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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１９７９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由李剑雄、刘德权点校的《老学庵笔记》一书为后人研究 此 书 提 供 了 极 大 便 利，然 校

勘失误之处亦难避免。两位先生在此书前言中指出陆游《老学庵笔记》作于陆游退居故乡山阴镜湖之后，但没有给出

成书具体时间。文章根据《笔记》一书内容，结合陆游之诗文，可大致判断此书成书于１１９２年冬至１１９４年。
关键词　老学庵笔记；校勘；成书时间

　　《老学庵笔记》一书是南宋诗人陆游的散文作

品，是宋代笔记中的上乘之作。此书内容丰富，记

载了宋代君 王 和 士 大 夫 的 言 行 举 止、宋 朝 的 典 章

制度和社会 情 况。行 文 自 然 真 实，具 有 较 高 的 文

学价值和文化价值。１９７９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李剑

雄、刘德权两位先生点校的《老学庵笔记》，两位先

生为此书标点校勘，并作序，为后人研究此书提供

了极大便利，然其中亦有可商榷补充之处：

１　校勘补记

此书以商 务 印 书 馆 印 本 为 底 本，参 校 津 逮 秘

书本、说郛本及学津讨原本，标点校勘整理。两位

先生精选 精 校，泽 被 后 代，然 校 勘 失 误 处 亦 难 避

免。徐规先生《老学庵笔记订误》等文已指出其中

一些错误，今 细 读 此 书 又 发 现 一 些 当 校 未 校 或 标

点失误之处。在此期间笔者有幸得知人民日报图

书馆现存《老 学 庵 笔 记》傅 山 批 注 本，傅 山 选 择 会

稽商浚、诸葛元声合校本（简称商校本：是经商浚、
诸葛元声校 勘 过 的 稗 海 本）进 行 批 注。将 商 校 本

与中华书局 本 比 勘，亦 有 不 同 之 处。傅 山 批 注 中

也有校勘方 面 的 不 少 新 见 解，对 本 文 校 勘 启 发 颇

大。现将中华书局本校勘可商榷处罗列如下：

１．１　卷一页１１：予在南郑，见西邮俚俗谓父曰老

子，虽年时十七八，有子亦称老子。
按：“西邮”应作“西 陲”。西 陲 指 西 境 边 远 地，

如《三国志》卷十六《苍慈传》“太和中，迁敦煌太守，
郡在西陲”。〔１〕亦作“西垂”，如《史记》卷五《秦本纪》
“其玄孙曰中渝，在西戎，保西垂”〔２〕如作西邮上下文

皆不通。盖“邮”繁体字为“郵”，“陲”“郵”形近而误。

人、家的雕塑），还 有 社 区 团 队 首 创 的 十 六 个 第 一

展板照片；江东区福明街道新城社区的“史迹陈列

馆”，展 示 的 全 部 是 当 地 村 改 居 以 前 的 一 些 旧 物

件：麦 水 孔、回 汤 桶、果 桶、坐 桶 等，共１００多 件。
这个陈列馆 展 示 的 是 当 地 的 传 统 生 活 方 式，为 人

们留下一些过去的生活记忆；常青藤社区的“非遗

展示基地”，积 累 了 不 少 独 具 特 色 的 藏 品，如 晚 清

瓷器、泥 金 果 盘、雕 花 床 栏、留 声 机、铜 鞋 拔、钟 艺

等。２０１２年４月又成立了“市票 证 收 藏 联 谊 会 常

青藤票友之 家”，通 过 对 各 年 代 票 证 的 展 示，了 解

辖区内各方面的历史及社区的整个概况。我们将

通过视频、图 片、照 片 等 形 式 进 行 记 录，对 本 区 内

所有机构或个人藏有的文献资源进行周密的调查

与全方位的收集，并进行登记造册，通过计算机系

统进行数字化加工，著录成地方文献数据库，编制

多形式多用 途 的 文 献 目 录，让 更 多 的 市 民 通 过 网

络检索了解到各辖区以及社会生活的变迁与传统

的民间文化。

４．４　加强宣传力度，营造浓厚氛围

以让地方 文 献 走 向 社 会，为 人 们 知 晓 和 享 用

为目标，进一步丰富地方文献宣传方式，推出有特

色、有新意、有实效的地方文献宣传活动。充分利

用其资源，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合作，利用各分馆的

阵地平台，举办地方文献展览，扩大地方文献的影

响力，提高广 大 市 民 对 地 方 文 献 的 知 晓 率 和 利 用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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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卷二页２０：既卒，秦熺方恃其父气焰熏灼，手

书移郡，将欲取其所藏书，且许以官其子。

按：此句标点应为“既卒，秦熺方恃其父，气焰

熏灼，手 书 移 郡 将，欲 取 其 所 藏 书，且 许 以 官 其

子。”“气焰 熏 灼”的 主 语 应 为 秦 熺 而 非 秦 桧。“郡

将”为官名，即 指 郡 守，郡 守 兼 领 武 事，故 称 郡 将。
《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郡将下车辄切齿，吾常

为寒心。”郡 将 之 称 始 见 于 此。因 此，“郡”后 不 应

用逗号隔 开，本 条 后 文 亦 有“郡 将 以 祸 福 诱 胁 之”

可证。据傅山批注本改。

１．３　卷二页２３：耀川出青瓷器，謂之 越 器。校 勘

记：耀川出青瓷器，“川”，津逮本作“州”

按：“耀川”应作“耀州”。《宋史》卷八十七《地

理志三》永 兴 军 路 耀 州，云“贡 瓷 器”。《元 丰 九 域

志》卷三记“耀州华原郡土贡瓷器五十事”，〔３〕可见

耀州以产瓷器著称。正如校勘记指出剑南西道雅

州所管辖之耀川是否产瓷器，史书未见记载。

１．４　卷三页１２：岑参在西安幕府，诗云：“那知故

园月，也到铁关西。”

按：“西安”当作“安西”，据商校本改。天宝八

载（公元７４９年）安西四镇节度高仙芝表岑参为右

威卫录事参 军，充 节 度 使 府 掌 书 记，遂 赴 安 西（安

西大都护府设在龟兹，今新疆库车）。至天宝十载

（公元７５１年）东归，返回长安。

１．５　卷三页２９：任元受事母尽孝，母老多疾病，未

尝离左 右。张 魏 公 作 都 督，欲 辟 之 入 幕。元 受 力

辞曰：“尽言方养观，使得一神丹可以长年，必持以

遗老 母，不 以 献 公。况 能 舍 母 而 与 公 军 事 耶？”魏

公太息而许之。

按：“养观”当作“养亲”，商校本作“亲”。此则

记任元受孝 顺 母 亲 之 事，以“如 能 得 神 丹 一 粒，送

给老母也 不 献 给 张 魏 公”的 理 由 谢 绝 了 张 魏 公 的

好意。作“亲”与 上 下 文 意 相 符，繁 体 字“親”“觀”

形似而误。

１．６　卷三页３８：惟晁之道大喜其说……晚乃以盛

冬伏石上书丹，为石冷所逼，得阴毒伤寒而死。校

勘记：晁 之 道《津 逮》本 作”晁 以 道”。案 晁 咏 之 字

之道，宋哲宗时人，为北宋时“苏门四学士”之一晁

补之从弟，见 宋 史 卷 四 四 四《晁 补 之 传》。本 书 卷

四“吕吉 甫 在 北 郡”条，谓 晁 之 道 即 咏 之。此 处 作

“晁之道”是。下同。

按：校 勘 记 并 不 能 证 明 此 处 作 晁 之 道 而 非 晁

以道。晁 说 之 字 以 道，晁 咏 之 字 之 道。晁 说 之 之

死，其《嵩山文集》卷末附录有记载：“二圣北狩，中

原路 沉，痛 愤 湮 郁，连 年 抱 疾，至 是 增 亟，终 于 舟

中，实建炎三 年 正 月 七 日 也，享 年 七 十 一。”（孙 晁

子建记）。又“明 年（建 炎 三 年）春，景 迂（说 之 号）

至金陵，得疾不起。”（侄晁公酂记）。〔４〕可知晁说之

因忧愤而死，死 于 建 炎 三 年 正 月 七 日，正 值 初 春，

与此条记载“因阴毒伤寒死于盛冬不符”。所以此

处作“晁之道”是。

１．７　卷四页５０：荆公多用渊明语而意异，如“柴门

虽设要常关。云尚无心能出岫”要字能字，皆非渊

明本意也。

按：标点应为：荆公多用渊明语而意异，如“柴

门虽设要 常 关”、“云 尚 无 心 能 出 岫”要 字 能 字，皆

非渊明本 意 也。“柴 门 虽 设 要 常 关”系 王 安 石《与

北山道人》一诗中的诗句，“云尚无心能出岫”系王

安石《招杨德逢》一诗中之诗句。《笔记》将两首诗

混为一首，显系点校疏忽。

１．８　卷 四 页５３：今 世 所 道 俗 语，多 唐 以 来 人 诗。
“何人更 向 死 前 休”，韩 退 之 诗 也；“林 下 何 曾 见 一

人”，灵澈诗也；“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罗隐诗

也；“世乱奴 欺 主，年 衰 鬼 弄 人”，“海 枯 终 见 底，人

死不知心”杜 荀 鹤 诗 也；“事 向 无 心 得”章 碣 诗 也，
“但有路 可 上，更 高 人 也 行”龚 霖 诗 也；“忍 事 敌 灾

星”，司空图 诗 也；“一 朝 权 入 手，看 取 令 行 时”，朱

湾诗也：“自 己 情 虽 切，他 人 未 肯 忙”，裴 说 诗 也；
“但知行 好 事，莫 要 问 前 程”冯 道 诗 也，“在 家 贫 亦

好”，戎昱诗也。

按：“海 枯 终 见 底，人 死 不 知 心”出 自 杜 荀 鹤

《感寓》一诗，“世乱奴欺主，年衰鬼弄人”出自李山

甫《自叹拙》一诗，① 而非杜荀鹤诗作。又陆游此条

引诗每人均引一句，独杜荀鹤引两句诗，与前后体

例不符。此处盖有脱文。应为“世乱奴欺主，年衰

鬼弄人”李 山 甫 诗 也，“海 枯 终 见 底，人 死 不 知 心”

杜荀鹤诗也。

１．９　卷四页５３：京已出，太原复留。校勘记：各本

俱作“太 原”，然 按 上 下 意，似 当 作“太 后”；“后”
“原”形近而误。

按：此处应遵照各本作“太原”，校勘者主观臆

改。原 文 标 点 有 误，应 为“京 已 出 太 原，复 留”。
《宋史》卷四百七十二《蔡京传》记“京觊执政，曾布

知枢密院，忌之，密言卞备位承辖，京不以同开，但

进承 者。徽 宗 即 位，罢 为 端 明、龙 图 两 学 士，知 太

原，皇太后命帝留京毕史事”〔５〕可相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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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　卷五页６６：姚福进者，兕麟之祖 也，德 顺 军

人，以挽强名于秦陇间。

按：兕麟之 间 应 加 顿 号，作“姚 福 进 者，兕、麟

之祖也。”据《宋史》卷三百四十九《姚兕传》记载姚

兕、姚麟为兄弟，关中号“二姚”。

１．１１　卷六页６７：或谓真本，为好事者 易 去，此 特

唐经生书耳。

按：根据上下文义“真本”后不应标逗号。

１．１２　卷七页９７：按《汉 书》高 帝 十 三 年 四 月 甲 辰

崩于长乐宫，五月丙寅葬长陵。

按：陆游《家 世 旧 闻》卷 下 五 十 一 条 居 正 舅 氏

《汉高祖庙碑阴 记》载“高 帝 十 二 年 四 月 甲 辰 崩 于

长乐宫。”《前汉书》卷二，“十二年四月，高祖崩”因

此“高帝十三年”应为“高帝十二年”。

１．１３　卷九页１１２：有术士拆顺名曰：“是一百八日

有西川耳，安能久也。”如朝而败。

按：“如朝而 败”应 作“如 期 而 败”。据 四 库 全

书影印本、商校本改。

１．１４　卷九页１１８：种 明《东 蒙 新 居 诗》亦 云“登 遍

终南峰，东蒙最孤秀”

按：“种明”应为“种明逸”。四库全书本、津逮

秘书本亦作“种明逸”。《笔记》卷五亦载种明逸事

迹。种放字明逸，《宋史》四百五十七卷有传。

１．１５　卷九 页１３９：老 泉 布 衣 时，初 未 有 名。雅 安

守刘太简简夫独深知之，以书荐于韩魏公、欧阳文

忠公、张文定公，辞甚切至，文亦高雅，今蜀人多传

其本，而东坡、颍滨二公独无一语及太简者。

按：“刘 太 简”应 作“雷 太 简”。《宋 史》无 刘 太

简其人，只有雷简夫字太简，《宋史》卷二百七十八

有传。《邵氏 闻 见 后 录》卷 十 五 亦 载 此 事 云“眉 山

老苏先 生 里 居，未 为 世 所 知，时 雷 简 夫 太 简 为 雅

州，独知之，以书荐之韩忠献、张文定、欧阳修文忠

三公，皆 有 味 其 言 也。三 公 自 太 简 始 知 先 生。后

东坡，颍 滨 但 言 忠 献、文 定、文 忠 而 不 言 太 简，何

也？”〔６〕并引录 雷 简 夫 致 当 朝 权 臣 的 信《上 张 文 定

书》《上韩忠 献 书》《上 欧 阳 内 翰 书》。现 存 苏 洵 别

集中存有两人交往书信，如《嘉祐集》卷十三有《答

雷太简书》，表 达 不 愿 东 行 出 川 做 官 之 意，委 婉 拒

绝雷简夫的劝说。东莱标注《老泉先生文集》卷十

一有《与雷 太 简 纳 拜 书》，赵 德 麟《候 鲭 录》卷 一 有

苏洵所写《雷太简墓志铭》。

２　成书时间详考

中华书局 本《老 学 庵 笔 记》由 点 校 者 李 剑 雄、

刘德权撰写的前言认为“老学庵的命名，大约在淳

熙之末（１１９０年）陆游退居故乡山阴镜湖以后……

他的《老学 庵 笔 记》当 是 这 一 时 期 的 作 品，可 能 有

些条目写在 这 之 前，但 最 终 的 完 成 应 在 镜 湖 边 上

闭门读书之时，否则不会以‘老学庵’作书名，陆游

的幼子陆子遹说‘《老学庵笔记》先太史淳熙、绍熙

间所著也。’这话大抵是可靠的。”两位先生的分析

是恰当的，但未考查此书的具体写作时间。

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六载陆游幼子

陆子遹跋语云：“《老学庵笔记》，先太史淳熙、绍熙间

所著也”。〔７〕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续》载陆子遹

跋云：“淳熙间所著也。”〔８〕朱东润在《陆游研究》一书

中认为“《老学庵笔记》作于绍熙年间，即１１９０—１１９４
年。”〔９〕，但未详考其原因。纵观各类说法可归纳为

下列三个观点：（一）淳熙间所著；（二）绍熙间所著；
（三）淳熙绍熙间所著，无法判定。

今按，《笔 记》行 文 中 多 次 提 到“淳 熙 末”：“淳

熙末还朝，则 迎 驾 起 居，閤 门 亦 唱 喏，然 未 尝 出 声

也。”，〔１０〕“予淳熙 末 还 朝，则 朝 士 乃 以 小 纸 高 四 五

寸，阔尺余相 往 来，谓 之 手 简。”〔１１〕考 陆 游 生 平，淳

熙十三年陆 游 以 朝 请 大 夫 权 知 严 州 军 州 事，到 淳

熙十五年七 月 任 期 满 然 后 回 乡 待 诏，淳 熙 十 五 年

底再次 进 京，直 到 淳 熙 十 六 年 十 一 月 底 被 罢 官。
陆游在《笔记》中所提到的“淳熙末”应为淳熙十五

年底至淳 熙 十 六 年 十 一 月 之 间 的 事。由 此 知《笔

记》成书必在淳熙十五年底之后。又卷六有“今上

初登极，周 丞 相 草 仪 注，称‘新 皇 帝’，盖 创 为 文

也。”〔１２〕周丞相指周必大，《宋史》卷三九一《周必大

传》曰：“淳 熙 十 四 年 二 月，拜 右 丞 相……（淳 熙 十

六年）二月壬戌，又命预草诏，专以奉几筵，侍东朝

为意，拜左丞相许国公”。〔１３〕光宗执政期间，周必大

被何澹弹劾，“诏以观文殿大学士判潭州”，那么周

必大任左丞相期间应为淳熙十六年以后至绍熙被

弹劾之前。那 么“今 上 初 登 极”的“上”应 指 光 宗。

卷二“今重华宫，重华殿二额，亦用此故事，今上御

书。”〔１４〕据《宋史》三 十 五《孝 宗 本 纪》载，光 宗 继 位

之后将德寿宫、德寿殿改名为重华宫、重华殿，“今

上”亦 指 光 宗。光 宗 继 位 是 绍 熙 元 年 即１１９０年。
《笔记》成书时间应在光宗时期。

卷二“予在蜀，以淳熙戊戌春被召，临行，遣僧

则华往求签，得《遣兴》诗……顾迫贫从仕，又十有

二年，负神之 教 多 矣。”〔１５〕淳 熙 戊 戌 应 是 淳 熙 五 年

即１１７８年，“顾迫贫从仕，又十有二年”应为绍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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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即１１９０年。卷一曰：“予去国二十七年复来，自

周丞 相 子 充 一 人 外，皆 无 复 旧 人，虽 吏 胥 亦 无

矣。”〔１６〕卷四曰：“予 去 国 二 十 七 年 复 还，朝 仪 寖 有

不同，唯此声 尚 存。”〔１７〕陆 游 于 隆 兴 元 年 五 月 触 怒

孝宗被 斥，出 任 镇 江 府 通 判，结 束 了 在 临 安 的 生

活。直到淳熙 十 五 年 底 才 得 以 再 次 入 京 为 官，从

隆兴元年（１１６３年）经过二十七年应为１１９０年，也

即绍熙元 年。由 此 知，《笔 记》写 作 时 间 应 为 绍 熙

元年以后。
正如李剑雄、刘德权所说，《笔记》应是陆游退

居山阴在境湖边所作。陆游以《老学庵笔记》作为

书名必定是他把自己在镜湖边上的两间茅屋命名

为“老学庵”以 后。《剑 南 诗 稿》中 最 早 提 到“老 学

庵”的是《题 老 学 庵 壁》一 诗，钱 仲 联《剑 南 诗 稿 校

注》将其系于绍熙三年冬作于山阴。② 在此之后，又

有庆元年 间 作 的《老 学 庵》、《题 庵 壁》等 诗。陆 游

作为大 诗 人 对 自 己 的 书 斋 名 按 常 理 应 有 诗 歌 记

载，而在《题老学庵壁》一诗之前却从未提过“老学

庵”一词，那么老学庵的命名应为绍熙三年冬。在

《渭南文集》中 首 次 出 现“老 学 庵”之 名 见 于《跋 原

隶》一文，文 末 有“绍 熙 癸 丑 四 月 二 十 一 日 老 学 庵

书”，绍熙癸丑为公元１１９３年，即绍熙四年。陆游

为自己书斋命名之后在行文中常常提及，在《跋原

隶》一文之后，文集还收有多篇在老学庵书写的跋

文，分别 作 于 嘉 泰、开 禧、嘉 定 年 间。由 此 可 知，
《笔记》成 书 时 间 应 为 绍 熙 三 年 冬 以 后。翻 检 全

书，陆游从 未 提 及 光 宗 以 后 的 事，那 么 可 判 断《笔

记》一 书 应 作 于 绍 熙 三 年 冬 至 绍 熙 五 年 之 间，即

１１９２年冬至１１９４年。
以上是对中华书局本《老学庵笔记》所作的一

些补充考证，行文难免有不妥之处，还望方家批评

指正。

注释

〔１〕《全唐诗》卷六四三收此诗，“奴”作“僮”
〔２〕于北山《陆 游 年 谱》认 为“宋 宁 宗 庆 元 元 年 名 读 书 室 曰

老学庵，赋诗 记 之”把 老 学 庵 命 名 系 于 庆 元 元 年，于 先

生的依据是《老学庵》一 诗，此 诗 自 注“予 取 师 旷 老 而 学

如秉烛夜行之语名 庵”。该 诗 作 于 庆 元 元 年 冬，此 诗 自

注只说明命 名 的 含 义，可 以 是 命 名 时 的 说 明 也 可 以 是

后来的补述，并不能说明老学庵命名确为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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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藏书楼》（ＤＶＤ）专题片荣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２月２日揭晓的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评
奖中，浙江省 共 有１４种 出 版 物 获 奖。《浙 江 藏 书
楼》获优秀 出 版 物 音 像 奖。中 华 优 秀 出 版 物 奖 属
全国性文艺 评 奖，由 中 国 出 版 协 会 主 办，与“五 个
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并列为出版界三大国
家级奖。

《浙江藏书楼》（ＤＶＤ）由 浙 江 图 书 馆 拍 摄，浙
江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该专题片在文化部全国
文化信息资 源 建 设 管 理 中 心 立 项，在 省 文 化 厅 的
指导下，由 浙 江 图 书 馆 完 成 拍 摄。摄 制 组 同 志 克
服各种 困 难，足 迹 遍 及 杭 州、宁 波、湖 州、嘉 兴、绍

兴、海宁、海 盐、瑞 安、余 姚 等 九 个 地 市 县，历 时 两
年多精心制作完成。

《浙江藏书楼》（ＤＶＤ）专 题 片 分 十 三 集，以 翔
实的史料钩沉、生动的影像画面与语言，着重解读
浙江现存的十一座藏书楼。通过对众多藏书楼建
筑的拍摄，展 示 了 不 同 地 区、不 同 时 代、不 同 风 格
的中国古代建筑和园林风格。围绕藏书楼中发生
的爱书、收书、护书、修书的故事，让观众充分感受
中国传统文 化 的 魅 力，具 有 很 高 的 史 料 性 和 很 好
的观赏性。

（詹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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