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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中国古代童蒙教育中出现了不少的神童诗"一部分神童诗及其故事又成为童蒙教育中的案例"也是当今研究古代童

蒙教育的文献材料$然而神童诗中部分材料的真伪问题值得考虑$如寇准.华山诗/比较有名"但是考察寇准别集0.华山诗/

流变及文献来源"此诗很值得怀疑$据传为宋代汪洙所作的.神童诗/有时成为神童诗的代名词"然而.神童诗/既不完全是汪

洙童年所作也不完全是汪洙个人所作$.神童诗/是神童诗现象的代表"也是问题的集中体现$有鉴于此"当运用众多的神童

诗作为研究材料时"应该慎重$同时无论是真实的还是存疑的神童诗"只要适当运用"都有作为研究古代童蒙教育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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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古人非常重视儿童启蒙教育"形成一套童蒙教

育体系$在教育过程中"一些儿童聪慧早熟"脱颖而

出"幼年即能出口成章"比如唐代骆宾王幼年所作

.咏鹅/"成为文坛佳话$这类现象可以称之为神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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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胡世强#中国古代神童诗现象研究之一

诗"在唐宋有诸多故事"乃至元明清都有类似记载$

这类诗作和记载"一方面可以说是名人早慧及以后

成大器的预兆"另一方面又是童蒙教育取得成效的

标志$此外"名人的神童诗也成为了童蒙读物的一

部分"例如据传为宋代汪洙的一组.神童诗/流传较

为广泛"现在还作为研究古代童蒙读物的材料$神

童诗作为一种现象有研究价值"作为单独的作家作

品也有研究必要$当进入个案研究时"一些具体的

作品会发现问题"比如通过研究寇准的.华山诗/0汪

洙.神童诗/"就可以发现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同时也

有一定的借鉴性$

二"寇准*华山诗+

寇准%

EB!A#"!%

&字平仲"华州下絡%今陕西渭

南&人$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

EC"

&中进士"为乙科

第三十五名"授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县"移大名府

成安县$端拱元年%

ECC

&任右正言0直史馆"开始进

入北宋政治中心$淳化二年%

EE#

&拜左谏议大夫"充

枢密副使$淳化四年%

EE%

&罢知青州$淳化五年

%

EEG

&官左谏议大夫0参知政事$至道二年%

EEB

&出

知邓州$宋真宗即位后"咸平五年%

#""!

&权知开封

府$景德元年%

#""G

&寇准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拜

相$同年九月契丹大举攻宋"直指澶州城下"威逼京

城"真宗皇帝大为震惊"满朝文武惊恐万状$寇准反

对王钦若0陈尧叟之辈'南幸(0'西幸(的逃跑主张"

痛陈利弊"坚持真宗亲征"最终达成澶州之盟$景德

三年%

#""B

&因宋真宗听信王钦若等小人'孤注(的谗

言"寇准被疏远并罢去相位"知?州$大中祥符七年

%

#"#G

&复拜同平章事0枢密使$大中祥符八年

%

#"#F

&罢$天禧三年%

#"#E

&"再度入相$天禧四年

%

#"!"

&六月因谋立太子监国0禁皇后预政"罢相"授

太子太傅"封莱国公$不久贬道州司马0雷州司户参

军$宋仁宗天圣元年%

#"!%

&因疾卒于雷州贬所$寇

准去世后"明道二年%

#"%%

&诏复太子太傅0赠中书

令0莱国公$景二年%

#"%F

&年又赐谥号'忠愍($

寇准在澶渊之盟中建立功绩"作为宋初政治家

非常有名"同时他也是位文学家"是宋初'晚唐体(诗

歌代表作家之一$相传寇准八岁登华山"作.华山

诗/#'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

白云低$(

,

#

-宋谢维新的.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卷

四三引宋代.陈辅之诗话/云#'寇准八岁吟华山诗#

4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3其师谓准父曰#4贤郎怎

不作宰相*3(

,

!

-前集卷
G%

$此诗虽略显稚嫩"但是意境

开阔0气象不凡"并且预示着寇准将来必成大器$元

代虞韶的.日记故事/作为重要的童蒙读物也记载此

事"并云#'言其志之大"岂不作宰相乎*(

,

%

-

FC!

目前查阅相关资料"尚未有人对此诗著作权提

出质疑"但是详细推敲此诗的出处0形成还是有一定

疑问的"疑点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寇准.华山诗/未见于寇准诗集问题$寇

准曾在巴东县任上自择诗编为.巴东集/"惜已不传$

后世流传的寇准诗主要保存于别集.寇忠愍公诗集/

三卷中"是集为范雍所编$范雍曾为寇准下属"与其

游宴$范雍在宋仁宗明道二年%

#"%%

&前后"将所能

收集到的二百四十首诗"分为三卷编为是集"并作诗

序$此集应该将.巴东集/之内的诗全部收录"所以

更为全面"因此元代之后.巴东集/渐无传本$.寇忠

愍公诗集/成为目前寇准流传于世的唯一作品集"此

诗集现存主要有明嘉靖蒋鏊刻本%收入张元济.四部

丛刊/三编&0清刻本%四库馆臣抄入.四库全书/&两

个版本系统$而在两个版本系统中均未见.华山

诗/$如果.华山诗/是寇准少年自作或者是较有名

的诗"寇准本人及亲友不会失收$

第二"寇准.华山诗/由两句到全篇的问题$寇

准.华山诗/目前所能看到最早的文献是宋谢维新

.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此书前集卷四三引.陈辅之

诗话/"仅录前二句#'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而

诗到了明代蒋一葵的.尧山堂外纪/中变成了四句"

到了清代张玉书等奉圣谕编.咏物诗选/时也加以收

录,

G

-卷
F#

"流传更加广泛$寇准.华山诗/由不全到

全"首先是后两句可信性的问题"同时也侧面说明此

诗后世不断'层累叠加(的问题$

第三"寇准.华山诗/文献来源问题$诗歌的真

伪与文献来源的可信性有莫大的关系$寇准为北宋

初人"寇准.华山诗/在其亲友编订的诗集中并未收

录$而寇准去世后
!""

年左右"到了南宋末年的谢

维新将两句诗编进类书中!更是到了寇准去世后

#"""

年左右"明代蒋一葵将全诗收录!这本身就存

在诸多疑问$一般而言"历史的原始资料总是随时

代的流逝"不断散佚0损毁和丢失"有的湮没无闻"而

寇准此诗反而愈来愈全"甚为可疑$并且.古今合璧

事类备要/0.尧山堂外纪/并不是针对寇准诗歌的专

门书"而是以搜罗逸闻轶事为主的"特别是.尧山堂外

纪/#'雅俗并陈"真伪并列"殊乏简汰之功$(

,

F

-卷
#%!所

以寇准.华山诗/的资料来源的可信性是大打折扣的$

寇准.华山诗/从出现0流传及文献出处诸多问

题"让人怀疑此诗的可信性$

三"汪洙*神童诗+

比寇准.华山诗/更为有名的是宋代汪洙三十四

首五言绝句.神童诗/$其为三十四首五言绝句"主

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劝学/十四首"强调读书

的重要性!第二部分为从.状元/到.四喜/五首"表现

科举及第的风云际遇及忠孝!第三部分为从.早春/

到.除夜/"描写春夏秋冬四时节气和景致$其中#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0'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

堂(0'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

挂名时(之语人们耳熟能详"是流传至今的名句$其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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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刊本的.神童诗/还多有多首其它咏物之作$.神

童诗/有时既是神童诗的代名词"也是神童诗本身诸

多问题的代表"有着强调的必要$

.神童诗/又称为.汪神童诗/$汪即指汪洙"字

德温"鄞县人"幼善赋诗"有神童之号$其生平履历

主要明凌迪知.万姓统谱/#

汪洙"字德温"鄞县人$九岁善赋诗"时牧鹅黉

宫"见殿宇颓圮"洙心窃叹之"题其壁曰#'颜回夜夜

观星象"夫子朝朝雨打头$万代公卿从此出"何人肯

把体钱修$(上官奇而召见"时衣短褐"问曰#'神童

衫子何短耶* (洙辄对曰#'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

风$未去朝天子"先来谒相公$(世以其诗论补成

集"用训蒙学"为.汪神童诗/$登元符三年李釜榜进

士"任明州教授"著.春秋训诂/"召升宫教"拜太宗

正卿"至观文殿大学士0提举台州崇道观$筑室西

山"月集诸儒讲学"以教授族闾子弟"乡称崇儒馆$

卒"谧文庄$平生禀性仁厚"忠孝著闻$子思温"观

文殿大学士!思齐"端明殿大学士!孙大猷"敷文殿

大学士,

B

-卷
GB

$

在汪洙与.神童诗/关系问题上"有三个疑问"需

要注意$

第一"汪洙官至观文殿大学士为学者所怀疑$

汪洙事迹在.宋史/0.宋会要辑稿/等宋代权威资料

中未见"后世关于汪洙身份的说法多来源于明代凌

迪知.万姓统谱/"其书晚出"记载未必确切$学者汪

圣铎从宋代孙觌为汪思温所作墓志铭0汪洙外曾孙

楼钥记述均中只提及汪洙做过明州教授一职认为#

'其中从孙觌0楼钥的如上记述中"我们可以对汪洙

的情况作一简略归纳#汪洙是明州鄞县人"其父为汪

元吉"不仕$汪洙以治.春秋/闻名乡里"晚年为特奏

名进士"补明州助教%即所谓'以特恩补官(&"这也是

汪洙生前担任的惟一官职$他死后由于子孙作大

官"累次得封赠"最终为正奉大夫%正三品"观文殿大

学士则为从二品&$他的儿子汪思温官至左朝议大

夫0直显谟阁"死后被追赠少师%似也是由于汪思温

的儿子汪大猷的官阶较高&$汪大猷官至敷文阁学

士0宣奉大夫$.宋史/卷四
..

有 .汪大猷

传/$(

,

$

-

CB可以推断"汪洙只做过明州助教"并未官

至观文殿大学士$

第二".神童诗/不完全是汪洙童年所作$.万姓

统谱/小传提及#'神童衫子短(一诗为.劝学/第十

首"而'颜回夜夜观星象(诗不在.神童诗/之内$.神

童诗/为三十四首五言绝句"从常理推想一般不会都

是童年所作$某些诗的内容"如.劝学/第八首#'遗

子黄金宝"何如教一经!姓名书锦轴"朱紫佐朝

廷$(

,

C

-

B#从语气上看应该是年长者的教训之语$

.秋夜/#'漏尽金风冷"堂虚玉露清$穷经谁氏子"独

坐对寒檠$(

,

C

-

B$此诗意境应该不是一个儿童所体会

的$仔细分析三十余首.神童诗/"应该年龄层次

较多$

第三".神童诗/不完全是汪洙本人所作$仅三十

四首版本.神童诗/中"明确有李白两首0陈叔宝一首"

在其余版本中还有宋代王安石的作品$并且.全宋

诗/所收汪洙五首诗中"仅有四首与.神童诗/相符合"

.神童诗/中其余均未收入其名下"也是值得参考的$

从以上三点可知"凌迪知.万姓统谱/小传中关

于汪洙'召升宫教"拜太宗正卿"至观文殿大学士0提

举台州崇道观(是有差错的"后世关于汪洙作者介绍

多源于此!而'世以其诗论补成集"用训蒙学"为.汪

神童诗/(是合理的$更确切的说"汪洙以前人和自

己的诗篇作为教学之用"而后人在汪洙的基础上经

过增删0融合进而整理编辑成了.神童诗/$

.神童诗/出现以后成为重要的童蒙读物"从启

蒙教育角度来说".神童诗/有一定的价值$之后清

代余治专门效仿写了.续神童诗/"则无论是在思想

上0艺术上0价值上就不能与之同日而语了$

四"余论

寇准.华山诗/0汪洙.神童诗/有着诸多问题"虽

然作为神童诗的个案"不能否定众多的神童诗的可信

性"但是在研究神童诗这一特殊现象或者以神童诗作

为研究材料时"应当慎重"注意材料的真伪$如果对

众多材料不加斟酌就加以采用"会降低研究的价值$

此外"名人的神童诗有多方面的价值$那些经

过考证确属真实的神童诗"对作家作品研究有意义"

也代表了作家个人的才华0所处时代童蒙教育的成

果$那些有疑问的神童诗"可以努力确定其归属!即

使未能确定作者"也可以从其发展流变看到时代变

化的印记$特别是那些虽然不是唐宋人所作0在明

清时期附会在前人名下的神童诗"也可以作为材料

用以研究明清时期童蒙教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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