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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宋诗》补遗二十五首

赵逵夫，赵祥延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７３００７０）
摘　要：陇南石刻文献中有２３首宋诗不见于《全宋诗》及《全宋诗》之补遗文献，甘肃方志文献中有２首

也不见于《全宋诗》及其补遗文献，现一并校录。在校录中诗后以按语的形式对诗人及相关地名、景点等予以

说明或作必要的考定，文末对《全宋诗》补遗文献中所收录的２首诗据石刻作了校补，以供《全宋诗》的增订和

学者研究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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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纂的《全宋诗》收录宋

代诗歌作品２７万首左右，辑考精审，其汇集、保存两

宋诗歌成绩巨大，为宋代诗歌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和

对一些作家创作活动的了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提

供了极大的便利。这样大的工程不可能一次全部到

位，不可避免地有所缺漏。《全宋诗》自２０世纪末出

版至今校补类的论文有１２０余篇［１］。专 著 有２种：
陈新、张如安《〈全宋诗〉订补》［２］，对《全宋诗》作了校

订，辑补了１　６００多诗人数千首诗；汤华泉《全宋诗辑

补》［３］，煌煌１２大册，辑得近２　８００人２２　０００余首诗。
不断有人做辑补工作也充分说明了这部断代诗歌总

集的巨大 价 值。近 年 我 们 发 现 陇 南 石 刻 文 献 中 有

２３首诗不 见 于《全 宋 诗》及 其 补 遗 文 献，现 予 以 校

录，以供《全宋诗》的增订和学者研究时参考。其中

见于《全宋诗》的诗人有５位，诗６首；可能见于《全

宋诗》作者２位，诗２首；《全宋诗》未收作者１３位，
诗１５首。另外，在考校过程中，从《乾隆甘肃通志》
《民国重修镇原县志》中发现的不见于《全宋诗》及其

补遗文献中的诗２首，一并列于此。文末对《〈全宋

诗〉订补》《全宋诗辑补》中所收录的２首诗据刻石作

了校补。为了解文意，其中有的缺字根据碑文中所

述有关环境 及 诗 的 平 仄 格 式、韵 律 等 试 补，用［］标

出，仅供参考。

　　一、诗人见于《全宋诗》者

按《全宋诗》中作者顺序排列，作者名下依顺序

注明所在的册、卷及页数，其间用斜线分隔。

１．李周（８／４３１／５２９４）

　　　　大云寺题诗

（上缺）著作佐郎知河池县李周。

□□□□穴，空山凝白云。

□□□□日，犹认九苞文。

□□□□意，叹歌徒尔云。　
［龛中］□□暗，蝙蝠自成群。

　　　〔再题大云〕寺

□□□［千］仞，危途转入盘。

□□□□腹，楼殿出云端。

□□□花落，溪风过夏寒。

□□□□当，星斗挂栏干。
嘉祐庚子夏六月初三日留题。
（上缺）月九日，同谷县令牛逢原立石。
按：碑仅存下半，在大云寺院内。宋仁宗嘉祐五

年（１０６０年）牛逢原立石。《全宋诗》收李周诗３首。
《乾隆甘肃通志》卷三二云：“李周，字纯之，冯翊人。
嘉祐五年知河池。”河池县，西汉置，属武都郡，治所

在今甘肃 徽 县 西 北 银 杏 树 乡。北 宋 开 宝 五 年（９７２
年）迁置固镇（今徽县）。元至元初于县置南凤州（后
改为徽州），至 元 七 年（１２７０年）省 入 徽 州。碑 为 同

谷县令所立。同谷县，西魏恭帝时改白石县置，为广

业郡治，治所即今甘肃成县。唐宝应初没入吐蕃，咸
通十三 年（８７２年）复 置，为 成 州 治。元 至 元 七 年

（１２７０年）省入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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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云寺，俗名睡佛寺。《乾隆成县新志》卷三载：
“大云寺，县东南七里，俗名睡佛寺。即杜子美与赞

上人相聚处，赠答有诗。”

２．刘季孙（１２／７２３／８３６４）

　　　［题］张真人洞

山开古洞深，苍崖老木共阴森。
游人看取溪中水，只此无尘是道心。

□□□□几春秋，洞［里］□□［日］夜流。
会得（下缺）
按：《全宋诗》收刘季孙诗一卷共４１首。刘季孙

（１０３３—１０９２年），字 景 文，大 将 刘 平 少 子，祥 符（今

河南开封）人。宋仁宗嘉祐年间（１０５６—１０６３年）从

左班殿值监饶州酒务、提州学事。至陇南一带当在

其后，故作于神宗（１０６８—１０８５年）前后的可能性较

大。仕至文思副使。经苏轼推荐，知隰州（今山西省

隰县），旋卒于任。苏轼将其视为“慷慨奇士”，谓其

“笃志好学，博通史传，工诗能文，轻利重义……性好

异书古文石刻，仕宦四十余年，所得禄赐，尽于藏书

之费”（苏轼《乞赙赠刘季孙状》），其风神可以想见。
至于其何时游历至两当登真洞，暂不详。

张真人洞，即张果老洞，又名登真洞。位于陇南

两当县 山，距县城５公里。《道光两当县新志》
卷三《山川》载：“登真洞，东十五里。 山下，唐张

果老修真处，洞高一丈，深百尺，有水自顶注于石池。
俗名石鼓洞。”《全唐诗》卷八六Ｏ收录张果《题登真

洞》，诗前云：“张果，两当人。先隐中条山，后于

山登真洞往来。天后召之不起，明皇以礼致之，肩舆

入宫，擢银青光禄大夫，赐号通玄先生，未几还山。”
张果，即后来道教“八仙”中的“张果老”。

３．游师雄（１５／８４３／９７６３）

　　　　　仙人崖

玉作官簪石作核，道衣褐氅就崖裁。
精神似转灵丹就，气象如朝玉帝来。
两眼远视狮子洞，一身遥望凤凰台。
自从跨鹤归先去，直到如今不下来。
按：《全宋诗》收游师雄诗６首。游师雄于元祐

五年（１０９０年）任 陕 西 转 运 判 官、提 点 秦 凤 路 刑 狱，
元祐 六 年（１０９１年）正 月 九 日 游 成 县 凤 凰 山、狮 子

洞，均有题记，则此题诗也应在元祐六年正月。
仙人崖，又名七仙崖，位于陇南成县南３．５公里

的南山之巅。峻岭横峙，列嶂为屏，正面峭壁如削，
岩缝折叠宛转，状若仙人，故名。

４．宋京（２４／１３９４／１６０２７）

　　　游 山登真洞二首

运使少卿留题

成都宋京仲宏

羽客琳房一水垠，蜀程从［此路］中分。
山前岁久无丹凤，洞［里］（下缺）。
按：《全 宋 诗》收 宋 京 诗１９首。宋 京（１０７９—

１１２４年），字仲 宏。《全 宋 诗》据《舆 地 纪 胜》作“宏

父”。据其子宋炗（光）撰《炎宋陕西转运副使宋公大

卿内志》（宋京墓志，下简称《墓志》）曰：“先考讳京，
字仲宏父。”诗碑作“成都宋京仲宏”，下缺。父为男

子之称，尊之也。其《墓志》并云：“宣和六年四月十

一日戊 午 以 疾 终 于 长 安 本 司 之 正 寝，享 年 四 十 有

六。”据此以补其生卒年。题言“二首”，今只存１首，
且缺８字，第２首缺。诗当作于宋京晚年“以忤贵倅

出知邠 州，就 除 陕 西 转 运 副 使，权 泾 原 帅”（见《墓

志》）游历两当登真洞时。登真洞，见前刘季孙《［题］
张真人洞》按语。

５．毌丘恪（３７／２０７２／２３３７１）

　　　　万象洞题诗并跋

绍熙改元三月十日，游万象洞，偶成五 十 六 言，
阆中毌丘恪厚卿。

一筇拄破白云端，来扣灵［扉］访列仙。
羽葆珠幢眩凡目，玉芝石髓垂馋涎。
直疑高澈虚无顶，岂但潜通小有天。
兴尽却归到城郭，问今几世复何年？

后来他的门生宇文景仁对此诗作了说明：
万象洞奇异环怪，甲于此州。前后游者非一，而

初未有赋之者。太守毌丘公，暇日领客来游，独首抉

其秘，见之于诗。凡天下名山水，未尝不因骚人词客

而显，岂非有所待耶？是游也，景仁实以僚友从公，
亲拜 重 况，谨 勒 公 佳 句 妙 画，镵 之 洞 中，为 后 来 唱。
门生福津令二江宇文景仁题。

按：《全宋诗》收毌丘恪诗凡１首，系据明代周复

俊《全蜀艺文志》卷九收，诗题《次袁尚书巫山十二峰

二十五韵》，并见《宋诗纪事》卷五二。本诗为宋光宗

绍熙元年（１１９０年）毌丘恪游历武都万象洞时所留题。
万象洞，位于陇南武都区东１２公里白龙江南岸

杨庞村，为一巨型钟乳石岩洞，长达１０公里。因洞

内乳石成型奇特，万象森列，故名。

　　二、诗人《全宋诗》可能收者

１．黄某

　　　宪使黄公题独石寺

依山临水好楼台，日照林扉昼不开。
只少惠休裁丽句，窗中飞出碧云来。
将利尉兼主簿解安、将利县令刘晋。
元祐辛未四月十五日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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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 诗 作 者 应 是 黄 廉。黄 廉 （１０３４—１０９２
年），字夷仲，洪州分宁人。《全宋诗》录诗８首（１２／

７２６／８４０９）。黄廉于熙宁十年（１０７７年）官拜监察御

史里行，故 称“宪 使”。元 祐 元 年（１０８６年）二 月，廉

以户部郎中按察川路茶法，六月，以直秘阁提举川陕

茶马事，至次年十二月召还为左司郎中（见《全宋文》
卷一七九二所收黄廉《论蜀茶疏》）；元祐五年（１０９０
年）充陕西都转运使。见《宋史》卷三四七本传及黄

庭坚《山谷别集》卷八《叔父给事行状》。诗碑为宋哲

宗元祐六年（１０９１年）立，此诗当作于其任陕西都转

运使之初。碑为将利尉兼主簿解安、将利县令刘晋

所立。将利县，北周改安育县置，为武都郡治，治所

在今甘 肃 武 都 区。五 代 唐 长 兴 三 年（９３２年）东 移

１００余 公 里，在 今 甘 肃 康 县 西 北 境。元 至 元 七 年

（１２７０年）省入阶州。
独石寺，又名大蟒寺。据民国吕钟祥《新纂康县

县志》卷九“坛土遗”载：“大蟒寺，在县西百余里之平洛

属中寨，系古独石山，大蟒寺即建于此石上。……宋

嘉祐元祐间 转 运 使 陈、黄 二 公 先 后 题 诗，尚 有 碑 碣

可考。”

２．鲁某

　　　鲁公题登真洞诗

（上缺）提举秦凤等路常平等□
三千行满未骖鸾，闲卧空山不记年。
云锁洞门清叩玉，石流甘液泠飞泉。
青驴去踏红尘里，白鹤来归玉柱前。
试看高真栖隐处，此中疑是蔚蓝天。
政和二年十一月旦日。
（以下小字漫漶不清）
按：此诗 作 者 极 有 可 能 是 鲁 百 能。《全 宋 诗》

（１９／１１５０／１２９８５）据《方舆胜览》收鲁百能诗２首，其
一为《醉仙崖》，原注：“在天水县连凤山。”诗云：

高倚青冥插酒星，山崖谁作醉仙形。
从来天地为衾枕，应笑人间有独醒。
又题《同庆府》一首云：
山占仇池地，江分白马氐。
潭深龙自蛰，亭迥凤曾栖。
由此可见，鲁百能曾游历过天水、陇南 一 带，路

过两当寻幽探古至登真洞，也在情理之中。再从年

代上 来 看，鲁 百 能 为 宋 神 宗 元 丰 八 年（１０８５年）进

士，距诗碑上刊刻的政和二年（１１１２年）２７年，时间

上亦有可能。登真洞，见前刘季孙《［题］张真人洞》
按语。

又，《乾隆甘肃通志》卷四八“艺文”亦载鲁百能

《鸡山》一诗，为《全宋诗》所未收。录之如下：

鹫岭何年辟，鸡巢此地传。
松声长似雨，峦气自成烟。
梦散疏钟外，心清古佛前。
欲从仙吏隐，结宇共栖禅。
按：鸡山，甘肃有两座山名鸡山：一在张 掖，《乾

隆甘州府 志》卷 四“鸡 山，城 东 南 羌 中 祁 连 之 支 山。
《水经注》曰‘黑水之所自出，过三危山，南流入于南

海’”。一在成县，又名鸡峰，在县西南１５公里处，奇
峰孤耸，状如鸡头，故名。《乾隆成县新志》卷三载：
“光祥寺，县西二十里鸡山上。极顶有普贤殿，皆宋

时建。”由 此 诗 内 容 来 看，所 咏 乃 成 县 鸡 山，其 因 有

三：其一，今张掖地区在北宋时期属西夏，鲁百能作

为大宋 官 员 题 咏 的 可 能 性 不 大；其 二，“心 清 古 佛

前”，张掖鸡山并无曾有佛寺记载，而成县鸡山上宋

代就修有佛殿；其三，与上文所说鲁百能所游历之地

域相合。

　　三、诗人《全宋诗》未收者

以刻石年代为序，年代不详者置后。

１．高宝臣

　　　　万象洞题留

庆历五年孟冬初四日，因游洞，过卧龙 坪，留 题

四十字，以示来者。
待骑蟠蛰洞中春，怒激风雷尽四昏。
天命为霖腾跃去，隐然鳞甲此坪存。
按：宋仁宗庆历五年（１０４５年）福津知县高宝臣

游万象洞，过卧龙坪后于岩壁上题留。序中言“留题

四十字”，据文意看，实不足，疑缺下款。福津县，唐

景福元年（８９２年）改覆津县，属武州，治所在将利城

（今甘肃武都区东南）。五代唐长兴三年（９３２年）徙

治今武都区，为阶州治。元至元七年（１２７０年）省入

州。万象洞，见前毌丘恪《万象洞题诗并跋》按语。

２．陈述古

　　　　留题独石山院

转运使尚书郎陈述古。
吏役驱驱石火间，偶逢佳景便偷闲。
无人会我登临兴，千万山中独石山。
嘉祐庚子仲春十八日。县令宋炤立石并书。
按：宋仁宗嘉祐五年（１０６０年）宋炤立。陈述古

据《雍正陕西通志》卷二一“职官”载，治平（宋英宗年

号，凡４年，１０６４—１０６７年）时 任 陕 西 都 转 运 使。
《乾隆华阴县志》卷一七载陈述古《玉泉院》一诗，当

其任陕西都转运使时作，亦《全宋诗》所未收，并录于

后。《民国重修镇原县志》卷一七载：治平二年春正

月，夏国侵泾原。副总管刘九请岀兵防守，陕西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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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使陈述古以为张皇生事，后“数日之间，夏人果大

举犯边”。
独石山院，即独石寺，见前《宪使黄公题独石寺》

按语。

　　　　　玉泉院

山荪亭足欹屏石，仙掌峰跟喷玉泉。
乍到林峦迷眼界，欲将泉石较心田。
一泓潜利终归海，五色焰辉未补天。
物我无言空自笑，慢将新句愧磨镌。
按：《雍正陕西通志》卷八载：“玉泉，在张超谷口，

其水色如浆，相传云玉井渗出者。清冽而甘，服之可去

沉疴，因置玉泉院。”玉泉院，在今陕西省华阴市。

３．柴元瑾

　　　　留题凤凰寺

　　　大理评［事］柴元瑾。
岧峣高阁迥崖临，下瞰仇池远望心。
不见明岐嘉瑞凤，乱山空锁白云深。
嘉祐庚子岁仲春清明后十日记。
按：凤凰寺即今成县东南约４公里的大云寺，见

前李周《大云寺题诗》按语。宋仁宗嘉祐五年（１０６０
年）柴元瑾题。

４．紫金山人

　　　　大云寺残碑

幸与□□□□□，□□□断青云梯。

□□□□□□句，石壁尤存□□［诗］。

□□楼台参柏栝，山□□□□蓬藜。
宪公诗笔动惊俗，□□□□下玉瑅。
元祐三年三月十（下缺）。
同谷县（下缺）。
紫金山人（下缺）。
按：碑残，仅存左上角。从所存 文 字 看，应 是 一

首七律。今补出各行所缺文字之缺文号并加断句，
亦据上下文意与韵部补出１个字。

宋哲宗元祐三年（１０８８年）记，作者暂拟为紫金

山人。大云寺、同 谷 县，并 见 前 李 周《大 云 寺 题 诗》
按语。

５．俞贲

送赵使君直弟之官岷州

戍感共孤苦，西岷难与行。
荒村冲晓雾，野馆听寒更。
霜雪饶穷塞，风沙足古城。
黯然空洒涕，临别若为情。
又：
执手相看何忍去，纷纷泪落空无数。
百岁浮生能几时，还是三年阻歧路。

赵使君直来榷本镇酒税，□□练有诗饯行，观其

词，□遒美意，爱敬笃诚，可尚也。余深嘉之，亦因君

直之□遂摹诸石。绍圣二年二月望日，梁台俞贲谨

识。右侍禁监、岷州骨谷镇酒税仓草场赵士垺立石。
按：二诗为俞贲作于宋哲宗绍圣二年（１０９５年）

时。宋岷州骨谷镇遗址在今陇南西和县长道镇。

６．孙冲

　　　　残诗

白云门对赤沙冈，□□□□□□□。
已向西州倦尘土，谁知此地□□□。
层台花雨随朝呗，净室天龙护夜香。
最好薰修结莲社，补陀岩伴祝后王。
政和元年九月。
（上缺）管句学事劝农公事孙冲。
（上缺）判官张（下缺）。
按：残碑存武都区安化镇高寺，宋徽宗政和元年

（１１１１年）立。作 者 当 为 孙 冲。宋 代 两 位 孙 冲 均 有

文章传世，分别见《全宋文》卷五五、二九六。《全宋

诗》卷一五二、《全宋文》卷五五所收孙冲为同一人，
字升伯，赵州平棘（今河北赵县）人。本诗作者孙冲

与《全宋文》卷二九六所收《常州江阴县寿圣渊禅师

塑像记》一文的作者孙冲为同一人，证据有二：其一，
官衔相同。据《民 国 江 阴 县 续 志》卷 二 一 载 此 文 为

“通仕郎新授滁州全椒县令管句学事管句劝农公事

孙冲撰并书”。其二，创作年代接近。该文作于大观

三年（１１０９年）十 月，与 本 诗 创 作 时 间 上 只 隔１年。
此孙冲为常州江阴（今江苏江阴）人，大观中为通仕

郎、滁州全椒县令。

７．佚名

　　　　鲁班阁摩崖

潜而勿用已沉残，起倒阶州顾七年。
从日初与云雨士，方纵或跃舍崖间。
南宋绍兴二年。
按：鲁班阁 在 今 陇 南 宕 昌 县，宋 高 宗 绍 兴 二 年

（１１３２年）题，作者佚名。“倒”，原字有残损，或录为

“料”，于意不通。据宋陈师道《宿柴城》“卧埋尘叶走

风烟，齿豁头童不计年。起倒不供聊应俗，高低莫可

只随缘”之意，则应作“起倒”，今录作“倒”。

８．卑牧

　　　郡假守卑牧勉次

　　　提刑大着游山二诗韵

星轺［之］乐乐融融，十里旗穿晓日红。
访古直寻丹穴外，造幽更指碧潭中。
接身幸作卑飞燕，附翼惭非六翮鸿。
荣甚载名诗榜上，归时犹喜□涵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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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台空双阙，藤苍垂翠绅。
岩泉藏胜迹，草木丽芳辰。
久废登山屐，谁［能比］古人。
皇华因按部，提挈与□□。

□共公余乐，都捐世俗尘。

□□□□刻，吟咏泣山神。
酌酒□□□，□□檐可巡。
边烽虽（中缺）
整顿乾坤（下缺）。
按：碑残，在大云寺院内。无年月，由“郡假守卑

牧”可知作者为卑牧。卑牧于淳熙十五年（１１８８年）
《狮子洞题记》曰“郡守卑牧”，淳熙十四年（１１８７年）
冬有《西狭题记》，无明确言“郡假守”或“郡守”，则此

篇为淳熙 十 四 年 所 作 可 能 性 较 大。《西 狭 题 记》称

“河间卑 牧”，知 其 为 今 河 北 人。大 云 寺，见 前 李 周

《大云寺题诗》按语。

９．宇文子震

　　　　题王氏园

郊垧□□出尘埃，□□幽扉为我开。
异［石］横陈浑住立，飞流瀑注自天来。
桃园图里如曾见，灵鹫峰前莫谩猜。
增损须凭诗眼巧，好于稳处看楼台。
右郡守成都宇文子震题王氏园。
按：宇文子震，字子友，成都人。孝 宗 隆 兴 元 年

（１１６３年）进士，绍熙中任成州知州。宁宗庆元二年

（１１９６年）知 潼 川 府（今 四 川 三 台 县）。宇 文 子 震 有

《赋龙峡 草 堂》（见 后），作 于 宋 光 宗 绍 熙 四 年（１１９３
年），此摩崖 刻 石 原 在 今 成 县 东 南 飞 龙 峡 王 氏 园 崖

上，今已不存，此诗亦当作于其知成州时。

１０．西和知州

　　　大潭皇觉寺留题

大潭皇觉寺留题□□通判、西和州知州事

鸩毒深怀戒宴安，驱驰王事敢辞艰。
玉尘不动弎百里，星点骅骝冲晓寒。
庆元元年捌月弌日，□□□□□奏辟，知西和州

大潭县主管、劝农营田公事兼兵马监押唐文炳谨刊。
按：诗为 当 时 西 和 州 知 州 所 题。诗 后 之 跋 文

为唐文炳于宋宁宗庆元元年（１１９５年）所 写。知 州

之名已不 清。大 观 元 年（１１０７年）《南 山 妙 胜 廨 院

碑》“通判秦 州 军 军 使”为 郭 思，知 州 亦 称。《全 宋

诗》卷一二五 一 所 收 与 其 同 名 郭 思（？—１１３０年）
诗２首。

１１．灵江西

　　　万象洞题记

洞深寰寰栋龙蛇，怪石高幢水滴花。

此景已非民俗□，莫于何处龙仙家。
庆元二年三月初十灵江西作。
按：题记在万象洞黄泥坝右手石岩上。灵江西，

生平无考。
宋宁宗庆元二年（１１９６年）题。万象洞，见前毌

丘恪《万象洞题诗并跋》按语。

１２．释寂空

敕赐净严院砌法堂基阶记颂铭

圣宋绍定二年岁次己丑五月旦日比丘寂空志

时世从教景物殊，一心终不背真如。
假使海山浑变异，妙理常存合太虚。
按：宋理宗绍定二年（１２２９年）释寂空作。宋代

净严院，今通称鱼池寺，位于陇南两当县鱼池乡上滩

村。释寂空当为净严院住持，绍定二年年饥岁馑，净
严院砌法堂基阶。当饥馑之年而修寺院，看似有伤

人力，其实这正是助民度荒之办法：寺院借此出资、
出粮，不仅使献技艺、出劳力者可以活命，而且可以

养活家口。当年范仲淹知杭州，当灾荒之年即动员

各大寺院大兴土木，旁观者不解，至有上书朝廷者，
范公说其缘由，明哲之士无不赞其精明有法，寂空之

作法正同于此。
另，此 诗 不 见 于 朱 刚、陈 钰《宋 代 禅 僧 诗 辑 考》

（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１３．王俞

　　　　登真洞

偶因公事便，仙岛亦追游。
鸑鷟名犹在，丹砂事已休。
雷声惊石皷，琼乳洴灵湫。
便觉尘凡逈，超然物外俦。
按：王俞，宋代两当县令，见秦武域《两当县志·

志人·职名》。据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二六“人
物类一”载：“王俞，字用之，永福人。”此王俞为嘉祐

八年（１０６３年）进士（见《弘 治 八 闽 通 志》卷 四 六“选

举”），宋陆游《老 学 庵 笔 记》卷 八 载 蔡 京 亲 吏 高 揀：
“当蔡氏盛时，官至拱卫大夫，领青州观察使。靖康

台评所谓厮养官为横行是也。有王俞者，与之同列，
官亦相等。靖康间，俞停废，揀犹以武功大夫为浙东

副总管。”如中进士以３０岁计，至靖康元年（１１２６年）
已９３岁，故此王俞与前恐非一人。暂存疑，以待进一

步考索。登真洞，见前刘季孙《［题］张真人洞》按语。

　　四、校补《全宋诗》补遗文献中所收录的２首宋诗

１．喻陟

　　　玉绳泉摩崖题诗

万丈潭边万丈山，山根一窦落飞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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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绳自我题崖石，留作人间美事传。
按：此摩崖刻石原在甘肃成县东南之飞龙峡，已

毁。《乾 隆 成 县 新 志》所 收 录 如 上。陈 新、张 如 安

《〈全宋诗〉订补》据《方舆胜览》卷七收，题作《题玉绳

泉》（第２８８页），诗第一句作“万丈潭边方丈山”，第

三句作“玉绳自我题岩石”。我们认为：第一，诗题应

据《方舆胜览》作《题玉绳泉》，《玉绳泉摩崖题诗》系

编纂成县县志时所加。第二，“万”“方”差异，据诗意

及周边环境，作“万”字是。“万”为“萬”之简化字，在
北魏魏灵 藏《造 释 迦 石 像 记》、佚 名《怀 令 李 超 墓 志

铭》中均 有 用 例，此 摩 崖 石 刻 当 用“万”字，《方 舆 胜

览》中以形近兼涉下而误作“方”字。第三，“岩”“崖”
差异，应 据《方 舆 胜 览》更 为 可 靠，《成 县 新 志》作

“崖”，“崖”“岩”形近而误。

２．宇文子震

　　　赋龙峡草堂

燕寝香残日欲西，来寻陈迹路逶迤。
江涛动荡一何壮，石壁崔嵬也自奇。
鸡犬便殊尘世事，蛟龙长护老翁诗。

草堂欻见垂扁榜，却忆身游濯锦时。
右赋龙峡草堂。
绍熙癸丑□十七日。
郡守成都宇文子震题。
按：此诗作于宋光宗绍熙四年（１１９３年）宇文子

震知成州之时，诗碑存成县子美草堂。汤华泉《全宋

诗辑补》据《陇右金石录》收（见第７册第３３３７页），
题作《题飞龙峡草堂》，《陇右金石录》题作《飞龙峡草

堂诗碑》。《全宋诗辑补》未收落款，颔联上句中“壮”
字作缺文号“□”，尾联上句中“欻”作“倏”。

以上２诗刻石为《全宋诗》辑补文献提供了可靠

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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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逵夫，等：《全宋诗》补遗二十五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