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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５年出版的《林兰香》，题为：随缘下士编辑，于植元校点。据以校点的底本是大连图书馆藏道

光十八年戊戌（１８３８年）本衙藏版本。

②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出版的《古本小说集成：林兰香》是据杭州大学中文系所藏道光十八年本衙藏版本影印。

其前言注明：杭大本原缺卷五（３９－４４回），今依大连图书馆相同版本补配。为便于阅读，直接插在文中，不作辑补处理。

于植元校点《林兰香》补校续

李捷鹏

（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１３００）

摘要：《林兰香》是清代重要的一部世情小说，但一开始流传不广，直至于植元对其进行校点，才引起学界重

视。于植元校点本是该书的第一个简体标点整理本，保留了批点和夹批，是目前研究《林兰香》最通行的本

子。但是，此校点本尚存在一些疏漏之处，如脱文、衍文、音近或形近讹误、断句失误等。现在此基础上再次

补校，以求恢复小说的文本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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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兰香》是清代重要的一部世情小说，可惜一
开始流传不广，研究者极少。直到１９８５年春风文艺
出版社推出了于植元校点的《林兰香》，该书才引起

学界的重视。于植元校点本（以下简称“于本”）①

是《林兰香》的第一个简体标点整理本，其保留了寄

旅散人的批点，对《林兰香》的研究影响很大。可惜

这个点校本还存在一些疏漏之处，于是笔者对于本

进行了补校，撰文《于植元校点〈林兰香〉补校》

（《河池学院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４期）。中华书局曾于
２００４年出版了徐明点校的《林兰香》，这个版本的文

字错误较于本少，但只有原文，没有收入寄旅散人的

评点，作为研究用有些欠缺。所以在《林兰香》研究

中，于本仍有重要作用。有鉴于此，笔者撰此续文，

继续对于本进行补校，以求更精确地恢复小说文字

原貌。

笔者所用对校的底本是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
年出版的古本小说集成系列中的《林兰香》（以下简

称“集成本”）②。为便于读者对照，本续文仍依旧

例，所引于本文字之首所列数字依次为于本的回、

页、行数。然后，提行以“按”字标出笔者考订、评论



之意。下面分四部分举数例以求教于方家。

一、脱　文

１７１６忙中插一段。
按：集成本“插”下有“此”字。

２９１３昨有传来亲笔字，教我母子照常度日。
按：集成本“字”下有“样”字。

２１２５我家无福受此媳耳。
按：集成本“媳”下有“妇”字。

３２２２１可无恩荫？
按：集成本“可”上有“不”字。“恩荫”后问号

当作句号。

５３７１７耿通政不受请托。
按：集成本“通政”下有“虽”字。

１０７８１７美男美女相爱。
按：集成本“相爱”下有“相怜”二字。

１１８５１０恨只恨天不随人事。
按：集成本“事”下有“多”字。

１２９５１７昭明意。
按：集成本作“取昭明之意”。

１３１０３３巧言如簧。
按：集成本“簧”后有“不觉其谗”四字。

１９１４６４张大张本系甲科。
按：集成本“张大张”下有“诸人”二字。

２０１５９１７不办此妙事。
按：集成本“不”下有“能”字。

２２１７２２３只是他大些。
按：集成本“他”下有“来头”二字。

２９２２５１疼咧咧。
按：集成本作“疼咧痒咧”。

３１２４５７宿根秀美也。
按：集成本在此句下有“伏第六十二回”数字。

３１２４５８备云屏者，适以备彩云入。
按：集成本无“入”字，在此句下有“人间事难可

逆料，大抵如此”数字。

３５２７５６大胜不无大挫。
按：集成本作“有大胜不可无大挫”。

３６２８３１６暗香。
按：集成本作“暗指香儿”。

４５３５１１６忿愤于中，此琴弦所以断。
按：集成本“断”下有“也。迨镇物出，愤斯解

矣”数字。

４５３５１２０上四十四回，下四十七回。
按：集成本 “上”上有 “应”字，“下”上有

“伏”字。

４７３６４２只是顺哥，全要三娘了。
按：集成本“要”下有“靠”字。

５９４５７９以见不忘勤苦之意。
按：集成本“忘”下有“祖先”二字。

６１４７１２耿顺将两篇《哀歌》放在纸堆上
按：集成本“纸”下有“钱”字。

二、衍　文

６４２１４因病休致仕。
按：集成本无“仕”字。“休致”指官吏年老去

职，［１］１７７本句意思表达已经完整，故此处“仕”明系

衍文。

３０２３５４身死则心安。
按：集成本无“身”字。文中下一句作“死亦何

益”，亦无“身”字，故确系衍文。

４０３０８３我只知道他有德者必然有寿。
按：集成本无“知”字。本句“我只道”，对应下

一句“谁知”，明矣。

４６３７４６朝廷旦且敕为继母。
按：集成本无“旦”字。

５５４２８２４这一来有分教：分明教多病郎君。
按：集成本无“这一来有分教”六字。

三、讹　误

（一）音近致误

　　１７１０记二月，故作紧语，却反耽延，以见事势
之难料也。

按：“事”，集成本作“时”。“耽延”者，“时”也，

故应以“时势”为是。

４３１１３姐姐要见妹丈，故不怕妹妹吃醋，犹不
怕小姨夫见了大姨有望蜀之思耶？

按：“故”，集成本作“固”。下文有“犹不怕”，

故上文作“固不怕”，明矣。

９６６１５或者可以速其鹤架。
按：“架”，集成本作“驾”。“鹤驾”谓仙人的车

驾，［２］５０３９故应以“鹤驾”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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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３７将所授诗文默送一过。
按：“送”，集成本作“诵”。诗文宜用“默诵”，

是也。

２０１５４１３就如唐诗。
按：“诗”，集成本作“时”。下文列举李、杜、元、

白、王、杨、卢、骆等人，皆唐人，故曰“唐时”，是也。

２１１６７２３居家易忍。
按：“易”，集成本作“宜”。

３９３０２８我看春畹素装淡服。
按：“装”，集成本作“妆”。

４１３１６１７这点东西。
按：“点”，集成本作“粘”。上文已说是粽子，故

下文说是“这粘东西”。

４２３２４８尚在计议未绝。
按：“绝”，集成本作“决”。

５４４１９２３抛开活着的恩义不讲。
按：“义”，集成本作“意”。

５６４３０２０可备雇问者也。
按：“雇”，集成本作“顾”。

５７４３９９眼前如万里，荷顾盼，故作俦张。
按：“俦”，集成本作“”。“张”指虚诳放

肆。［１］２９２２故应以“张”为是。

６１４７４２同其主过其父。
按：“主”，集成本作“祖”。与父相对，宜用

“祖”字，明也。

６２４８０１２三事加功。
按：“功”，集成本作“攻”。

（二）形近致误

１３２姓耿名朗字瞞照。
按：“朗”，集成本作“

2

”。耿
2

是全书男主人

公，弄清楚他的名字很有必要。寄旅散人此处批点：

“
2

与朗同，耿姓
2

名，其为明也小矣。”这里明确指

出“
2

与朗同”，然“耿
2

”实不宜写作“耿朗”。按

照古人兄弟间的取名规则，“如果是单名，兄弟名皆

有相同的偏旁部首”［３］，耿
2

的兄弟都以“月”旁为

名，如“耿服”“耿
3

”，“月”旁都在左边，故应以“耿

2

”为是。其后于本中所有“耿朗”处，皆应改作“耿

2

”。

１７１１立三十三回从戒之案。
按：“戒”，集成本作“戎”。

２１０２１讫赐刑臣只严审可用，自然明白。
按：“讫”，集成本作“乞”。

２１４５戒论得是。
按：“论”，集成本作“谕”。

５３９１９且伏第七回和诗之案。
按：“第”，集成本作“笔”。

６４６２０足证莫逆。
按：“证”，集成本作“征”。“征”字有证验、证

明之意，［２］２２６０集成本中原做“徵”，当是繁简转化后

形近而误。

１９１５０１７口角便私。
按：“便”，集成本作“偏”。

１９１５１６人情也，长心也。
按：“长”，集成本作“良”。

３０２３７１１少见多悟。
按：“悟”，集成本作“怪”。

３０２３８４无死法故能隐恶而终伸于人之上，此
阳中之阴也。

按：“恶”，集成本作“忍”。此处论爱娘，下文论

及梦卿，曰“无生气虽亦能忍，而不耐人之欺，此阴

中之阳也”，故上文应以“隐忍”为是。

３３２５５３表如游击都督。
按：“如”，集成本作“加”。此处“加”系加官之

意也。

３４２６３１１如今精神短小。
按：“小”，集成本作“少”。

３４２６６９心肆其谤。
按：“心”，集成本作“必”。

３５２７４２１不欲以得了骄人。
按：“了”，集成本作“子”。

３９３０３１５不啻加几十倍。
按：“几”，集成本作“儿”。此处系康夫人梦到

燕梦卿跟她说话，“儿”是梦卿自指。

３９３０５１２龙同油。
按：“龙”，集成本作“尤”。

４２３２７１６此分明是耿、林、宣三人借赏菊以欢
春畹耳。

按：“欢”，集成本作“观”。此时春畹尚未为妾，

三人“观”其所为，是也。

４９３７８１２且至于嗣有人。
按：“于”，集成本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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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３９２１２不妨以直极怨。
按：“极”，集成本作“报”。

５２４０５５所讲乃人所周知。
按：“周”，集成本作“同”。

５２４０５２２三人一连同出。
按：“同”，集成本作“问”。

５８４５２２１彼是偷春。
按：“春”，集成本作“看”。

５８４５３３大爷一去不同。
按：“同”，集成本作“回”。

５９４５４１２后因未识大司马列奏于终。
按：“未识”，集成本作“末议”。

６２４７６２１闭向春风倒酒瓶。
按：“闭”，集成本作“闲”。

６３４８９９末又结以蓝因旧府童养正生死为缘。
按：“因”，集成本作“田”。燕玉祖居蓝田，故曰

蓝田旧府，应以“蓝田”为是。

６３４８４５律协五首。
按：“首”，集成本作“音”。

６３４８５９眼中还似有珠翠之客。
按：“客”，集成本作“容”。

（三）其他讹误

７５５１６许多知己收结出和字本旨。
按：“多”，集成本作“为”。“知己”下当加

句号。

１３１００１０空厢孤影到花蹊。
按：“到”，集成本作“立”。此句下有寄旅散人

批点：“言一己之独立”。则当作“立”无疑。

２１１６７３画出知情女郎情态。
按：“知情”，集成本作“知事”。

３２２４８６爱娘因留梦卿同榻，梦卿道：“不可！
日间相会，亦是以色媚人。”

按：集成本无“因”字。“会”，集成本作“聚”。

“亦”，集成本作“已”。

３３２５５７谁知梦卿有孕。
按：“谁”，集成本作“虽”。

３７２９１１耿朗此时真朗然，亦非复向时耿朗之
小明也。

按：“矣”，集成本作“亦”，逗号应从“然”下移

至“矣”下。第二处“耿朗”，集成本作“耿耿”。

３９３０５１８此一段以不可忘恩为慰。
按：“忘恩”，集成本作“妄思”。

４６３７４１３说得梦亦心事出。
按：“亦”，集成本作“卿”。

４８３７１２２还望帮助你。
按：集成本作“还望你帮助”。

５０３８９１７前之诗是三等
按：“等”，集成本作“首”。

６１４７０２３泪湿泉下土。
按：“泪”，集成本作“莫”。

６２４８１１５无一韵句，足见其富贵一生也。其
弟三人，亦无一人不得意语，又生乐事，斯亦足矣。

按：“韵”，集成本作“弱”。“亦无一人不得意

语”，集成本无“人”字。“又”，集成本作“人”字。

四、断句失误

２１０１９若云不知，钱可用为奸，胡涂蒙混，已
荷圣恩降级调用矣。

按：“若云不知”后逗号应删去。

４２５１０小夫妻若不知尊长，虽好也是无用。
按：“知”，集成本作：“和”。“也”，集成本作

“亦”。全句当作：“小夫妻若不和，尊长虽好亦是

无用。”

９７０１４记二月初与下晦日相映病字，伏第十
回之死。

按：全句当作：“记二月初，与下晦日相映，病字

伏第十回之死。”

１０７９１３欲说死，先说病，好似可不死了，故作
开笔。

按：“病”下句号当移至“好”下。正文言大刚病

已痊愈，批点亦言“先说病好”，正是对应。

１１８１２０此不必论及，耿家早另有佳偶。
按：“及”，集成本作“今”。全句应为：“此不必

论，今耿家早另有佳偶。”

１１８５１９若梦卿后来言不应，必就如此簪半路
分折。

按：“必”，集成本作“心”。故全句应为：“若梦

卿后来言不应心，就如此簪半路分折。”

１１８７２０能肯人必不能肯宣节，固女中侠士。
按：“节”，集成本作“卿”。全句当作：“能肯人

必不能肯，宣卿固女中侠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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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８８５才貌俱赋于天有，何可忌？
按：“有”下逗号当移至“天”下。

１５１１９８即平日疏懈遇事，偶能出力亦必量与
赏赐。

按：此句当作：“即平日疏懈，遇事偶能出力，亦

必量与赏赐。”

１６１２８２１盖夫妇非友道比焉，晓人自当知之。
按：“比”，集成本作“此”。全句当作：“盖夫妇

非友，道此焉，晓人自当知之。”

２４１９０８通身用代字，诀不惟省文省事。
按：“字”下逗号当移至“诀”下。

３１２４２１若遇太冷日子时，婆子连锁都不开。
按：“时”，集成本作“封”。全句应为：“若遇太

冷日子，封婆子连锁都不开。”

３３２５４３其时勋旧子弟抽弓佩剑，在帐下效力
者有郭汾阳、康宁、邓希禹、常胜等，诸人甲科子弟，

投笔弃儒。在府前献策者有山镇、桓如虎、海晏、杨

大烈等诸人，孟征俱用为战将谋士。

按：全句应为：“其时……常胜等诸人，甲科子

弟投笔弃儒，在府前献策者有……”

３６２８３２２仙源指蓝田旧府者，宋人临死赋诗。
按：“者”，集成本作“昔”。全句应为：“仙源指

蓝田旧府，昔宋人临死赋诗。”

５６４３１２０又得了香儿、彩云两处绝户，产业自
当舒心快意。

按：“户”下逗号应移至“业”下。

６４４９７５妄念如邪念，何如夫人责之太过。
按：“如”，集成本作“比”。全句应为：“妄念比

邪念何如，夫人责之太过。”

［参考文献］

［１］广东、广西、河南、湖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辞源［Ｍ］．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

［２］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Ｍ］．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

版社，２０００．

［３］周裕锴．谈名道字：中国古人名字中的语言文化现象考

察［Ｊ］．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

（１）：

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

１０－１８．

（上接第１０６页）

［３４］杜常顺．明代留住京师的藏传佛教僧人［Ｊ］．中国藏学，

２００５（２）：５９－６６．

［３５］陈楠．明代乌思藏“五教王”考［Ｊ］．民族史研究，２０１０

（５）：２１－４５．

［３６］胡启银．明永乐时期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播和影响

［Ｊ］．山西大同大学学报，２０１０，２４（４）：１７－２０．

［３７］高文．从宗教方面看明朝中央治藏政策之变化［Ｊ］．西

安社会科学，２０１２，３０（１）：５１－５３．

［３８］邓前程．藏区僧俗首领朝贡与明朝对藏主权问题辨析

［Ｊ］．四川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８，３５（５）：１２６－１３２．

［３９］陈楠．论明代留京藏僧的社会功用［Ｊ］．中央民族大学

学报，２００８，３５（５）：１９－２５．

［４０］邓前程，邹建达．明朝借助藏传佛教治藏策略研究：与

元、清两朝相比较［Ｊ］．思想战线，２００８，３４（６）：３６－４２．

［４１］张治东．明代藏区僧官制度探究［Ｊ］．西藏民族学院学

报，２０１１，３２（１）：２７－３３．

［４２］何孝荣．论明宣宗崇奉密教［Ｊ］．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２

（７）：８４－９２．

［４３］马啸．明朝与蒙藏地区政治互动模式初探［Ｊ］．西藏研

究，２００８（２）：１５－２６．

［４４］邓前程，邹建达．缘俗立教，加意诸羌：明朝一项重要治

藏治策研究［Ｊ］．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７，３９（３）：３３－３９．

［４５］赵现海．洪武初年明朝、北元、高丽关系与地缘政治格

局［Ｊ］．古代文明，２０１０，４（１）：９０－１１４．

［４６］杨福泉．明代的治藏政策对纳西族和藏族上层之间关

系的影响［Ｊ］．云南社会科学，２００４，（１）：７１－７７．

［４７］索文清，雍继荣．多封众建，因俗以治：从历史文献文物看

明代对西藏的治理［Ｊ］．中国西藏，２００４，（１）：４４－４７．

［４８］黄伟．历代中央政府治藏方略的演变传承［Ｊ］．国家行

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２（４）：２９－３３．

［４９］卢秀璋．论元明清历代王朝对西藏的有效统辖和治理：

兼斥达赖集团等在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问题上的谬论

［Ｊ］．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２０００（４）：１５２－１６１．

［５０］邓前程，徐学初．务宜远人：明朝藏地僧俗贡使违规私

茶处 罚 的 立 法 与 实 践 ［Ｊ］．西 藏 研 究，２００６，８

（３）：６－１１．

［５１］胡长云．元明清时期的治藏法制略论：以“赔命价”的发

展历程为视角［Ｊ］．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２０１２，１０

（５）：１３－１７．

０４１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６年２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