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勉县武侯祠
“
唐碑
”
·

初考

陈显远

今陕西省汉中地 区的勉县
,

即汉代的河阳县
,

因其位于污水 (即汉水 ) 之北
,

故名

,’i 丐阳 ”
。

三国时
,

蜀汉垂相诸葛亮北伐曹魏
,

六出祁山
,

其出屯汉中
,

即实驻污阳
。

其死后
, “

遗命葬汉中定军山
” 。 由今勉县渡汉水

,

南行十里
,

即到定军山西北脚下的

诸葛亮墓地
,

人称 “ 武侯墓
” 。

勉县武侯祠为全国奉祀诸葛亮最早建修的专祠
,

较四川成都武侯祠早建约五十年
。

据 陈寿 《三国志
·

诸葛亮传》 载
: “

景耀六年春
,

诏为亮立庙于 浦 阳
” 。

裴 松 之
“ 注

引
” 《襄阳记》 日 t’.

· ·

… 步兵校尉习隆
、

中书郎向充等共上表曰
: `… …亮德范遐迩

,

勋盖季世
,

王室之不坏
,

实斯人是赖
,

而蒸尝止于私门
,

庙象阔而不立
,

使百姓巷祭
,

戎夷野祀
,

非所以存德念功
,

述追在昔者
一

也
。

… … 臣愚 以为宜因近其墓
,

立之于涌阳
,

使所亲属以时赐祭
,

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
,

皆限至庙
。

断其私祀
,

以崇正礼
, 。 于是始从

之
” 。

按 : 蜀汉后主景耀六年
,

为公元二六三年
,

其春为诸葛亮建庙于污阳墓地
,

其冬邓

艾入川
,

后主投降
,

蜀汉即亡
。

这所建在墓地的武侯祠
,

至唐又经重建
,

历代相继补葺 ,

至明武宗 (朱厚照 ) 正德八年 ( 15 1 3年 )
,

乃迁建于汉水之北
,

即为今祠
。

今勉县武侯祠位于县西四公里的公路南沿
,

座南向北
,

背濒汉 水
,

面 临 公 路
。

南

北长约二百米
,

东西宽约一百二十米
,

有七院五十六间房舍
,

面积约三十亩
。

祠内碑褐

林立
,

淮以大殿院东房下的
“
唐碑
”
为最早

,

它刻于唐德宗 (李适 ) 贞元十一年 (公元
’

79 5年 )
,

较成都武侯祠的唐碑 (刻于唐宪宗李纯的元和四年
,

公元 8 09 年 )
,

早刻十四

年
。

以刻立时间而论
,

又为全国所有的武侯祠石碑之冠
。

这通唐碑
,

园额
、

龟座
,

通高二百三十七
、

除额一百五十九
、

宽一百一十二
、

厚二

十九厘米
,

二十三行
,

满行三十七字
,

共计八百多字
。

惜因刻时较早
,

历年颇久
,

经风雨剥

蚀
,

间有洒字
,

又经后人改凿补刻
,

造成混乱
。

所补错字
,

需要考证 , 加之前代金石学

者
,

对此碑文尚有未能全部理解而存疑者
,

这次拟一并考之
,

现将原锄字用方框占位
,

框

后用园括号填入补字
,

全 文 录 出 如 下

:

蜀 垂 相 诸 葛 忠 武 侯 新 庙 碑 铭 并 序

山 南 西 道 节 度 行 军 司 马 检 校 尚 书

、

刑 部 员 外 郎

、

口 口 御 史 沈 迥 撰
,
节 度 推 官 将 仕

郎
,

试 太 常 寺 协 律 郎 元 锡 书

。

皇 帝 御 极

,

贞 元 三 祀

,

时 乘 盛 秋

,

府 王 左 仆 射 冯 绷 严 口 (武 ) 总帅 文武 将佐
,

泊 策

轮 突 归 之 旅

,

疆 理 西 鄙

,

营 军 污 阳

,

先 声 弛 于 种 落

,

伐 谋 息 其 狂 狡

,

于 是 威 武 震 叠

,

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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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 垣 萧 条

,

烽 口 (隧 ) 灭焰
,

士 无 保 障 之 役

,

马 无 服 辕 之 劳

,

重 关 弛 棒

,

边 谷

栖 野

,

我 师 性 扬

,

则 有 余 力

。

乃 异 高 访 古

,

周 览 原 限

,

修 敬 兹 庙

,

式 荐 馨 香

,

光 灵 若

存

,

年 祀 浸 远

。

虽 箫 鼓 析 奏

,
邑 里 祈 镶

,

而 风 雨 飘 取

,

祠 堂 落 构

,
土 阶 衡 数 尺 之 崇

,

庭

除 无 袭 丈 之 隙
,
登 降 不 能 成 礼

,

牲 玉 不 能 备 陈

。

顽 墉 露 肩

,

灌 木 聆 景

,

樵 苏 互 径

,

糜 鹿

走 集

。

冯 翔 日
: “
垂 相 以 命 世 全 德

,

功 存 季 汉

。

遗 风 徐 烈

,

显 赫 南 方
,
丘 垅 口 (南 )

山
,

实 在 兹 地

。

荒 祠 偏 倚

,

庙 貌 诡 制

,

非 所 以 式 先 贤 崇 祀 典 也
” 。
乃 发 泉 府

,

征 役 徒

,

撤 编 营

,

落 丛 薄
,
是 营 是 葺

,

众 工 群 至

。

缭 以 高 墉

,

隔 阂 当 牧

,

增 以 峻 宇

,

昭 示 威 神

。

口 (英 ) 英昔 贤
,

象 设 如 在
,
翼 翼 新 庙

,

日 至 而 毕

。

顾 谓 小 子

,

扬 摧 前 烈

,

铭 于 庙 门

日
:

在 昔 君 臣 合 德

,

兴 造 功 业

,

有 若 伊 尹 相 汤

,

吕 望 兴 周

,

夷 吾 霸 齐

,

乐 毅 昌 燕

,

是 八

君 子 皆 风 云 玄 感

,

垂 裕 来 世

。

尝 以 为 阿 衡 则 尊 立 圣 主

,

天 下 乐 推
,
尚 父 则 止 仇 口 口 (独

夫 )
,

诸 侯 同 举

。

管 氏 籍 强 齐 之 力

,

宗 周 无 令 王
,
乐 生 因 建 国 之 资

,

燕 昭 为 奥 主

,

君 臣 同

道

,

仅 能 成 功

。

惟 武 侯 遭 时 昏 乱

,

群 雄 兢 起

,

高

、

光 之 泽 已 竭

,

桓

、

灵 之 虐 在 人

。

遇 先 主

之 短 促

,

值 曹 魏 之 雄 富

,

能 以 区 区 一 州

,

介 在 山 谷

,

驱 赢 卒

,

辅 屏 主

,

衡 击 中 原

,

撑 拒

强 敌

,

论 时 则 辛 癸 恶 稳
,
语 地 则 燕 齐 势 胜

。

迁 夏

、

殷 者

,

未 可 校 功
,
霸 桓
、

昭 者

,

不 足

作 力

。

向 使 天 假 之 年

,

理 兵 渭 呐

,

其 将 席 倦 西 邑

,

底 绥 东 周

,

祀 汉 配 天

,

不 失 旧 物 矣

。

洪 伐

彰 彰

,

宜 冠 今 古

,

悼 轶 前 烈

,

其 谁 曰 不 然
? 武 侯 名 迹

,

存 乎
《国 志 》

,

今 之 口 (群 ) 书 `

姑 务 统 论
,

大 略 叙 我 新 意

。

至 于 备 载 爵 位

,

追 述 史 传

,

非 作 者 之 愿 也

,

今 则 不 书

。

其 铭

日
:

桓

、

灵 济 虐

,

云 海 横 流

。

群 雄 娟 起

,

毒 荔 九 州

。

天 既 厌 汉

,

人 思 代 刘

。

沸 渭 交 争

,

存 亡 之 秋

。

其 谁 存 之

,

时 惟 武 侯

。

伊 昔 武 侯

,

跳 足 南 阳

。

退 藏 于 密

,

不 耀 其 光

。

有 时 有

君

,

将 排 垢 氛

。

鱼 脱 溪 泉

,

龙 跃 风 云

,

先 主 赞 绪

,

天 下 三 分

。

馥 馥 德 馨

,

悠 悠 清 尘

。

前 哲

后 贤

,

心 迹 暗 沦

。

建 兹 新 庙

,

式 是 梁 瑕

。

大 唐 贞 元 十 一 年 岁 在 乙 亥 正 月 庚 午 朔 十 九 日 戊 子 建

。

镌 字 口 口 口 口 明

。

从 碑 文 可 以 看 出

:
蜀 汉 末 年 始 建 的 武 侯 庙

,

经 过 五 百 多 年

,

至 中 唐 时 期

,

已 经 坍 塌

破 烂 不 堪

,

不 能 再 作 祭 祀 诸 葛 亮 的 踢 所

,

乃 在 原 地 重 建 了 一 座 武 侯 庙

,

故 名

“
蜀 垂 相 诸

葛 忠 武 侯 新 庙
” 。
这 通 唐 碑

,

就 是 记 叙 建 修

“
新 庙
”
的 动 机 和 经 过 情 况 的
。

关 于 后 人 对 碑 文 磨 勃 所 补 的 字

,

有 的 按 文 意 尚 属 可 从

,

有 的 就 补 刻 错 了

。

特 别 是 把

当 时 倡 导 建 修 新 庙 的 地 方 长 官 名 字 补 错

,

以 致 影 响 自 清 初 以 来

,

许 多 金 石 学 家 聚 讼 不

休

。

碑 文 第 一 行

: “
皇 帝 御 极

,

贞 元 三 祀
(三年

, 7 87 年 )
,

时 乘 盛 秋

,

府 王 左 仆 射 冯

翔 严 口

,

总 帅 文 武 将 佐

,

泊 策 轮 突 归 之 旅

,

疆 理 西 鄙

,

营 军 涌 阳

。

… … ” 不 幸
“
严
”
下 一

字 磨 勒
,

有 人 猜 想 是 中 唐 时 期 权 威 人 物 严 武 倡 导 建 修 的 新 庙

,

便 把

“

严

”

下 那 个 洒 字 补 刻 为

“
武
” 。
从 此

,

有 些 盲 从 者 便 说 是 严 武

。

如 清 康 熙 六 年 ( 1 6 6 7年 ) 重修 的 《陕 西 通 志 》

和 嘉 庆 十 八 年 ( 1 8 13 年 ) 重修 的 《汉 中 府 志 》
“
祠 庙
”
类 俱 载

: “
污 县 武 侯 祠

:
唐 贞 元

十 一 年

,

左 仆 射 严 武 增 修

,

有 记

” ,
道 光 初

,

祠 中 方 丈 虚 白 道 人 李 复 心 编 纂 的 《忠 武 侯

祠 墓 志 》 著 录 此 碑 文 时 , 也 直 称 为
“
严 武
” 。
说 明 自 清 初 以 来

,

多 数 地 方 志

,

一 致 附 和

“
严 武

,
之 说

。

虽 然 有 些 著 录 者 心 知 其 非

,

没 有 苟 同
“
严 武
”
之 说

,

不 过 只 含 乎 其 词

,

未 能 破 的

。

如 康 熙 《陕 西 通 志 》
“
艺 文
”
类 著 录 此 碑 文 时

,

将

“
冯 诩 严 武
”

改 为

“
冯 翔 严 氏
”
而 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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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 武
”
之 非

,

另 提 一 人

,

亦 不 确 切

。

如 清 乾 隆 时 ( 1 73 6一 一 1 7 9 5

年 )
,

两 度 做 过 陕 西 巡 抚 的 毕 沉

,

在 他 编 的 《关 中 金 石 记 》 卷 四
, 《诸 葛 武 侯 新 庙 碑 》

篇 载
: “
文 称

: `

贞 元 三 年

,

府 王 左 仆 射 冯 翔 总 帅

’
者

,

谓 舒 王 (李 ) 漠为 荆襄 江西 污

鄂 节 度诸军 行营兵 马元帅 也
” 。

毕 沉 认 为 倡 修 新 庙 的 并 非 严 武

,

看 对 了
,
但 他 强 调 是 唐

宗 室 舒 王 李 漠
,

则 错 了

。

较 毕 沉 稍 晚 一 二 十 年 的 金 石 学 家 王 袒

,

对 毕 沉 认 为 是

“
李 漠
”

之 说
,

提 出 了 非 议

。

王 犯 在 他 编 的
《金 石 萃 编 》 卷 一 百 三

, 《诸 葛 武 侯 新 庙 碑 》 载
: “

《关 中 金 石 记 》 定

为 舒 王 漠
。

《唐 书
·

宗 室 传
》 ` 舒 王 谊

,

初 名 漠

,

昭 靖 太 子 子

,

德 宗 爱 其 幼

,

取 为 第 二

子

’ 。

其 为 涌 鄂 节 度

,

在 李 希 烈 反 之 时

,

正 贞 元 三 年 事

,

宜 乎 合 矣
,
而 亦 未 尝 有 左 仆 射

之 官
,

且 与 冯 栩 严 口 亦 无 着

。

希 烈 之 乱 在 淮 蔡

,

舒 王 漠 为 节 度 在 涌 鄂

,

即 今 湖 北 汉 阳

州

,

非 陕 西 汉 中 府 之 涌 县

,

则 《关 中 金 石 记 》 亦 不 确 也
。 ”

王 祀 接 着 又 批 判 将 此 唐 碑 定 为
“
严 武
”
之 讹

: “
碑 云

: `
府 王 左 仆 射 冯 翔 严 口 … …

一 ’ , 下 勒 一 字

, 《陕 西 通 志 》 云
: `

唐 贞 元 十 一 年 左 仆 射 严 武 增 修 有 记
, ,

即 谓 是 碑

所 勒 者 乃

`

武

,

字 也

。

武 为 挺 之 之 子

,

《两 唐 书
·

传
》 称 挺 之 为 华 阴 人
。

严 氏 有 冯 翔

、

华 阴 二 望

,

碑 称
“
冯 翔
”
者

,

举 其 旧 望 也

。

惟 碑 有

“
左 仆 射
”
之 官

, 《 两 书 严 武 传 》 所

无 , 且 《 旧 传 》 称 武 卒 于 永 泰 元 年 ( 《 杜 工 部 年 谱 》 亦 同 )
,

不 应 贞 元 三 年 严 武 尚 在

,

是

《 陕 西 通 志 》 与 碑 不 合
。 ”

王 祀 反 对 碑 上 补 刻 为
“
严 武
”
及 毕 沉 定 为
“
李 漠
”
的 息 见

,

都 是 正 确 的

。

因 为 严 武

在 当 时 虽 是 权 威 人 物

,

但 其 官 居 东 川 节 度 使

,

汉 中 勉 县 非 其 辖 区

,

不 会 越 境 来 倡 修 勉 县

武 侯 庙

。

特 别 是 严 武 卒 于 唐 代 宗 (李豫 ) 永泰 元年 ( 7 6 5年 )
,

下 距 修 勉 县 武 侯 新 庙 的

唐 德 宗 (李适 ) 贞元三年 ( 7 3 7年 )
,

已 二 十 二 年
;
再 下 距 刻 立 此 碑 的 贞 元 十 一 年 ( 7 9 5

年 )
,

就 整 三 十 年 了

,

故 与 严 武 无 着

。

再 以 实 物 验 证

。

现 在 碑 上 正 文 第 一 行

“
严
”
下 所 补 之
“
武
” ,

字 形 拙 劣
,

尤 其 把

“
武
”
字 的 一 捺

,

划 了 两 道

,

明 眼 人 一 看 便 知 是 假 的

。

更 可 证 者

,

第 一 行 补 刻 之

“

武

” ,

恰 巧 与 第 二 行 原 有

“
威 武 震 叠
”
之
“
武
”
字 并 列

,

两 相 比 较

,

真 假 立 判

,

可 以 说 是 历 史

现 实 对 作 伪 者 的 嘲 弄

。

王 担 虽 对 碑 上 补 刻 的
“
武
”
字 提 出 疑 问

,

但 他 又 犹 豫 地 说
: “
严 氏 有 冯 翔 (今陕西

大荔县 )
、

华 阴
(今陕西 华阴 县 ) 二 望

,

碑 称 冯 姗 者

,

举 其 旧 望 也

” 。 “
望
”
是 门 族
、

籍 贯

。

王 艇 既 提 出 碑 补 作

“
严 武
”
不 确

,

但 又 怀 疑 严 武 的 旧 籍 在 冯 绷 (这个问题
,

留 在

后 面 谈 )
,

模 棱 两 可

,

未 作 断 定

,

更 没 有 提 出 这 通 唐 碑 上 到 底 应 该 是 严 谁
?

据 我 考 证
,

初 步 肯 定 唐 贞 元 时 期

,

倡 修 勉 县 武 侯 新 庙 的 是 严 震

,
一

如 果 要 补 碑 上

“
严
”

下 的 渝 字

,

应 补 为

“
震
” ,

根 据 如 下

: _ -

古 代 惯 例

,

凡 建 修 大 型 祠 庙

,

一 般 都 是 地 方 长 官 作 倡 导

,

即 是 别 人 倡 导

,

也 要 归 功

于 地 方 长 官

,

挂 上 他 的 头 衔

。

当 中 唐 时 期

,

今 汉 中 地 区 为 山 南 西 道

,

道 治 南 郑 (今汉中

市 )
,

而 道 的 最 高 行 政 长 官 为 节 度 使

,

严 震 自 唐 德 宗 建 中 时 期 ( 7 8 0一 一 7 83 年 )
,

至 贞

元 十 五 年 (了9 9年 )
,

一 直 任 山 南 西 道 节 度 使

。

据 《新 唐 书
·

严 震 传
》 载

: “
建 中 中

,

剑 南 黯 阶 使 韦 祯

,

状
(严 ) 震治行 为山南 第

一
。

乃 赐 上 下 考

,

封 郧 国 公

。

治 凤 十 四 年

,

号 称 清 严

,

远 迩 咨 羡

,

迁 山 南 西 道 节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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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 中 四 年 ( 7 8 3 年 ) 唐 德 宗 李适为 避径 阳兵乱
,

由 长 安 逃 往 奉 天 (今陕西乾县 )
,

叛 兵 跟 踪 逼 迫

,

李 适 在 奉 天 站 立 不 住

,

于 兴 元 元 年 ( 7 84 年 ) 二 月
,

打 算 逃 到 汉 中 避 难

时

, “
(二 月 ) 丙 寅

,

上 将 幸 梁 州 (即汉 中 )
,

山 南 西 道 节 度 使 盐 亭 严 震 闻 之

,

遣 使 诣

奉 天 奉 迎
”

( 《资 治 通 鉴 》 卷 二 百 三 十 )
。 “

(贞元 十五 年
, 7 99 年三月 ) 癸 已

,

山 南

西 道 节 度 使 严 震 莞

”
(同 上书卷 二百三 十五 )
。

这 说 明 严 震 任 山 南 西 道 节 度 使 垂 二 十

年

,

修 庙

、

刻 碑

,

都 在 严 震 任 山 南 西 道 节 度 使 的 任 期 中

。

再

,

今 勉 县 东 距 当 时 山 南 西 道 节 度

使 治 所 南 郑

,

仅 百 里 之 遥

,

是 严 震 的 近 哉 属 地

,

严 震 在 勉 县 倡 修 武 侯 新 庙

,

是 理 所 当 然

的

。

现 在 来 谈 谈

“
冯 翔
”
问 题
。

王 祀 既 然 批 驳 了 碑 上 补 刻 为

“
严 武
”
的 错 误

,

但 又 把 碑

上

“
府 王 左 仆 射 冯 绷 严 口 总 帅 文 武 将 佐
”
的
“
冯 翔
”
理 解 为 严 武 的 旧 籍 贯

,

以 致 他 自 己

举 棋 不 定

,

难 下 断 语

。

我 以 为

“
冯 栩
”
是
“
冯 翔 郡 王
”
的 略 语
。

因 严 震 是 四 川 盐 亭 人

,

与 陕 西 冯 翔 无 着

,

当 唐 德 宗 逃 难 到 汉 中 时

,

严 震 为 山 南 西 道 节 度 使

,

护 驾 有 功

,

德 宗 对

他

“
寻 加 检 校 户 部 尚 书 冯 姗 郡 王
” ( 《新 唐 书
·

严 震 传
》 )
。

这 就 足 以 说 明 碑 称
“
冯

翔
”
者

,

即 严 震 被 封 为

“
冯 诩 郡 王
”
无 疑

,

进 一 步 说 明
“
冯 诩
”
是 爵 号 不 是 籍 贯
。

王 袒 又 说

: “
惟 碑 有
`

左 仆 射

,
之 官

,

《 两 书
·

严 武 传 》 所 无
” 。
但
《 新 唐 书

,

严

震 传
》 却 有

: “
进 同 中 书 门 下 平 章 事
” ,

这 不 是

“
左 仆 射
”
之 官 号 是 什 么 ?

据 上所 谈
,

这 通 唐 碑 记 载 勉 县 武 侯 新 庙 是 严 震 倡 修 的

,

可 以 定 下 来

。

但 能 不 能 对 前

人 把

“
严
”
下 磨 渝 了 误 补 的 那 个
“
武
”
字

,

改 为

“
震
”
字 呢 ? 我 以 为 不 能
。

因 为 古 代

撰 文 的 惯 例

,

对 所 颂 扬 的 人

,

不 能 直 书 其 名

,

以 示 尊 敬

,

这 是 常 识
,
何 况 此 碑 文 作 者 沈

迥
,

给 他 的 上 司 严 震 歌 功 颂 德

,

更 不 能 直 书 其 名

。

我 以 为 原 来 碑 上 应 该 是 个

“
公
”
字

,

现 在 从 拓 片 上 透 过 后 补 的

“
武
”
字 看 去

, “
公
”
字 的 残 痕

,

犹 依 稀 可 见

。

如 果 要 改

,

就

应 该 改 为

“
公
”
字

,

连 起 来

,

则 为

“
冯 栩 严 公
” ,

便 情 通 理 顺 了

。

正 文 第 六 行

“

丘 垅 口 (南 )山
”

句

, “

丘 垅

”

下 渝 一 字

,

补 刻 为

“

南

”

字

,

我 以 为 不 妥

。

因
“
丘

垅
”
指 坟 墓

,

诸 葛 亮 的 坟 墓 在 定 军 山

,

怎 能 说 成

“

南 山
”

? 且
“
南 山
”
是 泛 指

,

不 具 体

。

应

该 补 为

“
军
”
字
。

联 系 上 下 文 意

,

即
“
丘 垅 军 山

,

实 在 兹 地

” ,
译 成 现 代 话

,

便 是

“
诸

葛 亮 葬 于 定 军 山
,

坟 墓 就 在 这 里
” ,

语 意 便 通 顺 了

。

正 文 第 十 行

“
止 仇
”
下 油 二 字

,

补 刻 为

“
独 夫
” 。
王 耗 《 金 石 萃 编 》 引 《 竹 掩 盒

.

金 石 书 目 》 云 “
`

止 仇

,
下 旧 本 巳 酒

,

今 作

`

独 夫

,
二 字

,

不 可 从

” 。

我 以 为

“
独 夫
”
二 字

,

既 不 可 从

,

另 拟 易 作

“
暴 君
”
二 字

。

联 系 这 一 段 上 下 文 为

“
尝 以 为 阿 衡 则 尊 立 圣 主

,

天 下 乐 推
,
尚 父 则 止 仇 暴 君

,

诸 侯 同 举
” 。
其

“
阿 衡
”
指 伊

尹
, “
尚 父
”
指 吕 望
。

若 以
“
暴 君
”
对 上 句
“
圣 主
” ,

则 排 偶

、

语 意 都 较 通 顺 了

。

暂 拟

改 于 此

,

质 诸 高 明

。

碑 文 还 有 一 个 前 人 不 理 解 的 悬 案

,

今 并 释 之

。

如 文 中 有

“
在 昔 君 臣 合 德

,

兴 造 功

业

,

有 若 尹 伊 相 汤

,

吕 望 兴 周

,

夷 吾 霸 齐

,

乐 毅 昌 燕

,

是 八 君 子

,

皆 风 云 玄 感

,

垂 裕 来

世

”

一 段 话

,

这 是 把 诸 葛 亮 比 作 前 代 贤 人 的 赞 语

。

王 袒 在
《 金 石 萃 编 》 的 评 语 中

,

对

“
八 君

子
”
一 词

,

持 怀 疑 态 度

。

他 说

: “
碑 叙 伊 尹
、

吕 望

、

夷 吾

、

乐 毅 只 四 人

,

而 云

`

八 君 子

’ ,

亦 不 可 晓

” 。

再 如 康 熙
《 陕 西 通 志 》 对
“

八 君 子

”
也 存 怀 疑

,

它 在 卷 三 十 二

“
艺 文
”
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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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 含 乎 其 词 地 改 为

“
是 数 君 子
” 。

我 以 为 如 深 究 文 意

,

对 ,’ / 又君子” 之 说 不 难 理 解
。

因 碑 文 明 明 载 有

“
在 昔 君 臣 合

德
”
之 语

,

那 么

,

加 上 伊 尹 的 君 商 汤 王

,

吕 望 的 君 周 武 王

,

夷 吾 (管 仲 ) 的 君齐 桓公
,

乐 毅 的 君 燕 昭 王

,

四 君 四 臣

,

不 是 ,’ / 又君子 ” 是 什 么 ?

关 于 这 通 唐 碑 的 撰
、

书 人 问 题

,

王 耗 在
《 金 石 萃 编 》 的 跋 语 里 说

: “
此 碑 撰 文 者 沈

迥
,

书 者 元 锡

,

两 《 唐 书 》 俱 无 传
。 《 唐 书
·

宰 相 世 系 表 》
: `

(元 ) 锡 字君 职
,

与 宰 相

元 植 同 系

’ ,
只 载 其 官 淄 王 傅

,

而 此 碑 结 衔

,

乃 为 节 度 推 官

、

将 仕 郎

、

试 太 常 寺 协 律

郎

。

又 据 《 韩 文 考 异 》
: `

衡 州 徐 堰 王 碑

,

韩 愈 撰

,

福 洲 刺 史 元 锡 书

’ 。

是 锡 又 尝 官 福

州 刺 史 矣

,, 。

我 再 补 充 一 条 资 料

。

唐

·

韦 绚
《 戎 幕 闲 话

.

李 汤 篇
》 载

: “
至 (唐 宪 宗 元 和 ) 九

年 ( 8 1 4 年 ) 春
,

公 佐 (李汤 字 ) 访古 东吴
,

从 太 守 元 锡 泛 洞 庭

,

登 包 山

,

环 炉 会 晤 终

夕 焉

。 ” 。
这 说 明 元 锡 土 贞 元 十 一 年

( 7 9 5 年 ) 时
,

任 山 南 西 道 节 度 推 官

,

书 写 此 碑
,

后 调 任 福 州 刺 史
,
再 后 又 到 元 和 九 年 ( 8 1 4 年 )

,

调 任 东 吴 太 守

,

可 资 佐 证

。

这 通 唐 碑 额

,

有 元 代 一 段 题 记
: “
历 观 先 贤 (指诸 葛亮 ) 事

,

大 书 厥 书

,

积 有 年

矣

。

往 岁 一 日

,

风 号 雨 暴

,

俄 而 倾 颓

,

幸 碑 石 无 毁

,

非 先 贤 之 灵 乎
? 爱 卜良 辰

,

扶 而 植

之

。

大 朝 至 元 六 年 岁 次 己 已 八 月 吉 日

,

本 贯 辰 州 (今 湖南 沉陵县 ) 人
,

利 路 副 元 帅 韩 重

立

” 。

这 段 题 记

,

记 叙 这 通 唐 碑 在 南 宋 末 年 一 次 大 风 暴 雨 中 扑 倒 了

。

到 元 至 元 六 年 ( 1 2 6 9

年 )
,

由 利 州 路
(治南 郑 ) 副元帅韩 某重立 起 来

。

按 元 代
“
至 元
”
年 号 有 二

,

一 般 分 称

前 后 至 元

。

这 次 重 立 唐 碑 是 在 前 至 元

,

为 元 世 祖 忽 必 烈 的 年 号

。

附 带 说 明

,

现 存 碑 额 的

石 色

,

与 碑 身 迥 异

,

想 系 原 碑 额 被 跌 坏 了

,

重 立 时 配 上 的

。

碑 阴 左 半 有 南 宋 高 宗 (赵构 ) 绍兴 七年 的祈 雨题 记
: “
知 县 事 平 阳 台 孟 宗

,

因 祈 雨

率 巡 检 陇 平 寇 泽

、

王 普

、

秦 亭 刘 安 宪
,
监 税 汾 阳 柴 永

,
监 酒 冯 翔 裴 有

、

秦 亭 王 恭 祀 祠 下

。

绍 兴 七 年 ( 1 1 3 7年 ) 六 月三 日
” 。

碑 阴 右 半 有 明 代 甘 为 霖 题 诗 一 首

: “
汉 涌 铿 春 雨

,

焚 香 在 在 求

。

三 农 惟 有 泣

,

二 麦

似 无 收

。

龙 蛰 已 为 异

,

鸿 呼 更 可 羞

。

至 心 如 格 感

,

三 日 倒 河 流

” 。

款 识

: “
戊 戍 清 明 尚

书 甘 为 霖 题
” 。

按 甘 为 霖 系 世 宗
(朱 厚熄 ) 嘉靖 时人

,

曾 奉 命 出 巡 陕 西 汉 中 一 带

,

故 有 此 题

。

这 个

“
戊 戍
”
为 嘉 靖 十 七 年 ( 1 5 3 8年 )
。

碑 左 侧 棱 上 有 一 行
“
嘉 靖 十 一 年 ( 1 5 3 2年 ) 五 月七 日

,

裕 山 张 馄 过 竭
”
的 题 记
。

总 的 说 来

,

这 通 唐 碑

,

集 唐

、

宋

、

元

、

明 于 一 石

,

它 是 研 究 历 代 对 诸 葛 亮 评 价 和 勉

县 武 侯 祠 变 迁 以 及 历 代 政 治

、

风 尚 的 一 个 很 好 的 实 物 资 料

,

应 当 妥 加 保 护

,

让 它 永 远 作

历 史 的 见 证

。

上 面 肤 浅 地 作 了 些 考 证

,

旨 在 抛 砖 引 玉

,

希 望 广 大 的 考 古 学 家 和 历 史 爱 好

者

,

多 加 指 正

,

并 对 此 唐 碑 作 进 一 步 的 研 究 考 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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