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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0藏 书 周良莫 宣 卿

林 欣‘林梓宗“

(1.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广东广州510110; 2.广东省文化厅，广东广州510075)

    〔摘 要)论述唐代广东第一状元莫宣卿及其 “书屋”藏书，分析 “书屋”藏书的客观事实:一、唐代私人藏书极大发

展;二、莫家乡地灵人杰，汉代已出现私人藏书;三、“书及”藏书适应唐代科举的需要。

    〔关键词〕状元;诗人;藏书家;莫宣抑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2一1167 (2002) 04一0116一03

(一)

    莫宣卿 (公元834-868?)是广东历史上的第一个状元，

是唐代诗人和藏书家。

    莫宣卿，字仲节，号片玉，广东封川县文德乡 (今封开

县渔涝镇)人。生于唐文宗大和八年八月十七日(公元834

年9月23日)。父让仁，雅好诗歌，博学能文，不求仕进，

隐居乡下，过着清贫的生活，惜英年早逝。母梁氏怕宣卿

“孤立无倚”，便带着他改嫁给开建 (今封开县南丰镇)的莫

及芝。莫及芝是个才子，家颇富裕，乐善好施，每逢灾年歉

收，经常以米粟救济邻里。当时，莫及芝家己有两个儿子，

宣卿年纪最小，排行第三。长兄莫侍，二兄莫群。莫铸、莫

群到了读书年龄，莫及芝便送他们上学，并要宣卿去伴读。

莫宣卿 “天性迥异，闻言即悟”。到了七岁，“资识豁然。手

不释卷，过目辄成诵。”〔’〕此时，莫宣卿已熟读了一些诗歌，

并开始学会口头创作。有一次与同村儿童在沙滩玩耍，遭受

村童欺负，莫宣卿愤而作诗一首:

    我本南山凤，岂同凡鸟群?

    英俊天下有，谁能佐圣君1(2)
    (此诗前两句见 《全唐诗》卷五六六，后两句见‘《开建县

志》)表达少年莫宣卿的远大志向。此诗一出，乡亲父老赞叹

不已，称之为 “神童”。稍长，进人郡库 (郡办的学校)读

书，在名师的教导下，莫宣卿进步很快，文章 “才藻宏丽，

顷刻万言。�[3)十二岁举茂才 (成为秀才)，在当地已小有名

气。为参加科举考试，莫宣卿在 “书屋”奋志读书。唐宣宗

大中五年 (851)莫宣卿通过州、县考试，以优异成绩被地方

官推荐参加朝廷制科考试。莫宣卿在考试中表现突出，“对扬

清问，首魁天下”，川成为广东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时年十
七岁。高中状元以后，初授翰林院修撰，赐内阁中书，负责

起草皇帝的诏浩。在京任职十多年，因母老，需照顾为由，

向皇帝上表陈情，请求外任到地方任职，经皇帝恩准，封他

为浙江台州别驾 (相当刺史副职)。还没有到任，不幸去世。

葬于封开县文德乡罗鼓岗。唐咸通九年 (868)，封州刺史李

邦昌把他的事迹上奏唐鹤宗，罄宗下谐封莫宣卿为 “唐正奏

    116

状元，溢孝肃”，祀以庙食，免其莫家本支的田粮租税，把原

来应交的 “贡赋”作为庙祀的费用。

    由于莫宣卿的卒年缺乏记载，学者根据李邦昌的奏文推

测，莫宣卿去世时间当在公元868年之前。

(二)

    莫宣卿英年早逝，虽然没有显著政绩，但他是一个诗人，

诗、词、赋写得很有特色，著作有诗集若干卷，唐代封州刺

史白鸿儒为之作 《莫孝肃公诗集序》，称其 “自幼至登第，所

撰词、赋、诗歌，皆操笔立成。”〔’〕可惜其诗集已佚，白鸿儒

《莫孝肃公诗集序》今存 《全唐文》中。白《序》作于唐乾符

五年 (878)，离莫宣卿去世只有十年左右，其内容基本可信。

《全唐诗》收人莫宣卿诗三首，断句一联，加上 《粤诗搜逸》、

《封川县志》、《开建县志》及当地民间传说，共留存诗歌十余

首。其代表作为参加唐大中五年制科考试的《赋得水怀珠》:

    长川含媚色，波底孕灵珠。

    素魄生茹末，圆规照水隅。

    沦涟水彩动，荡漾瑞光铺。

    迥夜 (一作 “夜迥”)星同贯，清秋 (一作 “秋清”)岸

不枯。

    江妃思在掌，海客亦忘躯。

    合浦当还日，恩威信已敷。(2)0
    这是一首试贴诗，全诗共十二句，写得非常优美。首两

句为破题，描写作者家乡岭南秀丽的自然环境和奇珍异宝:

在美丽可爱的长河中，孕育出闪闪发光的灵珠。中间八句描

写明珠生成之时，珠光在微波荡漾，瑞光四射，与深夜星光

互相辉映;岸上翠绿一片，生机勃勃，景色迷人。并借用江

妃 (指汉水神女)很喜爱明珠的典句，采珠者愿舍身忘躯为

之效劳。最后两句为结题，借用 “合浦还珠”典句，歌颂皇

帝，恩威并用。作者用比兴方法，隐喻自己正是岭南孕育出

来的一颗明球，愿终身为朝廷效劳。全诗结构严密，辞采绚

丽，是试贴诗少有的佳作。白鸿儒评价莫宣卿的诗说:“诵而

咏之，如真金美玉，不落形迹;如化工生物，不事妆点，而

生气宛然如在也。难怪唐宣宗李忱对莫宣卿十分赏识，恩宠

万方数据



2002年8月
第22卷第4期

图书馆论坛
Library Tribune

  Aug,
Vol. 22

2002

  No.4

有加，在给新魁状元赐宴时赋诗一首:

    南方远地产奇才，突破天荒出草莱。

    神鲤跳翻三尺浪，皇都震惊一声雷。

    (此诗见莫宣卿状元墓刻石)

(三)

    为什么这个南方 “奇才”在这次制科中能压倒天下才子

而独占鳌头，名列榜首，成为广东历史上的首位状元呢?我

们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莫宣卿的天资 (“神

童，’)、勤奋 (“手不释卷，’) 以及他的 “书屋”藏书，使他能

博览群书，脱颖而出。上面已粗略谈及莫宣卿的聪明才智、

勤奋学习和远大理想，下面谈莫宣卿的“书屋”藏书。.

    莫宣卿在《答问读书居》一诗中真实反映他少年时代的

读书生活:

    “书屋”倚麒麟，不同牛马路。

    床头万卷书，溪上五龙渡。

    井汲冽寒泉，桂花香玉露。

    茅檐无外物，只有青云护。(2)

    此诗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叙述 “书屋”的地址、自然环

境及屋内藏书。

    “书屋”在封开县渔涝镇麒麟山下。麒麟山风景秀丽，山

峦起伏，周围山地面积77平方公里，主峰海拔927米。山上

古木参天，流泉百道，桂花飘香;地下盛产矿泉水，水质晶

莹洁净。莫宣卿的父辈 (一说其叔父莫让义)在这里用竹棚

茅草等材料为他建造一座 “书屋”。书屋环境幽静，避开社会

的喧哗嘈杂;屋外碧空蓝天，白云飘飘;屋里最宝贵的是

“床头万卷书”，真是读书的洞天福地。莫宣卿在这里刻苦攻

读，博览群书，他要驾五龙而直上青云。

    根据有关文献记载，莫宣卿 “书屋”藏书是客观存在的

事实，我们可以从下列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唐代是我国私人藏书极大发展的时期。由于唐代经

济繁荣，政局相对稳定，特别是纸张的普遍使用和雕版印刷

的出现，使唐代出现不少私人藏书家。据不完全统计，藏书

超过万卷的私人藏书家就有十多人。私人藏书家大体上可分

为三类人员:一是学者，如著名经学大师颜师古，史学家吴

兢、韦述，文学家白居易等人都是。吴兢藏书13400余卷，

韦述藏书2万卷。二是中央或地方上的官员，如唐德宗的宰

相李泌，藏书3万多卷。据 《广东省志文化艺术志》记载，

唐玄宗的尚书右7相、广东韶关人张九龄，唐大历进士、海

阳县尉、潮州人赵德，唐a宗礼部侍郎，番禺人郑愚都有一

定数量的藏书。(4)三是家庭比较富裕的庶族地主和商人，他们

为了适应唐代科举制度的需要，通过藏书，为其子读书、科

举考试进身仕途创造条件。莫及芝是开建 (今封开县)的庶

族地主，灾年歉岁，能“出粟以周邻里”，〔’〕而且比较重视子

弟的培养，购买部分书籍供子弟阅读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二、莫宣卿家乡地杰人灵，汉代已出现私人藏书。

    封开是岭南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原由封川、开建两县

合并而成。汉代元鼎年间，封川、开建属广信、封阳县治，

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东汉时，广信是岭南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是中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的重地。汉代，广信

(封开)出了两个杰出的经学家陈钦、陈元父子。陈钦 (?-

公元15年)，年幼熟习五经，尤精 《春秋左传》。汉成帝时举

茂才，任教于汉皇室，曾向王莽传授 《左氏春秋》。他博览群

书，才华出众，与刘钦齐名。著有《陈氏春秋》(已佚)。其

子陈元，光武帝建武初，举孝廉，对 《左传》作广博而精细

的考证和注释，著作有《左氏异同》、《司徒椽陈元集》(两书

已佚)。曾上疏光武帝请求立 《左传》博士，遭到范升等人的

反对。建武四年 (公元28年)，光武帝在云台召集公卿、大

夫、博士议论这件事，陈元与范升等人进行多次辩论，并上

疏批判范升的守旧思想。由于陈元上疏申述的理由比较充分，

《春秋左氏传》得立为官学，陈元也被封为 “左氏学”博士。

晚年，陈元托病回乡，继续研究 《左传》和讲学，老死家乡。

《后汉书·陈元传》称:“元少传父业，为之训话，锐精覃思，

至不与乡里通。�(5)就是说，陈元少年时代就能继承父亲的事

业，对古籍进行研究和注释，由于刻苦学习，用心思考，精

细而广博地考证，所以没有时间与邻里往来。如果家里没有

藏书，又 “不与乡里通”，就不可能做考证的工作。这就说明

陈元家中有不少私人藏书。

    又例如三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经学家、广信人士燮

(137一226)，是名儒之后，学问渊博，在交趾任职四十多年，

政绩卓著。士燮胸怀宽厚，礼贤下士，中原士人到岭南避难

投靠他的人数以百计。著作有 《春秋经注》十一卷、《士燮

集》五卷 (均佚)。河南扶乐学者袁徽曾到岭南避难投靠其门

下，对士燮比较熟悉，他在给尚书令荀或的信中说:“交趾士

府君既学问优博，又达于从政，处大乱之中，保全一郡，

⋯⋯民不失业，羁旅之徒，皆蒙其庆。·一 官事小闽，辄玩

习《书》、《传》，《春秋左氏传》尤简练精微，吾数以咨问

《传》中诸疑，皆有师说，意思甚密。又 《尚书》兼通古今，

大义详备，闻京师古今之学，是非忿争，今欲条 《左氏》、

《尚书》长义上之。�(6)从袁徽这封书信中说明下列几个问题:

①士燮的学问优博;②著作的造诣很高，《春秋左氏传》“简

练精微”;③像袁徽这样的学者还经常向他求教 《春秋左氏

传》一书的疑义，皆得到准确的解释;④士燮 “官事小闽，

辄玩习《书》、《传》。就是说，士燮官府的事告一段落，空闲

时间，经常把读书、做学问作为一件乐事。说明士燮家也有

私人藏书。

    以上说明，汉代、三国时代，广信人已出现私人藏书家，

那么莫宣卿的“书屋”藏书也就不足为奇。

    三、.“书屋”藏书适应唐代科举的需要。

    唐代科举考试分为常科和制科。常科按常年制度举行，

考试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多种。

其中以明经、进士两科应试人数最多。制科是皇帝临时诏令

设置的科目，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才识兼茂:明于体
用等近百种。应试者可以是现职官吏，也可以是常科及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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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是庶民百姓。明经考试的内容比较复杂，历代有所不

同。例如唐代初期，明经考试科目一般考两经，但有时也考

三经，考五经。考两经，“其明经各试所习业，文注精练，辩

明义理，然后为通。正经为九，《礼记》、《左传》为大经;

《毛诗》、《周宇L》、《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

勒,《谷梁》为小经。通三经者一大一小，若两中经;通三

经者大中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并通。其 《孝经》、《论语》

并须兼习。”(见 《唐六典》卷二)唐高宗时加考杂文。所谓

“杂文”，指的是蔑、铭、表、赋之类的文体。唐玄宗时，又

将诗赋作为进士科必试科目。莫宣卿参加的是制科考试。莫

宣卿 “书屋”的藏书是适应科举需要的典籍。这可从莫宣卿

的诗得到证明。

    据当地民间传说，莫宣卿少年时代曾赋自题诗一首:

    少年立志早登科，世上文章奈我何!

    赋读五经犹恨少，诗吟万卷未为多。

    江湖海阔为池砚，出水高山作墨磨。

    愿借青云为白纸，将来尽写太平歌。

    “自题诗”气魄雄伟，表达少年莫宣卿的理想。诗中的五

经指的是儒家的五种经典著作:《诗》、《书》、《礼》、《易》、

《春秋》。“诗吟万卷”说明 “书屋”中收藏不少前人的诗歌。

这些藏书与唐代科举考试的内容相对印。

    又如当地方官推荐莫宣卿上京参加制科考试时，莫家设

宴为他饯行。大哥莫铸作诗一首 (诗略)，祝愿弟弟折桂而

归，莫宣卿也赋诗一首表示答谢:

    几年高卧葛生庐，万里行程人帝都。

    筵上清搏今日酒，筐中黄卷古人书。

    在家且作衔芦雁，出海变作带角鱼。

    从此九霄须直上，不教羽毛落空虚。

    诗中坦露莫宣卿志在必得的豪情壮志。“筐中黄卷古人

书”说明莫宣卿赴京考试的行李中备有应考的典籍，而这些

“黄卷古人书”正是 “书屋”藏书的一部分。

注释:

(门 白鸿儒 莫孝肃公诗集序 (M).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

    1984: 8590下.

[幻全唐诗 [M).湖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00): 3557,

    3556.

(3)温恭.封川县志.1935，钻印本.

(4〕广东省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文化艺术志 〔M).广州:广

    东人民出版社，2001, 8: 645.

(5〕范哗.后汉书.二十五史 【M).湖南: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7: 187.

(6)陈寿.三国志.二十五史 (M).湖南: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7: 274.

(7)李尚拔.岭南第一状元莫宣卿.封开揽胜.政协广东省封开县

    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6, 10: 109.

(8)郭毅.从诗文看莫宣卿的生平事略.封开揽胜.政协广东省封

    开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6, 10: 158.

〔作者简介〕林欣 (1974-)，女，小教一级，现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工作，已发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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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陆是争。门户别而朋党起，恩仇报复，蔓延者垂数百年;

明之末叶，其祸遂及于宗社，惟好名好胜之私心，不能自克，

故相激而至是也。”

    综上所述，《总目》

思潮之影响深矣。

注释:

(1)《总目》集部总叙

尊汉抑宋之倾向明矣，其受清代汉学

(幻 《总目》经部·《易义古象通》条

(3)《总目》经部总叙

(4)<戴东原集·与是仲明论学书》

(5)蒋伯潜、朱剑芒.《经学慕要·要学提要》(M).湖南:岳麓书

    社，1990, 12: 156

(6)(总目》史部总叙

(7)《总目》杂家类存目《经学臆解》案语

The Influence of Hanxue Thought In Qing Dynasty Upon ((Si Ku Quan Shu Zong Mu))
                                            XUE Xin-h

(Scientific Research Section of Yuzhou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20, China)

Abstract: Hanxue thought in Qing Dynasty has a deep influence upon (Si Ku Quart Shu Zong M峥.Its influence shows on the fol-
lowing aspects, such as quoting the genuine nealistic materials, studying the evidences in detail and rejuvenating the academic tradi-
tion of Han and Tang Dynasty. Its criticism is focused on two points, one is taking everything for granted, the other is attacking

each other among the circle of the academic parties.

Key words; ((Si Ku Quan Shu Zong Mu)); Hanxue;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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