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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六朝有关岭南的记载很多
,

其书以
“ 志 ” 、 “ 记 ” 、 “

传
” 、 “

状
”
等为名

,

不能

列举
。

汉魏六朝岭南植物
“ 志录 ”

( 以下简称
“ 志录 ”

) 就是笔者从南宋以前的三十余种古籍

中辑录了这些
“ 志 ” 、 “ 记 ” 、 “

传
” 、 “

状
”
等二十五部佚书的植物资料 3 50 余条而成

。

所

称
“ 岭南

” ,

范围较广
,

不仅仅限于五岭以南
,

其地域包括今华南及其以南
、

西 南 的 东 南

部
,

以及福建沿海
,

兼及这些地区的逸北毗邻地带
。

辑佚工作有两大类型
,

一类是辑录佚书
,

以一部书为范围而辑录 ; 一类是以类 相从
,

浒

某一专业汇总辑录
。

自宋代开始有辑佚工作以来
,

大多侧重于辑录佚书
,

专业性的辑佚工作

则 很少
, “ 志录 ” 的意图就是按植物的专项内容予以辑录

,

时代上起后汉
,

下迄六朝
,

地域

则以 岭南为限
,

由于是专业性的网罗遗文
,

故所辑以佚书 ( 或佚文 ) 为限
,

就是说只是辑录

佚书中有关植物的部分
,

无关植物的部分
,

一概不录
。

辑佚既以 岭南为限
,

凡是有关岭南植

物的佚书概予辑录
,

但其书非专记岭南者
,

虽是佚书
,

亦不予辑录
,

例如 《广志》
,
虽专记

南方
,

但并非佚书
,

自亦不在辑佚之列
,

例如戴凯之 《竹谱》
。

这样做的目的
,

一是抢救祖

国文化遗产 ; 二是沙里淘金
,

集腋成裘
,

便于综观概貌 , 三是初步 了解汉魏六朝时期岭南植

物资源和社会经济的关系 ; 四是辑录遗文提供学术界研究参考
。

按时代先后及原书的体裁与性质
,

可以把
“ 志录 ” 分为三部分

,

即
:

异物志部分
、

南方

草物状部分和地记部分
。

本文仅对
“ 志录 ”

各书的作者
、

成书及有关问题作一简要的考述
,

对
“ 志录 ” 的特点及科学成就的探讨将另有专文介绍

。

一
、

异物志部分

“ 志录
” 收入了岭南十个书名的七种异物志

:

( l ) 杨孚 《异物志》
、

《交州异物志》
、

《南裔志》 ,

可能是后汉杨孚所撰 《南裔异物志》 的异名或省称
。

( 2 ) 三国吴万震 《南州

异物志》
。

( 3 ) ((I 院海异物志》
、

《临海志》 ,

是三国吴沈莹所撰 《临海水土异物志》 的

省称
。

( 4 ) 昊末晋初薛莹 《荆扬已南异物志》
。

( 5 ) 陈祈畅 《异物志》
。

( 6 ) 曹叔雅

《异物志》
。

( 7 ) 不题作者姓名的 《异物志》
。

·
本文系在导师缪 启愉教授指导下完成

,

宋湛庆
、

王达老师曾对本文提出过修改意见
,

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 图书准

马泰来教授
、

上海人 民出版社胡道势教授提供宝贵资料
,

在此一 业表示感谢
.



1
、

杨孚 《异物志》
、

《交州异物志》
、

《南裔志 》

“ 《异物志》 一卷
” ,

《隋书
·

经籍志》 、

郑樵 《通志
,

艺文略 》 均著录
,

其下注日
:

“ 后汉议郎杨孚撰
” 。

隋 《志》
、

((I 日唐书
·

经籍志》 与 《新唐书
·

艺文志》 又著录了杨孚

“ 《交州异物志 》 一卷
” 。

杨孚
,

正史无传
。

明代始有郭秦 《粤大记 》
、

黄佐 《广州先贤传》 、

欧大任 《百越先 贤

志》 等为其立传
。

欧 《志 》 曰
: “ 杨孚

,

字孝元
,

南海人
,

章帝朝举 贤良
,

对策上第
,

拜议

郎
,

和帝时
,

南海属交趾
。

部刺史 夏则巡行封部
,

冬则还奏天府
,

举刺不 法
。

其后 竞 事 珍

献
。

孚乃枚举物性灵悟
,

指为异物
,

以讽切之
,

著为 《南裔异物志 》
。

后为 临海太守
,

复著

l(( 腐海水土记》
。

世服孚高识
,

不徒博推
。 ”

又云
: “ 孚家在江浒北岸

。 ” ① 这里似乎将杨

孚的生平籍里
、

官职及撰写 《南裔异物志》 的原因与目的讲得很清楚 了
,

细究则还有某些出

入
。

,
’

清代侯康首先提出疑问
:

《续汉书
·

五行志》 刘昭往引到杨孚 《卓传 》 ,

即 《董 卓 别

传》
,

则杨孚自是撰 《传 》 之人
。

而黄佐 《广州先贤传 》
、

欧大任 《百越先贤志》 均称杨孚

乃章
、

和时人
,

要早得多
,

无由撰 《董卓别传》 ② ,

侯康因而认为撰 《卓传》 之杨孚与 《 异

物志》 的作者杨孚
“
或异人而同 名也

” ⑧
。

如果刘昭没有引错
,

写 《卓传 》 的杨孚应是另一

局名的人
。

清代曾钊又对杨孚曾任临海太守提出疑问
: “

考杨孚为汉章帝时议郎
,

而临海置于吴太

平二年
,

… …则议郎厉汉末至昊时尚存
,

盖百余岁人矣
。

而史志犹称汉议 郎
,

其不 仕 吴 可

知
。 ” ④认为杨孚不可能任临海太守

,

更不可能撰 《临海水土记 》
。

民国温庭 敬把杨孚的年

龄进行了推算
,

自杨孚初任 议郎到昊太平二年始置临海郡
“
盖一百八九十岁

,

必无此理
” ⑥

。

的确
,

这是不可能的
。

欧大任 《百越先贤志》 的《杨孚传 》 ,

系 根 据 范 哗
、

袁宏 《后汉书》
、

欧阳询 《艺文类

聚》
、

徐坚 《初学记 》
、

昊镜 《三才广记》 等参修 ⑥
。

经笔者详考
,

仅 《初学记 》 卷 30
“ 鱼

牛
”
条引有杨孚 《临海水土记 》 文

,

他书不见
。

而
“ 鱼牛

”

条引文在 《御览 》 卷 93 9 “ 牛鱼 ”

条引作 《临海异物志 》 ( 文句相似 )
。

《临海异物志》 是沈莹 《临海水土异物志
》 的省称 ⑦ ,

隋
、

唐 《志 》 均有著录
。

而各家书目及 《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 中
,

唯独不见所 谓 杨 孚

(( 临海水土记》 的著录
。

据此
,

(( 临海水土记 》 很可能是 《临海异物志 》 之误
。

而作者也 被

欧大任搞混淆了
。

有人认为岭南方言中
“
南

” 、 “
临

”
音近

, “ 临海 ”
可 能 是

“
南 海 ”

之

①欧 大任 《 百越先贤志 》
,

丛书集成初编本
; 又见姚振宗 《 隋书经籍志考证 》 卷 2 1 “

异物 志
” ,

载 《 二十五史补

编 》
,

中华书局
, 1 9 6 3年

.

②③侯康 《补后汉书 艺文志 》 卷 3 杨孚
“

交州异物志
” 、 `

董卓别传
” ,

载 《 二十五史补编 》
,

中华愁局
, 19 6 3年

.

④曾钊饵
`

杨议郎著书
·

跋
`

《 岭南遗书 》 第五辑

⑤温庭敬 《 广东通志
,

列传 》 民国

⑥欧大任 《 百越先贤志 》

⑦参见张崇根 《 临海水土 异 物志辑校
·

自序 》 农业出版社
,

19 81 年



误
,

则 ,’l 腐海太守
” 当是 “

南海太守
” , “ 《临海水土记 》 ” 应是 《南海水土记》

” ①
。

不

过
,

杨孚既不可能活一百几十岁任临海太守
,

现在又
“ 改任

”
南海太守

, “
改写

” 《南海水

土记 》
,

缺乏任何文献佐证
,

难以令人置信
。

《南裔异物志 》 之名最早见于北魏哪道元之 《水经
·

叶渝河注》
、

《温水注》 等篇
,

题其

撰者为
“ 杨氏 ” 。 “

杨氏
” ,

在郭辈
、

黄佐
、

欧大任各自的
“ 杨孚传

”
中均明指为

“
杨孚

” 。

黄佐以后
,

明
、

清 《广东通志
·

列传》 “ 杨孚传
”
均称其所撰之书为 《南裔异物志》

。

哪道

元之时代较早
,

可能杨孚的书原名 《南裔异物志》 ,

后来在流传中又别 称 《交州异物志》 ②
。

“ 裔 ” 者边远之义
, “

南裔
” 也就是边远的

“ 交州 ” ,

又简称 《南裔志》 ,

引文见于 《文选
·

蜀都赋 》 刘渊林 注
。

综上所述
:

一
、

后汉杨孚不可能撰 《董卓别传》
,
二

、

杨孚不可能仕吴任 临 海 太 守
;

三
、

不可能著 《临海水土记》
。

这三点可以排除
,

那么
,

后汉杨孚写的书
,

大概原名 《南 裔

异物志 》 ,

别称 《交州异物志》
,

简称 《异物志》 、

《南裔志》
。

为保存 引书 原 貌
, “

志

录
”
中仍题

“
杨孚 《异物志 》 ” 、 “ 《交州异物志》 ” 和 “ 《南裔志》 ” 。

杨孚 《异物志 》

主要有清代曾钊辑本
,

所辑不全
,

又窜入了其他异物志文③
。 “

志录
” 辑录杨孚 《异物志》

3 条
、

《交州异物志》 l 条
、

《南裔志》 l 条
。

2
、

万姚 《南州异物志》

《南州异物志 》 一卷
,

隋 《志 》
、

两唐 《志 》 均著录
。

隋 《志》 题 “ 吴丹 阳 太 守万震

撰 ” 、

旧唐 《志》 题 “
万震撰

” ,

新唐 《志》 不题撰者姓名
。

向达疑万震任丹阳太守在 吕范与诸葛格之间
,

正当海外征伐甚盛之际④
。

其生平
、

籍里

无从考证
。

《南州异物志 》 ,

或作《南方异物志》⑤
。

另有一 《南方异物志》 系隋唐时房千里所撰 ⑥
。

非
“ 志录

”
所辑范围

。

侯康以为 《南州异物志》 的休例是
“
每物各为一赞语

,

而别以散文详释其形状
,

如戴凯

之 《竹谱》 之例
。

诸书或引散文则无韵
,

或引赞语则有韵
” ⑦

。

《南州异物志》 ,

主要有清陈运溶⑧ 和 日人小川博氏⑨ 辑本
。

“ 志录
” 收录 19 条

。

①罗晃湖
: “

杨孚 及其 ( 异物志 ) 考述
’

载 《 广东图书馆学刊 》 19 8 3年第 l 期 第 29 ~ 32 页

②姚振宗 形后汉书艺文志 》 卷 2
“

杨孚异物志
’

载 《二十五史补编 》 中华书局 19 6 3年

③曾钊辑本载 之岭南遗书 》 第五辑
,

又见于丛书集成 初编
.

④向达
`

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
’

载 《 北平图书馆馆刊 》 19 3 。年 12 月 号 第 2 3~ 36 页

⑤参见
“

志录
”

中 万震 《 南州异物志 》 有关校记
.

⑥ 见 《 新唐书
·

艺文志 》
。

⑦侯康
: “

补三国艺文志
`

载 《 二十五史补编 》 中华书局 19 6 3年

⑧陈氏辑本载 《 麓 山精舍 丛书 》 第二辑 古海 国遗书钞
”

@ 小川博氏辑本载 《 安田 学园研究纪要 》 第二
、

三号
, 19 5 8

、

1 9 5 9年
.



3
、

沈莹 《临海异物志》
、

《临海志》

《清书
·

经籍志》 卷 2 著录
: “ 《临海水上物志》 一卷

,

沈莹撰
” 。

旧
、

新唐 《志》 作
“ 《临海水土异物志》 一卷

,

沈莹撰 ” 。

郑樵 《通志
·

艺文略 》 亦著录
。

《宋史
·

艺文志 》 以

后不见再著录
。

沈莹
,

正史无传
。

唯从 《三国志
·

吴书
·

孙皓传》 注引 《襄阳记》 及 干 宝 《晋 纪》 可

知
:

沈莹为丹阳太守
,

曾统领过
“ 青 巾军 ” ,

于孙浩天纪四年 ( 2 8 0年 ) 与伐吴晋军 混 战中

殉国
。

《太平御览 》 卷 7 80 “
东夷

”
引 ((I 庙海水土志 》 有

“
安阳县

” 。

安阳县
,

孙皓改罗 阳县

置
。

孙皓于公元 26 4年即位
。

则 《临海水土异物志》 成书当在 26 4~ 2 80 年间
。

《临海水土异物志》 的异名有 《临海异物志》 、 《临海水土记 ( 志 ) 》
、

《临海志》 等

13 种①
。

为保存引书原貌
, “ 志录

妙
中以 《临海异物志 》

、

《临海志》 二目列出
。

《临海水土异物志》 主要有今人张崇根辑本②
。 “ 志录 ”

收录 了 《临海异物志》 28 条
,

《临海志 》 4 条
。

4
、

薛莹 《荆扬已南异物志》

薛莹 《荆扬已南异物志》
,

不见史志及私家书 目著录
,

亦不见于 《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

目》
。

其亡佚当在隋以前
。

薛莹
,

字道言
,

沛郡竹邑人
。

孙皓时为执法选曹尚书
,

入晋为散骑常侍⑧ ,

说明薛莹是

吴末晋初人
,

其书亦当成于此时
。

最早征引薛莹书的是 《文选》 注
,

再是 《史记》 司马贞索隐
,

《太平御览》 屡引之
。

薛莹 《荆扬已南异物志》
,

群书所引
“
荆扬

”
或作

“ 荆阳 ” ,

或省作薛莹 《异物志 》 ④ 。

“
扬

” 、 “ 阳 ”
古时偶亦互书

。 “
荆扬 已南

” 当指交
、

广二州
。

“ 志录 ” 收录了薛莹 《利扬已南异物志》 9 条
。

5
、

陈祈畅 《异物志》

陈祈畅 《异物志》
,

旧唐 《志》 作 ,’’ 杨异物志
》
一卷

,

陈祈撰
” , “

畅
”
字疑上窜

。

新

唐 《志》 作
“ 《异物志》 一卷

,

陈祈畅撰
” , 《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 目》 及卷内所引多作

“
陈

祈畅 《异物志》 ” 。

陈祈畅
,

正史无传
,

生平籍里无从考证
。

“ 志录
” 收录了陈祈畅 《异物志》 6 条

,

其中
“
余甘

” 、 “ 甘谱
” 、 “

益智
” 在 《齐民

要术 》 中引作 《异物志》 ,

未题撰人姓名
。

6
、

曹叔雅 《异物志》

曹叔雅 《异物志》 ,

不见史志及私家书目著录
,

《艺文类聚》 卷 9
“
井

” 引 有 曹 叔 准

①②张崇根 (( 临海水土异物志辑校
·

自序 》 农业出版社 198 1年

③参见 《 三国志
·

吴书
·

薛综传 》

④参见
“

志录
”

中薛莹 《 荆扬已南异物志 》 有关校记
。



《异物志》 一条
,

同条在 《太平寰宇记
·

江南西道
·

吉州 》 引作曹叔稚 《庐 陵 异 物 志》 ,

《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 及卷内仍作曹叔雅 《异物志》
。

庐陵
,

郡名
,

郡治在 今 江 西 吉

安
,

郡所辖地域接近南岭
,

故一并采之
。

又
,

或作曹叔 《异物志 》 ① ,

疑脱
“
雅

”
字

。

曹叔雅
,

不见于史传
,

生平籍里难考
。

“ 志录 ” 收录 了曹叔雅 《异物志 》 1条
、

同条在 《齐 民要术》
、

《艺文类聚》 中均题作

《异物志 》
。

7
、

不题撰人 的 《异物志》
, “ 志录 ”

收录了 51 条
。

自后汉杨孚创
“ 异物志

” 之例
,

三国两晋效仿者较多
,

南朝时期已少见
,

唐 代 孟 馆 之

《岭南异物志 》 ②可能是此种体例的最后一部
,

异物志所记大都为长江以南奇异之物
,

包括
:

植物
、

动物
、

矿物
、

珍宝
、

异事等
,

均为中原所少见或不见者⑧ ,

其中又以岭南之事
、

物为

突出
,

正如左思 《吴都赋 》 所谓
“
方志所辨

,

中州所羡
” ,

所以名为
“
异物志

” 。 “ 志录
”

所收
,

仅限于汉魏六朝书之记岭南的植物部分
。

下述两种异物志
, “

志录
”
均不予收录

:

一

是虽记有植物
,

但非关岭南者
,

如谁周 《异物志》
、

宋膺 《异物志》
、

《凉州异物志 》 ;
一

是虽记岭南
,

但遗文未涉及岭南植物者
,

如 《扶南异物志》
。

二
、

南方草物状部分

“ 志录 ” 收录的 《南方草物状 》
、

《南方记》 和 《南州记 》 三种
,

可能是同一书的不同

称谓
。

I
、

《南方草物状 》

《南方草物状》 ,

不见史志及私家书 目著录
。

现存古籍中
,

最早见于北魏贾思鳃 《齐民

要术 》 征引
,

不题撰者性名
。

《太平御览 》 始在 《南方草物状 》 前冠以
“
徐哀

”
之名

。

“
徐衷

” ,

在戴凯之 《竹谱》 中作
“
徐忠

” ,

而书名作 《南中奏》
。

《竹谱》
“
筋竹

,

条引作徐忠 《南 中奏》 者
,

在 《御览 》 卷 9 63
“ 筋竹

” 引 《竹谱》 同条
,

著者作
“
徐衷

” ,

是
“
徐忠

”
应即

“
徐衷

” 。

《后汉书》 李贤注
、

《法苑珠林》
、

《初学记》 等征引 《南方草物

状 》 或 ((南方记 》 均作徐衷
,

但 《艺文 类聚》
、

《本草拾遗》
、

《海药 》
、

《太平御览》 等

引 《南方草物状 》 、 《南方记 》 或 《南州记》 又 偶 作
“
徐哀

” 、 “
徐 表 ” 、 “

徐 裹
” 。

“
哀

” 、 “
表

” 、 “
裹

” ,

可能是
“
衷

” 的形误
,

如 《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
, 1 9 6 0年中

华书局影 印涵芬楼本在 《南方草木 ( 物 ) 状》 前 作
“
徐衷

” ,

清嘉庆十二年鲍崇城校宋刻本

就作
“
徐衷

” , 《类聚 》 卷 84
“
蚌

” 引 《南方记》 作
“
徐哀

”
者

, 《太平御览》 卷 9 4 1 “
蚌

”

就引作
“
徐衷

” 。

《太平御览》 所引 《南方草物状 》 12 处中
,

7 处作
“
徐衷

” ,

3 处作
“
徐

①参见
“

志录
”

中曹叔雅 《 异物志 》 有关校记
.

② 《 新唐书
·

艺文志 》 著录

③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 究所地学组
:

《 中国古代地理学史 》 科学出版社 1 9 84年 第33 8页
.

胡立初
: “

齐民

要术引用书日考证
”

载 《 国学汇编 》 第二辑 齐鲁大学文学院 1 9 3 4年



哀
” ,

“
表

”

处作
“
徐表

” ,

1处作
“
徐裹

” ,

《太平御览》 引书外谬甚多
, “

哀
” , “

裹
” 、

与
“
衷

” 之形状相似
,

致误的可能性较大①
。

徐衷
,

生平籍里等无从考证
。

《南方章物状 》 中恒记武平
,

兴古二郡名
,

二郡均置于公

元三世纪
。

戴凯之 《竹谱 》 引到徐忠书
,

而戴是晋宋间人
,

则徐衷比戴要早些
,

但亦不出东

晋到刘宋之间②
。

徐忠 《南中奏 》 ,

唯见戴凯之 《竹谱》 征引
。

可能是 《南方记 》 的别称⑧
。

“ 志录
”
收录了 《南方草物状 》 28 条

。

2
、

《南方记 》

《南方记 》 ,

不见史志及私家书 目著录
,

可能是 《南方草物状 》 的别称
。

首先
, 《南方记 》 不载地名沿革

、

山川地理
,

不是地记
,

而是和 《南方草物状》 一样
,

仅记载岭南地区的珍奇物产
,

两书沟性质是一致的
。

其次
, “ x 月花色

,

仍 连 著 实
” ,

是

《南方草物状 》 的特征句式
, 《南方记》 里也不断出现

。

再次
,

两书的内容往往交错叠出
,

如 《齐民要术 》 卷 l 。引 《南方草抑状》 的
“
都咸

” 、 “
豆葱

” 、 “
夫编

”
等

,

在 《 太 平 御

览》 里均作徐衷 《南方记》 ,

文字相同
。

《太平御览》 引文前后亦有交错
,

如卷 80 3 “
珠

”

引

徐衷 《南方草物状 》
,

在卷 9赶 “
蚌

”

下同一段文字又题作
“
徐衷 《南方记 》 ” 。

作者相同
,

性质一致
,

内容重出
。

故说 《南方记 》 是 《南方草物状 》 的别称是合理的
。

六朝时代
,

以地名加
“
记

” 、 “ 志 ” 的地 记不少 , 相反
,

象
“ 《南方草物状 》 ”

这样的

书名却绝无仅有
。

由于其内容是偏记一地之珍奇物产
,

人们在传抄过程中以当时习见的
“ x

x 记 ”
之类而简称 《南方草物状 》 为 《南方记》 是很有可能的

。

南书北传
,

贾思锡同时见到

不同来源的二书而予以征引
,

以致构成歧异
,

也是可能的④
。

“ 志录 ” 收录 了 《南方记》 13 条
。

3
、

《南州记 》

徐表 《南州记》 ,

不见史志及私家书目著录
,

一般认为
,

它是 《南方草物状 》 之别称
,

“
徐表

”
是

“
徐衷

”
之讹⑤

。

亦有人认为徐表 《南州记 》 与徐衷 《南方草物状》 是不同时代

的二书⑥
。

“ 志录 ”
收录了徐表 《南州记》 19 条

,

全部出自本草书所引
。

其中 《本草拾遗》 1 条 ;

《证类本草》 新附 l 条 ; 《海药 》 18 条
,

1 条与 《本草拾遗》 重出
,

实际是 17 条
。

《海药》

①缪 启愉
“

《 南方草木伏 》 的诸伪迹
”

载 《 中 国农史 》 1 0 8 4年第 3 期第 l ~ 8 页 ;

石声汉 《 辑涂衷南方草物

状
·

序 》
,

西北农学院
,

油印本
, 19 7 3年

。

②同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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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久德 《 徐衷 O ( 南方 草物伏 》 匕。 `、 亡 》
,

载 《 岩井博士古稀纪念典集论集 》
, 19 6 3年

,

第 s lQ 、 8 21 页
。

⑥ ~ ……
,

P
.

2 2 6 n o e ①

9 4



所引 17 条皆不见他书复引
。

4
、

《南方草物状》 与 《南方草木状》

北宋以前文献所引 《南方草木状》 实际就是 《南方草物状》 山
,

对于今 本 《南 方 草 木

状 》 的真伪
,

辩争激烈②
。

笔者认为
,

今本 《南方草木状》 确是一部伪书
,

与北宋以前文献所

引的所谓 《南方草木状 》 是两回事
。

学者们已经提出了充分的论据来说明这一点
,
如卷首所

题时代之可疑
,

刘涓子的问题
,

以及今本所载 80 多种植物有 60 来种有明显造伪痕迹
,

以及作

伪方法剖析等等 ③
。

此外
,

还有一有力的证据可资补充
。

今本 《南方草木状 》 的 “
祯桐花

” 、

“
朱谨花

” 、 “
茉莉花

” 、 “ 那悉茗
” 、 “ 紫藤 ” 、 “

槛藤” 六条的内容最早见于南宋陈景

沂 《全芳备祖》 所征引
。

根据 《全芳备祖》 卷首的韩境 《序》 和作者 《自序》
,

知是书脱稿

时间约在南宋理宗即位的 1 2 2 5年左右
。

今本 《南方草木状 》 最早著录于 1 1 7 4~ 1
「

1 89 年间成书

的尤表 《遂初堂书目》
。

《全芳各祖》 以后
, 1 2 4 1~ 1 2 5 2年间成书的陈振孙 《 直 斋 书 录解

题 》 亦予以著录
。

再后
,

成书于 1 2 6 5~ 1 2 7 4年间的 《百川学海》 丛书首次将它收入
,

这一系

列现象有力地说明今本 《南方草木状》 的成书时间当在南宋初年
。

北宋以前文献所引 《南方

草木状》 的内容几乎全不见于今本 《南方草木状》 ,

这也是今本 《南方草木状》 成书在南宋

的一个佐证
。

5
、 《南方草物状》 辑本

今有两种 《南方 草 物 状》 辑本
。

一是新加坡许云樵之 《徐衷南方草物状辑注》
,
及9 7 6

年新加坡出版
。

另一种是石声汉之 《辑徐衷 《南方草物状》
, 1 9 7 3年西北农学院油印

.

许本

系根据日人和田久德 《徐衷。 <南方草物状》 匕 二 。 L右 》 (徐衷 (南方草物状 )钩沉》 )一文提

供的线索辑出④ ,

资料不全
,

讹误疏漏之处较多
,

注释亦较简单
。

石本辑校较许 本严 谨 翔

实
,

但未作注释
,

亦偶有疏漏之处
。

“
南方草物状

”
之例

,

仅晋代有之
。

其所记内涵与异物志相似
,

是岭南地区的珍奇物产

( 包括动
、

植
、

矿物 )
。

但其资料来源似有差别
。

异物志可能多采自传闻
,

而 《 南 方 草 物

状 》 可能有得自调查的资料
。

为保存引书原貌
, “ 志录

”
中仍作 《南方草物状 》

、

《 南 方

记》
、

《南州记 》 三 目列出
。

三
、

地记部分

“
志录

”
辑录了十二个书名的八种地记

,

即
:

( 1 ) 裴渊 《广州记》
,

顾微 《广州记》
;

①缪启愉
: “

( 南方草木状 ) 的诸伪迹
`

②关子真伪讨论的主要仑点
,

参见 19 8 3年 《南方草木伏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录 》
,

华南农学浇
. 198 3年

.

⑧主要 参考
:

缪启愉
“ <
南方草木状 》 的诸伪迹

’ : 陈连庆 《 今水 ` 南方草木决 》 研究
,

裁 之文史 》 第 18 辑
,

中

华书 局
,

2 9 5 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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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记》 ;
(2 )刘欣期

(5 )俞益期 《与韩康伯笺》

《交州记》 ;
3 ( )沈怀远 《南越志》 ; ( 4)《南中八郡志》

;

邑国记》 ; (8 )《扶南记》 、

盯 6 )竺法真 《登罗浮 山疏 》 , 《罗浮山记 》 ;
( 7 ) 《林

《扶南传》
。

1
、

裴渊 《广州记》
、

顾微 《广州记》
、

《广州记》

三 《记》 均不见史志及私家书 目著录
,

群书屡有征引
。

王国维校哪道元 《水经 注》 所列

引书目录有裴渊 《广州记》 , 贾思腮 《齐民要术》 既引有裴渊 《广州记》 ,

亦引有顾微 《广

州记 》 和不题撰者姓名的 《广州记 》
。

裴渊
,

《齐民要求 》 中6处引作
“ 裴渊 ” ; 《艺文类聚》 中 1处引作

“
裴渊

” ,

2处 引 作
“
裴民

” , 《北堂书钞》 卷 1 5 4引作
“ 裴渊 《南海记》 ” ,

实即 《广州记》 ① ; 《御 览 》 卷

49 引作
“
裴阴

” ,

是
“
裴渊

” 之误②
。

裴渊 《户州记》 有
“
东官县

” 和 “
酉平县

” , “
东官县

” ,

晋置 ; “ 酉平县 ”
一

,

刘宋初

置
。

则裴渊可能是刘宋时人
。

又考 《水经注》 只 引到裴 《记 》 ,

而不见顾 《记》
,

或邮未看

到顾 《记》
,

顾 《记》 成书时间稍晚
。 “ 志录 ”

中
,

裴 《记》 与顾 《记》 重复的条目有三
:

“ 鬼目
” 、 “

古度
” 、 “ 膏藤

” 。

前二条裴 《记》 文简
,

顾 《记》 文详
,

顾 《记 》 似带有补

充裴 《记》 的性质
,

大概是裴书在前
,

顾书稍后
。

顾微
,

((齐民要术》 所引 n 处作
“ 顾微

” ; 《名医别录》
、

《法苑珠林》 各 1 处 引 作
“ 顾微

” ; 《艺文类聚》 3 处引作
“
顽微

” ,

3 处引作
“ 顾徽

” ; 《酉阳杂组 》 1 处 引 作
“
顽徽

” , 《太平御览》 5 处引乍
“ 顾微

” ,

7 处引作
“ 顾徽 ” 。 “ 微 ” 、 “

微
” 、 “

徽
”

兰字极易形误
。

如
“ 甘蕉

妙 条
,

《要术》 作
“ 顾微 ” , 《类聚》

、

《御 览 》 作
“ 顾 徽

” ;

“ 山滨榔 ”
条

,

《名医别录 》 作
“ 顾微

” ,

《御览》 作
“ 顾微 ” ; “

落藤
” 、 “ 续断

” 条
,

《要术》
、

《类聚》 作
“ 顽微

” ,

《御览》 作
“ 顾徽

” 。 “ 志录 ”
概 从 《齐民要术》 作

“
顾

微
” 。

道光 《产东通苏》 卷 1 9 3资
: “ 《由 付记 》 ,

顾 散撰
,

侠
,

黄 《态》 ③ 作一 卷
。

谨按
,

此书名志目皆未录
,

惟黄 《态》 有卷数
,

又不著年代
。

考 《艺文类聚 》 引
`

南海 始 昌
”

条
,

始 昌
’ ,

惟宋 《志》 有之
,

齐 《态》 无
。

然顾微殆宋人 也
” 。

顾 《记》 “ 花树
” 条有

“ 平兴

县
” , “

古度
” 条有

“ 熙安县
” , “ 金荆

” 条育 “ 抚纳县 ” , “
雹竹

” 条有
“ 平乡县 ” ,

均

为南朝宋置
。

其中
“ 熙安县 ”

南齐便废
。

顾 《记》 中不见刘宋以后新置地 名
,

那么
,

定 顾微

为刘 宋时人
,

似可成 立
。

文廷式④
、

张国金。 以为项微 《户州记 》 是晋氏著作
,

因此
,

顾 《记 》 中屡见的刘宋新

置地名就无法解释了
。

青山定堆① 又以为顾 《记 》 是东晋到刘宋间的作品
。

但从上述事实来

① 堤悄 《 南海冠 》 的 司一内容
,

在 么本草洽遗 今
、

炙海药 》 中 均乍 炙 {一州 记 》
,

参见
“

志录
”

中有关佼记
。

②同一内容在 ( 太平御览 》卷 97 2中即作
`
裴渊

’ ,

形误显系
。

③
`
黄 《 志 》

. ,

指明代黄住 《 广东通志
·

艺文志 》
.

④文廷式
“

补晋书艺 文志
`

载 《二十五史补编 》 中华书 局 19 6 3年

⑤张国淦 《 中国古方志考 》 中华书局 19 6 2年 第 5 93 页

⑥ 〔日〕 青 山定雄 《 六朝之 地记 》 颐安 译 载 《 中和 》 19 4 3年第 2期 第 35 ~ 51 页



看
,

把它放在刘宋似更为合适
。

不题姓名的 《广州记》 与裴 《记》 重文 8 条
: “ 韶” 、 “ 山桃

” 、 “ 瓜 ” 、 “
石林竹

” 、

“ 构椽
” 、 “

木绵
” 、 “

杨梅
” 、 “

皋芦
,, 。

前 4 条
, 《齐民要术》 不题撰人

,

他书引作裴

《记》
.

。

又
,

与顾 《记 》 重文 3 条
: “

益智
” 、 “

木威
” 、 “ 续断 ” 。

前 2 条 《齐民要术》

不题撰者
,

他书引作顾 《记》
。

《广州记》 与裴
、

顾二 《记》 重文共 n 条
。

考其所 及地名
,

有吴
、

会二郡
、

增城县
、

彰平县
、

酉平县等
,

设置时间均不 晚于南朝宋
。

当时似有一没有作

者姓名的 《广州记 》 在流传
,

但无从考证是裴 《记 》 还是顾 《记》 ,

抑或是另一书
。

裴渊
、

顾微
,

正史无传
,

生平籍里难以详考
。

裴渊 《广州记 》
,

主要有清王谈辑本① ,

所辑简略
,

间或杂入其他 《广州记》 文 ; 清王

仁俊所辑亦简略② ;
蒲沂张氏辑本仅 1 条⑧

。

顾 微 《广州记 》
,

明陶宗仪辑本
,

寥寥几条④ ; 清王漠 《汉唐地理书钞》 仅载其书名
,

无内容
。

“ 志录 ,, 收录裴渊 《广州记》 19 条
,

顾微 《广州记 》 21 条
, 《广州记 》 38 条

。

2
、

刘欣期 《广州记》

刘欣期 《交州记》
,

群书所引或省作 《交州记 》 ⑥史志及私家书目均未著录
。

王国维校

哪道元 《水经注》 引书目录有刘欣期 《交州纪》
,

《齐民要术》 亦引到
,

《太平御览经史图

书纲目》 作 《交州记》 ,

卷内又恒作刘欣期 《交州记 》
。

刘欣期
,

不见史传
,

生平籍里无从考证
。

群书所引或作
“
刘欣

” 、

或 “ 刘 欲 期” ,
.

或
“ 刘欲之

” ⑥ ,

均是
“ 刘欣期

”
之误

。 《太平御览》 卷 9 47 引刘欣期 《 交 州 记 》
,

提 到
.

“ 太

和
” 。 “

太和
”
年号有五

:

魏明帝
,

晋废帝
,

后赵石勒
,

十六国成汉李势
,

北魏 孝 文 帝
。

《交州记》 所记是交州
,

当是南人所写
,

不可能用魏明帝
、

后赵等年号
,

故此处
“
太和

”
应

是晋废帝的年号 〔 36 6~ 37 0年 )
。

又
,

南宋罗愿 《尔雅翼》 卷 2 8引刘欣期 《交州记》 有
“
交

趾封溪县
” 。

封溪县
, 《晋书

·

地理志》 属武平郡
,

宋 《志》 无
。

《太平御览》 卷 49 引刘欣

期 《交州记 )) 提到
“ 李逊

” ,

据 《晋书
·

孝武帝纪》 云
: “

太元五年 ( 3 8 0年 ) 冬十月
,

九真

太守李逊据交州反
。 , 则是刘欣期当是东晋末人

。

刘欣期 《交州记》 ,

明陶宗仪辑本⑦ 中与植物有关的仅
“
古度

” 、 “
多感子

” 、 “
椰子

”

及
“
杉

” 四条 ;
清曾钊辑本⑧ 较简略 ; 王漠 《汉唐地理书钞》 只载书名

,

无内容
。

“ 志录 ” 收录 了刘欣期 《交州记》 20 条
。

3
、

沈怀远 《南越志》

《隋书
·

经籍志》 卷 2 “ 地理类
”
著录

,

称
“ 《南越志》 八卷

,

沈氏 撰
” 。

旧
、

新 唐

①载王模 《 汉唐地理书钞 》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 6 2年

②载王仁俊 《 玉 函山房辑佚书补编 》 稿本
,

藏上海图书馆

③载张氏 《 大典 》

④①载 《 说邪 》 卷 6[ 宛委 山堂本

⑤⑥参见
“

志录
”

刘欣期 《 交州记 》 有关校记
.

⑧载 《 岭南遗书 》 第五辑
,

亦见 于丛书集成初编
.



《志》
,

《宋史
·

艺文志》
,

宋代王尧臣 《崇文总目》 卷 2
,

南宋尤裹 《遂初堂书目》
“

地

理类
” ,

南宋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 卷 8 均著录
。

据 《南史
·

沈怀文传》 ,

其弟沈怀远因罪被宋孝武帝 ( 4 54 一 4 64 年 、 滴徙广 州
,

至 46 5

年北归
,

任武康 ( 在今浙江 ) 令
。 “

撰 《南越志》 ” 。

是沈怀远在广州有几年到十来年的时

间
, 《南越志》 当是其在广州时所写

。

沈氏 《南越志 》
,

隋 《志》 作八卷
,

是
“ 志录 ”

所收地记类中卷铁最多 的 一 种
。

旧 唐

《志》 作五卷
。

新唐 《志》
、

宋 《志》 均不载卷数
。

《崇文总 目》
、

《直斋书录解题》 均作

七卷
。

《南越志》 有明陶宗仪辑本① ,

与植物有关的 2 条
,

清王仁俊 《玉函山房辑佚补编》 、

《经籍佚文》 所辑颇为简略
。

民国叶昌炽所辑虽铁分三卷② ,

亦不过八百字
。

严可均辑本较

详
,

录有一百五十八事
,

分为二卷③
。

遗憾的是
,

严本笔者 目前尚无法得见
。

“ 志录 ” 收录了沈怀远 《南越志》 28 条
。

4
、

《南中八郡志》

《南中八郡志》
,

不见史志及私家书目著录
。 《齐民要术》 卷 1 0引 《南中八郡志》 2条

,

不题撰者姓名
。

《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 目》 著录
。

章宗源及姚振宗二种 《隋书经籍志考证 》

均认为刘渊林注左思 《蜀都赋》 所引魏完 《南中志 》 就是 《南中八郡志 》 , “
魏完

” 即其作

者④ ( 杉本直治郎认为作者应是
“
魏宏

” ⑤ )
。

《续汉书
·

郡国志》 刘昭注引 《南中志》
“
邓

广都河
”
条

,

在 《后汉书
·

西南夷传》 李贤注及 《太平御览》 卷 7 91 所引作 《南中八郡志 》 ;

《后汉书
·

昊汉传 》 李贤注引 《南中志》
“
渔涪津广数百步

” 条
,

在 《太平寰宇记》 卷74 所

引作 《南中八郡志》 ,

是章
、

姚二人所言似可征信
。

魏完
,

生平籍里无从考证
。

((南中八郡志 》 异名较多
。

《齐民要术》 卷 10 引 2 条
,

一条作 《南中八郡志 》 ,

另一条

作 《南州八郡志》 , 《初学记 》 卷 8 引作 《南征八郡志》 ; 《太平御览 》 卷 8 48 作 《南 中八

部志》
,

卷 9 06 作 《南中八群志》
; 《太平寰宇记》 卷 74 作 《南北八郡志》 ; 等等

,

均系 《南

中八郡志》 之讹误⑥
。

《太平御览 》 卷 9 24 又作 《南中八郡异物志 》
。

如前所述
,

各种 异 物

志多记奇珍异物
,

几乎不涉山川地理
、

风土人情之类
,

而 《南中八郡志》 所记以山川地理为

主
,

兼及草木鸟兽
,

非专写
“ 异物

” ,

实为地记
。

故以 《南中八郡异物志 》 为其全名者⑦
,

似可商榷
。

《南中八郡志》 的地名
,

《太平寰宇记 》 卷 1 77 及 《太平御览》 卷 3 5 3引有
“
永 昌郡

” ,

① 《 说邪 》 卷 61 宛委山堂本

② 《 击淡庐丛书 》 稿本 藏清华大学图书馆

③张国淦 《 中国古方志 考 》 中华书局 19 6 2年 第 5 95 页

④两种 《 考证 》 均载 《二十五史补编 》 中华书局 19 6 3年

⑥ 【日〕 杉本直治 郎 《 <西 南异方志 》 上 《 南中八郡志 》 》 载 《 东洋学报 》 第 47 卷

⑥王叔武 《 云南古佚书钞 》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 7 8年 第 6页

O王叔武 《 云南古佚书钞 》 ; 〔日〕杉本直治 郎 《 ( 西南异方志
》 己 <

南中八郡志 》 》

第 3 9 7~ 39 9页
.

第 3 9 9、 4 0 1页

,

载 《 东洋学报 》
,

第 47 卷
,





宏①

“ 志录 ” 收录了竺法真 《登罗浮 山疏》 6佘
, 《罗浮 山记》 10 条

。

7
、 《林邑国记》

林邑国始建于汉末
,

其地在今越南中部
。

王国维校 《水经注》 所列引书目录有 《林邑记 》
,

《水经注》 中屡引之
。

《齐民要术》

引作
“ 《林邑国记》

” 。

《隋书
·

经籍志 》 著录
“ 《林邑国记 》 一卷

” 。

其撰者姓名等无法

考证
。

成书的时间可能在晋②
。

《林邑国记》 主要记地理沿革
、

山川
、

变迁
、

风俗
、

传说等
,

兼记物产 ⑧
。 “ 志录

” 收

录了 4 条
。

8
、 《扶南传 》

、

《扶南记 》

二书均不见史志及私家书目著录
。

《梁书
·

海南诸国传 》 日
: “ 昊孙权时

,

遣宣化从事

朱应
、

中郎将康泰通焉
,

其所经及传闻
,

则有百数十国
,

因立纪传
” 。

王国维校 《水经注 》

所列 引书目录有康泰 《扶南志》 和竺芝 《扶南记 》 ,

群书所引又或作 《吴时外国传》
、

《交

州以南外国传》
,

或作 《扶南土俗传 》 等
。

佛驮耶舍
、

向达认为康泰书是 《吴时外国传 》 及 《扶南记 》 ,

朱应书是 《扶南异物志 》

④ ; 又认为竺芝或亲到扶南国亦撰 《扶南记 》 ,

《交州以南外国传 》
、

《扶南土俗传》 等只

是 《吴时外国传 》 的分名或异名⑤
。

《梁书
·

刘杳传》 提到的朱建安 《扶南以南记 》
,

日人

渡部武认为就是 《扶南异物志》
, “
建安

”
可能是朱应的字 ⑧

。

这是一种推测
。

扶南
,

在今中南半岛南端
,

约在公元一世纪建国⑦
、

公元三世纪
,

扶南国王 范 曼 在 位

时
,

积极开拓疆土
,

成为东南亚最强大的国家
。

七世纪中被真腊所灭
,

存在六个多世纪
。

扶

南有优越的 自然与地理条件
,

是古代东西方间的海上侨梁 ④
。 “ 志录 ” 收录 《扶南传》 4条

,

《扶南记》 2 条
。

地记
,

南北方均有
,

内容丰富多彩
,

在方志学上称其为中国地方志的雏形或古方志④ ,

活跃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

在某种程度上
,

它反映了这一时期约社会生活
。

宋以后基本上为地

①三种 《补晋书艺文志 》 均载 《 二十五史补编 》
,

中 华书局 」9 6 3年

②文廷式 《补晋书艺文志 》
,

载 丈二十五史补编 》
,

中华书 汤 1 9 3 3年

③参见 塔水经注 》 所 征引
。

④朱 应 《 扶南异物 志 》
,

《 隋书
·

经籍志 》 著录

⑤佛驮耶舍
“

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 国古地理书佚辑
`

载 戈史学杂志 》 J把 〕年 第 1期 ; 向达
`

汉唐 间西域及海南 诸国

古 地理书叙录
’

载 《 北平 图书馆馆刊 》 l的
l一

年第 1 2月号 第绍 ~ 3 6页

⑥ 〔日〕 渡部武 《 朱应
·

康泰
·

扶南见 闻辑本稿 》
,

载 炙东海大学文学部纪要 》
,

昭 和六十年 ( 1 9 8 5年 )
。

⑦ 《 梁书
·

扶南传 》
,

《南齐书
·

扶南传 今
。

⑧周中坚
“

扶南~ 古代东西方的海上桥梁
’ ,

载 《 学术论坛 》 198 之年第 3期
,

第 5 2~ 57 页
;

仁英〕 D
.

G
.

E霍尔 《 东 南

亚史 》 上册
,

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
,

商务印书 谊
, ]鸿 2年

.

⑨张国淦 《中国古方志考 》将
“

志录
’

的三部分的书均收入
,

中 华书局
, 1 9 6 2年 ;

黄苇 《 方志论集 》 浙江人 民出版

社 1 9 8 3年 第 21 ~ 43 页
.

刘光禄 《 甲 国方志学概要 》 中国展望 出版社 1 9 8 3年 第 23 ~ 与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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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所替代
。

地记的体裁和内容的侧重点因时因地而异
,

很不一致
。

开发较早的 地 区 如 中

原
,

侧重于沿革
、

山川
、

故城
、

陵墓
、

奇观
、

津渡
、

眷旧等的记载
;
而开发较晚的地区如岭

南
,

则多记载山川
、

地理
、

风俗
、

草木
、

鸟誓
、

鱼贝
、

矿物
、

珠玉
、

传说等①
。 “ 志录”

所

辑录的是记南地记中记载热带亚热带植物的部分
,

非专记岭南的地记不录
, 虽是专记岭南

,

但遗文与热带植 物无关者如王 韶之的 《始兴记》 ,

亦不录
。

“

汉魏六朝 岭南植 物志录
.

所收著作一览表

名 ② 者 成书时代

!
、 。

}
` 丁

}一

{ 万 震

后汉

士心士心士心物物异异裔乙犷州杨交ù用

南 州 异 物南

异物

士 {一-
- -

而 而 下
一丽下德下 -

—
一一 }

J

。 ,

一
-

一
`岑

一
}

部 匕一 - -

里11色里堕曼竺里一
-

-

一 }
分

阵一一竺1 一了匕一三一一一一 {
{一一尘1一里生一

.

色一一-一 {
一一 一一

一 卫一
-

且一
迎一竺

~

一
~

口

昊

沈 莹

薛 莹

陈祈畅

曹叔雅

吴 宋

昊末 显初

徐 衷 东晋到刘宋

状记记物草方州方南南南

南方 草物状部分

刘宋

刘宋

渊微裴顾记记记州州州广广广

刘欣期

沈怀远

东晋末

刘宋

} , ~ ! ,
{ 姚 元 }

东晋

吴

笺一疏一一
一二ó一一

伯一山一记一

一山一一

康一浮一一国

一浮一一

韩一罗一邑一

一罗一一

与一登一林

记传南南扶扶

① 〔 日」青山定雄 《 六朝之地记 》
,

颐安译
,

载 《中和 》
, 19 4 3年

,

第 2~ 5期杜石然等 《 中国科学技术史稿 》
,

科学

出 版社
, Lg 8 4年

,

第 2科 页
.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组 《 中国古代地理学史 》
,

科学 出版让
, 19 8 4年

,

第”

页
.

②为保存引书原貌
,

均以引书所题书名著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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