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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禅林钩玄 》

《禅林钩玄》七卷题杨慎选,辑录诸经

佛书、翻译名义、禅髓幽旨、禅诗偈颂的专

门著述,其中包含着一些研究禅学、佛教史

的珍贵资料o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有明嘉靖

三十八年 (1559冫 刘大昌梁奕校刻本,-册。

著录者谓只存六卷(-至二,四至七冫,实则

并非佚去一整卷 ,只是由于缺第三卷之首页 ,

才造成没有第三卷的误解。第三卷辑录的偈

颂大都倮存下来,因而它是一部基本完整的

佛学小丛书。可惜的是,这部书破损严重9

虫蛀皱褶,百孔千疮,原来质地坚韧的封面

已残破不堪,纸质发黄变脆,大有翻翻欲破

之势,稍不经心就会飘下点点纸屑,亟待抢

救整复。

是书前后刻有三篇序文,卷端序一为
“蜀

天谷山人刘大昌
”
撰写的《禅林钩玄序》。其中

云:此篇
“
就梓之日,乃公捐馆之辰”

,“韩

山梁子 ,相予校订,僧人贞著 ,鸠工锲梓
”。

序二为嘉靖三十八年韩山梁奕撰写的刻

书缘起,述说该书搜集镂刻的经过。序云 :

“
雾中高僧贞著耆,与奕有方外之交也。人虽梵行,深

究六书。与奕同游,时取号小云,以其后白云而生耆

也。太史杨公,乃去一小字,更 为云寮,冀其他日之所

就也。先是在延庆月虚方丈,阅藏八年,僧 俗之 人

皆重之。-日 奕谓之曰;‘地因人而显·雾中名山也。

不可不求名公之文,况子之生于其间耆乎r遂诺之,

往江阳求杨公之文。”
“
彼至泸-见杨公,果契之,欣

然为作《雾中山记冫。仍托以是刻,其事亦奇契。公

复赠之以诗曰:‘ 诗里无僧句不清 ,云僧况是有诗名。

僧庐原在雾中住,云收雾散归山去。山房请我题云寮 ,

碧云诗云碧云谣。云耶雾耶远莫辨 ,禅诵山中昏复朝
`

著归,而与诸缙绅等刻之。始于九日之晨,脱于腊至

之日。 ·̈···’’  ·

卷末还刻有同年
“青城山人苟铣〃撰写

的 “禅林钩玄后序”。

以上三序扼要介绍 巛禅林钩玄》成书经

过及其博杂内容,隐约看出,书是僧人贞著

所辑 ,曾 请杨慎指点删削,便题名为慎选辑,

甚至附会杨慎一生的思想行为, “
不异于佛

之禅
”
。所以过去就有人表示怀疑 9在后序中

批写道: “胡说,此假升庵先生之名,以惑

世也。其中不经之谈,不 Ⅰ了胜数,岂升庵之

所秦哉,识若谅之”。录此供考。

这里重着指出卷四的内容,该卷所载主

要为两晋迄唐释氏诗词 ,大都以
“
诗句喻禅

”
,

且有
“
唐人诗集不载者”,探幽发微,意义

深远。其中有代表性诗作如晋慧远 《游庐山

诗》、 《报鸠摩罗什》,帛遒猷 《陵峰采药

触兴为诗》;唐王梵志 巛皇天未生我》(按 :

原作
“天公未生我”

)、 《梵志翻着穰》,寒
山 《书寒岩石壁诗》,报恩和尚 《渔家傲》 ;

灵彻 《更漏予》等。此外还杂有 《无题》、

《宫词》、 《闺情》及杨慎本人诗作,因而

显得体例不-,芜杂无次,难怪有人怀疑该

书非杨慎所纂。该卷选诗之前还刻有杨慎撰

写的 《禅藻记蒴》,全文如下 :

昔致堂胡先生序《玉英集》,独取其敷畅明白,易以

考其是非蓍。若夫谈鬼怪,举诗句,类俳戏,如狂诞 ,

相倡和于穿穴,空笼混漾,无实之中,萝蔓葛藤,不

可诘致。将以擎拳植拂,扬眉瞬目,一捧一喝,尽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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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之是也。今予独取其诗,亦有说焉。夫琢磨何关于

贫富之间,倩眄奚取于绘事之后。而圣人深许正教流

布,则以诗句喻禅,未为无谓,与 鬼怪俳戏不同科也 ,

况其所引诸诗,多有唐人诗集不载者,缀而传之,亦

礼失求诸野之例云。有题者标其题,无题者存其句,

观者自得之。又考其世,皆云扰瓜分残唐五代之际。

聪明贤豪之士,无所绝其能·故愦世疾邪,长往不返 .

联珠叠辞,虽山渊之高深,终不能掩席其光彩也。升

庵杨慎漫书

曲序看来,此卷诗选,或出杨慎底本。

其中所选杨慎四首诗 ,有两首见于 《升庵全

集》①,另外两首为杨慎赠寿庵禅师,诗有

小序云: “佘先后往来,两宿翕沙寺之青豆

房。临别寿庵以此纸,属佘为韵语以代记莉o

时则有若性空三际古梅,皆通内典,兼善义

学。古之玄应道宣何加焉,遂不辞而为之书。

嘉靖三十二年岁在右军写兰亭之辰月,乃西

方古佛诞日。升庵老人识
”。这两首诗,全集不

载②,故简述牙此。

八、 《李诗选》

杨慎诗论特点之-,是标举三唐,推尊

李白,称 “公之诗歌泣鬼神而冠古今矣”
,

故有批点 《李太白涛选》之举。今天能见到

的 《李诗选》初刻本,有明嘉靖二十四年

(1545)张氏家塾刻本,一册,北京图书馆善

本部藏。卷首书名下有
“
永昌张含愈光精选

”、

“成都杨慎用修批点”工行。卷末还有
“隆

昌张氏刻梓家塾”的墨印。

《李诗选》是明张含所选,含 曰: “李

杜齐名,杜公集外,节选抄本凡数十家,而

李何独无之。乃取公集中脍炙人口者,一百

六十余首刻之”③。杨慎为之批点并作序文

《李诗选题辞》 ,刻 于卷端。序文又见于 巛太

史升庵全集》卷三 《李太白诗题辞》,题目

虽有差异,内容全同。所不同的是 《李诗选

题辞》刻有撰写时间: 竹嘉靖乙已〈15硅 5)孟

秋朔日成都杨慎书
”,全集本则无此题记。

∶  《李诗选》十卷,选诗依体或题分卷。

总计选诗141首。比 “题辞”云选诗160余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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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少一些,大约杨慎批选时又有删削所致。

杨慎对 《李诗选》选入的太白诗没有逐

首逐句进行批点,而是择其字句有异、意境

深远或有感而发者,加以概略的品评,其中

有的条目虽见于 《升庵诗话》,内 容却有差

异,如 :

巛横江词》批云: “
杨慎曰太白 《横江

词》六首,章虽分局,意如贯珠。俗本以第

一首编入长短句,后五首编入七言绝句,首

尾衡决,殊失作者之意。如杜诗 《秋兴》八

首,亦分作二处,余特正之。凡古人诗歌不

可分类以此” (按 ,《升庵诗话》卷七 “李白

横江词”条,内 容与此不同)。

《上三峡》批云: “古歌
‘
朝见黄牛,暮

见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
’
言上峡舟之

迟也”〈按,《升庵诗话》卷七 “古乐府
”
条,

无最后-句 )。

杨慎对李诗的批点,尚有 巛升庵诗话》

或 《文集》 巛外集》未载者,如 :

《长干行》有句云
“
淼淼暗无边 9行人在

何处。北客真王公,朱衣满江中。薄暮来投

宿 ,数朝不肯东。好乘浮云骢 ,佳期兰渚东。”

杨慎就中间四句批道: “升庵曰今本无此四

句,以慎家藏本补之” (按 ,《全唐诗》卷-
六二, 《李太白全集》卷四”亦无此四句,

不知升庵所据何本)。

《哭宣城善酿纪叟》诗云: “纪叟黄泉

里,还应酿老春。夜台元晓日,沽 酒与何人。
”

批道: “升庵曰予家古本作
‘
夜台无李白

’
,

此句绝妙。不但齐一死生 ,又且雄视幽明矣。

昧者改为
‘
夜台无晓日’

,夜 台自无晓日,又与

下句
‘
何人

’
字不相干。甚矣9士俗不可医也

”

(按: 《全唐诗》卷一八四、《李太白全集》

卷二五,均又作 《题戴老酒店》: “戴老黄

泉下,还应酿老舂。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

人
”

)。

总之,杨慎批点 《李诗选》的条目,虽

然为数不多,仍可窥见他对李白诗歌的鉴赏

态度,加之某些批点又跟 《∷升庵诗话》同类



条目有所不同,因而杨慎批点的 《李诗选》

便成为研究升庵诗话及其艺术主张的重要资

料。

九、 《韦苏州集》

巛韦苏州集》十卷 ,韦应物撰 ,刘辰翁、

高糅、顾磷、杨慎、锺惺、谭元春等评,北

京图书馆善本部藏有明刻朱墨套印本,五册。

卷前有
“
嘉萜元年(1056)十 二月二十二日太

原王钦臣”撰写的 巛韦苏州集序》,别无其

他序跋。王序云: “今取诸本校定,仍所部

居,去其杂厕,分十五总类,合五百七十-
篇,题曰韦苏州集”。次为目录,十卷中收

入诗总计509首,同原序不符。此外 ,卷末还

附有
“
拾遗”、 “总论”两部分。

“
总论

”
列

有白乐天等论述韦诗条目十五则,其中唯独

不见杨慎的评论。

杨慎对韦诗的评论,见于 《升庵诗话》

者有六则, 《韦苏州集》刻有杨慎的评点亦

不多见,不过就这些难得见到的评论也可弥

补诗话的不足。如:

《韦苏州集》卷-, 巛郡斋雨中与渚文

士燕集》诗批云: “
杨用修曰诗话称此首四

句为一代绝唱。余读其全篇,每恨其结句吴

中云云,乃类张打油之语,虽村教督亦不至

是缪戾也。后见宋人 巛丽泽篇》无后 四 句,

又顾况和篇亦止十六句,乃知为吴中浅学所

增,以美其风土,而不知释迦佛下不可着粪

也”。而 巛升庵诗话》卷九
“韦应物苏州郡

斋燕集诗”条所载的内容,与此有较大的差

异。

《登楼寄王卿》诗,慎批为: “
杨用修曰

绝妙。字句虽对,而意则一贯:”

巛答徐秀才》有句云: “
清诗舞艳雪,

孤抱莹玄冰。”眉批有: “杨用修曰极其工

致,而艳雪二字尤新。”

总的来讲 ,杨慎批点韦诗虽然为数不多 ,

但语甚精当,表现出他颇为欣赏韦诗别拘一

格的诗歌艺术,同时也为全面探讨杨慎诗论

提供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十 、 《空 同 诗 选 》

《空同涛选》四卷,明李梦阳撰,杨慎

批选。北京图书馆藏有三种版本:①明嘉靖

二十二年 (15硅 3)张含百花书舍刻本,一册。

卷末刻有
“
俞光私印

”、 “百花书舍”
等墨

印ρ②明嘉靖间刻本一册,系初刻本o③明

乌程闵氏刻朱墨套印本,-册。以上三种版

本卷端皆有张含撰写的 《空同诗选序》,选

诗及批点内容一致,可以推断翻刻者大约根

据同一版本,唯乌程闵氏刻本卷末附有
“空

同诗选跋”。

张含 《空同诗选序》着重评述杨慎选涛

的精严态度,还是值得赞许的。其序有云 :

吾师空同先生诗泛(一作抄),乐府、古杂、律排、绝句,

总二干一百四十九首。吾友升庵杨子选焉 ,总得-百
=

十六首。其中或点或圈或选,迄曰: “
是足以传矣。"

暇以示含。含曰: “
选何严乎?” 曰: “

弗严犹弗选

也。子谓我严 ,子恶弗反。子选太白孑美诗,不严乎?

夫选也者,选其精也,精而后可以为选矣。然精之中

又有精焉,子何谓我严?”

张氏刻本与嘉靖本,卷末还刻有杨慎对

空同涛的总评: “升庵云,予评空同诗 ,五言

绝句胜七言绝句,五言古七言古胜七言律五

言律,乐府学汉魏,似童谣者又绝胜,世徒

学其七言律,是徒学其下者耳!” 闵氏刻本

把这段总评置于卷前 ,改称为 “题辞”、“成

都杨慎用修甫(原作父)识”
。

杨慎批选空同诗的诗歌理论,可以概括

为五个方面:

其-、 推尊古调。如 巛长歌行》批云 :

“
古调警语” ;《拟燕歌行》批云:“用 《毛

诗》语,真夺胎换骨也”。 《赠苍谷子》有

句
“忧来如乱丝 ,理之棼无端。为霜念逝鹄,

多露悲芳兰”
。批云 “

多露为霜,俱用 《毛

诗》语,妙。
‘
多露

’
人能用之,‘为霜

’
非公

不能用也。” 巛汉江歌送范子之桂阳》批云 :

“
亦古亦律”

。

其二、崇尚汉魏。如 《雨雪曲》有句
“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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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冻寂,洲村肃夜”,批云: “直逼汉魏,

‘
洲村肃夜

’
尤奇 9所谓横空排硬语也”。《董

逃行》批云: “六言亦仿汉调,但不纯耳”。

《雁门太守行》批云: f纯似古乐府,魏晋

以下,绝无仅有”。 《车遥遥》批云: “可

入汉调
”。《观袁永之乐府戏萃子夜歌寄之》

有句
“
馆娃明月夜,醉拥越儿歌

”
。批云:“是

乐窟隹9‘ 醉拥
’
字,从越人今夕歌中来

”。

∶ 其三、诗重盛唐。 《镜光阁》有句 “其

圭戴釜冠,天子之所容。迓我檐葡下,坐我

红厕席”。批云: “其王戴金冠四句,杜句

法″∶巛题崮摇氅成诗》批云:“近似太中
”。

k开仙寺》诗云: “瀑峡生烟瞑,山杯坐不

归。笼灯过潭水,疑有玉龙飞”
。批云:“无

愧李白″。 《赠何舍人》诗云: “相逢康王

城,暮送大堤口。相对无∵言,含凄各分千
’
。

批云: f绝似王维”。

其四、赞赏谣谚俚词入诗。 《禽言》批

云 :“以童谣谚语作禽言最得体ρ六首取四,冠

绝今古矣”。 《士兵行》批云: “只以谣谚

近语入诗史 ,而高古不可及”④。《豆芏行》

批云:“以险韵括俚语,与 《寸兵行》同调
”
。

其五、盛誉空同诗作。 巛乙丑除夕追往

愤五百字》批云: “序事有扛鼎笔力,旬法

虽与选殊,而与少陵相上下矣,必传之作也
”
。

∶《朱仙镇》首句云 “水庙飞沙白日阴,古墩

残树浊日深
”
,批云: “此为空同七言律第-

首”。又云, “古墩字,亦非苟用,李太白

诗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长亭,即此相近”。

《江行杂诗》批云: “如此绝句,绝妙。古

今世之爱空同诗者,只效其七言律,俗矣9

卑矣”。

十一、 《张禺山戊已吟》

杨慎与张含有着情同手是,交若莫逆的

密切关系,他们之间论诗议文,赠诗寄答,

时相往来,既有
“
千里面谭

”的佳话9也有批

选序涛之美谈。 《张禺山戊已吟》就是场慎

批点张含涛的∵种选本⒐北京图书馆菁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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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有 《张禺山戊已吟》三卷 《附作诗》-眷

《续》∵卷,明嘉靖间刻本,二册。这是一

个能够客观反映张含诗作慨貌的选本。

该书卷瑞刻有杨慎撰写的 《张禺山戊已

吟题辞》9兹追录于后 :

禺山张兄,海内诗翁。既称大家,实师正宗。襄阳少

陵,彰明射洪。鞠昱究曛,心毒神融。参灵酌妙,谢

华启秀。超咏永言∵求前律后。吐凤节足,肜龙匪辘。

i兰
津螳川,淼湖嵘阜。月缴邮筲,旬来驷籀。投我术

桃,怀君鼹臼。松陵皮陆,临海羊何。知音盖抄,矢 j

诗不多。月泉豸肖矣,汉上则郸。江别有沱 ,岷别有峨。

风雅之差,骚选之傩。蝇头仰立,蚊脚旁拖。蟑蠹勿∵

毁,鸟蟾相磨。嘉靖二十/、年(1弘9)岁 叶己酉成都协

慎题辞卷苜。

紧接题辞次页,还刻有杨慎的 “附书
扩

全文如下 :

附月坞少年二诗

丙寅除夕简杨用修

征途易老百年身,底事光阴改换频。子美生涯浑澜醉,`

叔伦寥落又逢春。诗魂豪荡不可捉,乡 梦渺茫何足真。

独把一盂饯残岁,书情灯火伴愁人。

除夕次用掺韵

新岁重赓注岁诗 ,壮心寥落忆南陲:东风诮息谁先得,

客子光阴我自知。芳草已回迎步处 ,梅 花叉满断肠枝。

明朝莫负城西约,踏遍郊原问酒汐。

慎未冠时,与月坞张兄为诗。丙寅除夕⑥,张兄以比

=诗
见示,今四十五年矣。追忆先太师最悉之语,先

司马叔父及白产乔公曰:“愈光他日必为海内诗人。"

今张兄白首,诗篇为海内传诵,欣然信乎!先太师之

知人于四十年前矣。因话世讲,遂书其后。通家弟杨

慎书

卷首 巛张禺山戊已吟》书名”下有
“禺

山张含愈光杂著
”、 “升庵杨慎用修批点”

二行。该书正编分为三卷 9总计选诗盯0馀首。

杨慎批点禺山诗作,首先着重艺术风格

的鉴赏。如《大保山遥峰岭即景长句》批云 :

“起句奇崛 9通篇荡丽”。《白马金鸡谣为伤

春情感时事而作也庙与村俱在郭外》批云 :

“讽谕隐约,古无此奇”
。 《白龙山屋行》

批云: “
雄浑宕丽,不烦绳削

”
。从这里可

以看出杨慎十分赞赏张含诗内雄浑荡丽、讽

谕隐约的艺术风格。

其次,杨慎批点禺山诗,有时诿能探醐



发微地指出张含诗歌渊源所自,及其攀慕高

古的艺术特征。如 《离情四章怀升庵》批云 :

“
有古意”。《吊淫雨悲时事》批云: “似杜

而不蹈袭”
。 巛龙池春游曲》批云: “深入

唐调”⑥。 《得谯云阿参伯疾终于滇藩信 ,

灵榇已还蜀省,收泪短赋》批云: “辞苦句

真,与杜甫哭严武同调”
。 《铁楼夜坐通宵

间作》批云 :“此篇体制特奇 9如宋之问 《嵩

j山 歌》 9沈栓期 《秋风弓盼 也,何尝拘旧格。

史谓贤者不可测。余亦云文人不可测,如三

百篇之诗尚矣,屈宋-变之为楚辞,苟卿-

变之为云蚕赋9稆如又变为大人赋,苏李又

变为五言”岂拘常格”。

此外,杨慎厚爱禺山,也有言过其词 1

夸饰溢美之处。如 《蕞宽 园 自贻》批 云 :

∶“可惊四筵 ,可娱独坐
”
。 《弟懋观参议去秋

以贵藩表使北上兹闻由蜀中归任长官寄讯》

批去:“绝妙 ,无字不工”。《元江行》批云:

阝绝妙,此必传之作也
”
。 巛题石梁赠郝公》

批云: “此诗极佳。此公之清节,一时孤凤

也,实不负此涛矣”。

杨慎批点 《张禺山戊已吟》的刻本9嘉

靖年间广为流传,可见这个选本还是有一定

影响的,不过,今天已成为罕见之书了。

十二、 《钤山诗选》

《钤山诗选》八卷,明严嵩撰,杨慎辑

并批点”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有明嘉靖刻本 ,

四册。

严嵩 (1硅 80— 1567)字 惟仲,-字介豁 ,

江西分宜人。 “举弘治十八年《1005)进士,

改庶吉士 ,授编修。移疾归 ,读 书钤山十年,

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⑦。嘉靖二十一年

(1弘 2〉 任武英殿大学±9入阁9官至太子太

师。 “嵩窃政二十年 ,溺信恶子 ,流毒天下,

人咸指目为奸臣”⑧。但是9严嵩早年并非

如此。他曾熟读诗史 ,沉浸艺林 9特别是 “椟

癌钤山”、
“
从宦燕吴

”
期间,写下一些即景

抒情、感世悲怀的涛作”曾得好评。

嘉靖本 《钤山涛选》倮存有五篇序文 :

①正德乙亥(1515)孙伟撰 《钤山堂诗序》《简

称 “孙序”)9时间最早。②嘉靖辛卯(153】 )

唐龙撰 《钤山堂诗选序》(简称 f唐序”冫。

⑧嘉靖壬辰(1532)刘 节撰 《钤山诗选序》(简

称 “刘序”
)。④嘉靖丙午(1弘⑴杨慎撰 《钤

山诗选序》
,(简

称 “杨序”
)。 ⑤嘉靖辛亥

(1551)皇 甫访的 《钤山涛选序》(简称
“
皇甫

序”
)。 从这些序文来看,说明 《钤山堂诗》

和 《钤山诗选》自正德十年以来,先后流传

不同刻本。杨慎批选的八卷本,收诗六百馀

首,皇甫访又勒为四卷,二百七十八首。至

于全集9,今夭还能见到。    ∶

杨慎批选的 《钤山诗选》是嘉靖土十苴

年付梓的,那时恰是严嵩入阁不久,炙手可

热之际,因而升庵批选之诗及其品评难免有

些应酬虚饰之辞。如 “杨序”中有云:

公起家翰林,蜚英宇内。方其翔耄署而徊鸾坡,讲金

华而议白虎,已晔然负霖雨之望。及登紫庐,坐黄阁 ,

日侍赓歌,重兴雅颂。舂容大篇,则戛击乎韶攫。缘

情绮靡,则螭耀乎国风。郊岛之寒瘦,元白之轻俗,

皆不入其胸次,而染其性灵。若夫穿天心,出月胁,

牛鬼蛇神,时花美女,又所谓骇而不可施之庙堂,而

唾去于藩篱之外者也。盖其志则师乎陶、伯、周 .召 ,

而其体与辞,则友乎韦、匡、沈、王、二张、两李也,

宜其传乎。

杨慎批选的 《钤山诗选》八卷 (包括附

“涛馀”ˉ卷〉,总共选诗635首,比晚出的

皇甫访选编的四卷本多出∵倍多。遗憾的是

皇甫本已很难见到。

杨慎批选钤山诗尽量多取 山 川I旅 程,

友朋寄赠之作9于入阁后有关政治的诗录取

很少 ;批语多涉艺术 ,不及事实。这说明'他对

批选严嵩的诗,颇存戒心,恐遭清议。即使

艺术上有些溢美赶誉,由 于严涛在当时,本

负盘名,也可使人信服。如说什么: “有汉

志乐歌意”, “
有古意,唐人所谓骨含苏李

也”9“六朝体
”
,“直率似陶

”, “有三谢之

工,有建安之质
”
,子得初唐体

”
,“此垂拱体

也”
,“排律似大历声格”

,“排律却似杜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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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似少陵

”
,“情致似韦”

9“绝似王维”
,

“
每有野意,似韦似孟”, “

似孟襄阳”
,

“
又似香山”

等等。至于说
“
全篇无字不工”

,

“
句句工致

”
,“字字皆诗 ,句句皆味

”
,“出尘

之思,必传之诗
”, “送行诗首首风致

”
,

“以下游览涛,首首有思致
”,这类过分夸

张的赞辞往往言过其实,评允失当。不过 ,

严嵩诗词也有慷慨陈辞的一面,马叙伦谓
“
杭

州城西湖椟霞岭下,岳鄂王庙内有严嵩 《和

鄂王满江红词》石刻,甚宏壮。词既慷慨,

书亦瘦劲,可观。题华盖殿大学士。后人磨

去姓名,改题夏言”⑨。我们从杨慎批选的

钤山诗,还可以看到那种写景状物、曲尽情

致的诗作,确是值得称许的。

十三、 《草堂诗馀》

巛草堂诗馀》五卷,明杨慎批点,北京

图书馆善本部藏有明闵瑛璧刻朱墨 套 印本

(批点为朱刻)⑩。前有杨慎撰写的《草堂词选

序》,次 目录。卷端 《草堂诗馀》书名下,有
“西蜀升庵杨慎批点

”
、“吴兴文仲闵瑛璧校

订”二行。杨序云g “
宋入选填辞曰草堂涛

馀:其曰草堂者,太白诗名草堂集。太自本

蜀人,而草堂在蜀,怀故国之意也。曰诗馀

者,忆秦娥菩萨恋二首为涛之馀,百代词曲

之祖也”
。别无其他序跋。

《草堂诗馀》为宋人所辑,不著姓氏。

杨慎批点较多,据不完全统计 ,总计有词狃2

首,批点239首 ,约 占一半以上。杨慎充分利

用这些批点来表现他对宋词的鉴赏态度及其

词学理论,它同 《升庵外集》的 《词品》六

卷(卷八———卷八六)相 比,有以下几个特

点。

第一、杨慎批点 《草堂诗馀》的条目,

虽见于 《词品》,然其内容、字句有较大差

异,适可供校勘之用。如释 匚如梦令〕云 :

“此词创自唐应宗自度曲,词中有
‘
女口梦

’二

字,即以名词。唐词多缘题所赋,尔后渐变

与题远矣”
。 《词品》卷一

“
如梦令

”条则

·

`6·

云: “
唐庄宗词云:‘ 曾宴桃源深洞9-曲舞

鸾歌凤。长记别伊时,和 泪出门相送。如梦 ,

如梦 ,残月落花烟重
’
。此庄宗自度曲也 ,乐府

取词中
‘
如梦

’二字名曲,今误传为吕洞宾作i

也
”
。史邦卿《双双燕 ·咏燕》“过春社了

”词
'

批云 :“史邦卿词奇秀清逸 ,有李长吉之韵。,

盖能融情景于一家 ,会句意于两得者”。《词

品》卷三 “杏花天” 条 则 云: “史 邦卿杏

花天词云,软波拖碧蒲芽短⋯⋯姜尧章云史

邦卿之词,奇秀清逸,有李长吉之韵。盖能:

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姜亦当时词i

手,而服之如此。”

第二、杨慎批点 《草堂诗馀》内名家词:

作和某些名篇,或品藻度曲,或比较得失,

球旁征博引,或探本正源,语多精当,评浃

中允,却为 《词品》所未载。如秦少游 《如:

梦令 ·春景》 “莺嘴啄花红溜
”,旁批指出

“翻李后主小楼吹彻玉笙寒”
。眉批又云 :

“意想妙甚,春柳恐未必瘦”
。林君复 《点

绛唇 .咏草》 “金谷年年”,批云: “妙在∷

通篇不见一草字,且甚感慨”
。苏东坡 《水

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批云: “此等词

翩翩羽化而仙,岂是烟火道人得筻字。中秋

词古今绝唱”。柳耆 卿 《雨 霖 铃 。秋 别》
“寒蝉凄切”,批云: “此词只是酒醒何处

二句,千古炙人口,柳词遂为第一:与少游

词酒醒处残阳,辞肠同一景事 ,而柳犹胜”。

类似这样的批点还很多,亟须进一步整理 ,

汇编成集。

第三、杨慎还直率地批评某些庸俗浅陋 :

不该选入《草堂诗馀》的词作。如僧仲殊 《金

菊对芙蓉 ·桂花》“
花则-名 ,种分三色”

,

批云:“此等三家村学究话,如何入词选”。

周美成 《塞垣春 ·秋怨》末句有 “玉骨为多

感 ,瘦来无一把”
,批道: “结句不成语”。

朱希真 《念奴娇 ·咏月》有句云g “被何入

推上-轮明月
”9批道 “不成话”。康伯可

《喜迁莺 。庆寿》 “腊残春早”,批道 “此

词乃寿秦桧者 ,陋哉
”
。总之,杨慎批点草堂 ~



词时态度鲜明,辄加褒贬,巍不掩饰铯对其

些虽已入选怛词格不高的作晶的不满。

附记:在 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北京图

书馆善本部和文学砑 究所图书绾提供所需版

本,仅此一并致谢。

潼 :

①即《闰春二十日梦在金沙寺与刘珥江及三际禅愠湾话

觉后囚记之并寄珥江》(见全集卷←∧), 《和章水

部沙坪茶歌》 (见全集卷三十九)。

②其一云: “
杯渡西江蒲,风分左蠡湾1雁随环锡去,

龙护贝函还。自是水精域,曾非火焰山。东平朱邱

意,来往莫辞艰
”。其二云: “

安石登山送胜侣 9缝摩

(上接 63页 )

② 《鲁迅书信集》:】 9】 0年 1宅月挺日致许寿裳信

③鲁迅:《 集夕卜集拾遗 ·<越铎>出世辞》

④⑧鲁迅:《 两地书》 (八 )

⑥ 鲁迅:《 集外集·哀范君三章》

⑥ 《鲁迅日记》:1θ 18年 10月 1日

⑦② 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⑧毛泽东:《 论人民民主专政》

⑨ 鲁迅:《 而巳集 ·黄花节的杂感》

⑩鲁迅:《华盖集续编 ·<阿Q正传>的成囚》

ω孙中山:《 <建国方略〉白序》

卧府I∶ 离饴。∵-ji∴

`饣
'「
;壑,树 l·

x未广店翠刂。肯

泛沧旌来宝彼,还獠由卩系金堤。玄
=菽

寂忄I莲浠,

徼月涡涡埝芒灯”。

Θ见《拳太白诗趑辞》 (碍 文集冫卷三冫。

Θ叉见《旷诗男!我年》罨西。

③按,是 :写 写于嘉靖二十八年己酉岁,上 拄冱十五年 ,

“丙文
”玉力≡饽元年, 即i]C§ 年.

③《爿庵诗话》卷÷二,尹载张古置诗,元评。

Θo《 明史 ·严自传》恣三○八Q

③见《石屋馀沈》第10芏 页。

③文学研宄听目书馆还蜮有明刻《草堂诗馀》zI卷 ,明

杨t寅 品定f锺人杰气△。

@鲁迅:《 朝花夕拾 ·范爱农》

⑩⑩鲁迅:《 且介亭杂文·答<戏 >周刊编者信》

⑦毛泽东: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诂》

⑩ 转引自孙伏园: 《追悼鲁迅师》

⑧ 《鲁迅日记》:】 g⒓年i0月 1O日

⑩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9

⑩马克思、思格斯:《 神圣家族》

② 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⑧冬迅:《 坎·忽然想到 (三 )》

⑧ 鲁迅:《热风·油J恚 录五十九<圣武>》

卢

珞

铽 谈 魄 鼢 哗 鹌 弼 逊 断 甸

叶 晨 晖

郦道元的《三峡》中有两处断句的问题,在这里提

出来与有关同志商讨。

-、 “
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 到 江 陵

”

句,课本和一些选本都作这样的句读。课本注
“
或”

为
“
有时

”。但在《三峡》的原文中接下去叉有
“
有时

”
,

这样不仅用词重复,于语气上亦感不1日。特裂是如杲按

扌 这样断句, “
有时

”所表明的习惯意思是有所例外页非

扌 全部如此,就与
“王命急宣”的

“
急”相矛盾。我党得

冫 此句庇在
“
有时

”
分句读为好,即

“
或王命急室有时,

丨 朝发白帝,暮到江陵
”,成为-个连劝的旬子。这样的

扌 鲞蟊灰T阝嘉昏矣蛋∫辱苫如虿量曩F`屠露丁紧置署

一定的期卩。它作为
“急圭”的卞卜充,说明这个

“
急宣”

是有羽闾盯制钓。元怪乎船工们∮i￠ 夏 日≡炭,沿 溯

阻绝
”
的情况下,也要日看生命危险去作

“
朝发白帝,

暮到江陵
”
的肮行了。

二、 “
悬宗瀑犭f,飞氵挟其卩。清荣峻茂,良 多 趣

昧
”
句。如呆按玩在课本上这样断句, 〃

清荣竣戊
{上

J,党得缺少一个指示方伫户I语言吱分9于语i上予得不

够连贯,我觉得这旬应在
“
飞轵

”
处新句,即 〃

绝击0多生

怪神氵悬泉泽布
`江

9其闸扌{I唆戊,良多趣味。”这

样上下文如一气呵戌,表达出绝Ⅱs上有三君-— “
多生

怪柏”
,“悬泉污苻F飞漱

”
,“洁肀J广戊

”。而
〃
艮多趣

昧
”
则是对这三熹的总结,这冖断句才旦出趣咔之

“
多

”。

。7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