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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乃继《清人文集别录》刊行之后，又一部总结清代学术成就的写作。
取清人笔记中有学术价值者百部，分条订正其谬误，或引申其精义。
”书中主旨，所附李学勤先生的《读札记》已经作了很好的提要钩玄。
这里作者想再补充两点。
一是本书系作者的老成之作，在此之前，他已完成了自《广校雠略》到《说文解字的约注》等一系列
著作，对于校雠目录与音韵训诂问题已有通盘把握，以此来评骘清人的有关观点，所言往往是深思熟
虑的定见，足资治文献学和小学的学者参考。
二是作者在写作中，一本实事求是的古训，是力图祛成见而求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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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卷十九《经典释文》条云：“陆德明《经典释文》三十卷，明崇祯上党冯斑跋云：‘原书文渊阁
秘籍也。
不知何自出于人间?震泽叶林宗购书工影写一部，凡八百六十叶。
呜呼!经学盛于汉，至宋而疾汉儒如仇。
玄学盛于晋，至宋而诋为异端。
注疏仅存，讹阙淆乱，今之学者至不能举其首题。
其间句读文字，祗赖有是书。
世无刻本，又将澌灭矣。
此与注疏中所引，往往不同，读者幸详而宝之也。
’考唐初诸儒传注，尚存此书。
采汉；魏、晋、南北朝以来诸家诂训，可谓博极群书矣。
非孔仲达专主一家之可拟也。
于《周易》、《尚书》、《毛诗》、《论语》，《尔雅》、《庄子》，更为赅博。
治经者，此书不可一日少也。
但陆氏所自言，未免多误。
非特音学不精，文字亦不大识。
”按《经典释文》一书，集汉、魏、六朝音训之大成。
所载字句音训之不同者，各有意义，可以窥寻经师相传家法，且多至二百三十馀家，故足宝贵。
今日所赖以考见经典旧音旧训者，全在此书也。
即就字形而论，如徐之古文作*，来字亦或作*之类，他书未见，而《释文》载之。
证诸铜器刻辞，信而有征。
故《释文》自广收旧音旧训外，保存远古遗文亦不少，此其所以不可废也。
陆氏在南朝，自是小学名家。
其所自言，容有未厌人意者，亦何至全不识字乎?臧氏所言，过矣。
《经典释文》在康熙时，已有《通志堂经解》刻本，甚精好，臧氏盖未之见也。
　　卷六《三百即周礼》条有云：“周官三百六十，举其大数而云三百也。
”按此言误矣。
古之礼经，自孔子时而不具，其节目不可知。
见于载籍者，但曰“三百”、“三千”，而未能实指其数。
故《礼器》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
”《中庸》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
”《汉书·艺文志》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
”《札记正义》引《礼说》曰：“正经三百，动仪三千。
”盖所谓经礼者，礼之大纲也。
故又谓之礼仪，又谓之礼经，又谓之正经，其实一也。
曲礼者，礼之小节见于行动者也，故又谓之威仪，叉谓之动仪，其实一也。
礼之大纲虽备，不如小节之繁，故有三百、三千之别。
后之论者，必以实数当之，泥矣。
自郑君《礼器注》谓经礼乃《周礼》，六朝唐人多沿其说。
近世皮锡瑞《三礼通论》又力斥之。
其实皆狃于三百、三千之名，而未达古人辞盲之例，齐固失之，楚亦未为得也。
盖载籍中，述及事物之繁，例多称虚数以形容之。
汪中《述学·释三九》篇已发其义。
近人刘师培《左盒集》复有《古籍多虚数说》六篇以推演之，证论确当，足以解旧说之纷。
上观前世兢兢于三百、三千之辨者，皆骈枝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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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五《同姓不婚》条下引《通志·氏族略》曰：“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
可通也。
”按古人所称同姓不婚，乃指母系言，非指父系言也。
“姓”与。
生”，音义古通。
凡言同姓，其本义谓母族之亲族关系，外家系统相同者也。
今俗所称姨表兄弟姊妹，古即谓之同姓。
以其血缘太近，不宜通婚。
苟结为夫妇，则生育子女，必不能多，或者竟无生育。
春秋时叔詹所谓“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见僖公二十三牟《左传》)，子产所谓“内官不及同姓，其
生不殖。
(昭公元年《左传》)，皆谓是也。
旧俗，母之姊妹互通婚姻者多，其子女结婚后，生育罕有能繁衍者，余尝一一验诸乡党邻里，莫之或
爽。
知先民以此垂戒，其意深矣。
　　按宋、齐、梁、陈为南朝，魏，齐，周为北朝，其间不仅南北对峙，且一度天下三分。
缘高欢依尔朱荣以起事，专魏政。
孝武帝为高欢所逼，奔长安为西魏，宇文泰执政。
高欢立孝静帝为东魏，于是魏分东西。
后欢子洋篡东魏曰北齐，泰之子觉篡西魏曰北周：南朝则陈代梁，于是天下三分之局乃见，凡四十三
年。
迨周武灭齐，复合为二。
杨坚仕周，旋篡周曰隋，先灭后梁，再灭陈，南北分立之局复归统一。
以史实论，隋之不能入北朝也甚明。
故李延寿作《南、北史》，自可合宋、齐、梁，陈四书为《南史》，括北魏、北齐、北周三书为《北
史》。
隋统一天下，结束南北对峙之局，故《北史》不当包纳隋事也。
原延寿之意，盖以魏。
齐、周、隋俱都于北，因同称北朝，以与宋、齐，梁，陈并都于南，同称南朝相匹敌耳。
　　卷二窦公条云：“《汉书·艺文志》曰：‘六国之时，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
，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
’桓子《新论》云：‘窦公年百八十岁，两目皆盲。
文帝奇之，问曰：何因至此?对曰：臣年十二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众技，教鼓琴。
臣导引无所服饵。
’此事大抵虚妄。
所云魏文侯者，出自窦公之口，真与伪，谁从而质之?顾世儒之论，莫有疑焉，亦泥古者之过也。
”按此事载之史册，复举其姓。
言之确凿，又奚从而断其必无耶?第以其时考之，仍有不甚合者。
故齐召南云：。
窦公事见正史，必得其实。
但桓谭言百八十岁，则可疑也。
魏文侯在位三十八年，而卒时为周安王十五年。
白安王十五年，计至秦二世三年，即已一百八十一年矣。
又加高祖十二年，惠帝七年，高后八年，而孝文始即帝位，则是二百零八年也。
窦公在魏文侯时已为乐工，则其年必非甚幼。
至见文帝，又未必即在元年。
则其寿盖二百三四十岁矣，谓之百八十岁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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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考证》)齐说甚辨，益生后世之疑矣。
窃商其情，亦白有传闻失实者在也。
魏自文侯没后迄于为秦所灭，尚百数十年。
窦公之为乐工，盖在文侯既没数十年之后，至汉文帝时已百八十岁。
见之者既惊其大年，复知为魏之遗民。
而传其事者，不暇计及年世，漫谓为魏文侯时乐人耳。
十口相传，语多增饰，史家未遑考核情实，遂笔于书，此事之常，不足怪也。
桓谭的指其年为百八十岁，必有所受，谅非臆造。
大抵自幼失明之人，心静神聚，易致大年，正不必以常情衡之。
　　卷一又云：“太史公言《礼》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
孔子生时，尝与弟子习礼大树下。
孔子没，而鲁诸儒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
接乎汉兴，二百馀年不绝。
诸儒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
其时，鲁高堂生能言《士礼》。
而徐生以善为容，为礼官大夫。
子孙世传其业，或能通《礼经》，或为容。
其为容，则堂室阶序诸制，亦必如叔孙通为绵莼之仪。
其后，传徐生之业者，皆习为容。
是古者堂室阶序之制，汉时人皆能明之。
沿及郑君，盖无异说也。
今学者不由师承，动指郑说为非，乌乎可也!徐生虽善为容，要能通礼经。
其经，盖即《大射》、《乡饮》诸篇，皆传自孔氏弟子、鲁诸儒所习于孔子冢者。
自孔子以前，盖莫得而纪。
而儒者辄目为周公之书，甚矣其专辄也。
”按周公摄政，日理万事，又何暇从事著述?儒书之必托名于周公，犹《易》卦之托名伏羲，《本草》
之托名神农，医经之托名黄帝，必高远其所从来者，所以求行其道于当时以传于后世耳。
此固不足辨也。
叔孙通以秦博士为汉高帝起朝仪，观其对高帝问有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
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
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
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
”(见《史记·叔孙通传》)可知叔孙当日所为绵蕝之仪，非尽古礼明矣。
推之孔子与弟子所习之礼，不皆周之礼仪也。
汉世高堂生所言礼，徐生所为容，诸家传注所说义，迭有迁变，各取行于当时者习之耳。
又安得谓古礼悉在是乎?　　卷三有云：“明季严衍永思，与弟子谈允厚撰《资治通鉴补》，近日活宇
印行，得而读之，自是笃实整齐之籍。
必以为涑水诤友，恐尚未得本书宗旨所在。
”按此言是也。
《通鉴》本书，原以资治，凡无关国家安危之大、理民济世之略者，概所不录。
其书自有权衡取舍，本不能事事俱载也。
举凡严氏之所欲补者，盖即温公所屏弃不顾者也。
当日严氏自作一书以与《通鉴》并行可也，何必以补名其所纂述乎?况其所补，又未必尽惬人意。
有如《复堂日记补录》卷二所云：“严氏补辑，往往重出原文，又所增减，不及原文之精。
用力虽多，不为典要，甚矣，著述之难也!”故严氏此书，本可不作。
　　卷四有云：“竹汀先生朴学之杰，于阮、戴、孔为前辈，邵南江为学子，同时有王西庄、纪晓岚
，虽亦精深锐敏，而粹美无过先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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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东原欲以为第二人，窃不谓然。
”按乾、嘉诸儒，学贵专门，长于彼或短于此。
竹汀独兼通众艺，于文字、音韵、训诂、天算、舆地、氏族、官制、典章、金石之学，皆造其微。
故考证经史，语多精谛。
而尤熟于乙部，所著《廿二史考异》、《三史拾遗》、《诸史拾遗》、《金石文跋尾》诸书，浩博审
密。
论者推其考史之功，为有清第一。
至于覃思六艺，尤饶创解。
《潜研堂答问》十二卷，而涉及群经者凡七卷，凡所辨证，确当可依。
论《说文》，则兼求群经通假之字；论音韵，则发明古今声变之理，推阐　　尽致，多为前人所未道
。
梁玉绳尝谓：“今之竹汀，犹古之郑康成也。
”其经学为时人推服复如此，非偶然矣。
然千虑之失，贤者不免。
刘逢禄、张宗泰、张文虎、李慈铭诸家书中皆尝纠弹其考证之疏。
盖其一生所营弥广，自难免记忆偶误，或失之未检原书，后人求全责备，遂不无可议。
然小疵终不能掩大醇，竹汀之学，既精且博，在乾、嘉诸儒中允推第一。
戴氏高自标揭，乃欲抑钱扬己，过矣。
　　卷四又云：“予于近儒小学成书足以名家者，涉猎不少，亦微有识解。
尝欲撰《说文解字注疏》，尽收诸家之菁英，久而未举，将疏为条例，以待来者。
《文选注疏》，亦例定而无属草告成之日。
”按此二事，皆非谭氏所能任也。
《文选》之学，近世北方之学者高步瀛阆仙，尝以数十年精力，专攻此书，卒成《文选李注义疏》，
极其精博，无须更作矣。
至于理董许书，自宋以下无虑数十百家。
谭氏欲为注疏，将以谁家之注为主，从而疏证之乎?段注专擅臆断，瑜不掩瑕，固未可据为典要。
但摘取其精义以备一家之说，而博采诸家之义以补苴之，俾学者于丛杂之说有守约之方，此余《说文
解字约注》一书所为作也。
复堂文士，固不足以语乎此。
　　卷四又云：“读《中论》。
伟长，汉末巨儒，造就正大。
微言大义，昭若发蒙。
贯穿群经，当与康成相揖让。
”按徐氏《中论》，魏文谓其“辞义典雅，足传于后”。
盖在当时，已有定价，固已卓然不废。
至其治学之方，则与康成异趣。
故其育有曰：“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
然鄙儒之博学也，务于物名，详于器械，考于诂训，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此无异乎
女史诵诗，内竖传令也。
”(见《中论·治学篇》)可知其治学之方，固与康成遍注群经，致详于物名、器械、诂训、章句者不
同也。
顾康成经注，亦有阐明大义之语存焉，盖二者兼之，斯又非徐氏所能望。
虽然，伟长生值汉末扰攘之际，独能发正论以起衰振废，亦所谓风呜朝阳者也。
余早岁喜读其书，尝为《中论注》二卷以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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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自序　　余既刊布《清人文集别录》之明年，友朋相续来书，谓清人文集之利弊得失，此书已总
结之矣。
如能推其法以及清人笔记，则为用益弘，相与怂恿而敦促之。
余时方注《说文》，未暇及此也。
迁延至今，遂逾十载。
顷以长夏多暇，发箧取平生涉览清人笔记时所作日札，稍加温绎，择其义之可采者，分条件系，加以
考辨，亦有综述而论列之者，总名之曰《清人笔记条辨》。
收书百家，厘为十卷，略依时世先后而次第之。
　　清人笔记，本不及文集之多。
余平生所寓目者，仅三百馀家耳。
若无别择去取，则榛芜不翦，靡所取材。
乾、嘉诸儒，学尚征实。
一生心得，皆荟萃于著述之中，故江、戴、段、王，皆无笔记。
其他文人学士之作，虽可汗牛，然而纷起竟兴，其流又广：有专载朝章礼制者，如王夫之《识小录》
之类是也；有但记掌故旧闻者，如昭梿《啸亭杂录》之类是也；有讲求身心修养者，如魏禧《日录》
之类是也；有阐扬男女德行者，如吴德旋《初月楼闻见录》之类是也；有谈说狐怪者，如纪昀《阅微
草堂笔记》之类是也；有称述因果者，如俞樾《右台仙馆笔记》之类是也；有录奇闻异事者，如焦循
《忆书》之类是也；有纪诗歌倡和者，如阮元《小沧浪笔谈》、《定香亭笔记》之类是也；有载国恩
家庆者，如潘世恩《退补斋笔记》之类是也；有记读书日程者，如叶昌炽《缘督庐日记》之类是也；
有叙友朋酬酢者，如金武祥《粟香随笔》之类是也。
如斯之流，皆屏不取。
　　清人笔记中，复多经术湛深、考证邃密者，若李惇《群经识小》、邵晋涵《南江札记》，陈鳣《
简庄疏记》、严元照《娱亲雅言》、郑献甫《愚一录》、邹汉勋《读书偶识》之类，其书甚广，余将
为《群经汇解》以总会之。
亦有博涉子史、校勘精审者，若卢文弨《群书拾补》、王念孙《读书杂志》、姚范《援鹑堂笔记》、
何焯《义门读书记》、张文虎《舒艺室随笔》、孙诒让《札迻》之类，述造亦繁，余将为《群书集校
》以综录之。
斯并学涉专门，宜有专书以集其成，今亦不取与百家笔记并列焉。
　　今兹所采百家笔记之言，有辨章学术者，有考论经籍者，有证说名物制度者，有订正文字音义者
，有品定文艺高下者，有阐述养生方术者，得失互见，多可商榷。
窃不自量，从而平亭是非。
凡遇精义美言，则为之引申发明；或值谬说曲解，则为之考定驳正。
自知浅陋，无补前　　修。
聊录所闻，以资学者参稽云尔。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廿八日　　张舜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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