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凡 例

一、《石桐先生詩鈔》之校注以嘉慶年間刻本 (簡稱嘉慶本)

爲底本,以光緒丙戌仲夏西安郡齋刻本 《石桐詩鈔》(簡稱光緒

本)爲參校本,並以 《二客吟》(簡稱客吟本)、《三李先生未刻

稿》(簡稱未刻本)、《膠高詩萃》(簡稱詩萃本)等本爲補遺本和

參校本。

二、本校注所錄詩文力求保持底本原貌,輕易不作改動,改

則必有校勘記,其詩注及詩序皆存之。

三、本校注採用分首校注方式,將校注文字置於每首詩之

後,如遇一題多首,亦分首校注。校注時先校後注,校勘記緊隨

每首詩之後,用 【校勘】標示,注釋緊隨校勘記之後,用 【注

釋】標示。校勘序號以 “①、②、③……”標明,注釋序號以

“[1]、[2]、[3]……”標明。

四、本校注爲免繁瑣重複之嫌,繁簡字不出校。古今字、異

體字出校,但如嘉慶本輙、答、抄、氷、冺、濶、托、逕、賔、

堤、凄、寧、濕、堦、掃、巵、塲、濵、躭、燈等字,光緒本分

別作輒、荅、鈔、冰、泯、闊、託、徑、賓、隄、淒、甯、溼、

階、埽、卮、場、濱、耽、鐙。其異文連篇累牘,不過字形略有

差異,而其意實無二致,校之亦墮繁瑣重複,故不出校。

五、本校注注釋以冷僻字、疑難字、通假字、史實、典故、

引語、典章制度、人名地名、化用他人詩文爲主,偶或疏通句

意。冷僻字、疑難字等注音釋義,通假字指出所通何字,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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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故、引語、典章制度、人名地名、化用他人詩文力求引用原

典,考據出處。至於前文已注條目,後文不再詳注,以 “詳見

《××》【注釋】[×]”或 “詳見前注”標示。或學識淺薄,或

典籍所限,而攷之未竟者則標明 “不詳,待攷”。或據理推之,

或存有疑議,而證據不確者則標明 “當”“或”之語。

六、本校注所稱 《家譜》特指民國癸酉 (1933)重修 《髙密

李氏家譜》, 《縣志》特指民國二十四年 (1935)續修 《髙密縣

志》,懷民 《日記》特指 《山東文獻集成》收、山東博物館藏李

懷民手稿本 《高密詩人李石桐先生赴岑溪日記》,憲喬 《日記》

特指 《山東文獻集成》收、山東博物館藏李憲喬手稿本 《北歸續

日記》(二)。

七、本校注中,校注者所加按語一律以 “校者按”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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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清代乾嘉時期,詩壇說法林立,山左高密產生了以李氏三先

生爲代表的高密詩派。該派的理論領袖和核心人物首推李懷民。

懷民名憲噩,字懷民,以字行,號十桐、石桐,增生。懷民青年

時勤學苦讀,慈母嚴加督導,卻仍然科途蹭蹬,久而不售,“然

此後試,輙不利,戲效時格求售愈益然,乃大恨,盡焚之,一意

於詩”①。李懷民除了詩歌創作之外,還有意識地對詩學進行了

探討,“依張為 《主客圖》法,蒐集元和以後諸家五言律詩,詳

辨其體格,奉張籍、賈島為主,而朱慶餘、李洞以下客焉,名曰

《重訂中晚唐詩人主客圖》”②。這一著作成爲高密詩派的代表性

理論著作,標誌著該詩派的正式確立。

乾隆四十五年 (1780),懷民季弟李憲喬以例授廣西岑溪縣

令,次年九月,懷民奉母南行,投奔而來。這次南遊是懷民人生

中的重要經歷,從魯東到粵西,行程數千里,用時三月餘,空

間、時間跨越巨大,目睹沿途風物,內心亦發生變化,此後詩作

題材擴展,境界有所開闊,風格更加成熟。乾隆五十年 (1785)

初冬,懷民奉母北上還鄉。從此之後,賦閒在家,偶有出遊。乾

隆五十八年 (1793)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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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民的著作如下:(1)《李石桐先生註 <易經>》,(2)《高

密詩人李石桐先生赴岑溪日記》,(3)《北歸日記》,(4)《石桐先

生詩鈔》,(5)《二客吟》,(6)《膠髙詩萃》,(7)《三李先生未刻

稿》,(8)《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9)《李石桐詩話》。此外,

《家譜》卷9稱其有 “《東齋課藝》行世”①,大概已亡佚,未見

傳世。

懷民一生從魯東到粵西,復又還鄉,每至多有寄贈酬唱,交

遊亦可謂廣。他遠紹張籍、賈島,近師同邑前輩 “三單”:單楷、

單烺、單宗元。其後,“詩派成立,則石桐少鶴抉其奧;羽翼酬

倡,則以王氏五子爲專功”②。 “王氏五子”乃謂王克紹、王克

純、王夏、王萬里、王寧誾,此五人與李懷民年齒相當,氣味相

投,或爲懷民姻親,或服膺石桐詩法,詩文之盛,一時蔚爲大

觀。此後,高密詩派 “紹述光大,以後四靈爲獨至”③。 “後四

靈”謂李詒經、王寧 、王寧烻、單鼑。懷民生平之交遊,大略

如上,《石桐先生詩鈔》尚有更待攷證之交遊也。

《石桐先生詩鈔》現存兩個版本:一是嘉慶刻本,書簽題

“石桐先生詩鈔”,存十六卷,每卷皆稱 “某某集”。二是光緒刻

本,書簽題 “石桐詩鈔”,存十六卷,每卷亦稱 “某某集”。經仔

細校勘,光緒本實即嘉慶本之重刻本。

懷民詩歌前人多已論之,今人則有歐麗麗 《李懷民詩歌研

究》一文,頗有發明。除了 “苦寒”的風格,懷民詩中還頗有歸

隱情懷。又因懷民善畫山水,李濬之 《清畫家詩史》列其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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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此其畫家身份與其詩歌創作亦有密切關聯。集中多首詩作,畫面

感極強。到廣西後,其弟憲暠病故,懷民感念兄弟情深,乃多有

悲懷之作。又居岑五載,作客南國,去家遙遙,不免遊子思鄉之

感,乃多有懷鄉之作。悲弟與懷鄉成爲這一時期的兩個主題。

至於風格,懷民詩則有一個從學陶到苦吟的轉變過程。懷民

具有陶詩風味的詩作主要集中在前期,其陶詩風味不僅體現在形

式上字句相似的初級層面,更體現在其精神內涵上的前後承繼和

高度相通。懷民陶詩風味之作到後來越來越少,至不可見,大部

分是學習賈島苦吟的五律之作。出現這一轉變的主要原因大概是

由於作者在三十多歲的時候,完成了自己的詩學著作 《重訂中晚

唐詩人主客圖》,從而有意識地以理論指導創作,學習張籍、賈

島,創作了大量苦吟風格的五律作品。

本校注正是在以上研究的基礎上對懷民詩歌進行的整體觀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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