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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宋刘祖尹《题石壁精舍》
诗异文的讨论＊

＊

□　王祝英　张涌泉

　　内容提要　宋代刘祖尹《题石壁精舍》一诗有四种不同的文本，文章逐条讨论其文字的出

入，认为该诗以康熙、嘉庆《义乌县志》所载文字最为准确顺畅；《宋诗纪事》所载颇多臆改；《全

宋诗》则是杂糅嘉庆《义乌县志》、《宋诗纪事》二本而成。
关键词　刘祖尹　题石壁精舍　异文

作者王祝英，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博士，四川辞书出版社编审、副总编辑；（成都　
６１００００）　张涌泉，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杭州　３１００２８）

一

《全宋诗》卷３５４３载刘祖尹《怡堂》诗一首，作
者小传云：“刘祖尹，字怡堂，理宗时义乌（今属浙

江）人。”全诗如下：

　　结庐投老瞯群峰，隐隐松杉曲径通。
剩种池边千纛竹，近营林下一巢风。
欹眠尽绝春来梦，趺坐闲看月堕空。
检点吾生诸事了，子孙更与护其终。①

诗末称出“清诸自穀嘉庆《义乌县志》卷二二”。查

清诸自穀主编嘉庆《义乌县志》卷二二艺文七言律

诗下载刘祖尹怡堂《题石壁精舍》诗云：

　　结庐投老瞯群峰，隐隐松杉曲径通。
剩种地边千纛竹，近营林下一巢风。
欲眠静绝春来梦，趺坐闲看月坠空。
检点吾生诸事了，子孙更与雘其终。②

二书所载诗题不一，文字亦颇有不同（比较加下划

线的文字，下同）。又清厉鹗编《宋诗纪事》卷六九

亦载刘祖尹（原注：祖尹字怡堂，义乌人）《题石壁

精舍》诗一首，录载如下：

　　结庐投老瞰群峰，隐隐松杉曲径通。
剩种池边千纛竹，近营林下一巢风。
攲眠尽绝春来梦，趺坐闲看月堕空。
检点吾生婚嫁了，子孙无事恼衰翁。③

诗末亦 称 出“《义 乌 县 志》”。厉 鹗 所 称“《义 乌 县

志》”未标明编纂年月，由《宋诗纪事》始刊于乾隆

十一年（１７４６）推断，其所据《义乌县志》必非嘉庆

志。查清康熙三十一年（１６９２）王廷曾主编《义 乌

县志》，其书卷二十艺文七言律诗下载刘祖尹怡堂

《题石壁精舍》诗云：

　　结庐投老瞯群峰，隐隐松杉曲径通。
剩种地边千纛竹，近营林下一巢风。
欲眠静绝春来梦，趺坐闲看月坠空。
捡点吾生诸事了，子孙更与雘其终。④

考义乌县志之修纂，始于北宋，历元明屡有续

修，然多湮没不存。今传最早者为明 万 历 二 十 四

年（１５９６）县 令 周 士 英 所 修⑤，稍 后 又 有 明 崇 祯 十

三年（１６４０）县 令 熊 人 霖 所 修⑥，然 该 二 志 卷 二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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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类皆未见此诗。这样看来，康熙《义乌县志》
所载大概就是刘祖尹《题石壁精舍》诗收载之始，
这也是此诗现存最早的传本了。《宋诗纪事》既称

所载《题石壁精舍》出《义乌县志》，其必出于康熙

志无疑。

二

上面我们迻录了宋刘祖尹《题石壁精舍》诗的

四种不同文本，其中康熙《义乌县志》和嘉庆《义乌

县志》仅末联有“捡点”与“检点”之异。俗书木旁

与手旁不分，故“检”字康熙《义乌县志》作“捡”，乃
俗书之变，可以不论。而康熙、嘉庆《义乌县志》与

《宋诗纪事》、《全宋 诗》所 载 文 字 则 颇 有 出 入。现

试逐条讨论如下：

１．关于诗题。《全宋诗》诗题作“怡 堂”，前 无

所出，当属编者抄误或排录之误（刘祖尹字怡 堂，
此当是误刘氏之字为诗题名），康熙、嘉庆《义乌县

志》及《宋诗纪事》均作《题石壁精舍》，应据正。

２．“瞯”与“瞰”。首 句 第 五 字《宋 诗 纪 事》作

“瞰”，而其他各本皆作“瞯”。“瞯”为斜视、上视之

意，而“瞰”为 俯 视，推 敲 诗 意，“瞯”应 比“瞰”好。
诗中所写曲径相通、松杉竹影掩映的石壁精舍（读

书之所），不可能建在山顶，所以不能俯视群峰，而
应该向上 看 群 峰 才 是。“瞯”字《集 韵》有 去 声 一

读，平仄也没有问题。作“瞰”应出于厉鹗之手，但
这一改动并不合适。

３．“地边”与“池边”。康熙、嘉庆《义乌县志》
第三句“剩种”后作“地边”，而《宋诗纪事》、《全宋

诗》作“池边”。竹种在“地边”还是“池边”均有可

能，而以后 者 为 常 见（如 宋 蔡 襄《瞻 礼 开 师 真 像》
诗：“好 在 池 边 竹，犹 存 虚 直 心。”⑦ 晁 补 之《诉 衷

情》：“浮 瓜 沉 李，追 凉 故 绕 池 边 竹。”⑧ 皆 其 例）。
也许《宋诗纪事》的编者厉鹗觉得“池边竹”为宋人

常语，故臆加更改；而《全宋诗》又暗袭《宋诗纪事》
所改。不过《宋诗纪 事》、《全 宋 诗》依 以 为 据 的 康

熙、嘉庆《义乌县志》原本皆作“地边”，既然原文作

“地边”，而“地边”义又可通，则恐怕还是忠实于原

文用“地边”为好。

４．“欲眠静绝”与“攲眠尽绝”。《宋 诗 纪 事》
“攲眠尽绝”，《全宋诗》作“欹眠尽绝”，“欹”即“攲”
的后起异体字，可以不论。问题在于《全宋诗》注

明诗出嘉庆《义乌县志》，而康熙、嘉庆志原文却作

“欲眠静绝”，显然，《全宋诗》引诗当系据《宋诗纪

事》篡改；而《宋诗纪事》作“攲眠尽绝”应系厉氏臆

改。诚然，从对偶方面说，“欹眠”与“趺坐”对得更

工整一些，意义也较“欲眠”为优。但原诗既作“欲

眠”，仍以尊重原文为好；更何况“静绝春来梦”的

意境较“尽绝春来梦”好，“静绝春来梦”突出静谧

的环境让人心如止水，春梦不生。

５．“月堕空”与“月坠空”。二 者 含 义 略 同，
“堕”“坠”均可指 落 下，但 二 字 形 音 皆 殊。宋 王 安

石《季春上旬苑中即事》：“树林隐翳灯含雾，河汉

欹斜月坠 空。”⑨ 即 用“月 坠 空”语。《宋 诗 纪 事》、
《全宋诗》作“月堕 空”，或 系 传 刻 之 误，当 据 康 熙、

嘉庆《义乌县志》校正。

６．“检点吾生诸事了，子孙更与雘其终”与“检
点吾生婚嫁了，子孙无事恼衰翁”。“雘”字《全 宋

诗》作“护”，“护”字前无所本，当为编者臆改或误

排（二字繁体形近），亦不必赘言。比较麻烦 的 是

此联《宋诗纪事》作“检点吾生婚嫁了，子孙无事恼

衰翁”，意思上也讲得通，是否别有 所 本 呢？考 元

黄溍有《次韵题刘氏石壁精舍》诗，云：

　　佳城杳杳隔千峰，精舍寥寥一径通。

夜静寒泉犹映月，秋深老树不惊风。

旧题尚喜苔碑在，高卧无令蕙帐空。

我已倦游今白发，有山如此愿长终。⑩

黄氏为元代义乌人，曾受业于宋末元初的名 儒 刘

应龟，距离刘祖尹生活的时代不过 百 年。他 博 览

群书，晚年退居田野七年，作有《义乌志》七卷，对

义乌的历史遗迹、名人掌故了如指 掌。此 诗 当 是

黄氏晚年游览乡贤刘祖尹的石壁精舍时所作，“旧

题尚喜苔碑在”，说明他当时见到了已有苔痕的诗

碑。既是次韵，韵脚应该与刘诗原作一致，即皆以

“峰”、“通”、“风”、“空”、“终”为韵，所以黄溍所见

刘祖尹 原 诗 的 尾 联 也 一 定 是 以“终”为 韵 脚 的。
“雘”是一种 彩 色 的 上 等 颜 料，古 人 或 用 以 漆 棺。
《书·梓材》：“若作梓材，既勤朴斲，惟其涂丹雘。”

可参。“雘其终”接上 句“诸 事 了”，意 指 平 生 心 愿

已了，有 子 孙 处 理 后 事。诗 意 前 后 相 承，含 蓄 顺

畅。所以康熙、嘉庆《义乌县志》所引当为刘 诗 原

文；《宋诗纪事》尾联韵脚作“翁”，未见所本，当出

于厉氏 擅 改，虽 暗 用 了 向 长 的 典 故瑏瑡，但 诗 意 浅

露，不如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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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综上所述，本诗现在能见到 的 最 早 版 本 为 康

熙《义乌县志》，嘉庆《义乌县志》系沿袭康熙《义乌

县志》所载，这两部志书所载文字大抵反映了刘祖

尹诗的原貌。《宋诗纪事》所载则颇多臆改，殊 失

其本旨。钱钟书先生早就指出，《宋诗纪事》“规模

很大，用处也不小，只是我们用它们的 时 候，心 里

得作几分保留”瑏瑢，“有些书籍它采用得没有彻底，
有些 书 籍 它 说 采 用 了 而 其 实 只 是 不 可 靠 的 转

引”瑏瑣。这首诗正是 厉 鹗 引 书“采 用 得 没 有 彻 底”
或“不可靠的转引”，不尽可据，由此亦验证了钱先

生的评价是何等正确！至于《全宋诗》所录，虽 标

明出自嘉庆《义乌县志》，但多处文字袭用《宋诗纪

事》，实系杂糅嘉庆《义乌县志》、《宋诗纪事》二本

而成，却又不予注明，这是一种不忠实 的 行 为，向

为古籍整理所大忌，加上又新添随意篡改文字 之

误，踵谬增讹，乖离原诗远矣。

注释：
①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６７册，北京

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２３８２页。
②嘉庆《义乌县志》卷二二，《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清

嘉庆七年（１８０２）刊本，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１９７０年版，
第５５４页。

③《宋诗纪事》卷六九，清乾隆十一年（１７４６）厉氏樊榭
山房刻本，第３页。

④康熙《义乌县志》卷二十，义乌市志编辑部２００６年
影印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第３５页。

⑤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部藏有该志残卷，义乌市志
编辑部２００５年据以影印。

⑥山东省安丘市博物馆有藏本，义乌市志编辑部
２００４年据以影印。

⑦《莆阳居士蔡公文集》卷三，见《中华再造善本》影印
宋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页。

⑧《晁氏琴趣外篇》卷一，见吴昌绶、陶湘辑《景刊宋金
元明本词》，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０９页。

⑨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二十，四部丛刊本，第
５页。

⑩《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五，四部丛刊本，第１９页。
瑏瑡《后汉书·逸民列传》记载：“向长字子平……建武

中，男女嫁娶既毕，敕断家事勿相关，当如我死也。于是遂
肆意，与同好北海禽庆俱游五岳名山，竟不知所终。”中华
书局１９６５年版，第２５７９页。后世常用向长（也称向平，
《高士传》作尚平）这一典故，如白居易《百日假满，少傅官
停，自喜言怀》诗：“长告今朝满十旬，从兹萧洒便终身。老
嫌手重抛牙笏，病喜头轻换角巾。疏傅不朝悬组绶，尚平
无累毕婚姻。人言世事何时了，我是人间事了人。”见《全
唐诗》卷四五八，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版，第５２１０页。

瑏瑢瑏瑣钱钟书：《宋诗选注》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２、２３页。

责任编辑　刘　洋

（上接第１１０页）是实在太难了。因为，具 有 寻 求

对象经历的人都明白，他一定总是先以某种方 式

知道他要 找 的 是 什 么，否 则 他 就 什 么 也 不 能 找。
也就是说，任何问题的提出实际上都是一种探求，
而被探求的对象事先就给探求提供指引。因为一

个问题总是从可给予的、或然的或可能的回应 诸

如此类的情况中提出的。因而，哲学家 的 原 像 实

在有些不堪。有个流行的笑话说：在晚上，有个人

丢了钥匙，他始终在路灯下寻找丢失的钥匙，总是

也没有找到，有个自认为聪明人问他为什么不 到

别的地方找一找，他说，这里唯一有亮光。那个路

灯就是哲学家脑子里的问题，丢钥匙的人就是 哲

学家，那把钥匙当然就是问题的答案。这 个 笑 话

虽然具有讽刺哲学家处境的意味，但是哲学家 为

什么在路灯下寻找钥匙本身却很有深意。它反映

了如果当 今 哲 学 问 题 实 质 上 要 超 越 传 统 哲 学 视

野，就需要有新的人类条件。反之，要是我们说的

实质上和传统说的完全一样，那就谈不上超越 传

统的想法了。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版，第２０３页。

②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

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０６页。

③参见克尔凯郭尔《哲学片段》，翁绍军译，商务印书

馆２０１２年版，第７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版，第２０３页。

⑤参见克尔凯郭尔《哲学片段》，翁绍军译，商务印书

馆２０１２年版，第５４页。

⑥参见孙周兴《存在与超越：海德格尔与西哲汉译问

题》，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１页。

责任编辑　俞伯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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