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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文中有关戊都故实的几点考证

岳  生

内容提要 唐宋时期盛兴浣花溪春游,两代诗文对其正期的变换有记述 ,却 未提

及变换原因,本 文第一部分作了试探性解释。第二部分借薛涛名篇《玩竹》辨证
“
元薛姻

缘
”
、
“
郑薛夫妻

”
说不实 ,并从而认定薛涛矢志忠贞旧情人品高尚。《花蕊官词》作者属

谁 ,因 有北宋论者混同前蜀

`后

蜀花蕊夫人为一人 ,虽 经两宋及明代论者的辨证 ,《全唐

诗》、《全五代诗》仍将《宫 词》归属后蜀作品,本 文第三部分就《官词》内证认定其作者

应是前蜀人。

关键词 浣花遨头 冀国(浣花)夫人 校书郎 “
元薛姻缘

” “
郑薛夫妻

” 花

蕊夫人 《花蕊官词》

一、
“
浣花遨头

”
故实辨析

唐宋时期 ,成都官民盛兴春游浣花溪 ,号为
“
浣花遨头

”
。

《词源》(修订本 )“遨头
”
条释文作

“
宋代成都自正月至四月浣花 ,太守出游 ,士女纵观 ,称太守

为遨头
”
,并引东坡诗、放翁文为据 ,“浣花

’’
即据陆说省溪字 ;“遨头

”
指太守云云 ,两老均无此意。

笔者疑
“
遨头

”
系指春游浣花溪的正期 ,是 日,成都太守(尹 )当 必出游与民同乐。陆游《老学庵笔

记》卷八 :“四月十九日,成都谓之
‘
浣花遨头’

,宴于杜子美草堂沧浪亭。倾城皆出,锦绣夹道。自

开岁宴游 ,至是而止 ,故最盛于他时。
”El3《 分类东坡诗八 ·次韵刘景文周次元寒食同游西湖 》:

“
蓝尾忽惊新火后 ,遨 头要及浣花前。

”EzJ据 苏诗语意 ,“遨头
”
应在寒食前 ,而陆文说是四月十九 ,

两者日差达一个半月左右 ,何以有此歧异,殊堪玩味。

据初唐诗文记述 ,浣花溪春游已见于当时。成都尹 (太守)出 游始见于杜工部、岑嘉州诗 ,惟均

在
“
早春

”
。杜诗《严中丞枉驾见过》:“元戎小队出郊9同 ,问柳寻花到草亭

”
;岑诗《早春陪崔中丞泛

浣花溪》:“旌节临溪口,寒郊斗觉暄。⋯¨花间催秉烛 ,川上欲黄昏。
”[3彐有关景色又都不似正月十

回,按茅以升教授论证的川中唐代物候推测 ,纵使盛唐年间成都平原气温较高 ,也当是正二月之

际。专记唐宋时事的《岁华纪丽谱》云 :“正月念八日,出笮桥门,即拜保寿侯祠 ,次诸净众寺 ,拜杜

邻公祠。
”E‘ ]北宋成都太守田况亦有诗 ,题作《正月

=十
八 日谒生禄祠游净众寺》,或可佐证杜、岑

诗篇的早春 ,乃是正月二十八日E5彐 。

但是 ,田 况又有《四月十九日泛浣花溪》诗。田况同时人 ,另 一位成都太守宋祁《浣花泛舟》有
“
早夏清和在 ,晴江沿溯时

”
,也合于四月;诗中又有

“
雅俗西南盛

”
语 ,也表明系官民同乐。这些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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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恰足证明放翁所说
“
浣花遨头

”
正期为四月十九。可是 ,宋祁偏偏又有《春日出浣花》,说是

“
暖

风才满使君旗 ,⋯ ⋯场雨灭尘盘马疾
”
。
“
春日

”
绝不是四月 ,“ 暖风

”
、;“场雨”更不会发生于正月 ,

倒颇近于苏轼所说的寒食稍前。

《词源》指称四月十九游浣花溪系宋代事 ,可唐末即已如此 ,《 蜀祷杌》载 :“乾德五年四月十九

日,王衍出游浣花溪 ,龙舟彩舫 ,十里绵亘 ,自 百花潭至于万里桥 ,游人士女 ,珠翠夹岸。巛花间集》

内,曾 收录前蜀侍臣浣花春游词 ;《全唐诗》、《全五代诗》也收有前蜀君臣此类诗词。

从以上所举资料可知唐宋官民春游浣花溪 ,其盛期、正期 ,亦 即
“
浣花遨头

”
,有正月十日、正

月二十八 日、寒食前和四月十九日,大抵可以看出从正月向后推移的痕迹。东坡对寒食游西湖表

示应依从
“
浣花遨头

”
的在寒食前 ,即三月初 ,却不提出杜、岑诗所说的早春 ,初唐、盛唐的正月初

十或二十八 ,是否别有依据呢?这或可从四个日期之外 (或者说正月、四月之外)的另一日期的记

述得到启发。晚出唐宋多年的《蜀志补遗》说是 :“浣花溪有石刻浣花夫人像 ,三 月三 日为夫人生

辰 ,倾城出游
”
,这一孤证所记日期 ,正是在

“
寒食前

”
。补上此日期 ,就可看出

“
浣花遨头

”
由正月推

移至三月 ,再推移至四月的流衍之迹。

《蜀志补遗》不仅有助于了解东坡寒食游西湖的有关语意 ,更重要的是有助于
“
浣花遨头

”
日

期向后推移因由的萦解。

《岁华纪丽谱》说正月念八日,拜保寿侯祠、杜JnN公祠、净众寺 ;《老学庵笔记》说四月十九日宴

杜甫草堂沧浪亭,虽都在浣花溪上 ,却各有偏重 ,日 期更自不同。可见 ,正月,官民同乐于杜邻公

祠等地;四月,官民同乐于杜甫草堂。对草堂之游,略早于《老学庵笔记》成书的《方舆胜览溯刂有记

述 :“梵安寺在成都县南 ,与杜甫草堂相接。每年四月中浣前-日 ,太守宴集于此。”宴于草堂沧浪

亭和宴于梵安寺 ,实际上并无多大异同。据杜诗,亭在草堂园址东,东篱外隔古道即浣花溪;按唐

宋时代资料及明代《四川成都府志 ·府治三衢九陌宫室图》,可知
“
篱边水向城

”
近处即梵安寺【6彐

,

故而亭、寺相接 ,宴此宴彼 ,很难区分 ,何况盛唐之后 ,人众春游浣花溪当有避忌 ,以致浣花遨头正

期被推移,南宋人去盛唐为期已远,遂有宴于梵安寺的记载。

关于梵安寺的历史 ,《益部谈资》云 :“武侯工部二祠之中,有寺 ,一名草堂,一名中寺 ,前代为

尼居,名 桃花寺。隋文帝时,始易以僧。唐大历中,崔宁镇蜀,以 冀国夫人任氏本浣花女 ,遂重修之 ,

绘夫人真于其中。会昌亦在毁例,夜闻女子啼泣之声而止。宋朝祷雨有验 ,乃赐名梵安寺。”[?〕唐宋

别有资料称系成都民众改建作夫人
“
生祠

”
。任氏事迹 ,载于《旧唐书》、《新唐书》的《代宗本纪》、

《崔宁列传》等部分 ,《资治通鉴 ·唐纪》也有记述。任氏封号,正史无明记 ,只云封国夫人 ,不及两

年 ,崔宁即被代宗暗杀于金銮殿上御座侧,任 氏如何处置,正史更无明文 9但被削封号乃必然之

事,或者民间因此而改称冀国夫人为浣花夫人。北宋名臣吴中复所撰《冀国夫人任氏碑记》,则仍

举唐王朝正式封号。吴中复与苏洵为文字交,在蜀任犍为县令时,老泉曾自眉州买舟往访 ,留连一

二月,东坡认为浣花遨头应在三月初 ,或即因吴撰碑记及任氏生辰而定E:彐 。

吴
“
碑

”
曾记有

“
夫人微时,以 四月十九日见一僧坠污渠 ,为濯其衣 ,顷刻百花满潭 ,因 名百花

潭
”。任氏率民兵击败叛将泸州刺史杨子琳后 ,神僧助阵事传说甚广 ,直至南宋仍未息止E9彐 。由此

可见,四月十九日之说当同任氏有关。

依据上引诸书、诗、文 ,似乎可以推论浣花溪春游,原本在正月;因任氏保卫成都(及西川)得

民众爱戴 ,延至三月初三为正期 ;又因崔宁被杀,任 氏被削国夫人封号(而且极有可能
“
没官

”
),功

臣与叛贼为代宗所颠倒E1°],官 民不再敢于是日往谒任氏祠堂,遂改在四月十九日。这或许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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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浣花遨头

”
推移的根由。

二、薛涛《玩竹》诗意探略

薛涛身前名重一时 ,成诗较多 ,或因其身世寒微 ,致随岁月流逝而散佚不少。据古籍记载 ,宋

初原有《锦江集》五卷 ,南宋中期尚存五百余首 ,及至宋末便已不满百数 ,且以献酬、咏物绝句为

主。《四库全书总目》说 :“涛《送友人》及《题竹郎庙》诗为向来传诵 ,然如《筹边楼》诗⋯⋯托意深

远 ,有鲁嫠不恤纬 ,漆室女坐啸之思 ,非寻常裙屐所及 ,宜其名重一时
”
。《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

文学》卷 I也说 :“薛涛的诗 ,不仅如世所传诵的《送友人》、《题竹郎庙》等篇 ,以清词丽句见长 ,还

有一些具有思想深度的关怀现实的作品,在封建时代的妇女 ,特别是像她这一类型的妇女中,是

不可多得的。
”
两书均据中唐人说薛涛身列乐籍为营妓 ,“这一类的妇女叩卩指此。

四库馆臣、大百科全书编撰人均同于与薛相唱和的诗家 ,以及晚唐以后的历代论者 ,集 中肯

定其
“
工为诗

”
,并归之于

“
清奇雅正

”
一类nI彐 。可是 ,当今的薛涛研究家——特别是四川的研究家

所专注者 ,多半在其诗才之外 ,或津津乐道
“
元薛姻缘

”
、
“
郑薛夫妻

”
,或力辨其非乐妓 ,乃是王朝

校书郎。元薛事出自《云溪友议》,宋朝人即证其失实 ;郑薛事则纯属无中生有。虽然近人均为之

撰有专著行世 ,然 皆毋庸置议 Elz彐 。韦皋(或武元衡)拟授薛涛校书郎事 ,见书极多 ,如《鉴戒录》、

《直斋书录解题》、《笺纸谱》等均为行世名著 ,并世大诗人王建赠薛诗亦题《寄蜀中薛涛校书》,但

却因
“
格于旧例 ,未能实现

”
(《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 ,所据即《鉴戒录》等书)。所谓

“
旧例

”
,指的是校

书郎系唐王朝正式官职 ,应 由朝廷任命 ,薛涛无缘受任。按 :校书郎为秘书省、集贤殿属官 ,例授博

学之士 ,多不过八名。节度使府虽可设置 ,也必报请朝廷表授 ,南康郡王韦皋的请授段文昌为西川

节度使府校书郎,即为著例 ,载于两《唐书》段文昌本传。封疆大吏的子侄假此职称任事 ,如 韦正

贯 ,段成式 ,或亦不例外 ,也可能
“
韦校书

”
。
“
段校书

”
只是誉称。自王建至樊增祥 ,多 以

“
校书

”
为

薛涛雅称 ,从而他人又以之及予其他诗妓和妓女
D3)

历代评价薛涛诗作的文字 ,笔者以为章学诚《文史通义 ·内篇》卷五最为中肯 :“声诗盛于三

唐 ,而女子传篇亦寡 ,今就一代计之 ,篇什最富 ,莫如李冶、薛涛、鱼玄机三人 ,其他莫能并焉。是知

女冠坊妓 ,多文因酬接之繁 ;礼法名门,篇简自非仪之戒。此亦其明征矣。夫倾城名妓 ,屡接名流 ,

酬答诗章 ,其命意也 ,兼具夫妻朋友 ,可谓善借词矣。⋯⋯名妓工诗 ,亦通古义 ,转以男女慕悦之

实 ,托于诗人温厚之词 ,故其遣言 ,雅而有则 ,真而不秽。流传千载 ,得耀简编 ,不能以人废也。
”
章

氏此议 ,清末成都刻本《宏度集》首列《酬人雨后玩竹》最足体现。陈矩序
“
集

”
有云 :“惜《通志》所载

涛诗寥寥 ,而后人但知咏桐之作 ,不知开卷《雨后玩竹》一诗 ,何啻涛自写照。
”

现录全诗如次 :

南天春雨时,那鉴雪霜姿。众类亦云茂,虚心宁自持。多留晋贤醉,早伴舜妃悲。晚岁君能赏,苍苍劲节

奇 !

这是一首前半同于古体格调的小律 9其体式多见于初唐、盛唐。本诗破题和结语 ,皆以老竹自

况 ,结语兼颂所酬之
“
人

”
能赏其

“
劲节

”
;颔联颈联均谈身世 ,亦均涉竹故实 ,极其贴切。缘其充分

体现出薛涛的诗才与工力 ,不仅词清句丽 ,也能自由驰骋于众多故实之中,驱为己用 ,这在涛集中

屡见不鲜 9宜其深受中唐诗坛翘楚的赏识敬重 ,引 为诗友。这又正属涛虽身在乐籍 ,而又能洁身自

好的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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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竹》通篇的
“
不啻自留照 ,还应结合薛涛现存多首诗作考查 ,方更能体认出伊矢志情爱于

“
远人一友人

”
(《赠远》、《送友人》的

“
了不起

”
。破题表明随侍达官显宦宴饮游乐的迫不获己,意 同

《浣花亭陪川主王播相公暨寮同赋早菊》、《酬文使君》等诗。颔联也同于《赋早菊》的
“
自有兼材用 ,

哪同众草芳
”

;《金灯花》的
“
阑边不见襄襄叶,砌下惟翻艳艳丛

”
。颈联乃题眼 ,虽说不得不侑酒 ;却

只止于此 ,因绝不忘情于由陇西
“
飞来飞去上锦茵

”
、
“
朝去暮飞还

”
的远人。在此之前 ,《 十离诗》、

《送友人》、《罚赴边》(四苜),表现出涛为远人不畏权贵 ,不避艰险。《江边》、《蝉》、《寄词》、《送郑眉

州》、《送卢员外》、《春望》等等 ,皆反映出涛的长怀旧情。《别李郎中》,则是死别也自不改本愿㈣ 。

直面如此坚贞于远人的乐妓 ,这位相偕于雨后玩竹者 ,焉得不赞赏
“
苍苍劲节奇勹 结语既委婉地

表达了自持的意志 ,又真挚地称颂了这人对自己的尊重。
“
清奇雅正

”
,“得耀简编

”
,《酬人雨后玩

竹》正足以为代表E15]。

三、花蕊《宫词》作者考证

花蕊夫人《宫词》,就内证考查 ,应是王建妃撰作。

释文莹《续湘山野录》记载 :“王平甫安国奉诏定蜀民、楚民、秦民三家所献书可入三馆者 ,令

令史李希颜料理之。其书多剥脱 ,而二诗弊纸所书花蕊夫人诗 ,笔书乃花蕊手写 ,而其词甚奇 ,与

王建《宫词》无异。建之词 ,自 唐至今 ,诵者不绝口,而此独遗弃不见取 ,受诏定三家书者 ,又斥去

之 ,甚为可惜也。遂令令史郭祥缮写入三馆。既归 ,口 诵数篇与荆公 ,荆公明日于中书语及之 ,而

禹玉相公、当世参政愿传其本 ,于是盛行于时。文莹亲于平甫处得副本 ,凡三十二章。
”
但未指明诗

作出于王蜀徐氏,抑或出于孟蜀费氏。由于唐末、五代时王蜀、盂蜀各有一花蕊夫人 ,兼以多误两

者皆徐姓(如《十国春秋》等),遂归此诗作于孟蜀花蕊夫人。虽然《后山诗话》、《铁围山丛谈 》曾辨

正两花蕊姓氏各别 ,却仍以《宫词》归属孟蜀花蕊。其后 ,宋明人曾疑王蜀花蕊生于刺史家 ,孟蜀花

蕊少年时选自山野农户,后者未必能诗 ,可《全唐诗》、《全五代诗》,直至《词源》(修订本),均 称《宫

词》作于后蜀费氏,仅李调元在《全五代诗》所载《宫词》注称-作徐氏,一作费氏。时入还有专著详

加考订 ,以 为《宫 词》作者非孟蜀花蕊夫人费氏莫属。

《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文学》卷 I“花蕊夫人
”
条则作如此认定 :“世 传《花蕊夫人宫词》100

多篇 ,其 中确实可靠者 90多首。《全唐诗》归属于孟昶妃 ,但据词中
‘
法云寺里中元节 ,又是官家降

诞辰9语
,中元节为旧历七月十五日,正是王衍生日,而盂昶则生于十一月十四日,可知当出于王

建淑妃手笔。
”
此项判断极是。中元节问题 ,李调元已引书说及 ,惟未深究 ;“确实可靠

”
云云 ,或系

据浦江清《花蕊夫人宫词考证》而言。花蕊夫人为淑妃或慧妃 ,是姐是妹 ,史籍记述极不一致 ,两

《唐书》、两《五代史》、《十国春秋》、《蜀祷杌》、《五国故事》等书皆然 ,就连《全五代诗》引注文字也

相歧异 ,但从《宫词》提及
“
太妃

”
,应宜确认《宫诃》为

“
太后

”
作。不过太后为姐为妹 ,也难定准。此

不关涉《宫词》作者宜归属王蜀徐氏、孟蜀费氏的问题 ,故略而不论n6彐 。

花蕊夫人《宫词》经《续湘山野录》首布的 32首 ,既是作者手书 ,应可确认。《全唐诗》(《 全五代

诗》同)共辑 157首 ,其 中已见于王建《宫词》的 21首 ,应剔除。实得 136首中,除文莹所见 3z首

外 ,均 系宋明人辑存。此外 ,孟蜀韦觳《才调集》末卷无名氏 37首 内有《宫词》三首 ,见
“
舜弦

”
字 ,也

可能系花蕊夫人《宫词》佚篇
EI7]。 现存花蕊夫人《宫词》辑本 ,以 《蜀中名胜记》较早 ,所录百首又较

近实 ,故笔者借以寻求内证 ,用 助《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认定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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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蕊夫人《宫词》关涉皇家人物的诗语 ,除王衍生辰外 ,尚有多项足证作者为王蜀徐氏。第 65

首见
“
太妃

”
专称 ,即诸史所谓翊圣太妃E19彐 。第 70首“

昭仪侍宴足精神 ,⋯⋯依赖识书为录事
”
的

“
昭仪

”
,当是土生波斯姑娘李舜弦 ;舜弦及其兄李殉均擅撰诗词 ,著名当世。第 12、 45、 SO等首 ,屡

说
“
御制新翻曲子词

”
、
“Ⅱ昌得新翻御制词

”、
“
新翻酒令著乐章

”
、
“
先按君王玉笛声

”
等等 ,极合两

《五代史》、《十国春秋》、《蜀祷杌》的记载 ,也多见于王蜀近臣的著作和诗词 ,倒无史料言及孟昶善

于歌曲音乐者。

《宫词》所述蜀宫名
“
宣华苑

”
,宫苑内殿堂、亭台、假山、水池的名号 ,俱属王蜀所定 ,分别见于

史籍和当时人所撰《王氏闻见记》、《玉溪编事》、《北梦琐言》、《野人闲话》等书 ,如《蜀祷杌》云 :“王

衍即位之日,即治宣华苑。乾德三年 ,苑成 ,延袤十里。有重光、太清、延昌、会真之殿 ,清和、迎仙

之宫 ,降真、蓬莱、丹霞之亭。⋯⋯衍数于其中为长夜之饮。
”
这些建筑的名号和王衍通宵达旦宴乐

其间 ,《宫词》有近三十首提及。孟氏建国 ,例更王氏宫苑殿堂名 ,当时资料可见 ,王氏旧名应不再

见于
“
费氏花蕊《宫词》”。隋朝(或陈朝)所凿摩诃池 ,王建称帝于

“
武成元年 ,改摩诃池为龙跃池

”

巛蜀祷杌》[2°彐(《 王氏开国记》曾说
“
王衍即位 ,改龙跃池为宣华池

”
,可能系有一群大海鸟来居池上

以为祥瑞 ,或者因宣华苑落成而更名。此书似与《王氏见闻记》为同书 )。 孟蜀建国,改还摩诃池原

名(苏轼《洞仙歌引》序 文所记盂蜀宫尼提说池名即摩诃池)。 《宫词》里 ,一见龙跃池名 ,近二十见

龙池名 ,却不见摩诃池名。

王蜀崇道 ,后蜀奉佛 ,史有明证。虽然王建对释道无所偏袒 ,杜光庭赐号传真天师 ,贯休赐号

禅月大师 ,但王蜀却铸先主铜像立于青城山上清宫 ,后主曾侍花蕊夫人姐妹朝谒 ,可见较倾向于

道教。《宫诃》提说宫苑内有三清台、会仙观、玉清坛、太虚阁等殿堂楼台;第 34、 39、 40、 89、 gO等

首 ,又说宫中以道服为常服 ,皇帝也时着道装E21]。 《蜀祷杌》、《十国春秋》、两《五代史》所记述王衍

侍母、姨登青城山醮祷王建情况 ,谓宫人着道服、戴莲花冠 ,沿山歌舞如云霞里神仙状 ,徐氏花蕊

姐妹诗篇称颂道教神仙者也极多。宋人所录托名宣华苑女鬼的《蜀宫女月夜吟》七绝 ,第一首云 :

“
旧时衣服尽云霞 ,不到迎仙不是家。今日楼台浑不识 ,只余古木记宣华。

”E22]以提及宣华苑、迎仙

宫名 ,也可佐证王蜀确是以道服为宫中常服。至于《宫词》再四说及宫女入道、宫女奉派日祀老君

等等情事 ,更不合于孟昶、费妃以尼僧随侍。

史传疑王建出西域族裔 ,永陵出土王建石像及其他人物像后 ,冯汉骥、吴金鼎、沙利文、德麦

玲等申外学者认为可作确证。《宫词》提说宫女组成的皇帝卫队 ,正是
“
回鹘衣装回鹘马

”
;宫 中也

盛兴侉自西域的打马球 ,且有宫女马球队。此一情况 ,似只合于王蜀 ,不合孟蜀 E23彐 。

此外 ,《 函海》本《全五代诗》收诗 100卷 ,王蜀最多 ,计 17卷 ,孟蜀为 4卷。《花间集》作者 18

人 ,除温庭筠、皇甫松、和凝、张泌非蜀人外 ,余 14入多为王蜀文学侍臣。这种差异 ,都可能同花蕊

夫人姐妹爱好文学并影响王建父子有关。李舜弦兄妹以文学见重于宫廷、后宫 ,孟蜀无可比拟者。

《宫词》有几首记述君臣共读和创作诗词于宫苑 ,也合乎史籍与其他资料所载王蜀事 ,孟蜀史事并

不涉此。

基于 0~述《宫词》内证 ,笔者以为花蕊夫人《宫词》作者定为王建妃 ,实属确当。

注释 :

匚1彐引文据李剑雄、刘德权点校本 ,中华书局 1979年成都版 ,其他排印标点本断句同此。《词源 ·修订本》在
“
浣花

”
与

“
遨头

”
间断句 ,“遨头

”
续接

“
杜子美(甫》⋯··”,略 去

“
故盛于他时

”
句。《词源》编撰者因而断遨头作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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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故此 ,实有误。

匚2彐坡诗书名 ,《词源》省称《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之八》,原诗遨头句下有注
“
E坡3曰 :成都

太守自正月十日出游 ,至 四月十九日浣花乃止”
,《词源》未引出。笔者据《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宋本引录 ,原本坡字

用方括号括住,标点系笔者所为。

E31崔 中丞当是崔宁(旰 )。 近人有注作崔光远者,误。崔光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二月为成都尹 ,当年九月病逝

于任所,下距岑参入川五年余。岑参入川系代宗大历元年,其时有《入剑门作寄杜杨二郎中,时二公并为杜元帅判

官》诗。按 :杜鸿惭是年八月始到成都新任酉川节度使,次年六月即逃回京城,七月,崔宁(当 时仍名旰)继 任 ,后带

御史中丞衔。

E41近人有以为浣花遨头为人日游草堂纪念杜工部者 ,即举《纪丽谱》和《益部谈资》等书文字 ,并以杜邻公祠

作杜工部祠。但已有作者纠谬 ,指称人日游草堂习俗 ,起于何绍基所撰对联 ,“草堂人日我归来
”
系何自记 ,并非杜

句。杜邡公即杜淙 ,元和年间镇蜀。

E5彐笮桥在今青羊宫西 ,亦即杜甫浣花草堂西 ,净众寺位于浣花溪支流松溪畔。

E6彐 《四川成都府志》一书 ,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 ,我国北京图书馆藏有缩微胶卷 ,张篷舟《薛涛诗笺》(研 究

本)影印有
“三衙九陌图

”
,张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年 出版。《成都府志》,原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曾藏有 ,不

知现藏美国的是否即该书 ,若各是一本 ,则华大馆藏之书现在四川大学图书馆。

E7彐引文据《丛书集成》本 ,标点符号为笔者所加。按 :近人专著《岑参集校注》收有《冀国夫人歌词》,多方考订

诗主为
“
裴冕妻

”
,误 ;笔者所撰《冀国夫人歌词浅说》曾予辨正 ,拙 稿载《华侨日报 ·文史双周刊》(纽约一香港),

署笔名
“
申及甫

”。

匚8彐吴中复《冀国夫人任氏碑记》为任氏像碑,碑的正面线刻盛装像 ,碑阴即吴文 ,原碑在百花潭北岸宝云庵

浣花夫人神龛右侧 ,本世纪六十年代前半期被毁作青羊宫正街煤店铺路石板 ,宝云庵于八十年代初始全部拆毁。

E9彐任氏为濯衣的僧为神僧 ,其后于云端助任氏破杨子琳妖术 ,迫使杨只身东逃传说 ,虽然未被《新唐书》、

《资治通鉴》采纳 ,《 旧唐书》却有杨子琳借妖术逃脱性命的记述。两宋之际的著名诗人马亻南在《浣花溪》诗中,信有

为濯僧衣事 ,而不信有神僧助战事 :“当时濯衣只偶尔,岂似取履张子房。”神僧助阵传说 ,明 人曾据以撰为传奇。

本世纪二十年代 ,荀慧生借以改编为京剧《浣花溪》。百花潭名似不见于杜诗之前 ,然是否即如吴中复所说 ,亦难

认定,但任氏平定叛乱即与杜工部离开四川前去湖南同时,则任氏为僧濯衣在杜工部营建浣花溪草堂之前。

E1四杨子琳的叛乱 ,按正史文字隐约可知系奉代宗旨意,杨战败东逃 ,先后攻破东川多座州县城池 ,杀官屠

民,并 自封夔州刺史 ,代宗反而
“
以其本谋近忠

”(见两《唐书》),授子蛱州刺史(峡州,今宜昌市地区)。

E1刂晚唐张为撰《诗人主客图》,其
“
清奇雅正”一类 ,以 李益为主,苏郁为

“上入室”
,“入室”

有杨巨源、姚合等

十人 ,“升堂
”
有方干、贾岛等七人 ,“及门

”
有朱庆余、于武陵等八人。薛涛列于升堂,全书仅此—女诗人。

E12彐
“
郑

”
指郑纲,说者定涛诗《送郑眉州》系《送郑资州》,且落实

“
郑资州”

为郑纲 ,并谓韦皋曾遣郑纲率军赴

援陇西 ,战死前敌。经查薛涛《送郑眉州》一诗 ,仅《万首唐人绝句》̄ 书题作资州,但原诗首句头四字作
“
雨暗眉

山”
,眉 州即依眉山得名,资州却因资水得名。郑纲其人,史书无记载,仅见于卢纶、羊士谔诗题。据卢纶生活年代

考查 ,郑纲若果真与薛涛相识 ,两人年龄也相差三十岁还多。另查两《唐书》及《资治通鉴》等史籍记载 ,贞元十七

年韦皋在松、维等州攻袭吐蕃入侵军 ,以及在此前后陇西唐军对吐蕃、回纥联军的多次攻防战,统军将领及死事

将领中均不见郑纲其名。

E13彐参见《词海》、《词源》等词书
“
女校书

”
条文。

匚1妇请参阅拙稿《薛涛诗臆说》,载《阿坝师专学报》1993年第 1期 :《
“
孤鸾一世 ,无福学鸳鸯

”》,载《大公报》

(香港)1988年 5月 30日 ,署笔名
“
申及甫

”。

El列设使强派薛涛作元稹恋人 ,或作郑纲命妇 ,以及硬度薛涛为女道士于中年杜门谢客 ,而伊竟在晚岁伴人

玩竹 ,何得自谓
“
虚心能自持

”?又何能饮誉于《文史通义》、《宏度集 ·序》、《四库全书总目》、《中国大百科全书》等

书?1978年 秋,辽宁、云南两所大学学报 ,不约而同地刊文论说薛涛诗篇所表现的爱国主义思想,大可参阅。

E1四请参阅郭祝崧 :《 第一长联与花蕊夫人》,载《大公报》(香港)1980年 10月 1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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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7]《全五代诗》辑入韦毂诗,李调元曾加按语并归属韦作:“娅选《才调集》,末卷附以无名氏,而笔有鬼工,

自成一家。考之他本皆无,应是已作而附入者。且其诗实出于毅之选,而猢反无传,归之本人,亦以不没其善。”

匚1gl笔 者所据为刘知渐教授点校本 ,重庆出版社 19Bd年版。

ElgJ时人专著定中元节为盂知祥生辰(原文作
“
冥寿Dρ定盂昶生母李氏为太妃,俱不见于渚史及五代、宋人

笔记 ,不足凭信,而王蜀后主生辰和太妃专称,史籍并五代人所记极多。

匚zO彐《方舆胜览》:“ 隋蜀王秀取土筑广子城 ,因为池。有胡僧见之曰 :‘摩诃宫毗罗’。盖梵语呼摩诃为大宫,毗

罗为龙 ,谓此池广大有龙尔。”王建改池名当据此。同书又说 :“摩诃池一名污池 ,陈人萧摩诃所开也。”

E21彐请参阅拙稿《道服一唐宋妇女时装》,载《大公报》(香港)1992年 7月 27日 。

E2zE据《邵氏闻见后录》。《成都文类》题作《蜀双竹斋女鬼 ·二绝句》。

E2列请参阅拙稿《中国古代足球马球运动》,载《大公报 ·文史丛谈》(香港)199B年 5月 4日 。暨远志 :《 论唐

代打马球》,载《敦煌研究》1993年第 2期。

(上接 笫 112页 )

的地震 ,连绵的战争 ,或者投掷于广岛上空的原子弹 ,而在于丝毫未认识到 自身未被释放的巨大

潜能 ;在于人们的生活仅仅满足于安全、温饱以及电视连续剧和漫画片对其感官的刺激 ;在于我

们当中有那么多人 ,从不知道我们究竟是谁 ,或者我们能成为怎样的人 ,直到生命终止 ,仍没有获

得全面的心理和社会的诞生 E12彐 。马斯洛提出人的
“
自我实现

”
需要 ,在分析为什么 gO%的 人都不

能实现时 ,认为其中有一条重要原因 ,就是缺乏对 自我认识的知识 ,害怕认识 自己。越接近个人的

知识 ,人们越害怕。他把 这种对个人 自身潜力的恐惧和疑虑称为
“
约那情结

”(Jorlah compIex)。

可见 ,认识 自己,建设 自己并不是易事。要使国民心理现代化 ,首先就应克服人类 自身的这一大弱

点。心理学工作者的崇高使命就是帮助人们正视 自己,认识 自己,激发 自我建设热情 ,完成思想、

行为和人格的现代化变革 ,促使 自已工作岗位的现代化 ,全面推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 !

注释 :

E1彐 E81E11彐苏尔兹著、钟锦泉译《应用心理学》,第 23页 ,第 3页 ,第 9页 ,五洲出版社 1988年版。

E2彐L.T.哈迪著、吴烨译《心理学的现状与未来》,《 社会科学动态狙992,第 2期。

E8彐G· 墨菲等著、林方等译《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第 z30页 ,商务印书馆 19BO年版。

E41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 62页 ,商务印书馆 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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