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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集整理工作综论

卞孝置

内容提要0 4年来
,

刘 禹锡集的整理
、

出版工作卓有成绩
,

表现在善本影印
、

全

集整理
、

诗文选注三个方面
。

本文 主要总结讨论 了刘禹锡全集的整理工作
,

针对标点

本
、

笺证本
、

点校本的不足之处
,

提 出今后努 力的方 向
,

即佚诗应考
、

伪文应辫
、

校本应

广
、

笺证应全
、

序跋应辑
。

文 中对一 些有争议 的问题
,

详细 阐述 了作者 自己的观点
。

40 年来
,

刘禹锡集的整理
、

出版工作取

得很大成绩
,

表现在
:

( 一 ) 善本影印 1 9 7 3 年台北 影印宋 绍

兴八年刻小字本《刘宾客文集 》40 卷
。

1 9 7 4 年

陕 西 人民出版社影 印明刻 《刘宾客文集 》30

卷
。

1 9 7 9 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影印《全

唐诗稿本 》
,

第 44 册为刘 禹锡诗
。

1 9 8 6年台

北商务印书馆 印文渊阁《四 库全书 》
,

第 1 0 7 7

册 为《刘宾客文集 》 4 。 卷
。

卜海占籍出版社影

印 《全唐诗 》
,

第六函第二
、

三册 为刘 禹锡诗
。

1 9 8 7 年北京中华 书局影印 《全唐文 》
,

卷五九

九至卷六一 O 为刘禹锡文
。

(二 )全集整理 19 6 0 年北京中华书局

排印了 《全唐诗 》
,

卷三五四至卷三六五为刘

禹锡诗
。

1 9 7 5 年 上海 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刘

禹锡集 》标点本
。

1 9 8 9 年 上海古籍 出版社出

版了笺证本
。

19 9 0 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r 以

校本
。

(三 )诗文选注 陕西
、

江苏
、

吉林
、

山东

等地都出版过刘
.
禹锡诗文选注

,

不一一列举
。

选注的任务是为初学入门
,

本文均不作 专题

讨 沦
,

只在有关章节中顺便涉及
。

本文主要讨

论刘禹锡全集的整理工作
。

标点本 以 1 9 0 5 年结一 庐朱 氏 《剩余丛

书》中的《重刊明钞刘宾客文集 》为底本
。 “

出

版说明
”

云
,

参照其他 儿种版本作 了个别文字

上的校改
,

但无校记
,

读者不知所改为何字 ?

据何书了

笺证本亦 以结一庐朱 氏刊本为底本
。 “

校

记序例
”

列举校勘所用的版本
、

选本共 H 种
,

有校 记
。

其特 色在笺 证
、

附
一

录
。

点校本以 1 9 2 3 年徐鸿宝影 印宋绍兴八

年刻 《刘宾客义集 》为底本
。 “

点校说明
”

列举

主校本五种
、

参校本 2 0 种
,

有校记
。

又有
一

“

诗

文补遗
” ,

这是标点本
、

笺证本所缺的
。

影印本 的贡献是将善本公之于众
,

诗文

虽有成绩
,

不能 自满
。

今针对标点本
、

笺

证本
、

点 校本的 不足之处
,

提 出今后 努力方

向
。

(一 )佚诗应考

《全店诗
·

刘
.

妈锡三 》载 《和乐天春词依

(忆江南 >曲拍为句 》 (春去也 )( 春过也 )二首
。

笺证本
、

点校木所用的底本仅 (春去也 )一首
。

笺证本云
:
(春过也 )一首

“

似非禹锡手笔
” 。

点



校本的
“

诗文补遗
”

未辑 (春过也 )一首
。

(春过

也 )
一

首是不是刘禹锡所作 ? 应考
。

据 《全唐诗稿本
·

刘禹锡诗 》
,

在 (春去

也 )一首下
,

粘贴 (春过也 )( 春去也 )
。

编《全唐

诗 》时
,

删去重复的 (春去也 ) 一首
,

成为 (春去

也 )( 春过也 )排列之现状
。

今案
: 《全唐诗稿本

·

刘禹锡诗 》所粘贴之 (春过也 )( 春去也 )二

首
,

实取之于《乐府诗集 》卷八二刘禹锡《忆江

南 》二首
。

《乐府诗集 》所载之刘 禹锡诗
,

如卷 四七

之《三阁词 》四首
,

卷七二之 《荆州歌 》二首
,

卷

七八之《步虚词 》二首
,

卷八一之 《竹枝 》九首
、

又 二首
,

卷八二之《浪淘沙 》九首
、

《绝那 曲》二

首
、

《潇湘神 》二首
、

《抛毯乐 》二首
、

《踏歌行 》

四 首
,

卷九四之 《淮 阴行 》五首
、

《堤上行 》二

首
,

都与刘 禹锡正集符合
。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

的是
,

《乐府诗集 》卷八一所载刘 禹锡之 《杨柳

枝 》九首
、

又三首 (扬子江头烟景迷 )( 迎得春

光先到来 )( 巫峡巫山杨柳多 )
,

见于刘禹锡正

集者为《杨柳枝词九首 》
、

《杨柳枝词二首 ))( 迎

得春光先到来 )( 巫峡巫山杨柳多 )
,

见于外集

者为《杨柳枝 ))( 扬子江头烟景迷 )一首
。

外集

是宋敏求哀辑
。

倘宋敏求未辑外集
,

或虽辑外

集而未 觅得 (扬 子江头烟景迷 ) 一首
,

我们岂

能只承认《乐府诗集 》所载刘禹锡 《杨柳枝 })1 2

首之 11 首为真
,

而斥 (扬子江头烟景迷 )一首

为伪呢 ? 显然不能
。

《 乐府诗集 》所载刘 禹锡 《忆江南 ))( 春过

也 )( 春去也 )二首
,

不见于刘禹锡正集
。

(春去

也 )一 首
,

见于宋敏求所辑之外集
。

据宋敏求

所撰
“

后序
” ,

此首是从 《洛中集 》钞来
。

其标题

《和乐天春词依 <忆 江南 ) 曲拍为句 》
,

当然亦

是从《洛中集 》钞来
,

故与 《乐府诗集 》之标题

《忆江南 》不同
。

《洛中集 》只载 (春去也 )一首
,

所以外集也只辑这一首
,

而缺 (春过也 )一首
。

宋敏求哀辑刘 禹锡的佚文佚诗
,

是有贡

献的
,

但有遗漏
。

据《金石录 》卷二九《跋尾
·

唐
·

唐殿 中侍御 史韦翻墓志 》 : “

刘禹锡撰
。 ”

宋敏求所辑外集 中
,

无赵明诚所藏之 韦翻墓

志
,

即是一例
。

没有人因刘禹锡外集中无韦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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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而对《金石录 》的记载产生怀疑
,

只能埋

怨宋 敏求漏辑
。

同样
,

不能 因外集只 (春去

也 )一首而对 《乐府诗集 》登载二首产生怀疑
,

认为 (春过也 )一首为鹰品
。

历代词选往 往只选 刘 禹锡 (春去也 ) 一

首
,

这也可能使 人们对 (春过也 )产生怀疑
。

经

过分析
,

便 叮了然
。

《尊前集 》卷 上只选刘 禹锡《忆江南 ))( 春

去也 )一首
。

刘禹锡有《竹枝词九首 》
、

《竹枝词

二首 》
,

共 n 首
,

《尊前集 》只选 10 首
,

未选

(山上层层桃李花 )一首
。

陈耀文《花草粹编 》卷一只选刘禹锡《梦

江南 ))( 春 去也 ) 一 首
。

白居易有 《忆江南词三

首 》
,

《花 草粹编 》只选 (江南好 )一首
。

爱新觉罗
·

玄烨《御选历代诗余 》卷一只

选刘禹锡《望江南 ))( 春去也 )一首
。

刘禹锡有

《绝那曲词二首 》
,

《御选历代诗余 》只选 ( 杨柳

郁青青 )一首
。

刘禹锡有《潇湘神二首 》
,

《御选

历代诗余 》只选 (斑竹枝 )一首
。

刘禹锡有《浪

淘沙词 九首 》
,

《御选 历代诗余 》只选 (洛水桥

边春 日斜 )一首
。

朱彝尊 《词综 》卷一只选刘禹锡《春去也 》

一首
。

刘禹锡有 《潇湘神二首 》
,

《词综 》只选

(斑竹枝 ) 一首
。

显而易见
,

历代词选未选的词
,

不意味着

就是伪作
。

需要郑重提 出的是况周颐的观点
。

他在

《蕙风词话 》卷二说
: “

刘梦得 《忆江南 》云
: `

春

去也
,

… …
。 ’

流丽之笔
。 ”

又 说
: “

前调云
: `

犹

有桃花流水上
,

无辞竹叶醉尊前
。 ’
… … 亦皆

流 丽之句
。 ”

况周颐既评 (春去也 ) 一首 流丽
,

又评 (春过也 )一首流丽
,

这 就从词的艺术性

匕论证了两首 皆刘
.禹锡手笔

。

(二 )伪文应辨

我在 1 9 6 3 年出版 的《刘禹锡年谱 》中考

证《陋室铭 》非刘禹锡作
。

于北山在《教学与进

修 l)) 9 79 年第 3 期 发表 《 (陋室铭 ) 非刘禹锡

作 补证 》
,

所谓
“

补证
” ,

且}]北宋释智圆《闲居

编 》中的一段话
: “

俗传《陋室铭 》
,

谓刘 禹锡所

作
,

谬矣
,

盖闲茸辈狂简斐然
,

窃禹锡之盛名
,



以诙无识者
,

稗传行耳
。 ”

吴汝煌在 1 9 8 8 年出版的 《刘 禹锡传论 》

中
,

反对智圆这段话
,

认 为
: “

僧人好作惊人之

论
,

以耸动世人听闻
,

未必有所据而云然
。

智

圆所论
,

未提出任何确切证据
,

故此说不能据

为定漱
。 ”

在 1 98 9 年出版的《刘 禹锡选集 》中
,

再次肯定 《陋室铭 》是刘 禹锡在洛阳作
。

今案
: 《闲居编 》在 中国久 已失传

,

仅 日本

有刻本
。

诸桥辙次著《大汉和辞典 》修订版第

n 册第 8 20 页引用了《闲居编 》中一段话
,

于

北山用作
“
补证

” ,

吴汝煌表示反对
。

都未见到

原书
。

《续藏经 》第二编第六套第 一册登载 《闲

居 编 》
。

《全宋文 》卷三一二据 以收录
。

今将

《雪刘禹锡 》一文的主要内容
,

介绍如 卜
:

“

俗传《陋室铭 》
,

… …裨传行耳
。

夫铭之

作
,

不称扬先祖之美
,

则指事以成过也
。

出此

二涂沐谓之铭矣
。

称扬先祖之美者
,

宋鼎铭

是 也
。

指事成过者
,

周庙金 人铭是也
。

俗称

《 陋室铭 》
,

进非称先祖之 美
,

退非 指事以成

过
,

而奢夸矜伐
,

以仙
、

龙 自比
,

复 曰
`

惟吾德

馨
’ 。

且颜子愿无伐善
,

圣师不敢称仁
,

禹锡 巨

儒
,

心知圣道
,

岂有如是狂悖之辞乎 !陆机 云
:

`

铭博约而温润
。 ,

斯铭也
,

旨非博约
,

言无温

润
,

岂禹锡之作邪 ! 昧者往往刻于碗淡
,

悬之

屋壁
,

吾恐 后进童蒙慕刘之名
,

口 诵心记 ; 以

为楷式
,

岂不误邪 ?故作此文
,

以雪 禹锡耻
,

且

救后进之误
。

… …
”

看 了上面的话
,

便知《大汉和辞 典 》所引

用的
,

不是智圆的主要论点
。

智圆认为《陋室

铭 》非刘 禹锡作的论点
,

主要是
:

一不符合 铭

的体裁
,

二不符合刘禹锡的 为人
,

三不符合刘

禹锡文章的风格
。

吴汝煌反对智圆
,

应从这三

个方面进行批驳
。

未见原文而痛斥智 圆
“

未提

出任何确切证据
” ,

未免厚诬古人了
。

下面扼要地说一说我判断《陋室铭 》非刘

禹锡作的理 由
:

1
.

智圆 自号中庸子
,

撰 《中庸子传 》
。

其

《闲居编 自序 》云
: “
于讲佛经外

,

好读周
、

孔
、

扬
、

孟书
。

往往学古文
,

以宗其道
。

又爱吟五
、

七言 诗
,

以 乐其性情
。 ”
可 见智 圆不是一个普

通的和尚
,

他兼宗儒教
,

嗜好文学
。

他的著作
,

可以为证
。

吴汝煌未考其生平
,

何能斥之为
“

僧人好作惊人之论
,

以耸动世人听闻
”
呢 ?

《闲居编 自序 》撰于北宋大中祥符九年

( 1 01 6 年 )
。

《雪刘禹锡 》是书 中的一篇
,

此文

叹息
: “

俗传《陋室铭 》
,

… … 昧者往往刻 于碗

淡
,

悬之屋壁
。 ”
可 见 在 1 0 1 6 年之前

,

假托刘

禹 锡作的 《陋室铭 》
,

不仅 已写成
,

而 且 已流

传
。

智圆提供这个情况很重要
,

有助于我们从
“

刻于碗淡
”

的角度对《陋室铭 》进行考察
。

王象之 《舆地碑记目》卷一 《婆州碑记 》中

记载
“

政和中
”

郡 民发现 《陋室铭 》石刻
。

政和

(川 1 年一 1 1 17 年 ) 在智 圆所说的
“

刻于碗

淡
”

之后约 1 0 0 年
,

婴 州发现 《陋室铭 》石刻
,

证实 f 智圆的话
。

吴汝煌认为
: “ 《陋室铭 》见载于是书

,

足

证其信实可靠
。 ” “

婆州虽非刘禹锡历官之处
,

但他 的文章完全可以在那里流传
、

镌刻
。 ”

其

实不然
。

王象之的记载
,

只能说明婆州有一方

《 陋室铭 》石刻
,

不能保证此铭一定是刘 禹锡

手笔
。

《舆 地碑 记 目 》卷二 《和 州碑记 》也记载

《陋室铭 》
。

《舆地纪胜 》述此事尤详
。

该书卷

四八 《淮南西路
·

和 州
·

景物上 》云
: “

陋室
:

唐刘 禹锡所辟
。

又有《陋室铭 》
,

禹锡所撰
.

今

见存
。 ”
又《官吏 》云

: “

刘禹锡
:

为和州刺史
,

有

《和州刺 史壁记 》及《陋室铭 》
。 ”
又 《碑记 》云

:

“

唐刘禹锡《陋室铭 》 :

柳公权书
,

在厅事西偏

之陋室
。 ”

工象之将 一件事重复叙述 了三次
,

可谓郑重
,

但也不能轻信
。

因为
:

( l) 刘禹锡勤

政廉政
,

关心民众疾苦
。

《和州谢上表 》云
: “

伏

以地在江
、

淮
,

俗参吴
、

楚
。

灾旱之后
,

绥抚诚

难
。

谨当奉宣皇恩
,

慰彼黎庶
。

久于其道
,

冀

使知方
。 ” 《 {万阳书事七十韵 》云

: “

比屋
`

}孚赘

辈
,

连年水旱并
。

退思常后已
,

下令必先庚
。 ”

“

受谴时方久
,

分忧政未成
。

比琼虽碌碌
,

于铁

尚铮铮
。 ”

这是 刘禹锡的自我写 照
,

与 《陋室

铭 》所谓
“

无案犊之劳形
”
的逍遥形态

,

判若两

人
,

怎么能说 《陋室铭 》是刘 禹锡任和州刺史

3



时撰呢?( 2)刘禹锡工书
,

其 自撰自书之碑
,

不

仅 见于 欧阳修 《集古录跋尾 》
、

赵 明诚 《金石

录 》
、

郑樵 《通志
·

金石略 》
、

《宝刻类编 》等记

载
,

个别的碑还有拓片存在
。

如刘 禹锡在和州

撰 《陋室铭 》
,

不必远道求柳公权书写
,

而且

《宝刻类编 》卷四记载柳公权所书之碑 76 件
,

没有《陋室铭 》
。

王象之所云 《陋室铭 》为刘禹

锡撰
、

柳公权书
,

俱不可信
。

最早提到《陋室铭 》的人
,

是钱唐释智圆
。

距离钱唐不远的婆州
,

有此铭石刻
。

我从这两

个迹象推测《陋室铭 》是浙江省的文士假托刘

禹锡之名撰写的
。

南方潮湿
,

地面上有青苔
。

《陋室铭 》所谓
“

苔痕上 阶绿
” ,

流露出南方人

的 口吻
。

北方干燥
,

房屋前后左右少 见青苔
。

2
.

陋室
,

简陋的房屋
。

《论语
·

雍也 》云
:

“

贤哉 同也
,

一革食
,

一瓢 饮
,

在陋巷
,

人不堪

其忧
,

回也不改 其乐
。 ”

( 陋巷
,

指 居室
,

非街

巷
,

见刘宝楠《论语正义 》引王念孙说
。

)居室

虽简陋
,

而房屋的主人崇高
,

就不是羞耻
,

而

是光彩了
。

唐崔河有《陋室铭 》
。

韩愈 《长安交

游者赠孟郊 》云
: “

陋室有文 史
,

高门有笙竿
。

何能辨荣悴
,

且欲分贤愚
。 ”
刘禹锡《 上杜司徒

书 》云
: “
小人祖先壤树在京

、

索间
,

膺 田可耕
,

陋室未毁
。 ”

三人笔下的
“

陋室
” ,

各有用意
,

不

能混淆
。

据颜真卿 《通议大夫守太 子宾客东都副

留守云骑尉赠 尚书左仆射博陵崔孝公陋室铭

记 》
,

崔酒
“

为常侍时
,

著 《陋室铭 》以自广
。 ”

为

东都副 留守时
, “

河南府崇政坊买宅 以制居
。 ”

“

逆 胡再 名洛阳
,

屋 遂崩纪
,

唯檐下废 井 存

焉
。 ”
大历

一

}一年
,

崔两子崔佑甫
“

乃刻《陋室

铭 》于 井北遗址 之 前
。 ”

崔两在长 安撰 《陋室

铭 》
,

陋室指长安的居室
。

崔佑甫在洛阳刻 《陋

室铭 》
,

陋室指洛阳的居室
。

韩 愈称孟郊的居室为
“

陋室
” ,

不过是形

容
“

有穷者孟郊
’ ,

①的房屋简陋
,

与崔污以
“
陋

室
”

为室名不同
。

刘 禹锡则把祖先遗留下来的房屋
,

谦虚

地称为
“

陋室
” 。

正像我们 自称寒舍
、

蜗 居一

样
。

孟郊真穷
,

室是真陋
。

刘禹锡笔下的
“

痔

4

田
”

与
“

陋 室
” ,

都是谦词
,

田 未必膺
,

室未 必

陋
。

当然也 与崔涌以
“

陋室
”
为室名不同

。

简单地说
,

崔两的
“

陋室
”

是室名
。

孟郊
、

刘 禹锡的
“

陋室
”

皆非室名
,

前者是形容
,

后者

是谦虚
。

既然刘禹锡笔下的
“

陋室
”

非具体的

室 名
,

就不能牵 强附会地作为他撰 《陋室铭 》

之证
。

吴汝煌误解了刘禹锡 《上杜司徒书 》中的

话
,

认 为
“

陋室
”

在洛阳
。

今案
: 《通典 》卷一七

七《州郡 》云
:

荣 阳郡 (郑州 )荣 阳县
“

有京水
、

索水
。

楚汉战于京
、

索间是也
。 ”

可见刘 禹锡所

说的
“

小人祖先壤树在京
、

索间
,

… … 陋室未

毁
”

的地点是荣阳
。

这与他在 《子刘子自传 》中

说
“

世为儒而仕
,

… …葬荣阳之檀山原
” ,

又在

《汝州上后谢宰相状 》中说
“

家本荣 上
” ,

完全

符合
,

怎么能将荣阳的
“

陋室
”

误解为洛阳的

住宅呢 ?

吴汝煌认为开成年间刘 禹锡为太子宾客

分司东都时撰 《陋室铭 》
,

理 由是
“

崔酒著 《陋

室铭 》
、

崔佑甫勒石的洛阳掌故引起了刘禹锡

的雅兴
。

他写作 《陋室铭 》
,

有继美先贤之意
。 ”

这个推测
,

不符合事实
。

刘 禹锡撰文
,

必交代

缘 由
。

如《秋声赋 》引云
: “

相国中山公赋秋声
,

以属天官太常伯
,

唱和俱绝
。

然皆得时
、

道行

之余兴
,

犹有光阴之叹
,

况伊郁老病者乎 ? 吟

之斐然
,

以寄孤愤
。 ”

就交代了他是受李德裕
、

五起两篇《秋声赋 》的启发而写作的缘由
。

如

刘 禹锡是受崔下
1

亏
、

崔佑甫父子撰
、

刻《陋室铭 》

的启发也作 一篇
,

文中必有交代
。

但假托刘禹

锡作的《陋室铭 》中无 一字涉及崔两
、

崔裕甫
。

《 陋室 铭 》的结 论是
“

孔子 云
: `

何 陋之

有 ? ”
,

这句 活出于 《论语
·

子罕 》 : “
子欲居九

夷
。

或曰
: `

陋
,

如之何 ? ’

子曰
: `

君子居之
,

何

陋之有 ? ”
,

刘禹锡下笔 不苟
, “

言言精确
”

②
,

“

字字稳切
”

③
,

久有定论
。

如《陋室铭 》是刘禹

锡在洛阳作
,

怎么会以
“
九夷

”
比喻大唐的东

都
、

自己的籍贯呢 ?

3
.

《陋室铭 》与刘禹锡的文格不类
。

刘禹

锡撰铭
,

或四 言
,

或七言
,

句式整齐
。

如 《唐故

朝 议郎守 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



司空奚公神道碑 》铭共 44句
,

《唐故福建等州

都团练观察处置使福州刺史兼御 史中承赠左

散骑常侍薛公神道碑 》铭共 52 句
,

《许州文宣

王新庙碑 》铭共 40 句
,

《唐故朝散大夫检校尚

书吏部郎中兼御史中承赐紫金鱼袋清河县开

国男赠太师崔公神道碑 》铭共 78 句
,

《唐故宣

歇池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使宣州刺史兼御史

中承赠左散骑常侍王公神道碑 》铭共 58 句
,

《唐故郊 宁庆等州节度观察处置使朝散大夫

检校户部 尚书兼御史大 夫赐紫金鱼袋赠右仆

射史公神道碑 》铭共 74 句
,

《大唐曹溪第六祖

大鉴禅师第二碑 》铭共 38 句
,

《佛衣铭 》共 42

句
,

《袁州萍乡县杨岐山故广禅师碑 》铭共 44

句
,

《唐故监察御 史赠 尚书右 仆射王公 神道

碑 》铭共 48 句
,

都是 四言到底
。

《陋室 铭 》只

18 句
,

计
:

四言六句
、

五言五句
、

三言一句
、

六

言二句
、

又五言二句
、

三言一句
、

四言一句
。

这

样杂乱的句式
,

与上述整齐的句式
,

形成尖锐

的对 比
,

怎么会出于一人之手呢 ?

4
.

刘禹锡擅长碑版文字
, “
用笔端凝

,

谙

金石之体
”

④
, “

矜炼雅健
,

金石文之正轨
”

⑤
,

而
“

刻于碗淡
”

的《陋室铭 》小气
、

俗气
。

就以开

头四句
“

山不在高
,

有仙则名
。

水不在深
,

有龙

则灵
”

来说
,

完全违反常识
。

道教称神仙居住

的地方为洞天
、

洞府
、

灵山
、

仙山
。

岂有仙居于

矮山
,

龙游于浅水之理 ?

吴汝煌认为这四句
“

本之《世说新语
·

排

调篇 》所载康僧渊语
。 ”

今案
:

原文是
“

康僧渊

目深而鼻高
,

王丛相每调之
,

僧渊曰
: `

鼻者面

之山
,

目者面之渊
。

山不高则不灵
,

渊不深则

不清
。

”
,

康僧渊反对
“

山不高
” 、 “

渊不深
” ,

而

《陋室铭 》宣扬
“

山不在高
” 、 “

水不在深
” ,

立意

相反
。

湖北应山有
“

大唐贞观四年三月勒石
”

的

《观音寺界 碑 》⑥
,

开头四句为
“

盖 闻山不在

高
,

有僧则名
。

寺不在大
,

有神则灵
” ,

与 《陋室

铭 》相似
。

从
“

盖闻
”

可知这样的话是当时社会
_

L流行的顺 口 溜
,

佛教徒可以套用
,

道教徒也

可以套用
,

不过一称
“
僧

” 、

一称
“

仙
”

罢了
。

《陋

室铭 》与《又见音寺界碑 》都套用庸俗的顺 口溜
,

显然是一般文士所为
,

怎么可能是
“

有道
”

⑦
、

“

有名理
”

⑧的著名哲学家刘禹锡的手笔 ? 人

人 皆知《观音寺界碑 》无文学 价值
,

《陋室铭 》

何能称之为
“

干古名文
”

(吴汝惺语 )呢 ?

吴汝煤 又认为《陋室铭 》 “ 调素琴
,

阅 金

经
”

可以在刘禹锡的诗歌中找到根据
。

琴
、

棋
、

书
、

画
,

本是 中国古代文人普遍喜爱 的
,

唐代

佛教盛行
。

不仅在刘 禹锡的诗歌中
,

并 几在许

多唐人诗歌中
,

都可以找到这种根据
,

不足为

奇
。

吴汝煌未注意 《陋室铭 》与刘禹锡的思想

作风
、

生活环境大 不符合
。

例如
: “

谈笑有鸿

儒
,

往来无白丁
” ,

是一副瞧不起群众的 口吻
,

与刘禹锡 《名子说 》“ 欲 尔于人无贤愚
,

于事无

大 小
,

咸推以信
,

同施以 敬
,

稗物从 而众说
,

其

庶几乎
”

的思想作风不合
。

又如
: “

苔痕上 阶

绿
,

草色入帘青
” ,

是一片幽僻荒凉景象
,

与吴

汝焊所认为的
` ’

陋室
”

在洛阳
,

室主是 正三
.钻

官的生活环 境不合
。

苔不 多
,

不可 能
“

上 阶

绿
” ;
草不长

,

不可能
“

入帘青
” 。

苔多
、

草长
,

可

见人迹罕至
,

又与
“

谈笑有鸿儒
”
相矛盾

。

《陋室铭 》既云
“

调素琴
” ,

又云
“

无丝竹之

乱耳
” ,

琴不是丝类乐器吗 ? 明显地抵悟
。

既

云
“

有仙 则名
” ,

是崇 尚道教
,

又云
“
阅金经

” ,

是崇尚佛教
,

而来陋室
“

谈笑
”

的是
“

鸿儒
” ,

不

是和尚
、

道士
,

反映 出《陋室铭 》的作伪者缺乏

逻辑
,

拚凑成文
,

怎么能与
“

字字如镇铁铸成
,

不能易也
”

⑨的刘禹锡作品相提并论
,

鱼 日混

珠 呢 ? 《文苑英华 》
、

《唐 文粹 》等不选 《陋室

铭 》
,

是有鉴别的
。

《 陋室铭 》的流传
,

正在于它不是 《阳春 》

《 白雪 》
,

l(lĴ 是 《 下里 》《巴 人 》
。

我 们不能惑于

《陋室铭 》的流传而误 认它是刘 禹锡之作
。

(三 )校本应广

笺 证本
、

点校本的校勘工作
,

或可补充
,

或需纠正
,

或应提高
。

今后的努力方向是广泛

利用《太平御 览》
、

《太平广记 》以及宋代笔 记

诗话中的资料
,

把校勘工作深入 下去
。

本 文对

笺证本
、

点校本这方面的不足之处
,

作
一

些具

体的说明
,

如
:

1
.

缺字漏补
。

刘禹锡《祭韩吏部文 》 “

服之

5



无 言
”

与
“

岐 山威凤不复鸣
”
之 间

, “

逸数字
” 。

笺证本
、

点校本皆未能补全
。

影印文渊阁《四

库全书 》本不缺字
,

作
“

服之言锉
。

胡合我而长

逝
,

徒泣涕 而涟涟
。

吁磋乎
,

岐山威凤 不复

鸣
。 ”

这是刘禹锡集校勘工作的最大发现
。

刘 禹锡 《河南王少尹宅燕张常侍 白舍 人

兼呈卢郎中李员外二副使 》题下
,

《文苑英华 》

卷二五八有注
: “

时充吊册乌司徒使至洛中
。 ”

笺证本
、

点校本 皆漏补
。

笺证本云
: “

(张 )正甫

与 ( 自 )居易同奉使至洛
,

且有两副使
,

不知为

何事
” ,

其实题下之注已有交代
。

2
.

异文 漏采
。

刘 禹锡正集 《与歌者米嘉

荣 》云
: “

唱得 凉州意外声
,

旧 人唯数 米嘉荣
。

近来时世轻先辈
,

好染髯须事后生
。 ”

外集《米

嘉荣 》云
: `

卜一别嘉荣三 十载
,

忽闻旧 曲尚依

然
。

如今世俗轻前辈
,

好染露须事少年
。 ” 《剩

余丛书 》本缪荃孙跋云
: “

昔人所谓有未定之

稿
,

有通用之稿
,

编辑时求益
,

遂两收之
,

不得

谓之复
。 ”

今案
: 《太平广记 》卷二 O 四 引《卢 氏

杂说 》云
: “

刘 尚书禹锡《与米嘉荣 》诗云
: `

三

朝供奉米嘉荣
,

能变新声作旧声
。

于今后辈轻

前辈
,

好染露须 事后生
。

”
,

与正集
、

外集两首

有较大的不同
。

宋敏求哀辑外集时漏收此首
。

笺证本
、

点校本漏采
。

刘 禹锡《九华山歌 》引云
: “

昔 予仰太华
,

以 为此 外无 奇
;
爱 女几

、

荆 山
,

以 为此外无

秀
。

” 太平御览 》卷 四六 《九华山 》引
“

刘 禹锡

序
”
云

: “

余尝爱终南
、

太华
,

以为此外无奇
;
爱

女几
、

荆门
,

以 为此外无秀
。 ”

该书卷首 《太平

御 览经 史图书纲 目 》中
,

有《 九华山录 》
,

无刘

禹锡集
。

可 见书中所引
“

刘 禹锡序
” ,

是采 自

《九华山录 》
。

按照缪说
,

可写入校记
。

笺证本
、

点校本漏采
。

3
.

书证不足
。

刘禹锡《李贾二大谏拜命后

寄 杨八寿州 》 “

肯放淮阳高卧人
” ,

笺证本云
:

“

作淮南者非
” 。

今案
:

王树 《野客丛书 》卷二 O

《谢玄晖诗 》引刘禹锡此句
,

正作
“

淮阳
” 。

笺证

本未引用为证
。

刘 禹锡《望洞庭 》 “

遥望洞庭山水翠
” ,

笺

证 本
、

点校 本 皆云
: 《剩 余丛 书 》本作

“

山翠

6

水
” 。

今案
:

何光远《鉴诫录 》卷八 《作者同 》引

刘禹锡此句
,

亦作
“

山翠水
” ,

与 《剩余丛书 》本

合
。

笺证本
、

点校本均未引用为证
。

刘禹锡 《病 中一 二禅 客 见 问因以谢之 》

“
添炉 捣鸡舌

” ,

笺校本
、

点校本皆云
: 《全 唐

诗 》作
“

烹雀舌
” 。

今案
:

黄彻 《恐溪诗话 》卷三

引刘
.禹锡诗作

“

捣鸡舌
” ,

与影印宋绍兴本合
。

笺证本
、

点校本均未引用为证
。

刘 .禹锡 《泰娘歌 》“ 月堕云中从此始
” ,

笺

证本云
: 《全唐诗 》注一作

“

月坠云收
” 。

今案
:

姚宽《西溪丛语 》卷下云
: “

谢灵运 《东阳溪中

赠答 》云
: `

可怜谁家妇
,

缘流洒素足
。

明月在

云间
,

迢迢不可得
。 ’
又云

: `

可怜谁家郎
,

缘流

乘素阿
。

但问情若何
,

月就 云中堕
。 ’

刘 禹锡

《 泰娘歌 》
`

月堕云中
’

之句
,

盖本于此
。 ”

姚宽

所见
,

与两宋本相合
,

并考出
“

月堕云中
”
的出

处
,

笺证本
、

点校木均 未引用 为证
。

至于
“

月坠

云收
” ,

与刘禹锡诗意不合
。

4
.

缺少分析 刘 禹锡 《武 昌老人说笛歌 》

“

往年镇戍到薪州
” ,

笺证本云
: 《全唐诗 》注一

作
“

征镇戍
” ,

《唐文粹 》与一作同
。

今案
:

杨士

弘 《唐音 》卷 -
`

一选刘禹锡此诗
,

亦作
“

征镇

戍
” 。

何灼校云
: “

曹成王皋帅江西
,

讨李希烈
,

取 酒
、

薪
、

安
、

黄
,

作
`

征镇
’

是
。 ”

此条校语可

采
。

据《旧唐书 》卷一三一 《李皋传 》云
: “

曹王

明玄孙
。

… … 李希烈反
,

迁江 西道 节度使
,

… … 因进拔薪州
” ,

与刘 禹锡称武 昌老 人
“

早

事曹王曾赏激
,

往年征镇戍靳州
”
正合

。

笺证

本缺少这样的分析
。

刘禹锡 《分司东都蒙襄阳李 司徒相公书

问 因以奉寄 》
. `

几时登砚首
,

恃旧 揖三公
” ,

点

校本云
:

野香堂刻本何掉校
“

疑作
`

山公 ”
, 。

今

案
:

何灼校云
: “

末句收到 襄阳
,

自应用 山简

事
。 ”

这是何校
“

三
”

疑作
“ 仁工l

”

的理 由
。

据 《晋

书 》卷四三《 山涛传 (子简 ))) 云
: “

永嘉三年
,

出

为征南将 军
、

都督荆湘交 广四 州诸军 事
、

假

节
,

镇襄阳
。 ” “

诸习氏
,

荆 土豪族
,

有佳 园地
,

简每出媳游
,

多之池上
,

置酒辄醉
,

名之 曰高

阳池
。

时有童 儿歌曰
: `

山公 出何许
,

往至高阳

池
n

”
,

点校本引用何悼校记不全
。

笺证本云
:



“

揖三公是 用 《汉 书
·

汲 黯传 》
`

大将军有 揖

客
’

语
。 ”

今案
:

以汲黯与大将军卫青的关系
,

比喻刘禹锡与李司徒的关系
,

不甚吻合
,

刘 禹

锡精于用典
, “
山公

”

较
“

三公
”

贴切
。

刘 禹锡 《衙 州徐 员外使君遗以搞丝兼竹

书箱因成一篇用答佳贩 》 “ 远放歌声分 白经
” ,

笺证本
、

点校本均 无校记
。

今案
:

何灼校云
:

“ `

放
’

字必误
。

以昌黎 《徐堰 王庙碑 》证之
,

`

放
’

字乃徐君之名也
。 ”

这是运用理校法之佳

例
。

据韩愈《衙 州徐堰王庙碑 》云
: “

当元和九

年
,

而徐氏放复 为刺史
” ,

与刘 禹锡作诗时间

正合
。

唐人讲究避讳
,

刘 禹锡不会在与徐放唱

和诗中
,

犯徐放之讳
。

笺证本
、

点校本缺少这

样的分析
。

刘 禹锡 《秋 日送客至潜水骤 》第二句
,

笺

证本作
“

枫林社 日鼓
” ,

点校本作
“

神林社 日

鼓
。 ”

今案
:

此句 自宋 以来
,

即有
“

枫林
” 、 “

神

林
”
之不同

。

1 9 1 3 年董康影印 日本崇兰馆藏

宋刻蜀大字本
、

吴曾《能改斋漫录 》卷三
、

黄彻

《爵溪诗话 》卷五
、

胡仔 《苔溪渔隐丛话 》前集

卷二 O 引《雪浪斋 日记 》
、

后集卷二五引《复斋

漫录 》
、

方回《赢奎律髓 》卷一 O 等作
“

枫林
” ,

影 印宋绍兴本
、

曾季理 《艇斋诗话 》
、

刘 克庄

《后村诗话 》新集卷五等作
“

神林
” ,

唯《文苑英

华 》卷二九八作
“

神祠
” 。 “

神祠社 日鼓
”

可对
“

茅屋午时鸡
” 。

或
“

神祠
”

先讹为
“

神林
” ,

又被

改为
“

枫林
”

乎 ? 笺证本
、

点校本未讨论及此
。

刘 禹锡 《西塞山怀古 》 “ 西晋楼船下益州
,

金 陵王气漠然收
。 ”

笺证本
、

点校本皆云
: “

西

晋
”

一作王 噜
, “

漠然
”
一作黯然

。

今案
:

自唐

末五代以来
,

文献中即有此分歧
。

两宋本
、

《文

苑英华 》卷三 O 八
、

周弼《三体唐诗 》卷三等作
“

西晋
” 、 “

漠然
” ,

何光远 《鉴诫录 》卷七
、

计有

功《唐诗纪事 》卷三九
、

刘克村 《后村诗话 》新

集卷 五
、

《唐诗鼓 吹 》卷 一 等作
“

王 噜
” 、 “

黯

然
” ,

在两个系列中
,

集部是编辑时的定稿
,

小

说诗话则缪荃孙所谓通用之稿
。

笺证本
、

点校

本都没有注意这个现象
。

(四 )笺证应全

笺证本
“

出版说明
”

云
: “

尤深于名物典章

的诊解与 史实人事的考订
” ,

亦难免疏漏
。

因

篇幅限制
,

对
“

附录
”

部分
,

暂不涉及
。

仅对笺

证部分之疏漏
,

略举数例如下
:

1
.

诊解典章错误
。

刘 禹锡《代郡开国公王

氏先庙碑 》之标题
,

笺证本云
: 《全唐文 》作 《唐

兴元节度使王公先庙碑 》
, “

必非原本如是
,

乃

馆臣改定
。

兴元节度使尤不典之甚
,

唐人无此

称也
。 ”

今案
:

此篇标题
,

《唐文粹 》卷六 O 作

《唐兴元节度使王公先庙碑铭 》
,

《全唐文 》乃

据 《唐文粹 》
,

非馆 臣改定
。

原题较长
,

《唐文

粹 》用结衔之前一部分
,

文集用结衔之后一部

分
,

合之乃全
。

又
,

山南西道节度使可称兴元

节度使
。

《旧唐书 》卷一六《穆宗纪 》 :

长庆二年

十月
“
戊辰

,

兴元节度使 鸟重 J靓来朝
” ,

三年八

月
, “

兴元节度使韦绥卒
。 ”

卷一七 !试 文宗纪

下 》 :

开成 二年十 一月
“

丁丑
,

兴元节度使令狐

楚卒
” ,

四年闰月
“

丁未
,

兴元节度使郑淤卒
。 ”

卷
,

八上《武宗纪 》 :

会 昌六年二月
“

丁丑
,

左

拾遗王龟以父兴元节度使起年高
” 。

卷一四八

《蒋叹传 (子保 ) 》 : “

出为兴元节度使
” 。

卷一五

八 《郑余庆传 》 : “

余 庆之镇兴元
” 。

卷一六四

《王起传 》 : “

起镇兴元
”

等皆可为证
。

怎么能说

唐人无此称呢 ?

2
.

考订人事错误
。

刘禹锡 《代诸郎中祭王

相国文 》
,

笺证本认为领衔者为崔玄亮
。

今案
:

岑仲勉《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 ( 丁 ) 失鸽 》云
:

“
元亮 即赵元亮

,

见《郎官柱 》左中
,

诸 郎中左

中最高
,

故 由元亮领衔
,

核其时代正合
。

(大

和 )四年初禹锡方 以郎中充集贤
,

必在与祭之

列
,

所以 由其秉笔
。 ”

刘 禹锡 《李 贾 二大谏拜命 后寄 杨八 寿

州 》
,

笺证本认 为李大谏指李源
。

今案
: 《旧唐

书
·

穆宗纪 》云
:

长庆二年七月
“

辛亥
,

以赠司

徒
、

忠烈公李橙子源为谏议大夫
” ,

四年正月
,

“

泽潞判官贾直言新授谏议大夫
” 。

二人授官

时 间距离较远
,

与此诗
“

谏省新登二直 臣
”
之

“

新登
”

不合
。

又
,

《旧唐书 》卷一八七下《忠义

传
·

李 橙传 (子源 ))) 载穆宗《授李源左谏议大

夫制 》曰 : “

有 曾
、

}阅之行
,

可贯于神 明
; 有巢

、

由之风
,

可希于太古
。

山林以寄其迹
,

爵禄不

7



入于心
,

泊然无营
,

五 卜余载
。 ”

李源生平
,

与
“

谏省新登二直臣
”

之
“

直 臣
”
亦不合

。

据《旧唐

书 》卷一七一《李渤传 》云
: “

元和初
,

… … 以山

人征为左拾遗
。

渤托疾不赴
,

遂家东都
。

朝廷

政 有得失
,

附章疏陈论
。 ” “

迁右补网
,

连上章

疏怜污
。 ” “

渤 以散 秩在东都
,

以 匕章疏 为 己

任
,

前后四 十五封
。 ” “

时皇甫钟作相
,

剥 卜希

旨
。 · ·

一渤既以草疏切直
,

太件宰相
,

乃谢病

东归
。 ” “

穆宗即位
,

召为考功 员外郎
。

十一 月
,

定京官考
,

不避权幸
,

皆行升默
” , “

出为虔州

刺 史
” , “

迁江州刺 史
” , “

(长庆 )三年
,

迁谏议

大 夫
。 ”

李渤既有直 臣之事实
,

又与贾直言授

官 时间相近
,

符合刘禹锡诗意
。

3
.

考订人事缺漏
。

刘禹锡《送陆侍御 归淮

南使府五韵 (用年字 ) 》 “ 江左重诗篇
,

陆生名

久传
。

凤城来已孰
,

羊酪不嫌擅
。

… …秦山呈

腊雪
,

隋柳布新年
。

曾恭扬 州荐
,

因君 达短

笺
。 ”

白注
: “

时段丛相镇扬 州
,

尝辱表荐
。 ”

笺

证本云
: “

其人待考
。 ”

今案
:

姚合《送陆畅侍御

归扬 州》云
: “

故园偏接近
,

譬水洞庭边
。

归去

知何日
,

相逢各长年
。

山川南北路
,

风雪别离

天
。

… …从军丛相府
,

谈笑酒杯前
。 ”

二诗皆用
“

年
”

字
,

所云季节 (雪 )
、

地点 (淮南节度使 治

所 扬州 )
、

府主 (垂相 )等皆同
,

可 见刘禹锡所

送之陆侍御即姚合所送之陆畅侍御
。

据韩愈

《送陆畅 归江南 》云
: “

举举江 南子
,

名以能诗

闻
。

一来取高第
,

官佐东宫军
。

迎妇垂相府
,

夸映秀士群
。 ”

所咏陆畅 乡里
、

生平 (如能诗
,

来京应试
、

做官
、

结 婚 )
,

与刘禹锡诗
“

江左重

诗篇
” 、 “

凤城来 已孰
”

吻合
。

段成式 《酉 阳杂

姐 》续集卷 四 《贬误 》云
: “

予 门吏陆畅
,

江东

人
。 ”

段成式是段文昌之子
,

他称陆畅为门吏
,

证明在
“

淮南使府
”

之陆侍御是陆畅无疑
。

刘 禹锡 《送周使君罢渝州归邹中别墅 》
,

笺证本云
: “

名不详
。 ”

今案
:

元镇《授萧睦凤 州

周载渝州刺 史制 》云
: “

山文学 占
,

施 于有政
。 ”

可见周载非俗吏
,

与刘禹锡诗
“

君思邹 丘吟归

去
”

相合
。

唐制浩有中书制浩
、

翰林制浩之别
。

《文苑英华 》卷四 一 O 《 中书制 浩 》载元镇此

制
。

元慎于元和十五年五月为祠部郎中
、

知制

8

浩
; 长庆元年二月守中书舍人

,

充翰林承 旨学

士
。

此制草于元 和十五年五月之后
,

长庆元年
二为以 前

,

周载授渝州刺 史
,

在这段 时间 .勾
。

“

罢渝必}
” ,

全勺在长庆 二
、

三年
,

此时刘禹锡正

任夔州刺 史
。

周载由渝州
“

归郑中别墅
” ,

必经

夔州
,

刘禹锡赋诗送之
。

刘 禹锡《送分 司陈郎 中低召直 史馆重修

三圣实录分
,

笺证本云
: “

待考
。 ”

今案
:

据 《新唐

书 》卷七一 1试宰相世系表一 「
·

陈氏 》 :

陈昙

项一 陈叔彪 陈琼
一

陈彝 陈商
。

陈商为陈高宗后裔
,

与刘禹锡诗
“

远取南朝贵

公子
”

合
。

又据《旧唐 仔
·

武宗纪 》 :

会昌元年
“

四 月辛丑
,

救
: `

《宪宗实录 》旧本未备
,

宜令

史官重修进内
。

”
,

《新唐书 》卷五八 《艺文志二
·

乙 部 史录 》 : “ 《敬宗 实录 》十卷
:

陈 商… …

撰
。 ”

与刘禹锡诗
“

重修东观帝王书
”

合
。

(三圣

实录指宪
、

穆
、

敬 三宗实录
。

.

笺证本云顺
、

宪
、

穆三宗
,

未是
。

)再据毕沉 《关中金石记 》卷四

《唐
·

陈商题名 》 : “

会昌元年七月刻
,

行书
,

在

华岳庙
。 ” “

此题云
:

司门郎 中
、

史馆修撰
。 ”

可

见陈商 由司门郎中
、

分 司东都抵 召为史馆修

撰
,

他从洛阳赴 民安
,

于会昌元年七月经过华

岳庙
,

题 名
,

与刘
.呜锡诗

“

蝉鸣官树引行车
,

言

自成周赴玉除
”

之季节
、

地点均合
。

刘 禹锡 《戏 赠崔 干牛 》 “

劝 君 多 买长 安

酒
” ,

笺证本云
: “

无从征实
。 ”

今案
:

权德舆《唐

故 相 国右庶 子崔公夫人河东县 君柳 氏附葬

墓志铭 》序云
: “

其孤曰巍伯
。 ” “
巍伯为左千牛

备身
,

纯孝好学
。 ” “

幼女以 矜 璃来归
。 ” 《酬崔

千牛四 郎早秋见寄 》云
: “

少年才藻新
,

金鼎世

业崇
。

风文 已彪炳
,

琼树何青葱
。

联镰长安道
.

接武承明宫
。 ”

崔靓伯之 身份
,

与刘禹锡 诗题

相合
。

崔郧伯为崔造之子
,

权德舆妻弟
,

为刘

禹锡早年在长安之交游
。

刘 禹锡 《和苏十郎中谢病闲居时严常侍

萧给事同过访叹初有二毛之作 》
,

笺 证本 云
:

“

苏 }
一

郎中待考
。 ”

今案
:

姚 合《奉和前 司封 苏

郎 中喜严常侍萧给 事 见访惊斑 鬓之什 》云
:

“

中台官 罢揖高名
。 ”

刘禹锡所咏
“

谢病 闲居
”

之 苏十映”中
,

且!」好卜合所咏
` “

中台官罢
”

之 前司



封苏郎中
,

亦即岑仲勉 《郎官石柱题名新著录
·

司封郎中》所载之苏景撤
。

据《新唐书
·

艺

文志二
·

乙部 史录 》云
: “ 《宪宗实录 》四 O 卷

… … 苏景撤撰
。

… …景 j8L
,

弃子也
。 ” “ 《穆宗实

录 》一二O 卷
:

苏景撤… …撰
。 ” 《旧 唐书 》卷 一八

九 14’(( 儒学传 卜
·

苏弃传 》云
: “

弃聚书至二 万

卷
,

皆手 自刊校
,

至今言苏氏书
,

次于集贤秘

阁焉
。 ”

苏景撒之生
一

平 (修史 )
、

家世 (藏书 )
,

与

姚合诗
“

东观诗成号良史
” 、

刘禹锡诗
“

一卷素

书销水 日
”

相合
。

笺证本又云
: “

萧给事未详何人
” 。

今案
:

《 旧 唐书
·

文 宗纪 卜》云
:

大和 四年三月
“

甲

辰
,

以 (严 )休复为右散骑常侍
。 ”

七年三月
“

丁

匕
.

以给 事中萧潜为郑 州刺 史
。 ”

大和四年三

月后至七年三月前这段时间 内
,

严休复为常

侍
,

萧潜为给事中
, “

同过访
”

苏景撤
。

刘 禹锡 《同自二十二赠 王山人 》
,

笺证本

未考出其人
。

今案
:

自居易《赠王山人 》云
: “

玉

芝观 L牡工居士
,

服气餐霞善养身
。 ”
刘 禹锡诗

亦 云
: “

占老相传 见来久
,

岁年虽变貌长新
。 ”

可 见工 山人擅长 医药
,

善于养身
。

据李时珍

《本草纲 目》卷 一

一《金石
·

朴消 》云
: “

凉幅驱

积
。

王妥 l协人
`

甘露饮
’ ;

治热奎
,

凉胸隔
,

驱积

滞
。

… …刘禹锡 《传信方 》
。 ”

可见王 山人即向

刘 .
禹锡传授

“

lr’ 露 饮
”

药方 的玉芝观 王昊 居

士
。

又据 《 酉阳杂姐 》续集卷 九《支植
_

L 》云
:

“

王 是言
:

萝蓄根
、

茎
,

并生熟俱凉
。 ”

时代相

同
,

亦擅长 医药
,

证明 王是确是 白居易
、

刘禹

锡所咏之工山人
。

刘禹锡 《酬杨八副使将赴湖南途中见寄

一绝 》
,

笺证本未考 出其人
。

今案
:

李涉 《送杨

敬之 悴湖南 》云
: “

便逐秋风过洞庭
” ,

与刘禹

锡诗
“

明朝若 上君山上
”

合
。 “

悴湖 南
”

即湖南

副使
。

刘禹锡
、

李涉所咏
,

必是 一人
。

义《刘宾

客嘉 话录 》述
“

杨祭酒爱才公心
”

事
.

为刘禹锡

与杨敬之交游之证
。

刘 禹锡《 吴兴敬郎中 见惠斑竹杖兼示一

绝聊以酬之 》
,

笺证本 云
: “

待考
。 ”

今案
: 《吴兴

志》卷一 四《郡守题名
·

唐 》云
: “

敬听
:

大和七

年自瞥州刺史拜
。

除吏部郎 中
。

续加检校本

J

言
,

依前湖州刺 史
。 ”

可见吴兴敬郎中即检校

吏部郎中
、

湖州刺 史敬听
。

以 卜笺证人物疏漏之例
。

刘 禹锡 《送 王师 鲁协律赴湖南使幕 》
,

笺

证本 云
: “

王师 鲁事迹待 考
。 ”

今案
: 《 文苑英

华 》卷四一三《中书制浩 》元镇 《授王师鲁等岭

南判官制 》云 : “

尔等皆当茂选
,

重取元戎
。 ”

钱

易《南部新 仔》戊云
: “

王师鲁在孔戮幕中
,

尝

言曰
: `

半臂亦无文
,

房太尉家法不着
。

”
,

元镇

所 谓
“

元戎
”
即岭南节度使孔戮

,

王师鲁曾在

其幕府
,

为判官
。

此王师鲁事迹之可考者
。

刘禹锡《扬州春夜李端公益张侍御登段

侍御平仲密县李少府畅秘书张正字复元同会

于水馆对酒联句追刻烛击铜钵故事迟辄举献

以饮之逮夜 艾群公沾醉纷然就枕余偶独醒因

题 诗于段君枕上以 志其事 》
,

笺证本云
: “

李畅

待考
。 ”

今案
:

权德舆 《唐故润州昭代寺 比丘尼

元应墓志铭 》序云
: “

初以既笋之年
,

归陇西李

君晋卿
,

仕至东阳决曹椽
。

… …初
,

决曹府君

前夫人范阳卢氏子曰畅
,

幼怀字 育之仁
,

夙奉

诗 书之训
,

再以经术践 甲科
,

历校书郎
、

密 县

尉
。 ” “

德舆于密县为族外弟
,

服 儒同术
,

里仁

甚 久
。 ” 《酬 李二 十二 兄主簿马迹 山见寄 》序

云
: “

族 内兄畅
,

纯静 而深
,

直方而 文
,

… 贞元

元年
,

兄以典校秘书
,

调补江陵松滋 主簿
,

以

地远不就职
, · ·

一 其明年
,

兄自山中以诗一首

见贻
,

理精词达
,

清涤心府
,

三复其文
,

如至山

下
。 ”

此李畅郡望
、

家世
、

科名
、

仕履
、

文学之 可

考者
。

刘禹锡《送韦秀才道 }中赴制举 》
,

笺证本

未 考出韦道 i中事迹
。

今案
: 《旧唐书 》卷一七

一《李渤传 》载李渤《考校京官奏 》曰 : “

大理卿

许 季同
,

任使 于翠
、

韦道 砷
、

韦正牧
,

皆以犯

赃
,

或左降
,

或处死
。 ”

同书卷一七二《令狐楚

传 》云
: “

楚 充奉 山陵时
,

亲 吏韦正牧
、

奉天令

J
二

翠
、

翰林 阴 阳官等 同隐 官钱
,

不给 工徒价

钱
,

移为羡余十 斤万贯 上献
。

怨诉盈路
, !卜牧

等下狱伏罪
,

皆诛
,

楚再贬衡州刺史
。 ”

韦 道

i中即宪宗 【11陵案中犯赃者之一
。

此韦道 冲事

迹之可考者
。



刘 禹锡 《送李策秀才还湖南 因寄幕中亲

故兼简衡州吕八郎中 》
,

笺证本未考出湖南观

察使 及
“

幕中 亲故
。 ”

今案
:

吕温 《湖 南都团练

副使厅壁记 》云
: “

元和三年冬
,

天子命御史中

垂陇西李公
,

以永嘉之清政
,

京兆之爵则
,

廷

赐大筛
,

惮绥衡湘
。 ” 《唐会要 》卷六二 《出使 》

云
:

元和
“

六年 九月
,

以前湖南观察 使李众 为

恩王傅
。 ”

可 见元和三年冬至六年九月这段时

间
、

,

李众为湖南观察使
。

劳格
、

赵械《唐尚书省

郎官石柱题 名考 》卷六 《司封 员外郎 》对李众

生平有考 证
,

今只补充
:

李众为京兆府万年县

令时
,

刘禹锡为京兆府渭南县主簿
,

柳宗元为

京兆府蓝田县尉
,

三人相识
。

李众为湖南观察

使时
,

柳宗元为永州刺 史
,

吕温 为道 州刺 史
,

是 卜 };级的关系
。

柳宗元《谢李中承安抚崔简

戚属启 》云
: “

某幸被缥囚
,

久沐恩造
,

至于骨

肉
,

又荷哀矜
,

循念始终
,

感惧无地
。 ”

吕温 《代

李中承荐道 州刺 史吕温状 》云
: “

臣伏 以前件

官操履有恒
,

吏事精举
,

处繁简肃
,

折狱详明
,

尤于抚绥
,

实著效绩
,

… …伏望除衡州刺 史
。 ”

从李众对柳宗元的照顾和对 吕温的保荐
,

反

映出他对工叔文集团成员的 同情
,

明了这个

情况
,

才能理解刘 禹锡诗
“

身弃言不重
,

爱才

心尚惊
。

… …饰容遇朗鉴
,

肝高可以 呈
” ,

非泛

泛之言
。

吕温《湖南都团练副使厅壁记 》又云
: “

表

前副使
、

殿中侍御 史扶风窦君常字 中行 以本
J

言复职
。

于是 … … 范阳卢君播
、

… …前咸阳县

尉 吴郡顾 君师 阂
、

前太 子正字 陇西李 君础

… … 群材响附
,

各以 类至
, · , ·

…遐迩衰然
,

称

为盛府
。 ”

刘 禹锡所寄
“

幕中亲故
” , “

亲
”

指卢

瑶
, “

故
”

指窦常
、

顾师阂
、

李础等
。

何以 知之 ?

( l) 卢播
:

刘禹锡《子刘子 自传 》云
: “

先太君卢

氏由彭城县太君赠罕范阳郡太夫人
。 ”
卢潘是

刘禹锡母 系中之一 人
。

李行修《唐故归州刺史

卢公 墓志铭 ( 并序 ))) L详 述碑主 卢播一 生
。

( 2) 窦常
:

褚藏 言《窦常传 》云
: “

泊贞元十四年

秋
,

… …其年
.

淮南节度
、

左仆射霸陵杜公奏

为参谋
,

授秘书省校书郎
。 ”
刘禹锡与窦常曾

同在杜佑幕府
,

元和七年后
,

刘禹锡 与窦常又

1 O

同在朗州
。

( 3) 顾师阂
:

杜黄裳《东都留守顾公

神道碑 》云
: “

吴郡 人也
。 ” “

有子 曰师 阂
,

克 家

光烈
,

早 岁继明
,

以拔萃甲科
,

历咸阳尉
。 ”

碑

主顾少连是刘禹锡
、

柳宗元的
“

座主
” 。

柳宗元

《与顾十郎书 》向顾师阂说明顺宗时刘禹锡等

为顾少连请溢情况
,

可 见师生情深
。

( 4) 李础
:

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 》卷二六

《米 谷部下品
·

稻米 》云
: “

稻杆灰亦主病
,

见

刘 禹锡《传信方 》云
:

湖南李从事治马坠扑损
,

… …
。 ”

是李础 向刘 禹锡传授药方之证
。

《文苑

英华 》卷七三 O 韩愈《送李础判官正字归河南

序 》叙述他与李仁钧
、

李础父子交游情况
,

称
“

李生温然为君子
,

有诗八百篇
,

传咏于 时
。 ”

又
,

柳宗元 《送浩初序 》云
: “

李 生础与浩初又

善
” 。

可见李础对诗
、

佛
、

医药均有研究
,

与刘

禹锡有共同语言
。

刘 禹锡 《和令狐相公送赵常盈炼师与中

贵人同拜岳及天台投龙毕却赴京师 》
,

笺证本

对赵常盈无考
。

今案
: 《旧唐书 》卷一七上 《文

宗纪上 》云
:

宝历二年十二月甲辰
, “

… …道士

赵 归真
,

并配流岭南
。 ”

卷一六六 《白居易传 》

云
: “

文宗即位
,

征拜秘书监
,

赐金紫
。

九月上

诞节
,

召居易与僧惟澄
、

道士赵常盈对御讲论

于麟德殿
。 ”

可 见敬宗朝道士受宠者赵 归真
,

文宗朝道士受宠者赵常盈
,

这是文宗命赵常

盈拜岳
、

投龙的政治背景
。

刘 禹锡 《答杨八敬之绝句 》题下 自注
: “

杨

生时亦滴居
” 。

笺证本对杨敬之元和时贬滴事

无考
。

今案
: 《册府元龟 》卷九二五 《总录部

·

谴累 》云
: “

苏表
,

元和中以讨淮西策干宰相武

元衡
。

元衡不 见
,

以监察御史宇文籍旧从事
,

使召表而讯之
,

因与表押
。

后捕验马王承系
,

并穷按其门客
,

而表在焉
。

表被鞠 〔鞠 〕
,

因言

籍与在 〔往〕来
,

故籍坐贬江陵士曹参军
。

又被

〔贬〕左 卫骑曹参军杨敬之为吉州司户参军
,

… … 并坐与表交游故也
。 ”
这是杨敬之元和时

贬滴的情况
。

刘禹锡《酬宣州崔大夫见寄 》
,

笺证本云
:

崔龟从
“

其人盖无甚可称者
,

转因禹锡此诗而

一显其姓名耳
。 ”

今案
: 《旧 唐书

·

白居易传 》



云
:

长庆 元年十一月
, “

诏 中书 舍 人 白居 易

… … 考制策
。 ” 《唐会要 》卷七六 《贡举 中

·

制

举科 》云
: “

长庆元年
一

}
·

二月
,

贤良方正能直言

极谏科
:

… … 崔龟从 … … 及第
。 ”

可 见白居易

与崔龟从有座主门生之谊
。

白居易《病中辱崔

宣城长句见寄兼有献绮之赠因以四韵总而谢

之 》 ( 自注
: “

昔予考制策
,

崔君登科也
。 ”

) 《宣

州崔大夫阁老忽以近诗数十首 见示吟讽之下

窃有所喜因成长句寄赠郡斋 》等诗
,

均与崔龟

从唱和
。

崔龟从撰《续唐历 》
,

今佚
; 《宣州昭亭

山梓华君神祠记 》
、

《 书敬亭碑阴 》
、

《敬亭庙祭

文 》等文
,

现 存
。

崔龟从非因刘禹锡诗始显
。

刘 禹锡《登清辉楼 》
,

笺证本云
: “

此诗不

知何意
。 ”

今案
:

陈舜俞 《庐山记 》卷三 《叙山南

篇 》云
: “

刘梦 得有 《登清辉馆 》诗云
: `

寻阳江

色潮添满
,

彭 氢秋声雁引来
。

南望庐 山干万

初
,

共夸新出栋梁材
。 ’

清辉馆在江州
,

亦 (李 )

渤所创
,

故 禹锡美之
。 ”

这是刘禹锡诗之本事
。

宋敏求从 《九江新 旧录 》采录刘 禹锡此诗
,

编

入 外集
,

标题
、

诗句与 《庐 山记 》均有 一字不

同
。

刘 禹锡 《赠刘景耀第 》
,

笺证本对刘景无

考
。

今案
: 《旧唐书 》卷一七七《刘瞻传 》云

: “

祖

升
,

父景
。 ”

孙光宪《北梦琐言 》卷三云
: “

唐相

国刘公瞻
,

其先人讳景
,

本连 州人
。

少为汉南

郑司徒掌笺割
,

因题商山骚侧泉石
,

荣 阳奇

之
,

勉 以进修
,

惮前骤换麻衣
,

执赞 之后致解

荐
,

耀进士 弟
,

历 台省
。 ”

此 刘景事迹 之可 考

者
。

以上笺证事实疏漏之例
。

(五 )序跋应辑

标点本
、

笺证本
、

点校本均未辑录序
、

跋
,

应补
。

序
、

跋之重要者
,

如
: ( 1) 宋绍兴八年刻小

字本有宋敏求
、

董非序
、

跋
,

说明刘 禹锡集所

逸者为卷二一至卷三 O
,

交代哀辑外集 10 卷

诗文之来源
。

李盛铎《木犀轩藏书题记 》说明

1 9 2 3 年徐鸿宝影印绍兴本之经 过
。

昌彼得

《跋宋刊本刘宾 客文集 》说明 1 9 7 3 年台北影

印此本之经过
。

( 2 ) 1 9 1 3 年影印宋蜀刻大字

本有 董康
、

内藤 虎二跋
,

说 明影 印此本之经

过
。

( 3) 顾广沂 《百宋一廖书录 》
、

瞿铺 《铁琴铜

剑楼藏
一

阵目录 》说明宋刻残本一至四卷情况
。

( 4) 黎民表跋说明刻
“

中山集
”
之经过

。

( 5 ) 钱

曾《读书敏求记 》
、

黄王烈《莞圃藏书题识 》
、

陆

心 源 《丽宋楼藏书志 》
、

丁丙 《善本书 室藏书

志 》分别说明所藏钞本情况
。

( 6) 缪荃孙跋 说

明 《乖吵余丛书 》
、

《轰辅丛书 》二本之优劣
。

此

外
,

徐蜘 《徐 氏红雨楼 书目 》
、

孙 星衍《平津馆

鉴藏记 》说明刘 禹锡诗六卷本情况
。

杜 i睿序

说 明野香堂刻二刘 (刘长卿
、

刘 禹锡 )诗之经

过
。

王汝嚷
、

赵骏烈二序说明刻刘禹锡诗九卷

本之经过
,

等
。

均有助 于读者了解刘禹锡集版

本源流
。

佚诗应考
、

伪文应辨
、

校本应广
、

笺证应

全
、

序跋应辑五 个方面
,

虽是针对 40 年来刘

禹锡集的整理
、

出版工作而言
,

或亦可供一般

古籍整理工作参考
。

注
:

①韩愈《荐士 》

②方 回 《赢奎律髓分卷三 评语
。

③⑧何悼批语
。

(上 海图书馆藏姚世枉录何烨校

《刘宾客集 》 )

迈)⑨林纤 《林 氏选 评 名家 文集
·

刘宾 客集 》评

语
。

⑤高步赢《 唐采 、 举要 》甲编卷 四 评语
。

⑥《应 山县志 》卷二 三 《文物 名胜 》 (五 )(( 石 刻 》
。

⑦赵执 信《谈 龙录 》

江必李希 泌 《 曲石精 庐 藏唐 墓志分
。

( 作者 南京大学中文 系教扮
、

责编 张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