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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点石成金”看辞书编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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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众多辞书辗转传抄看，对“点铁成金”的典故皆存在程度不同的误解，大多辞书编纂者都 认

为“点石成金”典故出自题名西汉刘向《列仙传》所载 许 逊 神 迹，本 文 认 为 此 典 故 与 佛 教 典 籍 中 所 述 龙 树 事 迹

的渊源颇深。佛教文化传入后与中国本土道教文化的融合互补，是造成误解的客观原因。因此，这一 问 题 也

提醒辞书编纂者切勿急功近利，人云亦云，流传谬误，而应审慎辨识，正本清源，维护辞书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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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石成金”的误释

“点石成金”的典故，《现代汉语词典》原未收，

１９８３年第２版只载“点铁成金”条，释云：“神仙故

事中说仙人用手指一点使铁变成金子，比喻把不

好的文 字 改 好。”［１］２００５年 第５版 始 列“点 石 成

金”条目，改释为：“神话故事中说仙人用手指头一

点石头变成金子，多比喻把不好的或平凡的事物

改变成 很 好 的 事 物。也 说 点 铁 成 金。”其 下 另 立

“点铁成金”条，只释“点石成金”四字［２］。常晓凡

编《实用成语词典》除增加选自《二十年目睹之怪

现状》４３回的例句，所释与《现代汉语词典》同［３］。
《佩文韵府》释“点石”云：“《列仙传》：许逊，南

昌人，晋初为旌阳令，点石化金，以足逋赋。”［４］杭

州大学中文系编写的《古书典故辞典》释“点石成

金”称：“亦作‘点铁成金’。古代方士称能用丹将

石（铁）点化成金。”然后一字不改全引《佩文韵府》
之说，再引 录 宋 代 黄 庭 坚《答 洪 驹 父（误 作“文”）
书》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

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文章者，
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

一粒，点铁成 金 也。”［５］等 于 完 全 袭 用《现 代 汉 语

词典》和《佩文韵府》，并引述宋代胡仔《苕溪渔隐

丛话后集》卷九《孟浩然》条所说：“诗句以一字为

工，自然颖异不凡，如灵丹一粒，点铁石 成 金 也。”

故将“点石成金”和“点铁成金”糅合并为一条。
《列仙传》作者不详，旧书目向来题彭城刘向

撰［６］。西汉人的书里怎么可能记载晋代人的故事

呢！这显然“风马牛 不 相 及”。孟 子 曰“尽 信 书 则

不如无书”。编辞书者不加深究，辗转传抄，自然

不免沿袭成“关公战秦琼”的笑话。

１９９３年才 出 齐 的 罗 竹 风 主 编 的《汉 语 大 词

典》也许察觉了这种令人尴尬的矛盾和破绽，于是

将点化、点石、点石成金、点石术、点石为金，均单

立条目，所引书证各异。表面看来，相互之间似乎

各不相关，其实仍沿袭着《古书典故辞典》的部分

阐释。比如，“点石成金”条下明确说：“同‘点铁成

金’，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孟浩然》：‘诗句

以一字为工，自然颖异不凡，如灵丹一粒，点铁石

成金也。’”其下又列举《西游记》第４４回和郭沫若

《关于大规模收集民歌问题》的书证。而“点石为

金”条下则说：“同‘点铁成金’。《警世通言·吕大

郎还尽完骨肉》：‘四愿得吕纯阳祖师点石为金这

个手指头。’”［７］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与《古 书 典 故

辞典》相较，同样是引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的书

证却有文字的差异。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则纯

系《古书典故辞典》编者粗疏所致。实际上《苕溪

渔隐丛话后集》中只有“点石成金”，并无“点铁石

成金”［８］。至于汉语大 词 典 出 版 社１９９６年１０月

出版的《汉语成语大词典》则几乎是亦步亦趋地剿

袭《汉语大词典》［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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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点石成金”典故的源流

为了辨明真伪，今将“点石成金”典故的源流

缕述如下。
按照中国古代五行相生的观念，土生金，金生

水，而土石又相依，所以晋张华《博物志》卷一说：
“石者，金之根甲。”［１０］而有些传说故事也特别强

调金与石、与水的密切关系。例如：《搜神记》说：
“常山张颢，为梁相，天新雨后，有鸟如山鹊，稍下

堕地，民争取，即化为一圆石。颢椎破之，得 一 金

印，文曰：忠孝侯印。颢以闻，上藏之秘府，颢后官

至太尉。”［１１］《异 苑》（或 称 见 于《华 阳 国 志》）则

说：“永康王旷井上有一洗石，时见赤气。后有二

胡人寄宿，忽求买之。旷怪所以，未及度 钱，子 妇

孙氏睹二黄鸟斗於石上，疾往掩取，变成黄金。胡

人不知，索市逾急。既得，幢破，石内空处 止 有 二

鸟迹。”［１２］《魏 志》载：“繁 昌 县 授 禅 石 碑 中 生 金，
表送上，群臣尽贺”；王隐《晋书》：“永嘉初，陈国项

县贾逵石碑中生金，人盗凿取卖，卖已复生。此江

东之瑞也。”［１３］这 都 是 典 型 的 石 中 生 金 的 故 事。
《幕府燕闲录》：“有人得青石，大如砖。背有鼻，穿
铁索数丈，循环无相接处。一日，海贾见，以 数 十

千易之。云：此协金石，垂之海中，经夕引出，上必

有金。”［１４］这又说明金与水也有密切关系。
但“点石成金”的典故则直接出自晋代许逊的

故事，不过这则故事不是载于《列仙传》，也不像有

人说的出自《神仙传》，而是见于王安石《重修许旌

阳祠记》：许逊“藏金于圃，使囚者出力而得之，因

偿负而或免于桎梏，岂尽出方技之所为者？以是

德于民”［１５］。明 王 世 贞 辑、汪 云 鹏 校 的《列 仙 全

传》则演述得更加详尽［１６］。《佩文韵府》的谬误就

在于把《列仙全传》和《列仙传》混为一书了，而《古
书典故辞典》的编者则不加辨识，完全信从了权威

性较高的《佩文韵府》。
然而，许逊的故事并不是“点石成金”的原始

出处，因为唐代贯休《禅月集·拟君子有所思》之

二分明说：“安得龙猛笔，点石为黄金。”［１７］龙猛，
即龙树，古代 印 度 高 僧，南 天 竺 人，释 迦 灭 后７００
年（大概相当于中国的东汉时期）出世。根据鸠摩

罗什的说法，其母于树下生之，因字阿周陀那。阿

周陀那为梵语树名，以龙成道，故以龙配字号，号

曰龙树。亦称龙猛、龙胜。他是马鸣弟子 迦 毘 摩

罗尊者之弟子，提婆菩萨之师。初奉婆罗门教，后
皈依佛教，大弘佛法，摧伏外道，使大乘教大行于

南天竺。他是显密八宗之祖师，也就是说这个典

故应该与这位佛教中神通广大的显赫人物有关。
佛经述及“点石成金”故事者甚夥，而龙树菩萨点

石成金的神通可见于《大唐西域记》卷１０《憍萨罗

国》：“初，引 正 王 建 此 伽 蓝 也，人 力 疲 竭，府 库 空

虚，功犹未半，心甚忧戚。……龙猛菩萨以神妙药

滴诸大石，并变为金。王游见金，口心相贺。”［１８］

《释迦方志·遗迹》亦有类似记载［１９］，但学界

普遍认为《释迦方志》一部分是《大唐西域记》的节

本。如果再往前探寻，我们还可以发现隋释吉藏

撰《胜鬘经宝窟》卷下还记载说：“龙树云：如黄白

石有金银 性，由 人 功 炉 冶，故 有 金 银。”［２０］不 过，
这与“点石成金”已相去甚远。

“点石成金”有时被说成“点铁成金”。除上文

所述黄庭坚《豫 章 集》卷１９《答 洪 驹 父 书》外，《景

德传灯录》卷１８《灵 照 禅 师》早 说 过：“还 丹 一 粒，
点铁 成 金；至 理 一 言，点 凡 成 圣。”［２１］《苕 溪 渔 隐

丛话后集》所 谓“点 石 成 金”应 是 直 接 袭 用 于 此。
至于佛经所载“点铁成金”之说，则不胜枚举。

三、误释“点石成金”的客观成因

关于《佩文韵府》编者等致误的原因，与不同

的民族之间都曾经出现过相似的经历和认识也有

关系。无论“点石成金”还是“点铁成金”，都能从

中国传统的道教文化中寻找到类似的渊源。古代

方士、道士所谓黄白之术，就是熔炼点化金银的法

术。《汉书·刘安传》：“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

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２２］《艺文类聚》卷７８引

《列仙传》曰：“汉淮南王刘安，言神仙黄白之事，名
为《鸿 宝 万 毕》，三 卷，论 变 化 之 道。”［２３］又 葛 洪

《神仙传》卷四《刘安》亦云：“作《内书》二十二篇，
又《中 篇》八 章，言 神 仙 黄 白 之 事，名 为《鸿 宝 万

毕》；三章，论变化之道，凡十万言。”［２４］葛洪《抱朴

子内篇》卷１６《黄 白》也 列 举 了 许 多 熔 炼 金 银 之

方，并明确说：“黄者，金也。白 者，银 也。古 人 秘

重其道，不欲指斥，故隐之云尔。”［２５］

如上文所引，《汉书》《神仙传》以及唐以前的

《列仙传》均 记 述 了 刘 安 神 仙 黄 白 之 术，《佩 文 韵

府》的编著 者，在 资 料 检 索 手 段 比 较 原 始 的 条 件

下，稍不留神，就容易混淆不清、张冠李 戴。此 类

情况绝非偶一见之，再如：《神仙传》卷３所载李仲

甫“步诀隐形”事，见于《太平广记》卷１０［２６］；但《艺
文类聚》卷５８录《列 仙 传》云：“李 仲 甫，颖 川 人。
汉桓帝时卖笔辽东市上，一笔三钱，有钱亦与笔，
无钱亦与笔。”卷９２又录《列仙传》云：“季仲甫夜

卧床上，或为鸱鸟，后至沓县巨山上，候北风，当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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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南海。山上有罗鹰者，罗得鸱，视之仲甫也。后

留更三年，自 云 往 昆 仑 山。”［２７］“李”“季”当 系 形

近致误。李仲甫乃东汉桓帝时人，当然不可能见

载于题名西汉刘向所编《列仙传》，也应该是编纂

《类聚》的文臣们疏漏致误，将《神仙传》误以为《列
仙传》了。再如《类聚》卷８８两引《列仙传》云：“赤
松子好食柏实，齿落更生”；“须子食柏实，齿落更

生”［２８］。赤松子 事 可 见 于 今 本《列 仙 传》，其 下 卷

所载《赤须子》条，则绝无“齿落更生”的神迹。像

这种雷同的记述，可能是传闻异辞，也可能是文本

散佚所致，更可能是《类聚》编者将赤松子事误植

于赤须子名下，重复抄录的结果。但是作为《列仙

传》的编著 者，在 同 一 本 书 里 反 复 记 述 同 样 的 神

迹，只会让读者感到冗赘生厌，实在没有必要。因

此《类聚》编者造成此误的几率似乎更高一些。可

见后世《佩文韵府》等辞书出现谬误是不奇怪的。
仅从“点石成金”典故的诠释，即可见辞书编

著之不易。目前汗牛充栋的工具书之类，包括几

乎无所不包的网上电子资料库，有相当一部分只

是在简单地辗转传抄。如果说《佩文韵府》《艺文

类聚》等偶有疏漏，还只是编者不够细致所致，而

今天这种“天下辞书一大抄”的现象，则透露出一

种急功 近 利 的 浮 躁 情 绪。这 种 现 象 的 确 令 人 担

忧，应引起大家的重视。许多正确的结论自然应

该一样，但是袭用别家的材料至少还应该经过一

个辨识审核的程序，才不至于人云亦云，连错误都

没有两样。尽管书中有错几乎不可避免，但是辞

书编纂则必须慎之又慎，细加审核，正本清源，自

觉维护辞书的权威性，以免误导读者，流传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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