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開大學所藏姚培謙
《李義山七律會意》之

文獻問題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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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宜學

提　 　 要

清姚培謙爲清代李商隱詩箋注的四大家之一，以《李義山詩集箋注》爲世

所知。然此書出版的前十二年，姚氏已先撰成《李義山七律會意》，專解李商隱

七律，事卻罕爲人曉，書亦不甚流傳，今僅北京清華大學與天津南開大學兩校

圖書館、當代藏書家黄裳先生庋有刻本，而俱不出借，外人難睹其詳。但據姚

氏自云，其撰《李義山詩集箋注》時，嘗“取《會意》覆勘，十易二三”；換言之，

《李義山七律會意》的不少見解仍匯入了《李義山詩集箋注》，成爲有機整體

的一部份。對此少作，姚氏顯然十分珍視，並未輕易悔之，準此，則該書之重

要性不言可喻矣！職是，筆者乃輾轉取得南開大學圖書館版《李義山七律會

意》之影像檔，詳加考論，撰成此文。首論“成書與版式”，次論“取《會意》覆

勘，十易二三”之説，冀完整梳理其版本問題、比對《李義山七律會意》與《李

義山詩集箋注》前後箋注差異，俾爲進一步研究其箋注內涵奠定較爲扎實的

文獻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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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成 書 與 版 式

　 　 （一）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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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平山此書，本以釋意爲主。發軔於七律，而後乃及其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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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有《義山七律會意》一刻，友人惜其未備，因成此書，并取《會意》覆勘，

十易二三，期於無遺憾而止，顧未能也。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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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年有《義山七律會意》一刻，大半出自初晴手筆，兹刻賴同學王子延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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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義山七律會意》四卷，華亭姚廷謙平山著。……前有雍正丁未六月

上浣華亭姚廷謙書於小杯湖序，次例言，目録。瑏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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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八日，遭先母張孺人變，遺田七百餘畝及金珠衣飾等物，謙不願

分受，先兄強之再四，取字畫及玩物數種。非謙之矯情，見兄兒女多，而

謙止一子也。瑏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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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與朱初晴霞、陸圃玉崑曾、陳咸京崿、董弘輔杏燧、張玉田琳起詩會，

齊集小齋，一月三舉，分題拈韻，即日成篇。給事王西亭先生原，遴選付

梓，名《于野集》。瑏瑦

BÎÊÄ，³äÞNÈ�（54，１７５２—１８１３）X9《ÖTVÄ》（１８１７），éQ�：

《于野集》十卷，青浦王原選而序之，朱霞、姚廷謙、陸崑曾、……所作，刻

於康熙六十年。瑏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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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卷中所載之評……曰“平山”者，華亭姚君名培謙也。瑏瑩

`é¾)Ay“û4”�，T：

《柳》（曾逐東風拂舞筵）　 平山箋曰：“肯”字妙。

《梓州罷吟寄同舍》　 平山箋曰：是倒裝法也。

《驕兒詩》　 平山箋曰：末以功名跨竃期之，通篇以此爲出路。瑐瑠

B«Ç~，Ù«Ç�，¦«Ç�，nä±sAy�¯，Éd´Ç�sª，jé�

�，�s《-à》，p《2Æ》。8�，±sÞ《A��¾e?·N�4%à¦w

¸Ä`w》Xx：

明末釋道源始爲作注……然其書徵引雖繁，實冗雜寡要，多不得

古人之意。鶴齡刪取其什一，補輯其什九，以成此注。後來注商

隱者，如程夢星、姚培謙、馮浩諸家，大抵以鶴齡爲藍本，而補正其

闕誤。瑐瑡

4)*£�Æà，cmal《-à》。h，äv（ø¬，１７１９—１８０１）《+49%-

à·óp》�ð，�gÑ£s，éQ�：

自明以前，箋斯集者逸而無存。……釋石林道原創之，朱長孺鶴齡成之，

行世百年矣。近則程午橋夢星、姚平山培謙各有箋本，余合取而存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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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LE：《N�4%à¦w¸Ä`w》，《¢%A��¾e?》（»F：Ð4¾}，
１９７９ J），w`§�q`，K １１ｂ—１２ａ，eK ２９９２。



補其闕，正其誤焉；疑而未晰者尚間有之。瑐瑢

Xu“£û4�Æ”“-3”，³î《-à》，�äsÞ"¾《óp》��¬Î：

余所見有馮已蒼舒、定遠班、田簣山蘭芳、何義門焯、錢木菴良擇、楊致軒守

智、袁虎文彪諸家評本，又陸圃玉崑曾有專解七律刊本，皆爲節采附入，庶

深情妙緒，尤能引而申之已。瑐瑣

°�_�oj�F-Ç�*《N�4%-》，kÝí7K*£s《2Æ》ô]

Z，̈ éd'�c。ìl}�，¹ÞXÎ：

廷謙此箋（按：《李義山七律會意》），早於《義山詩注》，而傳本絶稀。藏

書家無有著録之者。瑐瑤

�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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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ý�《Ö%¾Ä》，¡ÄT´：

李義山七律會意四卷　 （清）姚培謙撰

清雍正刻本（清華大學、南開大學藏）瑐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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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瑢

瑐瑣
瑐瑤
瑐瑥

äv：《+49%-àóp》�ð，ÉãNËe¡，äv-à，̂ pèÊ：《+49%ß-
à》（ÔL：ÔL�M�HI，２０１１ J），̧ Äð，K ８２０—８２１。
äv：《+49%-àóp》�ð，K ８２１。
¹Þ：《,*+¹¾Ê》，wA，K ２９３。
²[L、�ý�：《Ö%¾Ä》（PQ：́ ¡¾I，１９８８ J），K ４２７。



姚氏先有《李義山七律會意》四卷（雍正刻本，題姚培謙撰。清華、南開

大學圖書館均有藏本），後乃擴展至箋全部義山詩。瑐瑦

+3~:，hQMÞ¿¾})，mæá?u¹whc，éçxQM（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á

�a（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ａ ｅｆｆｅｃｔ）¦³mæ�ã¹w* 7vr，��ÓOBcªGë"

¾*OPQ。

�ÞmN?ê《2Æ》，]'éS，âwyÑ�¾，d^�;ä�，ü´5

i，��ma7Ü£�Æ《-à·«Q》��A]ó·，Tijk《NËe%-

(ÇNâ》�：

他原先自己寫了《李義山七律會意》一書，只以七律爲箋釋對象，後來覺

朱箋實有未備，乾脆擴及全集。瑐瑧

EÏ,《NËe%Á 7Ð》�：

雍正年間，姚廷謙（即姚培謙，１６９３—１７６０）曾撰《李義山七律會意》四

卷。姚氏《李義山七律會意》與陸崑曾《李義山詩解》的後先出現，説明

此時注家對李商隱最擅長的七律産生了濃厚興趣，紛紛爲之作出箋解

評點，有漸成專門之學的趨勢。瑐瑨

��r《ìºNËe%Á 7ÐÝ》�：

雍正年間，姚培謙（１６９３—１７６０）曾撰《李義山七律會意》四卷，後來又將

它擴充到解全部義山詩，撰成《李義山詩集箋注》十六卷，于乾隆四年己

５５１南開大學所藏姚培謙《李義山七律會意》之文獻問題考論　

瑐瑦

瑐瑧
瑐瑨

A67e´E、8�9Ê�´E：《)V�º%4�¡Zþ·ÕÖ�ºw》（Þß�：àF
Ðá�HI，２００９ J），K ４２２。
ijk：《NËe%+Û-(ÇN*Üº》，《NËe%-(ÇNâ》，K ８７。
EÏ,：《ìºÿ¾ÝNËe%* 7》，《NËe%Á 7Ð》，K １２１—１２２。



未（１７３９）由姚氏松桂堂刊行。瑐瑩

z]Þ�，¬《2Æ》̀ ¾��*¹Þ，Xx`aÒs<{。ÉÄÞé《,*+

¹¾Ê》*《N�4Ç�2Æ》̀ 4，¬IÊAj、"¾H3;�`j；ØðjI

Ê?é�¾&�，Î：

余於玉溪生詩舊本，肆全力收之。年來

所得約十數種。明刻只嘉靖毘陵蔣氏

所刻及汲古翻宋本，清初所刊如朱馮

屈姚諸本皆有之，校評本亦有不少，而

此本卻未前見。刊刻精雅，愛不忍釋，

於奇窘之中仍出重價買歸，不顧家人之

交責也。抱殘守缺，得一舊本，如護頭

目，辛苦每不之計。此意其誰能知，跋此

不禁慨然。乙未十一月十三日記。瑑瑠

.：±]J，̀ 3��J，¹Þ¦qÇ

F，£ã《2Æ》。���ÿ，¹sJr

=+Ð¬，çÞý�NËe%ß|}

H3，X�³µ，P^、ì^，@^、O

^，-à、ÊÓ，̀ mÄ�，Ôxs�

3。瑑瑡 ²、K�+，ä±>Û！,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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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瑩

瑑瑠
瑑瑡

��r：《?�i�：¹;¿ãp%£ÝNËe* 7》，《ìºNËe%Á 7ÐÝ》，K
１３０—１３１。
¹Þ：《,*+¹¾Ê》，wA，K ２９３。
�>í、�¬¶《H3Ï*�uál$》Î：“0¹¾kÏ*4�j，í"¼ {iÝ*¾
ïl�3。P�-《@:g·gÏ¨》Î：‘�3��¬¦：`、�3（m�w、]AÛ）；
ð、+3（+Ê、+à）；¦、B3（B^、B`）。’”äðs¡：《ÊB?�·H3¨》（P
Q：́ ¡�HI，１９９８ J），K １４。



1îC±�ÝNËe%ß*Dò�¶，jä±2�。À¥xJ*��lQ，�

&þr，�a?áTE，̀ �F%《2Æ》，Q'é��，Ô'éÞ¾ì)z�ô

ä，n�dnµ，áýd-S�，X´^ø�!/G、ß±G<�º，ý1H

´。T¹ÞQ，"H《2Æ》“8^+º”，̀ l�3、·3，瑑瑢`�{¶（SÔ¿，

¿sIw@I），Æ�dJ。

(ÞØ`jIÊáH3;�，jK±ë《2Æ》*EzÇÈ，éQ�：

廷謙此箋……每詩後有評釋。瑑瑣

《李義山七律會意》四卷，華亭姚廷謙平山著。雍正刻……前有雍正丁

未六月上浣華亭姚廷謙書於小杯湖序，次例言，目録。瑑瑤

��á《-à》z]，ç3pqT´：

《會意》：姚培謙序→例言→目録→正文

《箋注》：黄叔琳序→本傳→例言→目録→正文

B£，《2Æ》]《-à》ïëNËe3+。éÙ，《2Æ》*��，(《-à》jº

�´��；��Xysë？¼n0¹Þ《,*+¹¾Ê》Ø¦jIÊ�äÁL，

éQ�：

廷謙序中論注李之難，釋李更難。諸家之失，摘舉略盡。瑑瑥

n'ýèuú¬ð：̀ 、í×ëNËe%dýà，Òdý-*jN；ð、�´X

７５１南開大學所藏姚培謙《李義山七律會意》之文獻問題考論　

瑑瑢

瑑瑣
瑑瑤
瑑瑥

�>í、�¬¶《�3*·B》Î：“E|æsp~¬3Ð4�7、ÏÑ;�7、ÐÑºí
7h0+eï*¾nvs·3”。äðs¡：《ÊB?�·H3¨》，K ２８９。
¹Þ：《,*+¹¾Ê》，wA，K ２９３。
íÔ，K ２９４。
íÔ，K ２９３。



¡《2Æ》v�|+。1Ù，ç¾《«Q》³�dí，�《-à》«Q�`、��X

ÎT´：

諸體各分，取便檢閱。……

往有《義山七律會意》一刻，友人惜其未備，因成此書，并取《會意》覆勘，

十易二三，期於無遺憾而止，顧未能也。瑑瑦

Yç+4,，�d2�ìÞ《2Æ》«Q)。

�Ú，Ø`、Ø¦jIÊ�C±ë¹ÞÝ《2Æ》*Ó�，éQ�：

廷謙此箋……雖未必全得作意，然以言釋李，卻别具手眼，亦一家言，何

可廢也。他日當爲流通之。甲辰殘臘廿八夜燈下書。黄裳。

廷謙……自爲會意，亦往往有強做解人處，信乎知易而行難也。未暇對

校，不知松桂讀書堂中有何更定，然以視張爾田輩之瑣細無端，猶覺勝

一籌也。甲子九月重陽後二日，下午睡起，齋居不出，弄筆點閱此本，輒

記數語。黄裳。瑑瑧

.：P�J，×V�q¦J，ló`3�AJ；P¤J，×VÇq¦J，ló`3

�AJ。z)ðqJ，�-}è`¬�q，��â�，jæs"¾üès：¬

^��ä，ar`ß�Q，mØ��p；�ès：´}2Æ，¾ê-±，]s*

â。*�Q，M�ÞN，r%《2Æ》d-ál。s�，¹sÞý¾�Ø3J，

)�´�Ò：“�ù�s0ê�”，Î¬�5�H�¾、ÍIv�¹w�Æ，G¥

®]a{ì。�Ú，ý¾ðq3Jv，¹Þ��!�`q~V：�《2Æ》“Ý

Ê”· ¹¾�3《-à》，Ué“¬ëÒ%”，³)Êéqí，;U4�Sá34

d6�，cî PPë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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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瑦
瑑瑧

£�Æ：《N�4%ß-à》，p«，K １ａ—１ｂ，eK ７—８。
¹Þ：《,*+¹¾Ê》，wA，K ２９３。



¹Þ《,*+¹¾Ê》XÄ�j;�，y�·4，lf(?ÿsV，â《2

Æ》ÂsQ�、n´*56rÆ。é®ê4,，³äÞs¡v�*《ìºH^`

O》，瑑瑨dÉ。

　 　 （二）版式

T¹Þ¡Ä，《2Æ》̀ ¾HÈT´：

李義山七律會意四卷，華亭姚廷謙平山著。雍正刻，十行，十九字。上下

小黑口，左右雙邊。前有雍正丁未六月上浣華亭姚廷謙書於小杯湖序，

次例言，目録。每卷尾有“吴郡王素軒録，金陵王兆周鐫”兩行。扉頁題

“北垞讀本”。收藏有王綬珊四印。瑑瑩

´4)��áQ5uÏ¿¾}XM《2Æ》O,tzÝv，Ò�`�yâ�。

　 　 １． 封面、扉頁

IwR�O,t�Cc、PK，�]ä¹sXÎ“pS¯]�àÔQË�

£NÆ¾ÞoÜÖ�，Ù«Q，?Ä”，ÑPÌÔ*“FR¹3”A,。

　 　 ２． 內頁

（１）�þ：0´¿nì.j�，$S�bs：Ô´&b、|�Nb，fT¹

sXM，s“|�N�”，]{e3dÈ。¹�*l，Iw]a?ài¾，mN®

²éHS[?!�。

（２）1è： Ìq1、1q3,。�á¹sXÄzí。nîÅl*l，《2

Æ》ñ´¬à，%v¬-；à4N1，&1ðq�,；-4&1，&1q�,。©

1eóH*MN，(Þu,3á),3�î，瑒瑠=�，Hc�Ò、º�，nÓ

V¹。

（３）¾«：H�Ô´，¹^¬<b，Ô´<«。á¹sXÄí。h，H�Ô

９５１南開大學所藏姚培謙《李義山七律會意》之文獻問題考論　

瑑瑨
瑑瑩
瑒瑠

¹Þ：《ìºH^`O（ÄÅ3）》（ÔL：1VuÏ�HI，２００５ J），K １８１。
¹Þ：《,*+¹¾Ê》，wA，K ２９４。
�>í、�¬¶：《�3*·B》，《ÊB?�·H3¨》，K ２４８。



´|¬Äa`b，ls“NÄa”；Ôs<ý，�³s“<Äa”。Äa)î^¬

¾�、w!、K!。õÙ=Æ，]^“"Ì,!、̂ P¼¾�。”瑒瑡

（４）¾[：m。

（５）,�：Âë¡*°`l¬ý,。é`，¬ïéý，“/”,Õ¶“■”，

T《QM》“/ÔÖ)+a�”*“/”,；“■”,Õ¶“■”，T《ÉËke÷±

J�ìÕE£9》*“÷”,。ÿw¬úÄ/Tý，Cd�Ë�xè*ÇÈ¶

“$ ”；vw¬�:»Uý，í�,³ô�I。éÙ，¬Õú±ý，�“T”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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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瑡 �>í、�¬¶：《�3*·B》，《ÊB?�·H3¨》，K ９６。



“È”，T《Bù�o》“E^È�ïAB”*“È”,。

©á《-à》z]，Òaj�çwdí。T《2Æ》d¬“Ö”,，《-à》j

«�Is“■”，《f¿÷i�zÿG¡PfJMGS,V》“¹WÜ �Ös”

ñ*“Ö”,，Ól`«，�v¾�HÞ%ÁJî，ô¬Örý。�îqí，Sn

MPç¾��HJº。

（６）wB、wa：&wwBB1，5=^“N�4Ç�2Æw□”；)1，-

�=，Ø3,Ö^“Ë�　 £NÆ　 û4”。��`Z*l，Yá《-à》̂ s

“Ë�£�Æû4-”，¼�dí，S´¿：

éX´�，�£sæÞò¤qJ（１７３２）、AqFöÒ�：ì“NÆ”Fs

“�Æ”，́ “¬Äý”。瑒瑢 YhnîÙPP：《2Æ》r¾��ò¤qJÿ，�p

１６１南開大學所藏姚培謙《李義山七律會意》之文獻問題考論　

瑒瑢 £�Æ：《�PÄ》，K １３２。



S�Jr¾�M，mö。�Ú，&ww

x，¹^Ô“N�4Ç�2Æw□”，)

ç1，-q=，̂ “fW!�:Ä　 1Ü

!r�0”（S|¿）。

.：!�:，�ùX，÷3±。«

s£~ÆYÄ4Ý、%Ý，À3¾�Ú，

£sX9B¾《BZ》/®、Ä9《B%

|+�à》，¾xÊ�¶：

吴郡王日燠素軒録

乾隆丙寅夏五月，吴郡小郁林陸氏雕

版，王日燠録

ÏwT�Kâ，“ð±�¬G�”。瑒瑣

(Þ�¾�X´ÚHÞQG，̀ =“Q

Glìº7^)�Ü��`，0ì\8

ìx`h�+Z”，瑒瑤g£sßF�¬^¾¶7，瑒瑥A�}�u�“�^¾，Î×

^ª«o3”，瑒瑦�ºÏw³UP，ÿy《wrß》81�“¦��”，Sl“‘wr

%2’́ þrk£sßFX¬，v,c�^¬dï¾M”。瑒瑧 é�H《-à》X

¼“· ¹¾�MH”，2��ß¾~�，n'�³�/^3，《2Æ》së�

{µR，̂ ^ÞQG¾7？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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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瑣

瑒瑤
瑒瑥

瑒瑦

瑒瑧

�S[[：《〈e%�Üß〉Ew£�ÆGUUÅ》，《ÔÀP�ÏÿÏ½》，Ø ２５ wØ ３ ¾
（２０１３ J ９ à），K １５—１９。
�>í、�¬¶：《�3*·B》，《ÊB?�·H3¨》，K １９４。
NüÏ：《0〈��〉、〈�|〉â£�Æ〈N�4%ß-à〉ÝNËe%* 7》，ÉãjOÀ、
þ\ÿ´E：《4Ï+¬á 7âÂØA9》（FG：)Ë¾=，２０１９J），.：j]�H。
±2、O{L：《· ¹¾�ß�wZþ》，《¢%A��¾e?》，w`§�q�，K １４ａ，
eK ３８４９。
�j@：《“wr%2”U》，《4Ï¹a》ªWH。
ª\：ｈｔｔｐ：／ ／ ｗｘｙ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ｒｇ． ｃｎ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ｓｐｘ？ｉｄ＝２９７５。（２０１５． １２． ０１）



�，ÿA《�PÄ》，“0]AJAqÇF”�´Q：

往年有《義山七律會意》一刻，大半出自初晴手筆，兹刻賴同學王子延永

祺相助。瑒瑨

.：\=，�]�@，,áÇ，÷3±，“́ £^wÿvAqJ”，£�Æýþ]

±。瑒瑩 Ô+A4，uÅî�]�½<£sEr《2Æ》，Ý+¬NËe%，³¬

_V�l。

三、 “取《會意》覆勘，十易二三”考

ÿ4r¬Q，£�Æ《-à·«Q》���：

往有《義山七律會意》一刻，友人惜其未備，因成此書，并取《會意》覆勘，

十易二三，期於無遺憾而止，顧未能也。瑓瑠

《2Æ》、《-à》ð¾，z"qðJ，é“2《2Æ》̧ v，qýð¦”�，,ü`b

B%？X“ý”�-6Àsë？ml4,Ô*Àw？¼lK@ÿà，ý\à-？

ý\à-*�-，l�aöé'(NËe%*Ã3}è？3Í'sU�。

£�Æ-à《2Æ》ÿ，�ãÇ（!¯，１６０６瑓瑡—１６８３）r�H《N�4%ß

à》（１６５９），“Z1L�”，瑓瑢“bÞß¬é¾”。瑓瑣 +�ÿ，��rs£s-à

３６１南開大學所藏姚培謙《李義山七律會意》之文獻問題考論　

瑒瑨
瑒瑩

瑓瑠
瑓瑡

瑓瑢
瑓瑣

£�Æ：《�PÄ》，K １７ａ，eK １３９。
[[：《〈e%�Üß〉Ew£�ÆGUU》，《�kæ�ÏÿÏ½》，Ø ２４ wØ １ ¾（２００９
J １ à），K １０１—１０５。
£�Æ：《N�4%ß-à》，p«，K １ｂ，eK ８。
�ãÇ9¿Já�，SNüÏ：《0〈m�〉%â��ä〈ýÅN�4%ß-à〉Ý�ãÇ
〈N�4%ßà〉* 7》，《¾(}~Ðß8》Ø １２ ¾（２０１７ J ６ à），K １４４—１４５。
�ãÇ：《+ßKQ》，《b�oß》，wq�，K ３３４。
¦�Ô：《N�4%ß-à�》，ÉãEÏ,、ðc2：《NËe%Áß-》，̧ Äð，K ２０３１。



Â´þ*»hÚ，Y0《2Æ》Ç�EzÙ��í�à，rn�ä`>。±2

《A��¾e?·N�4%à¦w¸Ä`w》Î：“v,àËeßw，T��ä、

£�Æ、ävçß，uú´ãÇsv3，ÅSé�ö。”瑓瑤2s*â。

�àû´JA÷d¡u，g£�Æ§a��éî，r`ß�Q，úsdý。

TIwÛj，《2Æ》)lP£ó�à，w`¬ １１ «，wð ８ «，w¦ ２６ «，wA

１５ «，· ６０ «；é)，Çxà-§svÖwX[$，AÖ?õzP，Tävà，

��《2Æ》�Ó¬ ２６ «，Y ２６ «，d��±�-"%ñ*´0Æä（Sv

4）。Ù3e]，{a]�£�Æ《2Æ》。

�《2Æ》KÝ《-à》n´óì，£�ÆÝNËeÇ�**�ä-，uÎ]

C，M%�ans«`；瑓瑥gÝÞq�%¨*'(，§¬x��npq。１１８ B

NËeÇ�，ç¾-à4,�íw，u ２５B，mÖe!* ２１． ２％；}Q�，《-à》

FÕ《2Æ》�，[×�r，K«dnhd[。{y� ２５B%´í=IìT´：

表一　 《會意》、《箋注》箋注文字全同表

《2Æ》w! 《2Æ》w! %　 　 　 　 � B!

w` w3 《.Ùl´》、《�Ð》（歷覽前賢國與家） ２

wð wq 《]ú》、《r》 ２

w¦ wq`

《�ðBvý¬dÉÉ;¡P》、《]�<�Ç`
�》、《Q×》、《,U)0@Á±f》、《�ÆÞ5ÿ
�.�》、《�%z¯》、《0g》、《m�ðB》（éð）
（ýhQ´ÿ��）

８

wA wqð

《1(¼PÔX°》、《Ä�》、《¤\çi》、《wW》、
《ÕÆ》、《Sà�)/》、《f》（江南江北雪初消）、
《É�l�q¦kÚ》、《�o·》、《M~》、《��«》、
《±ù)�》、《z))õs9XkðB》（éð）

１３

�　 　 j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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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瑤

瑓瑥

±2、O{LE：《N�4%à¦w¸Ä`wZþ》，《¢%A��¾e?》（A），K １２ａ，e
K ２９９２。
£�ÆMNËe%*Ã3}è，SNüÏ：《0〈m�〉%â��ä〈ýÅN�4%ß-
à〉Ý�ãÇ〈N�4%ßà〉* 7》，K １４４—１４５；h，NüÏ：《0〈��〉、〈�|〉â
£�Æ〈N�4%ß-à〉ÝNËe%* 7》，ÉãjOÀ、þ\ÿ´E：《4Ï+¬á
 7âÂØA9》（FG：)Ë¾=，２０１９ J，.：j]�H）。



　 　 �ÃY ２５ B%，�nóì`q·íìõ，)：�àXm、s£�Æ《2

Æ》BÙà�w，《-à》xî´÷�，ë©£sÝé^��ä，pC�´、t�，

~dÒö。'l`-、̀ à´s¸u：

《.Ùl´》，-�：

此已渡險而歎險路之不能避也。“一夕南風”，危舟已度，正老杜所謂

“死地脱斯須”者。縱少年輕别，豈知天險之不可狎耶？五六承“離别”

來，在客裏，則書題斷絶；在家中，則眄望無期。而波浪蛟龍，前途性命之

虞，方未艾也；夫楊朱之泣歧路，謂其可以南可以北，今此行則絶無他路

可避，畏途之泣，豈彼所可同日而語乎？此承“險巇”作結。（《會意》卷

一，頁 ９ａ—ｂ、《箋注》卷九，頁 ６ａ瑓瑦）

æs�%Õ*l±9)*`>µ¶Å�：mn,¬*Q�、5��Ô，Iì*

l%±�º�¹À)&3`z，3i`9v*Q^�2，]#$、5¨Üy

%Æj%、ÝmÞJ=，Mn´H。év，��ä、äv、PÝ�\|¬díä

-，gEÏ,、ðc2§]æí£-，°Þ“kkG�ç�ø”.gv，ÅÔ`

ñ：“»j£�Æ-g”，瑓瑧näâ��Æ，é�%-¹，³{£s。

《r》“�¦\Èhÿ�”ñ，à�：

《西京雜記》：初修上林苑，群臣遠方，各獻名果異卉三千餘種，植其中。

（《會意》卷二，頁 １７ｂ、《箋注》卷十，頁 １０ｂ）

�àcäÞ《Ró�)/�l》“ëþhtÔÈ�”ñ´，l'£�Ææsçñ

í�`Ê，Xyís`�。h，-Î：“�¦\È，��±mì�)ë。´ B

��。”EÏ,、ðc2j�：

５６１南開大學所藏姚培謙《李義山七律會意》之文獻問題考論　

瑓瑦
瑓瑧

sÍ¨�，́ 4pA《2Æ》、《-à》ð¾，¹84àPw!、Km，d��à。
EÏ,、ðc2：《NËe%Áß-》，K ６０６。



因見野菊而興身世之慨，懷楚怨綯之意，僅於自傷身世中及之，……末

聯馮、張均以爲寓令狐移居事，恐非。“紫雲新苑移花處”，即所謂“移根

上苑栽”，指綯移官內職，任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承旨，“處”即

“時”意。瑓瑨

y%Î%*Þ“�Ü”，×Ýä、P“h°”�M，³)äXn�“5�7”oß(

“�<7”�。�-��íÞ£�Æ：“�¦\Èhÿ�”á“ëþhtÔÈ�”

OP，��Xî=îsQ×�È，j%ÆX~í×w，'rmæ»áZp、m

ìä�Í5*�Ü�¶。Õ)lÕ±，�E�`，l`B£�µo*��

%。Xâ³{£s。

p�，aÞ《2Æ》ö)rí%'(Ãg，sv,wX 7，�rs�º

�-NËe%*`®Ê，《2Æ》��，ì�nq。

ér ９３ B%，ÿvð¾-、à4,dí，¼S¼ô，öÑ*t�nijs´

´A>：

　 　 （一）辨析字詞

M4-,l-à*Ãg，£�Æ¤ËNËe%,²，,fÒ、�、�¦q

<c。

,Ò�«¬ð，¹��《-à》。`s《r》“oÈËústê”ñ，《-

à》�：

爛漫，見《魯靈光殿賦》，後人訛作“爛熳”，遍查《説文》、《玉篇》等書，從

無“熳”字。（卷十，頁 ５ａ）

î�“st”̀ ²��、̈ S¼±�Q，sPr0M，�¶1ç,¾，unh=+

Ð¬¯，³näé;ý¤Ë�,,Ò。ùv，äà³2-“t”,，Ò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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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瑨 EÏ,、ðc2：《NËe%Áß-》，K ９４６。



�v》、《Ô¢À》、《-wÀ》�：“�,a�¶‘ùt’，³¶‘st’。¬¶‘x’

w，ö”。瑓瑩 Xâë7£�Æ《-à》úó。瑔瑠

ðs《8æ¾》%�，《-à》�：

按：《韻會》，“隋”，古本作“隨”，文帝去“辵”作“隋”，二字通用。此詩

蓋引隋師東征之事以諷當時也。（卷十二，頁 ４ａ）

�3yz（9¿JdS）g，瑔瑡£�Æ¦£A´sà，̀ F�ãÇhA《ê�》÷

¿Jî�，Éæs“%)g，S�ö�c”�Bà。瑔瑢 .：“8”、“{”\m`,�

p，gÝÞ%Æ-¹，kOPeu：“8”，?8c，îÖ±8*¾\，Õ*l“ö

�”；“{”，{Mc，î{*¾\，Õ*lÿº�，�Ü�´I�。ÿM0“À”*

4��-；vMj0“K+”oã。�à{ÞÿM，瑔瑣£àF´vM。{Öw

T��ä（óÝ，１６７９—１７５５瑔瑤）、±2、äv，a0£M，瑔瑥EÏ,、ðc2Òâ

“£sh‘�Iíx�Qc。’nh`gÒ*。”瑔瑦�'《-à》¤Ë�,，fÄ�

þ，l�`��-,�、×_%Î*WÍ。

,��«¬¦，³a�Þ《-à》，Ê�T´：

７６１南開大學所藏姚培謙《李義山七律會意》之文獻問題考論　

瑓瑩
瑔瑠

瑔瑡

瑔瑢

瑔瑣

瑔瑤

瑔瑥

瑔瑦

NËe¡，äv-à，̂ pèÊ：《+49%ß-à》，w¦，K ５７４—５７５。
EÏ,、ðc2dVr£M，æs：“stX�ó²，¶st、sx¹mdn。Ö±³
ðwV$……`d�=‘x’,vÖ1éöc。”äðs¡：《NËe%Áß-》，
K １０３１。
�ãÇ-à，��äAÅ：《N�4%ß-à》（»F：?4¾=，１９８１ J），w)，K ６０ａ，
eK ５１３。
�ãÇà：《N�4%ßà》，Éã《Â4o�A��¾》（̀ P�ð）（»F：»YË|
¾}，１９８６ J），wð´，K ２３ａ，eK １６３。
�àæs，ÿ¦�aÕö�，xðg“l��´Ic”。±2d´s�，×¨¦：“�%`¨
aï{�´wI，]±S4，5B¾\，)î[��U，pÿAñ�ö�，)ðñótâ，x
ðñ´ÿMîèc。”äs¡：《̀ %¼á》，《+49%M》（»F：Ð4¾}，１９７１ J），
w´，K ３６ａ。
��ä9¿J��â，SNüÏ：《0〈m�〉%â��ä〈ýÅN�4%ß-à〉Ý�ã
Ç〈N�4%ßà〉* 7》，K １２９—１３０，à ４。
ävMNô¬dí，éQ�：“ðÆ¼{4°¡$‘8’，pDÜ¶‘{’c。”g§ly�%
%*s{*¾\。äNËe¡，äv-à，̂ pèÊ：《+49%ß-à》，w`，K １７。
EÏ,、ðc2：《NËe%Áß-》，K ３６。



《飲席戲贈同舍》“珠樹重行音杭憐翡翠”。（卷九，頁 ４ａ）

《隋宮守歲》“沈香甲煎去聲爲庭燎”。（卷十一，頁 ５ａ）

《行至金牛驛寄興元渤海尚書》“九枝燈檠去聲夜珠圓”。（卷十一，頁

１２ａ）

�¦à{a0�à,，Ép£�Æ�ä，g《2Æ》mà，《-à》k²Ay，SÝ

K、ßë�《2Æ》mÆÙµAû�«、ccÄ8*-àOû，¬äjà，mäc

d¾¶-±，l`®Ò~q±áP°ý*¡¶。

,��«¬�，¼DäÞ《2Æ》，¼DäÞ《-à》。`s《äX�Ñ¹n

äAz¼qAiËU》“nî�ÒR|Ë”ñ，《2Æ》i0�à，mà�Ê：

“《lGVÊ》：‘zT�¬üË}。’”（w`，K ７ａ）《-à》jÄà：“ü，ê¶

~。”（äwÇ《z0q0¾íÖsj¾h》“)%~Æü”ñ，K １２ｂ）“üË”、

“~Ë”，)�U*í`}Æ�，£�Æ°�àP“ü”、“~”ç,êv，¼~Z

�¹w：�'Æ�，XF¬�²，3¶`å²��-。

ðs《°I�》“¹¦CsT�§”ñ，《2Æ》、《-à》¹à：

揚雄《長楊賦》：“木擁槍壘，以爲儲胥。”注：“木擁柵其外，又以竹槍壘爲外

儲胥也。”胥，須也，言有儲蓄以待所須也。（卷一，頁１３ｂ、卷九，頁８ｂ）

“·S�éÚ”，3¢（¦]，9¿JdS）à；“§，ôc”，jiæ�（５８１—６４５）

à，a]�N�（？—６８９）《4@》à《!GÀ》。瑔瑧 Ý�，�ãÇm23à，瑔瑨

£sçàa2，z]Q，£àK�àÒaì.MP“�§”,�。

¦s《�®�úB/》“��Ç_Q=l”ñ，《2Æ》i0�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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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瑧

瑔瑨

�S：《!GÀ》，Éã~ÛE，N�à：《4@》（»F：�Q¿¾�H¬ª��，１９９１
J），w3，K ２２０。
�ãÇàA3¢àö，î“§c”ð,，hà：“Îó{《%�》：‘I¾，*)Å/；�§，*
)¤�c。’”äsà：《N�4%ßà》，Éã《Â4o�A��¾》Ø １０８２ �，w`Ô，
K ４８ｂ，eK １０６。



《玉海》：“郡國朝宿之舍在京者謂之邸。”“朱邸”，邸有朱户也。謝朓

《辭隋王牋》：“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卷二，頁 １８ａ）

《-à》jF¶：

《漢書》注：“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諸侯朱户，故曰“朱邸”。

（卷十，頁 １０ｂ）

sñ)“�”,D8ÒJ*��，0´àôAØ`R;�*����，�à`ü

Þ《2Æ》。h，é-(“��”̀ ²，c]《2Æ》IP�þ。

As《)ó¶》“�oô�1�t”ñ，《2Æ》i0�à，¶：

《真誥》：萼綠華降羊權家，贈以詩一篇，并致火澣布手巾一條，金、玉跳

脱各一枚。（卷三，頁 ７ａ）

màPÊ���，《-à》jÞ`A《÷�》�ÿ，Äà：

條，同“跳”。跳脱，臂飾也。（卷十一，頁 ５ａ）

F-,�。�“1�t”、“1�t”ð²，§¬`,�p，C¬²Ô£àêv,

*MP，�DÌ�。év，�à、äàÕ�y《÷�》)*“1+�t”Fs“1+

�t”；Ôäv��Z\à，Î：

《盧氏新記》：唐文宗謂宰相曰：“古詩‘輕衫襯條脱’，《真誥》言安妃有

金條脱，即今之腕釧也。”一作“跳脱”，亦作“挑脱”。瑔瑩

９６１南開大學所藏姚培謙《李義山七律會意》之文獻問題考論　

瑔瑩 NËe¡，äv-à，̂ pèÊ：《+49%ß-à》，w¦，K ７０２。



.Q�ê“�t”、“�t”ð²，-(“�t”,�，Ø7£s《-à》úó。

�s《�ÆÞ5ÿ�.�》“ÆÞ5ÿÂX·”ñ，�ãÇmà，《2Æ》、《-

à》¹Þ“·”,´à：“í‘2’。”（w¦，１１ａ、wq`，K ７ａ）)2ø、2f�Æ。

�à�lsë¬^¹wö-,�，eö-%Æ。v，äà³Î：“·，)2。”瑖瑠

TÔXy，£�ÆÞ《2Æ》S+，]d5Æ¤Ë,²，(《-à》Ç|úý

v。Ò、�、�¦w�)，Î.QÞ,Ò、,�，�¬&ä，̀ V´à，wsv,w

Xæí，br%â，éoÏlË，2d-oF。

　 　 （二）説明典故

NËe%û´$Êv¶、µÆæ¸¡u，�-àßbô�Q´ù¨��。

£�ÆMPNËe%Ê�，¬´´bèþµ：

`s+I。£s《-à·«Q》�ð¬Q：“�àJA;÷，{X$m¬÷

 ，�vwA�”。瑖瑡 �+Ilé-à°ý，)ÛMPÊ�，³1Tl，��I�

hI，;Ñ?ß，e(m´`gZ�。'lð«：

《ý�ú�E》“̀ B�9C¥¿”ñ，《2Æ》à：

《高唐賦序》：昔者先生嘗遊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旦

爲朝雲，暮爲行雨。”（卷一，頁 １ｂ）

ru�y《[ÖÀ�》®Ê�-，É]!¨À�，u²`¾。g(《-à》，Ò`

II�s“�9，$R��。”（w`，K １ｂ）

《���》“��]L;\ ”ñ，《2Æ》Aµ�à¶：

《呂氏春秋》：月望則蚌蛤實；月晦則蚌蛤虚。《安天論》：月中有仙人桂

樹。（卷一，頁 １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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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瑠
瑖瑡

íÔ，wð，K ５１８。
£�Æ：《N�4%ß-à》，«Q，K １ａ，eK ７。



`à“��”，̀ à“\ ”，rn+I，g《-à》ÒA《�/â》，º�´“\

 ，\àc。”（w3，K ２ａ）

è�ð«，B«)*“�4R�”，�s�Ê，Ô�%ýèd�R�，�Ü

R��Dò��õ；Ù«)*《ÅsB%》，Ïrî�“��”áà�“8”、“Þ”

*WX，j“\ ”)s“\à”，n´K'。¼ÃÞ�，《-à》'ôQÊ�，́

µ+I。

ðs��。£�Æà-Ê�，̀ �Ùµ+I，g�þö§d�vAiÊ，́

hm%ñ�®ñÆ。'lð«：

《3ù》“�·4qYÛ�”ñ，《2Æ》à：

山翁，山簡也。（卷四，頁 １１ａ）

�?�à，Ô��µëià)*“́ KWk�”̀ ñ，瑖瑢à4nh;I。g“4

I”sÂ？éá%ñ*W�ë�？NËehsë:$�Ê？¹wdamp。

《-à》FàT´：

《晉書》：山簡“鎮襄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地，簡每出遊嬉，多

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卷十二，頁 ７ｂ）

àP��、Sy4I（� ，２５３—３１２）9ûýþ1·，T�`,，NËe�X´

Ü“4q”́ “KWk�”，�8-ª；ñ)“Û�”，c¬ë¡z，¹w=�Òa

�2�ñ$Ê�ö。&ï�àQ，《-à》üÞ《2Æ》。v，ävà�，³A

《�¾·4I+》。瑖瑣

《�¦Mÿÿ�)�4�!i)�XA�UÑÐ�\°��Õ÷s�》

“ðÔ�xeõ¦”ñ，《2Æ》i0�à，¶：

１７１南開大學所藏姚培謙《李義山七律會意》之文獻問題考論　

瑖瑢

瑖瑣

�ãÇà：《N�4%ßà》，Éã《Â4o�A��¾》（̀ P�ð），w¦Ô，K １０ａ，e
K １８３。
NËe¡，äv-à，̂ pèÊ：《+49%ß-à》，wð，K ３４９、K ５２０—５２１。



陶弘景《答詔詩》：“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卷四，頁 １３ａ）

Xàmö，g�Ã�，Ym-ëñ)*“ðÔ”“x”“¦”，Þ“eõ¦”̀ Æ，

]m¡z。《-à》FàT´：

京房《易飛候》：“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有賢人隱。”陶弘

景詩：“嶺上多白雲”。（卷十二，頁 ７ｂ）

ÄZë`j�Ê，y“¦”á“eõ”*WXÙe8ÒJ*]V，c)à4c�c

Ò��。ÜôëÖÖÂ（êP，４５６—５３６）%)Ôñ，jléÙµà4+I*

h`«PT。EÏ,、ðc2cæs�à�þ，��éM。瑖瑤

¦sHf。ÀëMPÊ�*ÇÈvIdí，¬öXA��c2ÿv¬q，

�j£�Æ+ìµ+，sµHf��。"ìõhnÊsç}：é`，FAØ`

R;�，'lð«：

《ãU÷2¶》“�ö*�m±�”ñ，《2Æ》à：

《梁四公記》：杰公使羅子春賚燒燕五百枚，入洞穴，至龍宮，以獻龍女。

龍女食之，大嘉，子春乘龍載珠還國。《南部新書》：“龍嗜燒燕肉”。（卷

三，頁 １３ｂ）

A《Q®\¾》，(¦]（１５８４？—１６５５ ¼ １６５６）Ds�，A《ùA�Ê》，js£

�Æ�ý。(《-à》，A《Q®\¾》，m�《ùA�Ê》，Y¨p£s��，�

æXàüÞ(¦]，X《ùA�Ê》*JºJÞ《Q®\¾》，l“*�”Ê*

Ø`R;�。év，äà³B�《ùA�Ê》，îÑéÌ。瑖瑥

《�äXÏõ》“0÷²�ý4þ”ñ，《2Æ》i0�àåx�Ê)，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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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瑤
瑖瑥

EÏ,、ðc2：《NËe%Áß-》，K ４５４。
NËe¡，äv-à，̂ pèÊ：《+49%ß-à》，wð，K ３６９。



《�÷ãÜÈ》，�：

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如彘，不知名，牽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

“此名爲媦”，媦亦語曰：“二童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

逐之，化爲雌雉，上陳倉北阪爲石。（卷一，頁 ７ｂ）

~�{�éàµ+I*þµ。g《-à》kA�Ê，FA《Õ·çâÈ》，�：

秦文公獲若石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從東方來，若雄雉，其聲殷殷云。

又：宣帝時，或言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王褒持節求焉。

（卷九，頁 ５ａ）

ç¾Xy，{s`�。£�Æû<2�，Ø³¬Ñ《Õ·çâÈ》Çs“0÷²

�ý4þ”ñÒJ*��。瑖瑦

éð，AÑ《2Æ》à4，;é�T，clç«：

《��》“<LàP¬Ù”ñ，《2Æ》i0�à，Aé)ð���：

《洞冥記》：“吠勒國人，乘象入海底取寶，宿於鮫人之舍，得淚珠，則鮫人

所泣之珠也。”《博物志》：“南海外有鮫人，水居如魚，其眼泣，則能出

珠。”（卷一，頁 １ａ）

Î¥Ví�à，v“�±”Ês“<L”ñ*�c。g(《-à》，kyà48!

ÑA，̀ m÷�，ë©£�ÆÝÞNËe�ñl�÷$�Ê，a9op，dÑ�

´，sµ+f，ÔÒ�p。

.：《��》%Î，�、£ðsa´“BÎ”M；8�，Të�O“�±”Ê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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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瑦 �Ê{¬K《Õ·çâÈ》ÒJ*��：《ÐÊ·Cs¾》。�v,äv³d´《Õ·çâ
È》sà，FA《ÐÊ·Cs¾》。äNËe¡，äv-à，̂ pèÊ：《+49%ß-à》，
wð，K ３１７。



“<L”ñ、“BÎ”M*WX，�´HÜó-�%，rëàß�ôcÝ*á�。

Ý�，�smM，£s¼Çl¬¯Þé'(Ô*Âq，瑖瑧mN-}，�Â®Þ

《-à》ö@5JI，Aûà4。

《m�AB》（來是空言去絶踪）“�Yn��no”、“E�rU¶4R”ð

ñ，《2Æ》Ê�à�：

崔顥詩：“水晶簾箔繡芙蓉”。

李賀詩：“茂陵劉郎秋風客”。（卷一，頁 １７ａ）

*B%，£�Æmà�ðñ，Ôa���à，Î¥)�éM，�，《-à》kÑ

Aà4，ÒrêBmà。éX´�，nì-4ô�ÁL。

.：£-¬“�BLÿ，nohh”ñ，�'é�-*“�no”lhh，g

�àXA¿�（Å ７０４—７５４）%，uè�²���，]MPésë�，]a¬k

s“�Y”ñ(Æ，äv)Ý�àdíæí，FA�%“�e�no”s�Ê，æ

s“�no”l(�。瑖瑨 h，£-¬“‘é¶j ，é±eR’，"1¡²¢�，Â

'E#？”!g，�'é0z;/�、2�m¾*4�-“E�”ñ，g�sAN

�（!W，７９０—８１６）%sà，kMPé´ÕÔµ¢�v�，ëá£-¬+zp，

EÏ,、ðc2³d´�àsl，�：“{J$E"、�,�”，“�´E��î，

¶4îÝÇX°��。”瑖瑩þQ�，�s�ðà，upAà，³pf-。£�Æ¼

c8éd£，Î]aá�0-4z�，�Þ《-à》)Aû，¬^O¤，́ µ+f。

　 　 （三）考據事實

£�ÆàNËe%，\d´UTs?*，g§n¬ä-。Té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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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瑧

瑖瑨

瑖瑩

£�Æ-“<LàP¬Ù”ñ，e(*B《��》，¬`°ú'(，SNüÏ：《0〈��〉、
〈�|〉â£�Æ〈N�4%ß-à〉ÝNËe%* 7》，ÉãjOÀ、þ\ÿ´E：《4
Ï+¬á 7âÂØA9》（FG：)Ë¾=，２０１９ J，.：j]�H）。
NËe¡，äv-à，̂ pèÊ：《+49%ß-à》，wð，K ３８６。EÏ,、ðc2³V
réM，�：“¥¦、²§、(�¹n�no¿u，�Q‘�Yn�’，�´î(�sü。”äð
s¡：《NËe%Áß-》，K １４６９。
EÏ,、ðc2：《NËe%Áß-》，K １４６９。



çB：Ü�、��。

ÿw，jA«，'léð：

《ÉE�\F》“r1*Ð\Öb”ñ，《2Æ》mà，《-à》Zà�：

《廣絶交論》：“軼歸鴻於碣石。”碣石，燕地，故曰“燕鴻”。（卷九，頁 ３ａ）

s"ñ�Bà。£sduàP�Ê，Ò-(së���Ê：¨Þ�*，sÐi

�X，%XÉÝõEF，Sl*±，NËe¦=�Ö©�“*Ð”̀ ²，ªé]

aÚÍ[â，)GEF]a`i!P。�à2nhCvëNËe*Q�á

$Æ。

《z¿«�lí》“>¼&¦¬ìU”ñ，《2Æ》mà，《-à》Zà�：

《地理志》：蜀都有火井，在臨邛縣西南。欲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須臾

許，隆隆如雷聲，爓出通天，光輝十里。（卷九，頁 ３ｂ）

ÿ�，�ãÇ�Aõ;¦（¤1，５３１—５８３）《jÆÀ》“&¦Al”ñs

à，瑘瑠£s8�]®Þ�，�《2Æ》)rdA，pw��；§(《-à》，Dæs

D8Ò�*��：《Ü�È》，��ÊaJ6%�Ô*“lí”、%ñ)*“ì

U”。v，äà\]P/《-à》，g£à“ìU，rÕÔ”，vAõ;¦《jÆ

À》，瑘瑡7ìÞ£à�，S1dï。

vw，·`«，Ôs¡«。《m�ðB》（é`）（鳳尾香羅薄幾重）“44´

5ÕQ¯”ñ，《2Æ》à：“́ 5，hc。”（w¦，K ２１ａ）�s£sBà，Ôs�

ä，g�ö§g�]S，(《-à》'Òó·T´：

程泰之《演繁露》：“唐人婚禮多用百子帳，特貴其名，而其制度，則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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瑘瑠
瑘瑡

�ãÇà：《N�4%ßà》，w`Ô，K １９ａ，eK ９１。
NËe¡，äv-à，̂ pèÊ：《+49%ß-à》，w¦，K ６５５。



子孫衆多之義，特穹廬之具體而微者耳。捲柳爲圈，以相連鎖，百張百

闔，爲其圈之多也，故以百子總之，亦非真有百圈也。其弛張既成，大抵

如今尖頂圓亭子，用青氈通冒四方上下，便於移置耳。”按：義山所謂“碧

文圓頂”者，殆指此。蓋其始本以氈爲之，後或易之以羅歟？（卷十一，

頁 １３ａ）

D8《Hv±》i4，SA�，Ô²q±.g，-(、K®és“§¤§”。"MÞ

《-à》�H�Ö，rë�¹@ìr°，°Þ《�》)í�，â�：“p°÷º"ê，

éYa(Þ�¥？”瑘瑢väv³A《-à》，Éh：“£M{l，�XhrTc。g

�5Ôñ，h�§。”瑘瑣.：£àef，“44´5”)4))Cä*“�T”、“r

T”，�º\±Lk¯²öX°§�，瑘瑤%)�¤Õ#Q¯，SéËÞÌ¶、ËÞ

çî�`7n��*Úì。�“rT”Mrl“44´5”*oXà-，Y�

�QÞ£�Æ*���Ï。

　 　 （四）闡發詩意

£�Æ-àNËe%，“3´(Æs´”，瑘瑥érÆ，xíìÞ-4)。

Uº《2Æ》、《-à》，ÿv-4¬qw，·q�«；é)，q¦«s《-à》Aµ

《2Æ》，̀ «s《-à》�F《2Æ》，A«s《-à》\Ä。

Aµ*q¦«，Â´þ*?*l)-4Ò�Ç，=8zë《2Æ》)]8

7、́ }*4,，T：

……使人失笑。（《和韓録事送宮人入道》，卷三，頁 １８ａ—ｂ）

……不必效之。（《當句有對》，卷四，頁 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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瑘瑢
瑘瑣
瑘瑤

瑘瑥

¹@ì：《N�4%ß-à·�》，Éã£�Æ：《N�4%ß-à》，K ２ａ，eK ３。
NËe¡，äv-à，̂ pèÊ：《+49%ß-à》，wð，K ４５８。
ÌVÓÝ�á�¬S��â，äs¡：《)V+Û9ÅèÁ》（»F：�Q¿¾�Héê¬
ª��，２０１４ J），K １１３—１１９。
¹@ì：《N�4%ß-à�》，K ２ａ，eK ３。



……須知。（《奉同諸公題河中任中丞新創河亭四韻之作》，卷四，頁

１６ａ）

¬*lsë)-4�þ¬XI�，T《ý�ú�E》-4Bñ，《2Æ》¶：

《水經注》，武都秦岡山懸崖之側、列壁之上，有神像狀婦人之容，上赤下

白，世名之曰“聖女神”。蓋因形似得名，非果有其神也。（卷一，頁 ２ａ）

《-à》j¶：

按：《水經注》，聖女以形似得名，非果有其神也。（卷九，頁 １ｂ）

y“ú�R”��*�ÍI�，�éÞ%Æ�ó`>，�n¬nm�î，�n0

ô。¬*na½ö8�-�a|Cî´AÀ，T《°I�》，《2Æ》-4¶：

此因武侯志業不遂而歎時命之不可強也。猿鳥風雲，千古下猶覺神靈

儼在。以此吞吴併魏，亦復何難？銜璧之辱，誠公之所不及料也。然公

才誠不愧管樂，天意且并不留關張，徒使他年過錦城者，吟梁父而懷遺

恨耳。義山亦借此以自悲其時命也，荆公詩云：“當年諸葛成何事，只合

終身作臥龍。”同一感慨。（卷一，１３ｂ—１４ａ）

《-à》jy“�4³#�”́ ´!ñ，̀ I7�。¼£�Æ8é¬��'(�

 ？AÀ�v，《°I�》ïÒ{Þ`B&þ*�Ð%，í×*ml%±ÝÞ

ç�À（ÕP，１８１—２４３）“ödEá”*ªG，]�áNËe*ò��L¬õ

o、��*WX。

�F*`«s《f¿÷i�zÿG¡PfJAGS,V》，《2Æ》-4�：

此表太原公好士之誠也。按：戴與戎皆太常楊敬之子，敬之兼太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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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同日登科，時號“楊家三喜”。公鎮河陽，既愛戴才，又必欲兼致其弟，

故言潼關形勝之地，人物輻輳，而二楊爲之白眉。三、四言其科名家室之

盛。戎本侍其親，今戴往代之來河陽，故有“綵服”句。結言太原公之拂

拭二楊，不殊晉朝司空之拂拭二陸，預想戎至之日，一堂諧笑，樂可知也。

情趣全在一結。（卷四，頁 ８ａ）

T�!¨，《-à》mÒöëç,，³)y“dú�M�=”ñ)*“dú”，Fs

“³T”（wqð，K ５ｂ）。ÿvFö，4ÆdC，�£�ÆÝé-4Të,³ñ

´、+ìµ+、Ç�´k，kì�nä`>。

\Ä*A«，Ê�s：《m�》（zäöü�³ü）、《4z¦B》（éð）、

《4z¦B》（é¦）、《�¦Mÿÿ�)�4�!i)�XA�UÑÐ�\°�

�Õ÷s�》。�A«，ºíë£�ÆÏr《2Æ》v，ö)qðJ，�-NËe

%*\�q，é-ä³nn}，T《m�》（zäöü�³ü），《-à》�：

人情易合者必易離，惟相見難，則别亦難，情人之不同薄倖也。“東風”

句，極摹消魂之意。然不但此際之消魂，“春蠶”“蠟炬”，到死成灰，此情

終不可斷。中聯，鏡中愁髩，月下憐寒，又言但須善保容顔，不患相逢無

日。雖蓬山萬里，呼吸可通，但不知誰爲青鳥，能爲我一達殷勤耳。

此等詩，似寄情男女，而世間君臣朋友之間，若無此意，便泛泛然與陌路

相似，此非粗心人所知。（卷 １０，頁 ２ｂ—３ａ）

-4ç+，nÊ�vsé�28*í<ÆáQ<Æ。0ÿwj，B�r%`+

dýf�*®å，́ é¶÷，�ë·4c。õ�´/ódÑ*¶;(“Bµ”、

“ÝE”ðñ，ef！é�h¬“gÒ±!�”*¾V�Æ，X-°ú。a�í×

>¼¶·，��zê，̧ a`êè]�Ò。

0vwj，“ð��¶，êw��Ú]。”瑘瑦�Y+®å³nêÞJk、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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瑘瑦 �ãÇà：《N�4%ßà》，i�，K ２ｂ，eK ８１。



a)，gumÞ“êÞ”，kp“LÞ”。£-*Gô�，)��<ê×jk、��

�%na*µÆ，“dhé�¬�w，Qé¶�n´zê”，瑘瑧É]^Æ��，

¸2]ù，iÞñ´，s"%÷�ë'(*=î。

.：《m�》%Z¬¹wÂu*�=)l：¬m�w。©¬，�wwë？©

m，%Îhsë？âwxh�%¬�w，��wé¬µÞ��、�|²¶�Æ，

fé（�Ç，１６１０—１６９４）ns�Mºí，éQ�：

（“相見”句）見時難於自述，别後通書又不親切，所以歎之，畢竟致書猶

易，故有此詩。（“東風”句）“東風”比綯；“百花”自比。上不引下也。

（“春蠶”二句）致堯云：“……”肥遯之士，莫容易笑人。（“蓬山”二句）

“無多路”、“爲探看”，侯門如海，事不可知，亦屢起陳情事也。瑘瑨

ññz{，|s½�，y�%�AÞNËeáäXßW/*tW´-¹。ÌT：

“東風無力”，上無明主也；“百花殘”，已且老至也。落句其屈子遠遊之

思乎？（〔清〕何焯評語）

“東風”句，承“别”字來，風爲花之主，猶君爲臣之主，今曰“無力”，已失

所倚庇，而不得不離矣。（〔清〕徐德泓評語）

此詩似邂逅有力者，望其援引入朝，故不便明言而屬之無題也。（〔清〕

程夢星評語）瑘瑩

V¹ÇÈ¦aåí，aQ¬�w。p�，á£-z]，[´�a。EÏ,、ðc

2-�%，£ÒÓ¦：“f、ä、P、¦çß，a´s¬ú²¶öµÆäX�¶。

�´%)X¥Õ�L¶á�4、äXnî�WX¶Ýh，�M{dnê。”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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瑘瑧
瑘瑨
瑘瑩

EÏ,、ðc2：《NËe%Áß-》，K １４６７。
fé：《ljón》（»F：?4¾=，１９７３ J），wÔ，K ４ａ，eK ５３３—５３４。
ÄSEÏ,、ðc2：《NËe%Áß-》，K １４６３。



此類戀詩，雖亦可能有所謂“本事”（亦未必即作者之戀愛經歷），然必已

舍棄生活原型中之大量雜質，提煉、昇華爲結晶，以表達愛情間阻情況

下愈益深摰忠貞之感情。……惟其精純而具典型性，此類詩於創作過

程中亦有可能融合、滲透作者之人生感受。本篇抒寫離别之難堪與别

後悠長執著之思念，其中或亦揉合作者政治追求失意之精神苦悶，與雖

失意仍不能自已、有所希冀之心理。“東風”句亦隱忍傳出作者對衰頹

時世之感受。

Âv，uÇ£-“nh�¹�B%`N”。瑝瑠 l'£�ÆhsNËe%�´`

-¹�«¯！

四、 結　 　 語

ê�Ô4�â，X�¬´´¦Á：

（̀ ）£�Æ-à《2Æ》，rÞìpS�J（１７２７），AqF。"¾F-N

ËeÇQ�%，· １１８ B，-sAw，ñ´¬à，&B�v¬-，£(/，î(Æ，

�´a÷Ñÿ±�Q，v�|+。´�sÃg，îÔ�×1qðJ，®ÞK�ì

%ÁAJ（１７３９）��Ò*u*《-à》，0s£�Æí%éNËe%-àA

uß*Ü*。

（ð）《2Æ》81ÞQG，g0+d?，Ï�³de'。34TQ5uÏ

XM，UéHÈ，'�¾fws：��、«Q、?Ä、S4，É]¸\、《BÖ¾》N

Ëe+、J~、%[LÚæ;�，�ìédvÚµ*q±“2Æ”°ý。�¾�

e3dÈ，Hc�Òº�；0¬úÄ、�:ýá�¾“£NÆ”L，n¹Pé��

HÞ%Á´ÿ。

（¦）0《2Æ》8《-à》，１１８ BNËeÇ�，4,Fö�x× ９３ B，K«

[×�r，Xö<c,ü：¤Ë,²、MPÊ�、UT�{、�ó%ÆL，ÿ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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瑝瑠 íÔ，K １４６７。



q，¼<S�ô，¼<ô�S，¹£�ÆQ;�¬v*¬��Q；éXQ，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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