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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平水注疏合刻本研究 

兼 注疏合刻的畴同同题 

颇 永 新 

平水即今山西晦汾，因虞平水之 ，又稻平 。金元晴期，平 是晋南缝滂、文化中心， 

盛麈纸眼，又没有遭到戟争的破壤，汴梁害肆的雕版工人，也有一部分移居到此，所以取代汴 

梁成焉黄河以北地匾的出版中心。所以蕖德辉税：“金源分割中原不久，乘以干戈，惟平水 

不富要衙，故害坊晴萃於此。”①金元雨朝都曾在此设立刊印出版害籍的管理械樽。《金史》 

卷二六《地理志下》日：“平 府⋯⋯有害籍。”最早封此造行解蘸的是绒大昕，其《跋(平水 

新刊韵略)》有日： 

许《序》稽“平水害籍王文郁”，初不能解。後蓣《金史 ·地理志》平防府“有害籍”， 

其倚郭平防有平水，是平水即平防也。史言“有害籍”者，盖置局彀官於此。元太宗八 

年用耶律楚材言，立缝籍所平防，凿是因金之萏。然则“平水害籍”者，文郁之官稽耳。② 

《十蔫斋善新绿》卷一一《平水》亦日：“《金史 ·地理志》平 府平 繇有平水。金晴有毛麾 

者，平 人，自虢平水老人，兄趟舆告《蜜退绿》。金元之世，平 立徭籍所，一晴害坊印板咸 

集於此。”其後，周中孚、榻守敬、缪荃琛也采用了逭一 法③。缪荃繇《平水板本考》列睾徭 

① 菜德辉《害林清希》卷四《金晴平水刻害之盛》，古籍出版社，1957年，第 89页。 

② 钱大昕著，吕友仁黠校《酒研堂集》卷二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 475页。又兄於榻绍和《楹害隅绿初 

编》卷一金本《新刊韵略》五卷三册解题(中荤害局影印本 ，1990年，第427页)，文字颇有冥同。“ 《序》”指金 

元平水刊本《新刊韵略》卷首 古(道真)《序》。 

③ 周中孚《鄣堂蓿害记》卷一四窟本《平水新刊韵略》五卷解题(中荤害局影印本，1993年，第 74页)赞同钱氏靓 ， 

以属“是兢也庶畿近之”。橱守敬《日本葫害志》卷二元椠本《谕语注疏》十卷解题 ：“考元金之世，平 立徭籍 

所，故一晴害坊印板縻集於此。”(北京圆害馆出版社《日本藏漠籍善本害志害目集成》影印本，2003年，第九册， 

第 109页)缪荃舔《錾凰堂文绶集》卷六《元输鼯注疏十卷本跋》日：“考《金 ·地理志》平陨‘有害籍’，其倚郭平陨 

有平水。是平水即平陨也。史言‘有害籍’者，盖置局彀官於此。”(宣统二年錾凰堂刻民圈二年印本，第1页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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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金元平水刊本，蓝分析平水本傅世稀少的原因所在： 

平水，《金 ·地理志》平防府“有害籍”。平水，镇名。元太宗八年，qj耶律楚材言， 

立经籍所於平 ，凿是因金之萏。《研北稚志》云：“菖籍镶板多经毛麾收连校(原注：毛 

文兄《金文最》)。”今傅世者《谕语注疏》十卷本，木 “大元元 丙中刊”，叉云“平 府 

梁宅刊”。巾箱本《雨雅》，“大德己亥平水到氏追德裔刊”。《新刊褴部韵略》，“大德丙 

午平水中和鼾王宅印”。⋯⋯元本《春秋集傅纂例》、《明堂灸经》，皆云平防府刊明缙 

本。⋯⋯而流傅於世者绝少。元末北方兵祸特甚，南方则张士诚、隙友定尚能保磺，而 

明太祖崛起，亦比北方早獾宰宇也。④ 

考《元史》卷二《太宗本纪》，太宗八年(1236)夏六月，“耶律楚材莆、 编修所於燕京， 籍所 

於平 ，编集缝史，召儒士梁陟充畏官，以王莴度 、趟著副之”⑨ 、义艨《元L史》卷六《世祖本 

纪》，至元四年(1267)二月，改缝籍所属弘文院，以属大昭知院事。六 九川，徙平 籍所 

於京师⑥。由此可知，平 缝籍所前後存在了二十四年。 

平水之外，金元雨代官方刻吉的地黠逯有中都(北京)和南京(汴梁) 典L}J，园子 

接刻印了大量害籍 ， 未交给平水吉籍。如果将圆子监和崇义院合起来糸觅 ，金代出版的巾 

文害不下三十租，女真文害籍亦不下十五棰⑦。本文输述的封象是金l兀平水_『1J刻的缝 注 

疏合刻本，掾傅世版本和相鞠目绿著绿，可以考知者有j：《尚出：沣疏》、《毛特沣疏》、《谕裙 

注疏解缝》。 

《尚害注疏》二十卷，蒙古晴期平水刊本，有清一代季振宜、汪士锺葜 精舍、瞿氏缄琴 

铜劁模遁藏(以下筒稻瞿本)(璺)，今藏中圆园家固害馆(以下筒稀圆 )。 定属金 FJJ小， 

《绒琴铜劁椟藏害目绿》卷二徭部二著绿是音版式、行款及校勘似值綦群，遣 如下： 

卷首、卷一篇题舆十行本同，卷二以後次行韭具唐孔氏衔名，“撰”下韭有“正羲”二 

字，而“孔氏傅”下仍有“孔颖连疏”四字。《正羲序》陵有《新 尚者纂固》，首 害篇名 

十例、逸害篇名，次羯固凡十九，日唐虞夏商谱系固、日唇象授畴固、日竞典中星固上固 

下、曰日永 日短固、曰蝽城玉衡固、日律度量衡固、日褚侯玉帛固、日十二章服固、日虞舜 

④ 缪荃琛著，昌彼得句葫《錾凰堂文漫存 ·癸甲稿》卷三，素潜文史哲出版社影FIj小，1973{} ， 256—257页。 

⑤ 赫天爵《元文颊》卷五七宋子直《中害令耶律公神道碑》日“平陨置短籍，所以阴文治”(《四部畿 『1j》影7 至 lI 

《圆朝文颊》本，第 l5页b)。宋濂《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傅》亦¨：“罱编修所於 ，缝籍所於半 +⋯足 

文治典焉。”(中苹害局，1976年，第 3459页) 

⑥ 朱彝尊《经羲考》卷二九三《续板》概述元朝中央政府管理害籍川刻，除 E述敷 ，尚有董儿 I：： f：几月括江 

郡害板、十五年三月遣使至杭州取在官害籍板刻至京师、：：f L年【li月讧典文署掌短辖板等。 

⑦ 参兄饭秀民《金源监本考》，《强秀民印刷史揄文集》，印刷上 出版社，1988年，第 l33 l38其 

⑧ 蕖昌J威曾於 1876年(丙子)三月廿三 13，夜固瞿氏害目，挥其尤精者摘鲸於後，以俟障缋借龇焉 r}J帆仃季涂 

萃萏藏金刊本《尚害注疏》二十卷(蕖吕蛾《缘督腹 日 抄》卷一，民圆上海蝉隐 石印本， 47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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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韶桀器固、日禹贡九州地理固、曰随山溶川固、日任土固、曰千羽固、曰周彝固、日太常 

固、曰圭瓒固、日牧誓兵器固、日费誓兵器 固。而地理固中有款一行 曰“平水割敏仲 

编”，盖即校刻之入也。 

案《锐命中》篇“惟天骢明”钸注疏名(凿作各)本讹脱，日本山井鼎凉古本、宋板正 

误褊蹋，载之《考文》。此本正舆之合。《考文》稽傅末古本有“也”字，盖宋板熏之，此 

本亦集。“惟其所施扁”此作“於两”；“臣敬顺而奉之奉，即上文承也”，此少“之奉”二 

字，扁小冥耳。若阮氏《校勘记》“意法”《释祜》文“法”下衍“也”字；“言皇王法天以立 

教於下”，脱“里王”二字，镫以此本，知其蒋寓误也。馀舆《考文》所载宋板合者什九，核 

其文羲多腾他本。止如《竞典》第一疏云“交代揖镶，以重黧蔫，故南第一也”，各本 

“重”皆作“垂”，阮校亦以作“重”揭非。藕意惟“重”之所以冠褚首，孔氏正以“重”字释 

《竞典》扇第一之故，似作“重”蔫侵。此颊甚聚，未能殚述。 

每卷後缌附《释文》，韭载全文，不似他本割裂删改，亦舆《考文》所引宋本相符。考 

《尚害》注疏合刻，止以十行本两最古，但经正德修版，贻误良多。此刻峙代较前，合之 

足利宋板，互相参谧，则《考文》所稽“今本注疏错雅纷乱殊甚”者，猫足以祛其弊而後其 

萏焉。每半菜十三行，行大字廿六至廿九不等，小字皆卅五。蝇项小楷，彤镇枢工，雎南 

宋精椠不能及也。(原注：卷中有拐州季氏洽莘振宜之印、季振宜萌害诸朱记。) 

所渭“平水到敏仲编”，瞿鳙推断“盖即校刻之人也”。到敏仲，安邑人，其父乃金代藏害家到 

祖谦。祖谦属章宗承安五年(1200)造士，屉官盛察御史。哀宗正大初召焉翰林修撰，阴具 

元年(1232)死於北遥兵乱。傅 兄《中州集》卷五《到鄄州祖谦三首》题解、《蹄酒志》卷四。 

《中州集》提及“子敏仲，在平 ”。到家富藏害，敏仲亦以藏害、刻害属桀。 

1915年，傅增湘得偻夙烦，在罟里瞿宅兄到此本。《藏圜群害徭眼绿》卷一徭部一害颊 

著绿，於版式、行款 绿祥盍 ，其文略日： 

《尚害注疏》二十卷、《新肜尚害纂固》一卷(卷三至六精钞配入)，金刊本，半菜十 

三行，行二十七字，注筻行三十五字，白口，四周筻阑，版心上记字敷，下 刊工姓名，多 

横寓。版匡高六寸四分，鞠四寸三分。刊印精美绝偷。(常熟瞿氏缄琴铜劁模藏害，乙 

卯八月三十 日兄於罟里瞿宅) 

除此之外，同卷又著绿傅氏自藏金刊本《尚害注疏》残本(存卷一八)一卷(以下筒稻傅本)， 

解题日： 

半菜十三行，每行二十六字，注筻行三十五字，白口，左右筻嗣。版心上方记字敷， 

上焦尾下记尚口畿，下惫尾下记字敦。首行尚言注疏卷第十八，二行顶格题周官第二十 

二，空六格题周害二字，又空七格题孔氏傅，第三行低四格题园子祭酒上蘸罩曲阜躲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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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子臣孔颖连奉敕撰正羲，第四行本害，顶格起，“疏”字以白文别之。按：此亦大庳佚 

害，张君庾禳允亮所贻。考金刊《害疏》瞿氏绒琴铜刽模及北京固害馆皆有残本，合二 

家藏本计之，尚缺卷三至卷六，一计四卷。然庳本左右曼嗣，疑是刊椭。(余藏) 

此残卷是满清内阁大庳佚害，先由振允亮赠舆傅增湘，後来傅氏又转赠日本友人平例武夫， 

今藏日本天理固害馆。除卷一八之外，尚存卷二。残蕖，其来屋不明，亦有舆卷一八相同的 

“平罔藏害之 ”印靓，或傺平阎自其他渠道所得。每半篥十三行，行缝文大字二十五至二 

十九字，注疏小字蔓行三十五字，白口，左右蔓迭(22．1×14．4趋米)，蔓负尾，版心 “尚口 

十八(二十)”，附 蕖次。卷一八凡十四蕖，卷二。存首五蕖(卷白 至《秦誓》第三十二的卣‘ 

五行即疏文“正羲日杜预⋯⋯守道捐”)，以下缺。卷一八卷首有 1938年(戊寅)傅增湘题 

裁，其文有日： 

平同武夫君，久治《尚害》，曹就余同桨。自惭颓老魔孥， 以益之。因取营校金本 

《害疏》，属其移绿一通。余遗藏有残本一卷，君更欲假觊，受玩至不忍去手。余以嗜之 

篇也，遂辍以赠焉。世燮方殷，未知所届。蔓鐾模中所储古刻名钞殆敦葛卷，安知此俊 

终鸦吾有?此戋戋残卷，使得流傅海外，且付褚少年好单之人，岛我爱莲而永存之，叉宰 

非幸欺?授害之 日，爰志敷语於此，庶冥畴知是害流祷之绪云。戊寅正月十八 日傅增湘 

害於畏春室。 

除了以上雨部，金元平水刻本《尚害注疏》尚有一部残本，清内阁大庳营藏(以F筒柄内 大 

库本)，後人藏北平固害馆，存卷六至一o，卷一六至二o，凡十卷，“半蕖十三行，每行二十 

五字至二十九字不等，注筻行三十五字，白口，左右矍嗣。版心上方 字数，下方向 刊工姓 

名。每卷首 具孔颖逵全街 ，《正羲》以陲文‘疏’字别之，《释文》附每卷後” 。傅氏於版式 

著绿有误，酋焉四周整迭。缪荃绦有此本的祥盍解题，其文有日： 

金本《尚害注疏》 口Z-册 每半蘖十三行，行大字约二十八，小字三十五。存《禹 

贡》至《微子》，《多士》至《秦誓》，都十卷。《禹贡》首题“《尚害注疏》卷第六”，次行低 

四格题“园子祭酒上蘸覃曲阜骡嗣固子臣孔颖连奉敕撰正羲”，三行“禹贡第一”、“夏 

害”、“孔氏傅”。以後各卷篇题下均有“夏害”、“商害”、“周害”、“孔氏傅”等字。而 

《汤誓》以後“孔氏傅”下均有“孔颖逮疏”四字。又每篇前列《害序》，每卷俊列《释文》， 

均舆瞿鳙《缄琴铜剑模藏害目绿》载金刊本《尚害注疏》合。此害雎舞首册，不能镫《地 

理固》中“平水到敏仲编”云云。然殷、敬、匡、慎褚字，皆不缺肇。而末卷《释文》後，有 

⑨ 承日本柬海罩圜大单松尾肇子教授代蕊梭制天理大单 害馆藏奉，使箪青得兑金冗平水刎水《尚吉注疏》 佃 

本子之全貌，欣忭惩已，趋志谢忱。 

⑩ 傅增湘《藏圜群軎题 》卷一《校金刊本(尚害注疏)跋》，． 海占籍出版社，2008年，第 1O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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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平董溥校正”六字。考《金史 ·地理志》，河柬南路平 府注云“有经籍”，晦汾躲注 

云“有平水”。又浑州高平繇注云“有丹水”。擦《太平寰宇甏》云：“丹水一名畏平水， 

水出畏平故地。”然则董溥为高平人，而稽畏平；猫割敏仲扇酶汾人，而稽平水。以编校 

平防府所刊耆籍，碓有可信，固《绒琴鲴剑模藏害目绿》所未及者也。@ 

缪氏襞现了一僚重要袋索，那就是卷末“畏平董溥校正”题款，蓝连而 明董溥属高平人。 

惜董溥生平不可考。我们偶然之同骚现中统二年(1261)平 道参幕段子成刻本《史 集解 

索隐》，前有中统二年校理董浦序，十行十六七字 。由此可以推测，董浦负责经史群害的刊 

行、修福，校理富焉其官皲。分别兄於雨部蒙古刻本的畏平董溥和校理董浦大髓同晴、同地， 

所以我们推测此董浦富焉彼董溥。《北京固害髂古籍善本害目·经部 ·害颊》将内闼大庳 

本著绿焉蒙古刻遁修本。绸上“中圆古籍善本害目尊航系统”除著绿瞿本和内圈大庳本之 

外，另著绿圆固藏蒙古刻本《尚害注疏》卷一。七十蕖，十三行二十六字，小注三十五字，白 

口，左右蔓遏。圆圆《善本害目》未兄著绿，暂且存疑。 

《中圆版刻固绿》著绿瞿本，每半蕖十三行，行二十六至二十九字不等，注疏堡行，行三 

十三至三十五字不等，白口，四周蔓遏(21．5×14．3鳌米)。序後《新彤纂固》凡十九圆，地 

理圃题平水到敏仲编，每卷後附《释文》全文，不加删饰。至於版本的鉴定，“觏版式、纸墨、 

刀法，纯傺平水凰格。富晴所刻殆遍及他短，除《尚害》外，傅世尚有《毛莳注疏》残蕖。刻工 

眼一、何川、酆恩、吉一、榻三等，又刻《赶颊借用本草》，因推知此害常是蒙古刻本”⑩。《中 

圆古籍善本害目》、《北京囤害馆古籍善本害目》亦著绿属蒙古刻本。阿部隆一先生也 同 

逭檀著绿方式，其《宋元版所在目绿》即将瞿本著绿焉蒙古刊本，而内闼大庳本和傅本刖著 

绿焉金刊本⑩。不遇，他只看到了傅本，以及《蕾京影 》17__21所绿内阁大庳本害影、《中 

圆版刻圃绿》所绿瞿本卷一首蕖害影， 不能造行寅陈比封，所以，他表示没有辨法判断三 

者是否同版及其刊印先後的丽傺。他感冕到三者虑该是相互覆刻或相近的同一系统的本 

子。同暗，他也指出，逭些刻工都是金末蒙古初的人，年代上的差具其寅是非常细微的；而徒 

⑩ 缪荃琢《(清)譬部囤害馆善本害 目》，《古单雁刊》本，唐陵害社影印民圆同上海《圆粹单鞭》社印本 ，2006年，第 

l77一l78页。 

⑥ 又有明刻本《史记集解索隐》一獯，前有中统二年崴在辛酉季春望日校理董浦序。或以属中统本，傅增湘以属必 

明人游明刻本燕疑。参兄傅增湘《藏 圜群害徭眼鲸》卷三史部一是害解题 (中荤害局，2009年，第 l45—146 

页)。 

⑩ 除此之外，眼秀民《逡金西夏刻害筒史》提及的是害刻工遇有到、强、粱、黄、薛等(《眼秀民印刷史揄文集》，第 

126页)。我们另外磷琨的刻工遗有艰二、邵一、梁一、旁一、李七等。《重修政和缝史恙颊借用本草》二十卷，蒙 

古己酉年(1249)平I{翳饭存惠刊。李晋林掾此推断《尚舂注疏》“或即平陨府晦明轩摄宅刻本”(李晋林 、惕引婷 

《山西古籍印刷出版史志》，中央编舞出版社，2000年，第76页)。 

⑩ 《阿部隆一遗稿集》第一卷《宋元版篇 ·宋元版所在目绿》，汲古害院，1993年，第 l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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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式特徵来看，逭三佃本子明颖都餍於金版⑩。近来也有研究者提出：“按蒙古舆金晴同相 

差不速，平水地匾的同一批刻工，在金舆蒙古晴期都有可能刻害。此害究竟餍金刻或焉蒙古 

刻，仍是疑问。”⑩我们韶属，逭檀靓法不 道理，但封於一些细筇的具髓分析可能更有利於 

同题的解决。掾眼秀民先生莆，园圃藏本《孔氏祖庭廑 》十二卷，蒙古乃属真后元年 

(1242)刻本，金童工太早生焉天章壹像，刻工有报一等，可兄报一“蒙古初仍刊眷”⑩。逭碓 

寅是眼一作属刻工由金入元的一侗例 。不遇，《孔氏祖庭魔 》初刻於金南京(汴梁)，重 

刻於曲阜，如果遣佃眼一舆《尚害注疏》的刻工眼一碓属同一人的 ，刖又有刻工流勤的同 

题 。 

我们将逭三佃金元平水刻本《尚害注疏》迄行了初步比封，立足於版式、行款尤其是文 

字的比勘，希望能够得出比较碓寅的结渝。徒版本形熊分析，金元平水本皆焉白口，但版式 

不盎相同，金本遑棚或左右蔓遑或四周笺遏，且每行字敷多有不同；而元本多属四周蔓遏，且 

每行字敷大髓相同。傅本左右堡选，每行字敷不同，版心 “尚口十八(二十)”，附 蕖次， 

上 大小字数，只有卷一八第三蕖下象鼻端有刻工姓名口(其字形似“火”字，不可辨；但绝 

非瞿本所有之刻工名)一刀，“疏”字以陲刻白文别之，就版式凰格而言似属金本；瞿本和内 

陶大庳本四周矍速，每行字敷不同，版心 “害疏十八(二十)”，上 大小字数(往往舆傅本 

所 字敷不符)，下 刻工姓名，“疏”字出以墨囤，就版式凰格而言似焉元本。更能 明问 

题的是，我们将傅本卷一八 、二。舆瞿本比封，可以明颗看出二者绝非同版，或覆刻，或翻刻， 

具髓情况比较祓稚。卷一八首蕖行款有所不同：傅本首行顶格题“尚害注疏卷第十八”，次 

行顶格题“周官第二十二(空六格)周害(空七格)孔氏傅”，三行署“圆子祭酒上茬覃曲阜豚 

阴园子臣孔颖连奉(空一格)敕撰正羲”。瞿本首行舆之相同，次行、三行恰好颠倒遇来，且 

“孔氏傅”下空二格又有“孔颖逵疏”四字。四行正文起，傅本四至十二行每行短文、注文、疏 

文起迄舆瞿本相同，其馀各行皆不同。第二菜前十七行各行起迄舆瞿本不同，十八行至二十 

六行则相同。以下第三至十蕖雨本各行起迄全同。第十一蕖前五行起迄相同，第六行至第 

十二蕖前六行起迄不同，第七行以下直至第十三、十四蕖各行起迄相同。卷末“尚害注疏卷 

第十八”尾题後，瞿本提行顶格有“稃文”二字，另蕖出文全绿《释文》，而傅本则 。现在 

徒碓定傅本原本不附《释文》，遗是今本《释文》部分残缺。傅本卷二。之一至五蕖各行起迄 

⑩ 《阿部隆一遗稿集》第一卷《宋元版篇 -日本圆兄在宋元版本志缝部》，第 270页。 

⑩ 强麓娟 、程有鏖《宋本 ·金代刻本知兄绿》，《中圜版本文化鼗害》，江蘸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 155页。 

⑩ 碾秀民著，辑琦增打《中圆印刷史》第三章《屋代商工、刻工、印工生活及其事略》，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 

663页。戚福康《中圆古代害坊研究》第三章《害坊的舆盛期》，富即采用报先生 (商谤印害馆，2007年，第l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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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瞿本相同，行款亦舆瞿本全同@。不鞋看出，瞿本出自傅本，以覆刻焉主，同有翻刻。 

位管瞿本以覆刻傅本属主，以翻刻焉辅，连不少字的特殊寤法雨本都完全相同，但是雨 

本依然存在着具文。《周官》“成王既黜殷命”疏“及其即政之後”，瞿本“及”作“反”， 。 

“授舆成王，成王即政之初”，瞿本脱其中一组“成王”二字。“六服群辟”疏“是董得焉督，昏 

正治理皲司之百官”，瞿本“昏”作“督”，是。“庶政惟和”疏“群臣佐主”，瞿本“主”作“王”， 

是。“六年五服一朝”疏“先儒未耆措意，不知具之所由”，瞿本“知” 作“由”。《麒命》“惟 

四月哉生魄”疏“相者，正土服位之臣”，瞿本“土”作“王”，是。“先辂在左塾之前”，瞿本 

“先”作“光”， 。疏“及缨舆燕褴同”，瞿本脱“燕”字。“王麻冕”疏“其或不同”，瞿本“同” 

作“司”。“授宗人同拜”傅“太宗供王”，瞿本“供”误作“侯”。通遇具文可以看出，瞿本在 

重刻遇程中出现了雨程颊型的巽文，一是 意造成的脱文、错 等情况，一是有意改勤，多焉 

正傅本明颖误字。逭 明瞿本蓝非筒罩地覆刻，而是做遇一定的校勘工作的。另外，多用 

俗字，逭是金元刻本的一佃特黠，而傅本多用俗字，瞿本多用正字，如迁作遥、尔作雨、万作 

莴、号作虢、唐作庸、乱作乱、辞作群，所以我们毋挛相信傅本是比较早的金刊本。 

内阁大庳本今存十卷(缺卷一至五、卷一一至一五)，我们将其舆瞿本逐卷迄行比封，襞 

现卷七至一o、一六至二。均舆瞿本同版，版式、行款以及刻工、字敷完全相同，只是内圈大 

庳本多有漫漶、断版、版裂的情况，而瞿本刖 ，由此可以明碓地勰定瞿本是初印本，而内陶 

大库本是後印本。此外，遗有一些特殊情况需要靓明。卷一。第六蕖雨本同版，其中“故天 

案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瞿本“性”上脱“天”字，焉空白，内冈大庳本不脱，擦此可 

以靓明後印本有修福。瞿本卷一六第三蕖傈抄褊，核之内同大库本同一蕖，乃刻工酃恩所 

刻。抄稿菜每行起迄有所不同，或以别本抄褊。内阁大庳本卷六第十一、十二蕖明颢是祜 

刻，细黑口，字髓不颊，簟意草率，刻工分别是己发(或是友字，不可辨)、黄道三。卷一八第 

十三、十四蕖明颓也是福版，舆前者版式、字髓相同，刻工焉靳(或是郭字，不可辨)生民，富 

属同一次稿刻。由以上雨例可知，园圃将内圈大庳本著绿焉蒙古刻遁修本，甚碓；而且可能 

是不止一次修版、稿版。值得重祝的是 ，雨本有一虞重大差巽 ，那就是上文提到的内固大庳 

本卷二。末《释文》後同五行、低十五字有“畏平董溥校正”六字。奇怪的是，整佃逭一卷全 

部舆瞿本同版，只有卷末题款焉瞿本所 ；而且，内圈大庳本明颓是後印本，字迹多漫漶。逭 

只能兢明，所捐董溥校正是在其害修福後印的晴候所做的校正工作。如果上文董浦是董溥 

的推渝可以成立的 ，那麽修捕工作富在元世祖中统中(其畴尚稻蒙古，迨至元八年十一月 

⑩ 我们封瞿本在重刻遇程中行款燮勤的情况造行了全面考察，骚现卷八《溻誓》至卷一八《君隙》各篇篇次、所属 

“商(周)害”、“孔氏傅”之下有“孔颖逵疏”四字，而其他各卷赭篇煞此四字，富舆覆刻底本(傅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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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改园虢属元)完成的。 

如前所述，瞿本卷三至六焉钞配，傅增湘稻之焉“精钞配人”，《北京圃吉馆古籍善本詹 

目·经部 ·者：颊》著绿属配清影蒙古钞本。通遇比勘，我们磷现逭檀靓黠是靠不住的。瞿 

本卷六均不 刻工、字敷，而内同大庳本第四蕖刻工李成，上象鼻 字敷，第五、八蕖刻 J 梁 

一

， ．．七象鼻 字敷。而且，雨佃本子存在着非常明颖的具文。内 大庳本首蕖二行填格趟禹 

贡第一(空七格)夏言，瞿本“夏” 作“虞”。“任土作贡”疏“使得流海”，瞿本“流”作“注”， 

是。“定其霓赋之差”，瞿本脱“定其”二字。“《萧傅》云：圻，疆也”，瞿本脱“也”字。“此焉 

作贡生文”，瞿本“贡”误作“直”。“傅‘刊其木，深其流”’，瞿本脱“傅”字。“随tll，刊其木 

也；洛JII，深其流也。随山本焉溶JII，故违言之”，瞿本脱“深其”至“冶川”卜字 “其赋舆J吉J 

褪九赋至具”，瞿本“至”作“全”，是。“以骚首言禹，句末言贡，篇名足以颗矣”，瞿本“末” 

作“未”。“⋯⋯而在夏害之首。禹之得王天下，以是治水之功，故以属夏等之首。此篇【史述 

晴事，非是虑封言语”，瞿本脱“禹之”以下至“之首”十九字。按是等髅例，《释文》附裁每卷 

後，篇 日提行，低三格，不重出所属虞、夏、商、周軎，而瞿本卷六後《 文》篇臼《禹贡》下 二二 

格有“夏葺”二字，下接堡行小字“凡九篇”云云，内冈大庳本刖 。徒逭些巽文小鞋看出， 

本卷六脱误十分最重 ，且“流”作“注”、“至”作“全”等正碓的具文均舆 卜行 ㈣，所以我们 

推断卷三至六绝非影钞蒙古刻本，很可能出自十行本系统的本子；I而且讹舛 、脱衍频出，亦非 

“精纱”。 

德之，瞿本和内闼大庳本同版，但前者属初印本，後者链董溥校正，遮有修稿。至於它们 

的底本，如前所述，富即傅本。也就是 ，蒙古晴期重刻《尚害注疏》，寅陈上是覆刻(同有翻 

刻)金本(富然金本的底本必属宋本)。由此更可看出，逭檀十一行的版式碓保平水所刻的 

注疏合刻本的统一版式。所幸三佃本子俱有孑遗存於天壤同，使今人得以蔺清金元雨代平 

水：刊刻注疏的先後阴保。天事占斯文若是，信乎? 

平水刊行的注疏合刻本除了《尚耆注疏》，遗有傅增湘蕾藏《毛莳注疏》卷二残蕖，“金平 

水刊本，十二三行二十五六字不等，注竖行三 卜一至三十五字。白¨，左右蔓嗣。内阁大庳曾 

出残蕖，舆大庳所藏《尚害注疏》版式同，而舆海虞瞿氏藏平水本《尚軎》不问” 。王圆雉先 

生有群盍的解题 ，其文有日： 

江安傅氏藏萏刊《毛莳注疏》卷二第十六藁。每半菜十三行，行大二十四字，小三 

十一字，刊刻精雅，舆宋越本、建本均不同。⋯⋯此残菜行款韭舆之近，凿亦平水刊本。 

岳倦翁皋注疏本有越本，有蜀本，有建本。越本八行，建本十行，蜀本世未有傅者，此十 

⑩ 傅增湘《藏圜打楠鄙亭知兄傅本害目》卷二鲤部三祷颊(楠)是害解题，中荜葺局，2009年，第 55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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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者殆即蜀本?元人平蜀，速在得江南之先，故平防所刊害多蜀本，《尚害》、《榆语》 

二疏，盖亦自蜀本出欺?④ 

王圆雉谕定傅增湘蕾藏《毛莳注疏》残蕖舆傅世的《尚害注疏》、《渝 注疏(解徭)》同焉半蕖十 

三行、同餍平水本。其後，王文造先生也有同檬的意兄，《文禄堂前害 》卷一著绿焉金平水刻 

本，“存卷二，半蕖十三行，行二十八字，注筻行三十五字。白口，版心上 字敷，下 刊工姓名 

(原注：成)，‘疏’字作白文”。李晋林《山西古籍印刷出版史志》第76页将其舆《尚害注疏》一 

道著绿焉蒙古刻本，稻此残蕖现藏圆固；不遇，《北京固害馆古籍善本害目》未兄著绿。不知逭 

一 蕖珍贵的《毛莆注疏》是否遗存在於天壤之同?所幸《宋元害式》有逭一残蕖的害影，尚可窥 

兄其廑山面目。存卷二《谷凰》第一章疏“(《傅》‘葑须菲)芴’；《笺》‘此二菜’至‘之颊”’至第 

三章疏“故莳人得述其意(也)”。我们将其舆阮刻本比勘，昊文如下： 

“行道逞暹，中心有连”，《笺》云：“徘徊也。行於道路之人至将於别，尚舒行，其心 

徘徊然。”阮氏《校勘记》：“小字本、相皇本‘云’下有‘逮’字。《考文》古本‘遵’字亦 

同。案：有者是也。”残蕖“云”下有“连”字。又，残藁第二佃“於”作“雄”，於羲扇畏。 

“不速伊通，薄送我畿”，《笺》云：“通，近也。言君子舆己诀别，不能速，雒近耳。送 

我裁於朗内，纂恩之甚。”阮氏《校勘 》：“小字本同。相喜本‘诀’作‘决’。《释文》云： 

‘诀，本或作决。’⋯⋯相塞本非也。”残菜“袂”作“决”。 

“淫以渭渴，浞浞其址”，《笺》云：“小渚日址，淫水以有渭，故兄渭渴。”阮氏《校勘 

记》：“小字本、相壹本同。案《释文》云：萏本如此，一本渭作谓，後人改耳。⋯⋯是《正 

羲》本亦作胡，凿以一本为畏。⋯⋯《正莪》‘兄褶’字凡四，下二‘胡’字讹作‘渭’。今 

改而正之，兄下。”残菜舆萏本同，“兄胡”之“朗”误作“渭”。 

“毋逝我梁，毋密我笱”，《笺》云：“毋者渝禁新昏也。”阮氏《校勘记》：“小字本同。 

相壹本‘谕’作‘喻’。案‘喻’字是也。”残藁“榆”作“喻”。 

第三章疏“言己颜色雎衰，未至魄恶，由新营韭而善恶别”，残菜“由”作“此”。 

第三章疏“此以淫渴喻萏至，以渭清喻新昏”，阮氏《校勘甏》：“闼本、明益本同。毛 

本‘至’作‘室’。案‘室’字是也。《六经正误》引作‘室’。”残蘖“至”作“室”。 

第三章疏“猫埽人言，以有新昏，故君子兄胡己恶也。兄渭渴，言人兄渭已湮之渴，由 

舆清渴相入故也”。阮氏《校勘记》：“圉本、明盛本、毛本同。案浦镗云：‘谓’监误，‘渭’是 

也。《六经正误》引作‘谓’。”如前所述，作“谓”是也。残藁後二“渭”字均作“谓”。 

① 王圆雉《靓堂集林》卷二一《蕾刊本毛莆注疏残菜跋》(中苹害局，1961年，第 1042--1043页)。掾趟莴里先生 

《王静安先生年措》，孩跋作於 1920年(《圆单谕哉》第一卷第三虢，1928年，第 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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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疏“以涩不在衔境，作莳宜歌土凰，故信绝去”，残菜“信”作“言”。 

第三章疏“邶人 莳得言者盖{趋送者言其事，故莳人得述其意也”，残菜“送”作“迄”。 

以上残蕖具文多舆宋本同，或於羲焉畏，可兄其渊源甚早。徒版本形熊等方面考察，残蕖舆 

前揭傅本版式、行款相同(左右蔓迭，“疏”字出以白文)，字檬近似，而舆瞿本和内阁大庳本 

不同，所以我们倾向於 焉残藁也是金平水刻本。 

除了《尚害注疏》和《毛莆注疏》之外，元元寅二年(1296)平 府梁宅刻本《 注疏解 

缝》孤本晚清已毁於火，幸有到世珩《玉海堂影宋元本鼗害》的覆刻本。有嗣其害遮藏、缀 

合、版本等方面的蹄题 ，我们已有尊文谕述③，兹不赘述。 

儒家徭典徭注和疏(正羲)原本各 自罩行，故有缝注本和罩疏本，蓝 “注疏”之名，直至 

宋代始有注疏合刻本。清人中比较早地意哉到逭一同题的是惠楝(1697一l758)。其《北宋 

本(褴 正羲)跋》日： 

拙庵行人②膳得宋椠《褴甏正羲》示余。余案《唐 ·篓文志》害凡七十卷，此害卷次 

正同，字醴仿石经，盖北宋本也。先是孔颖连奉韶撰《五经正莪》，法周秦遗意，舆缝注 

别行。宋以来始有合刻，南宋後又以睦德明《释文》增入，胡之《附释音褴记注疏》，编岛 

六十三卷，监本及毛氏所刻皆是本也。④ 

惠楝通遇封吴成俄所藏八行本卷次、字矬的考察 ，推断其属北宋本，蓝造而推输缝注、疏徒单 

行到合刻的遇程。虚文粥(1717—1796)封於逭侗同题也有清醒的恝裁，段玉裁 (1735— 

1815)《翰林院侍蓿孥士虚公墓 铭》输日： 

公治经有不可磨之榆，其言曰：唐人之南莪疏也，本单行，不舆经注合。罩行缓注， 

唐以後尚多善本。 自宋後附疏於缨注，而所附之经注，非必孔、贾褚人所攘之本也，则雨 

相钮鼯矣。南宋後又附《经典释文》於注、疏同，而睦氏所掾之经注，又非孔、贾诸人所 

掾也，则组鼯更多矣。浅人必比而同之，则彼此互改，多失其真。幸有改之不盍，以滋其 

组鳐、咨人考核者，故注、疏、释文合刻，似便而非古法也。@ 

⑤ 顿永新《元直本(谕嚣注疏解徭)缀合及相圈嗣题研究》，2010年3月北京大孕“中圆典籍舆义化圆陈翠衍研封 

合”舍蓠谕文，收入沈乃文先生主编《版本目绿单研究》第二辑(圜家圃害馆出版社，2011年，第 l98—218页)。 

② 拙庵行人，即吴成俄，字景苹，虢拙庵，酥州人，乾隆晴人。 

③ 惠楝《松崖文钞》卷二，列世珩辑《聚单轩鼗害》本 ，第 i页a。 

① 段玉裁《徭韵模集》卷八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 204页。又兄於李元度《嘲朝先正事略》卷三五、《清史 

稿》卷四八一《儒林傅二 ·虚文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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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文招徒校勘单的角度分析，《徭典释文》和唐人疏(正羲)所掾之徭注本，舆宋以後连同疏 

和《释文》合刻之缝注本已有不同，所以才出现经注舆疏柢牾不通的情况，也才有人焉了牵 

合二者，使其一致而妄改。段玉裁 同此兢，他本人以焉注疏合刻在北宋之季，加人《经典 

释文》则在南宋之季③。隙嬗(1753—1817)也勰焉“注疏合刻起於南北宋之同，至於音羲， 

蕾皆不列本害，附刻音羲，又在度元以後”③。所谓“音羲”指《经典释文》各徭音羲，隙氏以 

焉附刻音羲在南宋中期李宗废元以後。阮元(1754—1849)校勘十行本《周易兼羲》，德结注 

疏合刻的规律，日：“按‘兼羲’字乃合刻者所加，取兼饼正羲之意也。盖其始注疏 合一之 

本，南北宋之同以疏附於缝注者，渭之某徭兼羲，至其後则直捐之某短注疏，此燮易之渐 

也。”⑤其後如丁丙①、瞿镛◎、曹元弼④也都持注疏合刻肇始於雨宋之隙的靓黠。 

另一派的意兄勰焉注疏合刻始於南宋初期。线大昕(1728一l804)注意到日本山井鼎 

《七缝孟子考文稿遗 ·左傅考文》所载足利单藏宋板《袒 注疏》黄唐跋，掾此韶焉注疏合刻 

在南宋绍典中，加入《释文》则在南宋光宗、事宗以後③。颇庹圻(1770—1839)“前在阮中丞 

元十三经局立葳言，北宋本必经注自经注，疏 自疏，南宋初始有注疏，又其後始有附释音注 

疏。晁公武、趟希弁、隙振踝、岳珂、王虑麟、属端酶 君以宋人言宋事，僚理脉络粲然可寻。 

而日本山井鼎《左傅考文》所载绍典辛亥三山黄唐跋《褴 》 ，尤属碓恙”④。颇氏主要依 

擦宋人的相阴著绿来说明此事，同晴遗援引黄唐跋以焉佐 。寅隙上，山井鼎误将“绍熙辛 

亥”钞成“绍典辛亥”，一字之差，就差了六十年。缝钱、麒之後，菜德辉(1864—1927)也沿襄 

日本孥者的错误，以焉在绍具中。《害林清 》卷二《翻板有例禁始於宋人》日： 

又绍典壬子福建庾司刻《六缝疏羲》，後载三山黄唐馘捂云：“《六经疏羲》，自京、 

益、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乱，览者病焉。本司萏刊《易》、《害》、《周褴》，正缝注 

疏，萃兄一言，便於披绎，它经猾阙。绍典辛亥仲冬，唐侑员司庾，遂取《毛莳》、《褴记》 

疏羲，如前三经编匿，精加雠正，用锓褚木，庶赓前人之所未侑。乃若《春秋》一缝，颇力 

未暇，姑以贻同志云。壬子秋八月三山黄唐谨馘。”(原注：载《森志》足利孥藏宋椠本 

⑤ 《经韵模集》卷一《十三翘注疏释文校勘 序》，第 1贾。 

③ 隙鳢《徭籍跋文 -宋版周易注疏跋》，蒋光煦辑《涉蔺梓蕾》本，第 l页 a。 

⑤ 阮元《皇清缝解》卷／kO七《十三经注疏校勘 ·周易注疏校勘 》卷一“周易兼羲上徭乾傅第一”僚，上海害店 

影印单海堂刻本，1988年，第五册，第280页。 

③ 丁丙《善本害室藏害志》卷二明闽刊本《俄樘注疏》十七卷解题，中荤害局影印本，1990年，第417页。 

② 瞿鳙《绒琴铜劁模藏害目绿》卷二翘部二蕾纱本《尚害要羲》二十卷解题，中苹害局影印本，1990年，第 36页。 

④ 曹元弼《樘徭翠 ·流别第七 ·宋罩疏本》，清宣统元年刻本，第 l7页 a。 

⑨ 绒大昕著，隙文和、豫颞军校黠《十蔫萧善新鲸》卷三《注疏蕾本》(第59页)及卷二《正羲刊本妄改》(第 41页)， 

江酥古籍出版社，200o年。 

④ 额废圻《思逋萧集》卷一《百宋一廛赋》“《觳梁》附音之制，《丽雅》罩羲之式，先聋孕，南支流殿北”注帮，中荤害 

局影印本，1993年，第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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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害注疏》二十卷。《裼志》亦载此害，云“是绍熙壬子，《七经考文》於《褴记》後误 

‘熙’岛‘舆’。阮氏《十三经校勘甏》遂谓合疏於注在南北宋之同，又鸦山井鼎之所误 

也”。余按：日本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 ·物觐椭遗 ·左傅》下云：《樘记》有三山黄唐 

跋，其言日：“本司萏刊《易》、《害》、《周褴》，正经注疏，萃兄一害，便於披绎，它经揭阂。 

绍舆辛亥，遂取《毛莳》、《檀记》疏羲，如前三经编匡，精加雠正。乃若《春秋》一经，顾 

力未暇，姑以贻同志。”此舆《尚害》後馘鼯同作“绍典”，韭非“绍熙”之，讹。裼氏所兄本 

有衲钞，殆傅寓误耳。) 

在逭佃同题上，蕖德辉没有接受榻守敬的正碓意兄。山井鼎《考文》掾足利单藏雨浙束路茶 

盥司刻本(蕖德辉 作福建庾司)《褪 正羲》黄唐跋逻鲸，但将“熙” 作“典”。森立之《徭 

籍葫古志》卷一著绿足利翠藏雨浙束路茶盛司刻本《尚吉注疏》，也将黄唐跋文 引作“典”。 

逭佃本子後焉榻守敬所得，今藏圆圃。卷尾黄唐跋文正作“熙”，不作“典”。富然，此虚黄唐 

跋文蓝非原刻，而是 日本人掾《褴 正羲》卷末黄唐跋影窟逻绿而束的。榻守敬掾此指出黄 

唐跋作於绍熙壬子，《考文》引《褪 正羲》跋误“熙”属“典”@，遣是正碓的。然而，蕖氏反以 

焉日本单者雨虞 载《尚害注疏》、《褴 正羲》二跋可以互 ，而榻氏所兄本有稿钞，傅窟致 

。 富然，裼氏以焉阮元被《考文》所误，逭是不辈碓的。如前所述，阮氏主要是以《周易兼 

羲》焉例，说明注疏合刻演爱的遇程；雎以《考文》参校， 未提及黄唐跋文。我们韶属，他更 

有可能是受到钱大昕、颇魔圻等人的影簪。 

根掾傅世的注疏合刻本寅物，以及黄唐刊本《褴 正羲跋》，一般韶属注疏合刻始於南 

宋初期，是徒雨浙束路茶盟司刊刻八行本注疏明始的④。我们恝属，各徭注疏合刻不馑有畴 

同先後，而且有地域差具，也就是 ，某些注疏合刻本的影窖箍圉是有限的，舆之同晴或稍 

後，其他地匝遗可能出现另一棰颊型或者税是系统的注疏合刻本。所以，筒罩地兢越刊八行 

本是最早的注疏合刻本，逭是不辈碓的，也是不科单的。下面，我们就徒金元平水本《 捂 

注疏解徭》和《尚害注疏》人手，来具髓分析逭一同题。 

惕守敬首先根掾元寅本《谕 注疏解缝》 想到注疏合刻的晴同问题，《日本前苦志》卷 

二是葺解题有日：“又森立之《葫古志》载枫山官庳藏北宋本《揄 注疏》，然彼属二十卷，知 

非此本。向捐合疏於注始於南宋，有黄唐《褴 疏》一跋焉掾，刖森氏之税似 。然森氏精 

鉴，必不妄 。今觏此害，字髓方正，又参差 横格，所兄元刊本 似此者，或此属翻北宋本。 

因疑《 》在富晴傅留者多，故合注疏焉最先也。”所捐《徭籍葫古志》著绿北宋本《 螽注 

④ 枥守敬《日本葫害志》(即蕖德辉所谓《枥志》)卷一宋椠本《尚害注疏》二 卜卷解题，第37页。 

① 屈莴里《I；耐於短害的残佃小同题》，《屈莴里先生文存》第一册，璺北骄短出版事桨公词，1985年，第 l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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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二十卷，即日本宫内靡害陵部所藏南宋光宗朝蜀刻大字本，非北宋本；卷帙焉十卷，非二 

十卷。裼氏相信了森立之的错误著绿，位管仍信奉着注疏合刻始於南宋的觏念，但遗是大赡 

地推测元寅本可能出自北宋本，而将《揄蔷》注疏合刻的晴同提前到北宋。《渝 》的注疏合 

刻本最早兄於《直斋害绿解题》卷三著绿，《谕 注疏解缝》十卷，富掾注疏合刻本之稻。清 

人只看到十行本系列的二十卷本 ，所以馕疑陈振繇的著绿脱“二”字，富焉二十卷④。 

我们参照前揭榻守敬所作元寅本《揄 注疏解缝》解题、到世珩覆刻本附缪荃琛所作 

《割 》、王欣夫先生所作《景刊元寅本谕韶注疏考趟》(前二菜)④及沙志利《略谕蜀大字本 

(谕 注疏)的校勘儇值》中提及的具文，比封《揄 注疏(解缝)》的四佃本子(南昌府阜重 

刻《宋本十三徭注疏附校勘 》本亦即阮本、《中莘善本再造》影印北京市文物局藏元刻明修 

十行本、元寅本、八行本⑤)，将巽文列表於下： 

序 篇(章) 阮本《揄捂 十行本《输螽 元寅本《输鼯 八行本《输螽 倩注 

虢 目次 注疏解经》 注疏解缝》 注疏解徭》 注疏解经》 

1 序 《输 注疏解经 舆阮本同。 《输 序》。 宋刻罩集解本题作《输 

序》。 “注疏解经” 序》。 

四字。 

2 序 署“翰林侍耩早士 舆阮本同。 舆阮本同。 

朝精 大夫 守圆子 热“奉敕”二字。 

祭酒 上柱 圆赐 紫 

金角 袋 臣邢 禺 等 

奉敕校定”。 

3 《序 解 少府朱畸。 舆阮本同。 朱作宋。 元寅本是。 
· 疏》 

4 《旱 而 篇名 及篇 次之下 舆阮本同。 篇名及篇次“早 舆阮本同。 罩集解本篇名及篇次 

第一》 不注章敷。 而第一”大字之 之下注出章敷。 

下旁注“凡十六 

章”四小字。以 

下各章同。 

⑤ 周中孚《鄣堂蘸害 》卷一二徭部七之上武英殿刊《十三缝注疏》本《揄希注疏》二十卷解题日：“《害鲸解题》作 

《谕裙注疏解经》十卷，似掾注疏合刊本之稽。然宋十行本《注疏》作二十卷，疑隙氏脱去‘二 ’字也。”(第63页) 

③ 王欣夫先生作《景刊元直本渝 注疏考 》，其害稿本现存後旦大罩圈害馆，承李鏖先生、隙正宏先生赐告，榻光 

辉先生惠赐序及正文前二莱耆影，在此一饼致谢! 

⑤ 壹潜“故宫博物院”藏八行本《渝 注疏解短》二十卷残本，存卷一一至二0，《故宫博物院善本蕾籍忽目 ·翘 

部》著绿属嘉泰同雨浙束路刊本 ，现在一般勰属是绍熙刊元明遁修本。重废圃害馆藏八行本《输帮注疏解徭》残 

本 ，亦存卷一一至二o，著绿焉宋刻元明遁修本。八行十六字，小字蔓行廿二字，白口，左右笺遗，罩焦尾，有刻 

工 ，富舆塞湾“故宫博物院”藏本同版。承蒙西南大早 言文献所喻遂生先生、李骚先生美意，查梭昊文，韭惠赐 

害影，助我完成拙稿 ，越志谢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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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孕 而 署“何晏集解邢呙 舆阮本同。 舆阮本同。 舆 阮 本 同 

第一》 疏”。 (卷一一 以 

下 各 章 同 

此，知其舆 

阮本同)。 

6 《孥 而 疏 “弦 捐 以 绦 播 舆阮本同。 晴作莳。 元贞本是。 

第一 · 晴”。 

孕 而 晴 

留 之 

章》 

7 《其 焉 “有 子 日”，《集 舆阮本同。 舆阮本同。 

人 也孝 解》：“孔子弟子有 

弟章》 若。”疏述注“注孔 

子弟子有若”。 

8 《其 属 疏“故 又言 ‘孝弟 舆阮本同。 舆阮本同。 

人 也孝 也者 ，其属仁之本 欺作舆。 

弟章》 欺 ⋯。 

9 《其 属 疏述注“注云 ‘上 舆阮本同。 舆阮本同。 

人 也孝 帮凡在己上者⋯。 

弟章》 

10 《其 属 疏 述 注 “注 鲜 少 舆阮本同。 舆阮本同。 

人 也孝 也”。 

弟章》 

11 《道 千 疏引《左傅》“水昏 栽作裁。 舆阮本同。 作“栽”是，《校勘 》 

乘 之 圆 正而栽”。 未出校。 

章》 

12 《道 千 疏“包氏避其父名 舆阮本同。 包作何。 《刮 》：按晏属何逛 

乘 之 圆 也”。 之踝，何成之子。 

章》 

13 《弟 子 疏“君子尊臀而容 舆阮本同。 或作故。 元贞本是。 

入旦IJ孝 杂，或博爱 粜人 

章》 也”。 

14 《夫子至 疏述短“子禽至求 舆阮本同。 “之”下有“舆” 元直本是。 

於 是 邦 之”。 字。 

也章》 

15 《信 近 疏“既能貌仁 比 舆阮本同。 舆阮本同。 

於 羲 羲，不有所失，剐 

章》 有知人之整 ，故可 

宗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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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信 近 疏“言雎非羲，以 舆阮本同。 舆阮本同。 

於 羲 其言可反後不欺， 後作覆。 

章》 故日近羲。” 

17 《贫 而 疏述经“子日至柬 舆阮本同。 日作贡。 《割 》：按富作子贡。 

燕 帮 者”。 

章》 

18 《不 患 经“不患人之不己 舆阮本同。 《集解》：“王日： 元直本是。 

人 之不 知，患 不知人 也” 徒 患 己 之 阮本脱注。 

己 知 脱注。 能。” 

章》 

19 《不 患 疏述经“子日：不 舆阮本同。 疏 “子 日至人 《刮 》：凡短章，阮皆 

人之不 患人之不己知，患 也”。 作全章，此本皆作某某 

己 知 不知人也”。 至某某。 

章》 

20 《八 佾 疏“日：‘檠其可知 舆阮本同。 “言”字下尚有 《刮 》：阮脱“作正” 

第三 · 也’者，言五 音翕 “作正檠之法可 至“作刖”二十六 字。 

子蔷 鲁 然 盛 也。翕，盛 得而知也， 如 “然”下脱“而”字。 

大师檠 完。如皆捂醉”。 下文。‘始作， 

章》 翕如也’者，言 

正檠始 作，则 ” 

二十六字。“翕 

然”後 有 “而 ” 

字。 

21 《公 冶 疏“正羲日⋯⋯言 舆阮本同。 “言亦不如我之 《剖 》：阮 “有”作 

畏第 五 十室之邑雎小，必 具作且。 好孕也 ”作 “言 “不”，又脱“者”字。 
· 十室 有忠信如我者也。 亦 有如 我 之好 作“具”是，《校勘 》 

之 邑 安 不如我 之好孕 犟者也”。 未出校。 

章》 也 ，言亦不如我之 

好孥也。羲蓝得 

通，故具存焉”。 

22 《述 而 疏“我苔 云：孔子 舆阮本同。 “我 苔”作 “皇 元直本是。 

第七 · 得巫属期之言，稻 侃”。 

陈司败 己名云，是己幸受 

同昭公 以焉遇，故云‘苟 

知檀 乎 有 遇 ，人 必 知 

章》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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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泰 伯 徭“君子人舆君子 舆阮本同。 注 “重桶君 子 元 本是 、 

第八 · 人也”脱注。 者，乃可名属君 阮本脱沣。 

可 以 子 也”。 

六 尺 之 

孤章》 

24 《子 罕 疏“正羲 日：此章 舆阮本同。 “恭 侩 ”下 有 元贞本足。 

第九 · 孔 子 徒 恭 侩。 “也。子 日：麻 阮本脱文。 

麻 冕 ‘吾 徒聚 ’者，冕， 冕，褴也。今也 

章》 缁布冠也”。 纯侩”十一字。 

25 《意 嗣 疏“夫知 人则哲， 舆阮本同。 辅作辄。 舆阮本同 元贞本足。 

第十 四 尧舜猫病，而子贡 
· 子 酋 辅比方人，怒其轻 

方 人 易，故 日 ‘赐 也臀 

章》 乎哉 ’，所 以抑 之 

也 ”。 

26 《意 同 疏“⋯⋯言先甓人 是作具。 “正 羲 日：⋯⋯ 舆 元 贞 本 《嚣0 》：“是”卜脱“牢 

第 _卜四 者 是 口口口口口 “具 一下十 言先 觅 人者 是 同。 能羁餐乎?言非臀电” 
· 不 逆 口口口口 所 以 非 字 阙；“之 事能属臀乎，言 九字；“能 度”下 义脱 

章》 臀者，以 偶不信 人”下十字 非 置 也。所 以 “逆知，反怨恨”五字 j 

之 人 属 之 僮 度 网。 非贸者，以祚偶 各夺俱 。《校勘 》： 

口口口口口人，故 不信 之 人属 人 “者先鼹人者 是”，卜 

先 蹙 者 非 属 臀 僮度逆知，反怨 行本 “是”下几 字 模 

也”。 恨人，故先觉者 糊，F接 “所 以 非 贤 

非属留也”。 萏 ”，I划 本 “是 ”作 

“具”，卜I-字肖嘲 北 

监本、毛本亦作“具”， 

下十字空嘲。“小信之 

人属之憾度”，十行 

“度”卜五 字模 糊，下 

接“人故 先甓 者”； 

本 “之人 ”卜十亨 寅 

嘲，北盛本、毛本 卜字 

牵硼 。 

27 《衔 藏 “放鄣聱，速佞人。 舆阮本同。 舆阮本同。 舆阮本同。 蜀大字本惑作感。 

公第 十 郎聱淫，佞人殆”， 

五 ·颜 注“孔 日：鄞聱、佞 

渊 同属 人亦俱能惑人心， 

邦章》 舆雅棠、贤人同，而 

使人淫乱、危殆，故 

常放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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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货 疏“‘今之狂也荡’ 舆阮本同。 “‘今之狂也荡’ 舆阮本同。 《刮 》：阮脱“ 喷” 

第 十七 者 ， 忿怒而多睇 者”下有 “捐嚷 至“戾者”二十 四字。 
· 古 者 戾 ，恶理多怒。‘古 荡 所 依 掾。 闼、监亦然 ，毛本臆椭。 

民有三 之愚也直’者，捐 ‘古之矜也廉 ’ 

疾章》 心直而 邪曲”。 者， 有廉 隅。 

‘今 之 矜 也 忿 

戾’者”二 十四 

字。 

29 《微 子 疏⋯畏幼之饰 ，不 舆阮本同。 “不 仕 ”下 有 舆 元 直 本 《刮 》：阮脱 “乎 ”字 

第十 八 可 赓 也 ，君 臣 之 “乎? ‘欲 漯 其 同。 至“不仕”十八字。 
· 子 路 羲 ，如 之 何 其 赓 身 而 乱 大 偷 ’ “漯 ”均 作 

徒 而 後 之 ’者，言 女知父 者，偷 ，道理也。 “漯”。 

章》 子相藿 ，是知畏幼 言女不仕”十八 

之筇不可赓也，反 字。 

可魔 君 臣之羲 而 “清絮其 身”之 

不仕溺世 ，欲清絮 “絮”亦作“漯”。 

其身，则乱於君 臣 

之羲，大道理也”。 

30 《子 强 疏“‘至於 仲尼之 “⋯⋯刖如 “至 於 仲 尼 之 舆 元 贞 本 《答0 》：阮“日月”下 

第 十九 臀，刖 如 日 月， 日月，口口 臀，则 如 日月， 同。 空四格。阮亦掾毛本 
· 叔繇 口口口口，不可得 口口，不 可 直明鹿天，不可 “绝 案 ”下 褊入， 氟不如此本之 

武 叔毁 而逾 也。人 雎 欲 得而口也。 得 而 逾 也。人 “於”字。 通贯也。“则如 日月” 

仲 尼 自绝，其何俦於 日 ‘人口欲自 雎欲自绝，其何 下 四字 作 “寅 明麓 

章》 月乎’者，言人雎 绝，其何惕 俦於 日月 乎” 天”。“其何俦於 日月 

欲毁訾夫13月，特 於日月乎’ 者，言 人 毁 仲 乎言”下作“人毁仲尼 

自绝案於 日月，其 者，言 口口 尼，猫 毁 日月， 猫毁 日月”。“日月” 

何能 惕 之 乎。故 口 口 口 口 雎欲绝 案於 日 下作 “雎 欲绝”。“其 

人雎欲毁仲尼，亦 日月，口口 月，其何能惕之 何能俦之乎”下作“猫 

不 能 惕 仲 尼 也。 口 案 於 日 乎。猎 雎 欲 绝 欲绝毁仲尼”。“仲尼 

‘多 兄 其 不 知 量 月，其何能 毁仲尼，亦不能 亦不”下作“亦不能俦 

也’，多猫逋也，皆 惕之乎。口 惕其暨也。“多 其贤也”。(原注 ：此敷 

化但不能毁仲尼， 口口口 口 兄其不知量也” 魔，十行、闺、盛蓝空 

又逋 足 自兄其不 仲尼，亦不 者 ，多 猎 逋 也， 朗；毛本臆稿，唯“寅明 

知量也”。 口 口 口 口 言非 但 不 能毁 魇天”四字仍空阙。) 

也。⋯⋯” 仲尼，又逋足自 《校勘 》：“则 如 日 

兄其不知量也。 月”，十行 本、固 本 

“月”下 四字 寅 网。 

“不可得而逾也”十行 

本“逾”字寅朗。“人雎 

欲 自绝”，十行本“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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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寅嘲。“其何惕於 13 

月乎者言”，十行本 、固 

本“言”下六字寅 朗。 

北监本空 阴。毛本作 

“人 雎 欲 毁 訾 夫 ”。 

“日月”，十行本 、闺本 

“月”下三字寅朋，北 

盛本空阙，毛本作 “特 

自绝”。“其何能惕之 

乎 ”，十 行 本、围 本 

“乎”下五字寅阙，北 

盛本空阂，毛本 作“故 

人雎欲毁”。“仲尼亦 

不 ”，十 行 本、闺 本 

“不”下四字寅 网，北 

盛本空阙，毛本作“能 

伤仲尼”。 

31 《尧 日 此章疏末尾脱文。 舆阮本同。 舆阮本同。 舆阮本同。 蜀大字本此章疏末尾 

第二 十 有一段德结性的文字： 
· 子 眼 “正羲 曰：此 已上五美 

同於 孔 四恶 是子张所同徒政 

子章》 矣。《篇序》云：分《尧 

日》下 章 ‘子眼 同’以 

属一篇，有雨《子张》。 
一 是‘子饭同士兄危致 

命 ’，二 是 ‘子 张 同 

政’，故有此雨《子张》 

序也。” 

阮本、元直本脱文。 

32 《尧 日 疏“‘子艰日：何褶 舆阮本同。 舆阮本同。 舆阮本同。 蜀大字本舆阮本文字 

第二 十 四恶 ’者 ，子强未 “猫 後 ”下 有 迥别，屉 敷 “一恶 也” 

· 子强 蔺四恶之羲，故後 “丁”字；“教令 至“四恧也”，输 箍充 

同於 孔 髑之。‘子 曰：不 既治”之“治”作 分，且字敷多出阮本不 

子章》 教而毅 之虐 ’ “至”；“而人君 少，或更接近疏的原 

者 ，此下孔子屋答 吝啬於 出纳 而 貌。 

四恶 也。属 政 之 惜雏 之”脱 “人 

法 ，富先施教令於 君”二字。 

民，猫後事 申敕 

之 ，教令既治而民 

不徒，後乃 诛 也。 

若未曾教告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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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之 ，莆 之残 虐。 

‘不 戒 祝 成 渭 之 

暴’者，捐 不 宿戒 

而寅目前成，捐之 

卒暴。‘慢令致期 

韶之贼 ’者，褶 舆 

民 信而虚刻期， 

期不至则罪割之， 

之贼害。‘猫之 

舆 人 也，出 纳 之 

吝 ，招之有司’者， 

捐财物俱富舆人， 

而 人君吝啬 於 出 

纳而惜 之 ，此有 

司之任耳，非人君 

之道”。 

33 《嘉 日 疏“正羲 日：此章 舆阮本同。 舆阮本同。 舆阮本同。 蜀大字本舆阮本文字 

第二十 言君子立身知人 “待 晴 而 迥别，或更接近疏的原 
· 不知 也。命胡窈逵之 勤”之“待” 貌。 

命章》 分，言天之赋命， 作 “侍 ”； 

穷逵有畴，富待畴 “立 身 之 

而勤。若不知天 本”之“立” 

命而妄勤，刖非君 作“以”。 

子也。橙者，恭侩 

蓝敬，立 身 之本。 

若其不知，则煞以 

立也。蒜人 之言， 

富别其是非，若不 

能别其是非，则 

以 知 人 之 善 恶 

也”。 

34 卷一O／ 尾题“输蔷注疏解 舆阮本同。 尾题“输捂注疏 舆阮本同。 元直本每一篇篇名及 

二。卷 短卷第二十终”， 解经 卷第 十” 篇次之下旁注章敷，且 

末 下纂旁注。 下，有堡行小字 全害末尾卷一。尾题 

旁注：“经一蔺 下旁注经文字敷和章 

五千 九百 一 十 敷，一 仍 罩集解 本 之 

八字／德四百八 蕾，可兄其渊源甚早。 

十一章。” 

首先需要靓明的是，阮本掾十行本重刻，但蓝非照原檬覆刻，遗是存在着具文(No．11、2l、 

26、30)，遣大概有雨方面的原因，一是十行本元代刊刻之後屋缝元明雨代不断遁修，不同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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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褊版就可能有巽文出现，如No．26，由《校勘 》可知，阮本所掾十行本舆《善本再造》影印的 

十行本不同，後者富焉阉本所掾之底本；一是阮本校刻遇程中存在着摅毛本等通行本臆褊的情 

况，如 No．30即以毛本校稿。逭是我们使用阮本作焉十行本系列本晴需要注意的。 

拙稿《元寅本(谕 注疏解缝)缀合及相阴同题研究》已封元良本舆蜀大字本的具文逛 

行了比封分析，韶焉元寅本舆十行本大髓腐於一佃系统，而蜀大字本则是另外一佃系统，亚 

不像傅增湘、王园雒所税元寅本出自蜀大字本。蜀大字本很可能出自罩疏本，所以比较多地 

保留了疏的原貌；而元贞本亚非出自罩疏本，依掾的底本鹰富是宋代 r卷的注疏合刻本。由 

上表所列巽文可以连一步印畿遗一黠 ，元寅本 、八行本舆十行本碓是一佃系统，只不逍元直 

本和八行本更早，更接近於祖本。 

那麽，作属同一佃系统的本子八行本和元直本孰先孰後呢?徒卷敷来看，元直本t卷， 

尚仍罩疏本、罩集解本之蕾；八行本、十行本及以下各本均焉二十卷， 二十卷本的出现必定 

晚於十卷本，所以元寅本所掾底本也癔早於八行本。徒行款来看，兀直本所掾底本臆孩是很 

早的本子，每一篇目次之下旁注章敷，如大字“单而第一”之下有“凡_卜六章”四小字；伞 术 

尾卷一。尾题下旁注缝文字敷和章敷，逭些都是八行本 、十行本及以 F各本所{}l}的，源於单 

集解本，可兄其渊源甚早。徒巽文束分析，也可以税明元良本所掾底本早於八行本 ．八行小 

舆元寅本同而不同於十行本之魔有三，均属十行本脱文，而元寅本、八行本不脱，可见二者早 

出。八行本舆十行本同而不同於元寅本之虞有j，均属元贞本绝封正碓，或颖现出早期刊奉 

的痕迹，可兄元寅本所掾底本更早。N0．25十行本《意阴第十四 ·子寅方人章》疏“i酊子寅 

辅比方人”，八行本同，而元寅本“赫”作“辄”，是。No．28十行本《 货第 lL·古者民有 

疾章》疏“‘今之狂也荡’者”下脱二十四字，八行本同，而元寅本 脱，逭税叫元寅本所掾底 

本更早，脱文是徒八行本阴始出现的。No．33十行本《尧日第二十 ·不知命章》疏“待晴而 

勤”、“立身之本”，元寅本舆十行本同；而八行本“待”误作“侍”，“立” 作“以”。逭也Hr 

明元贞本所掾底本尚不误，而八行本始误。No．29卜行本《微子第 卜八 ·子路徒而後章》疏 

脱“乎”字至“不仕”十八字，而元直本、八行本不脱， 明脱文始於十行本。其中，元寅本“欲 

漯其身”、“清漯其身”，八行本“漂”作“ ”，十行本“漯”作“絮”。“墚”焉“漯”的俗髓，逭或 

者可以 明元寅本所掾底本早於八行本，八行本又早於十行本，缝蜃了“潆”、“ ”、“絮”遮 

檬一佃演燮遇程。 

德之，我们 焉元寅本所擦底本虑该是早於八行本的宋本，《直痛苦鲸解题》所著鲸的 

《谕语注疏解经》十卷本可能就是逭檬的本子。一束其害名已含有“解缝”二字，舆元寅本、 

八行本皆同；二束其卷敷属十卷，舆元直本同，而舆八行本不同。而且，早於八行本的注疏合 

刻本不合有很多，所以我们倾向於 焉存在着逭檬一佃本子。陈振冻(1179—1262)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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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斋害绿解题》始於理宗寅鏖二年(1226)或三年，最晚在淳{；占五年(1245)、六年的睛候遗 

在窟作。那麽，他所著绿的十卷本《渝 注疏解徭》成害富在此之前。根掾岛田翰、傅增湘 

及畏泽规矩也、阿部隆一等的研究，蜀大字本刻於光宗、挛宗朝，畴同在睐氏之前；但可能因 

属是在蜀中刊刻的，所以隙氏可能蓝不知道蜀大字本的存在。八行本是雨浙束路所刊，晴同 

则有绍熙就(王文造、阿部先生)、嘉泰(昌彼得先生)和度元以後(王圆雒先生)等兢。我们 

注意到，刻工有丁之才(度元六年绍典府刊八行本《春秋左傅正羲》刻工)、徐柴(南宋乾道同 

刊本《北山集》和淳熙同刊宋修本《史 》刻工)、榻明(南宋绍典中刊本《世 新 》刻工) 

等，多焉南宋前期浙中刻工。因此，八行本不合太晚，大髓上也在光宗、事宗朝。而《直斋害 

绿解题》所著绿本必在此之前，那麽就有可能是在北宋或南宋高宗、孝宗朝；地黠肯定不在 

浙柬，否则黄唐《褴 正羲跋》虑该提到。而遣佃本子虑该是最早的《渝 》注疏合刻本，直 

接源出罩疏本。之所以早於其他 缝，或静如榻守敬所 “因疑《渝 》在富晴傅留者多，故 

合注疏焉最先也”④。回遇顼东 ，我们想榻守敬、缪荃琛所税的元寅本有“北宋髓格”或静遗 

是有道理的。位管元寅本绝非直接出自单疏本，但它出自直接源出单疏本和罩集解本的十 

卷本《揄 注疏解经》(No．1、4、34一仍罩集解本之蕾)，所以也表现出很多早期注疏合刻本 

的特徵。 

综上所述，《渝 》注疏合刻的遇程着寅表现出梭雄性、地域性和晴代性：1．在北宋或南 

宋早期，最早出现了注疏合刻本《揄 注疏解经》十卷，以徭注附疏，故分卷仍罩疏本之蕾。 

逭是後束八行本及十行本系统各本的祖本。2．南宋光宗、挛宗朝，蜀中也直接用罩疏本和缝 

注本以及《渝 释文》合成了附释音的《渝蔷注疏》十卷(富然，也不排除罩疏本和徭注附释 

文本重槽而成的可能性)，或静是不了解前者的存在 ，或静是延绩五代後蜀以柬蜀中经害刊 

刻的傅统，德之舆前者蓝不相谋。3．畿乎同畴，雨浙柬路又刊刻《 注疏解缝》二十卷，出 

自前揭最早的十卷本，但卷帙析焉二十卷，是焉八行本。4．南宋後期，固中又掾八行本刊刻 

十行本。而今傅世者基本上都是元泰定翻刻宋十行本，甚至是明正德修襦本。由此可兄，清 

人直至今人有鞠注疏合刻的畴同同题的结谕，遐有待於重新考量。 

富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元直本所掾底本属金刻本的可能性。金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 

宋高宗绍典二十一年)始置园子监，世宗大定六年始置太单(1166，宋孝宗乾道二年)，由园 

子监校刊群害，授赭旱校。事寅上，靖康之乱，金人已将北宋监本印板和害籍逗到燕京；而金 

园子盛猾立刻害，富在大定以後。彼暗在南宋正是前期，那麽金园子监擦以校刻的底本虑该 

④ 《日本葫害志》卷二元椠本《揄帮注疏》十卷解题，第 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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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北宋或南宋初期的刻本。而“《谕 》用何晏集注、邢呙疏”④，所指虑该就是注疏合刻 

本。遗似乎也可以印 上文鞠於北宋或南宋早期已出现《 器》的注疏合刻本的结渝。缌 

之，金园子盛《揄语》注疏合刻本也是源出宋本，所以即使元寅本是掾金园子盛本重刻的话， 

也遗是渊源於注疏合刻的宋本。 

需要靓明的是，平水注疏合刻本所出底本的情况蓝不一致，具髓地靓，平水《尚害》注疏 

合刻本 不像《谕箫注疏》一檬出自八行本之前的宋本，很有可能出自八行本之後的宋本。 

逋是因焉八行本《尚害》南宋初已刊行，是雨浙束路最早刊行的一批注疏合刻本之一。前揭 

《金史 ·送睾志》提及的园子盛所刻害中，“《害》用孔安圆注”，未及孔颖逵《正羲》。可知金 

园子监蓝未刊行《尚害》的注疏合刻本，只有《偶孔傅》缝注本。所以，金元平水所刊注疏合 

刻本《尚害》必定出自宋本。清人瞿鳙考察遇《尚害注疏》的分卷同题，黉现“家藏金刊本” 

即前揭瞿本和十行本系列各本卷十起《 命》，十一起《泰誓》，十二起《洪麓》，十三起《旅 

獒》，十四起《康耠》，十五起《召 》，十六起《多士》，十七起《蔡仲之命》，十八起《周官》，十 

九起《康王之 》；而《考文》本和魏了翁《尚害要羲》则是《泰誓》第十，《洪簸》十一，《旅獒》 

十二，《康 》十三，《召 》十四，《多士》十五，《君爽》十六，《立政》十七，《顾命》十八，《君 

牙》十九 。所捐《考文》本即《七徭孟子考文福遗》所引足利孥藏八行本《尚害注疏》。我们 

做了遘一步的研究，骚现罩疏本分卷舆八行本、《尚害要羲》完全相同，可兄八行本渊源甚 

早，直接出自单疏本。我们遗注意到，塞漕“故宫博物院”藏南宋鏖元同建安魏繇尉宅刊本 

《附稃文尚害注疏》(以下筒稻九行本)舆瞿本、十行本分卷是相同的。由此推输，九行本、瞿 

本和十行本大髓餍於一佃系统，舆罩疏本、八行本不同。通遇封具文的分析来看，大髓上也 

呈现出逭檬的规律性。我们将日本宫内廉害陵部藏罩疏本、圆圆藏八行本、室滗“故宫博物 

院”藏九行本 、园圃藏瞿本、《善本再造》影印北京市文物局藏元刻明修十行本等各本卷二 

(《嘉典》)、卷三(《舜典》)和卷二0(《文侯之命》、《费誓》、《秦誓》)凡三卷的主要巽文(九 

行本卷一七以下椭配十行本，故卷二。具文网如)列表如下： 

序 篇 起始径文 罩疏本 八行本 九行本 瞿本 十行本 阮元《校勘靛》遽绿 

虢 目 

1 尧 竞典第一 古文尚害宪典 同 宪典第一 同 同 

典 第一 

2 秦誓八篇誓也 同 同 同 秦作泰 秦，十行本误作泰。 

3 取其徙而立功 同 同 同 徙作徒 徙，十行本 作徒。 

⑦ 脱脱等《金史》卷五一《送睾志一》，中莘害局，1975年，第 1131页。 

⑩ 瞿鳙《绒琴铜劁模藏害目鲸》卷二缝部二蕾钞本《尚害要羲》二十卷解题，第 36页。 

⑧ 承蒙废臆羲塾大挈附屑研究所斯道文庳高橘智、住吉朋彦雨位教授帮助，得以在那裹比封九行本(膨卷)，遘志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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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虞害 肆命二十 同 同 同 同 肆命，宋板作伊陟。 

按：鄞注本热伊陟。 

宋板非是。 

5 日若稽古帝竞 推臀尚善日蘸 同 同 推作惟 同 推，十行本误作惟。 

6 克明俊德 然则俊德谓有 同 同 同 同 又，宋板作人。是 

德又 也。 

7 故知捐天下粜 同 同 上作言 同罩疏本 汲古冈本下一化字 

人皆燮化化上 作徒。是也。 

8 帝日咨汝羲暨 攘世掌之文 同 同 同 同 掾，宋本作是。 

和 

9 黎司地以餍人 同 同 同 司作言 司，十行、阉本俱作 

言，误。 

1O 皆以秋分之 日 脱皆字 同罩疏本 同 同 

11 周天三百六十 同 三作二 同罩疏本 三作二 三，十行本 作二。 

五度四分度之 

12 而 日日行一度 日字不 同罩疏本 同 同 宋板 日字不重。 

重 

13 帝日畴咨若晴 而背遵 同 同 背连二字 连背二字，古本、宋 

登庸 之 倒 板俱倒。 

14 而心傲 同 同 很作狠 作很是也。 

很 

15 涝埸 舌 同 同 水作之 水 ，十行 、闼本俱误 

水奔突 作之。 

16 方命圮族 帝日畴咨至弗 同 同 同 帝日畴咨 宋板作帝曰畴咨至 

成 若予至九 弗成。 

载绩用弗 

成 

17 鲧治水九载 九下空 同罩疏本 同 同 九下宋板空一字。 
一

字 

18 荡荡然惟有水 同 同 同 脱一荡字 按：宋板是也。 

Ⅱ 

19 傅巽己已退也 傅巽己 同罩疏本 同 同 宋板作傅冥己至乃 

至乃退 也作之 退。按：今本却舆 

宋板傅合。 

20 舜 虞舜侧微 似其缝世相傅 似作以 同罩疏本 同 同 似，宋板作以。 
典 

21 曰若稽古 豫章内史梅赜 同 同 赜作颐 同罩疏本 赜，《纂傅》作颐。 

22 升阴天朝 同 同 同 脱升字 十行、闺、监俱 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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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肆颊於上帝” “王 同 有此二十 同 山井 鼎 日：此 以下 

傅：王 云：上 云”至 一宝 一十二字，《 义》 

帝，天 也。焉 “尊者” 混入於沣，凿铀軎。 

云：上帝太 一 二十二 按：岳本在圈外， 

神，在紫微宫， 宝 行本 脱圈，今本 遂 

天之最尊者。 混入注。 

24 正月上 日 耿中汞象之 同 同 同 耿作耻 耿，_lf 行本 作 。 

25 王藩 同 同 藩作蕃 同罩疏本 蕃，十行本 作藩。 

26 有天下者祭百 同 同 同 天作而 天， 行本 作而。 

神 

27 流共工於幽州 肇十至咸服 同 同 十 下 有 同罩疏本 十下闺、监俱 加有 

“有”字 十0 

28 每州以一大山 同 同 大上 一 同单疏本 宋板夫上 有 一字， 

属镇 宝 十行 本 州 【 一 

字，人上有一宇 

29 月正元日 孟子既言然矣 同 孟子二 同 同 宋板既 卜有孟 子 

字 字。 

30 夙夜惟寅 傅夙早至清明 同 同 全载傅文 同 卜行 、 、监俱全载 

二 产 二 傅文 

字：傅 夙 

早也 ⋯⋯ 

而清明 

3l 夜深乃卧 同 夜深作深 同 同 深夜 ：字宋板倒。 

夜 

32 耸依永 不言元士士卑 士字不 同罩疏本 同 同 士字宋板不重。 

故略之 重 

33 十二月之音氯 同 十上有述 十上有述 同 宋板缌述字。 

也 字，音 上 字，位 字 

衍一位字 不衍 

34 五十载 年六十一而践 同 同 同 同 宋板作 i。虚文Ij{{ 

天子位 云宋板非 

35 文 王若日父羲和 同姓大圆 同 同 同作曰 同，十行本 作 曰。 

侯 按：宋板上句之术有 

之 口字，十行本遂 此 

命 句同字属日耳。 

36 汝克绍乃颢祖 更後噢而焉言 同 同 脱後字 更 F宋板 有傻 字， 

是 也 

37 谴君父之前 白 同 同 雨白字蓝 雨曰字 宋 板 监 作 

名朋友之交白 作日 n。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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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不於上文作傅 脱不字 同罩疏本 同 宋板不字阴。 

39 费 属牛其凰 唯是凰属牛不 同 同 是作有 有，宋板、十行、《纂 

誓 相及也 傅》俱作是。按：有 

字舆僖 四年傅不 

合。 

40 帮储粗少 同 同 储糙二字 程储二字，宋板、十 

倒 行 俱倒。按 ：宋本 

是也。 

41 德赭圆之兵 同 同 圜作侯 侯 ，宋板、十行亦俱 

作圆。 

42 凡起徒役 役上有 同罩疏本 同 役上宋板 有徒 字。 

徒字 按 ：宋本非也。 

43 莴二千五百家 同 同 家作人 人，宋板、十行、《纂 

属遂 傅》俱作家。 

44 故云 敢不供 同 同 燕作不 上不 字 十行 、《纂 

傅》俱作 ，舆短 

合。 

45 秦 若弗云柬 不得改悔也 同 同 悔作遇 遇，宋板、十行俱作 

誓 悔，是也。 

46 自恨改遇遥晚 同 同 恨作用 用，宋 板作恨，是 

也。 

47 断断猗 他伎 自悔往前用壮 同 同 壮勇二字 勇牡 二字宋 板倒。 

勇之 失也 倒 按：宋本是也，否则 

舆注不 合，舆上文 

亦具。 

48 惟截至有容 同 惟上有傅 同 宋板截字不重。 

字，且 截 

字重 

49 雎燕他技蓼 同 同 雎作猾 猢，宋板、十行俱作 

雎。按 ： 字误。 

50 明辩便巧之意 同 同 意作善 善，宋板、十行俱作 

意。 

需要 明的是，《考文》所绿八行本具文同有舛误，阮氏校 不免以讹傅靴，如 No．4-,6、 

8、34等。又，今兄十行本多焉元刻明遮修本，而修褙蕖所占比例各本或有不同，所以同焉十 

行本，原刻和袖刻有差冥，每次遁修也有差具，都可能存在着具文。如 No．39—45、49、5O等， 

阮校所掾十行本舆本文所掾十行本明颗不同，造也 明十行本的很多舛误是在遽修遇程中 

造成的。 

徒卷二的十九庭吴文束考察，除了三庭(No．4、6、8)各本均同，十一虞瞿本或九行本、十 

行本颗误(N0．2、3、5、7、9、11、13、14、15、16、18)，其馀五庭(No．1、10、12、17、19)焉九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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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本 、十行本三者相同，蓝舆罩疏本同，而不同於八行本，逭税明九行本、瞿本、十行本三者更 

加接近，不出於八行本，舆八行本分餍不同系统。又，九行本舆瞿本同者有十六虞，不同者有 

三庭，但逭三虞焉瞿本颓 (No．5、7)或九行本颖误(No．11)，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判断二者 

比较接近，或有共同的祖本，不遇彼此之同蓝 直接的承缝鞠傺。 

就卷二、三的三十四虞具文而言，九行本舆十行本同者十九，具者十五；但是，九行本不 

同於十行本而舆其他各本大髓相同者有十六虞，舆十行本同而不同於其他各本者馑有 

No．11一虚，尤其是 No．16、23、30逭三虚有特徵的具文更可以 明十行本蓝不出自九行本。 

所以，所 十行本出自九行本的傅统 法值得商榷。又，九行本舆八行本同者二十三虞，巽 

者十一廑，其中八行本明颖 脱之虞(如 No．J0、12、17、20、32)，九行本决不因舆，而舆罩疏 

本同，可兄其渊源较早 ，直接出於罩疏本， 不出自八行本。 

徒卷二、二。的三十五虞昊文来考察，瞿本和十行本具者二十四虞，主要都是十行本颗 

误，馑有一虞(No．7)瞿本颖误，一虞(No．16)一f-行本不同於其他各本；同者十一虞，其中二 

者相同而不同於八行本者有八虞(No．5、48二者相同而不同於其他各本)，另外三虚各本全 

同。由此更可 明，瞿本舆十行本比较接近，、渊源更早，但和八行本蓝非一佃系统。又，瞿本 

和八行本同者二十五虞，昊者十虚，八行本明颗 脱之廑(如 No．10、12、l7、38、42)瞿本决 

因嶷，如 NO．19、48疏述傅，雨本方式全然不同。逭些也都可以说明瞿本 非徒八行本出。 

再徒全部五十虞巽文束考察，除四虚注文外，八行本馑有八庭不同於罩疏本，其他二_三十 

八虞全同，足兄其碓焉早期的注疏合刻本，直接出於单疏本。八行本舆十行本同者十虞，不 

同者四十虞，其中多敷属十行本颗误，但也有八行本颓误而十行本蓝不因裳的情况 (如 

No．10、12、17、20、32、38、42)，尤其是 No．16、3O疏述傅 ，单疏本、八行本、九行本均属筒式， 

即某某至某某的棵辈格式，而十行本则全载傅文(No．19疏述傅，八行本作“傅具己至乃 

退”，而九行本 、瞿本、十行本均徒罩疏本“傅巽己已退也”，其中十行本“也” 作“之”)。又 

~llNo．23十行本将《释文》二十二字混人注中，而八行本 未混入，可兄十行本是晚出的本 

子。以上都可以税明十行本绝非出自八行本。 

综上所述，儡管十行本附《释文》，但蓝非直接源出同檬附《释文》的九行本，它所依掾 

的、不附《释文》的注疏合刻本虑富和傅本(瞿本所徒出) 所掾底本是同一本子(至少是同 

⑧ 因属傅本存卷 多，故以瞿本属参照封象。我们将傅本卷二。残本舆瞿本比勘，器琨 No．35—44馑有一廑爨 

文，其他九虞全同。No．43傅本作“人”，不同於瞿本，而舆十行本同，逭正好可以印薷我们的结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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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系统的版本中渊源颇近的)，只是逭佃本子不可考◎。毫 疑羲，傅本的底本不可能是九 

行本、十行本，必然早於它们，逭 九行本、十行本颢误，瞿本不 的多侗例子可以看出东。 

而且，瞿本也有多庭舆罩疏本、八行本同而舆九行本、十行本吴者，可兄其所掾底本亦早 ，故 

更能接近祖本。十行本舆其他各本均不同者基本上都是颗误，可兄其最晚出，脱 最多⑩。 

附载《尚害》早期注疏合刻本源流示意固於文後，以焉参考(兄下页)。 

1877年，傅增湘以内陶大庳本校北监本，屣晴三佃月，裴现内圈大庳本各卷可以“匡缪 

拾遗，指不腾屈”，“至如徭注具文，多藉此纠正，卷之山井鼎《考文》，舆宋本十有八九合”， 

“今靓金刻，其佳腾舆宋刻悉符，意其付梓富在八行本以後，十行本以前”⑩。傅增湘由此推 

测平水本刊刻晴同在八行本以後，十行本以前。我们韶焉，平水舆浙束、闺中圆别、地域、文 

化氛圉均有不同，平水本舆南宋刻本不可能存在必然的先後次序，不遇有一黠是肯定的，平 

水本最早的源顾必定是宋本。所以，如果考察刊刻晴同先後的话，更虑该考虑平水刻本的祖 

本，也就是其所掾宋本的情形。如前所述，平水本《尚害注疏》所撩宋本必在八行本之後，但 

绝非八行本；必在十行本之前，虑该是和十行本所擦不附《释文》的注疏合刻本相近或同版 

的本子。 

⑧ 富然 ，也不能完全排除傅本的底本以及九行本、十行本分别都是由附稃文翘注本和罩疏本重横而成的可能性。 

但是 ，我们勰焉，逭襄有雨佃阴题似乎燕法解释，一是遣三佃本子的近似性和同源性恐非偶然；二是傅本释文的 

横成方式舆九行本 、十行本不同。 

⑩ 在拙稿修改遇程中，承蒙碾麓娟犟姐提出寅寅意兄，遘志谢忱。 

⑩ 傅增湘《藏圜群害题耙》卷一《校金刊本(尚害注疏)跋》，第 ll页。傅氏跋署“丁丑嘉平月束坡生 日记”。丁丑 

属 1877年，嘉平月属十二月，柬坡生日焉十九日，可知其年月。跋中提及傅氏富晴蓝未兄到瞿氏藏本，“昊晴耆 

搞此本登绒琴铜劁槟，楠勘十卷，以竟全功”。如前所述，三十八年後，1915年傅氏如顾以借，终於看到了瞿氏藏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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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吉》早期注疏舍刻本源流示意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