卷的。直到 2009 年为了写“捐赠报告”

才第一次打开手卷看了一下。 

手卷在我家放了 84年，也不是顺顺当

当一点风险也没有。风险较大的有两次。一

次是 1943 年元旦，我父亲到沈兼士家拜年，

被蹲坑的日本宪兵逮捕、关押。后来知道是

日本人要抓沈先生，沈先生接到警告，躲了。

日本人没抓到沈先生，不死心，就留下特务，

妄图诱捕他。结果凡去沈家的人都被捕、关

押了。父亲被捕，家里急坏了，既担心父亲

安全，也怕日本人来家搜查，如搜，后果难

料。日本人确定抓捕沈先生失败后，不得不

将同案人释放。这件事可谓有惊无险。 

最让人惊心的是文革中手卷曾“失去”

数年，这是我家保管手卷 84 年中仅有的一

次。“文革”，我父亲有三个没想到。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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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是 1968 年他被迫将手卷上交，没想

到文革后期落实政策，手卷还能发还；第二

个没想到是 1969 年 71 岁了还让他去干校；

第三个没想到是去干校让他失去了全部藏

书、手稿、笔记，只字片纸无存。 

我们为什么捐赠手卷？父亲目睹文革

中大量公私文物古籍被破坏，十分痛心，深

感藏难毁易，深感私藏之局限。文革后他曾

多次说：“万一有个闪失，悔之晚矣。”手卷

归还后，父亲考虑到手卷归宿问题，已有了

将手卷捐赠给国家的想法。但他已年逾 80，

捐赠手卷事，终因年老体衰等原因，未能实

现。捐赠手卷是他的遗愿。 

积善堂怀来先祖、一世祖，积善百年，

乐善好施，器量宏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

是“爱国、爱民、奉献”。捐赠手卷，让手

卷由一族有变为国家有，这与积善堂的精神

是一以贯之的。我相信，如果我们怀来先祖，

积善堂一世祖、二世祖，在天有灵，他们一

定会赞成我们捐赠的。 

600 年来，手卷深藏不露，连我父亲也

未有为手卷写过什么文字。我九世祖说：“不

肖一日掇拾旧编，偶于笥中得一手卷，展而

披阅之，乃始祖先人所制也。”九世祖这段

话说于 1601 年，距手卷成，已过 176 年。

可见 176年间祖宗们很少动手卷，更不用说

读了。我十世祖 1665 年说“子孙宜时珍玩，

而勉旃”。按理说积善堂后人看看手卷不为

过，实际上这是难以办到的。今日积善堂，

人丁众多，有几人看过手卷？除我一人外，

其他人都没见过。这种缺憾，今后再不会有

了。捐赠手卷，也为手卷的研究，“传承文

明、服务社会”，创造了条件。今天国图除

了颁发证书、奖金外，明年还要申请一个以

手卷为题的科研项目，出版一本书。这样我

十世祖的遗愿可以实现了。 

最后是对捐赠的几点回顾： 

一、手卷在捐赠前曾问教王蒙先生，王

先生提过很好的建议。王蒙先生是我敬爱的

乡亲和兄长，又是世交。我们积善堂的后人

从内心感谢他促成手卷的捐赠。 

二、整个捐赠过程中，我们和国图充分

协商，互相尊重，使捐赠得以圆满实现。 

徐邦达先生讲过一句话，我的东西捐给

故宫，也等于放在家里。这话讲的很好，套

用徐先生的话，我要说，“手卷捐给国图，

等于放在积善堂”。 

最后祝国图越办越好，祝大家元旦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