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平广记》（下简称“广记”）作为宋代四大类

书之一，旁征博引，语料翔实。《广记》亦为传世之第

一部文言小说总集，保存了诸多宋前小说精粹，具

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广记》自成书以来，历经辗转，

散佚、错讹较多，现存最早的大体完备的是明代的

谈恺刻本，但仍有不少残缺。张国风先生在系统梳

理《广记》各版本传承的源流的同时，广泛采用了清

陈鱣校宋本、明野竹斋抄本，并从海外搜得若干前

所未知的版本，如台湾大学所藏清孙潜校宋本、韩

国各地所藏《<太平广记>详节》《太平通载》诸本，而

这些材料恰好包含了谈恺刻本遗留并悬而未决的

宋本原貌。

张国风先生学识渊博，严谨认真，用功甚勤，恪

守古籍整理之规范，经过一番仔细的校勘，做成了

错讹较少、文字准确的《太平广记会校》（以下简称

“会校”）。该书参校广泛、校记详实，超越了谈刻本

之局限，部分恢复了宋本的原来面目。然笔者最近

在研读该书的过程中，亦发现了一些错讹之处及校

勘失误问题。现择《会校》神仙部存疑二十余条，连

缀成文，以就正于方家。各条以出现先后排列。

一、无需校改而校改例

1. 武帝以安辩博有才，属为诸父，甚尊重之。

（卷八《刘安》）

校一“尊重”，原作“重尊”。现据沈本、陈本

改。

按：“重尊”，与“尊重”义同，意为“敬重”“重视”。

古籍中“重尊”用例习见，《太平经》卷四十五：“天者

养人命，地者养人形，人则大愚蔽且暗，不知重尊其

父母，常使天地生凡人，有悔悒悒不解也。”[1]398又《旧

唐书·郑畋传》：“身维地轴，决横流而尽入东溟；手

正天关，扫妖星而重尊北极。”[2]4637故“甚重尊之”与

“甚尊重之”义同，底本所作本可，无烦校改。

2. 武帝素重王，不究，但削安二县耳。（卷八《刘

安》）

校九“究”，原作“咎”。现据陈本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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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咎”在古籍中可用作动词，表“责备”“追究

罪过”义，如《论语·八佾》：“既往不咎。”又《后汉书·
锺离意传》：“汤引六事，咎在一人。”[3]411根据上文，雷

被上书汉武帝诬告刘安不抗击匈奴，当获死罪，但

武帝因为素来看重刘安，便没有太过追究他的罪

责，而只是削去了刘安封地的两个县。因此，该句

作“咎”可通，无需校改。

3. 后还豫章庐山下居，有一个患有疠疾，垂死，

载以诣奉，叩头求哀之。（卷十二《董奉》）

校五“患”，原作“中”，现据孙本改。

按：“中”可表“患有”义，《后汉书·马援传》：“会

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4]254此处之“中病”与

“患病”意同。亦常与具体的疾病搭配，文献中用例

习见，如《千金要方》卷三十伤寒方：“上四味治下

筛，若中伤寒服钱五匕，覆取汗解。”又《续资治通

鉴》卷八十一：“有博戏者，杖讫，桎梏列于市，置死

马其傍，腐臭气中疮皆死，后来者系于先死者之

足。”[4]712故底本作“中有疠疾”文从字顺，“中”与“患”

在此语境中义近，实无校改之必要。

4. 数年后，自固益切，乃起大狱，诛杀异己，冤

死相继，都忘道士槐坛之言戒也。（卷十九《李林

甫》）

校四“乃”，原作“大”。现据孙本、沈本、《详节》

改。

按：“大”在文献中可用作程度副词，表示某件

事做的规模、力度和范围之大，如《史记·秦始皇本

纪》：“骊山事大毕，今释阿房宫弗就，则是章先帝举

事过也。”[5]269底本作“大起大狱”，意为“大规模地制

造重大案件”，联系上下文，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的

利益，大规模地制造重大案件（冤案）来诬陷和诛杀

异己，故而“大起大狱”置于句中合乎文意，无需校

“大”为“乃”。

5. 时庭前有病枝梨树，照邻为之赋，其序曰

……（卷二十一《孙思邈》）

校三“病枝”，原作“大”。沈本作“病之”。现据

孙本改。

按：就该句来说，无论作“大梨树”，亦或是“病

枝梨树”，文意皆通，底本作“大梨树”不会影响文意

的表达与理解。且该句之出处《宣室志》亦作“大梨

树”，故实无校改之必要。

6. 承祯徐对曰：“以仆所观，乃宦途之捷径耳。”

（卷二十一《司马承祯》）

校二“宦”，原作“仕”。现据孙本、沈本改。

按：“仕途”谓“仕进之路”，《后汉书·皇甫规

传》：“芳曰：‘威明欲避仕途，故激发我耳。’”[3]622李贤

注：“言欲归第避仕宦之途也。”而校者所改之“宦

途”亦指“做官的道路”，与“仕途”意义相近、用法相

当，且“仕”“宦”可连用作“仕宦之途”，故底本所作

本可，无烦校改。

7. 玄宗谓公远曰：“将若之何，得法善出矣。”

（卷二十二《罗公远》）

校一一“出”，原作“旋”。现据孙本、沈本改。

按：“旋”有“返回，归来”义，晋陶潜《辛丑岁七

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

萦。”由上文可知，三藏念诵咒语，叶法善进入宝瓶

就消失了，良久不出，玄宗因此不悦，命令三藏想办

法让叶法善从瓶中出来，回到人世间。底本作“旋”

文从字顺，且该条之出处《仙传拾遗》亦作“旋”，故

而无烦校改。

8. 父昙选，陈扬州刺史。远知母，驾部郎中丁

超女也。（卷二十三《王远知》）

校一“陈”，原作“除”。现据孙本及《旧唐书》本

传改。

按：“陈扬州刺史”意指王远知的父亲以前担任

过陈朝时期的扬州刺史。但根据下文对远知母亲

的介绍，《广记》并未标注时代，可见此处“陈”亦不

必有。“除”在文献中可用以表示“任命官职”，底本

作“除”即指远知父被任命为扬州刺史，于文意完全

可通，故而无需校改。

9. 须臾，有铁甲兵士数千，金甲兵士数千，噭噪

而下，亦不惊惧。（卷二十四《张殖》）

校三“噭”，原作“噉”。现据孙本改。

按：“噉”，可用同“喊”。《敦煌变文集·捉季步传

文》：“高声直噉呼：‘刘季，公是徐州丰县人。’”[6]52

“喊”、“噪”均有“大声喧嚷”之意，二者连用于文献

中习见，《朱子语类》卷第一百六：“傅景仁初解漳

州，以支散衣绢不好，为军人喊噪，不得已以钱贴

支，始得无事，岁以为苦。”因此，“噉噪而下”意指士

兵们呼喊着一拥而下，文从字顺。而“噭”即“叫”，

亦有“呼喊”之义，“噉”与“噭”实属同义。且该句出

自《仙传拾遗》，亦作“噉噪”，故此处根本无需校改。

10. 寻之而行，一里余，此穴渐高，才容行立。

可一里许，乃出一洞口。（卷二十五《采药民》）

校二“才容行立”，原作“绕穴行”。现据孙本、

《详节》卷三改。

按：此处之“绕穴行”当属下一句，与下文相承

接，作“绕穴行可一里许，乃出一洞口”，意为采药民

绕着洞穴走了一里多的路，就发现了一个洞口。因

此，底本作“绕穴行”本可，于文意可通。且该句之

出处《原化记》亦作“绕穴行”，故实无校改为“才容

·· 86



行立”之必要。

11. 闷却归，因大雪，见老叟负樵而鬻，二子哀

其衰迈，饮之以酒，覩樵檐上有太极字，遂礼之为

师，以玉壶扣之。（卷二十五《元柳二公》）

校二一“扣”，原作“告”。现据《详节》及上文

改。

按：联系上下文，底本作“以玉壶告之”，意即二

子把他们得到玉壶的事情告诉了太极先生，于文意

可通。而校者所改之“扣”，用同“叩”，表“叩问”“探

问”义，唐元稹《授杜元颖户部侍郎依前翰林学士

制》：“授之以诏而益办，扣之以疑而益明。”“以玉壶

扣之”即指二子问太极先生关于玉壶的事。因此，

校者所改虽于意可通，但底本作“告”本可，文从字

顺，故此处无校改之必要。

12. 春秋百有七岁，所居院异香芬郁，仙乐缤

纷，有青烟直上属天，竟日方灭。（卷二十六《叶法

善》）

校一六“属”，原作“烛”。现据沈本、陈本改。

按：“烛天”意为“冲天”，形容气势浩大、凶猛，

于古书中习见，晋葛洪《神仙传·孙博》：“于是博以

一赤丸子掷军门，须臾火起烛天。”[7]156又《旧唐书》卷

十本纪第十：“上乘马前导，自开远门至丹凤门，旗

帜烛天，彩栩夹道。”[2]249底本作“有青烟直上烛天”，

意为青烟直上冲天，烟气弥漫在整个天空，文从字

顺，故此处实无需改。

13. 一日，有商胡诣东都所居，谓元瓌曰：“宅中

有奇宝之气，愿得一见。”（卷二十七《司命君》）

校六“有商胡”，原作“有胡商”。沈本作“舆商

胡”。

按：“胡商”，为古代西域来华商人之统称，且多

指粟特、大食的商人。《广记》卷四百零三《宝骨》：

“且意大臣不容欺已，遂携至西市，示于胡商，索价

一千。”因此，底本作“胡商”本可，置于句中文意通

顺。校者所改之“商胡”则与“胡商”义同，如北魏杨

炫之《洛阳伽蓝记·龙华寺》：“商胡贩客，日奔塞

下。”[8]161而“胡商”较之“商胡”意义更为明确，且该条

之出处《仙传拾遗》亦作“胡商”，故此处实无乙转之

必要。

14. 投散药寸寸匕于其上，反扃其室，背灯壁

隅，乃与德祖庭中步月。（卷三十《凡八兄》）

校二“寸寸”，原作“寸”。现据孙本、沈本改。

按：“寸匕”可用作计量单位使用，文献中习见，

《抱朴子内篇》卷十五：“云以甘草、防风、苋实之属

十许种，捣为散，先服三寸匕，乃吞石子大如雀卵十

二枚，足辟百日，辄更散服，气力颜色如故也。”[9]267又

《肘后备急方》葛仙翁卷之一：“又方：捣桂末，服三

寸匕。”

“寸匕”实为“方寸匕”之省称。“方寸匕”在文献

中指一种多用于量药的量具，北魏贾思勰《齐民要

术·种枣》：“以方寸匕投一碗水中，酸甜味足，即成

好浆。”[10]430“方存匕”亦可用作计量单位，一方寸匕

的容量，相当于十粒梧桐子大。《神仙传》卷九：“其

人即买锡与之，公度于炉中洋锡，以神药一方寸匕

投沸锡中，变成黄金，金即秤卖，得钱百万还钱主。”
[7] 260作计量单位用时，“方寸匕”即常省作“寸匕”。

因此，底本作“寸匕”本可，文从字顺，且该条出

自《仙传拾遗》，亦作“寸匕”，故而无需校改。

15. 恳拜乞之不已，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况

侍奉大仙，不得度世，如素手出于宝窟也。”（卷三十

三《申元之》）

校七“素”，原作“索”。现据孙本改。

按：“索”有“空”义，《小尔雅?广言》：“索，空也。”

“索手”犹“只手”、“空手”，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上：

“符文出布，村妇聚观于道，皆行而绩麻，无索手

者。”[11]197又宋洪迈《夷坚志》夷坚甲志卷十一：“梅索

手而入，无所碍，闻石壁中若人叩齿行持者。”而校

者所改之“素手”，与“索手”义同，亦指“徒手”“空

手”，《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二回：“你应二爹今日素

手，促忙促急，没曾带的什么在身边，改日送胭脂钱

来罢。”[12]255因此，底本作“索手”本可，“索手出于宝

窟”意指空手从宝窟中出来，文意通顺，无烦校改。

“素”与“索”形近，孙本所作殆为“索”字之形讹。

二、无需补而补字例

1. 有二鸟，大小类黄鹂，每翔翥空中，藏几呼之

既至，或令啣珠，或令受人语，乃谓之转言鸟，出沧

州也。（卷十八《元藏几》）

校九“小”，原无此字。现据孙本补。

“大”可指大小的程度，“大类”意即“跟……差

不多大”，于文献中习用。如洪迈《夷坚支志》卷十：

“次日木上忽生一枿，大类如来手。”又《广记》卷四

百五十六《绿蛇》：“顾渚山頳石洞有绿蛇，长可三尺

余。大类小指，好栖树杪。”该句所作“有二鸟，大类

黄鹂”意指这两只鸟跟黄鹂差不多大，文意通顺。

因此，该句无需据他本补“小”字，按底本作“大类”

即可。

2. 令开眼，已到。及开眼，失黄衣所在，但见峰

峦叠嶂，松柏参天，坐于草中石上。（卷二十《王可

交》）

校六“及开眼”，原无此三字。现据孙本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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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由上文可知，一黄衣道人将王可交送上

岸，令其回家，无需舟楫，合眼自到。果然，当黄

衣道人让他睁开眼睛之后，就到了他家附近，而

此时黄衣道人已经消失不见了。因此，此处无“及

开眼”三字亦可通，补字反而显得重复累赘，实属蛇

足。

3. 老人因至石室求救，思邈请曰：“我知昆明龙

宫有仙方三十首，若能示予，予将救汝。”（卷二十一

《孙思邈》）

校一〇“石室求救”，原无此四字。现据孙本、

沈本补。

校一一“思邈”，原无此二字。现据孙本、沈本

补。“请”，原作“谓”。现据孙本、沈本改。

按：由上文可知，昆明池龙化作老人向和尚求

救，和尚让其找孙思邈帮忙，昆明池龙因此就到孙

思邈所在之处寻求帮忙。据此，底本“至”后未接

“石室求救”文意亦可通，且从上文我们可以推知该

句中与老人对话正是孙思邈，故而此处有无“思邈”

二字都不会影响文意的表达与理解。

“谓”有“对……说”的意思，置于句中文从字

顺。而校改作“请”反而不当。“请”有“请求”义，联

系上文，是昆明池龙主动来请孙思邈帮忙，孙思邈

趁机提出条件和要求，而不是向昆明池龙请求得到

仙方三十首。故此处用“谓”即可。

且该条之出处《宣室志》中，“至”后无“石室求

救”四字，校者所改之“请”，《宣室志》亦作“谓”，故

该句实无补字及改字之必要。

4. 时玄宗与张果、叶法善棋次，二人见之大笑

曰：“村童事亦何解。”（卷二十二《罗公远》）

校四“次”，原无此字。现据孙本、沈本、《详节》

补。

按：“次”有“时”义，“棋次”意谓“正在下棋的时

候”，但该句句首已有“时”字，此处有无“次”字均不

会影响文意的表达，补字反而显得重复累赘，无需

补字。

5.勅令开函取袈裟，虽封锁依然，中已空矣。（卷

二十二《罗公远》）

校一五“勅”，原无此字。现据孙本补。

按：“勅”，同“敕”，与“令”同义，为古时自上告

下之词，唐李白《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勅赐飞龙

二天马，黄金络头白玉鞍。”又《金史·宣宗纪上》：

“癸巳，次中山府，勅扈从军所践禾稼，计直酬

之。”[13]304因此，此处用“令”表示“命令”义即可，且该

句之出处《仙传拾遗》亦无“勅”字。

6. 希烈因宴其党，召真卿坐观之，使倡优干讟

朝政以为戏。（卷三十二《颜真卿》）

校九“干”，原无此字。现据孙本、沈本补。

按：“讟”有“诽谤”义，《左传·宣公十二年》：“今

兹入郑，民不罢劳，君无怨讟。”[14]722杜预注：“讟，谤

也。”又《北史·仲方传》：“况主圣臣良，兵强国富，陈

既主昏于上，人讟于下，险无百二之固，众非九国之

师，独此岛夷，而稽天讨。”[15]1178“使倡优讟朝政以为

戏”意指让那些优伶戏子诽谤朝政，并将其制作成

戏曲表演出来。因此底本所作文意顺畅，且优伶们

只是排戏来诽谤朝政，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去干预

朝政，故此处补“干”字实属蛇足。

以上内容为我们在仔细阅读《会校》一书的过

程中发现的一些校勘失误的条目。《会校》无疑是

《广记》目前较好的整理本，但在依据有宋本根源的

本子对底本进行校改或补字时，多有错讹。现在，

我们不揣浅陋，将其予以指出，是为了指正错讹，让

读者能够更准确地理解《广记》文意，不至造成对文

本的误读。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会校》对

《广记》原文进行校勘，以得出一个参校广泛、文字

正确、错讹较少的《广记》整理本，从而为促进学界

对《广记》的研究做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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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所占比例，最终达到合理的程度。

教学模式涵盖多种教学与非教学要素，除了上述

讨论内容外，还有教学内容变革，例如教学中应突出

应用型内容，适应新形势要求，有针对性选择作品，引

导学生挖掘其中的应用型内涵。本文主要讨论教学

模式变革，教学内容方面另文论述，在此不赘。

我们必须强调指出，应用型高校不等于职业培

训学校，不等于技师工匠训练，它要求学生既有充

沛的人文精神，又有完善的科学素养，还要有实际

操作技能。因此，以外国文学为代表的文学类课

程，并非与应用型人才培养天然绝缘，而是大有可

为。它是应用型人才的精神底色与道德保障，也是

应用型人才行稳致远的不竭动力。总之，在应用型

高校，传递—接受模式所强调的知识传授内容与方

式均受到较大挑战，外国文学课程教学改革已是势

在必行，否则就有可能在应用型高校继续边缘化乃

至被淘汰。应用型高校建设在我国发展时间还很

短，其中的文学课程改革也刚刚起步，我们必须在

实践中总结，在总结中实践，不断推进应用型高校

中外国文学课程的创新变革。

注释：

① 较有代表性的相关研究可参见高世华《外国文学教学模式的改革探索》，《高教学刊》2016年第22期；胡严艳《高校<外国文

学>教学模式的探析》，《贺州学院学报》2014年12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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