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刘禹锡诗文集的两个 宋本

屈 宁 元

刘禹锡诗文集现存最早的本子是宋刻,据所知共有三个:-是日本平安福井氏崇兰

馆所藏宋刊本 《刘梦得文集》三十卷, 《外集》十卷;一是宋绍兴八年 (-ˉ三八年冫

刻本 《刘宾客文集》三十卷, 《外集》十卷,一是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刊残本 《刘梦得文

集》,存ˉ至四卷⊙。三个宋本,除北京图书馆所截残本外,两个完整的宋刻,都有形

印本流行。崇兰馆所藏 《刘梦得文集》,-九△

=年
由武进萤康影印 (以下 省称 “

=影’冫②,绍兴本 巛刘宾客文集》,在稍后的时间由吴兴徐氏影印(以下省称 “徐影
’
冫③。

两部宋刻本,一部不在国内,-部踪迹不明。两个影宋本,都用珂罗版精印,基本上反

映了两部完整的宋刊本面貌,是研究刘禹锡诗文最重要的版本。下面简单谈-谈两个形

宋本的来龙去脉,及其在校勘上的价值。

关 于 “
董 影

”

“萤影”
有脱页,是崇馆所藏原书如此。书前总目,即脱去第△页④。原书封面尼

署,早不存在。是否有序有跋,无法知道。序跋在全书最外部分,有很大的可能在脱页

之中。

据内藤虎跋语,平安福井氏所藏此书,得之建仁寺,据传是千光和尚入宋时带回日

本的。千光名荣西,又称叶上,号明庵,是日本禅宗的始祖。他在仁安三年 (即宋孝宗

乾道四年,公元一
ˉ六八年冫和文治三年 (即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一ˉ丿

`七
年冫苜

两次游宋。建仁二年 (即宋宁宗嘉泰二年,公元一二○二年冫将军赖源家创立建仁寺,即

以千光为开山⑥。书出建仁寺,传自千光,这个说法比较可靠。干光入宋,第-次从天

台带回-些关于禅宗的书,第二次又在天童 (地在鄞县冫学禅法⑥。刘禹锡是喜爱禅宗

的,集中颇有这类文字⑦。千光把这部集子带回日本,完全在情理之中。这部书由千光

带回,其刻版当在宋孝宗以前。

根据-些材料推断;可以初步确定: “萤影
’的底本是-个蜀大字本,刊于绍兴初

年 (十二世纪三十年代冫。
“董影”每半叶f行 ;行十八孛j底本版框高八寸六分,宽六寸四分。 “字大栏豁,

疏朗悦目⑧”。其为大字本,无须多说。   '
“董影”字体方整厚重,具有宋蜀刊本的特征。但把它定为蜀刊本,显然不能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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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种出于 “望气”的揣测。有个可靠的证据: 《文苑英华》卷九百
``十

八载刘禹锡

的 《祭柳员外文》,在 “朋友制服”句的 “制”字下,有 一条 校语,说: “蜀本作
‘
则

’⑧。”今检刘集诸本,此文皆在 《外集》卷十。这个字, “徐影”同于 《文苑英

华》,作 “制”,通行本⑩亦然;憔独 “董影”
作 “则”。这是一个明证, “萤影”之

为蜀本,确然可知。

断定 “董影”是蜀刊本,还有-个线索:晁公武 《郡斋读书志》 (以下 省称 巛晁

志》)卷四上著录 “《刘禹锡梦得集》三十卷,《外集》十卷④。”书名卷数 皆与 “萤

影”合。 《晁志》所著录的书绝大部分是四川转运使井度赠送给他的②。井度的书,主
要从四川收集。 《晁志》自序曾讲到井度收书的倩况,说: “时巴蜀独不被兵,人间多

有异本,未尝不力求,必得之而后已。”因此, 《晁志》里的书,特多蜀刊 “异本’。

这部 《梦得集》的版本,与 “萤影”相同,是蜀大字本,可能性是很大的。

此本既著录于 《晁志》,就可以推定它的刻版时代。井度任四川转运,在绍兴十-
年至十四年 (——四-——ˉ一四四年)⑩,广收蜀中

“
异本

”
书籍,便是这时候的事。蜀大

字本是井度所收以赠晁公武者,其刻版当在绍兴十年 (-ˉ四⊙年冫以前。 《晁志》写

成于绍兴二十一年 (-ˉ五一年冫,但里面所著录的书,除井度所赠者外,便 是他 家
“旧藏

”Θ,不可能有井度蹭送以后新增之书。证之 “苴影’避宋帝讳缺笔,止于高宗

赵构之名,卷六第八页上孝宗之名 “慎″字、卷三第六页下光宗之名 “淳”字,都不缺

笔画。其为绍兴时代刻版,毫无问题。再据井度收书的时间,断定它是绍兴初年刻本,

是可信的。

从 “萤影”书版中缝的刻字工人署名,也给我们提供了-些它是蜀刊本的证验。这

些工人的名字,有单隆、单达、任显、任达等,单、任两姓的刻字工人在宋蜀本中是常

见的。今存有九百四十五卷之多的宋蜀刊本 《太平御览》,是宁宗庆元五年 (一ˉ九九

年冫刻成的⑩。其时距绍兴之初,巳有六十年光景。 《御览》的刻字工人如单远、单阿

亥、单乾保、单阿回、单拄一、单桂二、单寿三、单寿四、单和九、任通、任宏等,属

于单、任两姓的不少。南宋初期的刻字工人,用他们自已的铁笔,纪录了当时手工业工

人家传技艺的历史实况,也给我们鉴定这些书籍版本的雕刻时代和地区留下了可贵的资

料,这是我们应该珍视的⑩。

以 巛刘梦得文集》作为标题这个蜀大字本,宋明以来在国内流传的情况,巳无法确

知了。写作时间比 《晁志》稍晚、记载尤袤家藏书的 《遂初堂书目·别集类》,著录有
“《刘禹锡外内集》”,是否这个版本,殊为合混。十三世纪四十年代陈振孙编定 《直

斋书录解题》(以下省称 《陈录》冫,其巛别集类》(《聚珍版丛书》本卷十六 , 以下 引

《陈录》,皆据这个版本冫 《王布丞集》条下,提到 f蜀刻唐六十家集多异于他处本”
,

这个版本可能即是 “蜀刻唐六十家集
”的-种。明代晁璨 《宝文堂书目》卷上 《文集》

类著录 “巛刘梦得文集》”
,名与此同,但不能完全确定就是这个本子,因为以 《刘梦得

文集》为名的,还有一个与 “萤影”编排不-样的版本@。 这些收藏者著录上的简略,

给考查这个版本的流传,带来了困难。

董康把这个在国内失传巳久的本子,从日本影印回来,值得肯定。商务印书馆 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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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丛刊》 (以下省称 《丛刊》冫,采用 “
董影

”
重印,本是件好事。但由于校印时的疏

忽,没有能真实地反映 “董影
”面貌,而且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错误。第-, “

童影”

缺脱或不显的字, 《丛刊》本许多地方把它描润补全,这种作法已很不要当,更严重的
是,在描补的时候,无根据地随意乱改,例如:

卷一笫八页上最末一个字, “董影
”
缺脱左下方大部分,这个字 “

徐影’、通行本
及 巛全唐诗》都作 “画’,而 《丛刊》本却把它描补作

“
书

”。这本是 巛游 桃 源 一 百
稻》中的句子: “

自迷希古心,妄恃干时画。”
把 “画”

字误补作
“
书”,不但语句不

通,而且也失了嵌。

卷五第七页下第-、 二、三行之末, “堇影’都有脱缺, 《丛刊》本全部补完。第
三行最末的-个字, “

徐影
”、通行本及 《全唐诗》都作

“
花

’,而 《丛刊》本却亳无
依据地补成 “若”

字。这是 巛西山兰若试茶歌》中的句子: “
白云满碗花徘 徊 。 ’

把
“
花”妄改为 “若”,怎么通?

“董影〃̀原书本可辨认或并不缺脱的字,也往往被 《丛刊》佼印者随意 乱 描 ,例
如:   ∷

卷五第六页上第八行最末-字, “壹影
”

作
“gg,,字形犹可辨认, 《丛刊》本却

把它误描作
“驿” (“徐影

”
同

“董影”
作 “驷”冫。

卷九第六页下第二行最末两个字, “童影”
虽稍模糊,但仍隐约可辨是 “人曰’二

字, 《丛刊》本却据 《全唐诗》把 “曰”
字描改作

“
云

’(“徐影
”和通行本同 “董影”

作 “曰”
冫。

卷十一第-页下第三行倒数第三字, “茧影
”并不缺脱,清清楚楚地是一个 “社”

字 (“徐影”、通行本及 《文苑英华”卷九十八引同冫,而 巛丛刊》的校印者却随意把
它描改成 “杜”字。

《外集》卷三第十-页上最末-行倒数第二字, “章影”并不缺脱,分 明是-个
“文”字 (“徐影”同),由于有些人不僮 “文瓜’之称,通行本及《全唐诗》竟改为 “木
瓜〃, 巛丛刊》的校印者也妄将原本 “文”字抹改为 “木’字。

巛外集》卷五第三页上第八行袅末-个字, “童影’本作 “田”,由于字 中有 缺
脱, 巛丛刊》竟描改作 “曰” (“徐影”

~、 通行本及 巛全唐诗》皆作 “田”冫。
这里所举的仅仅是-部分具有典型性的例子,其他异体或义可两通的文字,统统没

有计入。

第二, “董影”的缺页, 巛丛刊》全部抄写补齐,而且在抄补之叶左下角标明 “据
结一庐本补”。这完全靠不住。结一庐本无总目,而且编次先文后诗,标题为 巛刘宾客
文集》,逑些地方拿与 “董影”不同, 巛丛刊》本第一页本是结-庐本所没有东西,何
以能据补呢?其他抄补之叶,如卷三十第十一页,用结一庐本比对,竟有三字不同。《丛刊》

·

本的抄补,不但不能反映 “董影”原来面貌,而且对结一庐本也犯了肆意乱改的错误。
巛丛刊》出版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那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上海商场,出现

这种现象,本先足怪责。但我们若不经比对,便用这个本子代替 “童影”,却是不合乎
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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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徐 影
”

“
徐影

”
书末有常山宋敏求后序及广川董奔题记,对于此书辑刻原委,讲得比较清

楚。从宋氏后序知道, 巛外集》十卷是他补辑的。从董氏题记知道,这个经过宋敏求补

辑的本子出于他家旧藏, 巛文集》参校了 “
郡居士大夫家

”和远方 “
亲旧”

的十余种本

子,而 巛外集》则仅有他家藏本。

董弈字令升,东平入,是 巛广川书跋》、 巛广川画跋》作者董迫的儿子。他家所收

藏的金石书画颇为丰富,他家藏书目录 《广川藏书志》二十六卷,著录于 巛陈录 》 卷

八, 巛陈录》曾多次引用。鲎帮在绍兴初年任左朝散郎、广西提点刑狱公事9后以赵鼎

之荐,历吏部员外郎,中书舍人,兼权礼部侍郎,充集英殿修撰、知衢州,、 旋罢,提举江

州太平观,复充徽猷阁待制、知严州⑩。 《刘宾客文集》就是他知严州盱刻印的。据涫

熙丙午 (十三年9公元一ˉ八六年冫陈公亮、刘文富纂辑的 《严州重修图经》卷一 《贤

牧》所附 《题名》: “
董霄9绍兴七年 (一ˉ三七年冫十一月初三日,以左朝奉大夫充 、

徽猷阁待制,知;绍兴九年 (-ˉ三九年冫八月初五日,罢任。” 巛刘宾客文集》题记

署 “
绍兴八年 (-—三八年冫秋九月壬寅 (十九日冫

”,正是他在严州任中。所谓 “
郡

居士大夫
”的 “郡

”
,即指严州,严州又称新定郡 (治 今建德》。童弈在严州任内,曾修

《严州图经》,辑 《严陵集》,雕印 《世说新语》、 巛刘宾客文集》。这些书都载有他

写的序跋, 巛世说新语》跋署 “
绍兴八年夏四月癸亥 〈初八日冫”,比 《刘宾客文集》

雕印时间早; 《严陵集》和 《严州图经》都编辑于绍兴九年,书成不久即罢任。童帮在

严州任内因 “祷雨不虔
”,受到 “无忧民闵雨之意

”的指责⑩,然而他对于文献方面 ,

甚为重视,是有成就的。

据陆游的 《世说新语》跋文讲,董弈所刻的 《刘宾客文集》版片,在陆 游 知 严 州

前,巳 “废于火”, “巛世说》亦不复在
”。陆游到严州,才把一起被火灾的 《南史》

和这两部书重刻⑧。陆游起知严州在涫熙十
=年

(-—八六年)② 。那时距 董 弈 刻 成

《刘宾客文集》四十八年,而此书版片早已 “废于火”。董氏初刻本摹印数量是一定不会

很多。后来所称 “浙本
”,往往即指陆氏重刻之本。 《文苑英华》卷九百八十八载 《祭

柳员外文》, “形于冥书
”

一句| “冥”字下校语云: “浙本作
‘
其

’
。”今查此字 ,

“董影、 “
徐影

”
皆作 “

具
”。惟 “徐影

”的 “具
”

字顶上一横略有缺脱,然其为
“
具

”

字,仍确然可辨。通行的朱氏结-庐 《剩余丛书》本此字却作 “其”,同于 《英华》所

称
“浙本

”。据此可推定:作 “冥
”者 《英华》;作 “具

”者董氏原刻 (与 “董影
”

,

即蜀大字本同冫;作 f其
”者陆氏重刻,盖因董氏原本 “具

”
字上横脱失而误 ,明 清

抄、刻诸本大抵源于陆刻,故 《剩余丛书》本作
“其”。周必大、彭叔夏校印 巛文苑英

华》,在陆刻印行之后十五年左右,其称引 “浙本
”,已仅据陆刻,则董氏原本当时即

成稀见之物了②。通行本皆无宋氏跋文及董氏题记,可能陆氏重刻时已削去。 《陈录》

卷十六著录 “《刘宾客集》三十卷 ,《外集》十卷”
,观其书名题署及所叙释,都可确知系

· εF。



童氏原刻。 “徐影”宋董题跋俱全,与 《陈录》著录者为同-版本,毫无疑问。《晁志》、

巛陈录》是宋代最著名的两部书目,它￠l所著录的两部刘集,都刻于绍兴初年,蜀刊大字

本即“童髟”,浙刻董氏原本即“徐影”。两部影宋本的确为我们提供了鉴定这两个珍

贵文物的重要资料。
“徐影”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二字;版框高四寸八分,宽三寸四分,底本是否大小

如此不可知,但比蜀大字本狭小是可以肯定的。卷十三脱去第三、第六两页。底本在明

代曾经华夏、项笃寿收藏,有 “华夏
”白文印, “真赏斋”朱文葫芦印, “项笃寿”白

,文
印, “万卷堂藏书记”朱文印⑧。丰坊为华夏写的 巛真赏斋赋》,提到华氏 “

传自宋

元,远有端绪,牙签锦笈以为藏,天球河图而比重”的珍本书籍,即举有这部 “《刘宾

客集》”,原注云:“共四十卷,内 《外集》十卷。
’
丰坊的赋作于嘉靖二十八年 (-五

四九年冫,而项笃寿成进士在四十一年 (一五六二年冫,此书由华入项,当在项笃寿成

∷进士以后,踪迹是比较清楚的。据朱彝尊说,项笃寿所收藏的文物到乙酉 (清 顺 治二

年,公元一六四五年)南明王朝溃灭以后才散失②。这部书在清代流传的情珥,就不见

于记载了。

吴兴徐氏将这部书影印流行,是有功的。在 “徐影”问世以前,对于由浙刻衍出的

通行刘集诸本来龙去脉,很不容易说清楚ρ王国维没有见到 “徐影”,他在 巛两浙古本

考》卷下 《严州府刊版》里竟将 “董影
”列入,认为此即陆氏重刊本。以蜀为浙,张冠

李戴,显然错误。

“董影
”

` 
“徐影

”的比较

“有比较才能鉴别⑧。”鉴别古代刻本的优劣,必须遵循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这里试从两个影宋本的书名题署、编排次序和文字异同各方面作比较,举些例子来说明

我的初步看法。

两个影宋本的书名不同: “萤影”称《刘梦得文集》, “徐影”称 《刘宾客文集》。

这正象王维的集子,蜀本称 巛王摩诘集》,而建昌本却称 《王右丞集》⑧,集子的标题

用作者的字号,而不用官称,当时蜀本往往如此。名称不同,本无关弘旨。但 从 两 《唐

志》及晁.陈诸家所著录的情况看,似乎以官称作集名,北宋以前还不普遍。宋敏求曾

经参加 巛唐书·艺文志》的编辑工作,那里面所著录的刘禹锡诗文四十卷,犹称 《刘禹

锡集》,而不标 巛刘宾客集》之名。 《刘宾客文集》这样的名称,很可能即出于董甯刻

印时所定。宋敏求后序,一开头即说, “世有巛梦得集》四十卷”;下文谈到 巛外集》 ,

又说, “合为十卷,曰 《刘宾客外集》”。前后矛盾,狼难理解。载有这篇后序的 《外

集》,只有董衤家藏, f更无它本可校”
,、 难道他不会为了统一 《刘宾客文集》之名,

而有所改窜吗⑧? “董影旷题 《刘梦得文集》或者更近于宋敏求所编订的原本面貌。

“堇影”、 “徐影”的 巛外集》十卷在编排次序上并无不同,而 巛文集》三十卷则

差异很大、 “萤影〃先诗后文, “徐影
”先文后诗;诗文中各卷先后,又不一样。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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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标题 相当于徐影卷第 内容标题 相当于董影卷第

一
一二

古诗

古诗
匚
一卜 |

ˉ̄ η卜~
队

一 ,
入

°十
十
十
十
十
二
徐
相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上

,
章

有

鳏
⑻
鹪
钭
鳏

五
丶

卷
六
丶

卷
七
丶

卷
丿丶丶

卷
九
丶

卷
十六 ,

鼢

的

·丶
二
二
四
丶五
丶

,
以
钠
赦
序

°

彩
当
十
十
十
十
十
八
各
两
次
异

律 诗 卜二二 碑 中 ⋯̄η卜九

四 律诗 四 碑 下 卜一

五 杂体诗 五 论上 卜二二·

'、
送 卜丿、 论 中 卜四

七 送僧诗 ˉ
九 论 T 一︱卜三三

丿

`

ˉ

'、

记 上 亠
^

L
l

九 乐府 卜七 记下
··'t=

十 哀挽 书 四

赋 乏章- 卜E
五 表章二 ˉ

六

七 表章三 七

四 书 十 表章四
``五 表 卜一 艮章五 十九

表 卜二二 表章六 二十
^ˉ七

=
表 状 二 十 二

‘叫 `丿
`
冖

¨
表

ˉ
四 启 卜一

九 表 卜E 集纪 卜三≡

表 卜六 无标题 卜五

启 卜

``
杂 兴三 十 一 苜

二 十 二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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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碑 送僧二十四苜 七

碑 四 ∶悲伤卅丿

`

十

说明问题,这里列-个简明的对照表o

内藤虎为 “董影”
作跋,举出 “先文 (韵文,指诗冫后笔 (指散文冫,仍是六朝以

来集部体制”
,作为这个版本的优点。这个话是有问题的。如果照 “

六朝以来集部体制”
,

“先文后笔”9应当赋在在诗前。刘禹锡为吕温编集, “先立言而后体物”,把 巛人文

化成论》等论著编在最先⑧。以诗冠首,不是 “六朝以来集部体制”.也不是 “先立言

而后体物”的刘禹锡编集新例。但 “董影
”诗编在前,却可视为宋敏求所订刘集的原

样。因为 “董影
”、徐影”并无异同的 《外集》,出于宋敏求补辑,它的前八卷 就是

诗。 《外集》如此, 巛文集》三十卷当不例外。先诗后笔,宋敏求传下来的本子,理应

如此。董甯的题记说: “梦得集中所逸者,盖自第二十一至三十卷,后人因以第三十-
至四十卷相续,通为三十卷。”这个话没有什么根据1这样讲的目的,不过因为所逸十

卷,有笔有诗,把它说成二十-至三十卷,正好接着他那本子编在最后的十卷诗。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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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十卷的移易位置,便是童帮所为。殊不知所逸之诗大抵是唱酬联句之作,安排在古今

体诗十卷之前,成何体统?宋敏求以前未逸的刘集决不会是这个样子。 “徐影
”最混乱

无章的是十卷诗,把 “五言今体”摆在 “杂兴”之后,“古调”之前,-望而知其为随意

放置。这倒可以看出董茶变换宋敏求原本样式的痕迹。从 巛文集》的编排次序讲, “董
影”

确是远胜出于浙刻(即 “徐影”冫的通行本,可惜内藤虎并没有把真正的优点找到。

从文字异同上讲, “董影”、 “徐影”
各有优点。以刘禹锡的一首-干 字的长诗

巛游挑源-百韵》为例,此诗 “董影
”
在卷-,“徐影”

在卷二十三,除注文及异体字、

通假字不计外,两本共有异文五处:

“渊明著前志”, “堇影” “明”
作 〃名”。案,原诗自注 “见陶先生本 记”

,

“徐影”作 “渊明”为是。
“纵目环楚泽”

,“徐影’ “环’
作

“
还
’
。案,此指周围,“董影

”
作 “环”

为是。
“夤缘且忘疲”

,“徐影” “夤
”
作 “寅”。案,“夤缘”是联绵字,意指攀附,左

思 《吴都赋》、韩愈 巛古意》字皆作
“夤

”, 〃董影’
作

“夤”
为是。

“善祝拟满百”, “徐影” “拟”
作 “期”,两本皆可通。

“苦志徒食檗
”, “童影” “檗’

作 “
蘖
”。案,黄檗味苦,故以食檗描写苦志。

粜是酒曲,与苦无涉。

从这首长诗来看,两本不同的文字,-千字中仅有五个。五个之中,“拟”与 “期”

义可两通; “环”、“夤”以 “董影”
为是; “明”、“檗″以 “

徐影”为是。恰恰是一

半对-半。说两本互有优劣,这样判断是准确的:

但 “董影’
有特殊优异之处。 《外集》卷四 巛酬乐天咏老见示》: “多炙为随年

’
,

“徐影” “炙”
作 “灸”,显然是个错字。这个诗是刘禹锡六十五岁以后居洛阳所作 ,

老年不宜多灸,这本是医学常识。刘禹锡晚年最亲密的诗友白居易,同住洛阳,正是在
这个时侯写有 《罢灸》∵诗,说: “休将火艾灸浮云⑧。”自唇易巳因老 “罢灸”,刘
禹锡怎么会要 “多灸

”呢?这个字必须从 “堇影”作 “炙”。炙是炮制肉干。 巛礼记 ·

王制》讲
“
养老

’
之法,谈到

“
五十

’
到
“
九十

’
老人的膳食要求,说:“六十宿肉

”
。孔颖达

的 巛正义》解释说: “六十宿肉者,转老,故恒宿肉在帐下,不使求而不得也。” “多
炙”即是使肉可宿在帐下的-种办法。 巛正义》总释 “五十

”到 “九十’的膳 食要求
说g “自此以下,杂记卿大夫士及庶人年老节制,在家自养之法,随年为品也。’ “随

年
”两字,正出于此o刘禹锡年过六十五岁,所以使用了这个故实。他做诗是很讲究遣

词用字要有依据的, 《刘宾客嘉话录》记载他欲作重阳诗,押-“糕”字, “寻思 《六

经》竟未见有
‘
禚

’
字,不敢为之’。宋代宋祁借这件事,来作 《九日食糕》诗,说 :

“刈郎不敢题糕字,虚负诗家一代豪⑩。”后来传为文苑趣闻。 。多炙为随年”-句 ,

正表现了刘禹锡在诗歌写作上的这一特点。我们当然不相信儒家编造的那-套 “养老”

之法,也并不认为刘禹锡这样写诗值得效法,但 巛五经正义》为当时士子所必读, “为
诗用僻字须有来处⑩”又确系刘禹锡的-贯主张,这是历史事实,我们决不能用唯心历
史观来抹杀这-事实,轻作判断,安下雎黄。 “茧影〃、 “

徐影”的这类文字异同,不
经过细致的研究,是很容易把优劣弄颠倒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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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影” “徐影”
与逼行本的比较

明潸以来通行的抄本、刻本刘集,在书名题署、编排次序方面,基本上属于《徐影》

系统,但在文字方面却与 “董影″ “徐影”有颇多的差异。仍以 《游桃 源-百 韵》为

例,通行的朱氏 《剩佘丛书》本,除异体字、通假字不计外,与 “董影” “徐影”不同

的字共有七个:

“连山郁岑寂”,朱本 “山”
作 “日”。此句写山势,乃承上句写沅江而来,下句

“田流抱绝嗽”,即江山合写, “日”字显然错误。
“药检香芬氲”,朱本 “药”作 “蕊”J “药检”,指有标签的药封, “蕊检”不

成词, “蕊”系错宇。
“霓衣何飘舐”,朱本 “衣”作

“裳”,义可两通。

∴
“前事尝被谪

”,朱本 “尝”作 “常”。被谪只有一次, “常”字误。
∷“唯余步纲势”,朱本 “纲”作 “江”。道士修炼有 “步三纲之法”,见 《太平御

览》卷六百七十九引 《金简玉字经》,作 “江”者误。
“自迷希古心”,朱本 “迷”作 “述”。此 “自迷”与下句 “妄恃

”都 是 自嘲 田

气,作 鲜述”者误。
“纵无西山姿”,朱本

“姿”作
“资”。这里用 “姿”字,从郭璞 《游仙诗》 “奈

何虎豹姿”脱化而来⑨,作 “资”易与资财义混。

这苜-千字的长诗中, “董影”与
“徐影”相异的不过五个字,而朱本与 “萤影”

“徐影”两个本子都不同的却有七个字;七个字中,除
“裳”字可以不计外,其余六个字

都证明是朱本错误。前人说: “宋版不必尽是,时版不必尽非;然较是非以为常,宋刻

之非者居二
=,时

刻之是者无六七⑩。”这个说法经过调查统计,征之朱本与 “萤影”

“徐影”的比较,它是较可信赖。

再举两个较为突出的例子,说明 “
章影” “徐影”的确比通行本可贵:

《效阮公体》的第一首: “人生不失意,焉能慕己知。” “慕
”字, “董影”、“徐

影”皆同@;而朱本却作 “暴”。这两句分明是从 巛文选》卷二十九所载张华《情诗》:

“不曾远别离,安知慕俦侣″脱化而来。《尔雅 ·释诂》把 “知”和 “雠”都训为
“
匹
’

,

郭璞注: “雠,犹俦也。” “知”字之义,和 “俦侣”相通。 “已知”,自 己的知交,

自己的同伴,即指他的始终不渝的好友柳宗元等⑩。“
慕已知”与 “慕俦侣”是-样的句

式。这两句讲的就是 《史记 ·汲郑列传》里 “
一死-生,乃知交情;ˉ贫-富,乃知交

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的道理。明清抄刻本误 “慕
”为 “暴”

,校者不读 《文选》 ,

不知订正,竟自习非成是。在
“四人帮”吹捧 “法家”的影响下,有入为了抬高刘 禹

锡,特地姆
“暴己知”

解释成
“
暴露出自已的幼稚无知

’
。那种

“
拉旧来帮新⑩’

的作法,

我们不敢苟同。

巛外集》卷-《酬乐天杨州初逢席上见赠》: “到郡翻似烂柯人。” “童影” 、

“徐影”两本皆如此⑧。明以来抄、刻诸本-律改 “郡
”为 “乡

”,几乎所有编选这首

诗的,鄱把 “郡”字作为误文否定了0。 其实这个字是否有误,还得研究。后人把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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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个字改为
“
乡
”字,唯 -的理由,就是认为 “郡”是去声,放在这里不调 平仄 。

“郡”读去声,唐以后韵书、字书确系如此。但现存韵书实皆五代以后传本,根本不能

全面反映唐代语音实况。 《释名 ·释州国》和 《艺文类聚》卷六引 《风俗通》都以“
群
”

训 “郡”,安知刘禹锡当时的 “郡”字,没有一读为 “群”的浊平声调?刘禹锡很喜欢

采用不同寻常的音读, 《刘氏集略说》的 “誉”字和 “课”字,-般读去声,但刘禹锡

却采用其平声读法,在两个字下都注明: “平”⑩。这里的 “郡”字何尝不 可 沿用 此

例?当 然, “誉”和 “课”
有平声音读,反映在 《广韵 ·上平声 ·九鱼》和 巛下平声 ·

八戈》中,而 “郡”可以读平声,今已无书面记载,因此,以 “乡”代 “郡”
,从无人怀

疑。若作 “乡”字,只能指他先人坟墓所在的洛阳,这时刚到扬州,便悬想到洛阳,不

但与上下文不贾,而且文不对题。作 “郡”,即指扬州。扬州大都督府领扬、滁、常、

润、和、宣、歙七州,天宝元年 (七四二年冫曾改为广陵郡④。和州即属扬领,刘禹锡

离和州刺史任到扬州,故称 “到郡”,文义很明白。刘禹锡的父亲刘绪死于扬州,.后来

刘禹锡又在扬州为节度使杜佑掌书记⑧,所以使用 《述异记》卷上《烂柯人》的故事,甚

为要切。两个影宋本的 “郡”字异文,是必须下细研究,要蕾处理,不能轻易否定的。

上面仅仅是举的几个有一定代表性的例子。经过初步比较, “董影” “徐影”的佳

胜之处,实远非通行诸本所能及。毫无疑问,两个影宋本是现存刘集最好的版本。

写完这篇刘集两个影宋本的校后记,不免想到-些问题。恩格斯指出: “即使只在

-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困

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屋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掌握了

妁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 。要研究一个作家,把他的作品的各种重要版本

认真地比较鉴别,去伪存真,这就是对于资料的批判地审查的初步,是一项要求冷静钻

研的科学工作。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杈的需要,安图歪曲历史,隐瞒真象,疯狂反对

这种足踏实地的科学研究。国民党特务张春挢对鲁迅著作出版工作,狂安叫嚣: “不要

搞繁琐考证,不要搞成专案。”这家伙可算一语道破了 “天机”。原来审查、掌握大量

历史资料,就是 “繁琐考证”;搞 “繁琐考证”
,就会使这个历来反对鲁迅的 “狄克”

大

现原形,势必把鲁迅著作出版工作变成清查这个国民党特务的 “专案”:图穷匕首见 ,

这个家伙赤裸裸地攻击历史唯物主义,其目的在隐藏自己的狐狸尾巴。在反对所谓 “繁

琐考证”的幌子下, “四人帮”拚命阻拦从畸岖小路攀登科学高峰,却诱人 走 “最 省

力
’
的迷途

“
捷经

”
。“世界上有只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 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气 ,

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裣查的③。”这股 “最省力”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妖风曾经刮到对唐代诗人刘禹锡研究的阵地上来。 “四人帮”歪曲刘禹锡的作品,干了

不少坏事。这伙黑帮的流毒和影响,在各个领域里、各条战线上都不可低估,在刘禹锡

研究阵地上同样不可低估。即在本文所涉及的对刘集现存最早版本的比较鉴别问题上,便

存在着存而不论、熟视无胡的不正常现象。写这篇校后记的目的是希望借此引起对刘禹

锡研究中一些具体问题的注意,为彻底萧清 “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做一点力所能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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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彗工作。在英明领袖华主席向科学研究进军的伟大号召鼓舞下,我相信关于刘禹锡的

研究一定会出现可喜的新局面,象恩格斯所说的,在这个单独的实例上解决 “发展唯物

主观点
”的任务,正等着实事求是的研究者去完成。

注:

(1冫 这个宋刊残本原足黄丕烈所莪,见 《思迄斋集》卷一 《育宋一屋赋注》,又 见

巛百宋一压书录》。后为常热翟氏所有,见 《铁琴铜剑搂藏书目录》卷十九。今戒北京

图书馆,见 《北京囡书馆菩本书目》卷六。

(2冫据董康跛,此书在日本印了一百部。据我所见,四川省图书馆 岷 藏 两部,纸

质、边幅、刷印、装潢,优劣悬珠。疑董氏百部之说不可信。

(3冫 这个影印本无刊印题志,只足在《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十五邵章 《续录》

中提到它是 “民国吴兴狳氏影印宋绍兴刊本’。近承潘景郑同志见告,吴兴狳氏乃狳森

玉先生。当时徐森玉先生恨得此书,即醵资影印,不言得之何处。今此书底 本踪 迹 不

明。

(压 )“董影”脱页,涂患目第一页外,尚 有正集卷三十第十-页 ,《外集》卷三第十

三、十四、十五共三页,此外,正集卷五第二页下及第三、四页,也是脱去补写之页。

这些脱页大抵在卷首、卷末,接近外部的地方。

(5冫 、(6冫 见黄遵宪 巛日本国志》卷三十七 《扎俗志》四。

(7冫 “董彰
”卷七仝足送僧诗 (“徐影

”
在卷二十九冫,卷三十仝是释门碑铭记啧

(“徐影
”

在卷四冫,此 外尚有这类文字。

(8)见 内藤虎跋。董康影印缩为高六寸-分 ,宽 四寸四分;故 内藤虎谓之
“纸幅稍蹙

’
。

(θ 冫《文苑荚华》的校语是宋嘉泰元年到四年 (一 二○————二O四年冫月必大

刊印此书时彭叔夏所加的。 《文苑英华》卷七百五十载刘禹锡 《华佗论》,其校语三引

《川文粹》 ,一 引 “蜀本’,那里的 “蜀本”
即指 《川文粹》 ,与 刘集无关 CK【 华佗论》见

“董影
”卷十二, “狳影

’卷五; 《英华》校语所引 《川文粹》乃指南宋时眉山戍午所

编 《唐三百家名贤文粹》,见彭叔夏 《文苑英华辫证》卷五及顾千里 《思适斋枭》卷十

五 《(唐 文粹〉跋》冫。 《祭柳员外文》, 《英华》校语但引 “集”,不引 《川文粹》 ,

其所称 “蜀本”系指刘集无疑。

(10)本 文中所说的通行本,-投系指 《结一庐朱氏剩佘丛书》本 《刘宾客文集》 ,

囚为它原出明抄,又最流行,比较有代衣性。关千明清抄本刻本各种刘集妁优劣比较问

题,将另文论述,这里不涉及。

(1D此据哀州本,衢州本卷十七无 “梦得”二字。

(12冫 见哀州本《晁志》自序。关于井庋、晁公式事,可以参看钱泰吉 《甘泉乡人稿》

卷九 《曝书杂记》下、陆心源 《仪顾堂题跋》卷五 《衢本〈郡斋读书忐〉跋》、清末四川

翻刻衢本 《晁志》所附钱保塘 《晁公式事咯》、叶昌炽 《藏书纪事诗》卷一。

(18)据 钱保塘 《晁公式事喀》。

α硅)见 《晁志》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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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5冫据蒲叔献题记。这足一部有千卷之多的大书,不可能短期刽戍。其开始球划,当

在光、宁之间,即十二世纪九十年代初。

(16冫 日本岛田翰 《古文旧书考》卷二记载 《太平御览》庆元刻本,把划宇工人名末

的数字仝部删去,革桂-、 单桂二只称单桂,单 寿三、单寿四只称单寿,另 有 个 王 逍

七,也只称王遘。若此 ,则
“董影

”刻字工人也有王道 ,两 者同名。若系一人,则刻 《御

览》时至少已近八十岁。恐不可信。划字工人名末的数宇,乃是弟兄行第,不能删去。

王逋七与王逍非-人。岛田翰的记载不可靠。

u7冫 黄丕烈所戒巛刘梦得文集》宋刊残本,· 名与 “董影
”

同。但其所存一至四卷中,

巳有 《杨岐山故广祥师碑》 (Lt《百宋-屋赋注》冫。案此文 “董影
”

在 第三 十 卷,

“狳影”
在第四卷,是其编排次序同于 “徐影

”,与 “
董影

”名同而实异。

n8冫、(19)见 《建炎以未系年真录》卷七十、七十四、九十二、一百五、一百八、-百

十-、 一百三十, 巛宋会要 ·职官》七十 (新印印本第三九五至须冫, 《宋史翼》卷二

十七, 《戒书纪亨诗》卷∵ ,∶ 巛四戽仝书总目提丢》卷-百八十t。

(20)这 个跋文和董弈的廷记,郗 见于明哀氏嘉趣堂刻本《世说新语》。陆跋尾暑 “
涫

熙戊申 (十五年,公元-—八八年冫重五日”,未收入 《渭南文集》。

(2D见 钱大昕 《陆放翁先生年诺》。

(2” 划于庆元六年 (一二OO年冫的魏伸举 巛五百家注音辩唐柳先生文集》附录刘

禹锡 《祭柳员外文》作
“形干真书”,下文 〃朋友剞服”

句亦与
“
狳影”同,羽其所据

犹是董氏原剥之本。

(28)华 夏字申父,项笃寿字子长,有名收熬家项元汴 (子京、墨i△D的哥哥。 “
其

赏斋”是华夏的斋名, “万卷堂”足项笃寿的堂名。关于华、项亨,可参看 《我书纪亨

诗》卷三。 “
华夏

”白文印钤在每册副页, 《夭渌琳琅书目》卷三所著录宋版 《九家集

注杜诗》、巛兰亭考》,又 《后骗》卷十二所者录明版 《春秋经传集解》,皆 系如此。另有
“辽西郡图书印

”
末文图记,《天禄琳琅书目》卷二所著录宋版 《唐宋名贤历代确论》 ,

也钤有此章,未如是谁人之印。
(2厶冫见 《曝书亭集》卷五十三 《书(万 岁遢天帖〉旧亨》。
(25冫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四-六页。
(2ω颃千里说,见 《思适斋集》卷五 巛(王摩诘集〉跋》。
(27冫北京图书馆戒明范氏卧云山房抄本,正枭名 《刘宾客文集》,外集犹称 巛刘梦

碍外集》,见 《牝京国书馆菩本书目》卷六。可惜 “萤影
”缺宋氏后序,无从质讧。

(28)巛唐故衡州刺史吕君枭纪》,见 “萤影″
卷二十三、 “徐影

”卷十九。
(29冫 见 《白氏长庆枭》卷六十八。
(80)见 《景文枭》卷二十四。

∶ (81冫 见 《刘宾客击话录》。

(82)郭 璞 《游仙诗》此句见钟崃 《诗品》卷中引。
(83冫 陆贻共康熙乒年(-六六六年)狡宋本《管子》跋,见 《酾宋搂藏书志》卷四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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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明显,由左至右书写方便。拼写规则也更加规律化9萸加简单化了。

总之,这套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是一套便于工农学习,能够继承前人义化,共有民

族特点,便于国际文化交流,利于目前使用,利于将来发展的拼音文宇方案。它以词素

为单位,定音、定义、定形;在文字表音的结构上主要标明声、韵、调,不 取 纯 音 素

化,少数同音易混的单音节同音词素的拼音文字,在最后增加一个区分字母,作为从书

写上的区分手段。我们选择 《新华字典》中六千多通用汉字进行逐个研究,把在汉语的

构词、造句中不会混淆的同音词素进行归并,以减少拼音文字的数量,把在 汉语 的 构

词、造句中出现混淆的单音节同音词紊提取出来,分别增设区分字母,从字形上加以区

分。对于超出定型范围的古字、冷僻字,一律采用基本拼式前面加短横,同时加注释的

方法处理,以此来完成拼音文字的定型规范,倮证这套拼音文字立即能够和汉字并行过

渡,并在使用中逐步促进全国语音的统一。

这套汉语拼音文字已在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和文盲的初步实践中证明,它
既能使人们很快掌握运用,又能继承我国悠久的文化遗产。文盲经过一个月的学习;就
可以阅读全部新文字,向广大群众宣读用新文字书写的中共中央文件,还可以写诗歌、
,短文和书信等。一般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青年,经过-个月的学习,不但可以阅读全部

新文字,而且还可以用新文字翻泽报刊文章、毛主席著作和鲁迅作品。

我国的文字改革工作,是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敬爱的周总理直

接指导下开展起来的。但是,王张江姚 “四人帮”
却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对文字改革

工作进行百般干扰和破坏。粉碎了 “四人帮
”,文字改革有希望。目前,我们提出的这

个试验方案,还是很不完备的,还有不少问题有待于在工农群众的实践中逐步解决。我们

也希望有更加完备和理想的方案问世。我们深信9在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

导下,我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必将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迅猛发展,夺取更大的胜利 !

(上接zB页冫
ˇ

(3遮 )此诗
“董影

”
在卷二; “徐影〃在卷二十一,题目作

“《学阮公体》”
。

(35)刘 禹锡 《罢郡归洛阳寄友人》: “
平生有己知。” (“董影”

卷三, “徐影”

卷二十△冫那里的 f己如”,与此义微不同。
(s6)鲁 迅语,见 《集外集》附录 《〈奔流〉编校后记》十。
(37)“徐影

” “
郡

”
字右侧脱烂,左侧剩下 “君”

旁,显 然是 “
郡

”
字而非 “

乡
″

字。

(38)这 首诗今所传唐代及宋初选本都没有登载。
·

(89)《刘氏集咯说》,在 “董影
”卷二十五, “徐影

”卷二十。 “董影” “徐影”

的 “誉”
字和 “课”

字下都注有 “
平

”
字,而通行本却仝删去了。

(硅 0)见 两 《唐书 ·地理志》。
(压 1)见 《子刘子自传》, “董影

” “徐影
”

都在 《外集》卷九。
(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一一八页。
(硅 8)《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一五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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