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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堂集》校点问题

谭 伟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

四川 成都 l6 0( 延游

【摘 要】 《祖堂集》是近代汉语研究的重要文献之 一
,

本文以岳麓本
、

中州本为例
,

对《祖堂

集 )在校点方面的一些问题进行校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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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 H I Og
.

3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6 7 3一 18 8 3 ( 2X() 5 ) 0 1一X() 10一 0 5

今天我们见到的 (祖堂集 》是 日本学者从韩国海

印寺所藏高丽版《大藏经 》藏外版的补版中发现的
,

此为现存《祖堂集 》的祖本
。

之后
,

出版了多种影印

本
,

如 1 98 4年 ( 日本 )中文出版社
、

1994 年 ( 日本 )禅文

化研究所
、

19 94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影印本
,

使《祖

堂集》得以流传
。

同时又相继出版了几个点校本
,

如

199 4年台湾 《禅藏 (十六 ) 》本
,

199 6年岳麓书社昊福

祥
、

顾之川点校本 (简称岳麓本 )
,

200 1年中州古籍出

版社张华点校本 (简称中州本 )
。

另外
,

199 0年商务印

书馆出版了刘坚
、

蒋绍愚主编 《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

编 》 (唐五代卷 )
,

其中点校了 《祖堂集》 部分章节
,

19 96年台湾佛光出版社出版了葛兆光释译本
。

这些

为我们研究《祖堂集 》提供了方便
。

毋庸讳言
,

以上的

几种点校本都还存在许多令人不满意的地方
,

今以

岳麓本
、

中州本为例
,

简述如下
:

一
、

标点之误

01
、

卷一 (释通牟尼佛 )
: “
至菩萨身罗眼罗正摘

便绝余族枝脉今犹用位故下广列转轮粟散绍续之相

也
”

岳麓本作
: “

至菩萨身
,

罗眼罗正嫡便绝余族
,

枝

派今犹嗣位
,

故下广列转轮粟散
,

绍续之相也
。 ”

(第

4页 )按 : 罗眼罗是佛之子
,

为本族嫡传
,

出家之后
,

嫡

传便绝了
,

但非嫡传的各枝派还在承传
。

故此段当作
“

至菩萨身罗眼罗
,

正嫡便绝
,

余族枝脉
,

今犹嗣位
,

故下广列转轮粟散绍续之相也
。 ”

02
、

卷二 (菩提达摩和尚 )
: “
先是黄巾党其所习

遂上表废佛法事十有一条
”

此段岳麓本作
“

先是黄巾党
,

其所习遂上表废佛

法
,

事十有一条
”

(第 4 0页 )
,

中州本作
“

先是黄巾党
,

其所习
,

遂上表废佛法事十有一条
”

(第 61 页 )
。

按 : 二

本均有
“

误
” 。

唐
·

彦琼撰《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 : “

有

前道士太史令傅弈
,

先是黄巾
,

党其所习
,

遂上废佛

法事十有一条
。 ”

党
:
偏私

,

偏祖
。

《广雅
·

释话三》
:

“

党
,

比也
。 ”

《书
·

洪范》 : “

无偏无党
,

王道荡荡
。 ”

此

段当为
“

先是黄巾
,

党其所习
,

遂上表废佛法事十有

一条
” 。

0 3
、

卷三 (牛头和尚》 : “ 一切凡夫皆有所断妄计

所得真心圣人则本无所断亦无所得故 日有异
。 ”

岳麓本作
: “

一切凡夫皆有所断妄计
,

所得真心
,

圣人则本无所断
,

亦无所得
。

故曰有异
。 ”

(第 63 页 )

中州本作
: “

一切凡夫皆有所断
,

妄计所得 ;真心圣人

则本无所断
,

亦无所得
,

故曰有异
。 ”

(第95 页 )按
:

本

段讲
“

凡夫
”

与
“

圣人
”

的差异
,

当作
“

一切凡夫皆有所

断
,

妄计所得真心 ; 圣人则本无所断
,

亦无所得
,

故曰

有异
”

为是
。

0 4
、

卷三 (葱忠国师》 : “

师又时见僧来以手作圆

相圆相中书日字僧无对
”

岳麓本作
: “

师又时见僧来
,

以手作圆相
,

圆相中

书曰
: `

字
。 ’

僧无对
。 ”

(第 73 页 )按 : `

旧
”

字及标点均

误
,

当为
: “

师又时见僧来
,

以手作圆相
,

圆相中书
`

日
’

字
,

僧无对
。 ”

0 5
、

卷十四 (石巩和尚》 : “

师云者汉无明烦恼一

时顿消师当时拗折弓箭将刀截发投师出家
”

岳麓本 (第 3 14 页 )
,

中州本 (第 4 80页 )均作
: “

师

云 : `

者汉无明烦恼一时顿消
。 ’

师当时拗折弓箭
,

将

刀截发
,

投师出家
。 ”

按
: “

无明烦恼一时顿消
”

当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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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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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石巩听马祖之喝而悟后的情景
,

非马祖之语
。

此段

当作
: “

师云
: `

者汉 !
’

无明烦恼一时顿消
,

师当时拗

折弓箭
,

将刀截发
,

投师出家
。 ”

0 6
、

卷十五 (龟洋和尚}
: “
七岁出家君苹之白重

院
”

岳麓本作
“

七岁出家
,

君掣之 白重院
。 ”

校 日 :

“ `

君
’

前疑脱
`

家
’

字
”

(第 3 4 7页 )
,

中州本从其说 (第

524 页 )
。

按
:

据下文
,

龟洋禅师十八岁才出家
,

则
“

家
”

字当属下
, “

出
”

指外出
,

而非出家之义
,

当作
“

七岁

出
,

家君挚之白重院
”

为是
。

0 7
、

卷十七 (处微和 尚)
: “
僧云作摩生是六句师

日语底嘿底不嗯底不语底忽是悠不是
。 ”

中州本作
: “

僧云
: `

作摩生是六句 ?
’

师 曰 : `

语底

嘿底
,

不嘿底不语底
,

忽是忽不是
。 ”

按 :此段问句既

是关于
“

六句
”

的话题
,

则答句 当为六句
,

作
: “

僧云
:

`

作摩生是六句 ?
’

师曰
: `

语底
,

嘿底 ;不嘿底
,

不语

底 ;悠是
,

恕不是
。 ”

二
、

对俗
、

别字的辨别之误

《祖堂集 》中之俗别字甚多
,

二本在辨别时多有

误
。

08
、

(海东新开印版记 )
: “
愿教中禅之美

”

“

弘
”

岳麓本 (第2页 )
、

中州本 (第 2页 )均作
“

和
” ,

当误
。

按
: “ 弘

”

原本作
“

中
” ,

《隋范安贵墓志》
“

弘
”

作
“

弓口
”

(《碑别字新编 》第14 页 )
,

《干禄字书
·

平声 》亦说
“

中
、

弘
,

上俗下正
” ,

敦煌写本 (坛经》亦多写作
“

弓口
” 。

0 9
、

卷三 (慧忠国师》 : “

蚁子在水中
,

绕转两三

雨
,

困了浮在中心
,

死活不定
。 ” “

雨
”

岳麓本作
“
币

” 。

(第 7 8页 )

卷三 (一宿觉和尚)
: “
持锡而上

,

绕禅床三币而

立
。 ” “

雨
”

中州本改作
“
匝 ” ,

日
“

原本作
`

币 ” ,

(第

13 2页 )
。

卷十九 (临济和尚 )
: “

假使百劫
,

粉骨碎身
,

顶擎

绕须弥山
,

经无量币
,

报此深恩
,

莫可酬得
。 ”

岳麓本

校日
“ `

币
,

疑应作
`

匝 ” ,

(第 4 30 页 )
。

按
: 原本实作

“

币
” ,

即古
“

匝
”

字
,

《说文
·

币部》 :

“

匝
,

周也
。 ”

《后汉书
·

仲长统传 》
: “

沟池环匝
,

竹木周

布
。 ”

《干禄字书
·

人声》
: `

领
、

币
,

上通下正
。 ” “

应
”

即
“

匝
” ,

《祖堂集》用
“

匝
”

7例
、 “

币
”

6例
〔

两种点校本将
`

币
”

时而辨作
“

匝
” ,

时而辨作
“

币
” ,

未能细校原本之

失也
。

10
、

卷三 《荷泽和 尚》 :
代宗皇帝问

: “
师百年后

要个什摩 ?
”
师日 : “

与老僧造个无锋塔
。 ”

《集韵 》
: “

缝
,

或省作锋
。 ”

中州本辨作
“

绛
”

(第

12 2页 )误
。

1 1
、

卷三《徽珊和尚》 :
削除人我本

,

合个中意
。

卷七 (雪攀和尚 }
:
值武宗澄汰

,

变服而造芙蓉

山
,

有若真契
,

蒙圆照大师询而摄受
。

二例中
“

冥
”

原

本均作
“

真
” ,

第一例岳麓本校作
“

实
”

(第67 页 )
,

第二

例岳麓本校作
“

真
”

(第 1 7 2页 )
,

均误
。

《干禄字书》 :

“

真
、

冥
,

上通下正
。 ”

《龙完手镜
·

占部》 : “

真
,

今
。

莫

瓶反
,

幽也
,

昧也
。

又莫定反
。 ”

12
、

卷四 (石头和尚 )
: “

遍探岑壑
,

遂螟息抖南

台
。 ”

岳麓本校 曰
: “ `

岑
’

疑应为
`

岭
’ 。 ”

(第93 页 )按 :

“

岑壑
” ,

唐人常用
,

如《河岳英灵集》卷下崔署 《颖阳

东溪怀古》
: “

无以摄高步
,

凄凉岑壑间
。 ”

《高常侍集 》

卷三 《宋中遇林虑杨十七山人因而有别 》
: “

因声谢

岑壑
,

岁暮一攀跻
。 ”

《唐文粹 ))卷十五上宋之问《夜饮

东亭 》 : “

岑壑景色佳
,

慰我远游心
。 ”

又
,

顿
:
原本作

“

蝮
” 。

岳麓本校曰
: “ `

蝮
’

疑应为
`

歇
, 之同音借字

。 ”

(第 9 3页 ) 中州本改作
“

栖
”

(第 13 9页 )
。

按 : “

蝮
”

即
“

顿
”

之异体字
,

《孔丛子 》卷七《谏格虎赋》 : “

于是下

国之君乃螟首 日 … …
。 ” 〔` ’《四部丛刊》初编本 《增广

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 》卷四十《祭杨凭詹事文》
: “

抚

膺烦首
,

流泣瞪视
。 ”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 》卷五十

九《答刘蒙书》
: “

光视地而后敢行
,

蝮足然后敢立
。 ”

13
、

卷五 (德山和尚》净修禅师该日 :
谁攀真田 ?

雪攀岌头
。

镯
,

中州本校改作
“

迹
”

(第 2 01 页 )
,

不妥
。

按
:

“

镯
”

多义
,

此处为足迹之义
。

《集韵
·

觉韵 》 : “

踢
,

迹

也
。 ”

《篇海类编
·

身体类
·

足部》
: “

踢
,

亦迹也
。 ”

《吕

氏春秋
·

论威 》 : “

又况乎义兵
,

多者数万
,

少者数千
,

密其踢路
,

开敌之涂
,

则士岂特与专诸议者?
”

《汉书
·

序传上 》
: “

伏周
、

孔之轨踢
,

驰颜
、

阂之极挚
。 ”

唐丘丹

《经湛长史草堂 》诗 : “

偶寻野外寺
,

仰慕贤者镯
。 ”

14
、

卷六 (投子和 尚》 : “

师既承言领旨
,

任性逍

遥
,

放旷人间
,

周进胜概
。 ”

“

概
”

原本作
“

鬃
” ,

中州本改作
“

迹
”

(第 203 页 )
,

误
。

按
: “

鬃
”

为
“

概
”

之异体字
。 “

胜概
”

为词指美景
,

唐人常用
,

李白 《夏日陪司马武公与群贤宴姑熟亭

序 》
: “

此亭跨姑熟之水
,

可称为姑熟亭焉
。

嘉名胜概
,

自我作也
。 ”

《江夏送林公上人游衡岳序》 : “

昔智者安

禅于台山
,

远公托志于庐岳
。

高标胜概
,

斯亦响慕

哉 !
”

杜甫《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诗
: “

故山多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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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

胜聚忆桃源
。 ”

陈暇《霓裳羽衣曲赋 》 : “

原夫采金

石之清音
,

象蓬壶之胜概
。 ”

李商隐《为荣阳公与浙东

大夫启》 : “

越水稽峰
,

乃天下之胜概 ;桂林孔穴
,

中之

旧游
。 ”

巧
、

卷七 (雪峰和尚 )
: “

虽无半钱活
,

流传层劫

畜
。 ”

畜
,

中州本改作
“

逼
” ,

校 曰 : “

原字缺笔
。 ”

(第

2 5 7页 )按 : 原本不误
。 “

富
”

为塞满
、

充满之义
。

《说文
·

畜部》
: “

葛
,

满也
。 ”

《玉篇
·

畜部》 : “

富
,

腹满谓之涌
,

肠满谓之畜
。 ”

《广韵 》有二读
,

《广韵
·

屋韵》 : “
富

,

满

也
。 ”

房六切 ; 《广韵
·

职韵》 : “

畜
,

道满也
。 ”

芳逼切
。

此褐中之
“

葛
”

即读房六切
。

《一切经音义 》卷七十五 :

`

富 塞
,

披逼反
,

《方言》
: `

富
,

满也
。 ’

经文作逼
,

误

也
。 ”

《四部丛刊》本《景德传灯录》即作
“

富塞
”

是也
。

后来
“

富
”

字逐渐被
“

福
” 、 “

逼
”

替代
。

清段玉裁《说文

解字注
·

畜部 》 : “

福
、

逼行而 畜废矣
。

… … 二皆畜之

俗字
。 ”

16
、

卷九 (落浦和尚》 : 云 : “

家有白泽之图
,

必无

如是妖怪
。 ”

后保福云
: “

家无 白择之图
,

亦无如是坛

怪
。 ”

斩邪徒
,

荡扮草
,

生死荣枯齐了决
。

《干禄字书》 : “

妩
、

妖
,

上通下正
。 ”

斯二0七三《庐

山远公话 》 : “

求得人间资财
,

中路便遭身妩
。 ”

凡从
“

夭
”

之字亦多如此
。

岳麓本作
“

拓
”

(第 19 6页 )
,

误
。

17
、

卷十 (长生和尚)
:
素面相呈犹不识

,

更添唁

粉竞简看
。

阳盲
” ,

右边为
“

旨
”

之俗体
,

可确定为
“

脂
”

字
,

岳

麓本作
“
暗

” ,

误
。 “

粉
”

岳麓本作
“

彩
”

(第 221 页 )
,

亦

误
。

18
、

卷十六 (南泉和尚 )
: 归宗把茶挑而去

,

师

云 : “
某甲未吃茶在

。 ”
归宗云

: “

作这个语话
,

滴水也

消不得
。 ”

铣
: 原本草书

“ ” 。 “

兆
”

作
“ ” ,

《干禄字书》 : “

,

兆
,

上通下正
。 ” “

挑子
”

亦称
“

子
” 、 “

吊子
” ,

一种用

以烧水
、

煮茶或煎药的小烹器
,

口大有盖
,

旁有持柄

及小流
。

《说文
·

金部》 : “

铣
,

温器也
。 ”

段注 : “

今煮物

瓦器
,

谓之姚子
。 ”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 : “

今苏俗

煎茶器曰吊子
,

即此盖字
。 ”

中州本校为
“

碟
”

(第 534

页 )
,

误
。

19
、

卷十七 <福州西院和尚)
: “

有僧到大伪
,

师

指面前构子云
”

“

狗
”

原本作
“

构
” 。

中州本作
“

狗
” ,

并曰
: “

原本

字模糊
。 ”

(第 558 页 )按
:

《祖堂集》原本清楚作
“

构
”

字
。

古籍 中
“

句
” 、 “

勾
”

同
,

《干禄字书
·

去声》
: “

勾
、

句
,

上俗下正
。 ”

凡有
“

句
” 、 “

勾
”

构成之字
,

多互写
。

20
、

卷十九 (大随和 尚》 : “
心行慈势

,

道德高峻
,

贩饥恤俭
,

割已扑人
。 ”

岳麓本 (第4 33 页 )
、

中州本 (第 64 1页 )均从原本

作
“

邢
” 。

按
: “

哪
” ,

字书无此字
,

即
“

恤
”

之别字
,

(魏温

泉颂》
“

恤
”

作
“

郊
” `2〕。

恤
,

救济
、

悯惜之义
。

《庄子
·

德

充符》
: “

寡人恤焉
,

若有亡也
。 ”

《三国志
·

任峻传》
:

“

于饥荒之际
,

收恤朋友孤遗
。 ”

此外
,

二校本对一些俗
、

别字的改动多未说明原

因
。

《祖堂集》中俗
、

别字甚多
,

岳麓本校录得比较多
,

但中州本则多下校语
“
原字异体难辨

,

今校为… … ” ,

似有臆断之嫌
。

三
、

其它校勘 (包括排版 )之误

21
、

(海东新开印版记 )
: 一宿觉

岳麓本无
“

一
”

字 (第 3页 )
,

误
。

按
: 原本

“

一
”

和
“

宿
”

相连
,

故易误
。

《祖堂集 》卷三有《一宿觉和尚》可

证
。

2 2
、

卷一 (释血牟尼佛 )
:
幕风忽起

,

双损人舍
,

伤折树木
。

舍
: 岳麓本作

“

含
”

(第 9页 )
,

误
。

23
、

卷一 (大逝叶尊都
:

扑上大乘随力随分 ;于

下小乘容与兼持
。

容
:

岳麓本作
“

客
”

(第 13 页 )误
。

24
、

卷二 (鸿摩罗多)
:
罗多师付法已

,

抖座上以

爪蒯面
,

各分两向
。

蒯
: 《宝林传》卷四 《鸿摩罗多章》作

“

若
” ,

《方言》

卷二十三
: “

蒯
,

解也
。 ”

《广韵
·

雾韵 》
: “

蒯
,

割破
。 ”

与
“

势
”

正同义
。

中州本改作
“

剥
”

(第 50 页 )
,

误
。

25
、

卷二 (惠能和尚》 : “

薛简 日
: `

弟子至天庭
,

圣人必问
· · ,

… ” ,

“

圣人
”

中州本改作
“

圣上
”

(第 88 页 )
,

误
。

按
:

《曹

溪大师别传 》亦作
“

圣人
” 〔3〕

。

用
“

圣人
”

尊称帝王
,

自

古而然
,

《礼记
·

大传》
: “

圣人南面而治天下
,

必 自人

道始矣
。 ”

《韩非子
·

外储说右下》 : “

是以圣人不亲细

民
,

明主不躬小事
。 ”

唐代亦如此
,

杜甫《自京赴奉先

县咏怀五百字》
: “

圣人筐筐恩
,

实欲邦国活
。 ”

仇兆鳌

注
: “

唐人称天子皆曰圣人
。 ”

其它例证
,

如《旧唐书》

卷一八七 《严挺之传》 : “

天宝元年
,

玄宗尝谓林甫曰
:

`

严挺之何在 ? 此人亦堪进用
。 ’

林甫乃召其弟损之

至门叙故
,

云
`

当授子员外郎
’ ,

因谓之曰 : `

圣人视贤



第 1 期 谭 伟
:

《祖堂集》校点 问题

兄极深
,

要须作一计
,

人城对见
,

当有大用
。 ” ,

唐
·

赵

珑(因话录》卷一 : “

心知圣人在上
,

悲喜且欲泣下
。 ”

2 6
、

卷四 (丹被和尚 )
:
来展

,

诸童行竞持锹撅
,

唯有师独持刀水
,

于大师前跪拜揩洗
。

卷七 (夹山和尚 )
: 老僧者里百草头与一撅

。

撅
:
中州本作

“

锄
”

(第 14 5
、

24 0页 )
,

不确
。

2 7
、

卷五 (长混和尚》 :
师日

: “
如炉炉上一点

雪
。 ” 石头云 : “

如是
,

如是
。 ”

炉
: 岳麓本校

: “

炉
”

疑应为
“

烘
”

(第 1 14页 )
,

中州

本疑
“
炉

”

为衍文而删 (第 17 2页 )
。

按 : 《景德传灯录》

卷十四本传作
“

烘
” ,

同书卷二十《荷玉山玄悟大师 》

章作
“

红炉上一点雪意 旨如何?
”

则岳麓本疑应为
“

烘
”

是
,

中州本疑
“

炉
”

为衍文而删非
。

28
、

卷六 (投子和尚)
:
师乃伏脚玄娜

,

息心他往
。

伏
:
岳麓本作

“

状
”

(第 132 页 )
,

误
。

29
、

卷六 (投子和 尚)
:
荆越楚昊

,

戈艇竟粗
,

狂

戎交扇
,

操吓纵横
。

蜓 :
中州本校作

“
矛

”
(第 2以页 )

,

不确
。

按
: “

艇
”

为一种小矛
。

3。
、

卷六 (投子和尚)
:
师日

: “

是你与奉问我
。 ”

问
:

岳麓本作
“

门
”

(第 1 3 3页 )
,

误
。

31
、

卷六 (神山和尚》 :
抚背云

: “ 虽是后生
,

敢有

堆啄之分
。 ”

“

敢
”

中州本改作
“

堪
”

(第21 4页 )
,

误
。

3 2
、

卷六 (神山和尚 )
:
肯与不肯

,

终不抑勒阁

梨
,

一任东西
。

珍重
。

抑
:岳麓本作

“

仰
”

(第 14 8页 )
,

误
。

3 3
、

卷六 (神山和尚)
: “
太长老有一物

,

上柱天
,

下柱地
,

常在动用中黑如漆
,

过在什摩 ?

柱
:
中州本改作

“

拄
”

(第 2 2 2页 )
。

按
: 不必改

。

“

柱
”

有触及
、

支撑
、

拄持义
。

《集韵
·

语韵 》 : “

柱
,

支

也
。 ”

又《遇韵 》
: “

柱
,

穿也
。 ”

《太平经》卷九十三 <国

不可胜数诀》 : “

今欲使真人积财用
,

上柱天 日月
,

下

柱地
。 ”

《论衡
·

谈天》 : “

且鳌足可以柱天
,

体必长大
,

不容于天地
,

女蜗虽圣
,

何能杀之 ?
”

孟郊 《济源寒

食》 : “

可怜哪镯千万尺
,

柱地柱天疑 (一作今 )欲飞
。 ”

王铎 《渴梓撞张恶子庙》 : “

惟报关东诸将相
,

柱天功

业赖阴兵
。 ”

皮 日休《襄州汉 阳王故宅 》 : “

柱天功业缘

何事
,

不得终身似霍光
。 ”

3 4
、

卷六 (石霜和尚)
:
平章事孙握撰碑文

,

勒谧

普会大师见相之塔
。

溢
:岳麓本作

“

溢
”

(第 151 页 )
,

误
。

35
、

卷七 ( 族头和尚》 :
小师来见

,

报师姑
,

师姑

把拄杖来
。

晚跨门
,

师便以手拔席帽带起
。

带
:

中州本校改作
“

戴
”

(第 24 7页 )
,

不确
。 “

带
”

指

席帽带
。 “

以手拔席帽带起
”

即以手拔起席帽之带
。

盖

席帽下垂之带罩住了面部
,

师姑未认出岩头
,

故岩头

拔起帽带
。

3 6
、

卷七 (雪举和尚)
:
岩不肯云

: “

不是和 尚
。 ”

跳山无言
。

此段之
“

辣山
” ,

岳麓本作
“

山
”

(第 167 页 )
,

误
。

37
、

卷七 (雪攀和 尚》
: 师举古来老宿引俗官巡

堂
。

引
:
岳麓本作

“

行
”

(第 16 5页 )
,

误
。

3 8
、

卷八 (曹山和尚)
:
若不明自已事

,

乃至阁梨

亦与他诸圣为缘
,

诸圣与闺梨为境
,

境缘相涉
,

无有

了时
,

如何得自由?

阁
:

岳麓本作
“
绪

”

(第 180 页 )
,

误
。

3 9
、

卷八 (本仁和尚)
: 天复之间

,

因住高安县白

水禅院
。

天
:

岳麓本作
“
王

”

(第 18 7页 )
,

误
。

O4
、

卷八 (龙牙和尚 )
: “
后 闻洞山言玄格外

,

语

峻时机
,

遂乃策箱而造其席
。 ”

岳麓本
“

笨
”

作
“

节
”

(第 19 1页 )
,

误
。

按
: “

笨
”

或作
“

笨
” ,

亦作
“

邓
” ,

即
“

妹 (邓 )竹杖
”

之省称
。

唐李咸用

《苔》诗 : “

每忆东行径
,

移笨独自还
。 ”

宋张孝祥 《菩萨

蛮》词 : “

待得月华生
,

携蛛独自行
。 ”

古邓 (笨 )地 (今

四川省邓睐县一带 )所生之竹多奇节
,

或中实
,

宜为

杖
,

因有盛名
,

流布甚远
,

《史记
·

西南夷列传》
: “

及元

狩元年
,

博望侯张赛使大夏来
,

言居大夏时见蜀布
,

邓竹杖
。 ”

故后世多以
“

筑 (邓 )
” 、 “

蛛杖
” 、 “

年枝
” 、 “

筑

竹杖
”

指竹杖
。

《祖堂集》卷十八《赵州和尚》
“

自尔随

缘任性
,

笑傲浮生
,

拥魏携筑
,

周进烟水矣
。 ”

41
、

卷八 (龙牙和尚)
: “
进日

: `

与摩时鸟道何分?
’

师云
: `

正伊摩时行鸟道
。 ” ,

中州本改
“

伊
”

作
“

与
”

(第 2% 页 )
,

误
。

按
: “

伊
”

为

指示代词
,

表示近指
,

相当于
“

这
” 、 “

此
” ,

《汉书
·

扬雄

传上》 : “

伊年暮春
。 ”

故不必改
。

4 2
、

卷九 《落浦和尚》 :
师云

: “
一粒在荒田

,

不耘

苗自秀
。 ”

荒
: 岳麓本作

“

菜
”

(第 19 7页 )
,

误
。

43
、

卷九 (乌崖和尚)
:
问

: “
天不筱

,

地不载
,

岂

不是 ?
”

师云
: “

若是
,

则被覆载
。 ”

学人云
: “

若不

是乌岳
,

泊遭师称名师彦
。 ”

载
: 岳麓本作

“

盖
”

(第 2 13页 )
,

误
。

4 4
、

卷九 (罗 山和尚》 :
若实未会

,

卒不 可奈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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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句至矜四句
,

罗笼交通
。

笼
:

岳麓本作
“

笼
”

(第 2巧页 )
,

误
。

4 5
、

卷十 (玄沙和尚》 :
有人举似中塔

,

中塔云
:

“ 不可思议
,

古人与摩见知
,

虽然如此
,

欠进一问
。 ”

问
:

岳麓本作
“

间
”

(第 2 18 页 )
,

误
。

4 6
、

卷十 《镜清和 尚)
: 问 : “

古人有言
: `

切忌随

他觅
,

迢迢与我跳
’ ,

如何是切忌随他觅?
”

师云
: “

犯

令也
。 ”

令
: 岳麓本作

“

今
”

(第2 2 8页 )
,

误
。

4 7
、

卷十 (镜清和 尚)
:
虽然示作皆同电

,

出抽

徒思劳
。 -

示 : 岳麓本作
“

亦
”

(第 2 2 8页 )
,

误
。

4 8
、

卷十 (安国和 尚)
:
汝道达摩您拢在什摩处

,

便不了去 ?

岳麓本
“

去
”

作
“

处
”

(第 2 3 4页 )
,

误
。

49
、

卷十(长庆和尚》 :
师云

: “

某甲斋后未吃茶
。 ”

未 : 中州本作
“

来
”

(第 3 7 3页 )
,

误
。

5 0
、

卷十四 (章敬和尚)
:
师契大寂宗教

,

绷儒奔

趋法会
,

自以道晌天庭
,

闻于凤阂
。

岳麓本校
: “

儒
”

疑应为
“

糯
”

(第 3 2 6页 )
。

按
: “

儒
”

不误
,

这里指俗众
。

51
、

卷十六 (南泉和尚》 :
净修禅师诊日

:
出世南

泉
,

为大因缘
。

猫牛委有
,

佛祖宁传 ? 高提线道
,

异却

言诊
。

赵州入室
,

其谁尽潇?

中州本校曰
“

最末一句
,

似校作
`

其谁踵焉 ?赵州

人室
’

为宜
”

(第 541 页 )
。

按 :
其说非是

。 “

焉
”

与上文

中之
“

缘
” 、 “

传
” 、 “

淦
”

押韵
, “

室
”

则不押韵
。

52
、

卷十六 (古灵和尚 )
: “

后得一 日新糊窗
,

其

日照 陪明
。 ”

中州本改
“

陪
”

作
“

倍
”

(第 553 页 )
,

误
。

按
: “

陪
”

通
“

倍
” ,

增加
、

更加之义
。

贯休 ( 8 3 2一 9 12 )《山居诗二十

四首》其九云 : “

令人转忆庞居士
,

天上人间不可陪
。 ”

《五灯会元 》卷八《福林院澄禅师》 : “

问
: `

下堂一句
,

请师不吝
。 ’

师日 : `

闲吟唯忆庞居士
,

天上人间不可

陪
。 ” , 〔4 ,《祖堂集》卷十《玄沙和尚》 : “

如斯数载
,

陪仰

亲依
。 ”

此外
,

禅林中的一些特殊图像
,

将竖排改为横排

后
,

没有作相应有改变
,

如卷二十《瑞云寺和尚》中之
“

0 弄
’ ,

当为
“

葬
’ , , “

0 牛
”

应为
“

军
” , “

牛。 ”

当为
“

色
” ,

“

牛④
”

应为
“

怎
” , “

④牛
”

当为
“

军
” 。

注释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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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续藏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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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u t

r h e r e a er s t山 m
a n y nu

sat k es in all ik n ds o
f

v e sr io ns B y e o

呷 iar
n g wt

o v e巧 io ns

—
ht e Y u e L u (击麓 )

v e巧 io n a n d ht e
hZ

o n g

Z h
o u

(中州 )
v e o i o n ,

ht e
au th o r e o rr e e st se v e r 公 二 at k es in p u n c ut a it o n ,

P
o i n o o u t ht e i r

af il
u er t o

id
sit n
卯is h b

e

wt e e n

e o
m m o n w o r ds (俗字 )

a n d th e w r o n

蜘 w ir tt e n o r

毗 p r o u n e e d e
h

a ar c t e sr (别字 )
, a n

d
s
h

o

ws
o th

e r c o ll a
it

n g ims at k es i n e lu id
n g

ht e u n e o r r e c t c o m P o s
in g an d 5 0 o n

.

K e y w o r ds
: “

Z u T a n g j i
”

(祖堂集 ) : e o
ll

a t e
(校勘 ) ; m i

s份 k 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