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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对《盘中诗》的作者
、

产生年代
、

作者生活的朝代
、

《盘中诗》的文字出入及其复原图等问题进行了考

证
，

提出了新的见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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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树高
，

鸟鸣悲
。

泉水深
，

鲤鱼肥
。

空仓雀
，

常苦饥
。

吏人妇
，

会夫稀
。

出门望
，

见白衣
，

谓当

是
，

而更非
。

还人门
，

中心悲
。

北上堂
，

西人阶
。

急机绞
，

杆声催
。

长叹息
，

当语谁� 君有行
，

妾念

之
。

出有 日
，

还无期
。

结中带
，

长相思
。

君忘妾
，

天知之
。

妾忘君
，

罪当治
。

妾有行
，

宜知之
。

黄者

金
，

白者玉
。

高者山
，

下者谷
。

姓为苏
，

字伯玉
，

作

人才多智谋足
。

家居长安身在蜀
，

何惜马蹄归不

数� 羊肉千斤酒百解
，

令君马肥麦与粟
。

今时人
，

智不足
，

与其书
，

不能读
。

当从中央周四角
。

以上 《盘中诗》 ，

录 自清代吴兆宜注
、

程淡删补

的《玉台新咏笺注》�’ 〕，有关诗的产生年代
、

作者
、

作

者生活的朝代
、

构图形式等问题的争议
，

至今 尚未

得到彻底的解决
。

《盘中诗》的作者

关于 《盘中诗 》的作者
，

历来有两说
�
日傅玄

，
日

苏伯玉妻
。

认为是苏伯玉妻的
，

有南宋文学批评家严羽
。

其《沧浪诗话
·

诗体》云 � “ 《盘中诗》 ， 《玉台集》有此

诗
，

苏伯玉妻作
。

写之盘中
，

屈曲成文也
。 ” ��」明冯

惟呐 《古诗纪》 〔’ 」
、

胡震亨《唐音癸羲》�‘ 〕
、

明崇祯二

年冯班抄本《玉台新咏》 ，

都署名苏伯玉妻
。

认为是傅玄的
，

有南宋人陈玉父
。

其嘉定间所

刻《玉台新咏》中
， 《盘中诗》列傅玄 《拟四愁诗》和张

载 《拟 四愁诗》之间
，

不别题撰人
。

读此
，

人们 自然

会认为《盘中诗》系傅玄之作
。

明五云溪馆铜活字

本
、

崇祯六年赵均小宛堂覆宋本
、

清朝嘉庆十六年

翁心存影抄冯知十影宋抄本《玉台新咏》等
，

都与陈

玉父本同
。

清人冯舒 《诗纪匡谬》依据此类版本明

确得出了《盘中诗》乃傅玄之作的结论�’ �
。

乾隆年间纪容舒 《玉台新咏考异》云 � “

按
�《沧

浪诗话》
、

《盘中诗》为一体
，

注日
‘ 《玉台集》有此诗

，

苏伯玉妻作
。

…… 当时旧本亦必明署
‘

苏伯玉妻
’

之名
，

故《沧浪 》云尔
。

宋刻于题上误佚其名
，

因而

目录失载
。

冯氏�指冯舒�校本遂改题傅玄之诗
，

殊

为疏乖
。 ” �“ 城四库提要 》云 � “

苏伯玉妻 《盘 中诗》 ，

……宋本《玉台新咏》列于傅休奕诗后
，

不别题苏伯

玉妻
，

乃嘉定间陈玉父刻本
，

偶佚其名
。

观《沧浪诗

话》称苏伯玉妻有此体
，

见 《玉台集 》
。

则严羽所见

之本
，

实题伯玉妻名
。 ” 〔 ’ �

两种观点实际上是一致的
。

未署苏伯玉妻被说

成是刻书人的疏忽
。

问题是不论傅玄还是苏伯玉

妻
，

人们只是盯在宋刻上
。

殊不知宋之前就有问题
。

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云 � “ 《盘中诗》右盘屈书之
。

傅

休奕云
‘

山树高
，

鸟鸣悲
。 ’

末云
‘

当从中央周四角
’

是

也
。 ” ��〕这说明

，

早在唐朝就有人认为《盘中诗》出自

傅玄之手
。

故陈玉父刻书一定有其所本
。

严羽的看法也一定有其所本
。

既然各有所本
，

就只好通过别的途径来进行判断
。

在这一点上
，

《玉台新 咏笺注 》对大家很有帮助
。

吴兆宜注云
�

“

原注失其姓氏
。

伯玉被使在蜀
，

久而不归
。

其妻

住长安
，

思念之
，

因作此诗
。 ”

这段文字当是原刻《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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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二 饶少平�����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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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

湖北云梦人
，

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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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新咏》所加的小序
，

故吴氏云尔
。

据此可以推断
，

《盘中诗》之作者确系苏伯玉妻
。

后世重刻 《玉台新

咏》 ，

有的版本偶失小序
，

从而造成了千古疑案
。

杨慎《升荃诗话》卷八云 � “

余弟姚安太守未蕃

糙
，

字用能
，

酒边诵一绝句云
� ‘

亭亭画炯系春潭
，

直

待行人酒半酣
。

不管烟波与风雨
，

载将离恨过江

南
。

兄以为何人诗�
’

余日
� ‘

按《宋文撅》 ，

则张文潜

诗也
。 ’

未荃取 《草堂诗徐》 ，

周美成 《尉迟杯》注云 �

‘

唐郑仲贤诗
。 ’

余因叹唐之诗人
，

姓名隐而不传者

何限� 或张文潜爱而书之
，

遂以为文潜之作耳
。 ” 〔��

郑仲贤即郑文宝
，

南唐时任校书郎
，

入宋
，

官至兵部

员外郎
。

从南唐
、

北宋到吕祖谦编 《宋文扭 》 的南

宋
，

时间相隔并不久远
，

连郑仲贤那样知名人物的

作品也被安到别人头上
，

何况 比郑早得多
、

连姓名

也不为人知的民间女子的作品� 《盘中诗》的作者

被张冠李戴
，

偶失原刻小序是其一 �辗转附会
，

改易

窜乱
，

致使苏伯玉妻
“

姓名隐而不传
”

是其二 �傅玄
“

爱而书之
” ，

杂人己作
，

他人未见原作
，

遂以为傅氏

之作
，

亦未可知
。

汉代是才女辈出的时代
。

高祖时唐山夫人作

《安世房中歌》 ，

戚夫人作《春歌》 ，

武帝时乌孙公主

作 《悲愁歌》 ，

成帝时班婕好作 《怨歌行》 ，

桓帝时徐

淑作《答夫诗》 ，

献帝时蔡淡作《悲愤诗》 ，

还有班昭
，

虽未见有诗流传下来
，

她在其兄班固去世后续成

《汉书》 ，

却是人所共知的事
�

汉代有那么多才女
，

不应独疑苏伯玉妻及其《盘中诗》
。

二
、

��盘中诗》产生的年代

《盘中诗》产生的年代
，

历来有 �种看法
�
日汉

代
，
日西晋

，

还有一种就是回避
。

认为是汉诗的例子很多
，

明万历间冯惟呐编纂

的《古诗纪》就是一例
。

胡震亨《唐音癸获》卷二十

九认为
� “

盘中诗
，

始汉苏伯玉妻寄夫诗
，

写从中央

周四角
，

屈曲成文
，

名《盘中》
。 ” 「�〕在认为是汉诗的

前提下
，

又有西汉作品与东汉作品之说
。

万历前
，

嘉靖间徐学漠海曙楼刻本
、

嘉靖十九年郑玄抚本

《玉台新咏》中
， 《盘中诗》均排在乌孙公主《悲歌》之

后
、

汉成帝时童谣乙首之前
。

郑刻本书首《名家世

系》表中有关作家的排列顺序是
�

枚乘
、

司马相如
、

李延年
、

苏武
、

辛延年
、

乌孙公主
、

苏伯玉妻
、

班婕

好
、

宋子侯
、

张衡
、

秦嘉
、

徐淑
、

蔡琶
、

繁钦
。

乌孙公

主于汉武帝元封年间远嫁乌孙王
。

班婕好名不详
，

汉成帝时被选人宫
，

立为婕好
。

据徐刻本
、

郑刻本
，

《盘中诗》应产生在西汉
，

武帝与成帝之间
。

日东汉作品者
，

有清人沈德潜
、

今人郭沫若等
。

沈氏《古诗源》将 《盘中诗》列在宋子侯 《董娇饶》和

窦玄妻《古怨歌 》之间
。

郭先生在《拟�盘中诗�的原

状 》 中说
� “

鱼水
、

饥雀
，

都是瘦辞
，

当系东汉 时作

品
。 ”

又说
� “

古者未仕著白衣
，

致仕而还其初服亦著

白衣
。

东汉章帝时郑均拜议郎告归
，

累辟不起
。

章

帝东巡
，

幸其宅
，

救赐尚书禄终其身
。

时人称为
‘

白

衣 尚书
’ ，

即其证
。

诗中
‘

出门望
，

见白衣
’ ，

盖谓其

夫致仕而归
。 ·

��� �

日西晋作品者亦大有其人
。

尤其是前面提到

的南宋陈玉父刻本
、

明五云溪馆铜活字本
、

明崇祯

二年冯班抄本
、

崇祯六年赵均覆宋本
、

清嘉庆年间

翁心存影抄本《玉台新咏》等
，

都将《盘中诗》排在傅

玄和张载的作品之间
，

说明他们都认为《盘中诗》是

西晋早期的作品
。

《四库提要》认为 � “

苏伯玉妻《盘

中诗》 ， 《诗纪》作汉人
，

固谬
” ，

实际上也认为是晋

诗
。

在近人丁福保的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 �’ ‘ 〕
、

今人途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中
， 《盘中

诗》也都是晋诗
。

采取回避态度的有南宋严羽
。

其 《沧浪诗话》

指出作者是苏伯玉妻
，

但并不说明她是哪个朝代的

人
。

是不想说
，

还是没有把握避而不说� 清人纪的

的《玉台新咏校正 》�川不载《盘中诗》 ，

是偶然疏漏
，

还是有意回避�

回避不是好办法
，

还是应该加以讨论
。

����年
，

林培真撰文
，

从诗的出处
、

结构
、

风

格
、

用事 �个方面说明 《盘中诗》是汉代作品 �’‘ �
。

����年
，

跃进从用韵的角度论证
� “

这首诗押韵多

与上古韵部相近
，

而与以 《切韵》系统为基础的 《广

韵》颇不相同
。 ” “

这首诗应当是出现在魏晋以前
，

因

为语言风格
、

乃至隶事用典
，

后代的作品可以摹仿

前朝
，

唯有用韵难以模拟
。 ， �‘’ �这些见解很有道理

。

《盘中诗》产生的年代还可以从诗歌发展的角

度加以考虑
。

《盘中诗》代表了三言诗的最高成就
。

胡应麟《诗茹》云 � “

汉妇人为三言者
，

苏伯玉妻……
皆工至合体

，

文士不能过也
。 ” �‘�」郭沫若称赞说

�

“

诗饶有古趣
， ……三言诗而能如此生动者

，

实为仅

见
。 · �’。 �三言诗兴起于先秦

，

汉代是其鼎盛时期
，

至

魏
、

晋而衰微
。

这样一首代表三言诗最高成就的作

品
，

只能产生于三言诗的鼎盛时期
，

不可能产生于

三 言诗的衰微时期
。

《盘中诗》不是纯三言诗
，

而是以三言为主的杂

言诗
，

正如《古诗源》所说 � “

似歌谣
，

似乐府
，

杂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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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尽管西汉早期的《安世房中歌》

、

《郊祀歌》中

都有技巧成熟的纯三言诗
，

但两汉民间乐府中
，

像

西汉末年的《灶下养》 �灶下养
，

中郎将
。

烂羊胃
，

骑

都尉
。

烂羊头
，

关内侯�【
’��

、

东汉顺帝末年的《京都

童谣》 �直如弦
，

死道边
。

曲如驹
，

反封侯��
‘，�那样的

纯三言诗却极为少见
。

民间的三言诗多是以三言为

主的杂言
，

如
，

西汉成帝时的《燕燕童谣》 � “

燕
，

燕
，

尾挺涎
。

张公子
，

时相见
。

木门仓琅根
。

燕飞来
，

啄

皇孙
。

皇孙死
，

燕啄矢
” 〔�” ��东汉《鲍司隶歌》 � “

鲍氏

媳
，

三人司隶再入公
。

马虽瘦
，

行步工
· �川等

。

在以三言为主的杂言诗中
， 《盘中诗》的组织形

式又有其明显的特征
。

它不是以三言为主
，

杂以四

言
、

五言
、

六言或七言
，

而是前面大半部分为三言
，

后

面结尾部分为七言
。

这种形式的民间歌谣在汉代出

现并不算晚
。

如
�

西汉初期的《淮南民歌》 � “

一尺布
，

尚可缝
。

一斗粟
，

尚可春
。

兄弟二人不相容
” 〔����东

汉早期的《廉叔度歌》 � “

廉叔度
，

来何暮
。

不禁火
，

民

夜作
。

平生无懦今五祷
” �” ��东汉后期的《桓灵时童

谣》 � “

举秀才
，

不知书
。

察孝廉
，

父别居
。

寒素清白

浊如泥
，

高第良将怯如鸡
。 ” �川这类作品出现虽早

，

篇幅却一直十分短小
，

直到东汉晚期的《城上乌童

谣》 � “

城上乌
，

尾毕通
�

公为吏
，

子为徒
。

一徒死
，

百

乘车
。

车班班
，

人河间
。

河间咤女工数钱
。

以钱为室

金为堂
，

石上嫌谦春黄粱
。

梁下有悬鼓
，

我欲击之垂

相怒
” �‘��，这种情形才有所改变

。

这首童谣就结构形

式而言
，

句子先短后长
，

形式活泼 自由�就语言风格

而 言
，

浑朴 自然
，

不事雕琢
，

纯用 口语
�就抒情特征而

言
，

质朴率直
，

直抒胸臆
，

毫无矫揉造作之处
。 《盘中

诗》的结构
、

语言
、

风格与这首童谣有许多相似之处
。

所不同的是
， 《盘中诗》质朴的语言

，

真切的感情
，

活

泼的句式
，

更富艺术感染力
，

而且篇幅更阔大
，

技巧

更成熟
，

文笔更流畅
，

因而艺术成就更高
。

事物都有

一个由低级到高级
，

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
。

由

此可以推断
， 《盘中诗》不产生于西汉 《燕燕童谣》或

东汉《廉叔度歌》之时
，

而产生于东汉末年《城上乌童

谣》之后
。

《盘中诗》为什么不可能产生于魏
、

晋呢� 可以

从魏
、

晋时期民间三言体诗歌的表现中得出结论
。

曹魏时期 民间三言体作品流传至今 的只有 �首
�

《京兆 民为李庄歌》 中
“

我府君
，

惠如春
，

盛如唐
” �

《军中为徐晃语》中
“

不得晌
，

属徐晃
” �《正始中时人

谣》中
“

何
、

邓
、

丁
，

乱京城
” �《博昌人为蒋任二姓语》

中
“

蒋氏翁
，

任氏童
。 ·

��� �

西晋时期民间歌谣多为四言
、

五言和七言
，

纯

三言作品流传至今的只有 �首
，

其中《会稽民为徐

弘歌》 “

徐圣通
，

政无双
。

平刑罚
，

鑫究空
” ， 《泰始中

谣》 “

贾裴王
，

乱纪纲
。

王裴贾
，

济天下
” ，

每首只有 �

句 �《元康三年蜀 中童谣 四首》之三
“
巴郡葛

，

当下

美
” ， 《时人为赵王伦谚》 “

貂不足
，

狗尾续
” ，

每首只

有 �句
。

前面为三言后面为七言的杂言诗流传至

今的也只有 �首
，

即《武帝太康后童谣》之一
“

局缩

肉
，

数横 目
。

中国当败昊 当复
” �《元康三年蜀中童

谣四首》之一
、

之二
“

郸城坚
，

盎底穿
。

郸城细子李

持细
” � “

江桥头
，

网下市
�

城都北 门十八子
”

以及

《永嘉 中长安谣》 “

秦川 中
，

血没腕
。

惟有凉州倚柱

观
。 ， �‘，〕该时期的民间歌谣篇幅短小

，

水平低下
，

倒

退至先秦早期 民谚
、

童谣的那种初级水平
。

试想
，

在三言诗数量少得可怜
、

水平低下的魏
、

晋
，

怎么会

突然冒出一首水平极高的《盘中诗》 ，

在诗坛上鹤立

鸡群呢� 所以
， 《盘中诗》只可能产生于东汉末年

，

不可能产生于西晋初年
。

沈德潜将其排在宋子侯

《董娇饶》和窦玄妻《古怨歌》之间
，

是很有见地的
。

《盘中诗》产生的年代还可以从诗的本身找到答

案
。

请看
“

吏人妇
，

会夫稀
。

出门望
，

见白衣
，

谓 当

是
，

而更非
”

几句
。

吏在古代多指青吏
。

白衣乃青吏

所著之服
，

亦用以借指官府中的小吏
。

《汉书
·

龚胜

传》 � “

尚书使胜 �龚胜�问常�夏侯常�
，

常恨胜
，

即应

日
� ‘

闻之白衣
，

戒君勿言也
，

奏事不详
，

妄作触罪
。 ’ ”

颜师古注
� “

白衣
，

给官府趋走贱人
，

若今诸司亭长掌

固之属
。 ”

顾炎武《 日知录》 � “

白衣
，

但官府之役耳
，

若

侍卫则不然
。 ” 【 ” �今人周锡保也认为

� “

白衣
，

白巾
，

袒幢
，

为官府趋走贱人
，

奴客之服
。 ” ����所以

， “

吏
”

即

“

白衣
” ， “

白衣
”

即
“

吏
” 。

郭沫若对
“

白衣
”

有 �种解

释
� “

未仕著白衣
” 、 “

致仕而还其初服亦著白衣
” 。

这

�种解释与诗意不合
。 “

吏人妇
，

会夫稀
”

说明吏并不

是不回家
，

只是回家次数太少
，

而作者也只是希望丈

夫多回家探亲
，

并不希望他辞职
。

汉朝时长安人到

蜀地当官的较多
，

甚至在汉灵帝中平五年 �����
，

东

汉晚期天下大乱之前
，

太常刘焉见王室多故
，

还主动

要求到益州去任职
，

侍中董扶及太仓令赵匙皆弃官
，

随焉人蜀
。 ， �’��卷五

林有人去当官
，

自然有人去作吏
。

到了曹魏时期
，

由于战争原因
，

长安人不再到蜀地为

官作吏了
，

直到西晋初年
，

此现象也没有多大改变
。

没有人从长安到蜀地作吏
， “

家居长安身在蜀
，

何惜

马蹄归不数
”

也就无从说起
。

故《盘中诗》不可能产

生于西晋初年
。

有人认为
� “

刘秀定都洛阳为东汉光武帝
，

……
要荡平在成都据蜀称王的公孙述

。 ” “

这次战争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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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
，

时间很长
。

长安成 了战争的后方
，

家住长安

的苏伯玉
，

应征出战或被使去蜀
，

属情理中事
。

因

此
， 《盘中诗》是东汉初年战乱期间一位丈夫为国从

戎的家庭妇女的心声
。 ” 【�‘ �这种说法很牵强

。

诗中
“

君忘妾
，

天知之
”

说明作者只是担心丈夫忘记自己

而不回家
，

丝毫没有抱怨战争使得丈夫不能回家的

意思
。

这说明
， 《盘中诗》产生在东汉末年刘备人主

成都
、

曹操进攻汉中
、

蜀中大乱之前
。

三
、

《盘中诗》作者生活的朝代

既然《盘中诗》产生于东汉末年
，

其作者就应该

是汉人
。

然而
，

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

在确定《盘中诗》

产生的年代以后
，

它的作者究竟是哪个朝代的人
，

还

需要先回顾一下汉末的几场战争再加以讨论
。

汉灵帝中平元年�����爆发黄巾起义
。

朝廷派皇

甫篙
、

朱侣领兵镇压
。

主战场在南阳�今河南南阳�
、

颖川 �今河南禹县�
、

广宗 �今河北威县东�和下曲阳

�今河北晋县西�
，

都在长安东面
，

未影响到长安
、

蜀

地间的交通
。

后来黄巾余部与官军的战斗也都发生

在东面
。

中平五年�����益州马相起兵
，

自号黄巾
。

旬月之间攻破三郡
，

自称天子
。

数 日后被益州从事贾

龙击败
。

朝廷派刘焉赴益州任州牧
。

汉献帝建安六

年�����
，

蜀地再度发生战争
。 “

朝廷闻益州乱 以五

官中郎将牛叠为益州刺史
。 ，
����卷五队事实证明

，

直到

此时朝廷对益州尚未失去控制
，

长安人还可以到蜀地

为官作吏
。

建安十九年 �����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

这 一

年刘备围成都
，

刘焉之子
、

益州州牧刘璋投降
。 “

备

人成都
，

置酒大飨士卒
。

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 十
，

还其谷帛
。

备领益州牧
” ，

并授予诸葛亮
、

董和
、

马

超
、

法正
、

黄忠
、

糜竺
、

简雍
、

孙乾
、

黄权
、

许靖
、

庞羲

等人官职工” �卷六十 七 。

州牧是级别很高的官员
。

西汉

成帝时改刺史为州牧
，

后废置
。

东汉灵帝时再设州

牧
，

握军政大权
，

居郡首之上
。

刘备用武力逼降刘

璋
，

自己取而代之
，

又任命了一大批高级官员
。

这

样大的事情并未奏请皇帝批准
。

而在这之前刘备

是不敢这样做的
。

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后
，

“

刘备表刘琦为荆州刺史
” �” 」卷六

倾就是例子
。

从表

刘琦为荆州刺史到不表而 自领益州牧
，

说明由曹操

当权的朝廷对蜀地已完全失去控制
。

在这种形势

下
，

人们怎么能离开曹操控制的长安
，

到刘备控制

的蜀地去作吏呢� 第二年曹操进攻汉中以后
，

这种

可能性就更不存在了
。

所以苏伯玉在蜀为吏
，

其妻

作《盘中诗》 ，

当是建安十九年之前事
。

但仍有理由猜测苏伯玉妻 一直活到西晋
。

假

定她生于汉灵帝 中平末年 �】���
，

到建 安 十九年

�����她 �� 岁
，

到晋武帝泰始元年 �����她 ��岁
，

到晋武帝咸宁元年 ���� 年�她 �� 岁
。

尽管杜甫曾

慨叹
“

人生 七十古来稀
” ，

但是
“

稀
”

不等于没有
，

古

人亦有长寿者
。

战国时孟子活到 �� 岁
，

西汉时董

仲舒活到 �� 岁
，

东汉末年担任过孙策长史
、

策死后

辅佐孙权的张昭活到 �� 岁
。

苏伯 玉妻会不会也是

长寿老人� 她有可能在东汉末年写了汀盘中诗 》
，

到

西晋初年
， 一

七八十岁或者 �� 多 岁尚活在 人间 这

时天下太平
，

她的《盘中诗》得以在社会上流传
，

编

书人于是把她当成了晋人
。

这样 的例子很多
。

傅玄生 于建安 二 十
一

二年

�����
，

卒于晋武帝咸宁四年 �����
，

在西晋只活
一

了

��年
，

历史上却称他为西晋文学家
。

刘褥著 《文心

雕龙》于齐朝末年
，

人梁后任东宫通事舍人
，

后世刻

印拼文心雕龙》均题
“

梁
·

刘舞撰
” 《辞海之称姗为

“

南朝
·

梁文学理论批评家
” 。

据唐刘肃 扮大唐新

语》 �’��记载
� “

梁简文帝为太子
，

好作艳诗 ……令

徐陵撰 《玉台集》 以大其体
。 ”

又
，
夕玉台新咏沙收梁

诗
，

未收陈诗
，

书中称萧纲为皇太子
，

而不称梁简文

帝
，

说明此书之编选确于梁朝
，

萧纲为太子时 由

于徐陵人陈后担任过 尚书左仆射等职
，

后世翻刻

产玉台新咏》 ，

多题陈
·

徐陵编
。

由于古人有这种习

惯
，

所以尽管 《盘中诗》产生于东汉末年
，

在某些古

籍中
，

它的作者却被 当作晋人
，

排在傅玄之后 排

在傅玄之后
，

并不说明她的年纪一定 比傅 玄小 古

人习惯于把大臣排在帝王后 面
，

把无功名的人排在

有功名的人后面
，

把女性排在男性后面
，

何况苏伯

玉妻是一个连姓名也被人们遗忘 了的女胜

四
、

《盘中诗》的复原图

《盘中诗》的原图早已遗失
，

后 人只知
“

写之盘

中
，

屈曲成文
” 。 “

文
”

当取其古意
，

同
“

纹
” ，

而非今

天之
“

文
”

所谓
。

后人多有拟其原状者
。

拟得最好
、

最有影响的有 �种
。

一种是宋朝桑世昌的复原图
，

圆形
，

见图 �
。

历代版本中
， 《盘中诗》均为 ��� 字

，

此图少 一

“

作
”

字
。

屈曲的文字先按逆时针方向旋转
，

再按顺

时针方向旋转
，

如此循环而下
，

既体现
一

�
“

屈 曲成

文
”

的特点
，

又因为 �种方向交替旋转
，

增加 了阅读

的难度
，

真个是
“

今时人
，

智不足
，

与其书
，

不能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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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中诗及其复原图

因此
，

此图一出便一直为各类著作
、

文章所引用
。

长令�

礴
、

双

冲条拭衡匆

图� 圆形盘

另一种是郭沫若的复原图
，

正方形
，

见图 �
。

“

日暮酒阑
，

合尊促坐
，

男女同席
，

履局交错
，

杯盘狼

藉
。 ”

此外
，

还有漆盘
、

端饭菜等用的木盘
�

将诗写

在青铜盘中
，

太大太重
，

不现实 �写在陶瓷盘中
，

由

长安寄往蜀地或托人带往蜀地
，

在当时条件下
，

极

易破碎
。

漆盘太贵重
。

所以
，

写诗所用之盘当为端

饭菜等用的普通木盘
，

这类盘子一般都是长方形

的
�

因此
， 《盘中诗》的原图当为长方形

�

另外
，

郭

老将《盘中诗》拟成正方形
，

总共需要 ��� 字
。

原诗

只有 ��� 字
，

于是在
“

姓为苏
”

后面加了一个
“

氏
”

字
。

对此
，

郭先生的解释是
� “

原诗 ���字
，

可列为

十三之方乘 ��� 字
，

而却少一字
。

故于
‘

姓为苏
’

下

加一氏字以足之
，

估计此字必为原有而夺逸者
。 ”

“

必为原有而夺逸者
”

只是郭老的估计
。

在没有

根据的情况下
，

凭估计加字
，

总有些欠科学
�

我们应

当在不加字的前提下
，

拟出《盘中诗》的复原图
�

唐

人昊兢的一句话
“ 《盘中诗》 ，

右盘屈书之
” 【�〕，可以

给人们以启示
�

根据吴氏的提示
，

可以采取行间距

大于字间距的办法拟出《盘中诗》复原图
，

使其呈长

方形
，

见图 �
。

翻礴叹粼介峰令含褚扣片侧与令徽以礴翻弓﹄彻冲匆常苏其柑母妇材书娜口时叼母幼氏�互哥爹嗽才�今��村业字巾不睡布封取咖‘叹吠妇上�伯能夕华菩诊忘斌碗泉合全长�谙去飞寻钾，乍山水夫西相作当娜嘴嘛专每甲忿深幸入忍人从古琴�每不沙
�

脚汾出阶君才中奋公军公补公脚由，��忘���央多生拿乍珑你启争令滋尹套智周林幸诈嫌挑碑阶加扮犷冲裸四舫争命演娜卜冷净少和粉神角

图� 正方形盘

应该说
，

郭氏之图更接近 《盘中诗》的原貌
。

因

为
“

当从中央周四角
”

说明原图为方形
�

关于这一

点
，

清人 已有认识
。 《四库提要 》云 � “

苏伯玉妻《盘

中诗》 ， …… 旧本俱在 ，

不闻有图
。

此书绘一圆图
，

莫知所本
。

考原诗末句
‘

当从中央周四角
’ ，

则实方

盘而非圆盘
，

所附图殆亦妄也
。 ” ��〕郭图中将

“

与其

书不能读当从中央周四角
”

�� 字排在底行
，

说明郭

先生可能体会到了作者的意图
，

她是在暗示丈夫如

何读这首诗
。

作者写诗毕竟是要丈夫读的
，

不暗示

一下
，

丈夫读不出来
，

岂不白写� 所以
，

郭氏复原图

比起桑氏复原图来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

但是
，

郭老忽略了盘子的形状
。

自古以来没有

哪一种盘是正方形的
。

盛行于商
、

周时期的盘为贵

族沐器
，

由青铜制成
，

多为圆形
，

上有两把手
，

下有

四足或圈足
�

贵族盟洗时以医盛水浇洗
，

以盘接

水
�

盘
，

又是盛食物的器皿
�

《史记
�

滑稽列传》 �

蹄踢不数羊 肉千斤酒百解令君

焉治妾有行宜知之黄者金白焉

惜常咦息常捂雏君有行妾者肥

何罪畏衣姻富是而更非念玉多

蜀君催白肥空右雀常遗之高具

在忘择兑焦树高岛苦入出者粟

身妾杆望想山 咯钱阴有 山今

安之放阴深水泉悲吏中 日下峙

畏知棋出稀夫舍姗人心遗者人

居天急隋入西堂上北悲撅谷智

安妾忘君思相畏带巾结期姓不

足媒智多才人作玉伯字阵篇足

角四周央中捉赏翻能不舍其具

图� 长方形盘

吴兢曾与刘知几等人合著《武后实录》 ，

对于张

昌宗诱张说陷害魏元忠事
，

直书不讳
�

后张说为相
，

屡请更改
，

吴均予以拒绝
。

应该说吴是一名遵循实

录原则的历史学家
�

吴离《盘中诗》产生的年代较

近
，

很可能见过《盘中诗》原图或者介绍其原图的有

关书籍
�

他说《盘中诗》右盘屈书一定有根据
�

而今

拟《盘中诗》复原图
，

应当遵循吴氏所说的原则
�

图 �保留了郭氏复原图的优点
，

避免了郭氏复

原图的缺点
。

再者
，

吴兢只说过
“

右盘屈书
” ，

并没

有说书写时要转动盘子
，

以便使文字改变朝向
�

应

该说
，

图 �最接近 《盘中诗》的原图
，

说不定原图就

是这个样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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