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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邓广铭　  生于四川眉山丹棱县的李焘（1115～1184），是南宋一代的一位大史学家。
他以四十年的功力，写成了一部一千余卷的巨著《续资治通鉴长编》。
在这部巨著问世之后，颇受到当代学者们的称扬，例如浙东永嘉的叶适，在其为李焘的《巽岩集》所
作序文中就说道：　  及公，据变复之会，乘岁月之存，断自本朝，凡实录、正史、官文书，无不是
正就一律也；而又家录、野记，旁互参审，毫发不使遁逸，邪正 心迹随卷较然。
夫孔子之所以正时月日必取于《春秋》者，近而其书具也，今唯《续通鉴》为然尔。
故余谓《春秋》之后才有此书，信之所聚也。
（《水心文集》卷十二）　  在逭段引文之前，叶适批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认为他在千有余岁
之后追记前代的史事，虽极力&quot;钩索质验，贯殊析同&quot;，而对于久已入于人心的一些&quot;疑
词误说&quot;终难使其折衷至当。
所以他就略去《资治通鉴》而独标举《续通鉴长编》，以为《春秋》之后仅有的一部史书。
叶适所作《通鉴》与《续通鉴》的优劣论断，是否完全恰当，我们在此姑置不论，我们且只看叶适对
于《续通鉴长编》的评价之高，岂不是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吗?如果我们都能了解到，叶水心先
生是南宋一代的一位傲视群伦、不轻许可的学者，便更可知道，他对《续通鉴长编》给予这样高的评
价，把它与孔圣人的著作相提并论，是何等不同寻常的事体了。
　  《资治通鉴》问世之后，到南宋，袁枢据之而改编为《通鉴纪事本末》；《续通鉴长编》问世之
后，没隔多久时间，在李焘的家乡四川眉山，竟有两个人几乎是在同时，且是不相为谋地，各自在依
据它而改编为纪事本末体裁的书。
其中之一是眉山的彭百川。
从他的书取名为《太平治迹统类》来看，似乎与《续通鉴长编》并无源流关系，也因此而致宋元明清
诸代的藏书家和目录学家无一人把其书列入纪事本末类中。
但如真能取《太平治迹统类》与《续通鉴长编》对照阅读，便会发现，彭书的百分之九十七八以上的
条目，全部是照钞《续通鉴长编》的原文字和原词句的，所以我断言它是一部用了别号的《续通鉴长
编纪事本末》，是不会错误的。
然而彭百川的这部书，尽管在南宋赵希弁的《郡斋读书附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中都曾加
以著录，而从明末到近今，世间所流传的，却只是一个残缺零乱、脱漏错讹多到令人无法卒读、无法
利用的本子。
我已曾写了一篇文章专就此书加以考论，此不再赘。
　  另一位从事于改编《续通鉴长编》为纪事本末体裁史书的眉山人，名叫杨仲良。
字明叔，见于潼川吴泳《鹤林集》卷三二《答郑子辨书》中，而杨的生平事历则俱不详。
杨仲良的书径直取名为《皇朝通鉴纪事本末》。
虽在《郡斋读书志》、《附志》以及《直斋书录解题》、《宋史&middot;艺文志》中均未著录此书，
然在南宋理宗宝佑元年（1253年）即已有了一个庐陵刻本，与此相先后，还有一个蜀刻大字本，到宝
佑五年（1257年）又有经欧阳守道校订后重刻于庐陵的一个本子。
元、明以来，此书虽还有幸而流传下来，然却真正是不绝如缕，所流传的也仅仅是欧阳守道校订过的
那个庐陵重刻本或其影钞本，而且是已经残缺了许多篇卷的一个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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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学研究（第6卷）》由各评论家，学术家所著关于国学研究的论文评论，具有一定的学术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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