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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本、鲍本《金楼子》疑误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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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四库全书》本和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本《金楼子》虽然同出于《永乐大典》本 ,但 库本和鲍本却互有短

长 ,皆 有出入 ,有 库本误而鲍本不误 ,也 有鲍本误而库本不误 ,更 有二本皆误的现象,文 章略举数例以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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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传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的版本有一卷本和

六卷本两个系统。一卷本为陶宗仪所辑 ,陶 宗仪编

《说郛》所辑《金楼子》似
“
从类书之中钞合其文以备

一种者
”
。宛委山堂本《说郛》辑《金楼子》文仅 23

条,大部分出自《金楼子 ·志怪》篇和《杂记》篇,而

且加以缩减删节。从其每条所另加的条目名称看 ,

《说郛》所辑人的《金楼子》似是从典故事类的角度

摘录《金楼子》若干内容而非照录全文。关于一卷

本,这里暂不论。六卷本有两种,一是《四库全书》

本(以 下简称
“
库本

”
),一 是鲍廷博《知不足斋丛

书》本(以 下简称
“
鲍本

”
),但二本同源于《永乐大

典》所辑的《金楼子》。据《碑传集》卷五十桂馥《周

先生永年传》和汪辉祖鲍本《金楼子》跋语 ,馆 臣修

《四库全书》时,曾 一度可借机将
“
馆上书

”
借出以为

私用。鲍廷博所得之《金楼子》大概也是因为这个

原因。在此时经由周永年等人的校治,借允许
“
借

馆上书
”
之机转钞副本一件,再 由周永年借汪辉祖

乞请撰写《二母双节诗》赠言的机会转送出京,并辗

转多年,历经数人,包括汪辉祖
“
素不相识人

”
之手 ,

最终送达鲍廷博,使其得以刊布。鲍廷博将《金楼

子》梓人《丛书》的时间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 ),

而此时《四库全书》尚未修成。这样一来 ,遂使鲍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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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知不足斋丛书》本与《四库全书》本《金楼子》虽

然卷帙相同,但无论就正文还是就注语而言,库本与

鲍本皆有出人,互 为短长。下面就此略举数例以供

同好者讨论。

一 库本《金楼子》疑误举例

1.《 金楼子原序》:“ 外陈玉铉之文 ,内宏金叠之

典。
”

“
原

”
字衍。鲍本无

“
原

”
字 ,严 可均《全梁文》

辑录《永乐大典》正作《金楼子序》。
“
叠

”
下馆臣按

云 :“ 叠 ,疑晷。
”
鲍本、大典本无按语 ,正文同库本。

金晷 ,酒器名。《诗 ·周南 ·卷耳》:“ 我姑酌彼金

晷 ,维以不永怀。
”
《传》云 :“ 人君黄金晷。

”
《正义》

引《韩诗》说 :“ 金晷 ,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诸侯大

夫皆以金,士 以梓。
”
引《毛诗》说 :“ 金~J± ,酒器也。

”

如作
“
金晷

”
,与 序文义不合。金叠 ,指 佛教经典。

庾信《陕州弘农郡五张寺经藏碑》:“ 虽复银函东度 ,

金叠南翻,秦景遥传 ,竺兰私记 ,譬犹海水之一珠 ,不

下昆山之片玉。
”
疑

“
金叠

”
即

“
金牒

”
,清朱骏声《说

文通训定声 ·谦部》:“ 牒 ,假借为叠。
”
《法苑珠林》:

“
毗尼藏中有十三万金牒。

”
《唯识述记》一 :“ 宝偈南

赞 ,金牒东流 。
”
梁武帝《金刚般若忏文》:“ 得金刚

之妙宝,见金牒之深经。
”
上句

“
外陈玉铉之文

”
疑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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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世之典 ,下 句谓佛学典籍。六朝人以
“
内典

”
称佛

教经典。此
“
内宏金叠之典

”
,用 法正同

“
内典

”
之

义。

2.《 兴王》篇 :“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 ,(中 略 )

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仪。断狱数百 ,几致刑措。至

于中宗宣帝 ,枢机周密 ,品 式备具 ,工巧器械 ,先代莫

及。民畏其法 ,吏奉其职矣。
”

库本
“
中宗宣帝

”
作

“
中宗宪帝

”
,误 。两汉无

“
宪帝

”
。鲍本作

“
中宗宣帝

”
不误。《汉书 ·宣帝

纪》赞云 :“ 孝宣之治 ,信赏必罚 ,综核名实 ,政事文

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 ,至 于技巧工匠器械 ,自 元、成

间鲜能及之 ,亦是以知吏称其职 ,民 安其业也。
”
此

章为萧绎缀合《汉书 ·文帝纪》和《宣帝纪》
“
赞语

”

而成。馆臣誊钞 ,恐误
“
宣

”
为

“
宪

”
。

3.《 杂记》篇 :“ 余后为江州刺史 ,副 君赐报曰 :

‘
京师有语曰:议论当如湘东王 ,仕宦当如王克时。

始为仆射领选也。
”

四库馆臣按 :“ 王克时 ,史 无此人。且此二句必

有韵之语 ,‘ 时
’
字文义当属下句。考《梁书》王莹 ,

字奉光 ,武帝时为左仆射。
‘
克

’
与

‘
光

’
以形相近而

讹 ,上脱
‘
奉

’
字 ,‘ 光

’
与

‘
王

’
音正相协。今未敢辄

改 ,姑仍其旧。
”

四库馆臣的这段按语看似推测考证合理 ,但仍

然存在着几个问题。一是王莹虽然曾在梁武帝时代

历仕侍中、抚军将军、尚书左仆射 ,而且
“
性清慎 ,居

官恭恪 ,高 祖深重之
”①

,但 王莹卒于天监十五年

(516年 ),萧绎此时才 8岁 ,不 可能同王莹相提并

论。二是梁简文帝萧纲立为太子的时间是中大通三

年(531年 ),梁元帝萧绎为江州刺史的时间是大同

六年(5们 年),至太清元年(5臼 年),分别距王莹卒

世 15年和 31年 ,不 可能如馆臣说
“(王 莹)时为仆

射领选
”
。三是时论有韵无韵的问题。一般来说 ,

时论当为有韵之文 ,但也不排除为无韵之文的可能。

即使时论必为有韵之文 ,也似应为
“
王克

”
的脱误文

字而非
“
王莹

”
的脱误文字。

考《梁书》、《南史》有关王克的史实可知 ,王 克

为琅邪王氏之后 ,曾 历仕梁武帝、简文帝、陈宣帝。

太清二年(548年 ),以守吏部尚书为尚书仆射 ;太宝

元年(550年 ),简文帝以尚书仆射王克为左仆射 ;太

宝二年(551年 ),侯景以王克为太师 ;太建八年(576

年),陈宣帝新除晋陵太守王克为尚书右仆射。《太

平御览》卷二一一引《魏志》说 :“ 文帝时欲以贾翊为

仆射。翊曰 :‘ 尚书仆射 ,官 之师长 ,天 下所望。翊

名不素重 ,非 以服人。
’
翊纵昧于荣利 ,奈 国朝何。

”

曹魏以毛玢为尚书仆射领选曹 ,晋 武帝 以尚书右仆

射领选曹。萧梁时代 ,尚 书左右仆射 ,依 旧
“
参掌选

事
”
。

王克历仕三帝两朝 ,均为尚书仆射或尚书左右

仆射 ,参掌选事 ,足 见此人精于此道 ,善于领选。简

文帝赐书萧绎时 ,王克已为仆射领选。然萧绎此时 ,

即大同六年 (540年 )至太清元年 (547年 )之 间 ,出

为使持节、都督江州诸军事、镇南将军、江州刺史。

《太平御览》卷五九五引《金楼子》曰 :“ 余后为

江州(刺史),副 君赐报曰 :‘ 京师有语云 :论议当如

湘东王 ,仕宦当如王克。
’
克时始为仆射领选也。

”
如

依《御览》,“ 王克
”
的仕宦年限与萧纲、萧绎吻合 ,

“
克

”
下有

“
克

”
字 ,属 下句 ,“ 时

”
字 自然稳妥 ,文 义

也较晓畅。但依然存在不协韵的问题 ,这 里不作定

论 ,待考。但四库馆臣以
“
王莹

”
事解之 ,恐 张冠李

戴。萧纲作太子时 ,王 莹已去世 15年 ;如
“
副君

”
指

萧统 ,则 萧绎刚 8岁 ,时 为会稽太守而非
“
江州刺

史
”
。四库馆臣虽

“
未敢辄改 ,姑仍其旧

”
体现出实

事求是之学风 ,但其致思路径毕竟不合《金楼子》本

意。

4.《 杂记》篇记
“
田光、鞠武俱往候荆轲

”
事为两

章。其一 :“ 田光、鞠武俱往候荆轲 ,轲时饮酒醉卧。

光等往视之 ,唾其耳中而去。轲醉觉问 :‘ 唾我耳 ?’

妇曰 :‘ 燕太子师傅向来 ,是 二人唾之。
’
轲曰 :‘ 出口

入耳 ,此必大事。
’”

其二 :“ 燕 田光、鞠武俱往候荆

轲 ,轲在席击筑而歌 ,莫不发上穿冠。
”

今鲍本记
“
田光、鞠武俱往候荆轲

”
事为三章 c

第一章作
“
田光、鞠武俱往候荆轲 ,燕太子以武阳性

好弹 ,太子为作金丸
”
。后两章文义同库本一致 c

程毅中先生在点校《燕丹子》时 ,曾 摘引《金楼子 ·

杂记》篇中的这三条故事 ,认 为这三条故事值得注

意。他说 :“ 这三条故事都不见于《燕丹子》,可 见燕

太子丹故事在南北朝时还有不同的传说。
”②

鲍本

《金楼子 ·杂记》篇的
“
燕太子以武阳性好弹

”
这一

章 ,虽不见于今本《燕丹子》,但《燕丹子》中记有武

阳随荆轲刺秦王事。《燕丹子》卷中载 :

田光日:“ 然窃观太子客 ,无 可用者。夏

扶 ,血 勇之人 ,怒 而面赤;宋 意,脉 勇之人 ,怒 而

面青;武 阳,骨 勇之人 ,怒 而面白。光所知荆轲 ,

神勇之人 ,怒 而色不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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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燕丹子》卷下载 :

轲奉於期首,武 阳奉地图。群臣皆呼万岁。

武阳大恐,两足不能相过 ,面 如死灰色。

《史记 ·刺客列传》
“
武阳

”
作

“
秦舞阳

”
,同 样

记载了武阳随荆轲刺秦王事 :“ 燕国有勇士秦舞阳 ,

年+三 ,杀 人 ,人不敢忤视。乃令秦舞阳为副。
”
又

载 :“ 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舞阳奉地图柙 ,以 次

进。至陛,秦舞阳色变振恐 ,群 臣怪之。
”
《燕丹子》

记
“
金丸

”
事却为

“
轲与太子游东宫池 ,轲拾瓦投龟 ,

太子捧金丸进之∷③。与《金楼子》记载略有差异。

此外 ,《 金楼子 ·杂记》篇所载的《燕丹子》的另

外两章也不见于《史记 ·刺客列传》荆轲刺秦王事。

疑萧绎所见乃
“
周秦异书

”
,他所转载的这三章关于

《燕丹子》的内容应该是比较可靠的。因此 ,库 本

《金楼子 ·杂记》载《燕丹子》两章似误 ,恐 四库馆臣

漏钞
“
燕太子以武阳性好弹

”
章 c

5.《 杂记》篇 :“ 余好为诗赋及著诗。宣修容敕

旨曰 :‘ 夫政也者 ,生 民之本也 ,尔 其勖之。
’
余每留

心此处 ,恒举烛理事 ,夜分而寝。
”

“
著诗

”
,鲍本作

“
著书

”
,是也:前 已说

“
好为诗

赋
”
,而再说

“
著诗

”
,已 嫌重复。而且

“
诗

”
非

“
著

”

而成。此恐为馆臣钞书时的笔误。

二 鲍本《金楼子》疑误举例

1.《 金楼子序》:“ 窃念臧文仲既殁 ,其 立言于

世。
”

库本、严可均《全梁文》辑《永乐大典》本作
“
臧

文仲既殁 ,其言立于世
”
。《左传 ·襄公二十四年》

载穆叔曰 :“ 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 ,非 不朽也。鲁

有先大夫 ,曰 臧文仲 ,既没 ,其言立 ,其是之谓乎?豹

闻之 ,太上有立德 ,其 次有立功 ,其 次有立言。
”
此为

《金楼子序》所本。陆德明《经典释文》卷十五《春秋

左氏音义》之四云 :“ 既没 ,其言立 ,今 俗本皆作
‘
其

言立于世
’
。检元熙以前本则无

‘
于世

’
二字。

”
古人

引书,不必照录 ,一般撮其大要 ,但 文义必畅。从这

句话看 ,萧绎旨在阐述著《金楼子》的目的,说 明人

虽亡而言犹存立于世。正如孔颖达《正义》说 :“ 立

言谓言得其要理 ,足可传记。《传》称史逸有言 ,《 论

语》称周任有言 ,及 此臧文仲既没 ,其言存立于世 ,

皆其身既没 ,其言尚存。
”
而

“
立言

”
指著书立说 ,“ 言

立
”
指所著之书留存传记 ,以 为不朽。从这个角度

看 ,鲍本作
“
其立言于世

”
不如库本、《永乐大典》本

作
“
其言立于世

”
为稳妥 ,恐刊刻时因下文

“
立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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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庶几
”
而误。

2.《 金楼子序》:“ 常笑淮南之假手 ,每 蚩不韦之

托 ,由 年在志学 ,躬 自搜纂 ,以 成-家之言。
”∷

库本
“
托

”
下注云 :“ 原缺一字。

”
是鲍本同库本。

今检严辑《全梁文》载《永乐大典》本则作
“
每蚩不韦

之托人 ,由 是年在志学
”
。所缺为

“
人

”
字 ,而

“
由

”
下

当增
“
是

”
字。

3.《 金楼子序》:“ 粤以凡庸 ,早 赐茅社 ,祚 土潇

湘 ,搴帷挟服。
”

“
挟服

”
为

“
陕服

”
之误。库本同误。严辑《全梁

文》载《永乐大典》本作
“
陕服

”
。萧绎曾两为荆州刺

史 ,一 在普通七年(5“ 年),年 18;二 是太清元年

(5钾 年),年 39。 荆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长江

上游的重镇 ,虎踞荆州者可鹰击建康 ,而荆州不失 ,

建康无虞c所 以六朝史常把任
“
荆州刺史

”
誉为

“
分

陕之任
”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八湖广四

“
荆州府

”
说 :

初平元年 ,刘 表为荆州刺史 ,蒯 越说表曰:

“
南据江陵,北 守襄阳,荆 州八郡 ,可 传檄而

定。
”(中 略)甘 宁亦日:“ 荆州山陵形便 ,江 川流

通 ,盖 江陵之得失,南 北之分合判焉,东 西之强

弱系焉。此有识者所必争也。
”
孙皓之季,虑 不

及远 ,撤 南郡之备 ,专 意下流,杜 预一举取之。

沅湘以南,望 风归命。东晋而后 ,以 扬州为京师

根本 ,荆 州为上流重镇 ,比 周之分陕,号 为
“
西

陕
”
云。

④

任防《齐竟陵文宣王行状》云 :

初 ,沈 攸之跋扈上流 ,称 乱陕服。(李 善注

引沈约《宋书》日:“ 沈攸之,字 仲达 ,为 荆州刺

史。顺帝即位 ,攸 之帅武义至夏口反。
”
又引臧

荣绪《晋书》日:“ 武陵王令日/荆 州势据上流 ,

将军攸之,委 以分陕之重。
”

)⑤

据上引可知 ,萧绎任荆州刺史 ,系 萧梁王国命运

于一身 ,自 比为周、召二公的
“
分陕之治

”
,所 以在

《金楼子序》中自称
“
早赐茅社 ,祚 土潇湘 ,搴 帷陕

服。早摄神州 ,晚居外相
”
。前指早年封为湘东王、

首任荆州刺史 ,后谓太清元年 ,“ 徙为使持节、都督

荆雍湘司郢宁梁南北秦九州诸军事、镇西将军、荆州

刺史
”⑥

。今鲍本、库本恐因钞刻
“
陕

”
、
“
挟

”
形近而

讹。

4.《 金楼子序》:“ 复有西园秋月 ,岸 帻举桎 ;左

海春朝 ,连章离翰 ,虽有欣乎寸锦 ,而久弃于尺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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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翰

”
,鲍 本海宁吴骞 附订云 :“ 离

”
当作

“
擒

”
。左思《魏都赋》:“ 勇若任城 ,才若东阿。抗旖

则威呶秋霜 ,搞翰则华纵春葩。”李善注引《答宾戏》

曰:“ 漓藻如春华。
”
郭璞《尔雅序》说 :“ (《 尔雅》)诚

九流之津涉 ,六艺之钤键。学览者之谭澳 ,漓翰者之

华苑。
”
《南齐书 ·邱巨源传》:“ 桂阳事起 ,使于中书

省撰符檄 ,事平 ,除奉朝请。巨源望有封赏。既而不

获 ,乃 与尚书令袁粲书曰 :‘ 又尔时颠沛 ,普 唤文士 ,

黄门中书,靡 不毕集 ,擒 翰振藻 ,非 为管人 ,朝廷洪

笔 ,何故假手凡贱 ?’
”
又于仲文《答谯王诗》云 :“ 武

骑初擒翰 ,文 学正题鞭。
”“JFg翰 ”

义同
“
漓属

”
、
“
搞

藻
”
。萧绎《与刘孝绰书》:“ 想漓属之兴 ,益 当不

少。
”⑦

潘岳《籍田赋》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 潘

岳 ,字安仁 ,宋阳中牟人。总角辩惠 ,漓 藻清艳 ,乡 邑

称为奇童。
”
据此可知 ,“ 离翰

”
当为

“
漓翰

”
,“ 离

”
。

5.《 兴王》篇 :“ 分命羲仲、和仲。
”

鲍本仁和朱文藻附订说 :“ 当增
‘
羲叔、和叔

’

字。
”
未谈道理。从这一章的后面有

“
都于平阳,命

羲仲、羲叔 ,和 仲、和叔掌四方
”
句看 ,这里是漏掉了

“
羲叔、和叔

”
。《史记 ·五帝本纪》同样为

“
羲仲

”
、

“
和仲

”
、
“
羲叔

”
、
“
和叔

”
。

6.《 后妃》篇 :“ 抱孙之爱 ,垂慈尤笃。孙方诸、

方等、方规、方智、含贞、含介、含芷等 ,爰 自翦髻。躬

亲襁育。
”

鲍本仁和朱文藻附订说 :“ 案《梁书》
‘
世祖长子

方等,次子方诸
’
,则 方等宜在方诸前。

”

7.《 立言》篇上 :“ 鸟与鸟相遇则相躅 ,兽与兽遇

则相角 ,马 与马相遇则趺堤 ,愚 与愚遇则相伤。
”
馆

臣按语云 :“ 《太平御览》引此段 ,作
‘
马与马遇则趺

堤相伤。
’‘

愚与愚遇则
’
五字疑衍。

”

《太平御览》卷八九七引此段文字恐误。
“
趺

堤
”
已有相伤之意。

“
相伤

”
恐为

“
愚与愚遇则相

伤
”
,因 脱

“
愚与愚遇则

”
五字而误为

“
趺堤相伤

”
,反

视
“
愚与愚遇则

”
为衍文。而《太平御览》引此段文

字在
“
伤

”
下尚有

“
天之生此物 ,多其力而少其智也

”

十三字则疑鲍本脱误 ,因 萧绎《金楼子》为文 ,常受

时文影响,有骈俪文之特点。同时 ,《 金楼子》多在

引述或例举数件同类事例后加以归纳和概括。例如

《立言》篇上引《淮南子 ·说林》篇的
“
明月之夜 ,可

以远视 ,不 可以近书 ;雾露之朝 ,可以近书 ,不可以远

视
”
一段话后说 :“ 人才性亦如是 ,各 有不同也。

”
这

一章的重点似也在末一句
“
天之生此物 ,多 其力而

少其智也
”
,从这个角度看 ,《 太平御览》辑人的这一

句似为原文而鲍本脱误。而今鲍本
“
天之生此物

”

句则误为下章的首句。为便于分析 ,特引下一章全

文如下 :

天之生此物 ,多 其力而少其智。智者之谋 ,

万有一失 ;狂夫之言 ,万 有一得。是以君子取狂

夫之言 ,补 万得之一失也。行人不休息于松柏

而止于杨柳者 ,以 松柏有幽僻之穷,杨 柳有路侧

之势故也。

这一章旨在以
“
智者

”
与

“
狂夫

”
、
“
松柏

”
与

“
杨柳

”

对举 ,说明物各有性 ,君子当兼用其性。而首句的意

思明显与此不谐 ,恐因此章
“
智者之谋

”
而误植上一

章的末句为这一章的首句。

8.《 立言》篇上 :“ 夫陶犬无守夜之警 ,瓦鸡无司

晨之益 ,涂 车不能代劳 ,木马不中驰逐。势者 ,君子

舆 ;威者 ,君 子策 ;臣 者 ,君之马 ;民者 ,君子轮c势 固

则舆安 ,威 定则策劲 ,臣 从则马良,民 和则轮利 c”

孙诒让《札移》卷五《金 楼子》(鲍 廷博 刊本 )

《立言》篇九上于
“
夫陶犬无守夜之警 ,瓦 鸡无司晨

之益 ,涂车不能代劳 ,木马不中驰逐
”
四句下说 :“ 按

下篇
‘
锯齿不能咀嚼

’
章亦有此 四句 ,彼 文较完 ,此

复赘 ,当 删。《终制》篇亦有
‘
瓦鸡乏司晨之用

’
语。

”

又《立言》篇九上有
“
凤无司晨之善 ,麟乏警夜之功

”

两句 ,其意相同。孙诒让的判断是正确的。这四句

放在此章与
“
势者

”
云云其意不谐 ,恐 为钞撰误植于

此。

9.《 立言》篇上 :“ 卞彬为《禽兽决录》云 :‘ 羊淫

而狠 ,猪卑而挛 ,鹅顽而傲 ,狗 险而出。(按 :《 太平

御览》引齐卞彬《禽兽决录》云 :“ 羊性淫而狠,猪性

卑而挛 ,狗性险而出。皆指斥当时贵势 ,‘ 羊淫狠
’

谓吕文显 ,‘ 猪卑挛
’
谓朱隆之 ,‘ 狗险出

’
谓吕文庶

也。
”
无

“
鹅顽傲

”
句)皆 指斥贵势。其《虾蟆科斗

赋》云/纡青拖紫 ,出 人苔中
’
,以 比当时令仆也 ;

‘
科斗唯唯 ,群浮暗水。唯朝继夕 ,聿 役如鬼

’
,比令

史咨事也。非不才也 ,然复安用此才乎?”

《南齐书 ·卞彬传》:“ (彬 )又 为《禽兽决录》。

目禽兽云 :‘ 羊性淫而狠 ,猪性卑而率 ,鹅 性顽而傲 ,

狗性险而出。
’
皆指斥贵势。

”
萧子显《南齐书》、卞彬

《禽兽决录》均早出,萧绎《金楼子》引录于《立言》

篇中以表明自己对文人品行的态度。恐《金楼子》

脱
“
性

”
字。又《南齐书》、《南史》

“
挛

”
作

“
率

”
,待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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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立言》篇下云 :“ 挚虞论 邕《元表赋》曰 :

‘
《通》精以整 ,《 思元》博而赡 ,《 元表》拟之而不

及
’
。余以为仲洽此说为然也。

”

库本
“
也

”
下有按语云 :“ 此段疑有缺文。

”
孙诒

让《札移》卷五《金楼子 ·立言》篇十下按 :“ 此盖论

挚虞《文章流别》之语。
‘
邕

’
上当有

‘
蔡

’
字 ,《 文

选》谢跳《拜中军记室辞隋王笺》李注引蔡邕《玄表

赋》云/庶小善之有益
’
是也。(宋 本《蔡中郎集》

无此赋一原注 )‘ 通
’
上当有

‘
幽

’
字 ,谓张平子《幽

通赋》也。
”

11.《 立言》篇下云 :“ 笔退则非谓成篇 ,进则不

云取义 ,神 其巧惠 ,笔 端而已。至如文者 ,维须绮觳

纷披 ,宫徵靡曼 ,唇吻遒会 ,情灵摇荡。
”

“
唇吻遒会

”
的

“
遒

”
,库本同。《太平御览》卷

五八五引《金楼子》
“
遒

”
作

“
逋

”
,为

“
唇吻逋 (适

)

会
”
,疑是。《说文》:“ 遒 ,迫 也。

”
又谓刚劲有力 ,鲍

照《上浔阳还都道中》诗 :“ 鳞鳞夕云起 ,猎猎晓风

遒。
”
李善《文选》卷二十七注引《广雅》曰 :“ 遒 ,急

也。
”
如作

“
遒

”
,放在这里与文意不合。萧绎本主张

诗赋一类文学作品当以自然声韵为主 ,强 调文学作

品的音乐性 ,如 作
“
唇吻遒会

”
,显然与本意不合。

《说文》:“ 逋 ,之也。
”
引申为

“
逋宜、逋合

”
。《商君

书 ·画策》:“ 然其名尊者 ,以 逋于时也。
”
又

“
逋

”
含

有
“
恰好、调合

”
的意思。《史记 ·日者列传》:“ 岁谷

不熟不能逋。
”
司马贞《索隐》云 :“ 逋 ,尤 调也。

”
《三

国志 ·蜀书 ·先主传》:“ 先主斜趋汉津 ,逋与 (关
)

羽船相会。
”
萧绎这里说文学作品的音乐特性要做

到流丽自然、恰到好处 ,适合于大家吟诵传唱。这是

齐梁文人追求的一种审美标准 ,也是当时佛经唱导

中所讲究的方法和标准。《高僧传》卷十三
“卩昌导

”

论曰 :“ 夫唱导所贵,其事四焉 :谓声辩才博。非声

则无以警众 ,非辩则无以逋时 ,非 才则言无可采 ,非

博则语无依据。至若响韵钟鼓 ,则 四众惊心 ,声之为

用也。辞吐后发 ,逋会无差 ,辩之为用也。绮制雕

华 ,文藻横逸 ,才之为用也。商榷经论 ,采撮书史 ,博

之为用也。
”
萧绎与慧皎同时,不仅为佛教信仰者 ,

而且与慧皎有所交往。汤用彤先生《关于〈高僧

传〉》中说 :“ 萧绎的生母阮修容是会稽上虞人 ,笃信

释教 ,与僧尼多有往来。萧绎早年作会稽太守时 ,其

母同他在一起。慧皎也是会稽上虞人 ,可 能那时他

们已曾相识。萧绎与僧人来往也很多 ,据 《全梁文》

所载 ,他给寺院作的碑记有十余处之多。
”⑧

萧绎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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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慧皎的《高僧传》。《金楼子》卷二《聚书》篇

云 :“ 张豫章绾经饷书如《高僧传》是也。⋯⋯又就

东林寺智表法师写得书 ,法书初得韦护军睿饷数卷 ,

⋯⋯又使潘菩提市得法书 ,并是二王书也。⋯⋯遂

蓄诸迹 ,又 就会稽宏普惠皎道人搜聚之。
”
如此看

来 ,萧绎提出的
“
唇吻逋会

”
可能是受了佛经唱导标

准的影响后提出来的 ,“ 唇吻逋会
”
也就是

“
逋会无

差
”
的意思。

12.《 立言》篇下 :“ 原宪云/无财谓之贫 ,学 道

不行谓之病。
’
末俗学徒 ,颇或异此。或假兹以为伎

术 ,或狎之以为戏笑。若谓为伎术者 ,犁轩胲人皆伎

术也。若以为戏笑者 ,少府斗获皆戏笑也。
”

“
犁轩舷人

”
,库本作

“
犁轩眩人

”
,疑 是。《说

文》:“ 胲 ,牛 百叶也。
”
段注引《广雅》:“ 胃谓之胲。∷

作
“
肱人

”
,文 意不通。又《说文》:“ 眩 ,目 无常主

也 ,” 段注云 :“ 《孟子》引《书》
‘
若药不瞑眩

’
。《方

言》
‘
凡饮药而毒 ,东 齐谓之瞑眩

’
。《汉书》借为

‘
幻

’
字 ,聱 轩眩人是也 ,二字音义皆相似。

”
《史记

·大宛列传》说 ,张骞出使西域 ,到 达过大宛、大月

氏、大夏、康居 ,消 息传闻到乌孙、身毒、安息、条支、

奄蔡和黎轩。武帝在张骞死后 ,“ 置酒泉郡以通西

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 ,奄蔡、黎轩、条支和身毒国。
⋯⋯汉使还 ,而后发使随汉使赖观汉广大 ,以 大鸟卵

及黎轩幻人献于汉 ,⋯ ⋯天子大悦
”
。《汉书 ·张骞

传》:“ 而大宛诸国发使随汉使来 ,观汉广大 ,以 大鸟

卵及黎轩眩人献于汉 ,天 子大说。
”
应劭注云 :“ 眩 ,

相诈惑也。邓太后时 ,西夷檀国来朝贺 ,诏令为之。

而谏大夫陈禅以为夷狄伪道不可施行。后数 日,尚

书陈忠案《汉旧书》,乃 知世宗时聱轩献见幻人 ,天

子大悦 ,与 俱巡狩 ,乃 知古有此事。
”
颜师古注云 :

“
眩读与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种树、屠人截马

之术皆是也。本从西域来。
”“

黎轩
”

,《 汉书 ·地理

志》又作
“
骊轩

”
。

“
犁轩

”
、
“
黎轩

”
、
“
聱轩

”
和

“
骊

轩
”
,均指汉西域通使:所 及的地中海中部地区。杨

共乐认为
“
犁轩

”
国即塞琉古和托勒密王国所控制

的地区 ,“ 在当时 ,罗 马的势力虽然也开始触人这一

地区 ,但影响还不大
”⑨

。但加拿大戴维清在《大秦

历史重考》一文中说 :“ 大秦又名犁轩。我已查明黎

轩是 Le。nidhion的 对音。它是斯巴达的一个要港。

因此 ,中 国史籍的犁轩便等于西史的斯巴达。
”⑩“

犁

轩眩人
”
即自西域通使后 自欧州传人中国的杂技、

魔术一类的表演者 ,自 汉至唐 ,历演不衰。张衡《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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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赋》:“ 奇幻倏忽 ,易 貌分形 ,吞刀吐火 ,云雾杳冥 ,

画地成川 ,流 渭通泾。
”
《抱朴子 ·内篇 ·论仙》篇 :

“
若道术不可学得 ,则 变易形貌 ,吞刀吐火 ,坐在立

亡 ,兴云起雾 ,召致虫蛇 ,合聚鱼鳖 ,三十六石立化为

水 ,消玉为粕 ,溃 金为浆 ,人 渊不沾 ,蹴刀不伤 ;幻 化

之事 ,九百有余 ,按而行之 ,无不皆效。
”
与萧绎时代

接近的杨街之、颜之推也都提到
“
犁轩眩人

”
一类的

表演。《洛阳伽蓝记》云 :“ 寺中杂技 ,剥 驴投井 ,掷

枣种瓜 ,须臾之间,皆得食之。
”
《颜氏家训 ·归心》

篇云 :“ 世有祝师及诸幻术 ,犹能履火蹈刃 ,种瓜移

井 ,倏 忽之间,十变五化 。
”
《金楼子 ·志怪》篇载 :

“
周穆王时,西 极有化人 ,能 人水火 ,贯 金石 ,反 山

川 ,移城郭。穆王为起中天之台,郑卫奏承霎之乐 ,

月月献玉衣 ,日 日荐玉食 ,幻人犹不肯舍。
”
萧绎这

里以
“
犁轩眩人

”
的杂技、魔术表演技巧作对照以说

明文学作为一种艺术的独特性和文人品行的重要

性。

13.《著书》篇云 :“ 《全德志序》曰 :‘ 此志隆大

夫为首。伊人有学有辩 ,不夭不贫。宝剑在前 ,鼓瑟

从后。连环炙蜾 ,雍容卒岁。驷马高车 ,优 游宴喜。

既令公侯踞掌 ,复使要荒蹶角。人室升光 ,岂非盛

矣。
’”

“
隆大夫

”
,库本同。《艺文类聚》卷二十一萧绎

《全德志序》也作
“
隆大夫

”
。汪绍楹校云 :“ 按

‘
隆

’

当作
‘
陆

’
。所云

‘
宝剑

’
、
‘
鼓瑟

’
、
‘
公侯踞掌

`‘

要

荒蹶角
’
,皆 陆贾事 ,见《史记 ·陆贾传》。

”
汪校是。

14.《捷对》篇云 :“ 杨子洲 (案 《艺文类聚》作
“
扬氏子

”
,《 太平御览》引作

“
梅周

”
,误 )年七岁 ,甚

聪慧。孔永诣其父 ,父不在 ,乃 呼儿出,为设果 ,有杨

梅。永指示儿曰 :‘ 此真君家果。
’
丿L答 曰 :‘ 未闻孔

雀是夫子家禽。
’(如此之流 ,并 皆文雅可观 ,不关得

丧也。)”

库本
“
永

”
下注云 :“ 案《艺文类聚》、《太平御

览》俱作
‘
孑L君 平

’
。
”“

如
”
上有

“
原注

”
二字。萧绎

《捷对》篇文多引《世说新语 ·言语》篇、《排调》篇

文 ,此章出《世说新语 ·言语》篇第四十三章 :“ 梁国

杨氏子 ,九岁 ,甚聪慧。孔君平诣其父 ,父不在 ,乃 呼

儿出,为设果 ,果有杨梅 ,孔指以示儿曰 :‘ 此是君家

果。
’
丿L应声答曰 :‘ 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

’”
余嘉锡

先生《笺疏》引程炎震云 :“ 《御览》三百八十五 ,四 百

六十四引《郭子》同。五百二十八引《郭子》作杨修、

孔融。
”
又引李慈铭云 :“ 案《金楼子 ·捷对》篇作杨

子洲答孔永语。《太平广记 ·诙谐门》引《启颜录》

作晋杨修答孔君平。
”
余嘉锡先生案 :杨 德祖非晋

人 ,晋亦不闻别有杨修 ,《 启颜录》误也。敦煌本《残

类书》曰 :“ 杨德祖少时与孔融对食梅。融戏曰 :‘ 此

君家果。
’
祖曰 :‘ 孑L雀 岂夫子家禽r” 与诸书又不

同。皆一事而传闻异辞。与萧绎同时代的刘孝标注

引王隐《晋书》曰 :“ 孔坦字君平 ,会 稽山阴人。善

《春秋》,有文辩。历太子舍人 ,累 迁廷尉卿。
”
《太平

御览》卷九百七十二引《金楼子》作
“
孔君平

”
,疑是。

但f杨子洲
”
作

“
杨周

”
,恐

“
洲

”
为

“
周

”
之误 ,录 以各

考。此章
“
洲

”
下

“
案语

”
引《艺文类聚》卷八十七载

《郭子》文 ,似误。

15.《 志怪》篇云 :“ 余丙申岁婚。初婚之 日,风

景韶和 ,末乃觉异。妻至门而疾风大起 ,折木发屋。

无何而飞雪乱下 ,帷幔皆白,翻洒屋内,莫不缟素 ,乃

至垂覆。阑瓦有时飞坠 ,此亦怪事也。至七 日之时 ,

天景恬和 ,无何霎翳。俄而洪涛波流 ,井 溷俱溢 ,昏

晓不分。从叔广州昌住在西州南门,新妇将还西州 ,

车至广州门而广州殒逝 ,又怪事也。丧还之日,复 大

雨霪 ,车轴折坏 ,不复得前。尔日,天雷震 ,西州厅事

两柱俱时粉碎 ,于时莫不战栗 ,此又尤为怪也。
”

清陆以湘《冷庐杂志》卷二云 :“ 梁元帝于甲戌

岁被害,年 四十七 ,所 著《金楼子》,自 言于丙申岁

婚 ,则是年方九岁耳 ,何其早也。
”
今《梁书 ·徐妃

传》记徐妃于
“
天监十六年十二月 ,拜 湘东王妃

”

(《 南史 ·徐妃传》同 )。
“
丙 申岁

”
为天监十五年

(516年 ),这是第一个可疑的地方。

第二个可疑的地方是 ,同 章记述到萧绎的从叔

萧昌。据《梁书 ·萧昌传》,萧 昌的兄长萧景是萧衍

从父弟 ,天监五年 (506年 )加 宁朔将军 ,天监六年
(5"年 )为广州刺史 ,后

“
属为有司所劾 ,人 留京师 ,

忽忽不乐 ,遂 纵洒虚悸。在石头东斋 ,引 刀自刺 ,左

右救之 ,不殊。十七年 (518年 ),卒 ,时 年三十九
”
。

《南史 ·萧昌传》同。萧绎于天监十三年 (514年
)

封为湘东郡王 ,时居台城。西州城在台城西 ,又称西

洲。《志怪》篇所记之事 ,又 见于《南史 ·徐妃传》:

“(元 )帝制《金楼子》述其淫行。初 ,妃嫁夕 ,车 至西

州 ,而疾风大起 ,发屋折木。无何 ,雪霰交下 ,帷廉皆

白。及长还之日,又大雷震 ,西州厅事两柱俱碎。帝

以为不祥 ,后果不终妇道。
”
此实引《金楼子 ·志怪》

篇人史 ,但 有出人 ,这里不详论。齐梁时期 :帝 王之

子多早年纳妃。《南齐书 ·王缋传》载 ,永 明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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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年 ),齐世相武帝萧赜宠子安陆王纳王缋之女

为妃。又.《 南齐书 ·武十七王 ·安陆王子敬传》云 ,

萧子敬卒于延兴元年(494年 ),时年⒛ 岁。也就是

说 ,萧子敬 14岁 时纳妃。昭明太子甚至 7岁 时即已

纳妃。昭明太子生于天监元年(502年 ),“ 武帝天监

七年四月乙卯 ,皇 太子纳妃 ,赦大辟以下 ,颁 赐朝臣

及近侍各有差
”⑩

。《南史》同。所以陆以淅说萧绎
“
于丙申岁婚 ,则 是年方九岁耳 ,何其早也

”
的话不

一定对。但问题是 ,丙 申岁是天监十五年 ,与 《徐妃

传》天监十六年
“
拜湘东王妃

”
和《萧昌传》载萧昌卒

于天监十七年均有出人。天监十六年为丁酉年 ,疑

“
丙申

”
为

“
丁酉

”
之误 ,似 以

“
丁酉岁婚

”
,即 萧绎 10

岁纳徐妃为近于原文。

16.《 杂记》篇云 :“ (谢 )超宗字几卿 ,中 拜率更

令 ,驺人姓谢 ,亦名超宗 ,亦便 自称姓名云/超宗虫

蚁 ,就宫乞睐。
’
几卿既不容酬此言 ,驺人谓为不许 ,

而言之不已,几卿又走。
”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二
“
谢超宗

”
条引

此章
“
谢超宗字几卿

”
作

“
谢超宗子几卿

”
,并 于

“
子

”
下注云 :“ 今刊本

‘
子

’
误作

‘
字

’
。
”
钱说是。

《梁书 ·谢几卿传》:“ 谢几卿 ,陈郡阳夏人。曾祖谢

灵运 ,宋临川内史 ;父超宗 ,齐黄门郎 ,并有重名于前

代。⋯⋯然性通脱 ,会意便行 ,不 拘朝宪 ,尝 乐游苑

宴 ,不得醉而还 ,因诣道边酒垆 ,停车褰幔 ,与 车前三

驺对饮。
”
萧绎所记 ,当 为史实。

17.《 自序》篇云 :“ 至十岁时 ,敕 旨赐向道士黄

侯晔、建安侯正立并是汝年时 ,汝 不学义。余尚幼 ,

未能受。年十二三侍读臧严又有此功。
”

“
敕旨赐向道士黄侯晔

”
,库本同,此句意思同

上下文相抵而不合。《南史》卷五十二《萧晔传》云 :

“(萧 )映 弟晔字通明,美姿容 ,善谈吐。初封安陆

侯。⋯⋯(父 萧)儋薨 ,扶 而后起。服阕,改封上黄

侯 ,位兼宗正卿。⋯⋯名盛海内,为 宗室推重 ,特 被

简文友爱。与新渝、建安、南浦并预密宴 ,号
‘
东宫

四友
’
。
”
萧晔父萧儋薨于天监十八年 (519年 ),萧

晔被改封为上黄侯在天监十八年以后。上黄 (故城

在今湖北南漳县东南五十里)属 梁雍州南襄郡。
“
士

”
与

“
上

”
形近而讹 ,因 此章萧绎记序幼年诵咒之

事而又于
“
士

”
上误植一

“
道

”
字 ,遂 为

“
道士黄侯

晔
”
。又

“
向

”
疑为

“
问

”
之误。恐为

“
敕旨赐问

”
。

注释 :

①《梁书 ·王莹传》。

②程毅中《燕丹子 ·点校说明》。

③《史记 ·刺客列传》司马贞《索隐》引《燕丹子》。今《燕丹子》卷下作
“(太子)后 日早轲之东宫 ,临 池而观。轲拾瓦投龟 ,太

子令人捧金。轲用抵 ,抵尽复进
”
。

④上海书店 1998年 1月 版第sz7页 。

⑤《文选》卷六十。

⑥《梁书 ·元帝纪》。《南史》同。

⑦《全梁文》卷十七。

⑧《高僧传》,中 华书局 1992年 版第566页 。

⑨杨共乐《中国境内哪有罗马城——西汉骊鞒城与罗马战俘无关》,载《光明日报》1∞9年 5月 21日 第七版。

⑩戴维清《大秦历史重考》,载《文史杂志》1989年 第 4期。

①《梁书 ·武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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