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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宋诗》校勘四例

郑利锋
（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３８）

摘　要：宋代地志收录了大量宋诗，保存着宋诗原初的面貌，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今与《全宋诗》中的宋诗对

校，发现宋真宗、梅尧臣、刘握、汪藻诗异文四例，综合各种史料进行考辨，从中可见宋代地志所录宋诗的重要学

术价值，对其史料的使用当然应持科学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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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禧，《挥麈后录》作俙，本文从此说。

　　宋代地方志收录了大量宋诗，性质近乎宋人辑
录宋诗，保存了宋诗原初的面貌，具有重要的校勘
价值。将宋代地方志所辑录的宋诗与《全宋诗》中
的宋诗对校，发现了大量异文，今就其中的四例校
勘如下：

例一：宋真宗御制诗是“三岁奇童出盛时”，还
是“四岁儿童出盛时”？

《淳熙三山志》卷四记载：“遵儒坊，蔡伯俙之
居，祥符九年（１０１６年）应童子科，真宗赐诗云：‘七
闽山水多奇俊，四岁儿童出盛时。家世应传清白
训，婴孩自得老成姿。’”［１］《全宋诗》卷一○四收宋

真宗《赐神童蔡伯禧①》诗：“七闽山水多才俊，三
岁奇童出盛时。家世应传清白训，婴儿自得老成
资。”［２］１１７８此诗明显的异文是对蔡伯俙朝谒宋真宗
时的年龄的描述，是“三岁”还是“四岁”？《全宋诗》

所录此诗是据“宋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一引《续
归田录》”［２］１１７８。检阮阅《诗话总龟》卷一载：“福唐
蔡伯禧四岁对真宗诵读，授校书，即春宫伴读，齿犹
未三周，故曰三岁神童，赐之诗曰：‘七闽山水多才
俊，三岁奇童出盛时。家世应传清白训，婴儿自得
老成资。初尝学步来朝谒，方及能言解诵诗。更励
孜孜图进益，青云千里有前期。’（《续归田录》）。”［３］

《诗话总龟》原名《诗总》，“考编此《诗总》，乃宣和癸
卯（１１２３年）”［４］，其所录蔡伯俙此条史料是源自

《续归田录》。查考《续归田录》又名《归田后录》，陈
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小说家类”著录“《归
田后录》十卷，朝请郎庐江朱定国兴仲撰，熙丰间
人”［５］，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五载“朱兴仲《续

归田录》”［６］。可见《续归田录》与《归田后录》是同
一部书，编者是朱定国，字兴仲，主要生活在神宗熙
宁、元丰年间。杨杰《故朝散郎致仕朱君墓志铭》记
载朱定国在宋仁宗“庆历二年（１０４２年）中进士
第”，所著“《归田后录》，皆耳目所接、朝野可载事，

以备史氏之遗”［７］，保存了北宋前期许多珍贵的
史料。

考南宋王明清在“绍熙甲寅（１１９４年）武林官
舍中，所纪”［８］《挥麈后录》记载：“（《真宗实录》）召
试神童蔡伯俙，授官之后，寂无所传。明清因于故
书中得其奏状一纸，今录于此。司农少卿管勾江州
太平观蔡伯俙奏：……臣先于大中祥符八年（１０１５
年），真宗皇帝遣内臣毛昌达宣召赐对，试诵真宗皇
帝御制歌诗，即日蒙恩释褐，授守秘书省正字。臣
遭遇之年，方始三岁，及赐臣御诗云：‘七闽山水多
才俊，三岁奇童岀盛时。’终篇后批‘闰六月十五
日’……《御诗》，明清偶记其全篇：‘七闽山水多才
俊，三岁奇童出盛时。家世应传清白训，婴儿自得
老成姿。初当移步来朝谒，方及能言便诵诗。更励
孜孜图进益，青云千里看前期。’”［９］可见蔡伯俙《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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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中自言受真宗皇帝勅赐的时间是在大中祥符八
年闰六月，时其“方始三岁”。再考成书于南宋孝宗
淳熙年间的类书《锦绣万花谷·续集》卷一也载《赐
神童》诗“七闽山水多才俊，三岁奇童出盛时。家世
应传清白训，婴儿自得老成资”［１０］，也言是“三岁奇
童”。其后，清代厉鹗《宋诗纪事》卷一、文行远《浔阳
跖醢》卷二、俞樾《茶香室丛钞·三钞》卷三等，也都
再次转叙了王明清《挥麈后录》中的上述史料。

然考《宋会要辑稿·选举九》“童子出身”条记
载：真宗大中祥符“八年闰六月二日，诏以念书童子
蔡伯俙为秘书省校书郎。伯俙始四岁，善诵书。帝
赏其俊异，特有是命，仍以御书赐之”［１１］，这里记载
了蔡伯俙当时是四岁。而后南宋孝宗年间成书的
《淳熙三山志》卷四记载真宗诗：“遵儒坊，蔡伯俙之
居，祥符九年应童子科，真宗赐诗云：‘七闽山水多
奇俊，四岁儿童出盛时。家世应传清白训，婴孩自
得老成姿。’”［１］理宗嘉熙年间成书的《方舆胜览》卷
十也载：“蔡伯俙应童子科，真宗赐诗：‘七闽山水多
奇俊，四岁儿童出盛时。家世应传清白行，婴孩自
谓老成姿。’”［１２］

明代陈鸣鹤《东越文苑》卷四载：“蔡伯俙，福清
人。大中祥符间，伯俙年四岁，应童子科，能诗，诗
如宿学，真宗见而异之，赐诗曰：‘七闽山水多灵秀，
四岁奇童出盛时。家世应传清白训，婴孩自有老成
姿。才当学步来朝谒，方渐能言便赋诗。更励孜孜
图进益，青云万里有前期。’”［１３］可见明朝福建地域
文献也言蔡伯俙是四岁时应试的童子科。明代《弘
治八闽通志》卷六十二亦载：“蔡伯俙，福清人，祥符
中应童子科，真宗见而嘉之，赐诗曰：‘七闽山水多
灵秀，四岁奇童出盛时。家世应传清白训，婴孩自
有老成姿。才当学步来朝谒，方渐能言便赋诗，更
励孜孜图进益，青云万里有前期。’”［１４］

在清人褚人获《坚瓠集·补集》卷六“四岁能
诗”条也有同样的记载：“闽中蔡相卿四岁能诗，真
宗朝试童子科，对上吟诗不止，真宗见而奇之，赐以
诗曰：‘七闽才子多奇俊，四岁奇童出盛时。家世旧
传清白训，婴儿自得老成姿。才当学步来朝谒，方
渐能言解赋诗。更励孜孜图进益，青云万里有前
期。’寻赐出身，东宫伴读，后仕至乾州佥判，仍赠
其父校书郎。”［１５］

综上可见，宋真宗这首御制诗无论是“三岁奇
童出盛时”还是“四岁儿童出盛时”，在自宋至清的
典籍中都有记载。清人郑方坤《全闽诗话》卷二言：

“伯俙，福清人，时岁未三周也，亦异矣。古称早慧
者：夏睪子、周项槖、秦甘罗，汉张辟疆、班固、孔融，
魏曹植，隋唐而后亦历历可举，固亦其生禀清秀之
气特厚，然亦未有未三周者”［１６］。郑氏通过对古今
历史著名早慧人物的梳理，表达了对蔡伯俙“岁未
三周”的质疑。对此疑惑的解决或要靠新材料的发
现才能有更切实的结论。

查考《光绪湖南通志》卷末一一载：“平江石桥
潘氏于古井中得石刻，为宋祥符间赐福州三岁念诗
童子、授将仕郎、试秘书省正言蔡伯俙诗，曰：‘七闽
三水多才俊，三岁奇童出盛时。家世应传清白训，
婴孩自得老成姿。初当学步来朝阙，方及能言会诵
诗。更励孜孜图进益，青云千里有前期。’”［１７］可见
古井中新发现的石刻上记载的该诗是“三岁奇童出
盛时”，此则史料源自《同治平江县志》。复考《同治
平江县志》卷五十五“宋真宗御制诗石刻”条载：“赐
福州三岁念诗童子、授将仕郎、试秘书省正字蔡伯
俙诗，祥符六①年闰六月二十日：‘七闽山水多才
俊，三岁奇童出盛时。家世应传清白训，婴孩自得
老成姿。当初学步来朝谒，方及能言会诵诗。更励
孜孜图进益，青云千里有前期。’……《旧志》云：县
民石桥潘氏，得石刻于古井中。考蔡，闽人也，奚由
至此？意当时或侨寓、或宦游、或子孙有迁平者，皆
不可考。然石刻无伪，足资旧闻，故录之。”［１８］可见
清人发现的这一石刻上的真宗诗句，与《续归田录》
《诗话总龟》《挥麈后录》和《锦绣万花谷》及一些清
人文集中的记载相同。王国维先生主张“二重证据
法”，即以“地下之新材料”“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
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１９］，可见上述石
刻史料是佐证蔡伯俙诵诗年龄的珍贵文献。

由上可见，产生于北宋徽宗朝的《诗话总龟》所
转引的《续归田录》中关于蔡伯俙三岁诵诗的记载
是现今所见最早的史料，从史源角度讲可靠性很
高；南宋王明清《挥麈后录》中也收录了蔡伯俙自言
三岁诵诗的奏状；清人发现的宋真宗御制诗的石
刻，也载明蔡伯俙是三岁诵诗。此外，从创作心理
和写作手法来讲，真宗御制诗为了突出蔡伯俙的神
童特征，用“三岁”也更为合理。可见，宋真宗此诗
当以“三岁”为是。

例二：梅尧臣（字圣俞）诗是“潜鳞莫苦窥”，还
是“潜鳞莫见窥”？

４６

①六当作八，形近而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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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剡录》卷一载：“梅圣俞《寄剡溪主簿臧子文
诗》：‘剡溪无浅深，历历能见底。潜鳞莫苦窥，尘绂
聊堪洗。’”［２０］７２０２《全宋诗》卷二四四也收梅尧臣诗
《臧子文剡县主簿》：“剡水无浅深，历历能见底。潜
鳞莫见窥，尘绂聊堪洗。”［２］２８２５该诗两处的末句存
有异文，一是“苦”，一是“见”。联系上下文，可知剡
溪水流清澈，无论深处还是浅处都清澈见底，所以
水中的游鱼很容易看到，因而“莫苦窥”更符合诗
意。正如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所写“潭中鱼
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
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
乐”［２１］。剡水溪流澄澈，上下空明，潜鱼灵动，纳入
目中。既然有“潜鳞”，若是“莫见窥”看不到鱼的
话，一则与溪水清澈的诗意不符，二是“见”“窥”二
字都是看的意思，语意重复。

《全宋诗》卷二四四所收此诗，是辑自《梅尧臣
集编年校注》卷十三［２］１８２６；而《梅尧臣集编年校注》
卷十三所录此诗，又是源自《宛陵文集》卷十，是梅
尧臣作于监湖州盐税任上，时间是在北宋仁宗庆历
三年（１０４３年）［２２］２２５。据朱东润先生考证，《梅尧臣
集》传世的仅有《宛陵先生文集》六十卷，而在此本
之前，梅尧臣文集共有四种：一是《梅圣俞诗稿》，二
是谢景初辑《梅圣俞诗集》十卷本，三是欧阳修据
《梅圣俞诗集》十卷本又加补的十五卷本，四是《梅
尧臣文集》四十卷本。然而上述四种版本皆已亡
佚，通行的《宛陵先生文集》皆是出自南宋绍兴十年
（１１４０年）的六十卷本。后来这绍兴十年的六十卷
本也亡佚了，今传世最早的是嘉定十六年（１２２３
年）的残宋本，至明代又出现两种刻本：一是英宗正
统四年（１４３９年）宁国知府袁旭刻本，称《宛陵先生
文集》；二是神宗万历四年（１５７６年）宣城知县姜奇
方刻本，称《宛陵先生集》，是对正统本的覆刻。正
统本则与清康熙四十一年（１７９２年）宋荦本的底本
一样，同出自嘉定十六年的刻本［２２］４７。不同版本的
梅尧臣文集所录该诗，已有多处异文，如“剡溪”，万
历本作“剡水”，正统本、宋荦本作“剡县”［２２］２２５。可
见梅尧臣此诗在明正统本、万历本和清代宋荦本中
已有不同。

明代之前流行的宋本梅尧臣集，即是嘉定十六
年刻本。而考《剡录》“前有嘉定甲戌（１２１４年）似
孙自序，及嘉定乙亥（１２１５年）嵊县令史之安序。
盖成于甲戌，而刊于乙亥”［２３］，可知《剡录》是成于
嘉定七年（１２１４年），刊于嘉定八年（１２１５年）。因

此《剡录》所收梅尧臣诗当是依据嘉定十六年《宛陵
先生文集》之前的梅尧臣诗文集，保存了该诗早初
的面貌。而在此之前的梅尧臣集，或是南宋绍兴十
年的六十卷本，或是北宋时期的四种版本之一。梅
尧臣集的北宋四种版本虽然已不可见，然考北宋孔
延之在神宗熙宁五年（１０７２年）编纂的《会稽掇英
总集》卷十一收录的梅尧臣此诗，应是摘自北宋神
宗前的梅尧臣集，其中诗句亦作“苦窥”，与《剡录》
所录梅尧臣诗完全相同。

《剡录》载：“宋锓不可得，迩日流传仅禾中沈
氏、山阴杜氏、剡中喻氏钞本，果亭明府（胡克家）虑
其久而失传，于《嵊志》竣后厘订一编，属余校其讹
舛，并付剞劂，计是本留贻可支百余年。”［２０］７２７５这即
是清道光八年（１２２８年）李式圃刻本，《宋元方志丛
刊》所收《剡录》即是据此本影印。通过上述对梅尧
臣集与《剡录》版本的梳理和对《臧子文剡县主簿》
语意、诗境、文脉的考察，并以孔延之《会稽掇英总
集》所录该诗句为佐证，可见此处异文当以“莫苦
窥”更符合原诗思理。

例三：刘握诗是“清虚在赏（賞）心”，还是“清虚
在当（當）心”？

《嘉定赤城志》卷十九载：“刘握诗云：‘骚雅知
多助，清虚在赏（賞）心。’”［２４］７４２５《全宋诗》卷七四八
收刘握诗《巾山广轩》，此句为“骚雅知多助，清虚在
当（當）心”［２］８７１１。存在异文的是这首诗的末句，一
是“赏”，一是“当”。

按：刘握，“湖州人，皇祐元年（１０４９年）进士，
治平元年（１０６４年）官江阴司理”［２５］，“熙宁元年
（１０６８年）知乐清县”［２６］，可见刘握生于湖州，担任
过乐清知县，因而熟知今浙江辖内各地。此诗描写
的是台州的巾子山，《嘉定赤城志》载：“巾子山，在
州东南一里一百步，连小固山两峰，如帢帻，一号帢
帻峰。其顶双塔差肩屹立，有明庆塔院。院之南有
翠微阁，北有广轩。轩下瞰闉阇，阁南眺郊薮，廛市
山川之盛，一目俱尽，故其胜概名天下，登临者必之
焉。”［２４］７４２４此诗写的就是作者登临巾子山明庆塔
院，在院北的广轩眺望时所见到的景象和引发的感
触：“天边登览处，雕槛俯层岑。山到三吴尽，江连
百越深。柳烟含晚色，花雨伴春阴。骚雅知多助，
清虚在赏心。”［２４］７４２５与《全宋诗》所录该诗相较，异
文在最后一句“骚雅知多助，清虚在赏心”。

此句中的“骚雅”是指《离骚》和《诗经》中的“大
雅”“小雅”，代指《楚辞》和《诗经》；而“多助”出自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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勰《文心雕龙·物色》篇：“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
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
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古来辞人，异代
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若乃山林
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然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
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２７］正是诗人对外界事物
微妙的体悟，引发心灵上的共鸣和情感上的波澜荡
漾，所谓“六情静于中，百物荡于外，情缘物动，物感
情迁”［２８］，继而发言为诗。可见丰富的外界事物是
作家创作的源泉。这些外在的事物触发了诗人蕴
含在内心的情思志意，使其相互碰撞、激发，生成诗
章。当然发生上述情形的基础是诗人善感的心灵、
缠绵的情思和“罄澄心以凝思”的清空、虚静心境。
这样在外界诱发下，才能达到“笼天地于形内，挫万
物于笔端”的创作状态［２９］。这是对激赏、接纳外界
自然事物在创作过程中重要性的揭示，也是对作者
清虚空静创作心态的强调。

该诗句的异文，一是“赏”字，一是“当”字。联
系诗意，应是此处风景优美，诱发了作者对《诗》
《骚》创作缘由的思考，作者深刻认识到诗歌创作首
先要有一个欣赏自然、接纳自然、融于自然、消弭人
与自然界线的心境。上述诗句正是化用此意，所以
该诗句应当是欣赏的“赏”，而非当心的“当”。查考
《全宋诗》收录此诗是据“宋李庚《天台续集》卷上”，
而考四库本李庚《天台续集》所收该诗亦作“清虚在
赏心”。此讹误产生的原因，或是《全宋诗》文字处理
时的失误，繁体“賞”“當”字形相近，以致形近而讹。

例四：汪藻的诗句是“胡”还是“朝”，是“诸将”
还是“前路”？

《嘉定赤城志》卷二十八记载：“汪内翰藻题云：
‘胡来刹得尔，诸将解飞腾。’”［２４］７４９２《全宋诗》卷一
四三四收汪藻诗《山奥寺》：“朝来那得尔，前路好飞
腾。”［２］１６５２８这句诗的异文是“胡”“朝”和“诸将”
“前路”。　

按：《全宋诗》所收汪藻此诗辑自《浮溪集》，汪
藻《浮溪集》则辑于《永乐大典》。四库馆臣称汪藻
“学问博赡，为南渡后词臣冠冕，其集见于晁公武
《读书志》者仅十卷。陈振孙《书录解题》始载《浮溪
集》六十卷，而赵希弁《读书后志》又增《猥稿外集》
《龙溪文集》六十卷，共一百二十卷，《宋史·艺文
志》并著于录。然赵汸跋《罗愿小集》谓浮溪之文再
更变故，失传颇多，则明初已非完帙，其后遂亡佚不
存。嘉靖中有胡尧臣者以旧传浮溪文六十五篇、诗

二十七首、词三首，合为十五卷，名曰《浮溪文粹》，
刊行于世。学者欲观藻著作仅据是编，而其原本终
不复可见。今检勘《永乐大典》各韵内所载藻诗文
甚伙，皆题曰《浮溪集》，视《文粹》所收不啻倍蓰，谨
重为编缀，裒合成帙。”［３０］４可见汪藻《浮溪集》散收
于《永乐大典》各韵内，由清代四库馆臣辑出，形成
四库本《浮溪集》三十二卷；后又由此四库本衍生出
《浮溪集》的聚珍版本、闽覆聚珍本和《四部丛刊》
本。《全宋诗》所收汪藻《山奥寺》诗即是出自四库
本《浮溪集》。复考上述胡尧臣所刊十五卷《浮溪文
粹》，由于“搜辑于散亡之余，不过什之三四”［３１］３３６，
所以未见收录此诗。

清朝是满族入关建立的政权，在《四库全书》纂
修过程中，凡典籍内容中涉及“胡”“虏”“夷狄”等词
的，都有意进行了删改，《禁书总目》云：“凡宋人之
于辽金元，明人之于元，其书内纪载事迹，有用敌国
之词、语句乖戾者，俱应酌量改正。如有议论偏谬
尤甚者，仍行签出拟销。”①顾颉刚先生评曰：“试盱
衡《四库》所入，忌讳略撄，即予点窜，删削更易，多
失厥真。夫其禁者则散焉佚焉，其采者又残焉讹
焉。”［３２］１可见《四库全书》在编修过程中改字易句、
销书毁书已是常态，“残篇断简，稍涉违碍字句，俱
令及时呈缴，务使犬吠狼嗥，根株净绝”②。由此可
见当时毁书禁书达到何等严苛的程度。对郡邑志
乘的审查也是如此，“传谕各督抚，将省志及府州县
志书，悉心查核，其中如有应禁诗文，而志内尚复采
录，并及其人事实书目者，均详细查明，概从剥削，
不得草率从事，致有疏漏”③。经过如此的改窜销
禁，《四库全书》所收诸本典籍，“欲求一古籍之真
面，则不可得也”［３２］４９。由此可见四库本诸书应当
慎重使用。上述《全宋诗》所收汪藻《山奥寺》诗即
是出自四库本《浮溪集》。

汪藻此诗又收录于《嘉定赤城志》卷二十八：
“兴善院在县东南三里，旧名瑞隆感应塔院，本僧德
韶建，国朝大中祥符元年（１００８年）赐今额，俗呼山
奥寺。宣和中毁于寇，绍兴二十八年（１１５８年）僧
文异新之，其后令孙挺之以旱祷观音立应，乃审天
竺梵相建殿以奉之……汪内翰藻题云：‘已怯惊潮
渡，还忧复岭登。逢人多问数，投宿只寻僧。野饭
农夫怪，山行稚子能。胡来刹得尔，诸将解飞腾。’
时闻虏入四明故云。”［２４］７４９２李庚《天台续集》卷下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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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此诗的题目是《闻金兵入明州宿黄岩县山奥寺》，
可见汪藻此诗是作于宋金交战、金兵侵入明州的严
峻时刻。

考察当时的时局，可知南宋高宗在建炎三年
（１１２９年）十二月“庚子，移幸温、台”［３３］４７１；建炎四
年（１１３０年）春正月“乙巳，金人犯明州……丙午，
帝次台州章安镇。己酉，遣小校自海道如虔州，问
安太后。庚戌，金人再犯明州……己未，金人陷明
州，夜，大雨震电，乘胜破定海，以舟师来袭御舟，张
公裕以大舶击退之。”［３３］４７５可见当时南宋朝廷岌岌
可危，金军不断南侵，太后流落虔州，高宗也在明州
失陷后面临金军的直接冲击，被迫出海。汪藻正是
在“建炎、绍兴间”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一时诏
令往往多出公手。凡上所以指授诸将、感厉战士，
训饬在位、哀闵元元之意，具载诰命之文。开示赤
心，明白洞达，不出户窥牗而天威咫尺，坐照万
里”［３１］４２３。可见汪藻在此“大盗据中原，群恶啸，亡
命相聚为寇”之时，随侍高宗左右。复考汪藻诗歌
词章的特征，是“贯穿百氏，网罗旧闻，推原天地道
德之旨。古今理乱兴废得失之迹而意有所适者，必
寓之于此。登高望远，属思千里，凡耳目之所接，杂
然触于中而发于咏叹者，必寓之于此。崎岖兵乱，
潜深伏隩，悲歌慷慨，酣醉无聊而不平有动于心者，
亦必寓之于此。伎与道俱，习与空会，文从字顺，体
质浑然，不见刻画”［３０］２，已达到了很高的艺术
境界。

汪藻之诗《闻金兵入明州宿黄岩县山奥寺》正
是作于社会动荡、“崎岖兵乱，潜深伏隩”之际，是其
慷慨悲歌的代表作。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可知
《嘉定赤城志》所录汪藻此诗更符合原貌，其所记汪
藻写作此诗的背景“时闻虏入四明”，正与当时局势
相合。一句“胡来刹得尔”，写出了金兵攻击的速度
之快，也点明了当时情势的危急；而“诸将解飞腾”
则反映出面对外敌入侵，南宋将士抗敌守土、保家
卫国的爱国热情和高度自觉。明人丘濬在“韩雍破
断藤峡贼”时作《凯歌十首》，其三云：“万山矗矗石
层层，千仞穹崕百尺藤。朝野传闻总惊讶，将军直
是解飞腾”。王佑《次凯歌韵十首》和云：“乱峰蛮寨
起稜层，蟠地参天有怪藤。欲断百围谁上得，将军
龙马解飞腾”［３４］。二诗均提及诸将“解飞腾”，也同
样描写出了将士们勇敢斗争、保境安民的爱国激情
与历史担当。

此诗由四库馆臣辑自《永乐大典》，由于历史原

因其在收入《四库全书》时进行了修改：“胡”字改作
“朝”，淡化了民族情绪；“诸将”改作“前路”，也失去
了南宋将领率军抵抗外族侵略如火如荼的气象。
《嘉定赤城志》和《天台续集》也被收入《四库全书》，
并有着同样的遭遇。考四库本《嘉定赤城志》卷二
十八收录的汪藻此诗，后两句作“寇来那得尔，诸将
解飞腾”［３５］，将“胡”改作“寇”，虽表明了强盗行径，

但却抹杀了民族侵略的色彩；四库本《天台续集》卷
下也收此诗，后两句为“莫虞南阻海，诸将解飞腾”，
直接改换了主语，弱化了民族斗争的激烈程度，将
外族迅急的入侵改成了不必担忧的自我宽慰。可
见《宋元方志丛刊》中，据“宋嘉定十六年（１２２３年）
清嘉庆二十三年（１８１８年）《台州丛书》（乙集）本”
影印的《嘉定赤城志》所录的汪藻诗，更符合当时的
社会军事情势和诗人的思想情感。

以上即是将宋代地志采录的宋诗与《全宋诗》
中的宋诗对校发现的四例异文，笔者结合相关史料
进行了校勘。由此可见，充分利用新发现的出土文
献，疏通诗意，厘清史料致误的原因，并综考社会历
史情势和诗人作诗的处境以及载存宋诗典籍的文
献性质，都是判定宋诗异文行之有效的方法。宋代
地方志收录的大量宋诗保存了原初的面貌，对研究
宋诗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但对之也要进行审慎的
辨别。因为宋代地方志在写抄、刻印和流传过程中
常有讹误产生，所以对其史料的使用应持科学的
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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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曾国荃．光绪湖南通志：卷末一一［Ｍ］／／《续修四库全

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２：６０２
［１８］张培仁，李元度．同治平江县志：卷五十五［Ｍ］／／湖湘

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湖湘文库．长沙：岳麓书社，

２０１１：７１２
［１９］王国维．古史新证·总论［Ｍ］．影印本．北平：来薰阁，

１９３４：１
［２０］高似孙．剡录：卷一［Ｍ］／／中华书局编辑部．宋元方志

丛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
［２１］柳宗元．柳宗元集校注［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１９１２
［２２］梅尧臣著．梅尧臣集编年校注［Ｍ］．朱东润，编年校

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３］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八［Ｍ］．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６５：５９９
［２４］陈耆卿．嘉定赤城志［Ｍ］／／中华书局编辑部．宋元方

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
［２５］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卷十二［Ｍ］／／《续修四库全

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２：４２８
［２６］汤日昭．万历温州府志：卷七［Ｍ］／／《四库全书存目丛

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

１９９６：６２１
［２７］刘勰．文心雕龙［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２：６９３
［２８］孔颖达．毛诗正义［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３
［２９］陆机．陆士衡文集：卷一［Ｍ］／／《续修四库全书》编委

会．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１
［３０］纪昀．浮溪集提要［Ｍ］／／永瑢，纪昀．景印文渊阁四库

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
［３１］纪昀．浮溪文粹提要［Ｍ］／／永瑢，纪昀．景印文渊阁四

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
［３２］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Ｍ］．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０：１
［３３］脱脱．宋史：卷二十五［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
［３４］汪森．粤西诗载：卷二十三［Ｍ］／／永瑢，纪昀．景印文

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３８３，３８６
［３５］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二十八［Ｍ］／／永瑢，纪昀．景

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８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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