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
寄湖南幕中亲故”诗探索刘禹锡的母系

——兼论 “曲石唐志”二方的史料价值

卞 孝 萱

~为 了订正旧史书中对刘禹锡父系的某些错误记载,我在南开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

学版)∵九七七年第三期发表 《关于刘禹锡的氏族籍贯问题》一稿。今再写一稿,对刘

禹锡的母系,进行初步的探索。

(∵)         ‘

《刘禹锡集》中有一首 《送李策秀才还湖南,因寄幕中亲故,兼简衡州吕八郎中》

诗, “湖南幕中亲故”指那些人?从未有人说明,现试为考证如下 :

先考查一下这首诗写于何年。据 《旧唐书》卷一三七 《吕温传》 :“ (元和)五年 ,

转衡州”,吕温 《衡州谢上表》g “谨以七月五日到本州上讫
”
,可见吕温是元和五年七

月五日到达衡州的。刘禹锡诗中说: “深春风日净”
,而柳宗元 巛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

云; “维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东平吕君卒”,证明刘禹锡这首诗是元和六年春

天写的。

再考查一下元和六年湖南观察使是谁。据 《唐会要》卷六十二 《出使》: “(元和)

六年九月,以前湖南观察使李众为恩王傅。
”当元和六年春天刘禹锡写诗时,正是李众

为湖南观察使。

现在,可以论证刘禹锡诗中所说的 “湖南幕中亲故”是那些人了。据吕温 《湖南都

团练副使厅壁记》g “元和三年冬,天子命御史中丞陇西李公⋯⋯廷赐 大 旆,俾 绥 衡

湘⋯
?·
·。始下车,表前副使、殿中侍御史扶风窦君常,字中行,以本官复职。于是监察

御史河南穆君寂、河内司马君纾、范阳卢君皤、太常寺协律郎河东范君存庆、前咸阳尉吴

郡顾君师闵、前太子正字陇西李君础、前太常寺奉礼郎京兆杜君周士、前延陵县尉同郡杜

君宝,群材响附,⋯ ⋯称为盛府。
”此

“
记

”
撰于元和五年七月五日,当元和六年舂天刘

禹锡写诗时,这些人还在李众 “幕中
”,其中有五人是刘禹锡的 “

亲故
”。

窦常 褚藏言 《窦常传》: “
洎贞元十四年秋Ⅱ⋯其年淮南节度、左仆 射 霸 陵 杜

公,奏为参谋,授秘书省校书郎”。 (《旧唐书》卷一五五、 《新唐书》卷一七五 《窦

常传》同)刘禹锡于贞元十六年入杜佑幕。此年,刘、窦相识于扬州。

穆寂 刘禹锡 《送张盥赴举诗》: “永怀同年友,追想出谷晨。三十二君子,齐飞

凌烟曼 (一作冥)。 ”徐松 《登科记考》卷十三,考证出贞元九年刘禹锡、穆寂等人登

进士科。此年刘、穆相识于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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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师闵  《新唐书》卷一六二 《顾少连传》说 “少子师闵”。贞元九年顾少连知贡

举,是刘禹锡、柳宗元的座主。柳宗元 《与顾十郎书》: “凡号门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

非人也,⋯ ⋯。赖中山刘禹锡等遑遑惕忧,无 日不在信臣之门,以务白大德。顺宗时,

显赠荣谥,扬于天官,敷于天下,以为亲戚门生光宠,不意琐琐者,复以病执事,⋯ ⋯”

此
“
书”作于贬谪永州之时。 “顾十郎”是谁?陈景云 《柳集点勘》卷二: “

师闵元和

中尝为潭部从事,永、潭地近,疑此乃致师闵者。”这就是说 ,·

“
顾十郎

”
即顾少连 “少

子”、李众幕僚顾师闵。何焯 《义门读书记》说: “似十郎又坐刘、柳累者。”永贞事

件以后,顾师闵受到刘禹锡的连累,正说明他们的关系很深。

李础  《政和证类本草》卷二十六: “见刘禹锡 《传信方》云:湖南李从事治马坠

扑损,用稻秆烧灰 ,用 新熟酒未压者和糟入盐和合,淋前灰取汁,以淋痛处立差。直至背

损,亦可淋用。好糟淋灰亦得,不必新压酒也。糯米性寒9作酒则热。糟乃温平。
”

向

刘禹锡传授医方的 “湖南李从事”是谁?韩愈 《送湖南李正字序》: “
李 生 自湖 南从

事,请告来觐。⋯⋯。重李生之还者,皆为诗,愈最故,故又为序云。
” (世缲堂本据

方氏 《举正》及魏氏 《集注》注云g “
或作 《送李础判官正字归湖南》。础之父,仁钧

也。⋯⋯元和初,为秘书省正字、湖南观察推官。公分司东都 ,础 自湖南请告来觐其父 ,

于其还,公以诗及序送之。
”冫可见 “湖南李从事”即李众幕僚李础。当元和五年李础

从潭州赴洛阳省亲,以及从洛阳回潭州9往返途中,曾 到朗州访问刘禹锡 ,不 但 谈 诗

(李础 “
有诗八百篇,传咏于时”),还研究医药。

以上四人,是刘禹锡所云 “湖南幕中亲故
”

之 “故
”。

(二 )

刘禹锡 《子刘子自传》说g “
先太君卢氏由彭城县太君赠至范阳郡太夫人”,没有

介绍他母亲的家世。只有韦绚 《刘宾客嘉话录》中有一点线索: “公曰:卢华州,予之

堂舅氏也。
”“卢华州”是谁?据 《旧唐书》卷一四六 《卢征传》 :“卢征,范阳人也 ,

家于郑之中牟。⋯⋯永泰中,江淮转运使刘晏辟为从事,委以腹心之任,累授殿中传御

史。⋯⋯贞元八年春,⋯ ⋯数岁,转 华 州 刺 史。
” (参 阅 《新唐书》卷工四九)可见

刘禹锡的 “堂舅” “卢华州”即卢征。

卢征 “
家于郑之中牟”这条线索很重要。我们知道父刘禹锡祀先的 “坟墓在洛阳北

山。其后地狭不可依,乃葬荥阳之檀山原。” 《集异记》 (《太平广记》卷四二二引)

又说:刘禹锡
“
贞元中寓居荥泽”

。在唐代,中牟、荥阳、荥泽都是郑州所属县。刘、

卢二家都住在郑州,当稆识,从而结亲。
“江淮转运使刘晏辟 (卢 征)为从事”委以腹心之任”,为我们提供了又一条重要

线索。刘晏是唐代著名的理财家。 “
丰财忠良9晏道为长。” “晏没后二十佘年,韩洄、

元诱、裴腆、包佶、卢征、李衡继掌财赋 ,皆晏故吏。
”(见 《旧唐书》卷-二三 《刘晏

传》)刘禹锡的父亲刘绪,“为浙西从事 ,本府就加盐铁副使,遂转殿中,主务于塥桥。
”

刘绪担任这样重要的职务,不能说与卢征没有关系。

《刘禹锡集》中有 《途次敷水驿,伏睹华州舅氏昔日行县题诗处,潸然有感》、 《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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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中,待郎舅氏牧华州9时余再忝科第,前后由华觐谒,陪登伏毒寺屡焉9亦曾赋诗,题
于梁栋,今典冯蚴,暇 日登楼,南望三峰,浩然生思,迫想昔年之事 ,因成篇,题旧寺》

等诗,可以看出他与卢征的接触。

以前我们对刘禹锡母系的了解9仅此而已。自从研究 了 “寄 湖 南幕中亲故”诗以

后,才有新的发现。刘锡禹所云 “湖南幕中亲故
”

之 “
亲

”,指 “范阳卢君潘
”,这是

卢征以外、他母系中的又-重要人物。

承李希泌同志将他父亲李根源先生所收集的 《唐故归州刺史卢公墓志铭 (并序)》

(李行修撰)、 《剑南东川节度推官、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卢公夫人崔氏墓志铭 (并序冫》

(卢 顼撰)二石拓片借给我看,这是探索刘禹锡母系亲的珍贵资料。

(D据 《新唐书》卷七十三上 《宰相世系表》三上 《卢氏表》 :

(歙州刺史)

一殉

一瑾 (河中少尹)

操——寰一一政— ————ˉ
(检校郎中)

一蹯

一顼 (泽州刺史)

一玢

一珙

《新唐书》叙述卢蹯家世不详。 《卢公墓志铭》序云: “高祖操,洛州司功参军。太父

寰 ,临汝郡长史。显考政 ,太子中允,赠汝州刺史。
”

可补 《宰相世系表》之缺漏: 《卢

公墓志铭》序又云: “·⋯ 公̈之次兄前东川节度副使、虞部员外郎、检校大理少卿琬”

云云9而 《宰相世系表》中无卢琬,需另作研究。我们详细考查卢蹯的家世,是为了较

多地了解刘禹锡的母系。

(2冫再从 《卢公墓志铭》看卢蹯生平 :

“举进士上第,补西府文学” (参阅 《登科记考》卷十二)。

“时工部尚书河东裴公佶为谏大夫,⋯ ⋯遂出为黔中观察使,⋯ ⋯公即尚书公重表

兄,且兼通旧,急人感义 ,奋臂乐行9于是表授左金吾卫兵营参军,充黔南观察判官”。

(《旧唐书》卷十三 《德宗纪》下:贞元十七年四月 “辛亥,以谏议大夫裴佶为黔中观

察使。”
)

、 “绩成三载,⋯ ⋯于是裴公迁同州刺史、兼本州防御使。公转大理评事 ,复为上介。”

“无何,裴公归朝,为紫微郎。公调补蓝田县丞,历监察、殿中御史
”。

“佐湖南、东川幕
”。 (《崔氏墓志铭》序云: “以元和五年八月十三日遘疾于潭

州官舍
”。此时卢蹯正在李众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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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廉使府公9故尚书之季弟也。⋯⋯是岁九月,授侍御史,赐绯鱼袋9充荆南节

度判官。” (《旧唐书 ·宪宗纪》下:元和十一年七月丁丑9 “以华州刺史裴武为江陵

尹,充荆南节度使。” 《新唐书》卷 七 十 一 上 《宰相世系表》一上 《裴氏表》:综子

佶、琬、武。)

“-年 ,复表授归州刺史。”          1
详细考查卢蹯生平,仍是为了探索刘禹锡的母系。卢蹯是裴佶、裴武的 “重表兄”

,

一直跟随裴佶、裴武,硗明范阳卢氏与河东裴氏关系密切。

下面,还要对卢皤 “举进士上第”这件事9作重要的补充。据裴度 《刘太真神道碑

铭》9 “门人之在朝廷者”
有

“中书舍人裴度”, “在藩牧者”
有

“
泽州刺史、中丞卢

顼”, “其在幕府者”
有

“侍御史卢蹯”。可见裴度与卢蹯、卢顼有同门 (同座主)之
谊 (参阔 《登科记考》卷十二),唐代文人很重视这种关系。

再看刘禹锡与裴度的关系 :

元稹 《上门下裴相公书》: “换禹锡之官”。司马光 《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十 《唐

纪》十二《(元和)十年三月刘禹锡为播州刺史改连州》: “《实录》曰:‘ 中丞裴度奏 :

其母老,必与此子为死别,臣恐伤陛 下 孝 理 之风。⋯⋯明日,改授禹锡连州。’
赵元拱

《唐谏诤集》:‘裴度曰:陛下方侍太后9以孝理天下,至如禹锡,诚 合 哀矜。宪宗乃

从之。明日,制授禹锡连州。∴···’赵磷 《因话录》曰:‘ 。·⋯·柳以刘须侍亲9播州最为

恶处9请以柳州换。上不许。宰相对曰:禹锡有老亲。上曰g但要与郡,岂系母在!裴晋

公进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发此言。上有愧色。刘遂改为连州。
9按

《柳宗元墓志》 ,

将拜疏而未上耳,非已上而不许也。禹锡除播州时,裴度未为相。今从 《实录》及 《谏

诤集》。”

《旧唐书》卷一六⊙ 《刘禹锡传》: “
禹锡甚怒武元衡、李逢吉9而裴度稍知之。

大和中,度在中书,欲令知制诰,⋯⋯累转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度罢知政事,禹锡

求分司东都。” 《新唐书》卷一六八 《刘禹锡传》: “
宰相裴度兼集贤殿大学士,雅知

禹锡,荐为礼部郎中、集贤直学士。度罢,出为苏州刺叟。”

《旧唐书》卷一七○ 《裴度传》: “ (大和)八年三月,以本官判东都尚书省事 ,

充东部留守。九年十月,进位中书令。⋯⋯度视事之隙,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
日,高歌放言”。 (《新唐书》卷一七三 《裴度传》同。又卷六十 《艺文志》四 《丁部

皋录 ·总集类》: “《汝洛集》一卷:裴度、刘】氏锡唱和。”
)

永贞事件之后乡刘禹锡一蹶不振,幸有裴度垂青,对他多次提拔。裴度与刘禹锡 ,

非亲非故,这种感情从何而来呢?当 然可以说裴度爱刘禹锡之才,但元和十年裴度因刘
禹锡贬谪太远向唐宪宗讲道理时,不明明以照顾卢氏为理由么?拨去封建孝道的迷雾 ,

不难看出,刘禹锡与裴度的关系,还应从刘禹锡的母系范阳卢氏与河东裴氏的关系,包
括卢皤、卢顼与裴度的同门 (同座主)关系中去寻求。      '

此文是我对旧著 《刘禹锡年谱》的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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