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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除《全唐文》所录《罔两赋》《公卿朝拜诸陵奏》，《唐文拾遗》所辑《请详定开元时令奏》《明立私钱赏罚

奏》《社稷改用太牢奏》五篇外，包佶还曾作《道殣文》《杜佑去思碑》《山谷寺三祖大师偈》。还曾为道一碑纪述，

为窦叔向集制序，曾以书荐灵澈于李纾。《御定全唐诗》中所录包佶诗中《寄杨侍御》《再过金陵》非包佶所作，

除孙望《全唐诗补逸》包佶诗《翻经台》外，他还曾作《奉送刘侍御赴上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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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包佶所存文辑补 
 

《全唐文》卷三百七十收包佶文两篇，一篇为《罔

两赋》，另一篇为《公卿朝拜诸陵奏》[1](3763−3764)。《登

科记考》卷九载：“天宝六年，杨护榜试《罔两     
赋》”。[2]下有包佶名，知其为天宝六载进士试之文。

陆心源《唐文拾遗》又辑出三篇：《请详定开元时令奏》

《明立私钱赏罚奏》《社稷改用太牢奏》[1] (10609−10610)。

后四篇当辑自《唐会要》①。陈尚君先生《全唐文补编》

中所辑《请刊正时令音疏奏》(题拟)[4]，实与陆辑《请

详定开元时令奏》内容同。  
考独孤及《吊道殣文》，文中说：“于是延陵包佶

作道殣文”[5]，可知包佶曾作《道殣文》。又说：“及

亦斐然献吊，且告之运命云……”[5]，“及”是独孤及

自称。“云”后之文即独孤及吊道殣文内容。包佶文已

佚，但包佶所作《道殣文》的背景与独孤及《吊道殣

文》是相同的。 
《舆地碑记目》卷二载：“《杜佑去思碑》，在东

城三十歩，大历十三年建，刑部侍郎包佶文，时佑为

刺史”[6] (34)，同卷载：“《山谷寺三祖大师偈》，唐御史

中丞包佶撰，建中三年立。”[6](43)据此可知包佶曾为《杜

佑去思碑》作碑文，为《山谷寺三祖大师偈》作偈文。

惜文已不存。 
考《宋高僧传·唐洪州开元寺道一传》卷十载：“弟

子智藏、镐英、崇泰等奉其丧纪，宪宗追谥曰大寂禅

师。丹阳公包佶为碑纪述，权德舆为塔铭。”[7]可知包

佶曾为释道一作碑文。 
考《窦氏联珠集》序：“故国子祭酒致仕赠太子

少保府君诗（并传）：‘皇考叔向，仕至左拾遗……有

‘礼逊生前贵，恩追殁后荣’，又‘命妇羞苹叶，都人

插柰花’，又‘禁兵环素帟，宫女哭寒云’，备在文集，

故刑部侍郎包佶制序’”[8]，可知包佶曾为窦叔向集制

序。《新唐书》[9] 志第五十艺文四载：“窦叔向集七卷。” 
考《全唐文》卷六百五刘禹锡《澈上人文集序》：

“……皎然以书荐于词人包侍郎佶，包得之大喜。又

以书致于李侍郎纾。是时以文章风韵主盟于世者曰包、

李。以是上人之名由三公而扬……”[1](1665)，今皎然荐

书存于《杼山集》卷九《赠包中丞书》：“……有会稽

沙门灵澈……近应府公三五首谨凭澈上人呈上……”
[10]。包佶荐灵澈于李纾书不存。 

 
二、包佶所存诗辩正 

 
《全唐诗》卷二百五存包佶诗 38 首[11]，明铜活

字本《包佶集》存包佶诗 36 首[12]。《全唐诗》多出《寄

杨侍御》与《再过金陵》两首。《寄杨侍御》诗《全唐

诗》题下注：一作包何诗。明铜活字本《包佶集》中

无此诗，而同版本《包何集》有此诗。可知此诗确为

包何所作。另《唐诗品汇》卷五十、《古今诗删》卷二

十二、《石仓历代诗选》卷五十一、《御定全唐诗录》

卷四十三等所载此诗作者都为包何。《再过金陵》在《全

唐诗》中录入卷二百五包佶诗中，另又录入卷七百四

十三沈彬诗中。宋·马令撰《马氏南唐书》卷十五、

宋·施元之注《施注苏诗》卷七都引为沈彬诗。《十国

春秋》卷二十九、《五代诗话》卷三亦记为沈彬诗。明

铜活字本包佶集中又无此诗，可知此诗当为沈彬作也。 
另孙望先生《全唐诗补逸》卷之六据《永乐大典》

                                  
收稿日期：2007−10−25 
作者简介：张强(1981−)，男，山西平遥人，湘潭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14 卷 

 

296
 
卷二六○三、卷六六九九，以及陈尚君先生补注据《吉

石庵丛书》影印日本存古抄本北宋陈舜俞《庐山记》

卷四辑得包佶《翻经台》诗一首[13] (120)。 
陈尚君先生《全唐诗外编》修订说明：“包佶《岭

下卧疾寄刘长卿员外》，录自明人补本《万首唐人绝句》

卷二七。陶敏、吴企明均云此为包何诗，见《全唐诗》

卷二○八，题作《送乌程王明府贬巴江》。诗云：‘一

片孤帆无四邻，北风吹过五湖滨。相看尽是江南客，

独有君为岭外人’乃送人贬岭外而非己在岭下寄人之

作，以《全唐诗》之题为是。包佶另有《岭下卧疾寄

刘长卿员外》，为五言排律，原附入《刘随州诗集》，

刘亦有《酬包谏议佶见寄之作》，《全唐诗》均已    
收。”[13] (593−594) 

《全唐文》卷五百十八梁肃《奉送刘侍御赴上都

序》载：“……故刘君朝服贲然，将如京师。御史延陵

包公，祖而觞之，且曰：‘《易传》不云，立诚以居业，

《论语》不云，邦有道则智？吾子居可大之业，当则

智之时，是往也，将贺不暇，岂怆别乎！二三子尚未

醉，盍各赋诗，以代疏麻瑶华之赠！’中丞既歌首章，

命和者用古意，皆以一百字成之，凡七篇。”[1]可知包

佶曾作《奉送刘侍御赴上都》。诗不存。 
《权载之文集》卷第六《陪包谏议湖墅路中举帆》

题下注：“同用山字”。诗中有“断桥通远浦，野墅接

秋山”[14]。可知权德舆与包佶曾同游湖墅，并同作诗

寓怀。且二人诗中都曾用到“山”字。包佶此诗今不

存。 
《全唐诗》卷二百七十七卢纶有诗《同兵部李纾

侍郎刑部包佶侍郎哭皇甫侍御曾》[11] (701)。据诗题可

知皇甫曾卒后，卢纶、李纾、包佶皆有诗哭之。李诗、

包诗今未见。 
另据卢纶诗《酬包佶郎中览拙卷后见寄》[11] (709)，

知包佶曾寄诗卢纶。今诗已不存。现尚存卢纶《效居

对雨寄赵涓给事包佶郎中》。诗中“应怜在泥滓，无路

托高车”[11] (703)，有望包佶举荐之意，包佶诗当为回

此诗所寄，而卢纶又作酬诗谢之。 
《康熙字典》 “宣”字条：“包佶诗隔屏初听玉

音宣”[15]。据明·于慎行《谷城山馆诗集》卷十六载

《丙子七月初侍日讲纪述》诗中有此句，知此句出于

于慎行诗。《康熙字典》误。 
 
注释： 

 
①《公卿朝拜诸陵奏》辑自《唐会要》卷二十《公卿巡陵》、《请详

定开元时令奏》辑自卷七十七《论经义》、《明立私钱赏罚奏》

辑自卷八十九《泉货》、《社稷改用太牢奏》辑自卷二二《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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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ement to Bao Ji’s wri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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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ddition to The Wang Liang ode, The dignitaries’ memorial to the throne for pilgrimaging mausoleum, 
Making suggestions to constitute the season of KaiYuan, The memorial to the throne of constituting law for privating 
money and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The memorial to the throne of using TaiLao for sacrifice, Bao Ji had indited The 
article of condoling famine, The Du You’s Qu Si stele, The third abbot of Shang Gu temple eloge. He wrote an epigraph for 
Dao Yi, a preface for Dou Shuxiang, a letter to Li Shu. The following are not Bao Ji’s poems: Writing to Mr Yang and 
Travelling JinLin again in The Imperial Complete Essay of Tang Dynasty. Apart form Fang Jing Tai founding by Sun 
Wang, he also wrote Send off Mr Liu to the capital.  
Key words: Bao Ji; The Comlete Essay of Tang Dynasty; The Complete Poetry of Ta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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