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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元氏长庆集》唐本百卷已亡 ,佚 篇尚存于《唐文粹》、《文苑英华》、《才调集》中。

宋代重编为六十卷本 ,有 闽、蜀、浙刻。今蜀刻已亡 ,只 存闽、浙两种宋本。有称为残宋本蜀

刻的,实 是闽本之误。明代各个重刻本都出自浙本 ,亦 无出自蜀刻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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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是唐代的重要诗人 ,与 白居易齐名,并称

为
“
元白

”
,对 中国诗歌的发展 ,很有影响。在他

的生前,诗文已很流行 ,并 自编纂成集 ,但到北宋

时便已残缺,全集没有流传下来。南宋后新编集

有建本、蜀本、浙本三个刻本,流传至今的只有浙

刻和建刻,所谓蜀本实亡不存。即使是明代重刻

的几种《元氏长庆集》,也都出于浙本 ,而非蜀本。

今按唐、朱、明三期 ,分述其集的源流情况。

白居易《元公墓志铭》云 :“ 公著文一百卷,题

为《元氏长庆集》,又 集古今刑政之书三百卷号

《类集》,并行于代。
”
[1](卷 10)其《予与微之老而

无子》诗注又云 :“ 微之文集凡一百卷。
”
[丬 (卷

30)是集乃元氏晚年在浙东任所时自编。元稹越

州诗自述
“
郡务稍简,因得整比旧诗 ,并连缀焚削

封章,繁委箧笥,仅逾百轴
”
[2](卷 zz),正 是指的

自编百卷本全集。这个集子当时流行甚广 ,“ 自

六宫、两部、八方 ,至南蛮、东夷国,皆写传之
”
[1]

(卷 50)。 不料到北宋时便已零散,但其大体情况

约可考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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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叙诗寄乐天书》自言 :在江陵时,取
“
自

十六时至是元和七年 ,已 有诗八百余首 ,色类相

从,共成十体 (古讽、乐讽、古体、新题乐府、律诗

五七言两体、律讽、悼亡数十首 ,艳诗今古两体百

余首),凡二十卷。(及授通州 ,元和)七年已后所

为,向 二百篇
”
[2](卷 SO)。 以上皆元和十年前

作。所以《四库全书总目》统计他三十七岁时已

有诗千余首[3],此 后十六年元氏亡 ,所作更远远

超出此数。元稹曾自选两种诗集 ,一是元和十五

年《上令狐相公诗启》说 :“ 有诗向千余首 ,⋯ ⋯辄

写古体歌诗一百首 ,百韵至两韵律诗一百首,合为

五卷。
”
[2](补辑)一是长庆元年在江陵《进诗状》

所说的,写录杂体十卷[2](卷 “)。 两个选集是

分别献诗给宰相和皇帝而编录的
“
行卷

”
,以求进

取 ,后俱失传 ,但其篇目应在百卷内。《新唐书 ·

艺文志》著录其百卷本外,又有诗文单辑四种 ,

即 :《 小集》十卷、《元白继和集》∵卷、《三州唱和

集》一卷、《元和制策》三卷 [4]。 据洪适《元氏长

庆集跋》称,宋时三馆藏书尚有《小集》,只 载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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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已杂人宋六十卷本全集中[2]。 唱和两集是

与白居易、崔玄亮赠答之诗 ,汇为专辑,元诗应在

全集之中。《制策》也是元(白 、独孤郁三人的文 ,

稹以制诰文竞传当代 ,见《丨日唐书》[5](本传),长

庆末在同州,因 编删其稿为专集《叙奏》自言,凡

二百二十七奏[21(卷 3z)。 《制策》中的元文占一

卷,当选自此奏稿。宋初编成的《文苑英华》中 ,

还有判文多首,和超出本集的制文[6],也应出自

此书。四个单辑又见《崇文总目》:“ 《元白三州倡

和诗》一卷 ,元 白崔撰。《元氏长庆集》十卷 ,《 长

庆小集》十卷。《元稹制集》二卷,李绅注。
”
[7]

(集部)其中《制集》即稹在同州所编订 ,书为二卷。

唯《元氏长庆集》题为十卷,必是百卷之误 ,盖涉

《小集》十卷而讹。考《通志 ·艺文略》所著录为 :

稹集百卷,又 小集十卷,并 唱和两集 ,及 李绅注

《制集》二卷[8](集部)。 此目参用《唐书》、《崇

文》二目而成 ,可证《崇文》所谓《长庆集》十卷有

误。至于时人伪撰之诗 ,如 稹在越州 ,“ 有人写

《宫词》百篇,及 《杂诗》两卷
”
,无 一是者 ,见 《酬

乐天六韵》诗注[2](卷 zz),更 不属于全卷内,并

且早已消失了。

据周必大《文苑英华序》,宋代
“
虽韩、柳、元、

白之文,尚未甚传
”
[6]。 元稹各单集小书逐渐亡

佚,全集也有残缺。《直斋书录解题》元稹集条

云 :“ 《中兴书目》止四十八卷 ,又有《逸诗》二卷。

稹尝自汇其诗为十体 ,其末为艳诗,今世所传《李

娃》、《莺莺》、《游春》、《古决绝词》、《赠双文》、

《示杨琼》诸诗,皆 不见于(宋辑)六十卷中,意馆

中所谓《逸诗》者 ,即 其艳体邪?” [9](集 部)这是

三馆藏书,全集只存四十八卷 ,另 有《逸诗》也只

二卷。这二卷遗诗陈直斋也未见过,所以怀疑它

是宋辑全集所未收人的艳诗 ,其实未必然。《郡

斋读书志》有元氏《外集》一卷 ,收宫体诗五十余

首[10](集 部),这 才是集外单行的艳体诗,所 谓
“
逸诗

”
,应是四十八卷外的遗诗。到明代 ,《 述古

堂书目》还载有《元氏长庆集》七十五卷卜1](集

部),超过宋人所见,只 缺二十五卷 ,清代又失传

了。唐百卷本原书虽亡佚已久 ,而《唐文粹》[12]

和《文苑英华》成书较早 ,两个总集选录的元稹诗

文,应是以唐本为根据,所以与宋刊各本的文字 ,

很多差异。至于五代西蜀韦觳《才调集》中的元

稹诗五十七首[13](卷 5),更保存唐本艳体诗,宋

刻元氏集都未收人,尤为难得。

宋代通行的《元氏长庆集》三种都是六十卷 ,

以宣和六年建安刘麟刻本为祖本。自序谓 :当 时

元文
“
浸亦不显 ,唯 嗜书者时时传录

”
,因 将家藏

钞本 ,募工刊行 [14]。 此六十卷书,与三馆所藏

残集四十八卷、小集十卷、逸诗二卷卷数相加吻

合 ,当 时民间传抄 ,似 即此三种。刘氏合编为六十

卷 ,故无艳诗。南宋后又从建本翻刻为浙本 ,而刘

书渐亡。浙本载乾道浙东安抚洪适序 ,云 :元 集
“
传于今者 ,惟 闽蜀刻本为六十卷

”
[14],乃 求而

刻之,即用闽刻重刊。今浙刻残本八卷 ,分藏于日

本静嘉堂文库和东大图书馆。傅沅叔先生
“
在日

本静嘉堂文库见残本三卷
”
,云 :“ 刊手精湛,为南

渡初浙刻正宗。其为乾道四年洪景伯刻于绍兴蓬

莱阁者 ,殆无疑义。
”
国内流传的是明钞六十卷本

[14]j弘 治初杨循吉
“
摹录原本

”
,中 多空字。后

归钱谦益 ,用另一宋本补正阙误 ,残缺四百年的元

集 ,一旦复完。近年已将钱藏钞本影印,使得浙本

流行。

刘麟本今已不存 ,却 又有另一建本。《四部

丛刊》本元集校记张元济跋云 :“ 戊午(民 国七年 )·

之秋 ,江安傅沅叔同年得见残宋建本《元微之文

集》卷一至十四,卷五十一至六十,凡 二十四卷 ,

刘序目录并存。惟编次微异 ,卷五至八并为乐府 ,

目录亦详略互见。卷首有翰林国史院长方朱记 ,

盖元代官书也。爰借傅本 ,录其宋本钱钞两校笔 ,

增订卷末 ,卢校亦为附采。
”
[2]残 本前十四卷是

诗 ,后十卷是文 ,最显著的特点是乐府四卷在前 ,

而浙本在二十三至二十六卷。王国维也见过此

书,跋云 :“ 宋刊本避讳至杳字止 ,乃光宗后刊本 ,

盖即重刊刘应礼本也。观其字体亦建安书肆所

刊。建本有翰林国史院官书印,惜仅存前十四卷

耳。
”
[15]两 家跋文都认为是建本。1929年 傅沅

叔再借后十卷加以详校 ,写成《校宋蜀本元微之

文集十卷跋》,却称为蜀刻 ,跋云 :“ 通计十卷中改

定(明 本)凡三百八十余字 ,而题目中增益之字尚

所不计 ,其溢出卢校之外者至八十余字。盖抱经

所见乃浙本 ,即 上溯至钱牧翁所得者皆是也。
”

[16](集 部)此次重校的仅后十卷 ,忘 了前十四卷

中保留与浙本不同的特点 ,又误认卢文弼《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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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补》[17](集 部)中 校录的宋本也是浙本。其实

卢校卷五至八也是乐府 ,正是张、王两跋所称的建

本°两个都是建本 ,其所以
“
溢出卢校之外者至

八十余字
”
,是 因为卢校不详 ,只 举其要 ,遂视为

两本不同。洪适序中谓有
“
闽蜀刻本

”
,沅 叔先生

既误卢本为浙刻 ,又 出于乡土之情 ,表扬蜀刻 ,遂

以此二十四卷书题为稀世之宋蜀刻本。先生为当

世藏书大家 ,素 以版本校勘之学为世所推崇 ,无意

造成的错误 ,后世亦无异言 ,以 至此书藏人北京图

书馆后 ,沿误称为蜀刻 ,迄今未得订正。复查《四

部丛刊》本后的校文 ,与宋刊、钱钞、卢校亦多不

合 ,实非元济亲自为之 ,而是由馆员代抄。每误钱

谦益的按语及批语为宋本原刻 ,又误何焯校亦归

钱本 ,或有傅批卢校而归于卢。卢尝采用钱藏浙

本 ,因 其名列贰臣 ,禁用其文 ,故不著姓氏但称一

本 ,亦误为卢 ,遂使闽、浙不分。其混乱如此 ,本不

足信 ,又增讹误 ,更难依据。

洪适谓
“
传于今者 ,惟 闽蜀刻本

”
。以时代

计 ,蜀 本也是北宋流传之书 ,但 自洪适后 ,未 见著

录引用 ,宋代所传仅有浙本及重刊建本。即明代

再刻之书,亦未见有从蜀刻重刊者 ,今 略述如下 :

一为正德时锡山华镜兰雪堂活字本 ,二 为嘉靖三

十一年东吴董氏茭门别墅本 ,二书俱六十卷本 ,但

前者只存十四卷 ,后者即傅沅叔校跋本 ,《 四部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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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教育部重点项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1998)》 出版

本刊被引排序第 ⒛ 位

南京大学
“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

”
研制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1998)》 光盘及网络数据

库近期已正式出版发行 ,并提供网上服务(网络版 URL http//202.119。 叼。137)。 该课题系教育部重

点项目。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1998)》应用美国著名情报学家尤金 ·加菲尔德创立的引文索引系统和

引文分析理论体系,从我国正式出版的约2800种 人文社科学术期刊中选录中文社科核心期刊翎6种
,

对其 1998年所发论文被引频次、影响因子等进行了测定排序。《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

1998年被引排序第 28位 、影响因子排序第 31位 ,在全国高校文科学报中排序前⒛ 位。(二 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