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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中日文化交流

张云樵 孙金花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
,

魏晋南北朝是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重要历史阶段
,

是两国文

化由间接向直接交流的过渡时期
,

为 以后隋唐时期两国文化的大交流打下了 坚 实 的 基

破
,

因此
,

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是至关重要的
。

一
、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日往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
,

在双方交往的过程中
,

从宏观分析
,

大体上可分为魏晋与南北朝

两个阶段
,

兹分述于下
:

1
.

魏晋时期双方的交往 总观中国古代文化东渐大势
,

是 以朝鲜半岛为桥梁
,

向日

本列岛间接传播的
。

追溯东汉末年
,

公孙度割据辽东
,

至其子公孙康时
,

势力伸张到朝

鲜半岛南部
,

设置了带方郡 (黄海道南部
、

京羲道全部和忠清北过的北部 )
。

公 元 2 38

年曹魏灭公孙氏政权后
,

势力扩展到朝鲜半岛南部
。

这时
,

日本北少砂 l,I的俊女王国听到

魏国的盛名
,

便派人 去朝鲜半岛南部通过带方郡的地方长吏与魏通好
。

依据 《三国志
·

魏书
·

楼人传》 记载
,

将双方往来情况
,

按次序分述于下
:

据 《三国志
·

魏书》 中之 《乌丸详卑东夷传》载
:

魏明帝景初二年 (公元 2 38 年 )
,

楼女王卑弥 乎造难升米
。

都 L牛利等出魏国
,

由魏带方太守刘夏派官员护送到都城洛阳
,

奉献男王 日 四人
,

女主 口六人
,

班布二匹二丈
。

魏明帝对此深为嘉许
,

乃下诏报楼女王

日
: “

今以汝为亲魏楼王
,

假金印紫授
,

装封付带方太守假授汝
。

其 绥 抚种人
,

勉为

孝顺
。

汝来使难生米
、

牛利涉远
,

道路勤劳
,

今以难生米为率善中郎将
,

牛利为率善校

尉
,

假银印青缓
,

引见劳赐遣还
。 ” ① 今以绛地交龙锦五匹

、

绛 地 约 栗 尉十张
、

蓓绛

五十匹
、

给青五十匹
,

答汝所献贡直
。

又特赐汝维地句文锦三匹
、

细班华厨五张
、

白绢

五十匹
、

金八两
、

五尺刀两 口
。

铜镜百枚
、

真珠
、

铅丹各五十斤
,

皆装封付难升米
、

牛

利还到录受
。

悉可以示汝国人
,

使知国家哀汝
,

故郑贡赐汝好物也
。 ” ② 这是侨女王首

次派使者来魏国
。

魏国于
“
正始元年 (公元 2 40 年 )

,

太守弓遵遣建忠校尉梯儒等奉诏诣楼国
,

拜假俊

王
,

并责诏赐金
、

帛
、

锦
、

刀
、

镜
、

采物
,

楼王因使上表答谢恩诏
。 ” ③这是魏国于侨

女王遣使通好之后
,

首次派使者到达楼国
。

魂正始四年 (公元从 4年 )
, “

楼王复遣使大夫伊声晋
、

掖邪狗等八人
,

上献生口
、

楼锦
、

绛青嫌
、

绵衣
、

帛布
、

丹
、

木
、

甜
、

短弓矢
。 ”

④魏封掖邪狗等为率善中郎将
。

这是侨女王国第二次派遣的通魏使者
。

魏正始六年
,

魏踢难升米
“

黄幢
” , “

付郡假授
。

正始八年
,

王顽为带方太守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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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
,

正值
“

侨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王卑弥弓素不和
,

遣俊载斯
、

乌越等诣 郡 说议 击

状
。 ” ⑤ 日本列岛上的卑弥呼国王与卑弥 弓国王发生武装冲突

,

并将这一情况派使者报

告给魏国
,

楼女王国第三次向魏国派遣使者
。

魏正始八年
,

魏国为了调解卑弥呼与卑弥 弓之间的不和
,

不使兵戎相见
,

派遣塞曹

椽史张政
,

送去魏国给难升米的
“

黄幢
” ,

携带魏国皇帝的诏书
,

发布檄文
,

劝喻双方

不要争斗
。

这是魏国第二次向 日本列岛遣使通好
。

不久
,

侨女王卑弥呼死
。

始立男王
,

引起国内不和
,

遂改立卑弥呼宗女年仅十三岁

的壹与为王
。

壹与遣掖邪狗等, 人送还魏使
,

并
“
献上男女生 口三十人

,

贡白珠五千
,

孔青大句珠二枚
,

异文杂锦二十匹
。 ” ⑥这是委国第四次向魏 国派遣使者

。

由此可见三国时期的中 日往来更为频繁和密切
。

这一时期中国文献的记载
,

如
“

亲魏俊王金印
” ,

其印样收夺于日本的 《好古录》

中
。

还有大版府和泉市黄金琢古墓曾发现有魏景初三年铭文的铜镜
,

恰与 《三国志
·

魏

书
·

东夷传》 记载的魏赐卑弥呼铜镜百枚相符
。

西晋时
,

中 日官方往来见于文献记载的共有两次
。

一次是 《晋书
·

四夷传》 记载
:

“

泰始 (晋武帝年号
,

公元% 5一 27 4年 ) 初
,

遣使重译入贡
。 ”

说明俊女王国与中国往

来一直继续到西晋
。

此后
,

因中国
、

日本列岛
、

朝鲜半岛的历史舞台风云变幻
,

剧烈动

荡
。

中国内部发生了空前的大动乱
。

朝鲜半岛高句丽
、

百济
、

新罗鼎立纷争
,

阻隔中日

往来的通道
。

日本列岛大和朝廷的兴起
,

委国被其统辖等多种因 素
。

所 以 约 有 工5 0 百

五十年左右在中国史籍中不见中日往来的记载
。

第二次往来是在东晋末年 安 帝 (公 元

39 7一 4 18 年 ) 时
,

又
“

有俊王赞遣使朝贡
。 ” ⑦的记载

。

2
.

南北朝时期双方信史往来 根据中国文献记载
,

这个时期的中日往来
,

主要是

和南朝交往密切
。

在南朝的宋国
,

从高祖永初二年 (公元 通21 年 ) 至顺帝升明二年 (公

元 47 8年 ) 期间
,

在 日本相当于仁德天皇至雄略天皇的时候
,

两国通使竟至八次之多
。

睛况如下
:

第一次
,

据 《宋书
·

蛮夷传》 载
: “

侨国在高丽东南大海中
,

世修贡职
。

高祖永初

二年
,

诏日
: “

侨赞万里修贡
,

远诚宜甄
,

可赐除授
。 ” ⑧这则史料系指南朝末高祖刘

裕永初二年时
,

日本大和朝廷仁德天皇 (中国史书称俊赞 )
,

曾派使者来到宋国
。

第二次
,

据 《宋书
·

蛮夷传 》 载
: “

文帝元嘉二年 (公元 4 25 年 )
,

赞又遣司马曹达

奉表献方物
。 ” ⑧这在 《南史》 中也有同样记载

。

第三次
, 《宋书

·

文帝本纪 》 载
: “

元嘉七年 (公 元 4 30 年 )
,

俊 国 遣 使 献 方

物
。 ” L

第四次
,

在 《宋书
·

文帝本纪 》 中有
“

元嘉十五年
,

是时… … 俊国
、

林 邑国并遣使

献方物
。 ” ⑧按此时正值 日本仁德天皇 (赞 ) 死

,

皇子珍继位
。

据 《南史
·

夷 貂 传》

称
: “

赞死
,

弟珍立
,

遣使朝贡
,

自称使持节
、

都督楼
、

百济
、

新罗
、

任那
、

秦韩
、

慕

韩六国诸军事
、

安东大将军
、

屡国王
,

表求除正
。

诏除安东将军
、

屡国王
。

珍又求除正

消等 1 3人为平西
、

征虏
、

冠军
、

辅国将军等号
,

诏并听之
。 ”

@ 笔者推测 《南史》 中所

记
“

弟珍立
” ,

可能是
“

子珍立
”

之误
。

第五次
,

在 《末书
·

文帝本纪 》 中有
: “

是岁 (元嘉二十年 ) … … 百济国
、

俊国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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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使献方物
。 ”

.《宋书
·

蛮夷传》 载
:文帝元嘉

`
二十年

,

楼国王济遣使奉献
,

复以

安东将军
、

楼国王
。 ” ⑧此时正是 日本允恭天皇 (公元 412 一 4 53 年 ) 在位

,

所 以 《宋

书
·

蛮夷传》 中所说楼济
,

当指允恭天皇
。

第六次
,

据 《南史
·

夷貂传》 载
:

元嘉
`

二十八年
,

加使持节
,

都督楼
、

新罗
、

任

那
、

加罗
、

秦韩
、

慕韩六国诸军事
,

安东将军如故
。 ” L 在 《宋书

·

文帝本纪 》 也有元

嘉二十八年
, “

称声月甲辰
,

安东将军供王济进号安东大将军
。 ” L

第七次
, 《南史

·

夷貂传》 载
: “

济死
,

世子兴遣使贡献
。

孝武大明六年
,

诏授兴

安东将军楼 国王
。 ”

对比 《宋书
·

孝武帝本纪》 中有大明四年十二月乙未
, “

楼国遣使

献方物
。 ”

0 的记载
。

从这两则史料所记
,

世子兴遣使的时间应是孝武帝大明四年 (公

元四五三年 ) 末
,

日本应是安康天皇在位
,

世子兴应指安康天皇
。

第八次
,

是兴死
,

弟武立
,

自称使持节
,

都督楼
、

百济
、

新罗
、

任那
、

加 罗
、

秦

韩
、

慕韩七国诸军事
、

安东大将军
、

俊国王
。

顺帝升明二 年 (公 元 4 78 年 ) ,
遣 使 上

表
。

诏除武使持节
,

都督楼
、

新罗
、

任那
、

加罗
、

秦韩
、

慕韩六国诸军事
,

安东大将军

楼王
。 ”

L 另据 《南史》 所载与此略同
,

故不重述
。

南朝刘宋灭亡后
,

萧齐政权建立
。

据 《南齐书
·

东南夷传》 载
: “

建 元 元 年 (齐

高帝年号
,

公元 4 79 年 )
,

进新除使持节
、

都督楼
、

新罗
、

任那
、

加罗
、

秦韩
、

慕韩六

国诸军事
、

安东大将军
、

楼王武号镇东大将军
。 ”

L宋亡以后
,

日本与齐 仍 有 外交 往

来
。

梁代齐以后
,

据 《南史
·

夷貂传》 载
: “

梁武帝即位
,

进武号征东大将军
。 ” L对

此
,

《梁书
·

东夷传》
、

《文献通考》 均有记载
。

总之
,

南北朝时期
,

由于航海技术的进步
,

中 日新航线的开辟
,

中日双方的交往比

魏晋时期更为密切了
。

二
、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日文化交流

1
.

文字与儒家为主的中国文化传入 日本 在汉宇传入 日本以前
,

日本没有自己的

文字
。

故有 日本
“

无文字
,

以刻木
、

结绳记事
” ,

@ 到 目前
,

除了汉字
,

没有发现那时

有其它类似文字的东西
,

可以说日本最早的文字就是汉字
。

汉字传入 日本的具体时间尚

难沦定
。

相传 日本应神天皇十五年 (公元 2 84 年
,

晋武帝太康五年 )
,

阿直 岐 自百 济

东渡日本
,

担任皇子稚郎子的教师传去的
。

阿直岐推荐王仁
,

次年王仁至
,

进 《论语 》

十卷
, 《千字文》 一卷

。

皇子师之而通其学
。

一般以为 日本学习汉文始于此时
。

笔者认

为 早在西晋以前
,

中日民间与官方早有交往
,

由于多种原因
,

使大批秦人
、

汉人从朝

鲜半岛移民 日本列岛
,

即日本所称的归化人
。

经过几个世纪的漫长岁月
,

不断地移居日

本
,

数量是相当大的
。

据 日本学者栗田宽统计
,

他从 日本古代史书中出现的两千多个姓

氏里
,

其中有七百多个是
“

归化人
”

的姓氏
,

儿乎 占了三分之一
。 “

归化人
”

中
,

中国

人占绝大多数
。

这些人给日本带来了汉字和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
。

他们教给日本

人学习汉字
,

使用汉文
,

后来就逐渐把汉字做为 日本的表音文字来书写 日语
,

并在 日本

社会上层人中传授儒家的书籍
。

据文献所记
,

早在俊女王卑弥呼时代
,

就有人能懂汉语

并能写汉文 了
。

如 《魂书
·

俊人传》 载
: “

正始元年
,

太守弓遵遣建忠校尉梯懦等奉诏

书印缓诣楼国
,

拜假俊王
,

并责诏赐金
、

帛
、

锦
、

采物
,

楼国王因使上表答谢诏
。 ”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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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 』戈女工卑弥 乎与狗 又国男王卑弥 弓素不和

,

遣俊载斯
、

乌越等诣郡说相攻击状
。 ” ⑧

当时在日本列岛上
,

不但有大批
“

归化人
”

通晓汉文
,

就是本土也有一部分人懂汉语
、

识汉字和用汉文了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中日交往的加强
,

中国的传统文化对 日本的影响

日益加深
。

到南北朝时
,

日本使用汉语的水平已经今非昔比了
。

在《宋书
·

蛮夷传》中
,

有宋顺帝升明二年 (公元 47 3年 ) 楼王武给宋国的表文
,

兹录于下 :

封国偏远
,

作藩于外
,

自昔祖弥
,

躬杯 甲宵
,

跋涉山川
,

不逞宁处
。

东征毛人五十

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
,

渡平海北九十五国
。

王道融泰
,

廓土遐歌
。

累叶朝宗
,

不愈于

岁
。

臣虽 「愚
,

泰撒先绪
,

驱率所统
,

归崇天极
。

道径百济
,

装治船舫
,

而句骊无考
,

图欲见吞
,

掠抄边隶
,

虔刘不 已
,

每致稽滞
,
以失良风

。

虽日进略
,

或通或不
。

臣道亡

济
,

实忿寇仇
,

奎塞天路
,

控弦百万
,

义声感激
,

方欲大举
,

奄丧父兄
,

使垂成之功
,

不获 一签
。

居在谅周
,

不动兵 甲
,

是 以惬息未捷
。

至今欲练甲治兵
、

申父兄之志
。

义士

虎贪
,

文武效功
,

白刃交前
,

亦所不顾
。

若 以帝德覆载
,

摧此强敌
,

克靖方难
,

无替前

功
。

窃 自假开府
,

仪同三司
,

其余咸各假授
,
以劝忠节

。

此表文词雅伤
,

很有南朝风韵
。

虽然有人怀疑表文为 《宋书》 编撰者沈约改动
、

修

润过
,

但不是伪造的
。

汉文传入日本
, 在上层人士中日益普及

,

为隋唐时代 日本人充分

运用汉文
,

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基础
。

在汉文字在 日本流传的同时
,

儒家经典也相继传入 日本
。

同时
,

由于朝鲜半岛局势

的动荡与变化
,

原先居住在乐浪与带方的中国人
,

陆续大批移居 日本
。

据文献记载
,

到

达 日本的有弓月居率领的秦人
,

有阿知使主和他儿子都加使主率领的汉人
,

以及后来从

百济到日本的汉人
,

有陶部高贵
、

鞍部坚贵
、

画部因斯罗我等大批
“

归化人
” 。

他们带

来了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中国文化
。

除儒家学说以外
,

道家思想
、

阴阳五行以及截纬之

学也相继在 日本广为流传
。

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
,

做为外来的精神营养
,

丰富了日本民

族 的思想内容
,

对 日本的精神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

对 日本隋唐时期的思想开放铺平了

道路
。

2
.

佛教的传入 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
。

中国的佛教传播
,

由黄河上下
,

大

江南北
,

流传到辽东和朝鲜半岛
,

又从朝鲜移民到 日本的汉人把佛教带到 日本
,

在日本

列岛流传起来
。

如在 日本的汉人后裔司马达笃信佛教
,

在 日本结庵奉佛
。

他的女儿是 日

本的第 一个尼姑
。

从百济陆续传入各种佛学经卷和释迎佛铜像
,

日本笃信佛教的人
,

从

上层到民众信奉者与日俱增
。

从此
,

日本与中国化的佛教文化的关系格外深厚
,

为 日本

的佛教大盛创造了条件
。

以后在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使中
,

僧侣的人数比重是很大的
。

3
.

中国的养蚕
、

纺织和缝纫技术传入 日本 日本列岛似乎很早已知养蚕
。

据 《魏

志
·

楼人传 》 载
: “

种禾稻
、

拧麻
、

养蚕
、

缉绩
。 ”

说明楼女王卑弥呼时代已经养蚕
,

但养蚕与抽茧成丝的方法极为简陋
, “

口里含蚕得抽丝
” ,

把茧一个一个含在口 中抽出

丝来
,

产量少
,

质量低
。

可是由于中国人的到来
,

日本列岛的养蚕和纺织业才有显著发

展
。

据 《姓氏录》 载
,

仁德天皇时
,

把从朝鲜半岛移居来的秦人分置各部
,

从事养蚕织

绸
。

他们所献的丝织品非常精美
。

至雄略天皇时
,

把分散居住的秦人 等 92 部
,

18
,

670

人
,

令其从事养蚕织绸
。

不久
,

他们所织的绢缴
,

朝廷上堆积如山
,

因踢姓太秦公
。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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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雄 价天皇又把秦人等分置
一

犷适于养植桑蚕的各国县
。 L 日本 又 带 回 汉织

、

吴织
,
即

中国的机织工
,

引进先进的纺织技术
,

结果使日本的养蚕业
、

纺织业得到空前灼发展
。

由于 日本仁德朝 以后
,

与中国文化交流 !J 益密切
,

尤其在雄略朝时
,

由于汉织
、

吴织
、

兄媛
、

弟媛的移入
,

探受中国南朝文化的刺激
,

于是天皇产生要在日本实现中国所说的
“

衣冠之邦
” 。

诸如命小子部螺赢收集国内的蚕
, L 使后妃亲 自养蚕

,

或救令百济招徕带

方郡内技艺
一

卓越的中国人
, L 或招集为臣连等所驱使的秦人等

, L 责令从事养蚕纺织之

事
。

甚至在雄略天皇临终遗诏中仍在表示遗憾 ! 其在遗诏中说
:

“

不谓遴疾弥留
,

至于大渐
,

此乃人生常分
,

何足言及
。

但朝野衣冠
,

未得鲜丽
,

教化政列
,

犹术尽善
,

兴言念此
,

唯以留恨
。 ”

L

由此可见
,

雄略天皇对
“

朝野衣冠未得鲜丽
” ,

大有死不眼目之恨
。

由于日本历朝

的乖视和提倡结果
,

使 日本的养蚕业
、

纺织业得到空前的发展
。

楼女王卑弥呼时的衣著
,

据 《 魏书
·

楼人传》 所记
: “

男子皆露价
,

以木绵招头
。

其伙横幅
,

但结束相连
,

略无缝
。

妇人被发屈纷
,

作衣如 单被
,

穿其夹
,

贯头衣之
。 ” @

即男 人穿的是把整幅布处处用线缝连起来的衣服
;
女人穿的是在一块布中间开一个 口

,

从 叮个日把头伸出来的 一种衣服
。

所用衣布也只是些用麻
、

褚
、

谷等植物纤维织的极粗

糙的东西
。

自从魏与楼有往来以后
,

看到中国人的衣著
,

从中国传来户衣料和先进的服

装式样
,

使 日本朝野人士眼界一新
,

向往中国的丝织品
、

毛织 品
、

衣装
、

衣料等
,

于是促
·

进 了日本的服装改革
。

日本又从朝鲜半岛南部把兄媛
、

弟媛等中国纺织工带到本国
,

仿
_

照中日眼式改进 日本的服装
,

使之样式美观
,

穿着舒适
。

二
.

巾国科技
、

工 艺和美术对 日本的影响 中国人移居日本列岛
,

带来先进的科技

文化
,

促进了日本科技进步与文化的提高
。

采用中国制造铁器为新技术
,

如打制锋利的武器
,

制造恺甲时使用的铆钉等
。

又如

生产 仁具的制造也有显著改进
,

锹
、

锄
、

犁桦
,

由长方形改为
“
U

”

字形
,

提高 了耕作

效率
。

此外
,

镰刀
、

锯
、

凿
、

斧等金属工具
,

均向中国学习加以改进
。

从第五世纪中期开始
,

日本从中国传入烧制坚 }月陶器的方法
。

在 《 日本书纪 》 中着

次见到陶部的名称
,

这在 日本制陶技术发展上很值得重视的
。

据考古学者说
,

从 日本古

坟中发掘的陶器有两类
,

一种呈红褐色
,

质地较软
,

一

件是灰色
,

质地坚硬
。

前者从石

器时代延续而来
,

后来是陶部移居日本后带来的
。

用后者烧制出来的 陶 器 称
“

须 惠陶

器
” ,

它逐渐取代了
“

弥生陶器
” 。

这种制陶技术
,

首先改用了一个长功米左右
,

有一

定倾斜度的所谓
“

升窑
” ,

由下端点火
,

从上边出烟
,

温度可达一千年以上
,

因而烧出

的陶器质地坚固
,

色泽美观
。

其次是用
“

辘辘
”

来调和粘土
,

代替两手搓揉
,

从而提高

了工效
。

从目前古坟发掘的数量来看
,

陶器出土较多
,

这说明陶部移居 日本后
,

用先进

技术生产的陶器
,

需要量大
,

使制陶业兴旺起来
。

据 《 日本书纪 》 所记
,

雄略天皇时
,

在大批所谓的归化人中
,

有精通各种工艺的手

艺人
。

这些人多才多艺
,

儿乎带来全部的中国工艺技术
。

由中国传来的镀金与制造玻璃

器皿的精巧工艺
。

如仿制中国的铜镜
.

已在很多古墓出土
。

又能用金和铜制造十分精美

的马具
。

如果没有金工
、

木工
、

漆工
、

制革工以及各种工艺的综合协作
,

是制作不出来

的
。

新工艺的应用
,

使日本的工艺技术有了飞跃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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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建筑与绘画方面也颇受中国的影响
,

在移居 日本的汉人中有画部
。

这就是绘

画技术的移民
,

对 日本的艺术发展有密切关系
。

如 日本法隆寺堂塔的全部样式
,

是经由

百济输入日本的南朝流派的产物
。

再有法隆寺建筑中所用 的云形肘木
,

是由中国传来的

南朝兴起的佛教艺术
。

在法隆寺内所藏的天寿图曼陀罗丝绒残片上绘有比丘敲钟
、

天女

飞翔
、

玉兔捣药
、

莲花坐佛各部分
。

其绘画的韵味笔致
,

都与南北朝时期的画风十分近

似
。

再有北州福冈县的一些古墓
,

如王家古墓
、

竹原古墓等
,

在墓室石璧上画有装饰壁

画
,

都深受中国的影响
。

魏晋南北朝时期两国的文化交流
,

在中日关系史上 占有重要地位
。

尽管中日两国的

社会发展
、

思想文化各不相同
,

可是文化不是封闭的
,

其流向是从高处 向低处
,

从比较

充实向相对空虚
,

从先进到后进的地方流动不 已
。

中国文化较 日本先进
,

所以中国文化

对 日本影响较大
。

日本吸收中国文化中的先进东西
,

确实促进了日本列岛的社会变革和

文明开放
,

起到 了重要的作用
。

①②③④⑤⑧ 《三 国志
·

魏书》 卷三十 《乌植鲜卑东夷传 》
。

⑦ 《南史》 卷 七九
,

第一九七四页
。

⑧⑧@ 《宋

书》 卷九 七
。

L@ L皿O 《 宋书 》 卷五
、

六
。

LL 《 南史》 卷九七
。

L 《 南齐书
·

东南夷传 》 L 《 梁书
·

东夷

传》
。

②霉L冬 《三 国志
·

魏书》卷三 十
, 《 乌丸鲜 卑东夷传》

。

⑥ 《神代纪》的一书中说 : “ 口 里含蚕得抽丝
” .

L 《 雄略纪》
。

L 《雄略纪 》 六年三 月条
。

L 斌
、

丁`

, ) 七 年条
。

L 《 雄略纪 》 十五年条
。

L@ 《 日资书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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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文学保存整理概观 (二
.

)

周惠泉

《拙轩集》

《拙轩 集 》 ,
王 寂 撰

。

王寂 ( 1 128一 1 194) 系金代中期文学家
,

字元老 , 蓟州玉 田 (今河北玉

田 ) 人, 天德三年 ( 1 1 5 1年 ) 登进士第
,
任 为太原祁县令

、

通州刺史
、

中都副留守
、

中都路转运使等

职
,
盖文肃

,
著有 《拙轩集》 、 《 鸭江 行部志 》 、 《辽东行部志 》 。 《 拙轩集 》 原本久佚

,
清代修四库

全书时从 《 永乐大典 》 辑出
,

渣为六卷 以行世
。

集中包括赋
、

诗
、

词
、

表
、

碟
、

记
、

序
、

帖启
、

书

后
、

祭文
、

行状
、

墓铭
、

哀辞等各类作品
,

其中最重要的 则是诗词和古文
。

《四库全书总 目》 对于《拙轩集 》一书虽然作了介绍
,
但是其中亦有疏误之处

。

比如提要称寂
“

登

天德二年 ( 1 1 5。年 ) 进士
” ,

就是不正确的
。

检 《 拙轩集 》 卷二
“

忆昔登科正妙年
”

一诗
,

诗题中有
a

天德辛未
,

家君守官白霄
,

仆是岁登上第
’

之语
, “

天德辛未
”

即天德三年 ( 1 1 51年 )
,

则提要所谓

“
天德二年

”

实为天德三年之误
。

今存 《拙轩集 》 ,

系清人从 《永乐大典 》 辑出
,

有光绪间吴重熹 《石

莲庵汇刻九金人集 》 本 , 今复按 《永乐大典 》 残卷发现馆臣漏辑者尚有二诗
,

特补载于后
:

高村马上

口 占
: 村上桑拓绿成围

,

蚕傍三眠麦掉旗
。

为 问农家真乐否
,

不妨说与长客知
。

( 《永乐大典 》 卷三千五百七十

九
“

村
”

字韵
,

中华书局影印本第五十册
。

) 过麻棘铺
,

不觉欣然似有西归之 兴
,

马上戏成一诗
,

他时当以麻棘部

落错欢喜浦
:

路入 辽西马欲飞
,

山川村落尚依稀
。

行人摊莫错欢喜
,

此度西来未是归
。 ` 《永乐大典 》 卷一万四千

五百 七十六
`
铭

”

字韵
,

中华书局形印本第一五三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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