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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辨误三题：《孔子庙震》《黄河》《黄河水》〔〕

○ 李朝军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０１）

〔摘　要〕北宋梅尧臣的《孔子庙震》多被当作一首地震诗收录，其实反映的是雷电
灾害，内容被误读。自清代以来多被类书、方志和今人视作唐太宗之诗的《黄河》应为晚

唐薛能所作，唐、宋、明时期对此都有明确指认，唐太宗文集未见收录。今天作为高启名

篇被广为征引的《黄河水》，不见于高启本集，应为同时人王的诗作。后二诗作者归属

问题的诸多舛误，说明核对、注明引文出处是文献整理和应用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必要环节。

〔关键词〕地震诗；梅尧臣；唐太宗；薛能；高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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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笔者发现有三首古诗在广泛流传中存在严重的误收、误读、误用嫌疑，

理应得到及时甄别，试质疑辨析如下，以就正于方家。

一、《孔子庙震》是地震诗吗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地震灾害频繁的国家，中国诗歌早在《诗经》时代就

开始反映地震灾害了，但是纵观整个诗歌史，明清以前有关地震灾害特别是以此

作为表现主题的诗作可谓相当稀少〔１〕，因此产生于此前的这类诗歌都显得弥足

珍贵。这是因为地震诗不仅具有其特有的文学价值、重要的史学价值，而且还因

为“描述了大量有关地震当时的真实情景，包含有许多极有科学价值的内容，成

为地震史料中独具一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２〕“不仅记述了火山和构造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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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灾害，而且描述了震前出现的各种宏观异常，这不仅对确定历史地震震级、划

分烈度提供了依据，而且对地震预报、防震、抗震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３〕。因

此，地震诗还可能对于地震学、灾害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以及今天的减灾事业

发挥一定的文献价值和参考作用。不过，尽管物以稀为贵，我们在搜集整理这类

作品时仍然应当注意甄别真伪，避免误收、误读。有关北宋诗人梅尧臣（１００２－
１０６０年）的《孔子庙震》被多种文献收作地震诗就是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典型案例。

目前将此诗视作一首地震诗进行收录、阐释的文献主要有：江苏省地震局组

织编辑的《中国历代地震诗百首》（中国展望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２页）；《历代地
震诗歌选·孔子庙震》注释（《山西地震》１９８８年第１期，第４６页）；侯英的《由
汶川抗震诗歌大潮看中国古代地震诗歌》（《防灾科技学院学报》２０１０年第 １
期，第１２２页）。但笔者认为此诗是写一场因雷电引起的孔庙火灾，理由如下：

首先，尽管本诗标题带“震”字，但是并非一定是指地震。宋诗中多有带

“震”字的标题，如郑獬《雷震》、范成大《正月十日夜大雷震二首》、薛季宣《欲晴

又雨终夕震电》、方一夔《立冬前后大雷电震者数日》，显然都指雷电。梅尧臣本

人也还有一首歌颂地方官吏为旱祷雨的诗歌题作《和谢舍人?震》，其中“?震”

即是诗中“联绵霹雳”的意思，“震”字也当指诗中“电光”“雷声”数语标明的雷

电之意。其实，震的本义即有雷的含义，如《易·说卦》：“震为雷。”《诗经·小雅

·十月之交》：“烨烨震电。”《毛传》释曰：“震，雷也。”而地震之义为后起，特指。

由此可见，不能因为此诗标题带“震”字，就简单地将其一概当作“地震”来解。

其次，尽管此诗正文没有说明这次灾害的具体发生地点，但据多种版本的梅

尧臣文集《宛陵先生集》（如明正统四年刻本、康熙四十一年刊本、四部丛刊初编

本、文渊阁四库本）和朱东润编注的《梅尧臣集编年校注》，此诗标题下均有题注

“宣城”。据此，朱先生考订此诗发生地点为作者家乡宣城孔庙，此诗作年为宋

仁宗皇二年（１０５０年）〔４〕。由此，进一步检索《宋史》《长编》等主要宋代史籍
和有关方志以及今人的灾害史整理文献和多种专门的地震史研究资料，但都不

见宣城当年有地震发生的记载。〔５〕再看上述主张是“地震诗”的观点，它们认为

此诗作于景四年（１０３７年），其实并无依据。前述《山西地震》编者按认为此
诗记载的为景四年十二月山西定襄、沂县一带发生的７．２５级地震，但如此看
法仅是推测，没有提供二者关联的证据；同时，《由汶川抗震诗歌大潮看中国古

代地震诗歌》一文对此也没有说明如此系年的依据，大概为沿袭前者的观点。

再次，我们来看全诗内容：

霹雳下虚殿，破楹非梦凶。昔尝瞻画衮，今实见升龙。隐隐雷声散，疏

疏雾气从。予知仲尼庙，不是蓄乖慵。（《孔子庙震》，《梅尧臣集编年校

注》，第５３５－５３６页。）
这是一首五言律诗，首联叙述“霹雳”击中孔庙殿堂的门柱，引起“破楹”的

灾害后果。这里的“霹雳”应当就是雷电的意思，梅尧臣的同时人文同（１０１８－
１０７９年）以《霹雳》为题的诗作记述的就是父子二人遭雷击身亡的事件：“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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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前时忽疑天地坼，万里一声晴霹雳。彼某氏者尔何人，敢自欺诬被诛磔。子烂

华容神火燎，父碎梓潼灵 劈。”〔６〕此可印证梅诗中“霹雳”一语没有其他特别的

含义。颔联在今昔对比中说“今实见升龙”，显然不是有的学者理解的那样“看

到了真正的龙升起”，因为古人所谓的“龙”本是虚构之物，不可能现身，其真正

含义还在于后两联所示。颈联说：随着雷声消散，包含雨意的雾气出现了，也即

“龙”已升腾，就要兴云致雨司职了。尾联顺势评论说：作为封建时代的圣地，孔

庙本来不应当是“乖慵”（闲适慵懒）者的藏身之所。全诗因孔庙遭雷击一事而

申天灾示警之意，政治批评的意旨十分明显。值得玩味的是，颔联“画衮”“升

龙”二语对举互文，颇有深意，因为画衮即华衮，指古代王公贵族的多采礼服，按

照礼制，“上公衮无升龙，天子有升龙有降龙，是衮有度也。”〔７〕既然诗中语及带

升龙的画衮，其影射对象当指向当朝皇帝。

最后，上述主“地震诗”说论者都将末句的“乖慵”作“乘墉”讲，并且没有说

明引诗来源，出现了明显的文本疏误，这也可能是导致此诗误读的一个原因。据

核查，梅尧臣文集的上述多种版本和收载此诗的《诗渊·地理门》（明抄本）都无

一例外地写作“乖慵”。

二、唐太宗作《黄河》诗了吗

有一首赋咏黄河的唐诗《黄河》（何处发昆仑，连乾复浸坤……人间无博望，

谁复到穷源）流传较广，自明清以来，有关它的作者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

〔明〕胡震亨编《唐音统
#

》（戊
#

卷六六九，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６册，
第６３６页）、〔清〕张玉书编《佩文韵府》（卷一三，上海古籍书店，１９８３年，第５５８
页）、〔清〕彭定求编《全唐诗》（卷五五八，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第６４７８页）、郭向
东编《薛能与李群玉诗集》（中国民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５页）等文献在收录
此诗时均标明其作者为晚唐诗人薛能（８１７？－８８０？年），但还有一大批古今文
献将其著作权归结到唐太宗李世民头上，进而将其作为帝王诗来解读，如：

１．〔清〕陈梦雷编：《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山川典》卷二二八，《河部艺
文》，中华书局，巴蜀书社，１９８６年，第２３９４５页。
２．〔清〕民国汪靈编：《佩文斋咏物诗选》卷八九，《河类》，文渊阁四库本。
３．〔民国〕张亘、萧光汉等纂修：《芮城县志》卷一六，台湾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８

年，第１０９１页。
４．侯全亮等选注：《黄河古诗选》，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３４页。
５．王双怀：《历代“黄河诗”的史料价值》，《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１９９６年第２

期，第７３－７４页。
６．沈天鹰：《从“黄河古诗”看古代黄河》，《中州今古》２００１年第６期，第３８页。
７．朱淑君、孟宪明：《黄河诗的审美价值及其借鉴意义》，《焦作大学学报》

２００３年第４期，第５页。
８．武霄：《古代黄河诗歌艺术的历史特征与价值探析》，《大家》２０１０年第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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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第２６页。
９．闫祯：《黄河诗词的文化艺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探析》，《陕西社会主义学院

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１期，第５６页。
唐太宗会是此《黄河》的作者？有三方面的理由可以否定这个观点。

第一，古今流传、整理的多部唐太宗文集未见收录此诗，如《唐太宗文皇帝

集》（明嘉靖１９年刻本）、《唐太宗皇帝集》（明活字印本）、《唐太宗全集校注》
（吴云、冀宇编辑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等。

第二，与薛能同时而稍晚的著名晚唐诗人郑谷曾在其《读故许昌薛尚书诗

集》中称道薛能的咏黄诗作“黄河句绝伦”〔８〕，南宋刘克庄在评论郑谷这个观点

时曾透露此黄河诗是“巨题”“押十四韵”〔９〕，正好与此诗相符，这说明郑谷所赞

誉的薛能黄河诗当为此诗，亦即郑、刘均认可此诗为薛能所作。再加上前揭

〔明〕胡震亨编《唐音统
#

》的收录，可见唐、宋、明时期此诗通作薛能诗，“唐太宗

作”的观点为清代才有的后起之说。

第三，此诗为标准的五言排律，通常人们认为“排律就是普通律诗的延展，

它的一切规律都应该以普通律诗为标准”。〔１０〕因此成熟的排律应该是初唐律诗

定型后才正式出现的，那么此诗显然不会是排律尚未形成的唐代开国之初唐太

宗所能写出的。综而言之，此诗作者应为薛能。

三、《黄河水》的作者是高启还是王

与上一首《黄河》诗类似，另外还有一首流传也广的黄河诗在作者归属问题

上也存在明显分歧。这首诗一般题作《黄河水》，又题作《黄河》，还题作《题黄河

诗》，借咏黄河清表达古代人民渴望政治清明、社会太平的美好愿望。今人编辑

的多部古代黄河诗选和多篇学术论文都一致注明为明初著名诗人高启（１３３６－
１３７３年）所作，且如：

１．降大任选注：《黄河古诗词》，希望出版社，１９８９，第８７页。
２．侯全亮、孟宪明、朱叔君选注：《黄河古诗选》，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第１８４页；
３．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志总编辑室编：《黄河人文志》第五编，《黄河诗文》，

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５５８页。
４．王双怀：《历代“黄河诗”的史料价值》，《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１９９６年第２

期，第７３－７４页。
５．王星光、彭勇：《历史时期的“黄河清”现象初探》，《史学月刊》２００２年第９

期，第３５页。
６．朱淑君、孟宪明：《黄河诗的审美价值及其借鉴意义》，《焦作大学学报》

２００３年第４期，第６页。
可见，“高启说”似已成定论。然而，高启本人的传世文集《高青丘集》，不论

是从前被认为是其诗集最完备的版本（清雍正间金檀辑注的《高青丘诗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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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今人徐澄宇、沈北宗在此基础上校点的《高青丘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５、２０１３年）以及高启作品的补辑成果（司马周：《〈高青丘集〉辑佚》，《古籍研
究》２００２年第３期），皆未收录此诗。作为明代最优秀的诗人，这首流传广泛、几
乎以高启名篇见称于世的黄河诗不为高启本集见收，疑问甚大。经检索，此诗也

出现在高启的同时著名文人、忠节之士王（１３２２－１３７３年）的《王忠文集》卷
三里，列于“歌”诗类之首，并且此《王忠文集》的明嘉靖元年张齐刻本、文渊阁四

库本、商务印书馆 （上海）１９３６年版莫不如此。虽然此诗作者署名高启亦见载
于古籍，如《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七五一和《山川典》卷二二八

（版本同上，第１４４９２、２３９４９页）、〔顺治〕《封丘县志》卷八（民国二十六年铅印
本）、〔康熙〕《兰阳县志》卷九（康熙二十四年刻本）、〔康熙〕《睢宁县志》卷一二

（康熙五十七年刻本）、〔雍正〕《河南通志》卷七十三《艺文二》（题作《黄河》，文

渊阁四库本）、〔乾隆〕《重修桃源县志》（乾隆三年刻本）等，但皆为晚出的类书、

方志，不足为凭。故实宜将此诗著作权转归王头上。当然，类书、方志如此收

录，也显示了今人误引此诗作者的来由。据核查，前揭《历代“黄河诗”的史料价

值》载录此诗即引自《古今图书集成》，《历史时期的“黄河清”现象初探》则引自

前述《黄河古诗选》，而此诗选却没有注明文献来源。同样，《黄河诗的审美价值

及其借鉴意义》引诗也没有注明出处。

统观以上两首黄河诗收录、征引方面发生的诸多舛误，问题都出现在转引文

献而非作家的别集里，究其原因，除了从古而来的以讹传讹外，当与没有注明、复

查引文出处密切相关。可以设想，如果在征引中认真查核、注明文献出处，当不

至于出现这么多混淆、讹误。这个看似简单的工作，确实是文献整理和研著征引

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必要环节。

注释：

〔１〕程艾华、高立保：《中国历代地震诗百首》，中国展望出版社，１９８９年；侯英：《由汶川抗震诗歌大

潮看中国古代地震诗歌》，《防灾科技学院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１期；李朝军《论宋代的地震诗》，《井冈山大学

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２〕程艾华、高立保：《中国历代地震诗百首》，中国展望出版社，１９８９年，丁国瑜序。

〔３〕《山西地震》１９８８年第１期，《历代地震诗歌选》编者按，第４５页。

〔４〕梅尧臣：《梅尧臣集编年校注》，朱东润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５３５页，

〔５〕安徽省人民政府地震局主编：《安徽地震史料辑注》，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６－７、１５９

页；王会安、闻黎明主编：《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第一卷），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０９－１３９页；邱云

飞：《中国灾害通史·宋代卷》，郑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４９－１５７、３３９页。

〔６〕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８册，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５３２０页。

〔７〕《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引郑玄《觐礼》注，《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７４２页。

〔８〕〔唐〕郑谷著：《郑谷诗集笺注》，严寿澄、黄明、赵昌平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３４页。

〔９〕〔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五，四部丛刊本。

〔１０〕王力：《汉语诗律学》（增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第２４页。

〔责任编辑：刘　鎏〕

—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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