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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阳佚作１２则考释 

晏选军，尧育飞

（中南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１２）

［摘　要］周寅宾、钱振民二先生整理的《李东阳集》为目前收录李东阳作品最全的集子，然犹有未尽。通过使用少为文学研
究界所关注的碑刻、书画等文献资料，辑得李东阳佚作１２篇。其中《跋＜夏忠靖公集＞》对了解《夏忠靖集》早期面貌提供了
可贵的材料。其余佚作对研究李东阳交游、书学观及其诗文系年也颇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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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东阳（１４４７－１５１６），字宾之，号西涯，为明前
期重臣、茶陵派领袖人物，“主盟文坛达 ２０年之
久”。［１］其诗文作品在生前已自编订为《怀麓堂

集》，门生熊贵于正德十三年（１５１８）刻成。目前关
于李东阳作品集最全面的集子为《李东阳集》，由周

寅宾、钱振民二先生整理，收入“湖湘文库”，由岳麓

书社２００８年出版。两位先生对李东阳作品的整理
用功甚厚，其中，钱振民先生共辑得佚诗３９首、佚
文７１篇，但西涯著作宏富，挂万漏一在所难免。关
于《李东阳集》的辑佚工作，司马周先生辑得《感楼

贺君墓表》，［２］丁延峰先生辑得《宝庆府知府谢公

墓表》《南耕王公墓表》《博平县儒学科举题名记》

《秦台感怀》［３］等诗文四篇。近来在检阅文献中，笔

者辑得集外佚文１２篇，另有数则材料可补原作之
未备，现标点抄录，并作简要考释如下，希冀于《李

东阳集》再版时不无小补。

　　一　跋《夏忠靖公集》

右夏忠靖公集二卷，公子南京太常少卿蠧所

藏，以畀公孙南京通政参议崇文者也。东阳晚达尝

景仰乡先正之德量勋业，得诸国史家乘者为多，惟

文章制作未获多见，见兹帙而有感焉。愧寡陋之无

闻而大人君子之不易识也。公治水东吴，功泽尤

著，今巡抚都御史彭君礼奏请立祠，巡按御史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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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因取兹文刻于苏郡。予既为公传，颇悉其事，不

敢复有赘述，敬识数语于后云。弘治辛酉正月廿八

日，资政大夫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知

制诰经筵国史官会典总裁茶陵李东阳书。

此文原载明弘治十四年（１５０１）《夏忠靖集》卷
后，原无题，标题为笔者所加，乃是李东阳读《夏忠

靖集》后所题。关于弘治十四年《夏忠靖集》，宁乡

人袁经在跋语中清楚写道：“弘治庚申秋七月既望

予奉明天子命出按江南，乡友南京通政使司少参夏

君廷章致书，走价持乃祖《忠靖公集》至姑苏之台

署，请予重刻以传。予览集而叹曰……乃以集畀姑

苏郡守曹鸣岐鸠工镂板，置诸祠中，盖将传之于东

南以
&

及乎天下”。［４］夏廷章即夏崇文，廷章为其

字，湘阴人，夏蠧之子，夏原吉之孙，明成化十四年

（１４７８）进士。弘治十四年本《夏忠靖集》所附《夏
忠靖公遗事》，即为夏崇文所撰，卷后并附李东阳为

夏蠧所撰《明故中顺大夫南京太常寺卿掌尚宝司事

夏公行状》一文，这篇行状已收入《怀麓堂全集·文

稿》卷二十三。但笔者发现这篇《跋 ＜夏忠靖公集
＞》，《怀麓堂全集》不载，也未收入《李东阳集》，岳
麓书社出版的《夏原吉集》也失收。考此文作于弘

治十四年（１５０１），当是夏廷章持《夏忠靖公集》拜
求李东阳所作。集后另附王恕、何乔新、钱福等人

读《忠靖集》或《夏忠靖遗事》的跋文，皆为夏廷章

持书往求后所作。

这篇佚文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第一，文中

“予既为公传”一语透露出李东阳曾经为夏原吉写

过传，此已收入《怀麓堂全集·文前稿》卷十五之

《夏忠靖公传》。据袁经跋亦云：“而其诗之丰融赡

丽为当世之所重者，具载于乡先正南郡杨文定公及

今大学士西涯李先生序传中矣。”［４］考《翁方纲纂

四库提要稿》记载：“《夏忠靖集》六卷。正统八年

杨溥序。传（李东阳撰）……卷六之末有李东阳跋。

……此集是康熙四十四年提督湖广学政潘宗洛谕

湘阴学官校刻”。［５］则此跋康熙间仍附于《夏忠靖

集》后，但《四库全书》则将李东阳传和跋都予以删

除，从而使今日通行之《夏原吉集》版本面目发生较

大变化。而这篇佚文第二个重要价值，正为我们揭

示了《夏忠靖集》初刻版本的卷次概况。传世《夏

忠靖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别集类二三记

载云：“《忠靖集》六卷，明夏原吉撰。原吉诗文集

六卷，载于《明史·艺文志》，与此集卷数相合。盖

即旧本。后附《遗事》一卷，为其孙廷章所辑，刊版

久佚。此本乃国朝康熙乙酉潘宗洛提督湖广学政

时，得其裔孙之所藏重为校刊。”考《明史》卷九十

五记载“《夏原吉集》六卷”，［６］焦《国史经籍志》

亦作“《夏原吉集》六卷”，［７］《湘人著述年表》在此

之外，补充云“又有明弘治刻本，明正德刻本，明嘉

靖刻本”。［８］但是这些著录并未提及《忠靖集》最早

的版本———正统八年刻本。据杨溥在正统八年二

月所作的《忠靖集序》云：“少保兼太子太师户部尚

书长沙夏公诗文遗稿，常州太守桂林莫君子朴以其

俸余锓梓，公之子尚宝司丞遍请予序。”知《忠靖

集》最早刻本为常州太守莫子朴刊刻，夏蠧请杨溥

作序，但该书久已亡佚，内容是和面目不得而知。

观李东阳文中提及：“右夏忠靖公集二卷，公子南京

太常少卿蠧所藏，以畀公孙南京通政参议崇文者

也。”知李东阳所说的当即是正统八年《忠靖集》，

此书夏蠧父子递传，内容仅二卷。而弘治十四年

《忠靖集》已分为六卷，推测夏崇文在编撰文集过程

中可能重新收集到部分散佚诗文，因而重编卷次，

当然更大的可能是正统八年《忠靖集》可能仅仅将

夏原吉的作品分诗、文两卷。限于资料原因，正统

八年《忠靖集》究竟如何分卷，尚待进一步研究，但

是集恐只二卷当属无疑。

　　二　潘母金宜人墓志铭

资政大夫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知制诰经筵国史官长沙李东阳撰

赐进士第中顺大夫太仆寺少卿广阳魏秏书

赐进士第资善大夫工部尚书郴阳曾鉴篆

寅人金氏卒，将葬，其子锦衣卫副千户杰、陕西

按察司副使楷以父命请予铭，盖其属纩之际，楷在

官、杰亦勘狱云南，皆不获亲视含敛，谓非刻铭著行

无以用其情者。楷之举于乡予实校其文，闻其家世

为详，乃按状为铭。

宜人金氏生京师，父甫山，籍锦衣为校尉，为之

择配得潘君本中之贤，遂归焉。初，君考宗盛赘于

锦衣小旗归（释文无此字，据碑文补足），无子，籍公

代役，因冒归姓，君复代之。时甫成童，三弟皆幼，

孤孱寡援。宜人能以勤俭佐家政，每馈事暇，瀚涤

纫缀未尝少辍，岁时家祭必极精洁，曰：“生不逮养

没又不能祭，安用为妇也。”君在官，每输钱免役。

宜人曰：“此岂可久，盍免图后计。”君乃奋力从事，

著勤能声，为指挥袁公彬所信任，承委卷牍。天顺

癸未，门指挥达与袁构隙。君坐重累，谪戍辽东，家

属当从。或谓：“其子若女皆幼，宜人宜留京师，别

买媵以往。”宜人泣曰：“妇我从夫，死生以之，安得

以患难相背弃哉。”以子女
!

其从父，尽脱簪珥为资

（释文误为“养”，据碑文补正）抚育，乃就道。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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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处颠沛，籍以朝夕，殆忘其忧。成化乙酉君值赦

还，调武成后卫，见二子已颖出，遣从外传。宜人亲

给膏火及束修费，延致宾友与同讲习，而私督戒之。

袁事白，君亦复籍锦衣，以年劳，稍迁为总旗。庚

寅，被荐入东厂领缉访事。壬辰，以捕盗功升百户。

乙末，被敕命封宜人为安人，于是始奏复潘姓。弘

治戊申，君称老致仕。子杰嗣其官，以才敏受任分

理狱讼，升副千户，获被诰命以其官封君，宜人始进

今封。楷举丁未进士，为翰林庶吉士，历监察御史

至今官，绰有治行。庶子荣从使哈密，将见甄录。

而宜人以寿终庚申二月十一日也，距生宣德戊申正

月二十八日，年七十三。是岁十一月十日葬都城东

下马庄社之原。女三，适锦衣千户许璋、王辅、乡贡

士冀业。孙炳，随侍东宫；曾孙一，表。

呜呼！宜人孝敬自将，仪范及物，为妇为母足

以无愧。至于嫁孤妹、贫族，尤人所难，中值险

厄，晚遭荣遇，其顺适燕豫安居而色豢者，盖无几

也。然有子登仕，皆能以职业为扬显地，衍祚延祉，

天固将赏之，观德者亦有徵焉。予故铭其事行，以

慰君及其子之心。铭曰：

从夫于难，而与其荣。教子以勤，而飨其成。

盈亏益谦，乃数之恒。弗上寿以，上寿其能。平有

来绳，绳将以为后徵兮。

此碑文见《丰台区石刻文物图录》，碑盖上镌

“明故潘母宜人金氏墓”九字，１９８８年在北京丰台
区南苑乡肖村出土，现藏丰台区长辛店镇连山岗石

刻园。据《丰台区石刻文物图录》记载：“志长六一

厘米、宽六二厘米、厚一○厘米；盖长六一厘米、宽
六三厘米、厚一○厘米。盖文三行，满行三字。篆
书。志文三一行，满行三三字。正书。李东阳撰，

魏秏书，曾鉴篆”。［９］《李东阳集》未收此文。据文

意，此文作于弘治十三年（１５００）。文中提及潘楷为
成化二十三年（１４８７）三甲进士，李东阳在文中称：
“楷之举于乡予实校其文，闻其家世为详，乃按状为

铭。”可知李东阳作此墓志大半出于师生情，据《李

东阳年谱》，李东阳仅成化十六年（１４８０）“与罗瞡
受命为应天乡试考试官”，［１０］７８则潘楷当为是年在

应天中举人。

　　三　跋朱熹《城南唱和诗》后

晦翁诗翰一通，近获观于吾友沈方伯时，往

复吟讽，不胜高山仰止之叹。弘治癸丑春正月十七

日后学长沙李东阳拜书 （后钤“宾之”朱文方印）

东阳尝侍坐于外舅蒙泉先生，先生指壁间晦翁

石刻曰：“还识此中妙处否？大抵一笔是一笔。”时

亦不甚著意，今思此语，亦不可得也。东阳又书。

（后钤“七十一峰深处”朱文方印［１１］２２）

此跋见收故宫博物院藏朱熹《城南唱和诗卷》，

“文物号：新 ００１４５１９０……尺寸：纵 ３１．５厘米，横
２７５．５厘米”，［１２］为李东阳手迹，此题跋卷上另有
“长沙”“孙承泽印”等印章。同卷尚有何乔新、董

越、费宏等十几人题跋。沈时即沈晖（？－１５１８）
天顺四年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累官副都御使巡

抚郧阳，后以南京工部侍郎致仕。跋作于弘治六年

（１４９３），时李东阳仍在翰林院侍讲学。蒙泉先生即
李东阳岳父岳正（１４１８－１４７２），正统十三年进士，
英宗天顺初曾入阁预机务。是跋反映出李东阳与

其岳父温馨的家庭生活场景，也一并点出李东阳对

朱熹“自然”［１３］书风的因袭。

　　四　跋苏轼《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卷

中山松节洞庭柏，不待衔杯意已酣。三复好辞

还妙翰，墨风吹鬓晚毵毵。不用殷勤著酒经，自将

词赋托芳馨。若从颠素论书法，肯放人间是独醒。

东阳。（钤印：“宾之”朱文方印［１４］１８）

此画现藏吉林省博物馆，不载《李东阳集》，当

为李东阳读苏轼此幅书法作品后有感所题。

　　五　跋赵孟瞓《烟江叠嶂图诗卷》

松雪大书见者绝少，东吴王敬之氏得此，其永

宝之。正德五年十月十一日，东阳书于卷末。（钤

有“李东阳”“西涯”朱文两方印［１４］１７）

此画作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文字内容《珊瑚网》

卷九亦著录为：“李西涯跋赵文敏行书坡仙《烟江叠

嶂卷》。松雪大书见者绝少，东吴王敬之氏得此，其

永宝之。正德五年十月十一日，东阳书于卷

末”。［１５］是时为正德五年，李东阳已倦于政事。

　　六　送秦武昌廷韶

凤皇台上题诗去，鹦鹉洲前建节行。四海山川

佳丽地，六年江汉别离情。悠悠晓梦尘随马，漠漠

春寒雨带城。好种甘棠三百树，他时留咏汉公卿。

成化壬辰，予识秦君廷韶于南曹，甚焉不鄙。

予既北归，而君有武昌之命，声称翕然。兹报政京

师，行且归治武昌，予旧游而于君又有夙昔之雅。

因以小诗奉赠，且以期诸他日云。丁酉岁闰二月甲

子，赐进士出身、翰林侍讲兼修国史、经筵官长沙李

东阳书。［１４］１６（后钤：“宾之”“西涯”两方朱文印）

此手迹现藏上海博物馆，诗之内容已收录《怀

麓堂集》，但“四海山川佳丽地”集中作“万里山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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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选军，尧育飞：李东阳佚作１２则考释

佳丽地”，［１６］致廖元度《楚风补校注》等亦作此。查

秦夔（秦廷韶）《五峰遗稿》卷二十三附录诗亦作：

“四海山川佳丽地”。［１７］则《怀麓堂集》等恐系相沿

之误，当据手迹校改为“四海山川佳丽地”。诗自注

“成化壬辰（１４７２）”以后一段，《李东阳集》未载。
据诗意可知此诗作于成化丁酉年（１４７７），正与诗意
“六年江汉别离情”相吻合。钱振民先生《李东阳

年谱》据《怀麓堂集句录引》以为正月之后的李东

阳，“此后两月间，诗弗作而戏集古句成篇，略带讽

咏”。［１０］６３据此诗，则年谱此条恐非，当据以改正。

　　七　《自书诗卷》后

文玉太史以宁波绢作长卷，请书近作。每遇晴

天暖日，径造书室，令家僮磨墨以侍。其赏音好事

乃尔，非身有之，岂能亲切有味如此哉！诗皆谢事

后所得，故多山林丘壑中语，亦诗家所不讶也。卷

后尚馀一幅，其同年崔少卿世兴为趣成之。正德八

年十一月四日，西涯识。

此跋见李东阳《自书诗卷》，现藏湖南省博物

馆。该作品为“宁波绢，纵３６．４厘米，横７４３．５厘
米”。［１８］李东阳所书诗有《钱塘江潮歌》《西湖春晓

图》《清明日西庄作》《城西省墓归过赵生园池二

首》《独酌二首》《一醉二首》，俱已收入《李东阳集》

中，此跋作于正德八年（１５１３）十一月四日，是年李
东阳已致仕。跋中“文玉”即董

'

，浙江会稽人，弘

治十八年（１５０５）己丑科榜眼，授翰林编修，后官至
吏部左侍郎，有《文简集》二卷。“崔少卿”即崔杰，

字世兴，弘治十八年进士，官礼部郎中、尚宝司少

卿。《明史·李东阳传》记载李东阳“既罢政居家，

请诗文书篆者填塞户限，颇资以给朝夕。一日，夫

人方进纸墨，东阳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设客，

可使案无鱼菜耶？’乃欣然命笔，移时而罢，其风操

如此”［７］４８２５观此，可证《明史》之不虚。

　　八　《春园杂诗》题后

旧作数首，宗之方伯见而爱之，录以奉赠，亦为

知者道耳。正德己巳闰月四日西涯识。［１９］

此题见李东阳手书《春园杂诗》，现藏湖南省博

物馆，标题为笔者所加。查《李东阳集》中有《春园

杂诗》十四首，此卷中手书其中六首。据文意此题

跋作于正德四年（１５０９）。“宗之方伯”即李赞
（１４５３—１５１２），明直隶芜湖人，字惟诚，成化二十年
与弟弟李贡一道中进士，授吏部文选主事。据《国

朝献征录》云：“寻改武选，擢陕西布政司左参政，迁

浙江右布政使，寻转左，时逆瑾专横……”知其此时

李赞尚为浙江左布政使。

　　九　题元赵仲穆《工笔人物册》

世精绘事者，辄称米敷文故有“虎儿扛鼎”之

语。易世之后，遂有松雪翁父子世美并济，此十二

册为仲穆所画，悉取李、赵二家笔意而后参以己见，

全无效闥学步之态，即使若翁为之恐不过此。真奇

作也。李东阳题［１１］２２。

此跋手迹见李东阳《赵雍山水十二册页》。跋

文又载清方?颐《梦园书画录》卷五。

　　十　题《种竹》诗卷

张甥屡为移竹，助我园居之兴。为书往岁诸

诗，以见种竹之难如此。後数首乃得竹时所作。凡

有关於竹者皆附焉。甥娶於吾之从女，而吾弟不及

见，故题曰竹林余兴。盖诸子兆廷尝为速成之也。

正德丙子二月八日，西涯翁识。

《怀竹》

三年不种竹，得竹如得玉。十日不见竹，一日

肠九曲。初闻平安报，旧叶舒更绿。忽听欢笑声，

新笋抽五六。儿童亦解事，知我性所欲。平生爱孤

澹，不厌食无肉。恁将垂老身，医此未尽俗。仓皇

欲倾倒，愁病相缚束。昨夜偶梦之，清风洒心目。

呼童汲泉水，日夕勤灌沃。吾冠晚当挂，吾发朝已

沐。为尔一扶筇，披襟散炎燠。

张甥汝济移竹数竿，予病告累月不出房闼，闻

新笋滋茂，故作是诗。［２０］

此文见李东阳诸体书《种竹》诗卷，近代著名收

藏家王南屏曾藏，曾收录《玉斋珍藏明清书画精

选》，２００４年在嘉德公司秋拍上架。清安歧《墨缘
汇观录》卷二“法书下”云：“李东阳书《种竹》诸诗

卷。白镜面笺本，高八寸，长三丈余。正、行、草、篆

四体书，自作《种竹》各体诗十四首，正行草书，皆法

颜平原。后自题：‘张甥屡为移竹，助我园居之兴。

为书往岁诸诗，以见种竹之难如此。後数首乃得竹

时所作。凡有关於竹者皆附焉。甥娶於吾之从女，

而吾弟不及见，故题曰竹林馀兴。盖诸子兆廷尝为

速成之也。正德丙子二月八日，西涯翁识。’前有

‘长沙’朱文小长印，后押‘宾之’七十一峰深处二

朱文印，本诗纸尾有‘宏储一跋’字亦不俗”。［２１］《种

竹》诸诗已见集中，故不载。仅抄录《怀竹》一首，

因有李东阳自注故。

　　十一　与杨一清书

鲜鹿一肩，奉供午饭，此非咄嗟可办者，故昨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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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 设 也。呵 呵。东 阳 再 拜。石 淙 老 先 生

知契。［２２］

此帖载《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名人尺牍》，“石淙

老先生”即杨一清，杨一清为李东阳同学，后又因李

东阳延引入阁。此帖未知作于何时，考其内容，当

是李东阳为宴请杨一清所书，两人情感交洽，于此

可见。无怪乎后杨一清忤刘瑾，而李东阳力救之。

另外，集中《书米元章墨迹后》［２３］一跋文，据手

迹实则为《跋米芾＜苕溪诗帖＞》，米芾此作现藏故
宫博物院。末后有“正德丙子二月十二日长沙李东

阳题”一行，为集中所不载，亦可备将来编辑《李东

阳诗文系年》之用。

　　十二　致石
!

函

比得书，知安好。所录诗长者尤佳，进学可喜。

来期定在何日，体斋先生省墓还，封俸隶银数两，无

便未可发，必待手帖至，乃寄去也。忙中草草。

尊翁年兄，幸叱名拜意，万万。

十月五日东阳拜手邦彦太史知契。［２４］

此帖载《钱镜塘藏明代名人尺牍》，曾是现代书

画收藏大家钱镜塘先生藏品，据杨臣彬和陈智超两

位先生考证，此帖乃是致石
(

函。［２５］５帖中邦彦即石

(

（１４６４－１５２８），直隶藁城人。“体斋先生”即傅
瀚（１４３５－１５０２），字曰川，天顺八年进士，后官至礼
部尚书，李东阳集中有诗相赠，后曾撰《明故资善大

夫礼部尚书赠太子太保谥文穆傅公神道碑铭》。

“尊翁年兄”即石
(

之父石玉，天顺八年与李东阳同

榜进士。石
(

于成化二十三年（１４８７）举进士，选庶
吉士，授检讨，嘉靖时曾任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

士。《明史》卷一九○有传。又石(

之父“石玉卒

于弘治十一年（１４９８）”［２５］５则此信所作时间当在

１４８７年至１４９８年之间。
李东阳为明前期文坛领袖人物，其作品数量宏

富。近年来，大量出土和面世的明代碑刻及书画文

献，为《李东阳集》的辑佚工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材

料。本文辑出的１２篇文献，相信只是其中有限的
一部分，不足之处，还请方家批评指正。笔者相信，

随着更多明代文献的披露，关于《李东阳集》的辑佚

和考辨工作，还值得学界作进一步挖掘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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