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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道云南录》作者考

普翠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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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至道云南录》一书作于北宋初年，具体内容今已不可考，然据 《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

《续资治通鉴长编》等相关古籍记载，可知原书大概既记载了云南的地理风俗，也记载了一些史实。与此

同时，关于此书的作者是否为辛怡显、作者的籍贯与官职等，各书的记载亦有出入。因此，结合多种文

献史料，考证此书的作者、作者的籍贯与官职，以求得出一个较为接近历史原貌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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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道云南录》成书于北宋初，原书三卷，具

体内容今已不可考。有学者曾辑佚过 《至道云南

录》，并将此书与其他描写云南的古书合录，署名为

《云南古佚书钞》［１］，可提供参考。 《至道云南录》

在宋代古籍中，袁本 《郡斋读书志·后志·伪史

类》有著录，殿本 《直斋书录解题·史部·地理

类》亦收，合璧本 《玉海·艺文·实录》亦有记

载，局本 《续资治通鉴长编·太祖·开宝二年》则

明言：“然辛怡显著 《至道云南录》，载其国山川风

俗及淳化末所赐诺驱诏甚具。”［２］２２８由此可以推测原

书大概既记载了云南的地理风俗，也记载了一些史

实。但是，关于此书的作者为谁、作者的籍贯与官

职为何，各文献记载却有一定出入。因此，本文将

对比现存文献史料对此书记载的异同，从而整合

《至道云南录》作者的相关信息。

一、作者其人

关于 《至道云南录》一书的作者，陈振孙于

《直斋书录解题》中云： “左侍禁知兴化军辛怡显

撰。李顺之乱，余党有散入蛮中者，怡显往招安

之，继赐蛮酋告?而归，遂为此录，天禧四年自

序。或云此书妄也。余在莆田视壁记无怡显名字，

恐或然。”［３］２６７陈振孙认为 《至道云南录》的作者



也许并不是辛怡显，因其在莆田 （即兴化）的壁

记 （亦称碑记）上未寻到曾于莆田做官的辛怡显

之名。可以说，陈振孙的质疑有其合理性，毕竟连

作者曾出任官职的地方都无记载他的相关壁记。

然而，同时代的其他相关文献则明确记载了 《至

道云南录》的作者确为辛怡显。如作于 《直斋书录解

题》之前的 《郡斋读书志》云： “右皇朝辛怡显

撰。”［４］其他如 《续资治通鉴长编·太祖·开宝二年》

亦云：“然辛怡显著 《至道云南录》”［２］２２８，《玉海·艺

文》言：“天禧元年监虔州商税辛怡显撰。”［５］１１６６ 《宋

史·艺文志》载：“辛怡显至道云南录三卷。”［６］５８１７故

陈振孙的质疑亦有其不合理之处，毕竟除同时代著录

《至道云南录》的其他书籍皆云其作者为辛怡显外，

陈振孙在质疑辛怡显是否真为 《至道云南录》一书作

者的前提下，亦言 “左侍禁知兴化军辛怡显撰。”［３］２６７

总而言之，可以确认的是陈振孙的质疑基本上不

成立，因为同时代其他书籍皆明确记载 《至道云南

录》的作者即为辛怡显。加之陈振孙本人于 《直斋书

录解题》亦明确记载 “左侍禁知兴化军辛怡显”［３］２６７，

因而即使陈振孙在辛怡显曾任过官职之地未发现记载

其事迹的相关壁记，亦不能充分证明辛怡显并未撰写

《至道云南录》一书。所以，据同时代其他文学史料

的记载，《至道云南录》一书作者当为辛怡显。

二、作者其籍

关于辛怡显的籍贯，《宋史·蛮夷传·黎州诸蛮》

曾记载：“至道元年 （９９５年），李顺乱西川，王继恩
讨平之。遣嘉州牙校辛显使，诺驱奉淳化二年 （９９１
年）所授官告、敕书及日历为信，因言与贼樊秀等接

战，败之，复请朝觐，通嘉州旧路。”［６］６７８４ 《宋史》

言辛怡显为嘉州人。 《容斋随笔·南夷服诸葛》云：

“国朝淳化中，李顺乱蜀，招安使雷有终遣嘉州士人

辛怡显使于南诏，至姚州，其节度使赵公美以书来

迎，云：“当境有泸水，昔诸葛武侯戒曰：‘非贡献征

讨，不得辄渡此水；若必欲过，须致祭，然后登

舟。’”今遣本部军将赍金龙二条、金钱二千文并设酒

脯，请先祭享而渡。”［７］５６洪迈亦记载，辛怡显为嘉州

士人。其他书籍，如 《郡斋读书志》 《玉海》 《续资

治通鉴长编》《通志》等未言及辛怡显籍贯。

嘉州，即今四川省乐山地区。《宋史·地理志》

载：“嘉定府，上，本嘉州，犍为郡，军事。乾德四

年 （９６６年），废绥山、罗目、玉津三县。庆元二年
（１１９６年），以宁宗潜邸，升府。开禧元年 （１２０５
年），升嘉庆军节度。”［６］５４８１故民国版 《乐山县志·

人物志·名臣》亦将辛怡显录入其中，其云： “辛

怡显，龙游人。李顺之变，余党人入云南。朝廷招

募可往者，怡显请行。后知兴化军，自作 《云南至

道录》行于世。”［８］８５７关于书名，县志记载为 《云南

至道录》，而 《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续资

治通鉴长编》《文献通考》等书目著录为 《至道云南

录》。如此，则县志记载的书名则有误，当改为 《至

道云南录》。此外，《乐山县志》云辛怡显出使云南是

毛遂自荐，应当是参照了 《玉海》， 《玉海·艺文》

言：“淳化五年，以西蜀顺贼与南蛮联结，诏幕命官

士庶通边事者，往黎辒界招抚，时怡显自请行。至道

元年 （９９５年），讫事而归，是书备战始末云。”［５］１１６６

总之，辛怡显，宋太宗时人。据 《宋史·蛮

夷传·黎州诸蛮》《容斋随笔·南夷服诸葛》 《乐

山县志·人物志·名臣》等文献记载，为嘉州

（后升为嘉定府）龙游 （即今乐山）人。宋太宗淳

化末至至道初 （约９９４年—９９５年），李顺于蜀起
义被初步平定之后，其部分余党逃入云南。宋朝廷

于是招募可以往云南帮助平乱之人，辛怡显即为其

中一员。辛怡显归来之后，即作 《至道云南录》

一书记载其此行所见所闻。

三、作者官职

关于辛怡显的官职，各书记载不同。 《宋史·

蛮夷传·黎州诸蛮》记载：“遣嘉州牙校辛显

使”［６］６７８４，此处的 “牙校”为低级武官。《新唐书·

石雄传》载：“（石雄）少为牙校，敢毅善战，气盖

军中。”［９］ 《容斋随笔·银青阶》载：“国朝踵袭近

代因循之弊，牙校有银青光禄大夫阶，卒长开国而

有食邑。”［７］２７５由此可知，辛怡显为低级武官，但

《宋史》并未言此官职具体名称。值得庆幸的是

《直斋书录解题》中曾云： “左侍禁知兴化军辛怡

显撰。”［３］２６７左侍禁，武散官名，亦是低级武官。

《宋史·职官志·叙迁之制》［６］５６９７－５６９８载左侍禁原

为内西头供奉官，而后又转为中 （忠）训郎，中

（忠）训郎在武阶排第名四十七，而宋代武阶总共

也就六十。据此推测，彼时辛怡显当为低级武官。

应当注意到 《直斋书录解题》中还提及辛怡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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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兴化军”，即知军一职。据 《宋史·职官志》

载：“宋初革五季之患，召诸镇节度会于京师，赐第

以留之，分命朝臣出受列郡，号权知军州事，军谓

兵，州谓民政焉。其后，文武官参为知州军事，二

品以上及带中书、枢密院、宣徽使职事，称府、州、

军、监。”［６］５６８１宋代把全国划分为若干路 （省级）、

（军）州 （市级）、县 （县级），路中管理各个州的

官员称为 “知州”或 “权知军州事”。由此可知，

知军即 “权知军州事”别称，是赵宋以朝臣身份任

知州并掌管当地军队的职务，相当于今厅级官职。

所以民国版 《乐山县志·人物志·名臣》才云：

“辛怡显，龙游人。李顺之变，余党人入云南。朝廷

招募可往者，怡显请行。后知兴化军，自作 《云南

至道录》行于世。”［８］８５７大抵是因为知军之职确比左

侍禁一职要高出许多，加之辛怡显又参与平定李顺

之乱，后有升职的可能，所以 《乐山县志》言及辛

怡显担任知军一职，是在李顺之乱平定之后。

辛怡显除了担任左侍禁、知军等职之外，据 《玉

海·艺文》记载，辛怡显还曾经担任过虔州商税，书

云：“天禧元年监虔州商税辛怡显撰。”［５］１１６５按同时代

其他文献记载，此处言 《至道云南录》一书作于天禧

元年 （１０１７年）应当为错误记载，有待细考，篇幅
所限，在此就不展开叙述。虔州，即今江西省赣州

市。商税一职，即北宋前期三司盐铁部所掌管的七案

中的商税案。《宋史·职官志》载：“判官以朝官以上

曾历诸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充……盐铁分掌七案：一

曰兵案 （掌衙司军将、大将、四排岸司兵卒之名籍，

及库务月账，吉凶仪制，官吏宿直，诸州衙吏、胥吏

之迁补，本司官吏功过，三部胥吏之名帐及刑狱，造

船、捕盗、亡逃绝户资产、禁钱。景德二年 （１００５
年），?度支案为刑案），二曰胄案 （掌修护河渠、给

造军器之名物，及军器作坊、弓弩院诸务诸季料籍），

三曰商税案，四曰都盐案，五曰茶案，六曰铁案 （掌

金、银、铜、铁、朱砂、白矾、绿矾、石炭、锡、鼓

铸），七曰设案 （掌旬设节料斋钱、餐钱、羊豕、米

面、薪炭、陶器等物）。”［６］５６６４由此可知，三司部各部

判官的任职前提是曾经担任过路 （省级）级的相关官

职。以此类推，辛怡显为虔州商税当在兴化知军之

后，且商税一职当比知军 （厅级）一职官级要高。

总而言之，据各文献记载，辛怡显大概担任过

的职位有左侍禁 （后改为忠训郎）、知军 （权知军

州事别称）、商税 （三司盐铁部所掌）等。进一步

明确，左侍禁在宋代武阶排名第四十七，宋代武阶

六十级，故左侍禁属于低级武官；知军为州 （相当

于今市级）级官职，有掌管当地军队的权力；商税

为宋代二府三司制中三司盐铁部所掌七案中的一案，

辛怡显所知的虔州商税即掌管当地商税一职。

结语

据著录了 《至道云南录》的一些相关文献史料

将其归入史 （实录）类或者地理类可知，《至道云

南录》原书大概既记载了云南的地理风俗，也记载

了一些史实。关于 《至道云南录》的作者，据 《郡

斋读书志·后志·伪史》 《续资治通鉴长编·

太祖·开宝二年》《玉海·艺文》《宋史·艺文志》

《乐山县志·人物志》等文献记载，可确定为辛怡

显，因此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的质疑基本上不

成立。关于辛怡显的籍贯，据 《宋史·蛮夷传·黎

州诸蛮》《容斋随笔·南夷服诸葛》《乐山县志·人

物志》等记载，当为嘉州人。嘉州，即今四川乐山

地区。此可以解释为何李顺于蜀之乱需要人前往招

安之时，辛怡显或被派遣或主动请缨，当皆与其为嘉

州人有关。关于辛怡显曾担任过的官职，据 《直斋书

录解题》《乐山县志·人物志》《玉海·艺文》等记

载，辛怡显大概担任过的职位有左侍禁，原为内西头

供奉官，而后又转为中 （忠）训郎，中训郎在宋代武

阶排名第四十七，宋代武阶总共有六十级，故左侍禁

属于低级武官；知兴化军，知军即权知军州事别称，

相当于今市级官职，有一定掌管当地军队的权力；商

税，为宋代二府三司制中三司盐铁部所掌七案中的一

案，辛怡显知虔州商税即为掌管当地商税的税官。

至此，整合辛怡显的相关信息可得出结论：辛怡

显，生卒年不详，今四川乐山人。淳化中后期至至道

初期，李顺于蜀发动起义被初步镇压后，辛怡显曾前

往云南招安李顺余党，归后作 《至道云南录》一书，

记载他此行的所见所闻。辛怡显前往云南招安时官职

大概为左侍禁， 《宋史》称其为牙校，即低级武官。

他从云南归来后，转而任兴化 （今福建莆田）知军，

后约天禧年间又传为虔州 （今江西赣州）商税。以上

所述，若有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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