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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繁”与“王粲”
　 　 　 　 ———曾巩《万山》诗考论

刘永文,李舒宽1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摘　 要] 　 曾巩《万山》一诗最早见于北宋刊刻的《元丰类稿》,第三句“王繁旧居处”,历代《元丰类稿》刻本皆同。 然而

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十)中陳焯的《宋元诗会》第三句则写作“王粲旧居处”,此后,有些著述在

引用此诗时“王繁”就改成了“王粲”。 通过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经过考证,最终证实“王繁”一说确定无误,系“王粲”与“繁

钦”的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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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襄阳县万山有一处石碑,上刻曾巩《万山》
一诗,诗云:

萬山臨漢皋,峰嶺頗秀發。
王繁舊居處,荒草久埋沒。
解佩蓋已迷,沉碑終自伐。
最宜北城望,正值氛藹歇。
縹緲出煙雲,清明動毛發①。
留連至歸時,長見西林月。

诗中“王繁”究竟是何人? 笔者查阅大量资料,
发现此诗第三句第二个字存在差异:一是写作“王
繁旧居处”,一是写作“王粲旧居处”。 对此,笔者进

行了详细考证。

一

曾巩《万山》一诗最早见于其胞弟曾肇所编的

《元丰类稿》。 关于《元丰类稿》,从北宋成书至今,
版本繁多,内容也不尽相同。 据华中师范大学吴芳

芹考证,《元丰类稿》大致可分为 3 个版本系统:
其一,“元丰本”系列。 与曾巩同时的尚书郎王

震于元丰八年(1085 年)三月为曾肇所辑《元丰类

稿》《续稿》 《外集》进行了首次付梓,即所谓的“元
丰八年本”。 金中叶有临汾坊本,亦是源于北宋旧

椠。 元大德年间,南丰太守丁思敏以此为底本,主持

刊刻了《元丰类稿》,后世明清刻本多从此出,如明

正统邹旦本、元黑口本以及各自的衍生本。 及至民

国,上海涵芬楼借乌程蒋氏密韵楼藏元刊黑口本影

印,发行了四部丛刊本。
其二,“南宋曾文受本”系列。 南宋年间,曾巩

九世孙曾文受、曾文忠又刊《元丰类稿》,编次与元

丰八年本迥异,即“南宋曾文受本”,可惜散佚久矣。
其后至明代万历曾敏才刻本王玺序中提及此本,盖
万历刻本所从出。 清代康熙西爽堂本、乾隆查溪本

亦以此为底本。 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上海中华

书局以万历曾敏才本为底本校勘,得聚珍仿宋版铅

印本,即四部备要本。
其三,“康熙顾崧龄本”系列。 清康熙长洲顾崧

龄以宋本为底本,参校《宋文鉴》 《南丰文萃》诸书,
再刻《元丰类稿》,后来民国的四库全书本便以此为

底本。
笔者分别查阅了现存 3 个系统的主要版本,对

《万山》一诗做了一番考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元丰本”系列———元大德丁思敏本(现藏

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 写作“王繁”,见
图 1。

(二)“南宋曾文受本”系列———四部备要本。
写作“王繁”,见图 2。

(三) “清康熙顾崧龄本” 系列———四库丛刊

本。 写作“王繁”,见图 3。
除此之外,近人陈杏珍、晁继周曾选用清顾崧龄

刻本为底本,以元大德丁思敏刻本为主要校本,并参



图 1　 “元丰本”系列———元大德丁思敏本

图 2　 “南宋曾文受本”系列———四部备要本

图 3　 “清康熙顾崧龄本”系列———四库丛刊本

考了其他十几种衍生本、总集、类书、笔记、专著等进

行点校,编撰了《曾巩集》,由中华书局出版,可谓曾

巩诗文集的权威著作。 笔者查阅了此书,亦发现

《万山》诗中写作“王繁” [1]。 另外,由北京大学古文

献研究所编撰的我国第一部宋代诗歌总集《全宋

诗》也收录了曾巩的《万山》,在这部考订精细的诗

歌总集中,亦写作“王繁” [2]。 由此可见,“王繁”之
说并不是刻工的误刻,而是在许多版本中都能找到

“依据”的。
然而,清代陳焯的《宋元诗会》就把“王繁旧居

处”就改成了“王粲旧居处”,见图 4。 从此开始,一
些著述在引用曾巩的《万山》诗时就把“王繁”改成

了“王粲”。 《襄阳府志》(清光绪十一年刊本)卷二

载《万山》一诗,就写作“王粲” [3]178。 《湖北襄樊市

地名志》在介绍万山时提及此诗,亦写作“王粲” [4]。
屈启旺等编著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襄樊》介绍万

山时,引用曾巩的 《万山》 诗,也写作 “王粲旧居

处” [5]。 《作家杂志》所载朱玉葵《解佩令考释》一

文中,所引曾巩《万山》一诗写作“王粲” [6]。 潘月

《唐宋八大家与襄阳考论》中选注曾巩《万山》时,亦
写作“王粲” [7]。 另外,在《襄阳晚报》 [8]、《襄樊日

报》等纸媒以及中国襄阳政府网、搜狗百科“襄樊”
词条中,所引曾巩《万山》一诗也都写作“王粲”。 个

人著述、地方志、新闻媒介、政府网站都把本来是两

个人的“王繁”改成了一个人“王粲”。

图 4　 陳焯《宋元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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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曾巩,字子固,北宋建昌军南丰县(今江西省南

丰县)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 1019 年),仁
宗嘉佑二年(公元 1057 年)登进士第。 历任天平司

法参军、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判官告院、英宗实录院

检讨官。 出通判越州,历知齐、襄、洪、福、明、亳诸

州。 元丰三年(公元 1080 年),留判三班院,迁史馆

修撰,管勾编修院,兼判太常寺。 五年(公元 1082
年),拜中书舍人。 六年(公元 1083 年),病逝于江

宁府。 曾巩为官清廉,颇有政绩,在政治上力求改革

弊政,富国强民,在文学上为当时的诗文革新运动做

出了巨大的贡献,被后人追谥为“南丰先生”。
熙宁六年六月,曾巩奉命离齐赴襄,因其为官清

正,政绩卓越,临行前齐州百姓极力挽留,“州人绝

桥闭门遮留,夜乘间乃得去” [9]。 二月二十七日至

襄州,刚上任的曾巩立即澄清前任知州遗留的一桩

冤案,将拘押的一百多号人全部释放。 此时,正值襄

州旱情严重,一直延续到次年春季。 他在《襄州岳

庙祈雨文》中写道:“自秋不雨,方冬尚温。 麦田苦

于旱干,民室忧于病疠。” [10] 面对严重的旱灾,曾巩

不得不向神灵祈雨,作《襄州岳庙祈雨文》 《襄州诸

庙祈雨文》《又诸庙祈雨文》《薤山祈雨文》《邪溪祈

雨文》等。 四月得雨,作《薤山谢雨文》 《邪溪谢雨

文》《诸庙谢雨文》等。 五月复旱,又作《五龙堂祈雨

文》《灵溪洞祈雨文》《又大悲祈雨文》《诸葛武侯庙

祈雨文》等。 而后又得雨,作《诸庙谢雨文》《诸寺院

谢雨文》等。 如此反复,祈雨谢雨,可谓是焦心劳

思,忧民如子。
根据李震编写的《曾巩年谱》,《万山》一诗的写

作时间应为熙宁七年(1074 年)四月[11]。 “万山”,
即襄州(今湖北襄阳)万山。 李震《曾巩年谱》在《万
山》中按:“《襄阳府志》(卷第四)云:‘万山,县西北

十里,与岘山、紫盖山为三岘,是山乃上岘也。’ 《图
经》云:‘万山在襄阳城西,相传郑交甫所见游女,居
此山下。’《元和郡县志》云:‘一名汉皋山,在襄阳县

西十一里,与南阳郡邓县交界处。’故诗云:‘万山临

汉皋。’” [11]

《万山》为五言古绝,全诗押仄韵,月部,不换

韵,而且受近体诗的影响明显,处处显露出格律的痕

迹。 作者以平实质朴的笔调,描绘了万山凄清幽静

的景象,借“解佩” “沉碑”之典表达了自己平和恬

淡、不慕名利的心境,“在社会与自然中寻求一种清

闲、清静,无论面对喧哗的酒席,还是面对自然的宁

静,都保持一种平和与恬淡” [12]。 这也反映出曾巩

在处理现实和理想的矛盾时的圆融,是其独特的人

生哲学的一个缩影。
“解佩”,典出“解佩授珠”。 据张衡《南都赋》

李善注引《韩诗外传》曰:“郑交甫将南适楚,遵彼汉

皋台下,乃遇二女,佩两珠,大如荆鸡之卵。” [13]又据

刘向《列仙传》载:“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 出

游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 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人

也。 ……” [14]郑交甫上前挑逗:“愿请子之佩。”二

女解下佩珠相赠,郑交甫喜不自禁,以为得到了定情

信物,藏于怀中。 “趋去数十步,视佩,空怀无佩。
顾二女,忽然不见。”明万历《襄阳府志》亦载:“万山

之西有曲隈,为解佩渚,乃交甫遇女神处。”
“沉碑”指的是杜预碑。 欧阳修《岘山记》:“元

凯铭功于二石,一置兹山之上,一投汉水之渊。 是知

陵谷有变而不知石有时而磨灭也。 岂皆自喜其名之

甚而过为无穷之虑欤? 将自待者厚而所思者远

欤?” [15]《襄阳耆旧记校注》载:“预好留後世名,常
言‘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刻石为二碑,记其勋绩,
一沉万山之下,一(立) [沉]岘山之(上) [下],曰:
‘焉知此後不为陵谷乎!’ [其沉碑,今天色晴明,渔
人常见此碑於水中也。 (《南雍州记》)]” [16] 《水经

注校》亦载:“沔水又东迳方(万)山北……山下潭

中,有杜元凯(杜预,字元凯)碑,元凯好尚后名,作
两碑,并述己功,一碑沉之岘山水中,一碑下之于此

潭,四百年之后,何知不深谷为陵也。” [17]

“北城”,指襄阳北城。 李震《曾巩年谱》在《和
贡甫送元考元考不至》中按:“诗云:‘蓬山有行客,
欲上北城舟。’‘北城’当与《万山》诗‘最宜北城望’
中‘北城’为同一地。 襄阳有北城,汉水经其下。”

明代何廷秀给曾诗以很高的评价,认为曾诗的

特点是“峻”“壮” “清” “澹” (《读曾南丰诗》)。 方

东树认为“南丰学鲍学韩,字字句句与之同工,无一

字不着力”(《昭昧詹言》)。 符遂称赞曾巩诗歌“格
调超逸,字句清新”(《曾南丰先生诗注序》)。 可见,
曾巩的诗歌成就虽然不如其散文成就突出,但曾巩

的诗歌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还是不容忽视的。

三

那么“王繁旧居处”中的“王繁”究竟指的是谁

呢? 到底是“王粲”的误刻,还是另有其人?
《襄阳府志》(清光绪十一年本)卷五载:“繁钦

宅在县西北。 繁钦宅与王粲宅并在襄阳。 王粲宅在

县西北。 王粲与繁钦同邻并井,宅基及井见在。 王

粲宅在县西二十里岘山陂下。” [3]388 从中我们可以

得知,王粲与繁钦同邻。 《襄沔记》亦载:“繁钦宅、
王粲宅并在襄阳,井台犹存。” [18] 东晋著名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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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家习凿齿在其所著的《襄阳耆旧记》中写道:
“王粲与繁钦,并邻及井,粲以西京扰乱,乃之荆州

依刘表,其墓及井见在。”另外,习凿齿曾不满桓温

篡逆之心,作《与桓祕书》,告诫桓氏,当向“命世作

佐者”和“高尚而德迈者”看齐,而不要做“璅璅常

流,碌碌凡士”。 信中写道:“抚乘踌躇,慨尔而泣

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孙坚之所陨毙,裴杜之故

居,繁王之故宅,遗事犹存,星列满目。 璅璅常流,碌
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 ……’” [19] 此处之“繁
王”,即指繁钦与王粲。 清代专供文人作诗时选取

词藻和寻找典故,以便押韵之用的类书 《佩文韵

府》,便收录“繁王”一词,其注引《晋书·习凿齿传》
“繁王之故宅,遗事犹存,星列满目”等句,按亦谓繁

钦王粲。 由此可知,“王繁”盖为王粲与繁钦二人之

简称,各取其姓,以代二人。 “王繁旧居处”即王粲、
繁钦之旧居处。

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 “年十七,乃之荆

州依刘表” [20]340,刘表卒,力劝刘表之子刘琮归降曹

操。 后辟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 王粲“善属文,举
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

思,亦不能加也” [20]342,南朝梁刘勰许为“七子之冠

冕” [21]。 繁钦,据《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二十

一·王卫二刘傅传》裴松之注引《典略》曰:“钦字休

伯,以文才机辩,少得名於汝、颍。 钦既长於书记,又
善为诗赋。 其所与太子书,记喉转意,率皆巧丽。 为

丞相主簿。 建安二十三年卒。” [20]344 裴松之注《三
国志·卷二十三·魏书二十三·和、常、杨、杜、赵、
裴传第二十三》记载:袭避乱荆州,刘表待以宾礼。
同郡繁钦数见奇于表,袭喻之曰:“吾所以与子俱来

者,徒欲龙蟠幽薮,待时凤翔。 岂谓刘牧当为拨乱之

主,而规长者委身哉? 子若见能不已,非吾徒也。 吾

其与子绝矣!” [20]376 钦慨然曰:“请敬受命。”据有限

的史料可知,王粲与繁钦是因避乱荆州才得以“同
邻并井”。

对于王繁二人之故居,后人诗作以此用典者亦

不少。 金代遗民李俊民所作《仲宣井》一诗有云:
“试看汲古几何深? 犹有馀波慰渴心。 谁把石栏移

便坐,并邻又得一繁钦!” [22] 清人戚学标在其《景文

堂诗集》(清乾隆五十六年刻本)卷九有载《泛舟镜

川和同人韵》一诗,诗云:“李白宗之看并载,繁钦王

粲本同邻。” [23] 尤其是王粲井,在诸诗家中备受青

睐。 唐代杜甫《一室》诗云:“应同王粲宅,留井岘山

前。”又有《回棹诗》云:“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
孟浩然《冬至后过吴张二子檀溪别业》诗云:“卜邻

依孟母,共井让王宣。”宋代苏轼《万山》诗云:“下有

仲宣栏,绠刻深容指。”除此之外,明代河东学派开

创者薛瑄在其《襄阳歌》中亦云:“更寻王粲宅,留井

岘山前。”然依《襄阳府志》之说,“王粲与繁钦同邻

并井”,则“王粲井”作“王繁井”更为确切,盖王粲名

气较繁钦显赫,而忽略了繁钦罢。
虽说王粲与繁钦为邻,然二人交游之事却鲜见

于史料。 黄燕平《王粲荆州交游考论》一文据《襄沔

记》所载“繁钦宅、王粲宅并在襄阳,井台犹存”,得
知王、繁所居相距不远,从而推断二人可能有交

往[24]。 笔者认为此说稍有欠缺,二人曾 “同邻并

井”,后来又共事曹操,二人有交往是肯定的。 据曹

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 “曹植从曹操西

征在建安十六年”条:
《魏志·武帝纪》载,建安十六年秋七月,操西

征。 曹丕《感离赋序》:“建安十六年,上西征,余居

守,老母诸弟皆从,不胜思慕,乃作赋。”曹植《离思

赋序》:“建安十六年,大军西征马超,太子留监国,
植时从马。 意有忆恋,遂作《离思赋》云。”是行也,
从者尚有丁仪、王粲、阮蝺、徐干、繁钦[25]。

由此可知,王、繁同为曹操幕僚,皆曾跟随曹操

西征马超,二人交情是否笃厚因缺乏资料无法证实,
但有交情必属实。

综上所述,曾巩《万山》诗应作“王繁旧居处”,
后人写作“王粲”者,盖以“繁”跟“粲”字形相似,或
因王粲为“建安七子”之一,在文坛上比繁钦影响

大,主观地改作“王粲旧居处”。 或以为王繁是一个

人的名字,认为历史上没有王繁这个人在万山居住

过,就武断地把“王繁”改成了“王粲”。
学者著述、地方志、新闻媒介、政府网站都把本

来是两个人的“王繁”改成了一个人“王粲”,虽然是

一字之差,但它弄错了史实,使名胜古迹的历史价值

和现实意义弱化,这种以讹传讹的现象值得我们

深思。
名山与名人,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作

为后人,特别是学者和政府工作人员,首先我们要能

读懂古人的作品,在此基础上,才能传承文化遗产。
而不能把“清明動毛髪”刻成“清明動毛發”,不能把

“王繁旧居处”写成“王粲旧居处”。

注释:
①应为“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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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ual Research on “Wang Po” in Wan Shan Written by Zeng Gong
LIU Yong-wen, LI Shu-kuan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Zeng Gongs “WanShan” poem was first seen in YuanFengLeigao(《元丰类稿》) publicated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all versions of the third sentence of this book were the same and written as “Wang Pos old residence(王繁旧居处) ”.
However, in the Qing Dynasty, it was written as “Wang Cans old residence(王粲旧居处) ” in Chen Zhuo’s SongYuanShihui(《宋元

诗会》). Since then, some writings have changed “Wang Po(王繁) ” to “Wang Can(王粲) ” when quoting this poem. After re-
searching a large amount of literature and materials, it was confirmed that “Wang Po” was absolutely correct, and “Wang Po(王繁)”
is the abbreviation of “Wang Can(王粲)” and “Po Qin(繁钦)”.

Key words:　 Zeng Gong;　 WanShan;　 Wang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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