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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敦煌失宝及叶昌炽 《缘督庐 日记钞》

李剑虹
(云南省武定猫街中学

,

云南 武定 65 1印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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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 叶昌炽是我国清朝末年民国初年著名金石家
,

曾以翰林院编修任甘肃学政
,

并过到酒泉
,

因而有幸在

外国探险家到来之前就已接触到敦煌文物
。

但他并未对其予以考索
,

叶氏在其 《缘督庐 日记钞》 中
,

从最初接触敦煌

文物
,

到意识到国宝精品被外国探险家席卷
,

而深感悔恨的过程
,

都做了详细的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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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 多以

清末
,

甘肃省敦煌县鸣沙山莫高窟石窟也即

千佛洞秘藏文物的发现
,

轰动世界
。

它为学术界

研究我国古代文明
,

提供了一座资料宝库
。

莫高窟石室是在北宋时被封闭的
。

内藏大量

北宋及其以前人手写的佛经
、

道经
、

儒家经籍和

其它古书
,

还有绘画
、

塑像等艺术品
。

光绪朝

代
,

新旧党争激化
、

义和团运动
、

八国联军人侵

相继而来
,

朝野震荡
,

京津战事鼎沸之际
,

莫高

窟石室一夕被看守的王道士意外发现
,

秘藏文物

开始在地方官绅中流散
。

著名学者叶昌炽是在外

国探骊者到来之前
,

有幸接触到敦煌文物者之

一
。

可惜他未予考索
,

失之交臂
。

对敦煌学
,

叶

氏亦未能作出应有的贡献
,

今读其 ((缘督庐 日记

钞 )
,

发人深思 ! 评录如下
,

求正方家
。

文化宝藏
,

失之交臂

光绪二十八年
,

叶昌炽以翰林院编修出任甘

肃学政
。

光绪三十年
,

他视学到了酒泉
。

敦煌知

县汪宗翰给叶昌炽送来了莫高窟的文物
。

《缘督

庐 日记钞》 :
光绪三十年八月二十日

, “
汪粟庵来

函
,

贻 《敦煌县志》 四册
,

殊拓一纸
,

称为裴岑

碑
,

细视非汉刻
,

似姜行本碑
。

l[] 又宋 画绢本

《水月观音像》
。

下有绘观音菩萨功德记
,

行书右

行
,

后题
: `

于时乾德六年岁次戊辰五月癸未朔
,

十五 日丁酉题记
。 ’

又大字一行云
: `

节度行军司

马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曹延

清供养
。 ’

又三行云
: `

女小娘子宗花一心供养 ;

慈母娘子李氏一心供养 ; 小娘子阴氏一心供养
。 ’

其帧仅以薄纸拓
,

而千余年不坏
,

谓非佛力所护

持耶 ! 又写经三十一叶
,

密行小字
,

每半页八

行
,

行三十三至三十五字不等
。

旁有紫色笔
,

如

斜风细雨
,

字小如蝇
,

皆梵文
。

以上经像
,

粟庵

皆得自千佛洞者也
。 ”

九月初二日
. “

得敦煌汪粟

庵太令书
,

寄赠莫高窟碑十通
,

毡墨稍精
,

前得

模糊之本
,

可以补释
。 ”

叶氏于宣统元年定稿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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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的 《语石》 一书也叙及此事 : “

敦煌县千佛洞
,

即古之莫高窟也
。

洞扉封以一丸泥
,

十余年前
,

土壁倾移
,

豁然开朗
,

始显于世
,

中藏碑版经像

甚多
。

楚北汪 粟庵大令宗翰
,

以名进士作宰此

邦
,

助予搜讨
,

先后寄贻宋乾德六年 《水月观音

像》
,

z[] 写经卷子本
、

梵叶本各二
。

笔画古拙
,

确

为唐经生体
,

与东滚海舶无异
。

又诸墨拓中
,

有

断碑仅存两角
,

上一角存十二行
,

行 自十一字至

三字不等 ; 下一角存七行
,

行 自四字以下不等
。

年月已佚
,

亦无撰书人可考
。

堆上一石第九行
,

有
`

圣神赞普
,

万里化均
,

四邻庆口
’

云云
。

赞

普系吐蕃君长之号… …以是定为吐蕃刻
,

无可疑

矣… …可黎可足以后
,

文字出土者仅此一通耳 !

穷边荒破
,

沉埋一千余载
,

不先不后
,

自予度陇

而始显
,

得以摩掌之
,

考订之
,

不可谓非墨林之

佳话矣
。 ”

毕生酷嗜碑版的叶 昌炽
,

为发现了一

通稀见的吐蕃石刻
,

竟为之手舞足蹈
,

而对巨大

的敦煌宝藏
,

却未加探索
,

当面错过
,

世人为此

惋惜和遗憾
。

当时向叶昌炽赠送敦煌文物并谈论有关奇迹

的
,

还有当地人王宗海
。

《缘督庐 日记钞》 :
光绪

三十年九月初五 日
, “

夜
,

敦煌王广文宗海以同

谱之谊
,

馈唐写经两卷
、

画像一帧
,

皆莫高窟中

物也
。

写经一为 《大般若经》 之第百一卷
,

一为

《开益经 》 残
、

轶
。

画像视粟庵所贻一帧笔法较

古
,

佛像上有贝多罗树
。

其右上着一行题
: `

南

无地藏菩萨
’ 。

下侧书
: `

忌 日画拖
’

四字
。
次一

行题
: `

五通将军
’ ,

有一人兜牟持兵而立者即其

像
。

左一行题
: `

道明和尚
’ ,

有僧像在下
。

其下

方有妇人拈花像
,

旁题一行云
: `

故大朝于闻金

玉国天公主李氏供养
。 ’

元初碑牌多称
`

大朝
’ ,

然不当姓李氏
,

此仍为唐时物耳
。

公主
,

当是宗

室女
,

何朝厘降
,

考 《新旧唐书
·

外夷传》 或可

得
。 ”

对此
,

叶氏后亦未予查考
。

《缘督庐 日记

钟 续云
: “

初七旧
,

夜
,

敦煌王广文来
,

云莫

高窟开于光绪二十六年
,

仅一泥丸
,

奢然扁橘自

启
,

岂非显晦有时哉 !
”

关于千佛洞秘藏启封的

时间
,

学术界有二说
:
一据民国时人所写 《王道

士墓志 》
,

肯定为光绪二十五年之事
,

顾领刚

《当代中国史学》 等采其说
,

一据光绪三十三年

《重修三层楼功德碑》
,

其中有光绪
“

二十六年掘

得复洞
,

内藏释典充宇
,

铜象盈座
”

云云
,

陈垣

《敦煌劫余录》
、

黄永武 《敦煌宝藏》 等都 同此

说
。

叶氏于光绪三十年述当地人士之言
,

可为后

一说作佐证
。

国宝外流
,

贻恨千古

当地官绅的辗转传播
,

给外国文化探险家提

供了消息
。

光绪三十三年
,

匈牙利人斯坦因受英

国印度政府的派遣
,

来中国西北
“

考察
” ,

到莫

高窟
,

贿通王道士
,

运走了一批古籍和艺术品
。

光绪三十四年
,

法 国人伯希和跟踪而来
,

也贿通

王道士
,

把一大批精品席卷而去
。

其时叶昌炽已

辞官归隐苏州
,

他得悉此情
,

深 自悔恨
。

《缘督

庐 日记钞》 : 宣统元年十月十六 日
, “

午后
,

张同

如来
,

言敦煌又一 开一石室
,

唐宋写 经画像甚

多
,

为一法人以二百元捆载去
,

可惜也
。

欲吏边

氓
,

安知爱古
,

今人思汪粟庵
。 ”

十二月 十三日
,

“

午后
,

张同如来
,

携带 《鸣沙山石室秘录》3[] 一

册
,

即敦煌之千佛山莫高窟也
。

唐宋之间所藏经

籍碑版释氏经典文字
,

无所不有
。

其精者大半为

法人伯希和所得
,

置巴黎图书馆
。

英人亦得其畸

零
。

中国守土之吏
,

熟视无睹
。

鄙人行部至酒

泉
,

虽未出嘉峪关
,

相距不过千里
,

已闻石室发

现事
,

亦得画像两轴
,

写经五卷
,

而竟不能罄其

宝藏
,

糟轩奉使之为何 ? 愧疚不暇
,

而敢责人

哉 !
”

宣统二年
,

清政府始拨款从甘肃运走所余敦

煌经卷
,

交京 师图书馆 (北京 图书馆前身 ) 收

藏
。

其后
,

陈垣据以编纂 《敦煌劫余录 》
。

但实

际仍未
“

罄其宝藏
” 。

民国三年
,

斯坦因又来运

走了一批
。

英人所得
,

亦非 畸零
。

此外
,

德
、

俄
、

美
、

日等国
,

也各占有了或多或少的敦煌珍
口
目口 O

伯希和来华论学
,

叶昌炽不识法文

就在清朝末年民国初年
,

敦煌学在国际上兴

起
。

对汉学和东方语文有相当功底的伯希和
,

曾

几次向中国学界炫耀自己占有的珍品
。

因出版家

张元济 [’] 的牵线
,

叶昌炽同伯希和在上海也见了

面
,

讨论写本陆德明 《尚书释文》 残恢 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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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督庐日记钞》 :民国丙辰六月二十二 日
, `

晨

起
,

案上有书
,

张鞠生京卿招晚酌
,

言有法国友

人毕利和
,

即在敦煌石室得古书携归其国者
。

今

来中土研究古籍
,

愿与吾国通人相见
,

能操华

语
。

亦有一 函招翰怡
。

未知其在苫也
。

六点钟
,

如约往
,

陪客尚有艺风
、

乙庵
、

张石铭
、

蒋孟

藏
。

乙庵与客谈契丹
、

蒙古
、

畏兀儿 国书及末

尼
、

婆罗门诸教源流
,

滔滔不绝
,

座中亦无可搀

言
。

毕君携照片九纸
,

云是 《经典释文》
: 《尧

典》
、

《舜典》 两篇残峡
,

唐时写本
,

未经宋人窜

改
,

可以发梅绩
、

卫包之伏而得其所从来
。

然略

阅之
,

以王氏之学为主
,

马
、

郑
、

切音多而旧儒

音义甚寥寥
,

是否为陆元朗之书
,

尚有待于商榷

也
。 ”

毕利和
,

伯希和之异译
。

翰怡
,

刘承干
,

古籍赏鉴家
、

刻书家
,

叶 昌炽时寄居其上海寓

所
,

为之校书
。

艺风
,

缪荃孙
。

乙庵
,

沈曾植
。

《缘督庐 日记钞》 续云 : 民国丙辰八月十八 日
,

“

得张鞠生书
,

附至唐写 《释文》
、

《虞书 》 残字

影片十一叶
,

据云校庐
、

黎两刻
,

多至倍徙
,

为

初唐真本
,

并垂诱一跋
。 ”

按伯希和从莫高窟取

去的 《尚书王肃注释文 》 残峡
,

s[] 现藏巴黎国家

图书馆
,

编号 33 巧
。

起 ((尧典》
“

格于上下
”

句
,

终 《舜典 》 篇末
。

0[] 伯希和认为它保存了西

晋时传本的旧貌
。

自东晋梅绩献 《伪古文尚书》 ;

唐卫包奉玄宗命改 《尚书》 之古字为唐代的
“

今

文
” ,

宋人又据以改陆德明 《经典释文》
,

旧本之

面 目全非
。

虽经清儒阎若豫
、

段玉裁考证 ((古文

尚书》
,

庐文粥校刻 《经典释文 》
,

但伯希和强调

均小如敦煌残篇之能
“

发梅绩
、

卫包之伏
” 。

惟

中国学者怀疑此非唐写本者不仅是叶昌炽
,

如胡

明玉络作 《写本 <经典释文 > 残卷跋》
,

指 出此
“

为郭忠 恕改定 《释 文》
,

乃 北宋人所抄
” 。

见

((许癫学林》 卷十八
。

这一残峡及伯希和等的考

释
,

均载 《涵芬楼秘友》 中
。

《缘督庐日记钞》 又云 : 民国丙辰 十二月 二

十日
, “

益庵与夔一偕归
,

其奴带至张鞠生一函
,

法人伯希和书两本
,

皆其本国文
,

旁行草书
,

非

我所习
,

莫明其宗旨也
” 。

不识外国文字
,

彼能

读我书
,

我不能读彼书
,

这是当时中国士大夫的

悲哀和耻辱
。

我们应当记取
。

两幅敦煌古画易主与王国维的考释失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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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的收藏
,

总是难以持久的
。

民国六年
,

叶昌炽死了
。

他的两幅敦煌古画旋即换了主人
。

在王国维的名著 《观堂集林》 里
,

有一篇 ((于闻

公主供养地藏菩萨画像跋》
。

其略云
: “

南林蒋氏

藏敦煌千佛洞所出古画一
。

上画菩萨像
,

题曰
:

`

南无地藏菩萨
’ 。

下有四小字 曰
: `

忌 日画施
’ 。

菩萨旁立武士一
、

僧一
,

题曰
: `

五道将军
’ ,

曰 : `

道明和尚
’ 。

下层画一女子盛服持香炉
,

作

顶礼状
,

题曰
: `

故大朝大于闻金玉 国天公主李

氏供养
’ 。 ”

核之 ((缘督庐 日记钞》
,

盖即王宗海

送给叶昌炽的那幅莫高窟古画
。

两书所录有个别

文字差异
: `

忌 日画施
’ ,

叶 书作
`

忌 日画拖
’

;

`

五道将军
’ ,

叶氏作
`

五通将军
’ 。

《观堂集林》

又有一篇 《曹夫人绘观音菩萨像跋》
。

其略云
:

“

南林蒋氏藏敦煌千佛洞所出古画
。

上层画观世

音菩萨像
。

下层中央写 《绘像功德记》
。

左绘男

子一
,

蹼头黑衣
,

署 日 : `

节度行军司马霍校 司

空兼震曹延在
’

; 女子一
,

署 曰
: `

女小娘子口口

持花一心供养
’ 。

记右绘女子二
:
一署曰

: `

慈母

娘子口氏一心供养
’

; 一署曰
: `

小娘子阴氏一心

供养
’
: 记末署

: `

乾德六年岁次戊辰五月癸未

朔
,

十五 日丁酉题记
’ 。 ”

核之 《缘督庐 日记钞》
,

盖即汪宗翰送给叶昌炽的所谓 《水月观音像 》
。

惟叶氏见到尚完豹
,

而王 氏作跋时此画已有缺

文
。

王把把这两幅画上的文字与其它有关的莫高

窟文献联系起来
,

考证北宋初期世袭归义军节度

使统治瓜州
、

沙州的曹氏世系及其于闻国的婚姻

关系
,

以补订 《续资治通鉴 长编》 等的缺误
,

并充实罗振玉的 ((瓜沙曹氏年表》
。

但王 氏未见

《水月观音像》 全文
,

以致有的推论不能正确
。

如断言曹延口为曹延恭
,

其实据叶氏所录全文乃

曹延清也
。

乾德
,

宋太祖年号
,

其时敦煌曹氏有

延清其人
。

王氏书中所称
“

南林蒋氏
”

或
“

归安蒋氏
” ,

或
“

乌程蒋氏
” ,

皆指南得藏书家蒋汝藻
。

蒋父

书哉
,

曾司典肆于海门
,

后佐张誊创办大生纱

厂
。

汝藻承父遗志
,

收藏古籍甚富
,

颜所居 曰
:

传书堂
。

蒋氏极佩王 国维之学术
,

民国十二年
,

为刊 ((观堂集林》 二十卷
。

其中辑王氏为蒋氏所

写跋文多篇
,

如于民国十一年写的 《<永乐大典 )



本 <水经注 >跋》 等
。

汝藻
,

字孟茹
,

与叶昌炽

亦素捻
,

见 《缘督庐日记钞》
。

传说志疑

世人传言
,

叶昌炽曾商请甘肃蕃司将莫高窟

秘藏运兰州保存
,

因无运费未果
,

乃于光绪三十

年三月令敦煌汪知县伤王道士封存
。

姜亮夫氏以

之写人 《敦煌 》 一书
。

但查 《缘督庐 日记钞》
,

不得实据
。

且叶 氏于是年八
、

九月间才接汪宗

翰
、

王宗海赠送敦煌文物
,

怎能于三月间已令封

存
。

录此志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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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边塞诗歌校注 》 一书出版

由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和敦煌研究院文献所合编
,

我国古典文学专家
、

西北师范大学古

籍所所长胡大浚先生与敦煌研究院文献所王志鹏共同撰写的 《敦煌边塞诗歌校注》 一书
,

已于 199 9

年 12 月正式出版
。

该书是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

敦煌文献丛书
”

的一种
。

全书共 33 0 多页
,

25 万字
,

插页 4 张
,

这是对敦煌边塞诗歌第一次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
。

书中收录了敦煌写卷中描

写边地社会生活和自然风物的诗歌 2 85 首
,

并详为校注
。

校勘注意吸收既有研究成果
,

博采众长
,

其

中也有不少新的发现和创见 ; 注释侧重考察词语典故的来历
、

出处
,

简炼精当
,

使人一 目了然
。

前言

部分较系统地论述了敦煌边塞诗歌的思想艺术特点及其价值
。

此书对敦煌诗歌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

值
。

(小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