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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華林園

趙翼阪餘叢考卷十六「華林圍有三處J 條云: r六朝時，華林圍凡有三

處。其在洛陽者，農松之魏志註云:本東漠之芳林圈。魏明帝背龍三年，

於其中起肢池，椅樟越歌。叉魏略:明帝起士山於芳林圍西北慨，使畫臣

皆負士成山，樹松柏竹木於其上，捕山禽雜獸於其中。及齊王芳~P位，以

『芳』字犯諱，乃改為『華林』。後北魏孝文帝遷洛，叉革之。魏書崔長

文傅:孝文帝遷洛，命長文營講華林圈。叉茹皓傅:皓領華林諸作，為山

於天淵池西，探北tIS佳石，徙竹汝穎，頗有雅致。太和二十年二月，幸華

林圈，聽訟于都亭。八月，叉幸華林親錄囚徒。二十二年八月，講武于華

林。幸明帝熙平元年，詔放華林野獸於山澤。幸昌二年，詔直言敢謀之士

大集華林東門，人別引見，共論得失。爾朱兆破元穎，幸莊帝渡河，先入

居華林圈。叉甫安王正為相州刺史，帝儀之於華林都亭，詔並賦詩，不能

者聽射。北海王詳常別住華林圈西隅，宜武帝每潛至其處肆飲終日。楊樁

告老，幸莊帝宴於華林圈，下御座執手流涕。楊津傅:威陽王禧反，宜武

帝馳入華林園，椎津不同逆。高肇傅:宜武引見肇於華林，肇惶懼，舉動

失儀。此洛陽之華林園也。其在那都者，晉載記:石虎使張軍發近郡男女

十六萬、車十萬，運士築華林苑于那北，叉鑿北城，引水以灌之。蓋彷洛

陽之華林圍而為之。其後東魏遷都，仍以為游幸之所。幸靜帝天平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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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幸華林園理訟。元象元年，幸華林都堂聽訟。叉嘗宴高澄於華林圈。北齊

孝昭帝輩革位時，令平秦王高歸彥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圍斬娥永樂。武成帝

寵其子儼，以為中丞、大司徒，使以國簿儀衛草草之出，帝與胡后在華林東

門隔幕觀之。此都中之華林園也。其在建業者，金陸新志云:在聖城內，

本吳薔宮苑也。晉南渡後，做洛陽園名而華之。宋武帝永初二年四月，聽

訟於華林園。少帝於華林園為列肆，親自酷賣。文帝叉築景陽山於華林

園。齊東昏於華林設市，所謂『至尊屠肉，播妃站酒』。梁武帝命於華林

園總集釋典。簡文帝遊華林，謂左右曰: Ir'會心處不必在遠，聽然林木，

使自有漲糢間想。』此建康之華林圈也。三處皆有華林圈，閱史者幾致淆

惑，故分析於此。蓋其始本自洛陽有華林圍;因而晉南渡後，以英時薔宮

苑的之，於是有建康之華林;石虎都難，亦的洛陽規制，於是有那都之華

林。」

按:趙翼勤於鉤勒史籍，此其所述六朝時洛陽、縣城、建業三處華林

圍之沿革與掌故，頗便覽史者參考，顧猶待補充說明。蓋「華林園」之名

臨「芳林圍」所改，其後或不避齊王芳諱，國苑復有以「芳林」為名者，

是亦覽史者所宜知，強稽考如次。

晉書載記第二十四慕容寶傅: r (東晉安帝陸安元年，西曆 397 年〉

魏軍進攻中山，屯于芳林圈。」考後燕慕容垂以東晉幸武帝太元十一年

(西曆 386 年〉定都中山，則此中山芳林圈，後燕的洛京故事所立也。

南史王融傅: r (永明〉九年，芳林圍棋宴，使融為曲水詩序，當時
稱之。」融文載文選卷四十六，李善注引十州記云: r芳林圍在背漢藏首

橋東，齊高帝薔宅，齊有天下，為薔宮，宮東築山鑿池，號曰芳林圈。」

宋周應合等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二云: r古芳林苑，案寰宇記，一名桃花

園，本齊高帝舊宅，在古湘官寺前巷，近背漠中橋，帝即位，修舊宅為背

溪宮，一名芳林圈，後改為芳林苑。......梁天監初，賜南平元襄王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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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加穿築，蕭範為記，言藩邱之盛，莫過於此。」此建康之芳林圈也。

周書明帝紀: r (武成〉二年三月辛西，重陽閣成，會蠹公列將卿大
夫及突厥使者於芳林圈，賜錢吊各有差。」考洛陽自河橋之役後為齊有，

現帝時猶未收復，則此長安之芳林園也。叉庚信居北周時有三月三日華林

圍馬射賦，倪璿注以為時在北周武帝時，地則在長安西郊，若然，則北周

長安之芳林圍亦名華林圈。

宋敏求長安志卷七云: r (唐〉皇城之西二門，當皇城西第一街日芳
林門。」小注: r陪曰華林門，北入苑。元和十三年，西市百姓於芳林門

置無遮僧齋。」卷十云: r (唐〉朱雀街之第三街郎皇城西之第一街。」
小注云: r南出安化門，北出芳林門，入苑。」叉云: r (永安渠〉叉北
流入芳林圈，叉北流入苑，注之於1胃。」叉卷十二云: r持堅、姚甚宮在

(漢〉長安故城內，後周宮室在長安故城中，陪丈帝開皇三年遷都以後，

並灌為跤，即漲股是。」程大昌雍錄卷三云: r漢都城在長安部，鄉在滑

冰之南，杜縣地也。陪唐都城在龍首原，原蓋漢都城東南十三里也。陪都

城中正宮以及正毆皆名大興，至唐改名太極宮、太極毆也。宮之北有內

苑，有禁苑，而宮居都城之北，內苑叉居宮北，禁苑叉居內苑之北也。禁

苑廣矣，西面全包漠之都城，東抵霸水，日光化、日芳林、日景躍，皆南

向。此西內太極宮及宮北內苑禁苑地望之詳也。」叉注芳林苑門云: r芳

林十哲郎自此門入內也 oj 據此，則情之長安有華林門，有華林苑，唐有

芳林門、芳林園、芳林苑;而已非北周芳林圍故地，襲其名耳。

叉清一統志云: r芳林圈，宋太祖潛邱時之園也，即位後，號日潛

龍，後改日奉員， (仁宗〉天聖七年，改名芳林 oj 此宋時rt京之芳林圍

也。

蓋「芳林」、「華林」之名本出同蹄，其地叉皆在各朝都城，而 f芳」、

「華」、「圍」、「苑J ，丈士偶亦混用，易滋混淆，有待釐清，趙民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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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及六朝之「華林」矣，鼓補考六朝暨唐宋之「芳林」如上，或覽史之一

助敗 T

六朝時代，南北立國在二十以上，其都城之毆、門、池、苑，往往沿

用洛京舊名，蓋不無表示承繼正統之觀念以及念舊之心態。鼓考僅示其一

例耳。

二、國三老

三老有國三老、郡三老、縣三老、鄉三老之別。國三老亦稱國老，天

于所父事親養者也;郡、縣三老在東漢為郡縣官;鄉三老則號鄉官，參與

鄉旦自治者也。前人論其制度，多注意其起諒及其在秦漢實施之狀況，

而忽略其流衍暨其制衰徵之意義。勞韓三老餘義@一文論國三老之制云:

「晉時尚有，晉書王祥傅: Ir天于幸太學，以祥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

師道自居。』則亦因仍東漢故事。國三老之膺，蓋在〈晉懷帝〉永嘉以後

矣。」蘇瑩輝論我國三老制度@一文論鄉三老云: r三老一職，自東漢以

後，似無復設置。接晉書職官志記載，鄉官中已無三老之名，蓋一切行

政，總攬於喬夫矣 oj 叉云: r鄉之自治力及三老之實權，與漠之天下共

存亡。」蘇氏論鄉三老之存廢與鄉自治力之盛衰有闕，雖具卓見，然南北

朝實間存此制，見晉書劉曜載記、魏書太武帝太延元年考課詔、宋書百官

意下，此業經嚴掛望中國地方行政甜度史上編卷中指出。至勞氏之說，猶

有待以南北朝資科補正者也。

按:被膏書王祥傅，王祥為國三老，在高貴鄉公時，不在晉時，勢說

有誤。稽之史籍，晉及南朝無養國老故事，余嘉錫晉辟雍碑考證@云:

@見大陸雖話第二一卷第九期。又收入大陸雖誌史學費書第二輯第一冊。

@岡註@。

@收入余嘉錫論學雜著。河溶圖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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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顯聚卷十三晉潘岳世祖武皇帝諜曰: r胃子入學，辟雍宗禮，國老

悄悄，貴遊濟濟 oj 考晉未嘗行養國老之禮，蓋即指臨雍饗射言之。」余

民謂潘岳「國老」云云，係指臨雍饗射，不指養國老事，可謂慧眼如佢，

讀書得間。然北朝則有之，接魏書，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有以尉元、游蚵根

為三老五更詔，叉有給三老五更倖融詔，其明年，尉元卒，詔書有云「陡

強笑事J ，游明根歸里，詔書有云「游五更J 0 北周武帝保定三年有以于

謹為三老詔，周書于謹傳述典禮甚詳，俱依東漢故事。魏、周時事，通志

體略二俱已述之，勞民失轍。蓋魏孝文帝、周武帝俱祟懦，養國老者，欲

示士民以國家之政策也。其後唐、宋、明俱有三老五更典禮，而未嘗實

行，詳見大唐聞元禮卷一百四、政和五禮新儀卷一百九十七及續通志卷一

百十六。至清，則乾隆數次撰文勒諸辟雍碑陰，斥三老五更制度為非禮，

故清無養國老事，詳參清朝通志卷四十三。乾隆強行為說云:臨本有笑，

叉女事三老，是二女也，非禮。其維護帝王絕對權力之心，昭昭可聾o 蓋

養國老事，隨中古以來帝權之擴張而愈不能實行矣。

三、化生

錢鍾書管錐篇第四珊全陳文「化生」條云: r後主禁繁費詔: Ii"照物

化生土木人踩花之屬， ......並傷財廢業。』按土、木偶人稱『化生J ，始

見此詔，考者常引唐人詩，未得其朔也。張爾岐萬薔閒話卷一: II"宋紹興

中，立三殿於臨安，以幸聖容，上元結燈樓，寒食設秋干，七夕設摩使

羅 o 夢華錄載京師舊俗，七月七日街上買磨喝樂，乃小塑土偶，悉以雕木

踩接檻座，或用缸碧紗籠，或飾以金珠牙翠。疑此即唐人詩云: r七月七

日長生殿，水拍銀盤弄化生J ;或日「化生」、「磨偎羅」之異名，宮中

設此，以為生子之祥。芭令杜公乃云:大同於七夕以蠟若踩為女人形，塗

朱施翰，肩輿鼓吹，送揖姻家，名之日「磨使羅」云。』許善長碧聲吟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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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塵卷四: r嘗見梨圍演長生毆鵲橋密誓一齣，其陳設有盤盛小孩，謂名

「化身 J ;讀坦巷詞鵲橋仙中有旬云: r摩孩羅荷葉傘見輕 J ，註: r即

摩合羅，七夕之要孩見也。 J .JI張氏所引唐人詩，當即薛能具姬第十首:

『芙蓉搬上中元日'71C拍銀畫弄化生 0 .11元積哭女獎亦云: ['翠鳳輿真

女，紅葉捧化生。』觀二詩知『化生』亦玩戲之具，、非專設於七夕，更非

祇為生子之兆，不然，元積女尚『孩嬰 J ，作計太早矣 !J

按:錢民謂土木偶人稱「化生 J ，始見太建元年陳後主詔，蓋不必

然 o 南史樂武帝本紀卷末云: r及太清元年，帝捨身光嚴、重雲毆，游仙

化生皆震動，三日乃止。當時謂之祥瑞，識者以非動而動，在鴻範為蔽，

以比石季龍之敗，毆壁畫人頸皆縮入頭之類@ 0 J 南史雖唐人作，蓋攘梁

時釋民記載，若然，則土木偶人稱「化生J ，此猶早太建三十餘年。考甫

史，太清元年樂武帝捨身光嚴、重雲毆，事在三月乙巴，四月軍臣贖還。

此亦錢民「非專設於七夕，更非祇為生于之兆」說之佐證也 o

至土木偶人所以稱「化生」者，以余考之，其觀念蓋聽出古代神話，

後為道教吸收。太平御覽卷七十八引風俗通云: r俗說天地開闢，未有人

民，女娟搏賞土作人 oJ 全後周丈卷二十甄鷺笑道論「結土為人四J iJ l道

教說云: r三天正法經云:九氣臨分，九真天主、乃至三元夫人、三元之

君、太上道君，于是而形。遠至皇帝，始立生民，結土為像於曠野，三年

能言 o 各在一方，故有槍、秦、夷、先 o 五情合德，五法自然，承上員之

氣，而得為人也 oj 是古有人為土所化生之說，故世俗謂各種質材所製之

偶人亦為「化生」也，與易繫辭「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之「化生」及佛

家胎生、卵生、濕生、化生四生之「化生」語義俱不同。

曲守約中古辭語考釋® r廉物化生」條，自引陳後主詔，加按語云:

@石季龍時畫像事，事見晉書載記第六，說與此小異。

@畫灣商審印書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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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文以照物化生與土木人及縣花並列，知!ffi物化生乃謂以各種材料所製

之如生眾物也，亦即製為宵像各種動物之形之謂o J 此將「化生」與「土

木人」分讀，因謂化生不僅宵人，該諸錢氏所引化生資料，未見其例，說

或不然也 o 或謂:楊萬里誠齋集卷三十一三月三日上忠襄墳因之行散得十

絕旬有云: r粉捏孩見活逼真，象生果子更時新，轍嬴一擲渾閒事，空手

入城差殺人 o J 則象生(即化生〉亦可為「果子J ，不僅宵人 o 故:宋人

所謂「果子J ，雖亦指果實或果該，而每指抽麵塘蜜所造之糕餅，其語至

今猶存。楊氏所謂「象生果子J '蓋指宵人之糕餅，非謂如員之果實。後

世雖有肯果實之糕餅，然不蒙「化生」之名，故不必牽連為說也。

四、鶴

王羲之寫經換鵝事，文士學者艷稱之。陳師道後山談叢卷一云: r逸

少非好鵝，按其腕頸耳。」而包世臣藝舟雙槓卷五論書法遂有「其要在執

筆。食指領高鉤，大指加食指中指之間，使食指如鵝頭昂曲者，中指內

鉤，小指貼(無〉名指外距，如鵝之兩掌撥水者。故右軍愛鵝，玩其兩掌

行水之勢也」之說。陳寅格先生天師道與潰海地域之關係@一文論書法與

天師道關係密切，文謂:鵝在醫家為上藥，醫家與道教在古代原不可分，

右軍信天師道，好鵝者，以其為食療之上藥也;陳師道、包世臣二民說，

出於附會 o

按:陳寅格先生之說特饒理撮，足發千年之覆，而惜墨如金，未陽其

旨。娘就所知，補詮一二，或譏其狗尾續貂，所不敢辭也o 米帝輩史云:

「李公麟云:海州劉先生收王獻之晝符及神咒一卷，小字，五斗米道也o

李伯時只一見，求辜，不許。」此天師道世家嘟嘟王氏之書法與道教有關

之佐證也。至鵝為上館，南史江淹傳云: r齊高帝引淹入中書省，先賜酒

@收入陳寅佫先生論文集。文理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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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淹素能飲映，食鵝炙垂壺，進酒數升章，文話亦辦。」宋趙叔向肯繁

錄云: r今自推而北，極難得鵝。南渡以來，虜人奉使，必載之以歸。于

謂晉宋以前，雖南方亦不多得，以武毆王之手自割炙，劉毅謂庚悅曰:

『自今年未得于鵝，豈能殘炙見惠'? J J真不答，至為死館。會稽有孤居姥

養一鵝，王右軍求市不得，至嘴親友命駕就觀;叉為道士寫五千言而易

鶴，則知當時亦難得見也。唐時價每隻猶二三千。」張知甫可書云: r張

能善滑稽，紹興初，為金壇丞。適當物價踴貴，鵝每隻三千、野舟八百。

戲為詩云: r時見空中飛八百，每聞捧上科三千JJ®是姆在唐宋時猶為

跨品也。明徐復眸花當閣叢談卷一云: r食品以揭為最，故祖制『御史不

許食鵝.JI 0 J 蓋鵝臨珍且貴，欲御史廉潔，故不許食鵝。然則鵝之為物，

乃飲食珍品，其量稀少，其價昂貴，自六朝竟明皆然。此右軍寫經接鵝事

與書法無涉而與食療有關之旁證也。

@此條見十萬卷樓本張氏可書，四庫全書及筆記小說大觀昕收本無此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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