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敦煌文献研究
·

《敦煌歌辞总编 》 校读札记

曾 良

敦煌歌辞无论对中国文学史还是汉语研究都具有不可低估的

研究价值
,

而任半塘先生的 《敦煌歌辞总编 》 是迄今为止搜集敦

煌歌辞最丰富的结集
。

该书博采众家
,

校释较为详细
,

是研究敦

煌歌辞必备的参考书
。

当然
。

任何著作都不是完美无缺的
,

《敦煌

歌辞总编 》 也不例外
。

先后有项楚
、

蒋冀骋
、

黄征等先生对其进

行了商补①
。

本文择要对 《敦煌歌辞总编 》 校勘和考释方面存在的

阂失再作进一步探讨
,

以期对敦煌歌辞的研究有所裨益
。

为醒眉 目
,

下面对所校议的文字特地标出
,

放在该条论证之
。

歌辞编号悉依 《敦煌歌辞总编 》
,

对于引用任半塘先生的校释 (以

下简称
“

任曰
”

或
“

任校
”
)

,

直接标明页码
。

行

1
.

纤手令行匀翠柳
,

素咽歌发绕雕梁
。

[0 0 一七〕
“

行
”

字原卷斯一四四一实作
“

分
”
的草书

。 “

分
”

字是
。

斯

五三O 《愿文 》 : “

伏愿绿眉状月
,

长分八字之鲜
。 ”

应难比

2
.

窃窕透迄
,

体貌超群
,

倾国应难比
。

〔0 0 二一〕
“

应难比
”

原卷作
“

难应比
” ,

原卷是
。

任校
: “ `

难应
,

改
`

应难
, ,

从朱本
。 ”

( 2 1 3 页 ) 未确
。 “
应比

”

为同义复举
, “
应

”

指

对应
。

〔0 0 二三〕 首
: “

任从说洛浦阳台
,

谩将比并无因
。 ” “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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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

与
“

应比
”
义同

。

思梦误

3
.

睹颜多
,

思梦误
,

花枝一见恨无门路
。

[0 0 二八〕
“

误
”

原卷写
“
误

” 。

按
: “

误
”
虽为

“

误
”

的俗字
,

但这里应

是
“

悟
”

字的音借
,

悟与误都从心旁
。

敦煌歌辞已有通借例
,

〔O

九 四六 〕 首
“

第一莫贪 自迷误
” , “

误
”

字斯 O 四二七和北京
“

鸟
”

字一O 号均 作
“

悟
” ; 〔O 一七二 〕 首

“

误入寥花丛里
” ,

“

误
”

字原卷实写作
“

悟
” 。

〔O 五一六〕 首
“

悟真如
,

没生老
” ,

“

悟
”
原卷作

“

误
” 。 “

误
” “

悟
”

相通也见于其他古籍
。

吴淑 《事

类赋
·

雪 》 : “

悟晏子而流恩
,

感负薪而施惠
。 ”
校记云

: “

悟晏子
,

原作
`

误晏子
, ,

据宋本
、

华本改
。 ”② “

思梦悟
”

即思梦中感悟
。

《太平广记 》 卷六十一 《成公智琼 》 : “

魏济北郡从事椽弦超
,

字义

起
,

以嘉平中
,

夕独宿
,

梦有神女来从之
。

自称天上玉女
,

东郡

人
,

姓成公
,

字智琼
,

早失父母
,

上帝哀其孤苦
,

令得下嫁超
。

当

其梦也
,

精神感悟
,

美其非常之容
,

觉而钦想
。 ” “

当其梦也
,

精

神感悟
”

可作
“

梦悟
”

的注脚
。

《太平广记 》 卷一百十四 《陈秀

远 》 : “

元徽二年七月中
,

宴卧未寝
,

叹念万品死生
,

流转无定
,

惟

己将从何来
,

一心祈念
,

冀通感梦
。 ” 又卷六十五 《赵旭 》 : “

(赵

旭 ) 尝梦一女子衣青衣
,

挑笑腑间
,

及觉而异之
,

因祝曰
: `

是何

灵异
,

愿睹仙姿
,

幸赐神契
。 ’ ·

“ …女笑曰
: `

吾天上青童
,

久居

清禁
,

幽怀阻旷
,

位居末品
,

时有世念
。

帝罚我人间随所感配
。

以

君气质虚爽
,

体洞玄默
,

幸托清音
,

愿谐神韵
。 ’ ” “

感配
”
指以梦

相感悟而配匹为夫妇
。

敦煌歌辞盖言白天睹颜多
,

晚上便思梦有

所感悟
。

敦煌曲李哗 《菩萨蛮 》 : “
思梦时时睡

,

不语长如醉
。 ”

〔O 二一三 〕

行人

4
.

遥望行人
,

三春月影照阶庭
。

帘前跪拜
,

人长命
,

月长生
。

〔0 0 三四 〕

任校
: “

兹据 〔0 0 六四〕 〔0 0 六六〕 诸辞内均曾有
`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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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

于
`

行
,

下补
`

人
,

字
,

并叶韵
,

与前片
`

三载
,

句亦符合
,

格调较稳
。 ”

( 3 10 页 ) 按
:

补
“

人
”

字未确
,

当断为
“

遥望行三

春
” 。 “

三春
”

指三年
,

前文有
“

良人去
,

住边庭
,

三载长征
”
之

语
, “

行
” 为且

、

将要义
。

《文选 》 曹王 《与吴质书 》 : “

岁月易得
,

别来行复四年
。 ”
李善注

: “

行
,

犹且也
。 ”
又 《与吴质书 》 : “

间者

历览诸子之文
,

对之技泪
,

既痛逝者
,

行自念也
。 ” “

遥望行三

春
”

言思妇在窗帘前遥望行将三年
,

所以
“

遥望
”
者

,

盼征夫早

归也
。 “
长歌可以当泣

,

远望可以当归
” ,

诗词 中常用
。

柳永 ((/ \

声甘州》 : “
不忍登高临远

,

望故乡渺邀
,

归思难收
。

叹年来踪迹
,

何事苦淹留? 想佳人
,

妆楼顺望
,

误几回
,

天际识归舟
。 ” “

顺
” 一

作
“
长 ” 。

故
“

遥望行三春
”
是描写闺妇思念远行的丈夫的

,

思念

之不足
,

便在帘前祈祷
, “

帘前跪拜
,

人长命
,

月长生
” 。

声硬喧

5
.

声硬噎
,

泪如雨
,

见便不能移步
。

〔0 0 二八 〕
“

声
”

原卷写作
“

心
”

字
。

任日
: “ `

心
,

改
.

`

声
, ,

依文理
,

并据另二例
,

详下校议
。 ”
又

: “

朱本作
`

心硬噎
’ ,

但看
`

硬噎
’

二字俱从 口旁
,

便当敛手
,

不用原写之
`

心
, ,

因
`

硬噎
’
之生理

与发音
,

均难出于心
。 ”

( 2 7 2 页 ) 按
: “
心

”

字不能随便改掉
。 “
心

硬噎
”

指心里难受如有物梗塞
。

汉语词义并不能光从字形去分析
,

“

硬噎
”

也是取梗塞义
,

因多与喉有关
,

故从 口
,

但用之于心
,

也

未尝不可
。

汉字形体不能完全表达概念
,

如
“
心肌梗塞

”

之梗
,

并

不是心肌梗塞一定跟木头有关系
。

《陈书
·

后主 》 : “

缅思前德
,

永

慕昔辰
,

对轩阔而嘎心
,

顾雇筵而漂气
。 ”③可见

“

心
”
也可说

“

硬
” 。

《陈书
·

徐陵 》 : “

天道穷剥
,

钟乱本朝
,

情计驰惶
,

公私硬

惧
。 ”④ “

硬惧
”

也是表示心理活动的
。

《太平广记 》 卷六十五 《赵

旭 》 : “

将旦而去
,

旭悲硬执手
,

女曰
: `

悲 自何来 ? ’

旭曰
: `

在心

所牵耳
。

” ,

这里便是
“
心所牵

”
而

“

悲硬
” 。

《敦煌愿文集
·

亡文

范本等 》 : “
雨 (两 ) 剑沉三尺

,

寻思恨噎胸
。 ”⑤

客口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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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尚书座客口典
,

四塞休征罢战
。

〔0 0 九九〕
“

客口典
”
原卷作

“

宫典
” ,

中间并不缺字
。 “

典
”
当是

“

殿
”

的音借
。

原卷斯四三五九背录歌辞三首
,

末有
“

奉送盈尚书
,

卢

潘撰
”

的字样
,

《英藏敦煌文献 》标题为 《奉送盈尚书诗三首 》 ,

则

可知
“

尚书座宫典 (殿 )’’ 中的
“

尚书
”

指盈尚书
。

荡阵

7
.

一去扫除荡阵
,

为须歌乐还乡
,

为须歌乐还乡
。

〔O 一O

七〕

任校
: “ `

荡阵
’

或为
`

荡尽
’

之讹
。 ”

( 4 8 0 页 )按
:

原卷
“

阵
”
字旁

改为
“

尽
” ,

当录为
“

荡尽
” 。

又
“

为须歌乐还乡
”
不能重复二次

,

原卷

作
“

歌为须还乡
” ,

在
“

歌
”
与

“

为
”

之间补一
“
乐 ”
字

,

又觉不妥
,

便用

浓墨于后改为
“

为须歌乐还乡
” 。

全篇共八句
,

若重复一句
,

便成为

九句
,

从此也可知重复一句是不对的
。

一生身 [二口不识主人翁
8

.

五蕴山
,

山中一室空
。

来来去去不相逢
。

一生身
,

任舍住
,

至今不识主人翁
。

〔O 一二五〕

任校
: “ `

一生身
’

原写
`

一生生
, ,

据 《维摩结经讲经文 》 改
,

详 〔O 九三九 〕 后所校
。 ”

( 5 12 页 ) 按
: “

一生生
”

三字文意可通
,

不能随便改掉
。

《涅架经 》 卷十二
: “

所谓五阴
:

色
、

受
、

想
、

行
、

识
。

所言阴者
,

其义何谓 ? 能令众生
,

生死相续
,

不离重担
,

分

散聚合
,

三世所摄
,

求其义理
,

了不可得
,

以是诸义
,

故名为阴
。 ”

人生五蕴
,

故一生生
“

任舍住
” ,

受生死轮回
,

前文有
“

来来去去

不相逢
”
之语

。

〔O 四七一〕 首
: “

无始已来居暗室
,

生死流转不

得出
。 ” “

一生生
”

即一生又一生的意思
。

〔O三五O 〕 首
: “

生生

莫做冤家子
,

世世长为孝顺儿
。 ” 〔O 四二一 〕 首

: “
生生世世说真

言
,

妙法听幽玄
。 ”
又 〔O 四六二 〕 首

: “

世世生生相嫁娶
。 ”

故
“

一生生
”

意同
“

一世世
” 。

“

识
”

字原卷作
“

成
” ,

当校改
。 “

翁
”

字
,

任校
: “

末字不辨
,

从刘 目补
`

翁
’ ,

侯校
。 ”

( 5 1 2 页 ) 按
:

此曲子斯二六五一凡二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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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
”

字实为
“
功

” ,

其中第一遍抄写的
“

功
”

字更清晰
。 “
叨

”

即

是
“

功
”

的俗写
。 “
至今不成主人功

”

言至今没有成就主人之功
。

登仙

9
.

张赛本自欲登仙
,

汉帝使遣上升天
。

今朝得遇西王母
,

驾

鹤乘龙上紫烟
。

〔O 一八四〕
“

仙
”

字原卷实写
“
山

” ,

任曰
: “

张赛奉命寻河
,

而故事谓其

欲 自登仙
,

然后情节始有以下种种发展
。 `

仙
’ `

山
’
混写例尚有

,

见 (( 别字表 》
。 ” ( 6 30 页 ) 按

: “
山 ”
字不烦校改

。

传说西王母住在

昆答山上
, 《太平广记 》 卷三 《汉武帝 》 : “

至四月戊辰
,

帝闲居承

华殿
,

东方朔
、

董仲舒在侧
,

忽见一女子
,

着青衣
,

美丽非常
,

帝

愕然问之
,

女对曰
: `

我墉宫玉女王子登也
,

向为王母所使
,

从昆

卷山来
。

”
,

又 《太平广记 》 卷五十六 《西王母 》 : “

西王母者
,

九

灵太妙龟山金母也
。

一号太虚九光龟台金母元君
,

乃西华之至妙
,

洞阴之极尊
。

… …所居宫网在龟山春山
,

西那之都
,

昆卷之圃
,

闻

风之苑
。 ·

一神州在良省之东南
,

故 《尔雅 》 云
:

西王母
,

日下

是矣
。 ”
又同前

: “
又周穆王时

,

命骏士与七萃之士
,

使造父为御
,

西登 昆卷而宾于王母
。 ”

故敦煌歌辞中
,

张蓦
“

登 山
”
见西王母

,

也就是
“
上升天

” , “

登山
”
二字不误

。

堑云

1 0
.

堑云聚飞萤
,

多年事不成
。

〔O 二O 四〕
“
堑云

”
原卷作

“
壑雪

” ,

当校改
。 “
壑雪

”

即聚雪
,

用的是孙

康映雪读书的典故
。

《文选 》 任彦异 (防 ) 《为萧扬州荐士表 》 :

“
至乃集萤映雪

,

编蒲缉柳
。 ”

李善注引 《孙氏世录 》 曰
: “

孙康家

贫
,

常映雪读书
,

清介
,

交游不杂
。 ”
由原来的

“
映雪

”

读书
,

不

知什么原因到 了敦煌文献中便习用为
“

积雪
”

读书
。

大概是受
“
聚萤

”

类化的缘故
。

《敦煌愿文集
·

比丘法坚发愿文 》 : “

但法坚

释门末辈
,

奈苑微人
;
学无积雪

,

功胭聚萤
。 ’ ,

⑥

杳

n
.

天长地阔杳难分
,

中国众生不可闻
。

〔O 四四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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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曰
: “ `

杳
’
二 本皆写

`

要
’ ,

费解
。 ” ( 8 8 9 页 ) 甲

、

乙 二本作
“

要
” ,

丙本作
“

杳
” 。

作
“

要
”
或作

“

杳
”

均不误
,

此是传本不同
,

义并

通
。 “

要
”
有远义

。

《尚书
·

禹贡 》 : “

五百里要服
,

三百里夷
,

二百里

蔡
。

五百里荒服
,

三百里蛮
,

二百里流
。 ’ ,

《史记
·

周本纪 》 : “

夫先王

之制
,

邦内甸服
,

帮外侯服
,

侯卫宾服
,

夷蛮要服
,

戎翟荒服
。

甸服者

祭
,

侯服者祀
,

宾服者亨
,

要服者贡
,

荒服者王
。 ” “

要 ,,u 荒
”
盖皆取义

于远
。

《论语
·

宪问》 : “
见利思义

,

见危授命
,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

亦

可以为成人矣
。 ”
罗维明谓

“
久要

”

即久远义
,

并列举 了六朝及唐代

大量例证
,

其说是⑦
。

又此歌辞丙本作
“

杳
” ,

也可证
“

要
”

有远义
。

成

公绥《云赋 》 : “

或绣文锦章
,

依微要妙
,

绵邀凌虚
,

轻翔漂渺
。 ”
⑧

“

要

吵
”

即杳吵
。

不达

1 2
.

修身不避关山苦
,

学问仍须度百秋
。

〔0 四四二〕
“

避
”

字甲本
、

乙本都作
“

速 (达 )
” ,

无作
“

避
”

字者
。

任校
: “ `

避
夕

与
`

达
’

之分仅在
`

启
’
之有无

:

有
`

启
’

为
`

避
’ ,

无
`

启
’

为
`

达
’ ,

原本

讹火之极 !
”

( 9 0 6 页 ) 按
:
此说甚迂曲

,

不可信从
。

今谓
“

达
”

字 为
“

但
”

(惮 )的音借
。 “

达
”

属定母易韵
, “

但
”
端母易韵

,

音甚近
。

《古今

韵会举要
·

心部 》引《增韵 》曰
: “

但
,

惧也
。

,’( 文选 》左思《魏都赋 》 :

“

顾非累卵于叠棋
,

焉至观形而怀但
。 ”

李善注
: “

但
,

惧也
。

,,u 修身不

但关心苦
”

言修身不畏惧关山之艰苦
。

《文选 》张衡《南都赋 》 : “

追水

豹兮鞭蝴蛹
,

惮夔龙兮怖蛟嫡
。

,,u 惮
”

字下李善注反切
“
丁达

” ,

可知
“

达
” 、 “

惮
”
音同

,

故敦煌歌辞
“

不达
”
实是

“
不惮

” (但 )之音借也
。

丙

本
“

修身
”

句作
“

将身岂惮千山路
” ,

以
“

惮
”

字代替
“

达
”

字
,

也可作有

力佐证
。

“

惮
”

与表示惊惧义的
“

但
”

是有非常密切的语义联系的
。 “

惮
”

有丁达反和徒案反二音
,

表示惊惧义的
“

但
”
最初大约是作为

“

惮
”

的俗字出现的
,

后来才固定地表示丁达反这一音
,

取得正统地位
。

慧琳 《一切经音义 》卷十
“

不惮
’

条云
: “

都割反
。

《通俗文 》 : `

旁惊 曰

惮
。 ’

经文作惨但之但
,

非也
。 ”

按
: 《一切经音义 》是按照正统观念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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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惮
”

写作
“

但
”

为
“

非也
” ,

实际上佛经早已俗写为
“

但
” ,

说明通行

流传已久
, “

惮洲但
”

在表示畏惧义上是同源的
。

王力先生也认为
“

惮
” “

但
”
同源⑨

。

侥悻儿
13

.

生生莫做冤家子
,

世世长为侥律儿
。

〔O 三五O 〕

甲本斯一四九七
“

侥悻儿
”
写

“

侥瞬儿
” , “

瞬 ,’B p
“

顺
”
的音借字

。

乙本实作
“

晓顺儿
” 。

据乙本异文
,

当校作
“

孝顺儿
” ,

且与前文的
“

冤

家子
”
语义相对

。

真言

14
.

一朝命断深埋却
,

阎老前头任裁度
。

无善因缘可推托
,

受

罪从头只须作
。

缘牵不用诸绳索
,

药略镬烁
,

此言真不错
。

〔O 四六

四〕
“

言真
”

原卷作
“

真言
” 。 “

真言
”

为佛教术语
,

不能随意改动
。

“

真言
”

梵语曼但罗
,

是如来三密中之语密
,

总谓法身佛之说法
。

《大

日经疏 》卷一日
: “

真言者
,

梵日漫但罗
,

即是真语如语不妄不异之

音
。

龙树《释论 》谓之秘密号
,

旧译曰咒
,

非正翻也
。 ”L歌辞中的

“

真

言
” ,

大致相当于今之
“

真理
” 、 “
至言

” 。

《敦煌愿文集
·

发愿文范本

等 》 : “

精实真言
,

探微审谛
。 ”

0 《敦煌愿文集
·

愿文范本 》 : “

登郡城

高洁之楼
,

持诸佛之真言
,

秘教所希
。 ” L又《敦煌愿文集

·

僧尼追

荐用语 》 : “

修多罗藏海领揽 (览 )无遗
,

毗奈耶真言意穷岸际
。 ” L

大慈

15
.

诸佛子等
,

合掌至心听
,

我今欲说大乘楞伽悉谈章
。

悉谈

章者
,

昔大慧在楞伽山
,

因得菩提达摩和 尚
,

元嘉元年从南天竺国

将楞伽经至东都
。

(《悉昙颂 》引子
, 9 40 页 )

“

大慧
” 甲本

、

乙本
、

丁本均作
“

大乘
”
二字

,

其它本残缺
。

任校
“

大乘
”
为

“

大慧
”

不确
。

前文有
“

大乘楞伽悉谈章
”

的文字
,

后文有顺

此语义起解释名称之来由的作用
,

言
“

昔大乘在楞伽山
” ,

听者便弄

清了为什么称
“

大乘楞伽悉谈章
” ,

并由达摩和尚带到东都的
。

任释

曰
: “

大慧菩萨于《楞伽经 》会座上为一会之上首
,

是对扬主
。

问答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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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无穷尽
,

故名之为
`

大慧
’ 。 ”

( 9 4 5 页 )这里没有必要将大慧菩萨

牵扯进来
,

这段文字主要说明《大乘楞伽悉谈章 》怎么来的
。

若把
“

大乘
”
改为

“

大慧
” ,

其意义便造成误解
,

好象大慧菩萨
“
因得菩提

达摩和尚
” ,

才把《楞伽经 》传到东都
。

恐怕不是元嘉元年大慧菩萨

交《楞伽经 》给达摩和尚传到中国这样的史实吧 !

三千

1 6
.

不在内外不中间
,

无住相
,

遍三千
。

〔O 五O 八〕

任释
: “ `

不在内外不中间
’ ,

谓看事物虽不离内外二边
,

亦不死

于二边
,

虽以中为正
。

亦不绝对执中
。

故不生不灭
,

不来不去
,

都无

住著
。

对三千诸法皆然
。 ” ( 1 0 0 5 页 )这里

“

三千
”
不是指三千诸法

,

而应指三千大千世界
。

佛教认为
,

以须弥山为中心
,

其四周以铁围

山为限
,

名一世界
,

以此世界之千倍
,

谓之小千世界 ; 以小千世界之

千倍
,

谓之中千世界
;
合中千世界的千倍

,

谓之大千世界
。

以三次言

千
,

故云三千大千世界
,

又简称
“

三千
” 。

〔O 五三三〕首
: “

如来众行

等恒沙
,

融变三千无有差
。 ”

任释
: “ `

三千
’

指诸法约数
,

同 〔O 五O

八 〕所见
。 ” ( 1 0 2 3 页 )这里

“

三千
”

也应理解为三千大千世界
。

明代

释一如《三藏法数 》曰 : “

三千者
,

小千
、

中千
、

大千也
。

言三千大千

者
,

总别兼称也
。 ” L又云

: “

三千大千世界者
,

一须弥山一 日月
,

一

四天下一帝释
,

名为一世界
;
一千个世界

,

名小千世界
; 一千个小千

世界
,

名中千世界
;
一千个中千世界

,

名大千世界
。

三千大千世界
,

即释逛佛所化之境也
。 ”L因三千大千世界是释迩佛所化之境

,

故

说
“

融变三千
” 。

《敦煌愿文集
·

二月八 日文等范本 》 : “

此及 (乃 )无

形之形
,

形于百亿
;
无说之说

,

遍于三千
。 ” L《敦煌愿文集

·

愿文 》 :

“

无崖 (涯 ) 真海中有圣仗 (丈 )夫
,

曰释逛氏
,

则三千世界之法王

矣 !
’ ,

L 又《愿斋文 》 : “

分身百亿
,

睹三千之大地如观掌中
,

历万劫而

旬不离于方寸
。 ”L

添

1 7
.

三月季春春极喧
,

忽念辽阳愁转添
。

〔O 八一五〕

“
添

”

字原卷作
“

难
” , “

难
”
字不好随便改掉

, “

难
”

有深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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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三一三 〕首
:“

第六乳哺恩最难
,

如糖如蜜与儿餐
。 ” “
恩最难

”

即

恩最深
。

《诗
·

小雅
·

限桑 》 : “

限桑有阿
,

其叶有难
。 ”
毛传

: “

难然盛

貌
。 ”

郑笺
: “
限中之桑

,

枝条阿阿然长美
,

其叶又茂盛
,

可以庇荫

人
。 ”

茂义与深义语义相关联
。

《史记
.

司马相如列传 》 : “
且夫清道

而后行
,

中路而后驰
,

犹时有衔撅之变
,

而况涉乎蓬篙
,

驰乎丘坟
,

前有利兽之乐而 内无存变之意
,

其为祸也不亦难矣
。 ’ ,

L “

难
”

即是

深的意义
。

数星

18
.

月落西山欺星流
,

将谓是牵牛
。

〔O 八O 三〕

任校
: “ `

欺
’ ”

原写
`

频
’ 。

,’ ( 1 2 3 8页 )原卷实作
“

舰
”

字
。

任释引

饶编 曰
: `

,(( 说文 》 `

貌
, ,

见也
,

音闪
。

唐民间语言中有无
`

蜕
’

字
,

未

详
。

兹依原写之
`

数
’ ,

取
`

数忽
’
之常义

,

似较顺
。 ”

( 1 2 3 7一 12 3 8 页 )

按
: “

姐
”

字当保留
,

此字在敦煌文献中不止一例
,

如斯六一 O 《杂

集时用要字壹仟叁佰言 》 “二仪部第一
”

中有
“

舰电
”

条
。

故
“

姐星
”

即流星
。

鸳鸯

19
.

鸳鸯锦被冷如水
,

与向将口口口口
。

〔O 八二一〕

任校
: “ `

鸳鸯
’

原写
`

鸳莺
’ 。 ”

( 1 2 6一页 )按
: “

鸳莺
”
二字不误

。

《敦煌愿文集
·

二月八 日文等范本
·

亡父母文 》 : “

是日也
,

清递

( 第 )宅
,

列真仪
,

龙象云臻
,

鸳莺务 (雾 )集
。 ’ ,

L又《愿文等范本 》 :

“
恨琴瑟之去留

,

哭鸳莺之永逝
。 ’ ,

@ 伯三八一二 《久不相访
,

忽睹尺

书
,

奉酬情素 》诗
: “

昨来寂绝断承望
,

今朝忽见五三行
。

君既不移莺

鸟节
,

仆心亦托雁随阳
。 ”

据此
“
不移鸳鸟节

”
之语

,

则鸳鸯
、

莺鸟均

为古人所认为的表示爱情贞真不渝的代表
,

故
“

鸳莺
” 二字不好随

便改掉
。

月柱

20
.

云程渐喜将身上
,

月柱仍疑展手攀
。

〔O 四九三〕
“

月柱
”
二字费解

。

查原卷实为
“

月桂
” 。 “

月桂
”

为月中之桂
,

这里指代月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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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行

2 1
.

春天曾上看京华
,

景行吟情到 日斜
。

〔O 四九五〕
“
景行

”
费解

。 “

行
”

字原卷实为
“

引
”

字
,

与
“

行
”

的草书

形近
。

此句谓
:

景色引发起吟咏之情直到 日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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