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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郝天挺与云南的关系及其他

方 龄 贵

郝天挺
, 《元史》 卷一七四有传

,

但关于他跟云南的关系
,

本传只说是
“ 建省云南

,

选

官属
,

遂除参议云南行尚书省事
,

寻升参知政事
’ , 。

又说
: “

天挺尝修 《云南实录 》 五卷 ” 云

云
。

聊聊数语而已
。

乃在地方志乘及碑记 中
,

所载天挺在云南的事功
,

颇有足 称
,

不 可 掩

没
。

因综合所见有关资料
,

略为排比考说如下
。

一
、

在大理修文庙兴儒学

郝夭挺居官云南
,

其致力所在
,

可传者有两方面
:

一是在大理修文庙兴办儒学
,

二是编

纂 《云南实录》
。

请先言修庙兴学
。

此事 《元史》 本传不载
,

可是志乘及碑记中实有之
。

旧志著录天挺兴学大理
,

以李元阳

所纂万历 《云南通志》 记述为详
。

本书卷八学校
·

大理府
。

庙学说
:

“ 大理府儒学在府治南
,

汉章帝元和二年建
,

唐天宝板荡
,

元至元乙酉
,

云南行省参政郝天 挺 迁

建于郡学西五百武
。 ” 夹注

: “
天挺又召父老语云

: `

按
:

皇帝昔以皇太 (灵源别墅重印本作
“
大

” ,

疑

误 ) 弟帅偏师入大理而伐取之
,

既践大位
,

犹日
:
乐其风土

,

囊非历数在躬
,

当于彼请分器焉
。

此 邦

简在帝心如此
,

而学校虽建
,

姐豆未弘
,

今奉宣帝德
,

创立孔圣
,

尔民毋苦劳之惧
。 ’

父老日
: `

敢

不唯命 !
’

遂起工
。 ”

①

天启 《滇志》 卷八学校志
.

大理府
.

庙学条所记略同
,

当本李志
。

碑刻之与此有关者
,

见闻所及
,

两经《新纂云南通志》卷九二
“ 金石考

”

收录
,

即 《创建大

理路儒学碑记》 与 《创大理路文庙碑》 ,

一见于王爬 《金石萃编未刻稿》 ,

题 《大理新修文

庙记》 ,

以上并署赵傅弼撰
, 另一为近年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 《大理路兴举学校记》 ,

不著

撰人
。

《创建大理路儒学碑记》 , 《新志》 原据万历 《云南通志》 卷八学校
·

大理府
·

庙学条

“ 元教授赵傅弼纪略
”
引录

,

并非全文
,

碑中说
:

“
至元 乙酉之春

,

准奏始立庙学
,

设教官
,

令赵傅弼充其职
,

中奉大夫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参知政事

郝公天挺实倡其议
,

大理路军民总管段信直忠闻而喜日
: `

文物胜事也
,

力有不给于我取里
’

丁 亥 月

正元 日
,

承事郎云 南诸路提刑按察 司判官赵世延渴庙
,

虑事之鲜克有终
,

因路 案议 作 三 门
,

不 口成

之
。

工讫
,

立石以纪岁月云
。 ”

《创大理文庙碑》 载
:

“
至元乙酉之春

,

云南诸路行中书省议
,

恐南方之人
,

逸居无教
,

风声气 习
,

永流于夷撼
,

舞是

闻奏朝廷
,

令各路设教官
,

建孺学
,

帝嘉其言
。

中奉大夫参知政事郝公分政大理
,

观 山川之雄 丽
,

甲

于西南
,

实为是邦都会之地
,

啃然叹 日 : `

帝意美矣
,

学校建矣
,

儒教弘矣
,

惟吾夫子庙貌未 兴
,

而

宗师吾道者莫知所自
。

于是首析己捧
,

延僚来而集议之
,

其谁 日不然
。

是 时宣抚同知 赵 好 礼 檄使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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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
,

力襄厥事
,

亦倾行筐以资其不足
,

宪全张贞
,

员外贾天佑与焉
。

卜庙地于路治之东
,

未营之 始
,

荆棒塞途
,

坎富没胫
,

公在心为志
,

以身帅先
,

卿士从
,

庶民从
,

以为自古绝无而仅有者
,

鸡 土 工
,

命梓匠
,
委前本路经历段兴董其役

,

遇荆棒而范之
,

坎窖而平之
,

不 日而基乃成
,

抡材陶瓦
,

安 堤植

木
,

大殿两虎
,

成于 乙酉之冬
,

三门耳墙
,

毕于丁亥之闰
,

圣像堂堂
,

从祀穆穆
,

每遇春秋二 丁
,

告

朔既望
,

僚属学官
,

诸骨弟子
,

环列于殿堂之下
,

礼毕明经
,

观者如堵
。

于戏盛哉里 … …当今大 理 创

修学庙
,

使旧染之俗
,

咸与维新
,

此赢秦之所绝无
,

汉唐三 国六朝之所未见
,

是皆大参中奉郝 公 之力

也
。 ”

据后跋
: “

按此碑文见道光 《云南通志 》 卷七十九学校志
” 。

今查道光 《云南通志稿》

卷七十九学校志
·

大理府
·

庙学引元教授赵傅弼 《大理先师庙碑记》 : “
其略日

: `

洪惟夭

朝域混车书
,

遐阪荒服
,

靡不臣仆
” 云云

,

而于开首之
“
吾道与天地并弯窿而 司 乎 覆 者 天

也
” 至 “

此吾道剥而复否而泰也
”
共四百字

,

一概屏弃未录
,

是 《新志》 此碑非出道光志
,

当别有所本
。

知者
, 《金石萃编未刻稿》 所收 《大理新修文庙记》 ,

内容与 《创大理路文庙

碑 》 完全相 同
,

实即一事
,

道光志所删节的四百字
,

此碑完整无阔
。

碑后且有立碑年月及立

碑者结衔列名
: “ 至元二十四年岁舍丁亥闰二月 日

” , “
将仕佐郎大理路总管府经历田泽

” ,

“
承直郎大理路总管府判官张子学

” , “
奉议大夫同知大理路总管府事赵好礼

” , “
太中大

夫大理路军民总管段信宜忠立石
” , “ 石匠李成救

、

杨些救等刊
。 ” 孙星衍 《寰宇访碑录》

卷一一所著录的云南太和
“
大理路新修文庙记

,

正书
,

至元二十四年
,

碑阴正书 ” ,

必然也

就是此碑
。

其碑阴之文
,

亦经收入 《金石萃编未刻稿》 中 《大理新修文庙记》 之后
,

题 《新

修庙学碑阴题名记 》 ,

文作
: “

大理庙学之建
,

经始乙酉之夏五
,

落成丁亥之闰二
,

其间楹

炭户墉
、

栏循廊房
、

完帐钟磐之需
,

所资亦浩
,

非众力何以成之
。

今将好事君子芳名
,

表示

碑阴以记焉
。 ”

后面结衔列名的有
: “ 明威将军大理金齿等处宣抚 司达鲁花赤合只

” , “ 昭

武将军大理金齿等处宣抚使贺天爵
” , “ 宣武将军同知大理金齿等处宣抚司事高庆

” , “ 将

仕佐郎大理金齿等处宣抚司经历牟进
” , “

怀远大将军麓川路军民总管府达鲁花赤阿散
” 。

至于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 《大理路兴举学校记》 为前人所未道及
。

碑载
:

“
云南西睡

,

俗通天竺
,

徒事释氏之书 , 虽有设科取士
,

未得其正
。

岁在癸丑
,

今皇帝居 潜 邸
,

爱兴吊伐之师
,

旬时云南率定
。

圣上远鉴三代之盛
,

永惟磐石之固
,

诏立皇子为云南王
,

启封建也
。

至元甲戌
,

命平章政事赛典赤云南行省
,

作新于民者多矣
。

首于大理
、

中庆各设提学教养之实
、

未 果

而卒
。

乙酉之春
,

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脱脱木儿继之
,

率多中州士夫
,

政令一新
、

民有大赖
,

暇 日召 中

奉大夫参知政事郝天挺
、

嘉议大夫签省张汝贤
、

承务郎员外焦微语日
:

皇孙云南王仁民爱物
,

甚 得 远

人之 心
,

越乾口口口口口口缅酋逃窜入海
,

尽收其地
,

献捷而还
。

边境之国既已平
,

心 服 之 民 何 以

治 ? 郝
、

张日
:
云南之地

,

诸种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白人者
,

本汉之遗裔也
。

昔汉武 伐 西南夷
,

汉

末蜀相诸葛亮渡护水讨定之
,

由是汉人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人 之 风
,

盖质美而通学者也
,

其惟立学校
,

推其通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之道 以 明口口口口 化 服
,

化成俗定
,

其政可不严而治也
。

平章公 日
:

若斯口口口口口口口口郝
、

张日
:

口口口 民逸居 无 教
,

口

口口之亦由此道
,

学校如林
,

多士乃号吾道一贯天下也
,

何口口口口口口口嘉纳之
,

口口口赵傅 弼 充

大理口口口口口巨扯胜员许复其身
,

余者路府亦皆然
,

遣承直郎理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闻奏 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人口口口口口口九月既望
,

教授赵傅弼始肄业焉
,

承口口口口口口口以董之
。

至元丁亥
,

郝
、

焦二公省椽张治衡奉命沙汰冗官至大理
,

口口朔口率阖府官僚口口口口诣文庙
,

行释菜之礼
,

牲

币孔嘉
,

献享有仪
,

戴 白垂韶
,

怡怡熙熙
,

于是华夏之风
,

灿然可观矣
。 ”

碑立于至元二十五年
,

不著撰人
,

取以与郭松年 《创建中庆路大成庙记》 ② 相校
,

行文

颇多相似乃至雷同之处
,

因疑此碑亦出郭松年手
,

已别有 《 <大理路兴举学校记 > 考释》 一



文详之⑧
。

另据赵子元 《赛平章德政碑》 :

赛典赤
“
是岁 (按

:

甲戌
,

至元十一年
,

公元 1 2 7 4年 ) 七

月抵大理
,

下车往政
,

风动神行
,

询父老诸生利国便民之要
,

中庆
、

大理两设提举
,

令王荣

午
、

赵子元充其职
刁 ” ④提举即儒学提举

,

观此碑的撰人赵子元署衔
“
儒学提举

”
可知

。

是

大理先已有儒学提举之设
,

而未见实效 ; 核以各碑的记载
,

乙酉之修庙立学
,

乃是大理儒学

振兴的真正契机
,

此事实由郝天挺发端创议
,

捐棒集资
,

躬与筹措进行
。

先后赞助者
,

除脱

脱木儿外
,

则有大理总管段忠
,

承事郎云南诸路提刑按察司判官赵世延
,

奉议大夫同知大理

路总管府事赵好礼
,

承直郎大理路总管判官张子学
,

将仕佐郎大理路总管府经历田泽
,

宪立

张贞⑤
,

员外贾天佑
,

承务郎员外焦微
,

明威将军金齿等处宣抚司达鲁花赤合只
,

昭武将军

大理金齿等处宣抚使贺天爵
,

宣武将军同知大理金齿等处宣抚司事高庆
,

将仕佐郎大理金齿

等处宣抚司经历牟进
,

怀远大将军麓川路军民总管府达鲁花赤阿散等人
。

碑中乙酉当至元二

十二年
,

公元 1 2 8 5年
,

丁亥当至元二十四年
,

公元 1 2 8 7年
。

盖大理庙学经始于至元二十二年
-

五月
,

告成于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⑧
,

历时约及二年
。

这对大理文化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

在

当时堪称一代盛事
,

而以天挺之功独多
,

足以不朽
。

乃 《元史》 本传阂漏失载
,

因 略 补 于

此
。

二
、

编纂 《云南实录》

元明以来
,

云南志书最早者当推李京的《云南志略》
,

此书四卷
,

记云南事最详
,

今所存

唯 《说邪》 所收 《云南总叙》 及 《云南风俗》 两条
,

合之不足一卷
。

其次元代记云南事而为

人所习闻之书
,

还有郝天挺的 《云南实录》 五卷
,

见本传
。

但此书内容如何
,

从 未 经 人 称
·

引
,

惟见黄虞视 《千顷堂书目》 及钱谦益 《绛云楼书 目》 著录
。

《千顷堂书 目》 卷 八 史 部
·

舆地类
·

补
·

元有
“ 李 京 《云南志略》 四 卷 ” ,

又
“
郝 天 挺 《云 南 实 录》 五 卷

” 。

黄

虞 樱 是 清 初一位大藏书家
,

皮藏极富
,

不过 《书目》 所载是否悉有其书
,

前人已有疑辞
。

郝天挺的 《云南实录》 (李京 《云南志略》 同 ) 究竟曾否入藏
,

抑或 仅 见 录 目
,

无 从 判

明
。

又 《绛云楼书目》 卷一地志类收有 《云南诸夷图》 一种
,

夹注
: “

元张立道有 《云南风

土记》 ,

见本传
。

又郝天挺修 《云南实录》 五卷
。 ” 查 《元史》 卷一六七 《张立 道 传 》 :

“
立道所著诗文

,

有 《效古集》
、

《平蜀总论》
、

《安南录 》
、

《云南风土记》
、

《六诏通

说》 若干卷
。 ”

夹注本此
。

又按《绛云楼书 目》署钱谦益撰
,

陈景云注
,

则夹注出景云手
。

看

语气
,

钱氏实无是
、

书
,

景云夹注特旁及之而 已
。

斯绛云一炬
,

此书应不在与楼俱烬之内
。

若

然
,

则不免使我们产生一种希望
:

但愿 《云南实录》 仍存在于天壤之间
,

犹有重显于世之一

日
。

三
、

仕滇年代

关于郝天挺入滇及离滇的年代
,

诸书不载
。

前举 《大理路兴举学校记》 说
: “ 至 元 甲

戌
,

命平章政事赛典赤云南行省
,

作新于民者多矣
。

首于大理
、

中庆各设提学教养之实
,

未

果而卒
。

乙酉之春
,

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脱脱木儿继之
,

率多中州士夫
,

政令一 新
,

民 有 大

赖
,

暇 日召中奉大夫参知政事郝天挺
” 云云

。

前贤惑于 《创建中庆路大成庙记 》 “ 初平章赛

公既始其事
,

甫即叙而卒
, 诏平章政事脱脱木儿继领省事

” 一语⑦ ,

多系脱脱木儿出任云南



平章政事于赛典赤卒年之次年
,

即至元十七年
,

公元 1 2 8 0年⑧
。

据碑
,

脱脱木儿 出任云南平

章实在至元二十二年
,

公元 1 2 8 5年⑨
。

碑中说脱脱木儿之到任
, “ 率多中州士 夫

,

政 令 一

新
, ”

好象郝天挺等人是随同脱脱木儿一同到云南来的
。

在没有反证之前
,

可定天挺入滇之

年上限为至元二十二年
。

至于 《元史 》 本传所载
“
建省云南

,

选官属
,

遂除参议云南行尚书

省事
,

寻升参知政事
, ”

颇觉窒碍难解
。

考世祖一朝
,

曾两度设尚书省
,

一在至元七年至八

年
,

与中书省并立
,

阿合马总之
,

九年正月遂废
。

其 时云南犹未设省
,

何来夭挺
“
参议云南

行尚书省事
” 之事 ? 一在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

,

置尚书省
,

改天下之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
,

二十八年正月罢之
。

查天挺至元二十二年已任参知政事
,

更与 “
参议云南行尚书 省 事 ”

无

干
。

复按参议乃中书省所设的官职
,

而行省不置
。

《元史》 卷八五 《百官志 》 中书省参议 中

书省事
, “ 秩正四 品

。

典左右司文犊
,

为六曹之管辖
,

军国重事咸预决焉
。

中统元年
,

始置一

员
。

至元二十二年
,

累增至六员
。

大德元年
,

止置四员
,

后遂为定额
。

其治日参议府
,

令史

二人
。 ” 卷九一 《百官志》 行中书省条并无参议一职

。

据 《元史 》 卷一七六 《刘 正 传 》 :

“ 至元二十五年
,

桑哥既立 尚书省
,

摧为户部侍郎
,

升户部尚书
。 · ” 一移疾归

。

二十八年
,

桑哥败
,

完泽为承相
,

复摧为户部尚书
,

升参议
。

尚书省罢
,

仍参议中书省事
。 ” 由此 观

之
,

尚书省是设有参议的
.

很可能阿合马领尚书省 以与中书省并立时
,

也有参议之设
。

则本

传此处或可作如下解释
;
郝天挺在至元七年至八年之间

,

曾参议尚书行事 (尚书省罢后当改

参议中书省事 )
,

并有升迁
,

至元二十二年随脱脱木儿至云南
,

任参知政事
,

`

按行省参知政

事秩从二品
, 《元史 》 本传云云

,

应有脱讹
。

推测之辞
,

难保其必是
,

仍检 出以 待 识 者 论

定
。

至于郝天挺离滇的年代
,

无多可考
。

方国瑜教授所说
: “ 则天挺以至元二十四年以后去

滇
,

亦不详在何年也
。 ” L 当是稳妥之论

。

四
、

郝天挺的族属和他与元遗 山的关系

郝夭挺与云南的关系
,

可考的大抵如斯
。

此外值得评说的还有其他两事
:

一是关于他的
.

族属
,

一是他与元遗山的关系
。

1
.

郝夭挺的族属问题 钱大听 《十驾斋养新录》 卷九 《赵世延杨朵儿只皆 色 目》 条 已

拈出
: 《元史 》 “ 列传第五卷至三十二卷皆蒙古

、

色 目人
,

第三十三卷至七十五卷皆汉人
、

南人也
。 ” 这是不错的

。
《郝天挺传 》 在列传第六十一 ( 《元史》 卷一七四 )

,

置于姚越
、

郭贯
、

夹谷之奇
、

刘赓
、

耶律有尚诸人之后
,

按说应属于汉人
。

可是本传说
: “

郝天挺字继

先
,

出于朵鲁别族
,

自曾祖而上
,

居安肃州
,

父和上拔都鲁
,

太宗
、

宪宗之世多著武功
,

为

柯东行省五路军民万户
。 ” 又卷一五O 《郝和尚拔都传》 : “

郝和尚拔都
,

太原人
,

以小字

行
。

幼为蒙古兵所掠
,

在郡王迄武磨下
,

长通译语
,

善骑射
,

太祖遣使宋
,

往返数四
,

以辩

称
。 ·

” …庚子岁
,

太宗于行在所命解衣数其疮痕二十一
,

嘉其劳
,

进拜宣德
、

西京
、

太原
、

平阳
、

延安五路万户
,

易佩金虎符
。 ” “ 子十二人

。 “
一天挺

,

河南江北行中书 省平 章政

事
。 ”

郝和尚拔都即天挺之父和上拔都鲁
。

盖天挺祖居安肃州 (今河北徐水县 )
,

到他父亲

和上拔都鲁时已移居太原 (今山西太原市 )
,

并由此起家
。

《郝天挺传》 说是出 于 朵 鲁 别

族
,

而 《 郝和尚拔都传》 不言族属
。

《 四库全书总 目提要》 卷一八 /又集部
·

总集类于 《唐诗

鼓吹》 说 : “ 不著编辑者名氏
,

据赵孟顺序
,

称为金元好问所编
,

其门人中书左承郝天挺所

注
。 ”

又说
{:

天挺
“ 字继先

,

出于多罗别族
。 ”

并于多罗二字夹注
: “

原作朵鲁
,

今改正
。 ”



五局合刻本 《元史》 本传作都噜别族
。 ” 是馆臣于朵鲁别族读若朵鲁之别族

,

盖以 “
朵鲁 ,,

二字为辞
。

但 《郝天挺传》 下文还有
“ 子佑

,

字君辅
,

小字朵鲁别台
” 的话

,

这小字显然是

以族属为称
,

则应以朵鲁别三字为辞方是
。

朵鲁别绝非汉人
、

南人
,

而当于蒙古
、

色 目中求

之
。

陶宗仪 《 辍耕录》 卷一氏族条所载蒙古七十二种有脱里别歹
,

重出作朵里别歹
; 色目三

-

十一种有秃鲁八歹
。

日本蒙元史学家箭内亘于其所著 《元代社会三阶级》 一文中
,

于蒙古脱

里别歹
,

重出除举出朵里别歹外
,

并举出秃鲁八歹
,

注释说
: “ 误入色目

” 。

又于色 目秃鲁

八歹
,

注释说
: “ 当入蒙古

” ⑧
。

并以为 即 《元朝秘史》 之朵儿边
。

可从
。

查 《元朝秘史》第一一
、

一四一
、

一九六节有朵儿边
,

旁译
“ 种名

” , “ 种
”

第一四一节
:

朵

儿边访
,

旁译 “ 种的
” ,

第二四 O 节
:

朵儿别台
,

旁译
“
姓

” ,

第二六一节
:

旁译
“
种

” ,

第一二 O 节
:

朵儿别捏彻
,

旁译
“
种名行

” ; 《圣武亲征录》 作朵鲁班
、

秃儿班
,

又作秃鲁

班 ; 《元史》 卷一 《太祖纪》
、

卷一二三 《召烈台抄兀儿传》 作朵鲁班
, 《太祖纪》 又作秃

鲁班
,

卷一四四 《月鲁帖木儿传》 作多礼伯台
,

卷一三二 《探马赤传》 作秃立不带
;
钱大听

《元史氏族表》 蒙古有度礼班氏
, 亦称朵里别歹氏 , 均同 《郝天挺传》 之朵鲁别 族

,

亦 即

《秘史》 之朵儿边
。

按朵儿边乃 d 6 r b e n 之对音
,

蒙古语义训为
“ 四 ” 。

得姓之始
,

据 《元朝秘史》 第一一节

总译
: “

朵奔蔑儿干的哥哥都蛙锁豁儿
,

有四子
。

同住的中间
,

都蛙锁豁儿死了
。

他的四个

孩儿
,

将叔叔朵奔蔑儿干不做叔叔般看待
,

撇下了他
,

自分离起去了
,

做了朵儿边姓
。 ”

由此可知
,

郝天挺乃是蒙古人
,

朵儿边氏
。 《郝和尚拔都传》 说他幼为

“
蒙古兵所掠

,

在郡王迄武摩下
,

长通译语
,

善骑射
。 ”

好象他不是蒙古人
,

此必有说
。

按本传多据王磐撰

《故五路军万户河东北路行省特赠安民靖难功臣太保仪同三司追封冀国公溢忠定 郝 公 神 道

碑 》 为文
,

碑存弘治 《重修三原志》 卷一 O 词翰门
。

文中说
: “ 公生九岁

,

为国朝所得
,

隶

迄武 (原误
“
武

” ,

据本传改 ) 郡王帐下
。

王见其聪敏
,

令给事左右
,

朝夕未尝离
,

稍长
,

精通

译语
,

便习骑射
。 ”

传云
“
蒙古

, ” ,

碑云
“ 国朝

, ”
传云

“
所掠

, ”
碑云

“
所得

, ”
行文

微异
。

颇疑郝氏一族为入居内地较早已经汉化了的蒙古人
,

和上拔都鲁乱离中复预于蒙古军

伍
,

以武功显
。

碑传 中所说
“
稍长精通译语

” , “ 长通译语 ” ,

固亦渊源有 自
。

而 碑 中 有
“ 郝公小字和尚

,

北人淳质
,

以小字行
” 之语

,

尤可见此中消息
。

然则郝天挺以蒙古人而如

此热心于在大理修文庙
,

兴儒学
,

弥觉其难能可贵了
。

2
.

郝天挺与元遗山的关系 郝 天 挺 跟 元遗山的关系本来是清楚的
。

本传说
: “ 天挺英

爽刚直
,

有志略
,

受业于遗山元好间
。 ”

`

是天挺于遗山为门下
。

但已往有人不察
,

竟把他租

元遗山的老师 《金史
·

隐逸传》 的郝天挺混为一谈的
,

不可不辨
。

陈垣先生在所著 《元西域

人华化考》 中业已检 出
: “ 《新元史》 卷一四八 《郝天挺传》 中

,

又屏入金人郝天挺语
,

原

语见 《 中州集 》 卷九郝天挺小传
。

《金史
·

隐逸传》采之
,
日

: `

读书不为艺文
,

选官不为利

养
,

唯通人能之
。 ’

又日
: `

男子生世
,

不耐饥寒
,

则虽小事不能成
,

子试以吾言求之 ! ’

此元好间述其师郝夭挺语
,

而 《新元史》 认为是元好向弟子郝天挺之言
,

亦一时失检也
。 ”

按 《新元史》 有三种版本
,

即
:

初稿铅字排印本
,

退耕堂刻本
,

庚午重订本
。

(开明书店二十

五史所收 《新元史》 即是此本影印本 )
。

如今习见的重订本中不见此语
,

是柯氏后亦 自知其

误而刊正了
。

但此种误解实不 自柯氏始
。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卷一 /又八集部
·

总 集 类 于

《唐诗鼓吹》 有
“
不著编辑者姓氏

,

称为金元好问所编
,

其门人中书左皿郝天挺 所 注 ”
之

语
,

已见前引
。

下文又说
: “ 国朝常熟陆贻典题词

,

则据 《金史
’

·

隐逸传》 ,

谓天挺乃元好



问之师
,

非其 门人
,

又早衰厌科举
,

不复充赋
,

亦非中书左皿
,

颇 以为疑
。 ” 这显然也是把

金
、

元两郝天挺误为一人 了
。

《四库全书总 目提要》 摘发此误乃引王士镇 《池 北 偶 谈 》 之

说
。

查 《池北偶谈》 卷六 《两郝天挺本末》 条说
: “ 金

、

元间有两郝夭挺
,

一为 元 遗 山 之

师
,

一为遗山弟子
。

予考 《元史
·

郝经传》 云
,

其先潞州人
,

徙泽州之陵川
。

祖天挺
,

字晋

卿
,

元裕之尝从之学
。

裕之谓经日
:

汝貌类汝祖
,

才器非常者是也
。

其一字继先
,

出于朵鲁

别族
,

父和上拔都鲁
,

元太宗世
,

多著武功
。

天挺英爽刚直有志略
,

受业于遗 山 元 好 间
,

累 拜 河 南 行省平章政事
,

追封冀国公
,

溢文定
,

为皇庆名臣
。

尝修 《云南实录》 五卷
,

又

注 《唐人鼓吹》 十卷
。

一

一近常熟刻 《鼓吹集 》 ,

乃以为 《隐逸传 》 之晋卿
,

而致疑于赵文

敏 (按
:

赵孟顺 ) 之序称尚书左承
,

又于尚书左尽上妄加
“
金

”

字
,

误甚
。 ” 《池北偶谈》并检

出 《元史》 有传的郝天挺不是汉人
,

卷七 《元人》 条云
: “

元名臣文士
,

如移刺楚才
,

东丹

王突欲孙也
;
廉希宪

、

贯云石
,

畏吾人也
; 赵世延

,

马祖常
,

雍古部人也
;
李术鲁种

,

女直

人也
; 乃贤

,

葛逻禄人也
;
萨都刺

,

色 目人也
; 郝天挺

,

朵鲁别族也
;
余阀

,

唐兀氏也
; 颜

宗道
,

哈刺鲁氏也
; 瞻思

,

大食国人也
; 辛文房

,

西域人也
。

事功
、

节义
、

文 章
,

彬 彬 极

盛
,

虽齐
、

鲁
、

吴
、

越衣冠士 胃
,

何 以过之 ! ”

《池北偶谈》 于金
、

元两郝天挺
,

分辨至为明晰
,

但应当说
,

王士镇还不是提出金
、

元

有两个郝夭挺的第一个人
。

远在他一百多年前
,

明朝人李诩于其所著 《戒庵老人漫笔》 卷五

《两郝天挺》 条己揭明此义
。

说是
: “ 《唐诗鼓吹》 ,

旧云郝天挺注
,

金又有一 郝 天 挺
。

《两山墨谈》 亦考之不审
。 ”

查 《两山墨谈》 十八卷
,

明陈霆著
。

霆弘治十五年进士
,

书刻

于嘉靖十八年
,

有 自撰的后跋
。

其卷四一条云
: “ 《唐诗鼓吹》 ,

为郝天挺笺注
。

金有郝天

挺者
,

元遗山实师之
。

史称其早衰多疾
,

厌于科举
,

遂不复充赋
。

又云
:

其为人有崖岸
,

耿

耿 自信
,

宁困穷落魄
,

终不一登豪富门
,

然则此天挺乃金时隐逸也
。

注鼓吹者
,

署云中书左

愈
,

且谓尝学于遗山之门
,

然考之 《元史》 ,

其为左承在武宗时
,

则知别一人也
。 ” 是陈霆

检出金
、

元有两郝夭挺
,

比李诩还要早好几十年
,

陈霆并 已知 《唐诗鼓吹》 注者非金时隐逸

之郝天挺
,

而为见于 《元史 》 的别一人
。

说是
。

《漫笔》 说 《两山墨谈》 : “ 考之不审
” ,

不明何谓
。

我怀疑 《漫笔》 作者是否于 《墨谈》 此段文字句读偶疏
,

大概 以
“ 然则此天挺乃

金时隐逸也
,

注鼓吹者
。 ” 断句

,

故云云
。

鄙意应以
“ ·

· …然则此天挺乃金时隐逸也
。 ”

断

句
,

下文另起
,

乃作
: “ 注鼓吹者

,

署云中书左皿
, “
一则知别一人也

。 ” 于义允合
,

尚无

“
不审

” 。

前修蒙诬数百载
,

末学有不能已于言者
,

特为辨正而昭雪之
,

并乞大雅之教
。

按金郝天挺
,

就是元代有名人物郝经的祖父
。

郝经 《元 史》 卷 一 五 七 有 传
,

说 “ 祖

天挺
,

元裕尝从之学
” 云云

, 《池北偶谈》 已引之
。

又 《金史》 卷一二七 《隐逸传》 有郝天挺

的专传
,

说
: “

太原元好间尝从学进士业
, ”

多据元遗山 《中州集 》 卷九 《郝先生天挺》 小

传为文
。

此外还有两条史料可以举证
。

一见 《遗山先生文集》 卷二三 《郝先生墓 铭 》 ,

文

云
: “

某既从之学
,

先生尝教之 日
: `

学者贵其有受学之器
,

器者何
,

慈与孝也
。

今汝有志

矣
。

器如之何?
’

又 日
: `

今人学词赋
,

以速售为功
。

六经百氏
,

分裂补缀外
,

或篇题句读

之不知
,

幸而得之
,

且不免为庸人
,

况一败涂地者乎 ?
’

又 日
: `

读书不为文艺
,

选官不为

利养
,

唯知义者能之
,

今世仕宦
,

多用贪墨败官
,

皆苦于饥冻不能 自坚者耳
。

丈夫子处世
,

不能饥寒
,

虽一小事亦不可立
,

况名节乎 ? 汝试 以吾言求之 ! ’

先生工于诗
,

尝命某属和
,

或言
: `

令之子欲就举
,

诗非所急
,

得无徒费 日力乎 ?
’

先生日
: `

君 自不知
,

所以教之作

诗
,

正欲渠不为举子耳 I
’

盖先生惠后学者类如此
。

“
一先生讳天挺

,

字晋卿
, “
一男孙三



人
,
日经

,
日恒

、

日彝
,

经最知名
。 ” 又郝经 《陵川集》 卷三六 《先大父墓铭 》 : “ 先大父

讳天挺
,

字晋卿
。 ·

” …远近俊茂
,

多从之学
,

其教人以治经行 己为本
,

在官治人次之
,

决科

诗文则末也
。

故经其指授者
,

往往有成资
,

河东元好间从之最久而得其传
,

卒为文章伯
,

震

耀一世
。 ”

这是金朝的郝天挺
,

因其与元郝天挺同名
,

而又与元遗山名有师生之义
,

特连带

略述及之
。

关于元郝天挺的事迹
,

可考者自然不止于本文所论
,

兹惟即其与云南的关系
,

就方志
、

碑记中所见
,

略为诊次证补
,

兼及其易涉误解的二事
,

稍事考订
,

以存其真
。

至于对郝天挺

全面的研究
,

则非本篇所能尽了
。

注 释
:

① 《新纂云南通志》 卷九二
“
金石考

”
所收《创建大理路儒学碑记》跟语说

,

夹注云云
,

当据碑文引子此
。

按非不可能
。

② 《新纂云南通志 》 卷九二 “ 金石考 ” 据 《景泰云南 图经志书》 收录
。

③参见 《 云南文物》 1 9 8 2年第 ” 期拙文
。

④碑见 《新 纂云南通志》 卷九二 “ 金石考 ” 所收
。

⑤此据 《创大理路文庙碑》
,

疑即 《大理路兴举 学橇记》 之嘉议大夫签省张汝贤
。

⑥ 《创大理路文庙碑》 云
,

庙成于至元 “ 丁亥之闰厅 , 《新志》 检出是 年闰二月
。 《新修庙学碑阴题名记》 作 “ 丁 亥

之闰二 ” 《大理新修文庙记》 记立碑年月为 “ 至元二 十四年岁舍丁亥闰二 月日” ,

合
。

⑦收入 《新纂云南通志》 卷九二 “ 金石考 ” ,

具见前揭
。

⑧见 《新元史》 卷三二 《 行省宰相 年表》 ,

吴廷燮 《元行省垂相平章政 事年表 》
。

⑧参见拙著 《大理五华楼元碑的发现及其史料价值》
,

载 《社会科学战线》 1 9 84 年第 2 期
。

L方国瑜 《云南史料 目录概说 》 第一册
,

中华 书局 1 98 4年 1 月第 1 版本第 2 09 页
。

。 原载大正五年十二 月 《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 》 ,

经陈捷
、

陈清泉译出
,

改题 《元代蒙汉色目待遇考 》 ,

商务 印书

馆 1 9 32年比月初版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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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

我中有你
” 、 “

谁也离不开谁
”
的整体

。

但是
,

羁磨州的设置
,

毕竟是
“ 羁磨政策

”
的

产物
,

充分体现了
“
分而治之

” 、 “ 以夷治夷
” 、 “ 以夷伐夷

”
的反动观点

,

不可避免地造

成民族之间
、

民族内部的分裂和隔阂
,

从而带来了许多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因素
。

同时
,

羁糜

州的设置
,

在客观上承认了土酋统治的合法性
,

从制度上维护 了落后的社会基础
,

使之长期

停滞不前
,

形成各自封闭的状态
,

阻碍了社会进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