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2013 － 04 － 12
作者简介:张艮( 1977 － ) ，男，汉，安徽庐江人，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副教授，主要研究唐宋文学。
①《旧唐书·地理志》卷四十载“明州，开元二十六年，于越州鄮县置明州。天宝元年，改为余姚郡。乾元元年，复为

明州，取四明山为名。”越州于天宝元年亦改为会稽郡。本文为了叙述方便，避免产生混乱，下文涉及明州、越州地名之时，
统一称为明州和越州，不再根据当时之称谓，如余姚郡或会稽郡等。若论及山阴即指山阴县。今人桂心仪《“四明狂客”
里贯考信录》( 《宁波师范学院学报》1984 年第 3 期) 持越州说，而未及细辩永兴、山阴;陈耀东《贺知章籍贯里第的分歧和
争议》( 《宁波大学学报》2010 年第 3 期) 主永兴说; 金性尧《伸脚录》(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年) 中《贺知章与四明狂客》
一文，认为贺知章出生于鄞县，不过居鄞县时间很短暂，不久即回到会稽，欲调和越州四明之分歧。

②按，今《全宋文》卷四四三一亦收有此文，题为《隐德堂记》，误。据莫将原文即知堂名为逸老堂，则文自然名为《逸
老堂记》，又吴潜有《重建逸老堂碑记》文，亦可为证。考《宝庆四明志》未收莫将文，亦无逸老堂记载;《开庆四明续志》，有
“逸老堂”条，但未收莫将文，收了吴潜文;《延祐四明志》载逸老堂已改名为隐德堂，并收莫将文，《全宋文》即据此，实应题
《逸老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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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贺知章是初盛唐之交的一位重要诗人，诗作虽仅留存二十余首，但多脍炙人口。他的籍贯历来众说纷

纭，争论不已，或以为是永兴( 今萧山) ，或以为是明州( 今鄞县) ，或以为是山阴( 今绍兴) 。本文通过对文史材料铺

排考辨，认为其籍贯应是越州山阴，即今日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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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知章( 659 － 744) ，身处初盛唐之交的一位著

名诗人，上承初唐之余绪，下接盛唐之雄风，亲历诗

风的丕变; 其人交游广泛，上自帝王公卿，下及布

衣，既有乡谊，亦有同僚，与当时重要诗人张说、张

九龄、孟浩然、王湾、李白、杜甫、张旭等都交往颇

密，在当时诗坛亦颇有高誉。唐代文化多元，儒释

道并行，士人亦多崇佛敬道，贺知章与当时诸多高

僧或师或友，交游颇为密切。其人在诗史上的地位

由此可见一斑，不过其籍贯却一直颇多争论。《旧

唐书·文苑传》( 以下简称《旧》) 载其为“会稽永兴

人”; ［1］5033《新唐书·隐逸传》( 以下简称《新》) 称其

为“越州永兴人”; ［2］5606 又因贺知章晚年曾自号“四

明狂客”，因疾受道箓，辞官返乡又径回山阴，故历

来关于其籍贯之说法，概况有三: 明州( 今鄞县) 说，

越州永兴( 今萧山) 说和越州山阴( 今绍兴) 说① 本

文拟通过对各类史料进行仔细铺排考辨，辩驳明

州、永兴说之误，并证明贺知章籍贯应是越州山阴，

即今日绍兴。

一 明州说辨

1． 明州说之提出及流传

最早提出明州说的是宋人莫将，其在绍兴十四

年( 1144) 任明州太守时，根据李白《金陵与诸贤送

权十一序》文句“即四明逸老贺知章呼余为谪仙

人，盖实录耳”，［3］1362修建逸老堂，今《四明丛书》收

有莫将《逸老堂记》，他担任郡守期间，修建逸老堂，

并绘贺知章像置于堂上，进行祭祀。［4］②莫将也颇为

相信贺知章成仙之说，“得道者或未能忘其乡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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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季真不时还来此间耶!”不过，就是莫将自己也承

认，“四明之人，初不以季真为乡人”。［4］203

宋吴潜《履斋集》卷三载其为明州郡守时所作

之《重建逸老堂碑记》，碑记作于开庆元年( 1259 ) ，

从中可以看出，吴潜重建逸老堂主要是因袭莫将的

言论，并逐渐圆融之，其实他修建逸老堂有其功利

目的，就是为了教化是邦之人，“俾邦之人士景清风

而企芳躅，或少裨于夔教云尔。”［5］249 － 250

事实上，无论是莫将还是吴潜，他们修建或重

修逸老堂，都是想有益地方教化，而对于贺知章的

籍贯都不是十分在意。最能代表他们这种态度的

是史浩。《宋史》载他是“明州鄞县人”，［6］12065 曾因

反对张浚北伐而出知绍兴府，在越州时他作有《会

稽先贤祠传赞》，其中就有贺知章。又因是鄞人，所

以他又作有《四明十二先生赞》，其中也有贺知章。

览其所作之赞，或以知章为会稽人，或以为明州人，

其写作目的无非是想征引前贤而有利于地方之教

化，对其籍贯倒并不曾真正去关心。
《方舆胜览》卷七浙东路庆元府下“人物”条

亦载有“贺知章”，注云: “李白诗: ‘四明有狂客，风

流贺季真。’然知章越人，鄞本越之属邑。”［7］123 吴潜

与祝穆皆言知章本越人，为自圆其说，只能从鄞越

封属上闪烁其辞。但从此后代的方志开始就将贺

知章为鄞人这一说法慢慢坐实，并有诸多好事者造

出许多贺知章遗迹。考察从南宋胡榘《宝庆四明

志》到清代闻性道《康熙鄞县志》、徐时栋《光绪鄞县

志》中相关记载可以看出这种变化。① 宋人胡榘语

气尚不十分肯定，只是“世传以为”，［8］103 至清代闻

性道修志则已经言之凿凿地认为是鄞县先贤了，出

生之地亦已细之又细，连当年的读书楼、钓台、洗马

池等都出现了遗迹。［4］177 － 198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亦

不能免俗，认为贺知章生于甬上，亦为附会之说，难

以让人信服。［9］420 － 421明清鄞县诸志大多都是以讹传

讹，牵强附会。
2． “四明狂客”名称解析

由前文可知，莫将的明州说根据是来自李白称

呼贺知章的“四明逸老”，贺知章并未取号“四明逸

老”，李白所谓的“四明逸老”又当来自贺知章的别

号“四明狂客”。《旧》谓“知章晚年尤加纵诞，无复

规检，自号四明狂客”。［1］5034《新》载“知章晚节尤诞

放，遨 嬉 里 巷，自 号‘四 明 狂 客’及‘秘 书 外

监’。”［2］5607从莫将、吴潜到闻性道、全祖望及徐时栋

等人莫不由“四明狂客”之“四明”出发，认为此“四

明”即指明州，又根据鄞县多贺知章遗迹，由此认定

贺知章乃明州鄞县人。

考《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六，明州乃开元二十

六年分 越 州 之 鄮 县 而 置，因 境 内 有 四 明 山 而 得

名。［10］629两《唐书》记载贺知章之籍贯“越州永兴”

或《元和姓纂》记载之“会稽山阴”，与明州皆不相

邻。且贺知章于天宝三载归乡之时，明州已改为余

姚郡，越州改为会稽郡，二者区别明显，虽然作为中

都督府的越州仍督明州，但史传一般不会将籍贯明

州( 余姚郡) 者记为越州( 会稽郡) ，如婺州亦为越州

所督，骆宾王为婺州人，但史传却断不会载其为越

州人，《旧唐书·文苑传》载: “骆宾王，婺州义乌

人”。［1］5006由此可知，对于史传记知章籍贯为越州，

吴潜等人无法解释，只好拿鄞越封属作为托词，但

却难以自圆其说。

明州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四明狂客”一词

产生曲解或误解，所以很有必要对其作一细致辨

析。
“四明狂客”之“四明”应指四明山，而不是指代

明州。《方舆胜览》所引《福地记》云: “三十六洞

天，第九曰四明山。”［7］121 道教以四明山为第九洞天

福地。考《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六: “越州……管

县七: 会稽，山阴，诸暨，余姚，萧山，上虞，剡。……

余姚县，西至州一百四十里。……四明山，在县西

一百五十里。”［10］618 － 619《新唐书·地理志》卷四十一

亦有同样记载: “越州，县七: 会稽，山阴，诸暨，余

姚，剡，萧山，上虞。……余姚，……有风山，四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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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榘《宝庆四明志》卷八载: “今鄞县句章乡小溪之马湖，有洗马池故迹，世传以为贺监旧宅。相距三里曰贺家湾，其
地贺姓甚多而贫。……耆老谓贺监始居此，后乃徙剡川也。”见《续修四库全书》第 705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03
页。闻性道《康熙鄞县志》载: “贺知章，字季真，号石窗，生鄞之响岩山，今名高尚宅。响岩，县西南五十五里，……唐秘监贺知
章尝隐于此，旧有读书楼，后人称高尚宅，遵明皇赐诗‘岂不惜贤达，其如高尚心’之义也。”转引自《四明丛书》之《贺秘监遗
书》外纪卷一，第 177 页，第 198 页。徐时栋《光绪鄞县志》载: “贺秘监钓台在响岩高尚泽。……贺秘监读书楼在响岩。……
马湖，县南五十里，相传贺知章洗马池。”转引自《四明丛书》之《贺秘监遗书》外纪卷二，第 196 页，第 198 页。



山。”［2］1061由此可知，四明山绵亘数百里，其中亦有

部分在余姚县境内，或者说是在越州境内。贺知章

因为崇奉道教，受箓请为道士，故根据道教的四明

山取号，非常自然。《旧》云: “天宝三载，知章因病

恍惚，乃上疏请度为道士。”［1］5034 因病而请度道士，

并非突发奇想，而是因为他一贯信奉道教，所以才

会取亦有部分在越州境内的四明山之名为号，而并

非表明其籍贯是明州。因此，这里的“四明狂客”一

词虽是由山得号，但其实表达的是宗教的意义，即

崇奉道教。
“狂”，即《旧》所谓“知章晚年尤加纵诞，无复

规检”。［1］5034而“客”，《说文解字》: “客，寄也。”段

注:“自此讬彼曰客。”［11］341 人生如寄，人生在世间，

如过客一般，贺知章崇奉道教，有此想法，亦属自

然，故名“四明狂客”。“四明狂客”又可以理解为来

自道教洞天福地四明山的狂客，亦即自许为道教中

人，暂寓京城或人世，故言“客”。还可理解为四明

山虽有部分在越州余姚，但大部分在明州境内，己

之故乡 在 越 州 山 阴，故 相 对 而 言，乃 是 四 明 山 之

“客”。或还可理解为与其官职有关，其晚年任太子

宾客多年，或可指太子宾客之“客”，亦通。

贺知章辞世多年之后，他从前的学生唐肃宗乾

元元年的一封诏书也可印证其号四明狂客之来由。
《旧》载:“肃宗以侍读之旧，乾元元年十一月诏曰:

‘故越州千秋观道士贺知章，神清志逸，学富才雄。

挺会稽之美箭，蕴昆冈之良玉。故飞名仙省，待诏

龙 楼。愿 追 二 老 之 奇 踪，克 遂 四 明 之 狂 客。
……’”［1］5035既赞知章“挺会稽之美箭”，又明言“克

遂四明之客”，会稽即越州，乃其故乡，四明自然指

道家之四明山，知章为太子宾客多年，晚年又受道

箓，肃宗当知其号“四明狂客”之由，故诏书中有此

语，言贺之入道归越州，实乃得尝夙愿。

综上所述，“四明狂客”一号，表明的只是贺知

章对道教的信仰，而并非如莫将、吴潜等人所认为

的可以表明其籍贯明州的事实。

3． 时人赠诗分析

我们还可以根据知章归乡之时唐玄宗等人所

赠诗歌来证明贺知章回归的故乡乃是越州，而非明

州，这些诗歌在《全唐诗》和《会稽掇英总集》分别有

收。唐玄宗的诗序就很能说明问题，诗序曰: “天宝

三年，太子宾客贺知章，鉴止足之分，抗归老之疏，

解组辞荣，志期入道。朕以其年在迟暮，用循挂冠

之事，俾遂赤松之游。正月五日，将归会稽，遂饯东

路……乃赋诗赠行。”［12］31 明白指出归的是会稽，若

是“送贺监归四明”，①那么此“四明”亦仍与“四明

狂客”之“四明”一样，都是指道教之洞天福地四明

山，都是含有道教意味，序中“志期入道”、“赤松之

游”皆与贺知章受箓相关。

当日赠诗几乎全部都有和道教相关的词句，如

“遗荣期入道，辞老竟抽簪”，“寰中得秘要，方外散

幽襟”，［12］31“入道求真侣，辞恩访列仙”，“鹤驾吴

乡远，遥遥南斗边”，［12］1212“圣代全高尚，玄风阐道

微”，“仙记题金箓，朝章换羽衣”，［13］832“早年常好

道，晚岁更遗荣。授箓归三洞，还车谒四明”。［13］834

这些诗的内容都比较一致，大致为年高德劭，辞官

归乡，已入道箓，四明访仙，惜别之情等; 与道教有

关的意象比较多，如“鹤”、“丹 灶”、“仙 侣”、“羽

衣”、“金箓”、“黄冠”等等。其实这些也颇能说明

诗中的“四明”就是关乎道教而非明州。同时，诗中

还涉及到许多跟越州有关的山水，如“稽山”、“鉴

水”、“镜湖”、“山阴”等，都能证明贺知章归的是越

州而非明州。

退一步说，假如贺知章所归之地真是明州，则

赠诗中或题中应有归明州或归余姚郡一类意思，但

几十首赠诗中无一有此。②

综上分析可知，玄宗等人诗中之“四明”，与贺

知章别号之“四明”同，亦是从四明山及道教出发，

而并非言其籍贯在四明，而言及会稽则是从其故乡

这个角度出发的。所以当时送行者所言“四明”，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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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当日赠诗收入《全唐诗》的只有唐玄宗、李林甫及李白三人之诗，题目分别是《送贺知章归四明并序》、《送贺宾客归四
明应制》及《送贺监归四明应制》。唐玄宗等三人连同其他 36 人赠诗又皆收入宋孔延之编的《会稽掇英总集》( 其中姚鹄为晚
唐诗人，其诗当为拟作，《全唐诗》卷五五三有收，题为《送贺知章入道》，题下注云: 一本题上有拟字。) 题目都是《送贺秘监归
会稽应制》( 唐玄宗的诗题改为《送贺秘监归会稽诗并序》) 。这些赠诗题目言“送归会稽”，其实已能说明问题。当然也不排
除一种可能，即当初原题都是《送贺监归四明应制》，宋人在收入集子时有所改动。

桂心仪先生《“四明狂客”里贯考信录》指出，四明作为明州的称谓，至宋代才逐渐普遍，也可证明此处四明并非指代
明州，见《宁波师范学院学报》1984 年第 3 期。



非明州，而是指道教第九洞天四明山，且多含象征

意味，表明其道教信仰。因此，从时人赠诗中并不

能得出贺知章籍贯明州鄞县的证明，相反可以得到

其籍贯越州的佐证。

4． 毛奇龄、钱大昕之说

其实关于四明鄞县说一直就有反对意见。

清初毛奇龄在《萧山县志刊误》云: “夫四明本

山名，地在余姚，唐时以余姚县属之宁波，称余姚

郡，而因以余姚有四明山故称明州余姚郡，是明州

以余姚得名。贺监为唐人，果籍明州，则其称四明

者亦当在余姚，不当在宁波。况不籍明州而籍四

明，则世无此籍矣。”［4］218 毛奇龄于余姚县唐时隶属

宁波表述有误，余姚县在唐时一直隶属越州，他认

为贺知章籍贯萧山虽多牵强，但其反驳籍贯四明说

却颇有道理。

钱大昕在《乾隆鄞县志》中也表示了该有的审

慎态度，云:“案: 以知章为鄞人，自莫将始而历志因

之，正史所无，未敢深信，然四明多知章故迹，盖当

流寓于鄞也。”［14］402钱大昕是乾嘉之际著名学者，实

事求是，出言谨慎，认为贺知章是鄞人“正史所无，

未敢深信”，但又对“四明多知章故迹”难以解释，所

以推测其可能曾经流寓鄞县，故不列于“人物”而列

于“寓贤”。其实，四明多知章故迹，大抵是因为知

章自号四明狂客，鄞人自宋莫将之后遂以知章为鄞

之先贤，牵强附会，以讹传讹，所以后世不知弄出多

少知章故迹。

5． 小 结

上文主要介绍了“明州鄞县说”之流传及其根

据，并针对其对“四明狂客”进行有意的曲解或无意

的误解而对此词作了细致的辨析，又从时人赠诗中

获得证明，“四明”应指四明山，且实指意义淡化，更

多宗教象征意味。而以“鄞故越封部”含糊其辞的

说法来证明贺知章籍贯明州，无论是在正史还是在

时人赠诗中都得不到明确的支持。因此，可初步认

为贺知章的籍贯应是越州，而非明州。具体是越州

何地，永兴抑或山阴，下文将再作考辨，同时，这些

论据皆可继续证明明州说之非。

二 永兴说辨

《旧》载“贺知章，会稽永兴人”，［1］5033《新》未加

辨析，承袭其说，作“越州永兴人”。［2］5606 考《旧》之

材料与唐人窦蒙《＜ 述书赋 ＞ 注》中注释贺知章的

材料十分相似，一些词句完全相同，为便于分析，录

之如下:

贺知章，字维摩，会稽永兴人，太子洗

马德仁之孙，少以文词知名，工草、隶书，

进士及第，历官太常少卿、礼部侍郎、集贤

学士、太子右庶子、兼皇太子侍读、简较工

部侍郎，迁秘书监、太子宾客、庆王侍读。

知章性放善谑，晚年尤纵，无复规检。年

八十六，自号“四明狂客”。每兴酣命笔，

好书大 字，或 三 百 言，或 五 百 言，诗 笔 唯

命，问有几纸，报十纸，纸尽，语亦尽; 二十

纸，三十纸，纸尽，语亦尽。忽有好处，与

造化相争，非人工所到也。

天宝二年，以老年上表，请入道，归乡

里，特诏许之。重令入阁，诸皇以下拜辞，

上亲制诗序，令所司供帐、百寮饯送，赐诗

叙别。知章表谢，手诏答曰: “卿 儒 才 旧

业，德著老成。方欲乞言以光东序，而乃

高蹈世表，归心妙门。虽雅意难违，良深

耿叹。眷言离祖，是用赠诗。宜保松乔，

慎行李也。儿子等常明执经，故令亲别。

尊师之义，何以谢焉?”仍拜其子典设郎曾

子为朝散大夫、本郡司马，以伸侍养。知

章以羸老，乘舆而往，到会稽，无几老终。

元年冬十一月诏曰:“故越州千秋观

道士贺知章，神清志逸，学富才雄。挺会

稽之美箭，蕴昆冈之良玉。故飞名仙省，

待诏龙楼。愿追二老之奇踪，克遂四明之

狂客。允协初志，脱落朝衣。驾青牛而不

还，狎白鸥而长往。舟壑靡息，人琴两忘。

推旧之怀，有深追悼。宜加缛礼，式展哀

荣。可赠兵部尚书者也。”［15］192

引文材料基本都在《旧》中出现，只是有些地方

详略有别，从有些词句使用上尚可以看出二者之间

承续的关系，如“少以文词知名”完全相同，如“太子

洗马德仁之孙”，《旧》为“太子洗马德仁之族孙”，

“知章性放善谑，晚年尤纵，无复规检”，《旧》为“知

章性放旷，善谈笑……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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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时，《旧》在有些方面更显精审，如“天宝二

年”，《旧》订 为“天 宝 三 载”，“可 赠 兵 部 尚 书 者

也”，《旧》改为“可赠礼部尚书”。［1］5034

因此，认为《＜ 述书赋 ＞ 注》可能是《旧》史料来

源之一，或者可能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当可

成立。窦蒙《＜ 述书赋 ＞ 注》注于大历四年( 769) 七

月，距离贺知章时代相去未远，材料似可相信，但对

照贺知章好友卢象诗歌及序，再根据其他材料细加

考辨，可以发现无论是《＜ 述书赋 ＞ 注》还是《旧》的

记载都是有问题的。

卢象与贺知章相交甚深，他的《送贺秘监归会

稽歌并序》较详细，可补正史之疏，故录之如下:

先生紫阳真人，□耳河目，神气有异，

年八十六，而道心益固，时人方之赤松子。

去年寝疾累日，冥然如梦。长男曾子求于

神鬼，长请于天，窥司命之籍，与鬼物相竞

而角触焉，而告真人，乃泠然而归。于是

表请辞官，乞以父子入道，俱还故乡，仍以

山阴旧宅为观焉。皇帝嘉尚其事，寻而见

许，择日度公与男田，时公卿大夫观者如

堵，皆曰贤才也。正月五日，上令周公邵

公洎百寮饯别，青门之内，玄鹤摩于紫霄，

吹笙击鼓，尽是仙乐，闻者莫不增叹，轻轩

冕焉。余与真人相知，不以年，不以位，俱

承太公之后，见赏王粲之词，悠悠此别，不

觉流涕，辄赠古歌辞一首，庶为真人传用

之耳。
……山阴旧宅作仙坛，湖上闲田种芝

草。镜湖之水含杳冥，会稽仙洞多精灵

……①［16］35 － 36

卢象的序文与诗歌内容很丰富，且其中细节可

以和史传对照阅读。《旧》云:“天宝三载，知章因病

恍惚，乃上疏请度为道士，求还乡里，仍舍本乡宅为

观。上许之。”［1］5034《新》云: “天宝初，病，梦游帝

居，数日寤，乃请为道士，还乡里，诏许之，以宅为千

秋观而居。”［2］5607

对照卢象的诗歌及序文，我们可以知道《旧》

《新》所谓的“还乡里”就是回到越州山阴，“本乡

宅”就是卢象诗序中的“山阴旧宅”，并得到皇帝的

诏许舍之为道观。这证明了两《唐书》都认为贺知

章辞官回到的是越州山阴———就是他的“乡里”“本

乡”，而却称其“籍贯永兴”，这就显示两《唐书》本

传在记载贺知章籍贯时本身就存在着矛盾与混乱。

笔者认为《两唐书》及《＜ 述书赋 ＞ 注》所载贺

知章籍贯永兴有误，其籍贯应是山阴。下面试着再

从各个方面进行补充论证。

1． 《元和姓纂》的记载

《旧》:“贺知章，会稽永兴人，太子洗马德仁之

族孙也。”［1］5034《＜ 述书赋 ＞ 注》载贺知章为“太子

洗马德仁之孙也”。［15］192 贺德仁，两《唐书》有传，皆

曰“越州山阴人”。查《元和姓纂》: “贺，姜姓……

汉末 徙 会 稽 山 阴……避 汉 安 帝 父 讳，始 改 贺 氏。

……唐太子中( 书) 舍人德仁，德仁侄孙彭州刺史

默，德仁侄曾孙太子宾客贺知章，生曾。”②［17］1313 我

们可以发现两《唐书》记载贺知章族曾祖为山阴人，

同时《元和姓纂》也记贺知章籍贯为山阴，而这也都

和贺知章晚年归乡之地完全相符。

2． 贺知章诗歌内证

我们考察一下贺知章的诗歌，其《回乡偶书》

( 其一) 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

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12］1147 对照前文

所引卢象诗序及两《唐书》本传可知，此处的“家”在

山阴。贺知章年轻时即已离开山阴，但归来时乡音

依旧不改。其二云“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

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12］1147

年少离乡，垂老归来，当年人事已大半消磨，只有门

前镜湖之水似乎无甚变化，绿波依旧。两首诗所指

故乡皆为山阴。

他的《采莲曲》“稽山云雾郁嵯峨，镜水无风也

自波”，［12］1147“稽山”“镜水”也是描绘故乡的佳山

水，他在京城时作的《答朝士》于镜湖之后而言“乡

12

①

②

此据道光元年的山阴杜氏浣花宗塾藏版《会稽掇英总集》。陈尚君先生《全唐诗补编》之《全唐诗续拾》卷十四亦补收
此诗，题为《紫阳真人歌并序》，考四库本此诗名《歌并序》，又据《续拾》卷十二韩宗诗下注，陈先生所据版本似是四库本，故诗
题可依道光本。《补编》本“田田列侍浮丘伯”亦应为“田男列侍浮丘伯”。

《旧·贺德仁传》“贞观初，德仁转赵王友。无几，卒，年七十余。”德仁卒于贞观初，年七十余，年长贺知章一百余岁，
殆非其祖，故《＜述书赋 ＞注》及《旧》所载有误，当以为其族曾祖之说为宜。



曲”，［12］1147“乡曲”自然是指山阴。这几首都是写故

乡，写的都是山阴的山山水水，而与永兴、明州无丝

毫之联系，都充分表明贺知章本人认为他回到的越

州山阴就是他的故乡。
3． 储光羲、李白等时人诗歌

据今人考证，贺知章乃储光羲舅氏，储光羲的

《献八舅东归》即知章归乡时赠别所作。“八舅，谓

贺知章，行八。……‘龙楼’谓贺为太子宾客，‘寝

疾’二句谓其‘病恍惚’事。‘天书加羽服，又许归

东川’，指其为道士还乡。《新书贺知章传》: ‘以宅

为千秋观而居。又求周宫湖数顷为放生池，有诏赐

镜湖剡川一曲。’诗中‘东川’非指蜀地，乃谓东南之

剡川，故下云镜水，禹山。‘素业作仙居’指‘以宅为

千秋观’事。”［18］120“素业”，即先世所遗之业，映证

了卢象所说的贺知章的山阴旧宅。储光羲的诗也

有力地证明了贺知章的籍贯。

李白《送贺监归四明应制诗》据陶敏先生考证

当为伪作，［19］ 不过其集中尚有《送贺宾客归越》:

“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山阴道士如

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3］1010 又有《对酒忆贺监二

首》、［3］1364《重忆》［3］1365等诗。贺知章对李白有知遇

之恩，二人结为忘年之交，李白当对贺知章籍贯熟

悉，这些诗中的“镜湖”、“山阴”、“稽山”皆是贺知

章回到的应是山阴以及其籍贯应为山阴的证明。

前文已经分析过的唐玄宗等人的赠别之诗，其

中不少涉及到跟山阴有关的山水，如“稽山”、“鉴

水”、“镜湖”、“山阴”等，也都是证明。
4． 关于贺曾子之任会稽郡司马

《旧》、《元和姓纂》( 见前引) 皆谓其子名曾，

《新》谓其子名僧子，皆讹误。贺知章长子名应是贺

曾子。卢象《送贺秘监归会稽歌并序》有“长男曾子

求于鬼神”及“曾子荣过朱买臣”句，［16］35 － 36 称其长

男为曾子。《述书赋注》:“知章表谢，手诏答曰:‘卿

儒才旧业，德著老成。……尊师之义，何以谢焉?

仍拜其子典设郎曾子为朝散大夫本郡司马，以伸侍

养。’”［15］192亦称为曾子。唐玄宗擢曾子为会稽郡司

马，以便其奉养老父，玄宗对贺知章确实恩宠有加。

但如若贺知章所归之地乃是永兴，而曾子在会稽为

官，两地相隔，有百里之遥，①实在是难以侍养，如若

这样也实在不能看出玄宗对知章的恩宠。因此，从

情理上推测贺知章回到的也应是山阴，山阴与会稽

是分城而治，故不存在侍养难题。

三 结论

今人考证中，桂心仪先生持越州说，始辨四明

之非，但惜未能辨永兴说之误; ［20］陈耀东先生力主

永兴说，［21］但其文材料搜罗未广，看似雄辩，实已偏

颇; 金性尧先生收在《伸脚录》中的学术随笔《贺知

章与四明狂客》一文，由于未能对四明狂客之“四

明”作出正确的理解，认为贺知章出生于鄞县，但他

出生后居鄞县时间很短暂，不就即回到会稽，［22］结

论也不正确。

综上考辨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贺知章籍

贯应是越州( 会稽郡) 之山阴，即今天的浙江绍兴。

其号四明狂客，只是因为他崇奉道教，故以越州余

姚境西的道家第九洞天的四明山为号，而并非是其

籍贯为明州。根据考辨可知，《旧唐书》系贺知章籍

贯为永兴，《新唐书》亦未加辨析，直接采用，实属讹

误。而后世或争之为明州或争之为永兴，则是中国

地方上一贯有之作风，历史名人，如果籍贯不详，各

地之人往往皆凭片面之词引之为乡贤，以增荣光。

故鄞县、萧山两地方志载贺知章为其地先贤皆属牵

强附会，不可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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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xtual Study of the Native Place of He Zhizhang

ZHANG Gen
( Research Institute for Chinese Folk Culture，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4，China )

Abstract: He Zhizhang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poet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ang Dynasty． His poems，only
20-odd in number，all enjoy great popularity，but there has always been disagreement on his native place． Based
on the study of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data，this paper opines that He Zhizhang’s native place is in Shanyin of Yu-
ezhou，i． e． the present-day Shaoxing．

Key words: He Zhizhang; the native place; Shanyin; Shaoxing; Siming Kuangke; Tao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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