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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

内容概要

本书为《道教学译丛》之一。《周氏冥通记》为南朝梁代道士周子良与茅山诸神冥通的记录，该书既
是中国古代稀有的梦的记录，亦是了解六朝时期茅山道教实态的基本资料，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本
书作为《周氏冥通记》的研究著作，主要包括《周氏冥通记》原文、译文、注释、索引及国内外对《
周氏冥通记》研究的最新成果等，其原文校勘精良，译文通俗易懂，注释资料翔实，更加增添了本书
的资料价值与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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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

作者简介

麦谷邦夫，生于1948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主要着作有《真诰索引》、《周氏冥通记索
引》、《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中国中世社会与宗教》(主编)等。
    吉川忠夫，生于1937年，1959年3月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系。京都大学荣誉教授，日本学士院院士。
主要着作有《六朝精神史研究》、《中国古代人的梦和死》、《中国人的宗教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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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

章节摘录

至六月十五日夜中山人去后，依别记目有“六月十五日，中岳洪先生授《洞房经》云云”。而检函中
，不见此受，恐当是修事与秘重，不题文迹，亦可已别投藏。计此正应是卧斗法，事与前二星相涉，
所以犹是洪先生授之。闻其在西廨，及移朱扬，索眠一床，绝恶人近身，少游杂。夕辄别床卧，如此
必是修《方诸》卧斗之法。此法是上清中品”经，理非下仙之品。又一人来，甚华少，白衣，传范帅
语云：“前故相告食肉事，遂不能断耶。今旦何意往他人处食脯？从今去勿复尔。望采前言，副今日
怀。”子良答曰：“早至师间，师赐食，谓食甘果，不以为欺。又奉今旨，敢复近肉。”此人应尔而
去。右一条十五日所受记，一白藤纸，其好全似杨君体。其十四旦，已向姨母云“不得食肉”。晚人
岭，亦见向说如范帅语，于时即然许之。十五日旦又人，因进往潘渊文间，潘与共醮，仍逼劝令其专
志，夜便得此信。十六日旦，即复见向说之，从此都断恶。其今答语云“师赐”，此亦复方便说以解
责也。其去岁十月至今年三月恒菜食，既辛苦疲瘦，姨母更劝令渐进，裁少少而已。寻又造罪尤，非
唯拘于先殃”’所及。既吞噬众生，理乖慈育之气。涉乎仁心者，必宜断之以成性，是以仙圣为体，
一向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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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

后记

《道教学译丛》于2005与2006两年，翻译出版了三本。出版那三本时，丛书叫做《海外道教学译丛》
。现在出版的仍然是这套丛书，改名为《道教学译丛》。去掉丛书原名中的“海外”二字，意味着变
单向翻译为双向翻译，准备增加将中文道教学著作翻译成外文出版的工作。墉国强教授首倡此议，获
得广泛响应，香港青松观董事会亦毫不迟疑地表示大力玉成。的确，向国人介绍海外道教学的成果，
和向世界介绍中国道教学的业绩，都是增进学术交流的有意义的事，义不容辞。但愿早日实现名副其
实。前三本，即秋月观暎着《中国近世道教的形成——净明道的基础研究》、吉川忠夫与麦谷邦夫编
《真诰校注》和蜂屋邦夫着《金代道教研究——王重阳与马丹阳》，翻译出版后，不断得到海内外各
界人士的鼓励。特别是那些对日语不很熟悉的道教学者和其它领域感兴趣的读者，非常欢迎。时有海
内外人士索购遣三本译着。翻译工作就是为了弥补读者外语知识的不足，也为了帮助那些没有条件找
到原著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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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研究:译注篇》：道教学译丛(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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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

精彩短评

1、日本人做学问就是不一样
2、主要是对上清研究有用吧，日本人做学问的精神值得学习。
3、该书为日本学者所著，文献功夫扎实细致，值得一看
4、日文原版另有索引，中译本省掉了。学术类书籍何时能都附上索引啊？！
5、孤独少年日记
6、有错字。有误译。作者很好，译者嘛。
7、匆匆一过，译文多有误，不胜枚举。查麦谷邦夫日文本，多为刘雄峰中日翻译的舛漏，殊可恨。
近知王家葵先生在做校释的工作，万分期待。
8、对古代道教的认识很有帮助。在内丹派没有成熟时。道教以什么方式影响人的生活。这部书注释
很详细，有白话译文，引用当时一些道书做注释。对传统文化有兴趣了解的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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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

精彩书评

1、梦，每个人都做过，无论是夜晚安眠时的遐想还是白日做梦的奇幻，都为我们所习惯。但在古代
，梦有时会起到一些特别的作用。南朝道教宗师陶弘景整理过一部日记体的书《周氏冥通记》，书中
记录了陶弘景的弟子周子良一年之间梦见仙人引导成仙的经历。回到一千五百年前的南朝萧梁，天监
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茅山，傍晚，年轻的道士周子良服下了九真玉沥丸，就此离开了尘世，达成了
他成仙的心愿。周子良是道教宗师陶弘景的弟子，十二岁开始跟随陶弘景修道，从陶弘景为周子良写
的传记来看，周子良一直是陶弘景的得意门生。周子良的突然离世，让陶弘景大为吃惊。在得知周子
良生前曾经偷偷烧毁过一百多页稿纸后，陶弘景就仔细寻找残余的记录。最终他在茅山燕口山石洞里
找到了一个铁函，里面保存了周子良的部分冥通记录。所谓冥通是指就是指感通仙人，周子良的这些
冥通记录保留了他梦中所见仙人如何指导他一步步成仙的经历。经过一年的整理，陶弘景编纂出了现
在所见的《周氏冥通记》，并附上自己相关注释与平日对周子良的观察。关于周子良本人生平，我们
现在只有从陶弘景给他写的传记中略窥一二。周子良是汝南人，出生在一个士族家庭，一岁时被交给
姨母徐宝光抚养，七岁丧父。十二岁时偶然间遇到了陶弘景，并被收为弟子。在传记中，周子良被描
述为从小时候开始就“立性雅和，家人未尝见其愠色”，看来是个温润平和的人。只是细细阅读《冥
通记》，却可以发现周子良在这种温润的背后，有着难以言道的阴郁与孤独。周子良的家庭生活可能
比较困难，陶弘景称之为“晚叶凋留，沦胥以瘁”，不复当年汝南周氏的盛况。周子良母族信奉旧道
教天师道，而且在天师道中的地位颇高；父族原先信奉帛家道，后来也信了天师道。父母两方都信奉
的是旧道，这与日后周子良信奉的上清派道教并不一样。上清派自诩正道，对帛家道、天师道这种“
俗信”颇为排斥。这种家庭传统信仰与后来自身信仰上的矛盾让周子良颇为痛苦。周子良的监护人是
他的姨母徐宝光。徐氏奉天师道非常虔诚，十岁就出了家，虽然在三十五岁时受到梁武帝舍道崇佛的
影响，被家族还俗嫁人，不几年生育一子后就携周子良与儿子朱善生避居永嘉，与世俗隔绝，此时周
子良年方十岁。徐氏很爱护周子良，但陶弘景说她性格过于严苛，大概不善于与人来往吧。周子良就
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有着高明的导师，严苛的姨母，年幼的表弟。在跟随陶弘景时，他负责处理
外事，算是陶弘景教团中比较重要的人物了。似乎他的人生将这样进行下去，安稳地当他的道士，或
许日后还能继承陶弘景的地位。不过在梁武帝天监十四年的夏至，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天监十四年夏
至，周子良在屋中午睡，恍惚间看到一个身穿紫衣，年四十许的男子带着十二名仆从进来。原来此人
是茅山保命府府丞赵威伯，乃茅山的仙人。赵威伯跟周子良说，周氏前世有福德，该受正法，今生又
有人神之心，虽然还有四十六年的阳寿，但冥界已经决定召他为保命府中的官员，以明年十月为期云
云。赵威伯并没有给周子良任何的选择，直接就定下了周子良的命运。周子良并非就这样安服于仙官
的筹谋，他曾经战战兢兢地表示过能否不要那么早就离开这个世界，但被严词拒绝了。至此周子良就
开始了长达一年的冥通生涯。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几乎每天周子良都会与神仙感通。在这些感通中
，周子良在仙人的指导下学习道法，如仙人洪子涓授周子良伺北斗二隐星之法，又教他《洞房经》；
华阳童子教授《太霄隐书》与《玄真内诀》等等。除此之外，周子良还在梦幻中游历仙境。《冥通记
》载天监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周子良梦游桐柏山&quot;见金庭馆，珠宝焕丽，宫室行列殊多，亦有青
黄尽相似。&quot;周子良作为没落士族之后，这些梦幻对他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不仅如此，若是细加
推敲，周子良的梦幻中也参杂着少年人的一些青春梦想。天监十四年七月三日夜晚，周子良看见有九
个仙女来访，领头的两位分别姓刘和姓陶。刘夫人因唤诸女曰：&quot;此周生有凌云之秀，将可与共
语。&quot;一人应曰：&quot;下仙未敢与高人语。&quot;刘曰&quot;：高下未必可定，伊犹沉滞尘喧，
共启悟之耳，何高之有。&quot;此女笑曰：&quot;别当相造，今未容言。&quot;陶曰：&quot;此段易迁
中有柳妙基，孙芳华，阮惠香，此三子学有功夫，得度方诸第八朱台中受书，并为仙妃，故今知之
。&quot;刘曰：&quot;周生，尔欲之乎。&quot;答曰：&quot;凡虫乌非所敢希。&quot;曰：&quot;尔得
希之，所以相告。&quot;陶曰：&quot;夜已深，宜去。&quot;便欲去。诸女曰：&quot;待侬。&quot;因
相随而灭。此段对话颇为暧昧，&quot;将可与共语&quot;、&quot;别当相造&quot;、&quot;待侬&quot;
诸语也都富有特别的含义。在冥通修仙的过程中，周子良经常遇到与现实生活相抵牾的地方。尤其是
在有个固执严厉的姨母的情况下。陶弘景在《周氏冥通记》卷二的一条注释中说：去岁闻其家说，姨
母常修服诸符，恒令（周子良）为书。其既始有通感，于书符失时，兼亦不谨。姨母责骂甚苦，乃云
：&quot;人家养犬亦须守吠逐鼠，养汝已不得供养，止书符写画，而不用意，用汝何为？&quot;伊于
时意色极不好。周子良的姨母经常修习服用符箓，一直让周子良为她书符箓。当周子良开始冥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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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

就停止了写符。姨母非常愤怒，言语间将周子良骂作狗都不如。周子良的脸色极为难看。为何周子良
开始冥通修习仙法后就不再为姨母写符了呢？我想这与周子良姨母徐氏过往修习的是旧道有关吧，这
些符箓或许与正在修习的正法相牴触。现实生活中的压力影响了周子良的梦境。天监十四年六月四日
夜，华阳童子来访，告诫周子良，在服侍尊长时，遇到辱骂不要放在心上，若被骂作畜生，就去沐浴
，免得邪气入侵。经过仙人指点，周子良再面对类似情景时便能坦然待之了。日本学者小南一郎指出
这一类的神启都是表达了现实与梦想的矛盾。这种虚实之间的错乱在周子良处理教团事务的委屈中表
露得很明显。《冥通记》卷四中记录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天监十四年十一月八日与十三日，周子
良分别梦见茅山定录君与紫阳真人周太宾，周子良言语间透露着陶弘景对他想要另建别屋独居的不信
任，而两位真人劝道说：&quot;陶或信与不信，欲相试。&quot;陶弘景在注释中委屈地说自己并没有
不相信周子良，并且给了周子良一万钱来修建。那周子良为何会有陶弘景不信任他的感觉呢？陶弘景
认为是有&quot;道士心未善者互与言说，（建屋之事）遂不成&quot;。第二件事：天监十五年正月十
一日，周子良梦幻中见到了四位真人，定录君、保命君、桐柏真人与紫阳真人。在这次冥通中，周子
良被真人们狠狠地训斥了。紫阳真人说周子良没有认真修行真道；定录君说周子良身子废了；保命君
质问周子良为何要向人索要三百斛的稻谷。周子良极力否认索取谷物的事情，却不被真人所相信。陶
弘景的注释中指出，周子良身体不佳是因为建屋之事难成，忧心焦虑所致；而索取的三百斛谷物相当
于一百三十斛稻米，是够常人六年的食用，大概是用来供奉师父的吧，这不该被责备。由建屋难成一
事可见，在茅山教团中，道士之间的关系也充满着勾心斗角；索取谷物也是教团中周子良的职责，却
被真人责备。或许这种种都反映了周子良并不擅长与教团中其他道士的交往，并对处理教团中的事务
感到焦虑吧。复杂的现实生活与一心向道的理想一直纠缠着周子良，这一矛盾在冥通梦幻这一潜意识
的表达中显现了出来。而从陶弘景的注释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陶弘景对他这一弟子的心理活动并不
是很清楚，这也暗示了周子良内心的孤僻。以上周子良种种的梦幻并非是他的首创，他的梦幻大多是
模仿《真诰》。《真诰》这部上清派重要的经典也是陶弘景整理而成的。《真诰》中记载的是东晋兴
宁年间，道教真人下降，以杨羲为灵媒，向许谧、许翙父子的诰授。通过《冥通记》的一些说法，我
们知道周子良曾经抄写过陶弘景的《真诰》整理本，而整个《冥通记》的神仙结构也基本依照《真诰
》，甚至可以这样说《冥通记》是《真诰》的一个仿品。周子良的《冥通记》若与《真诰》相比，无
论从内容还是修法都缺乏想象力，我想这也许就是因为《真诰》对周子良的影响力太大了吧。在《真
诰》中，灵媒杨羲以神灵的口吻，向他的供养人许氏父子构造出一个体系完备的天界。著名的道教史
家陈国符先生将《真诰》斥作是杨羲&quot;扶乩降笔&quot;的虚构。美国道教史学者司马虚认为《真
诰》是杨羲参杂了道教、佛教与民间信仰的梦幻。我想将其视作一种幻觉恐怕更接近事实。早期上清
派颇为重视丹药的服用。在《真诰》卷五《甄命授第一》中就记载了许多服丹药而成仙的事例，其中
又有不少服某种丹可化作某物的记录。作为上清派的大宗师，陶弘景对丹药也极为熟悉，有多部医学
书籍存世，周子良作为陶弘景的得意门生，也经常为多病的姨母诊疗。《真诰》中所载的一些修炼用
的药物中，颇有一些有致幻剂的作用。如杨羲在给许翙的信中说：&quot;承服散三旦，宣通心中，此
是得力。&quot;显然这里的&quot;散&quot;是一种镇定剂。而陶弘景编撰的《神农本草经集注》中提到
大麻的致幻作用，&quot;多食令人见鬼狂走，久服通神明&quot;，又说&quot;合人参服之，令逆知未来
事&quot;，值得注意的是，这部《神农本草经集注》的编纂是紧接着《真诰》的完成开始的，其中的
联系显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周子良在随陶弘景修行时，也学习了这些药理知识。为了成仙得道，周
子良也会去服用那些能&quot;通神明&quot;、&quot;知未来事&quot;的药物。在《冥通记》中我们可以
看到周子良利用《真诰》所载的方子进行修炼。如天监十六年夏至，鬼帅范疆五问周子良，墙壁上所
书洗浴用的桃竹汤方从何而来，周子良答：&quot;写《真诰》中得。&quot;由此可知，周子良对《真
诰》中的药方颇为熟悉，这应该是向陶弘景学习而来。当然，周子良对《真诰》的模仿中最为激烈的
就是服丹药弃世。据司马虚的研究，许翙在东晋太和五年服丹药离世，也是按神授的期限抛弃红尘。
有这样一个熟悉的先例情况下，周子良决意效法先贤，依照神灵最初的约定于天监十五年十月服用九
真玉沥丹这一药酒，离开凡尘，进入茅山的神仙世界中去了。《冥通记》的确是对《真诰》的一种刻
意模仿，但与《真诰》的神仙－灵媒－受众三层多人的组织不同，《冥通记》更像是一部孤独少年的
精神日记。上文中提到周子良家族的衰败、姨母的严苛及在处理教团公共事务上的战战兢兢，而此时
周子良尚不足二十岁，是在一个追求成仙的环境中成长。如美国学者拉塞尔所言那样，这一部《冥通
记》，实际就是年轻的周子良反抗现实的生活社会与在更宏阔的、永生的天界中追求自我的过程。受
到真人召唤的并不只有许翙与周子良，陶弘景也受到了召唤。在《冥通记》卷三的注释中，陶弘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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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四月份时也被召为冥官，不过陶弘景&quot;意甚恻恻&quot;，好像不太高兴。大约是当时陶弘景年
已花甲，并不像许翙、周子良那样年轻热血吧。后来定录君告诉周子良，陶弘景的征召停止了，因此
陶弘景没有像他的前辈与弟子那样服丹弃世，活了八十多岁。我的朋友狡哉先生有一个观点，他认为
《周氏冥通记》实际是陶弘景的造作，而不是周子良的手笔。不过，我更愿意相信这个充满了矛盾、
焦虑的神仙诰授记录是一个孤独少年的追梦之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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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的笔记-第69页

        华阳童乃言曰：“⋯⋯尔既无才学可称，又乏至德之美，特是采缘访命，加以迹少愆累，心无沉
滞，故得耳⋯⋯”
p71 译文：你既无可称道的才学，又缺乏至上的美德，特别是探寻因缘和命运，而且行动中又有罪责
的忧虑。心中没有执滞，方可得道。
处翻译恐有误。私改为此：

你既无可称道的才学，也没有至上的美德，只是因为（我们—指仙官）采访了你的因缘命运，加上你
的事迹中少有过失，心里没有执念滞碍，才能够获得这一机会（指到茅君府中任保籍丞）

2、《《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的笔记-第205页

        保命云：尔何意顿取人三百斛谷？子良答：不取。又云：见取，何云不取已？尔（按，“已尔”
为固定搭配，此处点破了）别当埤之。余别自语，所不能了。【陶弘景注：⋯⋯取谷之事，了不闻有
此音迹。计三百斛谷是百三十斛米，平人六年食，恐以为食师以此米者。其从来为师使，本是衣食弟
子，不应以此为责。伊云不取，神证云取，两不应妄。又云：别当埤之。思此答所不解。】本书译文
：保命说：“你为什么要向人家所要三百斛谷物？”子良答：“没有索要。”又说：“现在你已经要
了，为什么还说没要？这样会徒增更多的想法。”此外，其互相言语，却不能够明白。【陶弘景注：
⋯⋯关于索要谷物的事，没有听说有什么情况。三百斛谷物也就是一百三十斛米而已，为常人六年的
食物，恐怕这米是作为师傅的食物。因老是被师傅使用，即是所谓的衣食弟子，不应该以此来借债。
他说没有索要，神却有其索要的证言，都不应是胡说。又说“这样会徒增更多的想法。”想想这样的
回答不可理解。】今天偶然和水帝聊到这段文字，才发现我对三百斛谷的理解和译文很有出入。
这则对话，正值周子良因为盖屋不顺而“慞惶不作”的时候。周子良自己择地盖屋，也就是要和陶弘
景分家了。在此之前，如陶弘景注中所言，周子良是陶的“衣食弟子”，也就是陶弘景管周子良的吃
穿住用，而周子良供陶弘景驱使。从天监七年（508）周子良开始追随陶弘景，到天监十四年（515）
周子良想分家，正好六年时间。在这六年里，周子良大概消费了陶弘景三百斛谷物。所以仙真就以此
为责，但周子良好像没明白仙真的意思。而陶弘景很明白（大概他平时算计的很清楚。鄙视之！），
而且还想要周子良补回来。从这一个小地方也能看出《冥通记》全部出自陶弘景本人的手笔，而且还
透露出他是个斤斤计较的小气人。
我试译如下：保命说：“你为什么拿了人家三百斛谷物！？”子良答：“没有拿啊！”保命又说：“
已经拿了，说什么没拿？以后要还给人家！”说的其他话，我没听懂。【陶弘景注：⋯⋯关于[周子
良]拿人家谷物的事，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情。算起来三百斛谷物合一百三十斛米，相当于一个
人六年的食物，大概是认为[周子良这些年来]吃了我这么些米吧！其实周子良本来就是供我驱使的衣
食弟子，不应该因为这件事被责备。周子良说没拿，仙真说拿了，两个人都没有说错。[保命]又说“
以后要还给人家”，想来这个回答是为了回应周子良的不解。】

3、《《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的笔记-第315页

        许丽玲《周氏冥通记初探》：
此段文字下有陶注云：“子良本欲以甲午年迎父柩出西，事不果。周是角家，过此未申酉岁乃更议。
”⋯⋯“角家”即“风角家”，也就是风水术士，由此可知周家素来传有此术。
按：“周是角家”指宫、商、角、徵、羽五音姓之角姓。如《百家姓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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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的笔记-第327页

        （三）尸解舍世的意义
许丽玲写了四页周子良尸解的问题，但是据《冥通记》卷一（p54）（范疆五）又曰：“⋯⋯卿既无
解术，犹应栖质有所⋯⋯”
周子良并没有尸解之法。又麦谷邦夫、吉川忠夫注“解术”所引《太微灵隐书》曰：“凡人入胎息，
游人间，行尸解术，随物所化，故有托衣衾所化者”，由此可知周子良服“九真玉沥丹”仙去而“容
质鲜净，不异于生”，并非尸解之法。

许丽玲那四页讨论完全没有中的～

5、《《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的笔记-第141页

        陶（智安）曰：“此〔叚〕［段］易迁中有柳妙基［应作姬，受口语音，不得字体也。］孙芳华
，阮惠香，［此三女《真诰》中皆无。］此三子学有功夫，得度方诸第八朱台中，受书并为仙妃，故
令知之。”刘（玄微）曰：“周生，尔欲之乎？”答曰：凡虫鸟非所敢希。”曰：“尔得希之，所以
相告。”陶（智安）曰：“夜已深，宜去。”便欲去，诸女曰：：待侬。”因相随而灭。
此非周子良的春梦？不由让人对“学有功夫”四字产生绮念～

毕竟周子良此时不过十九、二十岁～其中“受书并为仙妃，故令告之”，让人觉得这是在色诱小道士
嘛

6、《《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的笔记-第64页

        伺北斗二星法出《方诸洞经》中，周（子良）从来都未窥上经。性谨直，亦不议求请。追恨不得
以诸真经及杨、许真令一见之已，虽不复任此，要自于师心有亏。
此段为陶隐居注释。“周从来都未窥上经”前的逗号当做句号，后面的句号当作逗号。

“虽不复任此，要自于师心有亏”一句，麦谷氏与吉川氏译作“虽然说自己在任有此资格，但作为师
傅却心中有愧。”私以为，翻译恐误，当译为“虽然我（陶隐居）不再负有这个任务了（指传授上经
及杨、许真令，因为周子良已经升仙），但作为师傅我还是问心有愧啊。”

此段最为有趣的是“追恨不得以诸真经及杨、许真令一见之已”，因为在同卷所记夏至日夜周子良与
鬼帅范疆五的对话中有说起周子良写《真诰》得“桃竹汤方”事。吉川忠夫认为两者矛盾，但我想大
概是周子良所写并非摹写杨许真迹，而是陶隐居的整理本吧。这里杨、许真令，应是说那些未经整理
的小纸片们。

7、《《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的笔记-第9页

        入此年十月，便密自辨窗戶牀簾，至十&lt;九&gt;[月]乃竟。
按，辨當作辦，王京洲本不誤。辦為南朝俗語。原文“十九”，意為十月十九日，不當改為“十月”
。

8、《《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的笔记-第18页

        又师经一过，因辞访移朱阳。及有所当事后，屡问：“蒙答以不？”每云：“未报。”遂不显言
。今料视，定已有答。译文：师傅再一次上章去访朱阳馆并做完正式事项后，多次问到“为何不回答
”时，却总是说道：“现在不清楚。”终究还是不露声色。而今看来，一定已有结果。
很佩服日本学者的仔细，因为《中华道藏》此句的标点简直不知所云：“又师经一过，因辞访移朱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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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有所当事后，屡问蒙答，以不每云，未报，遂不显言。”
但是前半句话标作：“因辞访移朱阳” 实在很费解。译文是说因为“上章”而访问朱阳馆。但是朱阳
馆是在天监十四年（515）10月19日才建好，然后陶弘景和周子良一起搬进去的，谈何“访移朱阳”呢
。陶弘景旋即于次年移居东山郁岗斋室隐修，直到516年10月27日周子良死时一直在那里。《冥通记》
在此期间并没有因为上章而访问朱阳馆的记载（陶、周一起上章的明确记载似仅有515.6.20求雨）。再
者，“及有所当事”，解释为“做完正式事项”也不通。因为这显然是指周子良跟着陶弘景移居朱阳
馆后“专住西馆，掌理外任，应接道俗，莫不爱敬”一事。因而译文中将后半句的主语视为陶弘景也
是不对的。
我觉得此句应该这样标点：
又师经一过，因辞访。移朱阳及有所当事后，屡问：“蒙答以不？”每云：“未报。”遂不显言。今
料视，定已有答。译文：我每一次经过[周子良所在的西阿别廨]，就会出言询问。在[周子良]移居朱
阳馆并担任一定事务之后，[我]屡次问道：“得到回答了吗？”[周子良]总是说：“没有回答。”[我]
便不再多问。现在看来，[当时]一定已有回答。

9、《《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的笔记-第7页

        於廨忽未中寢臥彌淪，良久乃起出。
按當標點作“於廨忽未中寢臥，彌淪良久，乃起出。”王京洲《陶弘景集校注》不誤，但解釋“未”
為“午後13時到15時”，不確。
“未中”一詞，應該為南方俗語。語例見《抱朴子·遐覽篇》“又意在於外學，不能專一，未中以經
深涉遠耳”。《洞玄靈寶五嶽古本真形圖并序》“家有婦及兒樂道者，未中以大書傳授”。可見“未
中”意思近似“不能”，與今河南話的“中不中”有點接近。
因此，《冥通記》此句意思為：周子良在廨中不能成眠，輾轉良久，遂起身。

10、《《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的笔记-第133页

        
自“按紫阳两真”至“是所未究”两段应加［］，为陶隐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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