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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清人诗集叙录 》是迄今为止介绍清人诗集最为宏富的一部学术著作
,

但也存在着不少疏漏
。

本文以读

书札记的形式
,

对其中八家诗人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考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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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诗集叙录 》为当代著名学者袁行云先生所著
,

专门著录清人诗集版本情况
。

袁先生曾以

三十余年之时间与精力
,

遍历北京地区北京图书馆
、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

北京大学图书馆
、

首都

图书馆以及其他若干地方图书馆
,

前后 阅读清人诗集四千余种
,

日积月累
,

而陆续写成此书
,

凡三

巨册八十卷
,

文化艺术出版社 年 月首次出版
。

今此书有关版本信息
,

已全部录人
“

全清诗集

信息管理系统
” 。

经计算机初步统计
,

共著录清代诗人 家
,

较此前邓之诚先生 清诗纪事初编

六百余家多 出三倍以上 所列诗集 种
,

其中有卷数者 种
,

卷
,

另 种不分卷或无卷

数
。

据袁先生估计
,

行世清人诗集约有七千种
。

倘此数字基本可信
,

则此书著录已得其半数左右
,

并且不包括许多重复与交叉之版本
。

如折合 全清诗
,

平均 以三十卷为一册 计算方法参考 已出

全明诗
,

每册约五十万字
,

另原集不分卷者姑且均按一卷计
,

此批诗集即可编至八百册左右
,

并

且原集均为袁先生所经见
,

必定存在无疑
,

可以按图索骥
。

唯此书若干条 目写作时间较早
,

尤其是

出版之际袁先生 已经逝世
,

因此无法再一一核对
,

难免留下个别疏漏
。

倘能将此书全部校对完善
,

再以此为基准补充著录其他未收清人诗集
,

则全清诗集可以一览无余
,

其学术价值将更加不可估

量
。

笔者在学习工作过程中
,

拟陆续将所得写成读书札记
。

本篇所收
,

关涉清代诗人凡八家
。

兹依

原书所列先后次序
,

厘为一束
。

一 朱书 原第 家
,

第 卷
,

第 册第 页
, 一

本条著录朱书 朱杜溪先生诗集 卷
,

题下标注称
“

道光十一年刻本
” 。

关于朱书籍贯
,

本条叙录称
“

江苏宿松人
” 。

按宿松位于安徽省西南角
,

旧为安庆府属县
,

断无

【收稿日期 」朔
一 以 一

【作者简介 」朱则杰 一 ,

男
,

浙江永嘉人
,

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
,

文学博士
,

主要从事清代诗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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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江苏省之理
。

疑清朝初年安徽与江苏合称江南省
,

至康熙六年丁未 始一分为二
,

作者盖 由

原称江南
,

换改不慎而致误
。

又
,

关于朱书生年
,

本条叙录称其康熙
“ 四十六年

,

卒于京师
,

年五十一 ”。

据此推算
,

则

其生年当在顺治十四年丁酉
。

但据今本 朱书集 版本详下 卷八 亡妻沈长君事略 有关 自

述
,

其生年实为顺治十一年
“
甲午

” ,

享年 岁
。

此事《朱书集 附录今人蔡心寰先生所撰 朱

书年谱 》最末已有考订
,

可以参看 其中引 亡妻沈长君事略 》误为《先考仲藻府君事略
,

则当改
。

又
,

关于朱书诗文集
,

今人蔡昌荣
、

石钟扬两先生曾共同校点整理为《朱书集 》
,

收人《安徽古籍

丛书
,

黄山书社 年 月第 版
。

该本 前言
,

述朱书诗文集版本源流甚悉
。

据其中有关介绍
,

则本条叙录题下所注
“

道光十一年 刻本
” ,

似当改为
“

道光三十年 刻本
”

道光十一年已

编朱刻
,

道光三十年重编新刻
。

又叙录正文称道光本有
“

宋潜虚原序
” ,

下文又称
“
唯光绪本有康熙

三十九年 戴名世原序
,

为道光本所无
” ,

而其实
“

宋潜虚
”

即戴名世
,

盖戴名世 南山集 案发生

后
,

后人每以
“

宋潜虚
”

为其托名
。

此事 朱书集 有关附录可以参证
,

而清末戴名世乡人萧穆 敬孚

类稿 卷丫 戴优庵先生事略 述之最详
“

先生姓戴氏
,

讳名世 ⋯ ⋯又 自号优庵
。

身后乡先辈及四

方学者皆称之日宋潜虚先生
,

以宋为戴族所 自出也
。 ”

又
,

本条叙录正文征引朱书诗
,

有关标题《黄河塞 》
、

小孤山
,

据原集应分别改为 塞黄河 》
、

《登

小孤山 》
。

另
“

方苞为撰 墓志 》
”
云云

, “

墓志
”

当作
“

墓表
” 。

二 边寿民 原第 家
,

第 卷
,

第 册第 页
, 一

本条著录边寿民 苇间老人题画集 卷
,

题下标注称
“

楚江丛书 本
” 。

关于边寿民生卒年
,

今人丁志安等先生所撰 边寿民年谱 》〔‘
,

曾据有关资料大致推论为康熙二

十三年甲子 至乾隆十七年壬 申
。

本条叙录详引边寿民挚友王蔑舆二诗
,

考证其生卒

年均比年谱迟 年
,

并且比年谱似更为可信
,

故此特为拈出
,

至少亦可备一说
。

关于 苇间老人题画集 版本
,

本条叙录正文称原
“
有旧抄本

,

近代冒广生据以刊人《楚江丛书
”

云云
,

此说似未确
。

按此集今人胡蔚先生曾以冒刻本为底本进行校点整理
,

收人 扬州八怪诗文集

第一集 江苏美术出版社 年 月第 版
,

下同
。

冒本末尾附有邱裕生原跋
,

叙述此集成书过

程甚悉
,

末云 “
刻成

,

赘语以识颠末
。

光绪己亥十月
,

后学邱裕生
。 ”

据此可知
,

此集在 冒本之前
,

已

有光绪二十五年己亥 邱裕生刻本
,

冒本乃据邱刻本重刊
。

上及今本 苇间老人题画集 既以

冒本为底本
,

又同时以邱刻本为校本
,

亦可证
。

又
,

冒本所在丛书刻于 民国 年
,

名 曰 楚州

丛书 》
,

本条叙录标注所称 ,’楚江丛书 》
” , “ 江

”

字疑为印刷错误
。

此外
,

关于他人题边寿民有关《苇间书屋图 》
、

丧墨图 》之作
,

除本条叙录所列诸家以外
,

为数尚

多 边寿民本人散佚诗歌
,

同样多有可辑
。

前举《边寿民年谱 》于此二项搜罗颇为集中
,

可 以参看
。

又 扬州八怪诗文集 卞孝营
、

陈传席两先生合撰 前言
,

末尾曾提到还将搜集编纂 扬州八怪集外

诗文 》
, “

陆续出版
” ,

想届时边寿民等人佚作当能成批面世
。

三 汪士慎 原第 家
,

第 卷
,

第 册第 页 一

本条著录汪士慎 巢林集 卷
,

题下标注称
“

道光十三年重刻本
” 。

关于 巢林集 版本
,

本条叙录正文称
“
马氏玲珑山馆 ⋯⋯原刻为手书上版

,

今已不可多得
,

此道

光间金世禄摹刻
” 。

按该集今人陈传席先生曾予以校点整理
,

收人 扬州八怪诗文集 第一集
,

集末

附有道光十三年癸 巳 金世禄
、

金楷叔侄二跋
。

金楷跋末云
“

今楷于坊间购得先生手书诗版
,

计历百年未损一字
。

于淖
,

楷与先生殆有前生文字缘耶
。

谨就所闻而识之如此
,

并属坊友印订行

世
,

以扩海内博雅君子采风之一助焉
。 ”

金世禄跋亦云
“

其堑板
,

旧为玲珑山馆马 氏藏本
。

予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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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初游广陵
,

曾于安定讲院吴谷人夫子几席间得读是集 ⋯⋯深惜是集之不可多得
。

今越册年之

久
,

于吾侄竹慧 金楷别号 处
,

得睹斯板
,

完好如初
,

心疑翻刻
。

巫询颠末
,

始知从坊间得来者
。

玉

鱼金碗
,

仍在人间
。

如吾侄竹巷者
,

可谓善阐幽光者矣
。

属予为记
,

即拟列人印订成书
,

以公同好
。 ”

据此推测
,

此道光本似为金氏叔侄直接以原板重印者
,

叙录题下标注所称
“
重刻本

”

当改为
“

重印本
”

较妥
。

扬州八怪诗文集 本有关说明
,

亦为此意
。

又
,

本条叙录正文末云
“

此集卷首有陈章题词云
‘

涉冶群籍
,

意行 自重
。

不屑世好
,

深情孤诣
。

好梅而人清
,

嗜茶而诗苦
。

惟清与苦
,

实渍肺腑
。

故朴不外饰
,

俭不苟取
。

音用其明
,

暗然环堵
。

优

哉游哉
,

庶其近古软
。 ’

可想见其为人
。 ”

按此处所引陈章题词
,

其中
“

涉冶群籍
,

意行 自重
。

不屑世

好
,

深情孤诣
”
四句

,

实为此集卷首陈撰序中语
,

其前后有关文字如下
“

吾友巢林先生亮体达心
,

涉

冶群籍 意行 自重
,

不屑世好 衡门两版
,

育如空山 三 四素心
,

时相过从 焚香渝茗之余
,

他无所事
,

故其诗亭亭落落
,

迥然尘塔之外
,

深情孤诣
,

吐弃一切
。 ”

同时
,

陈章题词 自
“

好梅而人清
,

嗜茶而诗

苦
”
以下凡五韵

,

韵脚相同 均出上声
“

虞
”

部
,

而陈撰序文
“

涉冶群籍
,

意行 自重
”
云云与之并不同

韵
,

由此亦可推想其必属阑人无疑
。

四 金农 原第 家
,

第 卷
,

第 册第 页
, 一

本条著录金农 冬心先生诗 》卷
、

续集 卷
、

拾遗 卷
、

三体诗 卷
,

题下标注合称
“

同治

七年钱塘丁 氏刻本
” 。

关于金农生卒年
,

本条叙录称其
“

卒于乾隆二十九年
,

年七十八
” ,

此说不可靠
。

按金农

生于康熙二十六年丁卯三月二十二 日 年 月 日 金农的逝世时间则有多种说法
,

而以其诗

弟子之一罗聘所说乾隆二十八年 “ 癸未秋
”

最为可信
,

享年 岁
。

今人张郁明先生 金农年

谱 》考证甚悉
,

可参看
。

又
,

关于金农诗集
,

最早所刻者有 景申集 一种
。

厉鹦 樊榭山房文集 卷三载 景申集序
,

略

云
“

岁丙申
,

寿门病店江上
,

余过问之
。

寒热互战
,

肤悴且消
,

而方书药碗间杂厕笔砚
,

禁掉不已
,

苦

讴愈益甚
。

索视之
,

则怀人绝句也
。

⋯⋯长兴鲍明府西冈
,

积学爱人
,

今之元鲁县
、

孟武昌也
,

见而

喜之
,

谓可裨益交道
,

其辞又最清拔古奥
,

不名一格
,

乃侵而传之
。 ”

附按
,

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

月第 版《樊榭山房集 》附录五中
,

朱文藻撰
、

缪荃孙重订《厉樊榭先生年谱 》
“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
”

条
,

称此序为《丙申集序 》
,

盖以正文牵连而致误 据此可知
,

金农 寿门其字 《景申集 》所收内容为
“

怀人绝句
”

组诗
,

作于康熙五十五年丙申
,

当时曾由长兴知县鲍钞 西冈其字 出资刊刻
。

后

金农在其 冬心先生续集 自序中
,

也曾提到康熙六十年
“

辛丑 首春浪游扬州
,

谢秀才前羲

⋯ ⋯见予 景申集 雕本
”

云云
。

又近人杨钟羲《雪桥诗话 卷五录有诸锦 字襄七 书 景申集 尾绝

句二首
“

周密著书癸辛巷
,

许浑题诗丁卯桥
。

洛诵冬心景申集
,

新声如此正寥寥
。 ”“

软来絮似苹婆

果
,

蒸后拌中哀仲梨
。

可惜都无姜桂性
,

须君生手一提携
。 ”

并称此二绝
“

皆作于康熙 五十九年 庚

子 以前
” 。

凡此都可 以印证
,

景 申集 刻本确曾在康熙末年行世
,

并且世人评价还相当高
。

然而
,

此后《景申集 却不见其流传
,

所见几种重要书目都未曾著录
,

甚至近年所出 金农诗文集 即

《扬州八怪诗文集 》第三集
,

江苏美术出版社 年 月第 版 也没有交代 只有上海古籍出版

社 清人别集丛刊 本金农 冬心先生集 的
“

出版说明
”

曾经提到过一句
,

但也明显是据前引厉鹦序

推断的
。

至于其内容
,

则 冬心先生集 》以及后人所辑 冬心集拾遗 分别都收有 怀人绝句 组诗
,

两

者合校
,

当能得其大概
。

今本条叙录在叙述金农各诗歌小集版本源流时
,

也没有介绍《景 申集 》
,

故

此补充如上
。

又
,

关于本条所录金农各诗歌小集版本
,

题下标注统称为
“

同治七年钱塘丁 氏刻本
” ,

此不确
。

按“
钱塘丁氏刻本

”

指丁丙当归草堂所刻 西怜五布衣遗著 》丛书本
,

其中金农各诗文小集系同治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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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戊辰 至光绪九年癸未 间陆续刊刻 即本条叙录所列四种
,

除正集确实刻于
“

同治七

年
”

戊辰以外
,

另三种分别为光绪九年癸未
、

六年庚辰
、

同治十三年 甲戌 所刻
,

因此题

下标注以及叙录正文最好应有区别
。

又
,

本条叙录正文引金农七绝二首
“

出门往往逢拥车
” 、“

隐居名不挂朝端
”

云云
,

原属《冬心先生

续集
·

论画绝句二十四首 之十五
、

十六 前一首又见 冬心先生杂画题记
,

而并非单列一题
,

因此

,’七绝二首
”
不宜施以书名号

。

又
,

本条叙录也有不少刊误
。

其中关系较大者
,

一是标题
“

《冬心先生诗 四卷
” , “

诗
”

字应 当改

作
“

集
” ,

以与原书本身以及叙录卷首 目录相符合 二是正文开头金农
“

字寿民
” , “

民
”

字应 当改作
“

门
” 。

此外
,

关于金农诗歌
,

除本条叙录所列各有关小集之外
,

其各种论画 题记 中还散见不少 部分

重见或有异文
,

可以钩稽 其他集外佚诗
,

也例有可辑
。

五 罗聘 原第 家
,

第 卷
,

第 册第 页
, 一

本条著录罗聘《香叶草堂诗集 》不分卷
,

为嘉庆间刻本
。

关于罗聘诗集
,

通常称《香叶草堂诗存 》
。

今人刘永明先生 曾校点整理《罗聘诗文集 》
,

与《金农

诗文集 一起收人 扬州八怪诗文集 》第三集
。

其中所收 香叶草堂诗存 》
,

其底本实即本条叙录所

说
“

嘉庆刻本
” ,

有
“

道光十 四 年 金楷跋
”

原板重印
。

但仔细 比勘
,

两者之间却出人极大
。

例如叙录称此集
“

仅存 扬州市人歌为朱二亭 作 」⋯⋯及 自题 ⋯ ⋯ 为万梅年 皋 刺史写顶礼大士

图 》而已
” ,

通计才得 题
,

而《罗聘诗文集 》本却有 题之多 叙录引林昌彝《论诗一百又五首 内

论罗聘诗
“

说鬼谈诗妙境开
”

自注
“

工画鬼
,

诗非其至
。

⋯ ⋯其说鬼诗尚有别趣
” ,

称其
“

所云说鬼

诗
,

亦未之见也
” ,

而《罗聘诗文集 本则又赫然在焉
,

题作《秋夜集黄瘦石斋中说鬼
。

由此观之
,

叙

录作者所见《香叶草堂诗集
,

很可能只是嘉庆刻本的一个残卷
。

此外
,

罗聘诗文集 所收诗集
,

还有一个 白下集 》
。

其所据底本据序跋介绍
,

系罗聘手稿本
,

现

藏上海黄裳先生所
。

其中作品
,

部分与 香叶草堂诗存 》重复
,

而文字则颇多出人
,

可资校勘
。

同时
,

据此 白下集 》与叙录所及 游岱集 王艇 湖海诗传 卷三九 蒲褐山房诗话
、

杨钟羲 雪桥诗话 卷

七均称
“

登岱诗 ,’推测
,

罗聘在《香叶草堂诗存 编定之前
,

其诗稿很可能曾以若干小集的形式存在
,

可惜现在只有《白下集 》勉强还可以看到
。

本条叙录正文中也有若干笔误或刊误
。

例如开头关于 香叶草堂诗集 序言作者
,

其中
“
吴钧

镇
”

应当改作
“

吴锡麒
”

中间提到
“
王租 湖海诗传 卷十九选诗

” , “

卷十九
”

应当补作
“

卷三十九
”

末

尾关于题咏罗聘《鬼趣图 》诸作者
,

最末
“

蒋萃
、

李宗该
”

两人姓氏重出
,

应当删除一处
。

另按叙录全书体例
,

本条似乎也应当介绍罗聘生卒时间
,

但 目前尚缺
。

今人陈金陵先生撰有

罗聘年谱 》见前及 扬州八怪年谱 下册
,

据该谱介绍
,

罗聘生于雍正十一年癸丑 正月初七 日

年 月 日
,

卒于嘉庆四年己未七月初三 日 年 月 日
,

享年 岁
。

六 黎简 原第 家
,

第 卷
,

第 册第 页
, 一

本条著录黎简 五百四峰堂诗钞 》 卷
,

为嘉庆间众香亭刻本
。

关于黎简生年
,

本条叙录称其
“

卒于嘉庆四年
,

年五十二
” ,

如此则为乾隆十三年戊辰

生
,

但此说不确
。

按黎简好友黄丹书所撰 明经二樵黎君行状 》述其生卒时间十分具体
“

君

生于乾隆 十二年 丁卯五月二十三 日
,

卒于嘉庆 四年 己未十一月七 日
” ,

亦即公元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见 碑传集三编 》卷三九
,

亦可参见拙著 清诗代表作家研究 下编之五
、

清

诗札记 第八则 黎简享年
,

二樵其号
。

另其 五百四峰堂诗钞 》内部
,

也有不少作品可以参证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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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卷六乾隆四十一年丙申 第一题为《三十 》
,

首联云
“

年年未三十
,

三十忽然来
。 ”

又卷一 乾

隆四十五年 庚子 生 日 首联云
“

吾年三 十 四
,

半度客 中春
。 ”

卷二三乾隆五 十八年癸丑

七月九 日即 目成咏 》额联亦云
“

四十七年年七月
,

去来今 日日今朝
。 ”

凡此逆数 古人习惯以

虚岁计年龄
,

均与上及 行状 所述相符合
。

唯后者所云
“

七月九 日 ”

为诗人何种纪念 日
,

尚不得其

详
。

另据今本《黎二樵诗集 版本详下 有关提示
,

香港苏文摧先生曾著有《黎简先生年谱 》
,

可惜无

从拜读
,

不然当能获得更多佐证 从他人间接引用中
,

可知其结论与笔者完全相 同
。

附识
,

本条叙

录所说黎简生年
,

在 目前所见其他有关著作中也经常可见
,

不知其最原始 出处何在
,

日后有便当进

一步留意
。

又
,

关于 五百四峰堂诗钞 内部编年
、

作品总数
、

卷首题词等有关内容
,

本条叙录紧接上文
,

称
“

此集存诗起乾隆二十六年至六十年
,

共一千六百九十五首
,

有黄其勤
、

谢兰生
、

黄丹
、

张曰瑶题词
” ,

此处多有疏忽
。

一是编年所起
, “

乾隆二十六年
”

应当改作
“

乾隆三十六年
” ,

盖此集凡
“

二十五卷
” ,

自乾隆三十六年辛卯 至六十年乙卯
,

刚好一年为一卷
。

二是作品总数
,

笔者过去曾据

卷首总 目所列各卷诗歌数字统计
,

所得为 首 参见拙著 清诗知识 第 辑第 篇 五百四峰

堂诗钞 介绍
,

两者相差 巧 首
,

据揣测可能是叙录作者于最末一卷即卷二五的 首未计
,

此外
,

在统计过程中又漏却 首所致
。

今人马以君先生曾校点整理此集为《黎二樵诗集 》
,

收人《顺德文

献丛书 》
,

内部印行 其卷首所附苏文摧先生《黎二樵诗集辑刊概况 》
,

该文统计原集数字为
“

一千八

百六十二首
” ,

播小磐先生 五百四峰堂诗钞 影印本 跋 》统计数字则又与笔者相同
。

另《黎二樵

诗集 内有许多作品为 五百四峰堂诗钞 所未收
,

此处均未予统计 唯此种情况
,

大概只有今后按

全清诗 体例设想将全集诗歌予以统一编号
,

才能获得最满意结果
。

三是卷首题词
,

其作者除原列

四人之外
,

前后分别还有苏膺瑞
、

孙尔准二人 原列四人中
, “

黄丹
”

应当改作
“

黄丹书
”

集内许多作

品曾提及此人
,

又《清史稿 卷四八五黎简本传后附有其传
,

均可参证
,

盖脱一
“

书
”

字
,

此或叙录作

者以为
“

书
”

为
“

撰
”

字之意
,

乃致误删
。

又
,

本条叙录称引黎简诗歌
,

曾列举《华首台至洗拍石 》至《广州歌 》
,

以论证其
“五七古足以脾脱

一世
” 。

但其中 鱼塘海掉歌词 一题
,

实为七言绝句
,

凡三首
,

见于原集卷九
。

又下文列举
“

答同学

问仆诗
· ·

⋯ 许周生书来言王兰泉近刻湖海诗传欲选拙诗等篇
” , “

等篇
”

二字应移至书名号之后
。

此外
,

所引孙尔准《泰雪堂诗集 》
,

集名
“

雪
”

为
“
云

”
字之讹 所引钱仪吉《读黎二樵诗 》

“
到京一宿去

,

老死不期官
”

云云
, “

官
”

应当改作
“

宦
” ,

否则与全诗所用去声
“

谏
”

部韵脚不合
。

似此之类
,

大抵系印

刷过程 中产生
,

与叙录作者无涉
。

又
,

本条叙录论及黎简影响
,

称
“

道光后
,

舒位
、

彭兆荪
、

龚自珍均受其影响
” ,

此说不甚确切
。

即

据叙录本书相关记载考察
,

舒位 原第 家
,

第 卷
,

同册第 页 早在道光之前
“

嘉庆二十

年
”乙亥 即已谢世

,

彭兆荪 原第 家
,

第 卷
,

同册第 页 亦卒于
“

道光元年
”

辛 巳
“
正月初五

”

年 月 日
,

因此都不能或不宜称
“

道光后
” 。

倘非称
“

道光后
”
不可

,

则此两人可

换作钱仪吉
、

姚燮
,

与诗歌史也基本符合
。

七 张问安 原第 家 第 卷
,

第 册第 页
, 一

本条著录张问安 亥白诗草 》卷
,

题下标注称
“

光绪七年聚珍版本
” 。

关于张问安生卒年
,

本条叙录称
“
生年据 丁酉初度

,

为乾隆二十一年
。

卒年为嘉庆十八年
,

见

问莱跋
” 。

按民国 年 刻本 遂宁张 氏族谱 》卷一张问安小传
,

记其生卒时间极为具体
“

生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十二月十四 日”

年 月 日
, “

卒嘉庆二十年乙亥正月初五 日
”

巧 年

月 日
。

本条叙录称其卒年
“

见问莱跋
” ,

问莱系其季弟
,

曾于嘉庆二十一年丙子 最先衷刻

《亥白诗草 但其跋语叙及张问安逝世
,

仅谓
“

乃船山既段之次年
,

亥白亦相继而损
” 。

考张问陶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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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仲弟
,

船山其号 卒于嘉庆十九年甲戌
,

张问安 亥白其号 逝世既晚于张问陶 亥白诗草

卷八亦有 哭船山仲弟 五首等诗
,

自然不可能在
“

嘉庆十八年
” 。

而叙录所云
,

则恰恰颠倒之
。

拙

著 清诗知识 》第 辑第 篇张间安小传
,

称其
“
生卒年未详

” ,

亦当据此补正
。

又
,

关于 亥白诗草 》版本
,

本条叙录正文称
“

光绪间有重刻本
”

刻本
,

而题下标注称
“

光绪七年

聚珍版本
” “

聚珍
”

为活字印刷
,

二者有矛盾
。

不知作者原意是否指同一种
,

抑或光绪年间确有两

种不同版本产生

又
,

本条叙录正文所引张问安 丁酉初度 》
、

书西青散记后四首 》二题
,

实为其原配陈慧殊诗
,

见

陈慧殊《香远斋稿 》
。

盖《香远斋稿 》附刻于《亥白诗草 》卷一之末
,

故此不免牵连而致误
。

附识
,

近人

徐世昌辑 晚晴慧诗汇 卷一八六录陈慧殊诗
,

误将其名
“

慧殊
”
写作

“

慧珠
”

见 中华书局 年

月第 版
,

亦当改正
。

又
,

本条叙录正文称张问安
“

作《三君咏
,

为邵晋涵
、

吴锡麟
、

冯敏昌
” 。

按之 亥白诗草 卷六原

诗
,

此处所云
“

吴锡麟
” ,

实即本条上文所述之
“

吴锡麒
” ,

而吴锡麟在清代则另有其人
。

八 张问陶 原第 巧研 家
,

第 卷
,

第 册第 页
, 一

本条著录张问陶 船山诗草 卷
、

补遗 卷
,

题下标注合称
“

道光二十九年重刻本
” 。

关于张问陶与前雍正朝武英殿大学士张鹏翩之关系
,

本条叙录称其为
“

曾孙
” 。

考前及 遂宁张

氏族谱 卷一 世传
,

张鹏翩系第 世
,

张问陶系第 世
,

盖为其玄孙
。

清史稿 卷四八五张问陶

本传
,

亦作
“

玄孙 ”。

又
,

关于张问陶与《红楼梦 》后四十回作者高鹦 字兰墅 之关系
,

本条叙录称其
“

为高鹦妻兄
,

有

《赠高兰墅同年及哭四妹绮诗 》
” 。

而据《遂宁张氏族谱 》卷一张问陶父张顾鉴小传以及卷四张问陶

昆仲合撰 朝议公 张顾鉴 行述 》记载
,

张问陶四妹张摘所适为汉军镶黄旗袭骑都尉高扬曾
。

又此

处所引 赠高兰墅同年 与 哭四妹绮 实为二题
,

分别见 船山诗草 卷一六
、

卷五
,

有关书名号应 当

予以调整
。

又 哭四妹绮 标题全文为《冬 日将谋乞假
,

出齐化门
,

哭四妹绮墓 凡四首
,

题下有原

注 “

妹适汉军高氏
,

丁未卒于京师
。 ”

此
“
丁未

”

为乾隆五十二年
,

据诗歌正文可知张绮乃为其

夫虐待致死
。

而 赠高兰墅 鹦 同年 一诗
,

据本集编年知其作于此后嘉庆六年辛酉
。

由此

看来
,

高鹤虽然亦属汉军镶黄旗
,

但与高扬曾断非一人
,

否则张问陶必不致再与之酬唱
,

并以“

同年
”

而不以“

妹丈
”

为称
。

又
,

关于 船山诗草 及 补遗
,

今人赵伯陶先生曾合并校点整理
,

收人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

书
,

中华书局 年 月第 版
。

本条叙录正文称 诗草 有
“

石祖玉
、

僧道荣序
”

云云
,

按之校点

本有关序跋
,

则石楹玉仅有 刻船山诗草成
,

书后 七言律诗一首
, “

僧道荣
”

法名
“

道嵘
” 。

另叙录所

云
“
石楹玉复选五百余首

,

名 船山诗钞
,

刊人黄氏 士礼居丛书 》
”

者
,

其书名实为 船山诗 草 选
。

又
,

关于《船山诗草 及 补遗 》旧刻版本
,

本条叙录正文称
“

道光二十九年陈葆森重刻二十卷本

附补遗六卷
” ,

此说亦可疑
。

按 补遗 卷首卷尾分别有道光二十九年 己酉 编选者顾翰序及陈

葆森跋
,

据其辞推绎
,

陈葆森所刻似乎仅为顾翰所选 补遗 卷
,

而正集 卷并未同时重刻
。

假如

事实真是如此
,

则叙录题下标注将正集与 补遗 并称为
“

重刻本
” ,

亦当斟酌
。

考本条叙录正文所述

船山诗草 及《船山诗注 凡四种版本
,

其次序和内容与 贩书偶记 完全一致 而此后光绪十八年壬

辰 宏道堂刊 船山诗草补遗合编
,

贩书偶记 未曾著录
,

本条叙录也同样未曾提及
,

不知后

者是否曾受前者影响
。

另由上及《补遗 》序跋可知
,

张问陶仍有不少诗歌迄今未刻
,

不知其原稿尚在

人间否
。

此外
,

本条叙录正文征引张问陶诗歌
,

个别字句亦有出人
。

其中较为重要者如
“

卷五 论诗 有

云
‘

文章体裁本天生
,

只让天才有性情
。

⋯ ⋯ ”,

云云
, “

体裁
”

应作
“

体制
” ,

否则于平仄不协
“

天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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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作
“

通才
” ,

否则与
“

天生
”

重字
,

做诗者 自当避忌
。

又本题《论诗
,

在《船山诗草 属卷一一
,

凡
“

十

二绝句
” ,

所引两首分别为其十
、

其五
。

以上关于张问安
、

张问陶两家有关问题
,

多承其乡今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政协文史委员会《蓬

溪文史资料 主编胡传淮先生赐教
。

此外传淮先生将有专著 张问陶年谱 》以及考证高鹦非张问陶

妻兄的专题论文问世
,

届时读者可以详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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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整理研究的新成果

由杭州大学出版社 年 月出版的《古典文献与文化论丛
,

选录 了 年杭州大学古汉语

与古文献国际研讨会论文中的精华部分结集刊发
。

该书作者大多为高校或科研所的教授
、

研究员
,

作者队伍阵容强 大
,

几位年轻博士的论文也写得沉稳扎实
,

较有分量
,

一些 日本学者及我国台湾地

区 同行撰写的论文
,

则角度新颖
,

考证细密
,

为学界带来了新的气息
。

古典文献与文化论丛 一 书内容丰富
,

涉及语言
、

文学
、

古籍整理与研究及历 史
、

哲学等多方

面
,

不 少论文材料翔 实
,

文风严谨
,

论证细致
,

见解独到
,

解决 了历 史上久悬未决的疑难问题
,

并提出

了颇 中肯荣的观点
,

识见超群
,

可谓是一本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集
。

古典文献与文化论丛 一书的出版
,

对弘扬 中华优秀的文化具有较重要的价值
。

而该 书所提

供的 内容
,

更是集中了中国及汉文化 圈内有关古汉语
、

古籍整理等方 面的最新学术成果
,

为 国 内外

的古籍研究者
、

大专院校师生
、

学术团体及汉文化研究者
、

爱好者提供 了最新的学术信息和颇有价

值的学术资料
。

苏 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