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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纂修

编者按: 祁龙威，扬州大学教授，年届九旬，

是我国老一辈著名史学家。2004 年起，主持 《清

史·典志·朴学志》项目，呕心沥血，六届寒暑，

笔耕不辍，精心架构 《朴学志》，亲自撰定 “概

述”和“小学篇”之外，完成全书的整合统稿，

为新修《清史》贡献出一部佳作。在编撰过程中，

还撰写了三万余字的 《编纂 〈清史·朴学志〉日

记》，刊于《扬州文化研究论丛》第六辑，2011 年

由广陵书社出版。江苏省常熟市档案局原局长沈秋

农先生在品读祁先生的工作日记后，感慨良多，欣然命笔，成 《壮心不已成大著》一文。今将

二文发表，以飨读者，并与《清史》同仁阅读共勉。

修纂 《清史·朴学志》日记

祁龙威

［收稿日期］ 2011 － 10 － 15

［作者简介］ 祁龙威 ( 1922—) ，男，扬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扬州 225000

二〇〇四年

七月五日

国家清史编委会典志组电话告知，申报

《清史·朴学志》立项已获准。斯事体大，衰

年末学，不胜此任，当努力为之。
阅邵晋涵《南江文钞》。
《续修四库全书》据清道光十二年胡敬刻

本影印。凡十二卷。卷十二为 《四库书提要

稿》，晋涵在四库馆时所撰也。从 《史记》，

至《明史》。以《四库提要》与之对勘，有全

采用者，有小加增删者。《隋书》之后，列目

无文。
七月六日

续以《四库提要》校《南江文钞》。
七月七日

阅《南江文钞》卷八， 《与程鱼门书》、
《与吴衣园书》、 《与朱笥河学士书》 ( 一二

三) ，均言撰《尔雅正义》的艰苦经过。
七月八日

清史典志组郭成康组长电话， 《朴学志》
已立项，进入签订合同阶段。

七月十一日

起草《清史·朴学志》凡例。
七月十三日

成立项目组。快递公司送来合同文本，签

字。组成《清史·朴学志》项目组，祁龙威

负责，成员田汉云、陈文和。张连生任秘书。
报北京，抄报单位。

七月十四日

扬大校长郭荣在合同文本盖章。与郭成康

同志通电话，告以连生夜车入京，送合同及经

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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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八日

连生自北京归。
七月十九日

修改《清史·朴学志》凡例。
七月二十一日

始阅顾炎武《日知录》。
七月二十九日

收到国家清史领导小组办公室所寄 《朴

学志》项目组负责人聘约合同，规定任务和

报酬。签名盖章后，交连生寄回清史办。告知

汉云、文和。辑《日知录》，《说文》等条。
八月四日

国家 清 史 编 委 会 戴 逸 主 任 电 话 商 谈 撰

《朴学志》诸事。突出主流，分定篇目。以时

为经，以事为纬。定内容与体例。始写 “绪

论”即 “概述”，总叙一代朴学的兴起、鼎

盛、衰落及蜕变，分清初、乾嘉及晚清三期。
拟以 “绪论”的第一 段 叙 清 初 顾 炎 武、

阎若璩创始一代朴学，作为全志样稿，备讨

论。
八月九日

项目 组 商 定 撰 写 分 工: 祁 龙 威 写 “绪

论”、《小学篇》; 田汉云写 《经解篇》、 《诸

子篇》; 陈文和写 《金石篇》、 《目录篇》、
《校勘与 辑 佚 篇》; 张 连 生 写 《考 史 与 释 地

篇》。另约请朱家生副教授写 《天算篇》。要

求八月底各自拟定提纲。
八月十日

拟《朴学志·绪论》提纲。
八月十一日

与朱家生同志商谈写《天算篇》事。
八月十四日

拟《朴学志·绪论》提纲毕。
八月十五日

拟《小学篇》提纲。
八月十六日

汉云来，商拟《经解篇》、 《诸子篇》提

纲。
八月十七日

续写 《小 学 篇》提 纲。第 一 章 《尔 雅

学》，第二章《说文学》，第三章《声韵学》。
八月十九日

与连生商拟《考史》提纲。

八月二十日

文和来，商拟《金石》、《目录》、《校勘

与辑佚》诸篇提纲。
八月二十三日

递报告于校党委，为 《清 史·朴 学 志》
工程已启动也。收到清史办下达的第一年度经

费十万零五千元。( 后不悉记。)
八月三十一日

收缴提纲。未交齐。
九月一日

郭成康同志来电话，指导工作。
九月二日

寄典志组以《朴学志》凡例及部分提纲。
九月四日

项目组会议，回顾八月份工作，部署九、
十月工作。抓进度。

九月五日

始写前人对清朴学的研究述评。项目组分

工: 我写建国前; 汉云写建国后; 文和写对史

料的整理与出版。
九月十日

续写 前 作，日 数 百 字 不 间 断。从 评 述

《汉学师承记》到评介胡适的有关论文。
九月十六日

感冒甚剧，坚持续写前作。
九月二十五日

续写前人对清朴学史研究的述评，始评章

炳麟《訄书·清儒》。
十月二日

评太炎先生 《清儒》毕。此文阐明，清

代朴学的主流是惠戴之学。
十月四日

始评梁启超 《近三百年学术史》。此书写

清朴学的横切面。
十月七日

始评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此书写清

朴学的纵线。梁氏两书表明，一纵一横是写清

朴学史的最好方法。
十月十三日

写前人对清朴学史的研究述评毕。
此文后辑入 《龙威读书录》 ( 广陵书社

2010 年 3 月版) 。其结尾云: “近世学人以论

清朴学史而名家者众，其最著影响者厥唯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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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胡三大师。章炳麟撰 《訄书·清儒》，朴

学的源流及其特点明; 梁启超著 《清代学术

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朴学史

一纵一横的方法明; 胡适发表 《清代学者的

治学方法》等论文，朴学的科学性质及其价

值明。”此文实为修纂 《清史·朴学志》奠

基。
十月十五日

阅《洪亮吉集》，中华书局 《中国古典文

学基本丛书》本，录其有关清初及乾嘉朴学

之兴起与鼎盛的评述云: “……迨我国家之

兴，而朴学始辈出，顾处士炎武、阎徵君若璩

首为之倡，然窔未尽辟也。乾隆之初，海宇

乂平，已百余年，鸿伟傀特之儒接踵而见，惠

徵君栋、戴编修震，其学识始足方驾古人。”
( 《卷施阁文甲集》卷第九 《邵学士家传》)

按，戴震未授编修?

洪氏评述清初及乾嘉的藏书家云: “藏书

家有数等: 得一书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

为考订家，如钱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诸人是

也。次则辨其板片，注其错讹，是谓校雠家，

如卢学士文弨、翁阁学方纲诸人是也。次则蒐

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

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如鄞县范氏之天一

阁，钱唐吴氏之瓶花斋，昆山徐氏之传是楼诸

家是也。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

意纵未尽窥，而记刻书的年月最所深悉，是谓

赏鉴家，如吴门黄主事丕烈，邬镇鲍处士廷博

诸人是也。又次则于旧家中落者，贱售其所

藏，富室嗜书者，要求其实价，眼别真赝，心

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

而即识，是谓掠贩家，如吴门之钱景开、陶五

柳，湖州之施汉英诸书估是也。” ( 《北江诗

话》卷三)

十月十七日

阅朱一新《无邪堂答问》。中华书局本。
录解题: 张之洞督粤时，开广雅书院以课

士，名其堂曰: “无邪”。朱一新曾主斯院，

辑与诸生问答之辞为五卷。
录其指摘汉学家之言二则:

其一，《国朝学案小识》书后。汉学家之

言曰: “训诂名物，治经之途径，未有入室而

不由径者。”其言良有功于经学。第终身徘徊

门径之间，而不一窥宫墙之美富，揆诸古人小

学、大学之教，夫岂其然。
其二，俞恩荣问: “相人偶为仁。”答:

阮文达此言恐是误读郑注。郑注 《中庸》云:

“仁，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郑注 “读如”
之例与《说文》不同。《说文》字书，其所举

者制字之本义。故 “读如”之字，往往义寓

于声，可寻声以得义。郑注乃训诂之书，凡

“读如”者皆拟其音，非释其义。义则别有训

释以明之。段懋堂 《周礼郑读考》所立三例

至确。
十月二十六日

与连生商改《释地》提纲。
十月二十七日

与文和商改 《金石》、 《目录》提纲。郭

成康同志电话，典志组拟于十二月在扬州开

会，统一规格。即允诺承办。
十月三十日

收到国家清史编委会所颁银行卡，月支项

目组负责人津贴税后八千余元。即约定分与组

员田汉云、陈文和两位各贰千伍百元，自留三

千元。每季度给张连生劳务费伍千元，在经费

内支付。( 后不再记，另有收据存档。)
十一月二日

至市工商银行，第一次领取津贴，按约分

给汉云、文和。
十一月四日

要求全组于本月二十日前，完成清朴学史

研究综述。
十一月七日

阅刘师培《读书随笔》。
十一月九日

阅刘师培《中国文学教科书》。所论为小

学。第二十四课论四声，据顾炎武 《音论》，

谓“四声之说起于永明，定于梁、陈之间。”
“试即古代言四声之书考之”，所列书七种，

两种见 《南史》，四种据 《隋书·经籍志》，

惟最后一种 《四声等字》据钱曾 《读书敏求

记》，不知撰人姓名，亦不详卷数。龙威按，

《四声等字》乃《四声等子》之异名，系宋时

等韵 书 之 一，非 南 朝 人 四 声 书 也。刘 氏 于

《读书随笔》中曾言元刘鉴《切韵指南》创十

六摄，“摄”之名始此。其实已见于 《四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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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又按，《四声等子》一卷，有 《咫进斋

丛书》等刊本。
十一月十日

典志组电话，决定下月来扬，开天文、地

理等六项目的座谈会，交流样稿。
十一月十一日

典志组电话，确定会议时间、人数及伙食

标准，即请市委宣传部赵昌智部长，代预订新

世纪大酒店。
十一月十二日

典志组电话，调整会议内容，改为 《朴

学志》一家的座谈会，规模不变。
十一月十九日

写《朴学志·绪论》第一段，顾、阎创

始清代朴学，备会议讨论“样稿”。
十一月二十日

续写“样稿”。
十一月二十一日

写“样稿”近三千字成。先释 “朴学”，

一名“汉学”，又称“考据学”; 再述顾炎武、
阎若璩创清朴学。

十一月二十六日

典志组郭成康组长偕林乾教授从北京来，

商谈 下 月 座 谈 会 事 宜。当 面 上 交 “凡 例”、
“提纲”、“样稿”及部分 “研究述评”。与汉

云、文和同商谈，督进度。当晚，郭、林二教

授夜车返京。
十二月一日

阅周祖谟前辈 《问学集》。中华书局版。
上下册。摘录以下诸文: 《陈澧切韵考辨误》、
《尔雅之作者及其成书之年代》、《重印雅学考

跋》、《方言校笺序》、《许慎及其说文解字》、
《论段氏说文解字注》、《书刘熙释名后》、《读

王氏广雅疏证手稿后记》、《广韵校本序》。
十二月五日

阅台 湾 林 庆 彰 教 授 《清 初 的 群 经 辨 伪

学》。文津出版社印行。
十二月十六日

与毓清移住新世纪大酒店。来新夏教授夫

妇、汤志钧研究员夫妇等先后到。
十二月十七日

《朴学志》座谈会。上午，成崇德、郭成

康、陈其泰、王俊义、黄爱平、姜涛等从北京

来。即与郭君商定会议日程。午后，《清史·
朴学志》座谈会开会。

致词: 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深恐衰年末

学，难胜此重任，故而向各专家竭诚求助。当

与项目组同仁鞠躬尽瘁。
扬州大学党委书记范明、中共扬州市委常

委宣传部长赵昌智，分别致词，表示支持。
国家清史编委会副主任成崇德传达戴逸主

任对到会专家的问候。摄影。
对《朴学志》样稿进行审议。
十二月十八日

竟日审议 “样稿”。午后四时，郭成康组

长作小结: 通 过 “样 稿”。不 写 泛 论 汉 宋 的

“学术志”，而是专叙以考据为中心的 “朴学

志”。夜，与来新夏、汤志钧二老友等话别，

致谢忱。
十二月二十六日

始阅惠栋《松崖文钞》。《续修四库全书》
据刘世珩校刊《聚学轩丛书》第二集本影印。
其书实萧穆所辑，分二卷以符栋行状所言之

数。
栋倡导治经必由汉学，见以下诸文:

《九经古义述首》: “汉人通经有家法，故

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

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

行。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

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

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
《易汉学自序》: “六经定于孔子，毁于

秦，传 于 汉。汉 学 之 亡 久 矣。独 《诗》、
《礼》、 《公羊》犹存毛、郑、何三家。 《春

秋》为杜氏所乱，《尚书》为伪孔所乱，《易

经》为王氏所乱。杜氏虽有更定，大校同于

贾、服。伪孔氏则杂采马、王之说。汉学虽亡

而未尽亡也。惟王辅嗣以假象说 《易》，根本

黄老，而 汉 经 师 之 义 荡 然 无 复 有 存 者 矣。”
“栋曾王父朴庵先生尝悯汉学之不存也，取李

氏《易解》所载者参众说而为之传，天、崇

之际，遭乱散佚，以其说口授王父，王父授之

先君子，于是成 《易说》六卷，又尝欲别撰

汉经师说 《易》之源流而未暇也。栋趋庭之

际，习闻余论，左右采获，成书七卷，自孟长

卿以下，五家之 《易》，异流同源，其说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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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后之思汉学者，犹知取证。”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与连生商定经费报销原则: 专款专用，公

私分明，节约。阅杭世骏 《道古堂集》。 《续

修四库全书》据原刻本影印。录其史学诸有

关函件。 《与江慎修书》: “仆近为 《读史匡

谬》一书，凡后史证前史之非者都为一例。”
《与张曦亮书》: “比读陈寿三 《志》，窃怪裴

世期之 《集 注》尚 有 缺 焉。因 更 广 采 异 闻，

以增益其所未备。” 《古文尚书疏证跋》。《阎

若璩传》。
十二月三十日

汤志钧兄寄赠所著《庄存与年谱》。

二〇〇五年

元月一日

与文和商拟《校勘与辑佚》提纲。
一月三日

摘抄《戴震全书》。 ( 关于治经方法论。)
黄山书社本。
《东原文集》。
《古经解钩沉序》: “士生千载后，求道于

典章制度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时之相去殆

无异地之相远，仅仅赖夫经师故训乃通，无异

译言以为之传导也者。又况古人之小学亡而后

有故训，故训之法亡，流而为凿空。数百年以

降，说经之弊，善凿空而已矣。” “后之论汉

儒者，辄曰故训之学云尔，未与于理精而义

明。则试诘以求理义于古经之外乎? 若犹存古

经中也，则凿空者得乎? 呜呼! 经之至者道

也; 所以明道者，其词也; 所以成词者，未有

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

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

阶，而不可以躐等。是故凿空之弊有二: 其

一，缘词生训也; 其一，守讹传谬也。缘词生

训者，所释之义，非其本义。守讹传谬者，所

据之经，并非其本经。” “今仲林得稽古之学

于其乡之惠君定宇，惠君与予相善，盖尝深嫉

乎凿空以为经也。二三好古之儒，知此学之不

仅在故训，则以志乎闻道也，或庶几也。”
《六书音均表序》: “许叔重之论 ‘假借’

曰: ‘本无其字，依声托字。’夫六经字多假

借，音声失而假借之意何以得? 故训音声相为

表里。故训明，六经乃可明。后儒语言文字未

知，而轻凭臆解以诬圣乱经，吾惧焉。段君又

有《诗经小学》、《书经小学》、《说文考证》、
《十七部古韵表》等书，将继是而出，视逃其

难相与凿空者，于治经孰得孰失也。”
《重刊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序: “自宋以

来，学者于小学不讲。”
《戴东原先生文·与某书》: “汉儒训诂有

师承，亦有时傅会; 晋人傅会凿空益多; 宋人

则恃胸臆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在

其所弃。”
《戴氏杂录·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

“前九年，震自京师南还，始觌先生于扬

之都转盐运使司署内。……明年，则闻先生已

殁于家。今徒拜观先生遗像曰 ‘授经图’者。
盖先生之学，直上追汉经师授受，欲坠未坠霾

蕴积久之业，而以授吴之贤俊后学，俾斯事逸

而复兴。……言者辄曰: 有汉儒经学，有宋儒

经学，一主于训故，一主于理义。此诚震之大

不解也者。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

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 惟

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

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也，

然后求之训故。训故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

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

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

也。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

训故，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

确有据依。彼歧训故、理义二之，是训故非以

明理义，则训故胡为? 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

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其亦远乎先生之

教矣。”
一月十日

以上月座谈录音记录及修改后的 “样稿”
寄典志组。连生校对甚细密。

一月十一日

阅王鸣盛《西庄始存稿》。 《续修四库全

书》据清乾隆三十年刻本影印。
卷二十四，《古经解钩沉序》言惠戴之学

的区别云: “吾交天下士，得通经者二人: 吴

郡惠定宇，歙州戴东原也。间与东原从容语:

‘子之学于定宇何如?’东原曰: ‘不同，定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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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古，吾求是。’嘻，东原虽自命不同，究之

求古即所以求是，舍古无是者也。”
《诗经叶韵参补序》谈 “叶音”云: “夫

‘叶 韵’也 者，六 朝 人 谓 ‘协 句’，小 颜 注

《汉书》谓之‘合韵’。曰叶曰协曰合，一也。
其言本无病也，病在不以叶音为本音，而以为

《诗》中自有叶音耳。……然自当 《唐韵》盛

行之时，赖才老之讲明，而世始知有古音，递

相推衍，至顾氏而始无遗恨，是考古之功，实

自才老始。”
一月十四日

与汉云讨论，治清朴学必读清朴学家原

著，“采铜于山”。
一月三十一日

阅王昶《春融堂集》。录其论惠戴之学。
卷五十五， 《惠定宇先生墓志铭》: “呜

呼! 自孔贾奉敕作 《正义》，而汉魏六朝老师

宿儒专门名家之说并废。又近时吴中何氏焯、
汪氏份以时文倡导学者而经术益衰。先生生数

千载后，耽思旁讯，探古训不传之秘，以求圣

贤之微言大义，于是吴江沈君彤、长洲余君萧

客、朱君楷、江君声等先后羽翼之。流风所

煽，海内人士无不重通经，通经无不知信古，

而其端自先生发之，可谓豪杰之士矣!”
《江慎修先生墓志铭》: “予友休宁戴君东

原，所谓通天地人之儒也。尝自述其学术，实

本之江慎修先生。”
《戴东原先生墓志铭》: “元和惠先生栋，

三世传经，其学信而好古，于荀虞之 《易》，

郑、孔之 《礼》，何休 《春秋》，旁搜 广 摭，

发明古义。东原见于扬州，交相推重也。”
《詹事府少詹事钱君墓志铭》: “惠君三世

传经，其 学 必 求 之 《十 三 经 注 疏》暨 《方

言》、《释名》诸书，而一决于许氏 《说文》，

以洗宋元来庸熟鄙陋。君推而广之，错综贯

串，更多前贤未到之处。”
二月二日

郭成康组长电话，根据戴逸主任意见，将

提前交稿计划，商修改部分合同。旋收到典志

组《通报》第七期，上刊戴公讲话。不再实

行先交长编，再交志稿。改为分阶段志稿、长

编一起交。即向项目组同仁传达。
二月三日

阅程晋芳《勉行堂文集》。 《续修四库全

书》据清嘉庆二十五年刻本影印。
录其评惠氏汉学泥古诸作:

卷一，《正学论》 ( 四) :

“古之学者日以智，今之学者日以愚。古

之学者由音释训诂之微，渐臻于诗书礼乐广大

高明之域; 今之学者琐琐章句，至老死不休，

何雅俗大小之不同也。且海内儒家昌言汉学者

几四十年矣，其大旨谓唐以前书皆寸珠尺璧，

无一不可贵，由唐以推之汉，由汉以溯之周

秦，而九经史汉注疏为之根本，宋以后可置勿

论也。呜呼! 为宋学者未尝弃汉唐也，为汉学

者独可弃宋元以降乎!”
卷五《周易述跋》:

“近者汉学之盛，倡于定宇，谓 《易》有

五家: 汉、魏、晋、唐、宋，惟汉 《易》用

师 法 得 其 传。不 知 辅 嗣 微 言， 不 同 于 解

《老》。凡定宇所尸祝者皆辅嗣既拨之云雾也。
……然此采辑颇博，足资 搜 讨。如 以 《易》
之正道在是，则入于幽谷不复出矣。”

二月八日

农历甲申除夕，始写 《朴 学 志·绪 论》
第二段，论述乾嘉惠戴之学。

二月十九日

打印《朴学志·绪论》 ( 二) 。
二月二十八日

郭成康组长电话，商定于三月十五日、十

六日，在扬州开 “朴学”、 “西学”、 “思潮”
三志座谈会，讨论统一体例与避免交错问题。
《西学志》负责人熊月之教授，《思潮志》

负责人周积明教授， 《朴学志》负责人祁龙

威。地点: 扬州大学虹桥宾馆。
三月四日

与朱家生同志商改《天算篇》。
三月十日

戴逸主任要求 “突出重点”。戴逸主任对

送审的《朴学志》大纲作了批示。他以 《经

解篇》叙《易》学突出胡渭、惠栋、焦循的

创造，叙 《礼》学突出凌廷堪、孙诒让的成

果为例，要求突出重点，删繁就简，去芜存

菁。
三月十五日

三志座谈会。三志同仁开会，熊月之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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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公请假，派代表列席。郭成康组长主持。祁

龙威发言汇报: 《朴学志》“以学为主”，以区

别于“以人为主”的 《儒林传》和 “以书为

主”的 《艺文志》。以 “概述”为纲，按清

初、乾嘉、晚清三期，总叙一代朴学的兴起、
鼎盛、衰落与蜕变的脉络。本着以经学为中心

带动其他诸学的体系，分为 《经解》、 《小

学》、《史地》、《诸子》等若干篇，各有小序

引出其成果与经验。每篇又按内容需要分若干

章，如《小学篇》由《尔雅学》、《说文学》、
《声韵学》三章组成。座谈勾画出 《朴学志》
的雏形。

三月十六日

上午，座谈处理三志交错问题。午后，项

目组开会，学习戴逸主任于三月十日对 《朴

学志》写的意见，要求发扬清朴学的科学性，

也指出其局限性，总结经验，供后人借鉴。
三月二十三日 ( 在香港)

阅周 祖 谟 前 辈 为 《大 百 科 全 书》写 的

《汉语训诂学》。
三月三十日

与郭成康同志通电话。寄项目组诸君信，

促写作。
四月四日

始写《朴学志·概述》第三段，论述晚

清朴学的衰落与蜕变。
四月九日

《朴学志·概述》 ( 三) 脱稿。
四月十一日

将《朴学志·概述》三段合一，从头整

理加工。
四月十八日

“概述”完稿。 《朴学志·概述》上中下

三段合篇完成。加注。此稿始撰于扬州，完稿

于香港。
四月二十五日

寄《朴学志·概述》稿于扬州，付连生

打印。( 五月，有澳洲之行)

六月一日

与汉 云、文 和 通 电 话，抓 写 《朴 学 志》
进度。

六月三日

从香港寄 《朴学志·概述》稿与北京清

史典志组。
六月十五日

与郭成康同志通电话，知已收到 《朴学

志·概述》稿。向其报告将于十九日返扬州。
六月二十三日

阅《惜抱尺牍》。 《丛书集成续编》本。
凡八卷。

录其讥“汉学”琐碎者。卷五，《与陈硕

士》: “惠氏《左传补注》亦自见读书精密处，

特嫌其所举太碎小。近世为汉人学者率有斯

病。愚意不喜之，觉殊不能逮顾亭林也。”
录其诽薄戴震言义理者。卷六，《与陈硕

士》: “戴东原言考证岂不佳，而欲言义理以

夺洛闽之席，可谓愚妄，不自量之甚矣!”
六月二十五日

阅《复初堂文集》。凡三十五卷， 《续修

四库全书》据清李彦章校刻本影印。翁方纲

不薄考据，但谓考据是为义理，为考据者不当

背程朱。见以下诸作。
卷六，《自题校勘诸经图后》:

“考订之学何以专系之经也? 曰: 考订为

义理也。其不涉义理者亦有时入考订，要之以

义理为主也。学者束发受书，则由程朱以仰窥

圣籍。及其后见闻稍广而渐自外于程朱而骛末

者也。是亦因宋后诸家专务析理，反置 《说

文》、《尔雅》诸书不省，有以激成之。吾今

既知朴学有益，博综考订，勿蹈宋后诸家之

弊，则得 之 矣。而 岂 敢 转 执 考 订 以 畔 正 路

乎!”
卷十二，《送卢抱经南归序》:

“予尝自谓抱经校雠之精，用力之笃，惟

予知之最详……然予不惟君之精且博是叹，而

独叹其弗畔于朱子也。凡校雠家之精且博者皆

在南宋，而论乐律如西山，诂字义如北溪，胥

于朱门发之。今之学者稍窥汉人厓际，辄薄宋

儒为迂腐，甚者且专以攻击程朱为事。虞道园

有言，此特文其猖狂不学以欺人而已矣。抱经

题跋诸篇，谓世人于朱子因一二未安，而遂并

议其全。又于妄生诋如郭宗昌者则昌言排之。
宜其校正古今，虚心矜慎，而不蹈流俗之弊

也。”
翁氏反对考据家总结前人条例。见下文。
卷十六，《书金坛段氏汉读考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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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之道，其最宜慎者，缺疑也。其最

不宜蹈者，改字也。盱江李氏曰: ‘郑康成未

尝改字。’此后人重康成之勤于诸经，不欲以

改字目之也。然而孔氏《诗疏》云: ‘《毛传》
未尝改字。’此一语即以显白郑改字矣。盖当

东汉时，师承既非一家，传写亦非一本，其间

岂无扶拄须整比者，是以郑君注释时间或有所

订正，实亦出于不得已也。今金坛段氏为之发

例，一曰读如读若，二曰读为读曰，三曰当

为。不知郑君昔时果森然起例若斯欤? 抑郑未

有例而段氏代为举例欤? ……段君之说曰: 欲

以明圣人之道也。段君试思，今何时乎? 今之

时非犹郑康成所际师承杂出之时也。士生今

日，上承钦定诸经义疏，炳焉如日中天。又下

承程朱大儒经义明析之后。即或宋诸儒不甚留

意古训故之书，偶有未及详核者，惟当博综汉

学以融合之，岂宜复举郑君改字之弊以著为例

乎? ……是以愚意奉劝善为学者，当博考古今

诸家而一以勿畔程朱为职志。”
六月二十三日

收缴《朴学志》本阶段稿件。
七月一日

与文和商改 《校勘》篇。商定不以近人

归纳的 “四校”法，套清儒校勘成果，改为

从清儒的校勘经验，总结出 “四校”法，即

改“以论带史”的写法为“论从史出”。
七月六日

与汉云商改 《诸子篇》。商定不写泛论子

书思想内容等的“诸子学”，改为专叙清儒对

子书考证成果的“诸子考”。于先秦，写 《荀

子考》 ( 儒家) 、《庄子考》 ( 道家) 、《韩非子

考》 ( 法家) 、 《墨子考》 ( 墨家) ; 于西汉，

写《淮南子考》。余列目附焉。
七月九日

阅王力教授 《中国语言学史》。其中一节

论“等韵”。
七月二十一日

整理《朴学志·概述》的资料长编。
七月二十五日

始写《小学篇》的第一章 《尔雅学》。读

邵晋涵《尔雅正义》。
八月六日

读王念孙《广雅疏证》。录其释 “匪”为

“彼”等条。
八月二十日

检王引之《经义述闻》。
八月二十七日

读戴震《方言疏证》及王念孙 《方言疏

证补》。参阅周祖谟《方言校笺》。
九月十八日

续写《尔雅学》。阅 《抱经堂文集》。凡

三十 四 卷。中 华 书 局 一 九 九 〇 年 本。有 关

《方言疏证校正》诸文: 卷第三， 《重校方言

序》; 卷第二十， 《与丁小雅杰进士论校正方

言书》; 卷第二十一，《答孔葓谷书》: “戴君

《方言疏证》即校于其书上。又去年曾与丁小

雅书论及此，亦附请教。”
十月五日

叙《释名疏证》毕。至此，写 《小学篇》
第一章 《尔雅学》已九千余字。交打印。其

中包括: 戴震发明研究 《尔雅》的理论和方

法: “以字考经，以经考字。”邵晋涵撰 《尔

雅正义》。戴震撰 《方言疏证》。江声撰 《释

名疏证》。
十月九日

阅《周礼汉读考》。自序 ( 作于乾隆五十

八年) 。又见《经韵楼集》卷二:

“汉人作注，于字发疑正读，其例有三:

一曰读如读若; 二曰读为读曰; 三曰当为。读

如读若者，拟其音也。古无反切语，故为比方

之词。读为读曰者，易其字也。易之以音相近

之字，故为变化之词。比方主乎同，音同而义

可推也。变化主乎异，字异而义憭然也。比方

主乎音，变化主乎义。比方不易字，故下文仍

举经之本字。变化字已易，故下文辄举所易之

字。注经必兼兹二者，故有读如，有读为。字

书不言变化，故有读如，无读为。有言读如

某，读为某，而某仍本字者， ‘如’以别其

音，‘为’以别其义。当为者，定为字之误、
声之误，而改其字也。为救正之词。形近而

讹，谓之字之误。声近而讹，谓之声之误。字

误、声误而正之，皆谓之当为。凡言读为者，

不以为误。凡言当为者，直斥其误。三者分，

而汉注可读，而经可读。三者皆以音为用，六

书之形声假借转注于是焉在。
汉之音非今之四声二百六韵也，则非通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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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夏、商、周、汉之音，不能穷其条理。玉

裁昔年读 《诗》及群经，确知古音分十有七

部，又得其联合次第自然之故，成 《六书音

均表》，质诸天下。今考汉儒注 《诗》、《礼》
及他经及《国语》、《史记》、《汉书》、《淮南

鸿烈》、 《吕览》诸书，凡言读如、读为、当

为者，其音大致与十七部之云相合。因又自

喜，述《汉读考》，诒同志，先成 《周礼》六

卷。
郑君序曰: ‘其所变易，灼然如晦之见

明; 其 所 弥 缝，奄 然 如 合 符 复 析’，谓 杜、
卫、贾、马、二郑之能事也。又曰: ‘犹有差

错，同事相违，则就其原文，字之声类，考训

诂，捃秘逸’，谓己补正之功也。训诂必就其

原文，而后不以字妨经; 必就其字之声类，而

后不以经妨字。不以字妨经，不以经妨字，而

后经明，而后圣人之道明。
点画谓之文，文滋谓之字，音读谓之名，

名之分别部居谓之声类。周时大司徒乡大夫保

氏所教，外史所达，大行人所谕听者，汉四百

年间，憭然众著，魏李登以成书，沿至陆法言

等八人犹能知其厓略。夫不言声类，欲言六书

治经难矣!”
龙威按，人的 “声类”，本系天籁，清儒

从《广韵》得 其 大 略，戴 震 本 之 作 《声 类

表》。
十月十五日

续写《尔雅学》，写段撰 《周礼汉读考》
毕。

十月十六日

始写王念孙撰《广雅疏证》。
十月十六日

郭成康组长来扬，了解 《朴学志》进程，

与项目组座谈，要求按 “合同修正本”规定

时间，交第一批《志》稿。
十一月二日

戴逸 主 任 一 锤 定 音。戴 逸 主 任 审 阅 了

《清史·朴学志·概述》，寄信典志组郭成康

组长，作出评语。原文云: “《概述》内容精

深，条理 清 晰; 文 字 为 语 体， 简 古 通 畅。”
“其阐明朴学之意义、内涵、成绩兼及其弱点

局限，有述有议，不足万字，而甚得要领。”
( 此信后辑入 《涓水集》第 311 页。) 此信为

《朴学志》的 思 想 内 容、文 字 风 格，一 锤 定

音。
十一月三日

为老妻目疾，需至宛平盲人出版社购放大

器，随大儿力群赴北京。郭成康组长驱车在机

场接。在车上，与戴逸学兄通电话。郭君传示

戴公对《朴学志》送审稿的评语复印件。
十一月四日

典志组招饭 “无名居”，与戴逸学兄夫妇

共晚餐。向戴公请教写 《朴学志》诸事。难

得此会也。
十一月三十日

写《尔雅学》关于 《经传释词》毕，交

打印。举例证明王氏考证暗合“实验主义”。
十二月九日

写《尔雅学》关于 《尔雅义疏》毕。读

郝懿行《晒书堂集》。 《续修四库全书》据光

绪十年东路厅署刻本影印。文集凡十二卷。
录其嘉庆十四年六月六日写给阮元的信，

自言撰《尔雅义疏》的理论与方法。
《再奉云台先生论尔雅书》:

“懿行比来修整 《尔雅》。窃谓诂训以声

为主，以义为辅。古之作者，《释名》以声代

声，声近而义同，故 《释名》一部，为 《尔

雅》二三部也。《广雅》以义阐义，义博而文

赅，故《广雅》一部，为《尔雅》二三部也。
今之所述，盖主 《释名》之声而推 《广雅》
之义。一声通转至十余声，是得 《尔雅》十

余部也。一 义 旁 推 至 四 五 义，是 得 《尔 雅》
四五部也。以此证发，触类而通，不似旧人

《疏》、 《义》，但抄撮古书，以为通经守定死

本子不能动转。” “又适购得 《经籍纂诂》一

书，绝无检书之劳，而有引书之乐。” “即今

《释诂》一 篇，经 营 未 毕，其 中 佳 处 已 复 不

少。亟欲缮写一通，先呈诲正，而语多不了。
容俟八九月入都时，邸中晋谒，庶几复修请业

执经之故事。”
再录其十一月十三日 《又与王伯申学使

书》:

“某近为《尔雅义疏》，《释诂》一篇尚未

了毕。窃谓训诂之学，以声音文字为本，转注

假借各有部居，疏通证明，存乎了悟。前人

《疏》、《义》但取博引经典，以为籍征，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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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落第二义矣。鄙意欲就古音古义中博其旨

趣，要其会归，大抵不外同、近、通、转四科

以相统系。先从许叔重书得其本字，而后知其

孰为假借，触类旁通，不避繁碎，仍自条理分

明，不相杂厕。其中亦多佳处，为前人所未

发。如兄淡雅之才，倘谓斯言为是否耶?”
检王念孙《尔雅义疏刊误》。
《续修四库全书》据罗振玉刊本影印。凡

一百零三条，朱墨分明，确是王氏亲笔。罗氏

因为取名《尔雅义疏刊误》。见罗氏题记。志

稿举例三条，以见王氏的学术修养深厚。兹录

其第三条: 《义疏》: “《乐记》云: ‘天地
合’。郑注: ‘，读为熹。’非。”念孙指出:

“文韵与之韵互相转，‘’之读为‘熹’，亦

犹曹公子欣时，《公羊》作喜时也。《韩诗外

传》: ‘景公嘻然而笑，即欣然而笑。’此古音

古义不可驳。”
龙威按，清儒考古音始于顾炎武。他分古

声类为十部，举平以该上去入。但四声之中，

入声最短故最少。以故在隋唐韵书中，有的声

类有入，有的声类无入。顾氏谓古四声不同于

今四声，今音无入者，古音往往有入; 今音有

入者，古音往往反是。江永创为 “异平同入”
之说，始启通转之端。段玉裁继之，谓古有合

韵，入声相同是枢纽。戴震作 《声类表》，列

二平共一入为若干组 合。其 第 二 类 为 “蒸、
之、职”类。孔广森分古音为十八部，阴声

阳声各九 部。他 创 “阴 阳 相 配，可 以 对 转”
论。其中阴声“之”部与阳声 “蒸”部对转。
王念孙治古音初得二十一部，以有、无入声分

为两大类。不言通转如顾氏。从此条对 《尔

雅义疏》的刊误言 “文韵与之韵互相转”看，

王氏晚岁也取孔氏“蒸、之对转”说矣。
十二月十一日

促项目组同仁交稿。续写 《尔雅学》，叙

《古书疑义举例》。
十二月卅日

致函典志组，请准于春节后，上交第一批

志稿八万 字。续 写 《尔 雅 学》。与 戴 逸 学 兄

信，预计新春写 《朴学志》计划。一抓进度，

一抓质量。

二〇〇六年

元月二日

与文和商改 《校勘》稿。自今日始，每

日上午商改一段。
一月五日

改《朴学志·校勘》毕。
一月八日

为汉云核 《墨子考》。核 其 引 文 是 否 无

误。
一月九日

为汉云核《淮南子考》。
一月十一日

为续写《尔雅学》，读《马氏文通》。
一月十七日

为准备写《说文学》，始温读段玉裁 《说

文解字注》。
一月二十一日

朱家生同志来，催其交稿。
一月二十四日

交代连生向典志组上交第一批 《朴学志》
初稿。一、概述 ( 9000 字) ; 二、 《小学篇》
之第一章《尔雅学》 ( 缺最后一节待补，合计

21000 字) ; 三、 《考史与释地》之上篇 《考

史》 ( 16000 字) ; 四、 《诸子篇》之 《墨子

考》、《淮南子考》 ( 合计 25000 字) ; 五、《校

勘与辑佚》之上篇 《校勘》 ( 22000 字) ; 六、
《天算篇》之下篇《算学》 ( 11000 字) 。

一月二十五日

典志组电话，收到第一批 《志稿》。附交

资料长编。
二月十二日

写完 《尔雅学》，补叙 《马氏文通》一

节。
二月二十五日

始识牛润珍教授。郭成康组长偕牛润珍教

授来，此后“朴学”、“西学”、“思潮”三志

改归牛君联系。亦读书忠厚人也。
三月五日

与文 和 商 议 今 年 写 稿 计 划，首 先 写 完

《校勘与辑佚》篇。( 以后分为两篇)

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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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筠《说文释例》毕。
三月三十一日

始阅朱骏声 《说文解字通训定声》。骏声

为钱大昕晚年弟子，学有本源。子孔彰，为曾

国藩幕僚，能传父学。
四月一日

将典志组对上交 《朴学志》第一批初稿

的专家审阅意见反馈件，复印分发给项目组同

仁及朱家生同志，布置修改。
四月十二日

牛润珍君来扬，促修改进度。
四月十九日

委托汉云到京参加典志组会议。
四月二十四日

汉云归扬，传达会议精神。
五月二日

始撰《小学篇》的第二章《说文学》。
五月三十日

上交典志组，《朴学志》第一批成品的修

订本。
六月四日

续写《说文学》。
六月二十三日

写《说文学》，续有进展。
七月二日

寄信与郭成康组长，沟通意见。
七月十四日

郭成康组长来扬州，与项目组座谈，重申

既定的《朴学志》的特点: “以考据为中心”，

不变。
七月十五日

成康同志返北京。此后专由牛润珍教授负

责联系。
八月三日

写《说文学》，关于《段注》毕。
八月十五日

续写 《说 文 学》，叙 《说 文 解 字 义 证》
毕。

八月十八日

阅桂馥《晚学集》。中华书局 《丛书集成

初编》本。书名之由来，见卷六 《上阮学使

书》: “馥之学无一就也。老而悔之，故以

‘晚学’名集。”

录其卷六《与龚礼部丽正书》，内含书林

故事:

“今将 远 别，有 望 于 足 下 者 三 事，幸 留

意。当四库馆初开，真定梁氏献 《孟子赵注

章旨》及宋椠《说文解字》。官府以《孟子》、
《说文》非遗书，不为上。有识者抄其 《章

旨》，流布世间， 《说文》则仍归梁氏。馥所

见《说文》，不过元明间刻本，若就梁本证毛

刻之误，讲小学者所大愿也。《永乐大典》引

《玉篇》，分原本、重修本。馥按，原本即孙

强本。尝恨宋阑入之字不加别白，后人无从持

择。幸孙本犹在，而 《大典》存翰林院，尚

可依韵录出，此又小学家所深望也。白云观内

有《道藏》全本，就观中翻披，于儒书多所

推证，不可谓非钩沉探微之助也。” “足下官

事余闲，愿一涉之。如不能，则劝同志。”
八月二十一日

牛润珍同志为参加史学理论会，来扬州，

见访，畅谈 《朴学志》撰写工作。会晤项目

组诸同仁。
九月一日

续写《说文学》，叙桂氏《义证》毕。
阅桂馥手抄王念孙 《说文解字校勘记》

一卷。 《续修四库全书》据种松书屋抄本影

印。
“此是王怀祖所校 《说文》，只抄得此数

叶，惜未录其全本。甲辰十二月，分条录入

《说文》毕。” ( 据许瀚跋，此是桂馥手书。甲

辰为乾隆四十九年。)
许氏跋云: “右桂未谷先生所录王怀祖先

生校《说文》一百十九条，虽非全璧，实为

至宝，写清本存之。准此例推，全书当千有余

条。 ( 此记抄本始一部迄辵部。) 道光二十八

年九月，许瀚识。”
据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前编下，《说

文杂翰》所录朱士端 《石臞先生注 〈说文〉
轶语》云: “王宽夫先生言其家大人石臞先生

曾注《说文》，因段氏书成，未卒业，并以稿

付之。”士端之叔录得若干条，其中有 “元”，

王云: “当从一，兀声。”王敬之，字宽夫，

念孙次子。
龙威按，段、桂两家注释 《说文》一部

“元”字，都从念孙之言，据《九经字样》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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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从一、兀”或“从一，从兀”为“从一，

兀声”。但段氏未明言本之念孙 《校勘记》，

而桂氏则明言: “高邮王君念孙曰”云云。
十月一日

始读王筠《说文解字句读》。
十月二日

核校文和修改过的 《校勘与辑佚》上篇

《校勘》。
十月五日

交代连生准备将 《朴学志》第一批上交

的修订本寄典志组。写信与牛润珍君。
十月二十九日

牛君复信: 第一批 《朴学志》稿已在典

志组会议上，获基本通过。
十一月七日

续写《说文学》，始叙王筠 《说文解字释

例》。此人研治《说文》，不重视 “以字考经，

以经考 字”，太 炎 先 生 谓 非 “小 学”，而 是

“说文学”。但其书重视文字代表客观事物，

有科学性。
十一月十八日

写王筠《说文》学毕。
十一月二十五日

始阅段、王古韵分部之书，为叙朱骏声

《说文解字通训定声》作准备。
十一月二十七日

文和交《辑佚》稿。
十一月三十日

续写《说 文 学》，叙 朱 骏 声 撰 《通 训 定

声》。按，以声为纲，重组 《说文》，列九千

余字谐声表，此议亦倡自戴东原，见其 《与

段若膺论韵书》。骏声综合戴、段、王等对古

韵分部之学，列古音为十八部。
连生 交 新 稿，续 《考 史 与 释 地》上 篇

《考史》的关于崔述著《考信录》。
十二月四日

文和续交《辑佚》新稿。
十二月七日

将典志组传来戴逸主任最近对部分项目送

审稿的批示，复印转给项目组诸君阅读，吸取

教益。
十二月八日

续写 《说 文 学》，叙 《说 文 通 训 定 声》

毕。
十二月十八日

向典志组报告近日本项目组同仁撰稿情

况，申请延期上交第二批志稿，不超出一个

月。
十二月二十五日

写《小学篇》第二章 《说文学》毕 工。
交打印。

二〇〇七年

元月一日

与文和商改《辑佚》新稿。
一月二日

为汉云核《诸子篇》之《荀子考》。
一月三日

向项目组同仁书面催稿。
一月十四日

连生交完《考史》。
一月十五日

文和交完《辑佚》。
一月十九日

汉云交全 《诸子篇》，凡 《荀》、 《庄》、
《韩非》、《墨》、《淮南》五考，余列目。

一月二十六日

朱家生君交《天算》上的“古历研究”。
一月二十九日

向典志组上交以下志稿 ( 第二批) : 一、
《史地》上 《考史》的第二章。二、 《诸子》
之《荀》、《庄》、《韩非》三考。三、《小学》
之第二章 《说文学》。四、 《校勘与辑佚》之

下篇《辑佚》。凡十一万字有奇。
一月三十日

连生向牛润珍君发上述诸稿的电子版。
一月三十一日

快件寄以上诸稿之文本及资料长编文本与

典志组。
二月十八日

丁亥春节始读顾炎武《音论》。
二月二十六日

整个春节期间读顾炎武 《音论》。此老发

展宋、元、明人反对 “古叶音”的观点，谓

“古叶音”即 “古本音”。他创造了开启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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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音学的理论和方法。《音论》辑录明人论转

注、假借。读后始知之后戴震、朱骏声等的六

书理论实导源于此。
三月一日

典志组拟在扬州再次开 “朴学”、 “西

学”、“思潮”三志座谈会。与成康组长通电

话。
三月二日

始读戴震《声韵考》。
三月十四日

收到典志组特快件，座谈会通知。
三月十六日

致函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欢迎戴逸兄嫂

来扬州。同时邀请了来新夏、汤志钧、陈祖武

等专家。项目组预订宾馆、餐厅等。
三月二十三日

夜，北京电话，陈祖武同志因病告假不能

到会。
三月二十六日

牛润珍同志电话，来老新夏感冒，也不能

到会。郭成康同志遂决定推迟会期。当即通知

宾馆酒家，取消原定计划。
四月二日

细读戴震《声韵考》。他研究发明隋唐韵

书的遗法，为宋元等韵学之所本。
四月二十一日

夜，读完江永 《古韵标准·例言》。 《古

韵标 准》，江 永 编，戴 震 参 定。中 华 书 局 据

《贷园丛书》本影印。
“唐人叶韵之‘叶’字亦本无病，病在不

言叶音是本音，使后人疑 《诗》中又自有叶

音耳。叶 韵，六 朝 人 谓 之 协 句。颜 师 古 注

《汉书》，谓之合韵。叶即协也合也。犹俗语

言押韵。故 ‘叶’字本无病。自陈氏有古无

叶音之说，顾氏从之。” ( 王鸣盛 《诗经叶韵

参补序》之所本。)
四月二十四日

始检谢启昆《小学考》。
四月二十五日

搜辑清初与顾炎武 《音学五书》立异诸

家柴绍炳、毛先舒、毛奇龄等的韵学观点。
柴绍炳著 《古韵通》八卷。其书大旨即

《广韵》二百零六部，分立三法，以求古韵之

通。一曰全通，东、冬、江之类是也。二曰半

通，元入寒、删、先，魂、痕入真、文之类是

也。三曰旁通，则俗所谓叶韵也。分平、上、
去为十一部，分入声为七部。

毛先舒著《韵学通指》一卷、《韵问》一

卷、《声韵丛说》一卷、《韵白》一卷。其说

略同柴绍炳《古韵通》。
毛奇龄著 《古今通韵》十二卷，创为五

部三声两界两合之说，坚持古有叶音。
四月二十六日

辑录清初邵长衡 《古今韵略》株守朱熹

《诗集传》叶音的观点。
五月一日

始写《小学篇》第三章《声韵学》。
五月十日

写完《声韵学》第一段， “考证音韵源

流。”
五月十一日

对《声韵学》第一段加注。《小学考》所

引《四库提要》关于毛奇龄 《古今通韵》一

则，坊本《提要》不见。
五月十七日

读孔广森 《诗声类》。 《续四库全书》所

据乾隆五十七年刻本影印。
五月二十四日

写《声韵学》第二段，“古音之学以渐加

详”二百余字，说明顾炎武制 《古音表》的

理论与方法。
五月二十七日

始读江永《四声切韵表》。
六月十二日

叙段玉裁著《六书音均表》。
六月二十三日

读戴震《答段若膺论韵书》。
六月二十四日

读段玉裁补作的 《声类表序》。嘉庆十四

年作。
七月二日

续写《声韵学》，关于戴震初分古韵为七

类二十部，后改为九类二十五部。
七月三日

续写《声韵学》，叙孔广森分古音为十八

部，阴、阳 声 各 九 部，创 “阴 阳 对 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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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论《切韵》，“通乎今不碍乎古”，甚精。
七月七日

叙王念孙分古音为二十一部。
七月九日

叙江有诰分古音也得二十一部。他与王念

孙的分部有异，其四声相配也不同。叙王念孙

从江有诰之劝，取孔广森之说，分东、冬为二

部，改定得古音二十二部。
七月十六日

阅《广韵》。
七月二十八日

核校《声韵学》稿，已写成两段: “考证

音韵源流”，“古音之学以渐加详”，约一万五

千字矣。续阅《广韵》。
八月二十四日 在香港

始阅魏建功 《古音系研究》。魏老系九三

学社老中央常委之一，教授北京大学。1957
年，曾向其求教，承留饭，并以朝鲜汉学家所

著韵书见示。
九月四日

写《声韵学》第三段，“钱大昕创始发明

古声纽”。
九月三十日 在扬州

叙钱大昕发明的古唇舌二音无 “类隔”
之说毕。

十月十二日

始阅陈澧《切韵考》。
十月十三日

交代连生以 《朴学志》第二批送审稿的

修正本，寄《典志组》。
十月二十一日

续阅《切韵考》。文和、连生抵武汉，参

加“朴学”、“西学”、“思潮”三志座谈会。
十月二十五日

文和、连生返自武汉，传达会议精神。抓

进度，抓质量，仍是主要两条。连生有记录，

复印与汉云阅看。
十月二十七日

牛润珍同志来扬，督促工作。检王国维

《观堂集林》有关隋唐韵书诸作。
十月二十八日

阅周祖谟前辈《广韵校本》。
十一月一日

始写《声韵学》最后一节，“陈澧撰 《切

韵考》”，考证 《广韵》音系。每日三至五百

字。
十一月十九日

写《声韵学》章成，加注。三年成 《小

学篇》，按计划毕工。学术浅陋，勉强完篇。
十一月二十日

《声韵学》交打印。
十二月七日

反复校改《声韵学》。
十二月八日

报请典志组准许延期一个月，上交第三批

志稿。
十二月十七日

文和来交《目录》篇稿。资料翔实。

二〇〇八年

一月六日

连生交《释地》稿一、二两章。
一月十五日

始阅刘宝楠、恭冕父子的《论语正义》。
一月三十日

交代连生将 《朴学志》第三批稿的文本、
电子 本，长 编 的 文 本，寄 呈 典 志 组。内 开:

一、《经解》篇第一， 《周易》章。二、 《史

地》下《释地》一、二两章。三、《小学》的

第三章，《声韵学》。四、《目录》全篇。五、
《天算》全篇。 《经解》篇的引言暂缺，申请

容后补撰。
二月七日 农历戊子春节

始检陆德明《经典释文》。读吴承仕 《经

典释文叙录疏证》。
二月十六日

始检朱彝尊《经义考》。
二月二十二日

项目组集会，部署上半年写作计划:

一、 《经解》篇完成 《三礼》章、 《论

语》章; 田 汉 云 写 《三 礼》章，祁 龙 威 写

《论语》章; 二、 《史地》篇补全，张连生负

责; 三、《金石》全篇，陈文和负责。务必于

八月底前交稿。
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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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皇侃《论语义疏》。
二月二十五日

读刘台拱《论语骈枝》。
二月二十六日

阅钱坫《论语后录》。 《续修四库全书》
据嘉庆七年拥万堂刻钱氏四种本影印。凡五

卷。
二月二十九日

始读焦循《论语通释》。《续修四库全书》
据光绪李盛铎《木犀轩丛书》本影印。一卷。

三月一日

阅宋翔凤 《论语说义》。十卷。 《续修四

库全书》据《皇清经解续编》本影印。 ( 光绪

十四年南菁书院所刻) 刘宝楠 《论语正义》
引称 《朴学斋札记》。其中释 “文莫”为强

勉，与刘台拱《骈枝》同。
三月二日

始阅黄式三《论语后案》。 《续修四库全

书》据道光二十四年 活 字 板 影 印。凡 十 卷。
式三不分汉宋门户，但问所言是非。

三月七日

阅戴望 《注论语》。 《续修四库全书》据

同治十年刻本影印。有王欣夫前辈题跋，盖其

旧物。原件现藏复旦大学图书馆。
三月十五日

阅台湾私立逢甲大学硕士生张清泉所作学

位论 文 《清 代 论 语 学》。李 威 熊 教 授 指 导。
1992 年 6 月打印本。

三月二十三日

核刘逢禄《论语述何》。《皇清经解》本，

二卷。书后有嘉庆十七年刘氏自叙。
刘氏因见虞世南 《北堂书钞》卷九十六

引何休《论语注》一条: “君子儒将以明道，

小人儒则矜其名”，遂谓何休有 《论语注》，

但久已亡佚，故追述其义，参以董仲舒之说

“拾遗补缺，冀以存其大凡。”实际刘氏借以

发挥 公 羊 学: 张 三 世，通 三 统 等 观 点 补 释

《论语》。至于《书钞》所引何休 《论语注》，

则见何晏《集解·雍也》篇。“何休注”乃何

晏《集解》之讹。刘宝楠 《论语正义》驳正

之。
五月八日

偶检《书品》 ( 1989 年第 1 期) ，得读周

祖谟教授所写 《唐五代韵书的汇集和考释》
一文，考据精审，受教匪浅。当即据以核订

《朴学志·小学篇·声韵学》稿。
六月十三日

与文和商改《金石》篇引言。
六月十七日

典志组通报催交稿，申请延期一月。
六月十八日

始写《经解篇·论语章》。
六月十九日

项目组会议，部署七月 底 交 《朴 学 志》
第四批稿。

六月二十日

打印《论语》章第一节，“清以前的论语

学。”
六月二十二日

续写 《论 语》章，叙 乾 隆 时 惠 栋 等 辑

《论语》古注。
六月二十三日

续写 《论语》章第二节，叙江永撰 《乡

党图考》。惠氏复古，江氏考古，为隆汉贬宋

的新一代《论语》学奠基。
六月二十五日

叙刘台拱撰《论语骈枝》。
六月二十七日

叙焦循撰《论语补疏》。
七月一日

打印《论语》章第二节，“清初及乾嘉隆

汉贬宋的《论语》学”。
七月二日

始写《论语》章第三节，“晚清汉宋融合

产生《论语新疏》”。
七月四日

叙黄式三撰《论语后案》，酝酿新疏。
七月七日

始叙刘宝楠撰《论语正义》。
七月十二日

叙刘恭冕继父志，续成《论语正义》。
七月十八日

叙《明明子论语集解义疏》，潘维城 《论

语古注集笺》。
七月十九日

写《论语》章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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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六日

经反复校改后，《论语》章交印。
七月二十七日

将《论语》章稿打印本分交项目组同仁

阅看。
七月三十一日

项目组集稿，感谢诸君冒高温完成任务。
八月一日

查点 应 缴 《朴 学 志》第 四 批 诸 稿: 一、
《经解》篇《三礼》章之 《仪礼》与 《论语》
章; 二、《史地》篇补完; 三、《金石》全篇。

八月二日

连生向典志组发上述志稿之电子本。
八月三日

连生向典志组寄上述志稿文本及相应长编

的文本。
八月十四日

向典 志 组 写 信， 报 告 今 后 一 年， 补 完

《经解》篇各章及修改各篇分工计划: 撰写

《经解篇·引言》祁龙威拟纲要，田汉云执

笔; 《经解》篇 《三礼》章之 《周礼》、 《礼

记》二节及 《春秋三传》章，田汉云撰写完

成; 《经解》篇之 《尚书》章，陈文和撰写;

《经解》篇之《毛诗》章，祁龙威撰写; 《经

解》篇之《孟子》章，张连生撰写。
九月十二日

典志组电话通知，“朴学”、“西学”、“思

潮”三志将在上海开座谈会，要求作好准备。
九月二十五日

收到典志组所发上海会议通知。
九月三十日

项目组集会，商议当前工作。
十月五日

以《经解篇·引言》寄典志组，请核阅

后转呈戴逸主任审定。因此文重要也。
十月六日

始阅洪湛侯《诗经学史》。
十月二十八日

牛润珍教授电话传达戴逸主任于本月二十

四日对田汉云同志执笔的 《朴学志·经解篇》
引言写的评语有云: “写得简明有序，内涵精

深，条理清晰，有理有据，是对清代说经成果

导读之佳作。”

十月三十日

牛君到扬州，将戴逸主 任 评 《经 解 篇》
引言的复印本交项目组传阅。

十月三十一日

牛君向项目组传达专家评审 《朴学志》
第三批送审稿的意见。有的需小修饰，有的需

大压缩，也有的要大改。 ( 《天算》拟改为

《算学篇》) 。
十一月九日

汉云交来《经解篇·周易章》的修订本。
十一月十五日

收到典志组召开的 《清史》三志上海会

议的文件。
十一月十九日

偕汉云、文和、连生到沪开会，到青浦

“东方绿舟”报到。当日晤熊月之教授，喜会

老友汤志钧夫妇。
十一月二十日

《清史》三志上海座谈会。上午，开会，

听清史办石雅娟主任、郭成康组长等讲话。午

后，座谈对《西学志》的意见。
十一月二十一日

上午，座谈对 《朴学志》的意见。下午，

座谈对《思潮志》的意见。
十一月二十二日

与会同仁访朱家角。与志钧兄及郭、牛二

君商议修改 《思潮志·实证篇》的方案，拟

供周积明教授参考。
十一月二十三日

散会返扬州。
十一月二十六日

遵郭 成 康 兄 嘱 咐，汉 云 归 纳 座 谈 会 对

《朴学志》的建议，以《小学篇》为样本，修

改各篇章。交连生以电子本寄典志组，备汇

总。
十一月二十七日

阅《经义考》。
吴氏《毛诗叶韵补音》。徐蒇序曰: “自

《补音》之书成，然后 《三百篇》始得为诗，

从而考古铭箴诵歌谣谚之类，莫不字顺音叶。
而腐儒之言曰: ‘《补音》之作所据，多出于

《诗》后，殆后人因《诗》以为韵，不当以是

韵《诗》也’。殆不知音韵之正，本诸字之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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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有不可易者。如 ‘霾’为亡皆切，而当

为陵之切者，由其以‘狸’为声。‘浼’为每

罪切，而当为美辨切者，由其以 ‘免’得声。
‘有’为 云 九 切，而 贿、痏、洧、鲔，皆 以

‘有’得声，则当为羽轨切矣。 ‘皮’为蒲麋

切，而波、坡、颇、跋皆以 ‘皮’得声，则

当为蒲禾切矣。又如 ‘服’之为房六切，其

见于《诗》者凡十有六，皆当为蒲北切，而

无与房六叶者。‘友’之为云九切，其见于诗

者凡十有一，皆当作羽轨切，而无与云九叶

者。以是 类 推 之，虽 毋 以 他 书 为 证 可 也。”
( 《经义考》卷一百五《诗》八)

十二月十五日

典志组电话通知，第三批上交的志稿，除

《天算》外，已报项目中心。
十二月十九日

始读马瑞辰 《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

1992 年第二次印刷。
自序 ( 录要) : “历时十有六年，书成三

十二卷。”“初名《毛诗翼注》，嗣改《传笺通

释》。”道光有五年四月既望，桐城马瑞辰识。
例言 ( 录要) : “考证之学，首在以经证

经，实事求是。顾取证既同。其说遂有出门之

合。瑞辰昔治是经，与郝兰皋户部、胡墨庄观

察有针芥之役，说多不谋而合，非彼此或有袭

取也。” “是书先列毛郑说于前，而唐、宋、
元、明诸儒及国初以来各经师之说有较胜汉儒

者，亦皆采取，以辟门户之见。”
十二月二十六日

以《天算篇》交家生修改，保留后半篇

《算学》。

二〇〇九年

一月十二日

始阅陈奂 《诗毛氏传疏》。凡三十卷。北

京市中国书店 1984 年 6 月出版。
叙 ( 摘录) : “奂不揣梼昧，沈研钻极，

毕生思虑，会萃于兹。窃以 《毛诗》多记古

文，倍详前典。或引申，或假借，或互训，或

通释，或文生上下而无害，或辞顺逆而不违。
要明乎世次得失之迹，而吟咏情性有以合乎诗

人之本志。故读 《诗》不读序，无本之教也。

读《诗》与序而不读传，失守之学也。文简

而义赡，语正而道精，洵乎为小学之津梁，群

书之钤键也。”
一月十四日

汉云交 《经解篇》、 《三礼章》之 《周

礼》新稿。与商进度，《三礼》尚缺 《礼记》
( 附《大戴记》) ，须抓紧撰写。

二月四日

项目组聚会，商谈新一年的工作。
读陈奂《毛诗音》。凡四卷。咸丰辛亥五

月苏州漱芳斋镌。
自序: “三代同文而不同音，古韵书久

亡。六书谐声，韵书之权舆也。 《诗》三百

篇，韵书之经纬也。大毛公生周季，去古近，

作《故训传》，与‘三百篇’甚谐也。由韵以

知音，因 音 以 求 义。奂 之 作 为 《诗 疏》也，

明其 义 也。而 《诗》音 之 释， 恶 可 已 也。
《诗》用古文，故多通借。传义显著者，识之

以读字，犹汉人读为之例也。传义隐略者，表

之以本义字，犹汉人训诂字代之例也。又有但

取其音以正其读，曰: 某字，曰音如某字，此

犹双声叠韵之纽也。同韵而侈敛焉，音之变

也。异韵而轻重焉，音之转也。南北之殊也，

古今之变也，一字而数义也，所以有数音也。
执古音不兼通今音，不可与言音也。泥今音而

反昧古音，不可与言 《诗》也。 《诗》音之

释，恶可 已 也。撰 《毛 诗 音》，依 《诗》四

始，分作四卷。陈奂释。”
卷一 《国风·周南》: 遐棄 ( 《说文》:

棄，古文作弃。今唯 《左传》作弃，读入声，

与肄为韵。《六书音均表》云: 第十五部古有

入声而无去声。陆法言韵之前，无去不可入。
至法言定韵之后，而谨守者不知古四声矣。奂

按，段氏以为古有平上入而无去声。孔广森

《声韵表》以为有平上去而无入。孔就今人北

音无 入 不 去，不 可 以 定 古 音 也。近 江 有 诰

《唐韵四声正》以为古有四声。段氏悉依六书

谐声绎之，以三百篇细意审情，则古无四声，

确不可易) 。
邶国: 渥赭 ( 郑注《考工记》: 渥，读绘

人渥菅之渥。 《左传》作沤菅。渥为尤幽之

入，而与侯部通者，《六书音均表》云: 入为

平委，平音十七，入音不能具也，故异平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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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
郑国: 赠之 ( 赠与来合韵，段氏以为之、

蒸相通。) 龙威按，此是孔广森说的 “阴阳互

转”之一例，段释为“合韵”。
卷二 《小雅·南有嘉鱼》: 既调 ( 段云:

“本音在第三部，读如稠。《车攻》以韵同字，

屈原《离骚》以韵同字，东方朔 《七谏》以

韵同字，皆读如重，此古合韵也。”“《史记·
卫青传》: ‘大当户铜离’，徐广曰: ‘一作稠

离’。”) 龙威按，此是钱大昕说的 “双声亦

韵”之一例，读调如同。段也以 “合韵”释

之。
又二月四日

阅陈奂《毛诗说》一卷。道光丁未七月

武林爱日轩刻。丁未，道光二十七年。
“大毛公 《诂训传》，言简理赅，汉儒不

遵行，锢蔽久矣。奂殚精极虑，为传作疏。疏

中称引广博难明，更举条例立表示图，凡制度

文物可以补礼经之残缺，而与东汉诸儒异趣

者，揭著数端，学者省览焉。” ( 录其二则)

假借说: “凡字必有本义。古人字少，义

通乎音，有读若某某之例，此东汉人假借法

也。毛公尚在六国时，而假借之法即存乎转

注。故《汝坟》: 条肄，则直云: 肄，馀也。
东汉人必云: 肄，读若蘖矣。《采苹》: 湘之，

则直 云: 湘， 亨 也。东 汉 人 必 云: 读 若 鬺

矣。”
《葛覃》之害， 《绿衣》之曷，皆训何。

曷，本字，害，假借字也。段先生曰: 害，本

不训何，而曰何也，则可以知害为曷之假借

也。此一例也。若假干为扞，直云: 干，扞

也。假为朝，直云: ，朝也。此直指假借

之例。《毛传》言假借，不外此二例。
乐悬方位图说。宫悬: “此天子宫悬也。

四面皆有编钟编磬，建鼓也。玉磬在西北方。
东西二镈鞉鼓在颂磬之西，三者皆特悬之。向

说鞉鼓为小鼓，据 《有瞽》、 《那》传，可证

诸说之谬。”
二月十二日

阅陈奂《郑笺征》。
戊午孟春许文一梓。“郑康成习 《韩诗》，

兼通齐、鲁，最后治《毛诗》。笺 《诗》乃在

注《礼》之后，以 《礼》注 《诗》。非墨守

一氏，《笺》中有用三家申毛者，有用三家改

毛者，例不外此二端。三家久废，姑就所知，

得如干条。毛古文，郑用三家从今文。于以知

毛与郑固不同术也。陈奂录。”戊午，咸丰八

年。
二月十七日

阅戴震《毛郑诗考正》。《续修四库全书》
据乾隆四十二年微波榭刻 《戴氏遗书》影印。
凡四卷。录其说转语一则。

卷二，《宾之初延》首章……五章: “式

勿从谓，无俾大怠。”“震按，勿有没音，没，

勉，语之转。式勿从谓，言用劝勉之意，从而

谓之，以无使至甚怠也。刘向引 《诗》: ‘密

勿从事’，今 《诗》作 ‘黾勉从事。’密勿，

《尔雅》作蠠没。又郑注 《礼记》记云: ‘勿

勿犹勉勉也。’卢辩注《曾子立事篇》: ‘终身

守此勿勿’，亦云: ‘勿勿犹勉勉。’此皆语之

转，当 读 如 没。而 经 师 旧 失 其 音， 未 通 于

古。”
龙威按，古无轻唇音，读勿如没。钱大昕

说。刘台拱 《论语骈枝》释 “文莫”一词，

从戴氏此条得启发。
二月十九日

阅段玉裁 《毛诗故训 传 小 笺 题 辞》。见

《毛诗故训传定本》 ( 《续修四库四书》据嘉庆

二十一年段氏七叶衍祥堂刊本影印) 。又见

《经韵楼集》卷一 (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

版，5—6 页) 。
录要: “其称 《故训传》何也? 古者，传

以述义，如左氏、公羊氏、穀梁氏之于 《春

秋》，子夏之于 《丧服》，某氏之于 《小正》，

皆是也。释故、释训以记古今异言， 《尔雅》
是也。毛公兼其意而于故训特详，故不专曰

《传》而曰《故训传》，是小学之大宗也。”
二月二十二日

阅段玉裁《诗经小学》。《续修四库全书》
据嘉庆二年武进臧氏拜经堂刻本影印。凡四

卷。
录其申戴之作: “歌以谇止”: “《尔雅》:

‘谇，告也。’ 《释文》: ‘谇，沈音粹，郭音

碎。’ 《说文》: ‘谇，让也。从言卒声。《国

语》曰: 谇 申 音。’ 《广 韵》六 至 谇 下 引

《诗》: ‘歌以谇止。’按，谇、讯义别，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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讹作讯。如《尔雅》: ‘谇，告也。’ 《释文》
云: ‘本作讯。《诗》: 歌以谇止’，‘谇予不

顾。’ 《传》: ‘谇，告也。’ ‘莫肯用谇。’
《笺》: ‘谇，告也。’正用 《释诂》文。而

《释文》误作讯，以音信为正，赖王逸 《离骚

注》及《广韵》所引可正其误耳。《广韵》引

歌以谇止，今本止讹之。《列女传》作 ‘歌以

讯止’，讯字虽误，止字尚未误。” ( 卷第一)

录其又一则: “执讯连连。”“《释文》又

作‘谇’。按，作 ‘谇’者 误。 《尔 雅》:

‘讯，言也。’《说文》: ‘讯，问也’。《无羊》
传: ‘讯，问也。’《出车》传: ‘讯，辞也。’
《采芑》笺: ‘执其可言问所获敌人之众。’此

笺执 所 生 得 者 而 问 之。以 言、辞、问， 训

‘讯’字，与‘谇’字告义别。” ( 卷第三)

二月二十三日

阅吴謇《诗谱补亡后订》。 《续修四库全

书》据乾隆五十年拜经楼刻本影印。盖订补

戴震之作。
二月二十四日

阅程晋芳 《毛郑异同考》。凡十卷。 《续

修四库全书》据清抄本影印。节录 《凡例》:

“是书之作，非特辨毛、郑得失，兼欲学者博

观宋以降书。故凡有禆于二家者咸载之。而陈

长发《稽古编》，所采尤备。”
二月二十五日

始 阅 胡 承 珙 《毛 诗 后 笺》。凡 三 十 卷，

《续修四库全书》据道光十七年求是堂刻本影

印。
道光十七年十月陈奂序 ( 节录) : “先生

有言曰: ‘诸经传注，唯 《毛诗》最古。数千

年来，三家皆亡，而毛氏独存。源流既真，义

训尤卓。后人不善读之，不能旁引曲证以相发

明，而乃自出己意，求胜古人，实则止坐鲁莽

之过。’斯言可谓深切而著明也已。毛 氏 之

学，文简而义赡，体略而用周。进取先秦百氏

之书而深究之，所以知古训之归。广采近者数

十百家之解而明辨之，所以绝后来之惑。先生

所谓准之经文，参之传义，必思曲折以求通。
其引博，其指约，其事甚大，而其心甚小，说

《诗》之家未有偶也。”
录其总结性的训诂两条:

其一，“谇”、“讯”二字混用是互讹还是

通用? 卷十二，陈风 《墓门》: “歌以讯之”:

“《释文》: ‘讯，又作谇，音信，徐: 息悴

反。’ 《广韵》六至引 《诗》: ‘歌以谇止’。
王逸注 《离骚》引 《诗》: ‘谇予不顾。’江

氏《古韵标准》、戴氏 《诗考正》、钱氏 《养

新录》、段氏 《诗小学》皆据此以 ‘讯’为

‘谇’之 误。顾 氏 《诗 本 音》则 谓 古 人 以

‘讯’、‘谇’二字通用，历引……，王氏 《经

义述闻》继之，谓‘讯’、‘谇’同声，故通，

引……。承珙按，谓‘讯’当为 ‘谇’，始于

《诗总闻》据《龙龛手鉴》引 《诗》: ‘谇止’
为证。江氏、戴氏始畅其说。然如 《墓门释

文》引徐邈息悴反。此在《诗》本有作‘谇’
者或即为‘谇’字作音。若《小雅》‘莫肯用

讯’无一本作 ‘谇’，而 《释文》亦载 ‘徐:

息悴反。’是徐邈已读‘讯’如‘谇’不始于

陆也。古人于 ‘讯’、 ‘迅’等字，每书作

‘谇’、 ‘’者，似从 ‘’之字，本可读

为‘卒’音，未必由草书偏旁相似之误。”
龙威按，关于谇、讯二字经传混用，是互

讹还是通用? 清儒聚讼纷纭。自戴震坚持互讹

之说，邵晋涵 《尔雅正义》从之。自钱大昕

解释为形 似 之 误，钱 坫 《尔 雅 古 义》从 之。
而王念孙 《广雅疏证》昌言: 谇、讯二字古

音同故通用，王引之 《经义述闻》直斥戴氏

疏考，郝懿行《尔雅义疏》从之。
其二，关于聿、遹训遂、训述问题。卷二

十三， 《大雅·文王有声》: “‘遹骏有声’，

笺: ‘遹，述。’戴氏 《诗考正》曰: “《诗》
中聿、曰、遹三字互用，皆承明上文之辞，非

空为辞助。《说文》: 欥，诠词也。从欠从曰，

曰亦声。 《诗》: 欥求厥宁。然则欥葢本文，

省作曰，同声假借用聿与遹。诠词者，承上文

所发端而绎之也。”承珙按，高诱注 《淮南·
诠言训》曰: 诠，就也。葢诠词者，谓就其

言而解之。字自当作欥，别作聿作遹。而训为

述为遂者 ( 《尔雅》: 遹，述也。 《诗·文王

传》: 聿，遂也。 《魏风·蟋蟀传》: 聿，遂

也。) ，字虽假借，其义并通。曰述曰遂，亦

就事之词。因其就事，又转为作述之述，则非

但虚辞，且有实义。古人文字之孳乳，训诂之

引伸，类多如此。段氏 《说文注》曰: 古聿、
遹同字，述、遂同字。《尔雅》言述而遂在其

341



中，毛公或言遂，或言述，因文分别。 《毛

诗》多言聿，独 《文王有声》四言遹，而毛

无传，毛意遹即聿，聿训遂，故郑笺以述别

之。遂者，因事之词，亦专词。《韩诗》及曹

大家注 《幽通赋》、杜注 《左传》皆云: 聿，

惟也。此专词也。因词专词皆诠词也。”
龙威按，戴震发明《诗》中所用的 “聿”

为语词，或作 “遹，都是 “欥”的借字。谓

毛、郑释以实义，皆非也。此说启发高邮王氏

研究经传古籍虚字，订正旧注释以实义之误，

章炳麟谓为“明三古辞气”。段玉裁也从戴说

谓“聿”、“遹”都系 “欥”的借字，但不言

毛、郑释之为 “遂”为 “述”为非。胡氏曲

证戴、段之说相通。
三月一日

与连生商写《经解篇·孟子章》。
三月三日

阅胡承珙 《求是堂文集》。凡九卷。 《续

修四库全书》据道光十七年家刻本影印。
胡培翚序 ( 节录) : “道光壬辰秋，予往

锺山书院，过其家。君时病疟居内寝。予入

视，尚摄衣冠坐，遽谓予曰: 吾病将不起，所

著《毛诗后笺》未及写毕，所作杂文亦未删

定，子其为吾理而付诸梓。” “后月余，果不

起。” “明年，予至其家求遗书而遗文已经朱

君兰坡略为编次。” “君之为御史给事中也。
数言事，多奉旨允行。今其奏稿存于家者仅有

数篇，皆已明见施行者。乃依兰坡先生所编，

谨录为一卷，冠于 《文集》之首。其散文析

为六卷，而骈体文二卷附焉。 ( 道光壬辰，道

光十二年)

卷二， 《寄姚姬传先生书》 ( 论治经方

法) : “窃谓说经之法，义理非训诂则不明，

训诂非义理则不当，故义理必求其是，而训诂

则宜求其古。义理之是者无古今一也。如其不

安，则虽古训犹宜择焉。”
卷三，《答陈硕甫书》 ( 论读 《毛传》之

法) : “窃谓毛公详于故训，而其故训为 《尔

雅》诸书所无者，在于好学深思，心知其意，

或于变声求之，或于叠韵求之，或于假借、转

注求之，旁见侧出，必非一概，而大约假借为

最多。”
《复陈硕甫书》 ( 谢赠 《诗经小学》足本

致谢) : “承惠《毛诗小学》，谢谢。旧所见臧

在东刻本，删节十之三四，本非完书，此刻实

胜臧本。”
《与魏默深书》 ( 偶舍 《传》从 《笺》举

例) : “承珙于 《诗》，墨守 《毛传》，惟揆之

经文实有难通者，乃舍而求他证。如 ‘弗躬

弗亲，庶民弗信，’ 《传》谓 ‘庶民之言不可

信。’而《左传》、《淮南》、 《说苑》引此诗

皆谓民不信上，此 《笺》说之所本，而于经

文尤顺，故宜舍《传》从《笺》。然似此者才

十之二三而已。”
卷四，《四书管窥序》 ( 论治经训诂与义

理不可偏废。) : “治经之法，义理非训诂则不

明，训诂非义理则不当，二者相资而不可偏

废。自有谓汉学详于训诂，宋学晰于义理者，

遂若判为两途，于是讲训诂者拘于墟，谈义理

者奋其臆，沿流而失源，骛末而忘本，党同伐

异，入主出奴，护前争胜之习兴，几至以门户

祸经术，而横流不知其纪极。吾则谓治经无训

诂义理之分，惟求其是者而已。汉儒之是之多

者，郑君康成其最也。宋儒之是之多者，新安

朱子其最也。 《大学》、 《论语》、 《孟子》、
《中庸》之称为 《四书》，自宋淳熙始。朱子

之《章句》、《集注》，积平生之力为之。其用

功深，取裁者广，故其是者较诸儒为多，亦较

其所著他书为多……”
三月十四日

始写志稿《经解篇》之《毛诗章》。
三月十五日

写“清以前的《诗经》学。”
三月二十九日

典志组转来专家对第四批志稿的审阅意

见，语多尖锐。即与牛润珍君通电话，表示欢

迎，盖对修改工作有益也。
四月一日

改“清以前的《诗经》学”，核实材料。
四月二日

检欧阳修 《诗本义》， 《四库全书》本。
核改志稿。

四月四日

始读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四库全书》
本，凡三十卷。

序例 ( 节录) : “先儒释经，惟求合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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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儒释经，多取更新。汉 《诗》有鲁故、韩

故，后苍氏孙氏故，毛故训传。《书》有大小

夏侯解故。故者，古也。合乎古，所以合于经

也。后儒厌古喜新，作聪明以乱之，弃雅训而

登俗诠，缘叔世以证先古，为说弥巧，与经益

离。源也惑之。窃不自揆，欲参伍众说，寻流

溯源，推求古经本指，以挽其弊。而诸经注疏

惟《毛诗序》最古，拟首从事焉。适长孺朱

子以所著 《毛 诗 通 义》见 示，共 商 榷 其 疑，

因锐意探讨，加以辨证，得一义辄札记之，得

如干条，汇 辑 成 帙，名 之 曰 《毛 诗 稽 古 编》
云尔。”

卷七， 《陈风·墓门》: “‘歌以讯之’，

《释文》云: ‘讯，又作谇，音信，徐息悴

切。’按，徐音与上萃协，良是。陈第 《毛诗

古音考》引王逸《离骚注》引 《诗》: ‘谇予

不顾’及《雨无正》诗瘁、讯协韵证之，益

信而有徵矣。”龙威按，其后高邮王氏父子大

畅其说。
卷十七，《大雅·文王》: 聿、遹皆训述，

毛义也。亦《雅》义也。见《释言》。德即尔

祖之德，故云述而修之，句义自相接成矣。今

以为发语词，未知何本?

龙威按，聿、遹与欥同音，借作欥字用，

为发语词。聿、遹又与述同音，借作述字用，

即有实义。
四月七日

读朱鹤龄《诗经通义》。《四库全书》本。
凡十二卷。

凡例 ( 节录) : “通义者，通古诗序之义

也。盖序乃一诗纲领，必先申序意，然后可论

毛郑诸家之得失。后序多汉儒附益者，今取

欧、苏、吕、严诸说为之辨正，错简讹字，亦

详订焉。制举之家专宗 《朱传》，故 《诗序》
久置不讲，并宋元诸儒之说皆无由而见。予采

其合于序说者备录之。盖表章古义不得不与俗

学牴牾尔。”
四月八日

始写 《毛诗章》第二节 “清初 《诗经》
学的 复 古 倾 向。”复 《诗 序》，复 《毛 传》、
《郑笺》。

四月十七日

始写《毛诗章》第三节 “乾嘉时惠戴学

者研究毛郑训诂”。
四月十九日

续写 《毛诗章》第三节，叙戴震撰 《毛

郑诗考正》，突出研究语词、研究转语。皆对

后学有启发者也。
四月二十八日

病后续写前作，重理思路。
五月二日

续写 《毛 诗 章》第 三 节，叙 段 玉 裁 撰

《诗经小学》。
五月四日

续写前作，叙王引之《诗述闻》。
五月八日

始写《毛诗章》第四节 “晚清毛诗训诂

三巨书”。
五月九日

叙胡承珙撰《毛诗后笺》。
五月十三日

叙马瑞辰撰《毛诗传笺通释》。
五月二十日

续写前作，叙陈奂撰《诗毛氏传疏》。
五月二十八日

写《经解篇·毛诗章》毕。
五月三十一日

阅文和所撰《经解篇·尚书章》。
六月三日

与连生商改《经解篇·孟子章》。
六月九日

辑清儒考 “三家诗”书目附 《毛诗章》
末。

六月十八日

与项目组同仁商交稿事，因五年合同至本

月期满也。
六月二十一日

汉云来交《经解篇·三礼章》之 《周礼》
一节、《礼记》一节 ( 附《大戴记》) 。

六月三十日

连生 经 手，向 典 志 组 上 缴 第 五 批 志 稿:

一、 《经解篇》之 《尚书章》、 《毛诗章》、
《孟子章》、《周礼》、《礼记》 ( 附《大戴记》)

两节; 二、各章节长编。
七月三十日

修改《经解篇·论语 章》。吸 取 专 家 意

541



见。
八月二十二日

汉云补交 《经解篇》之 《春秋三传章》
稿。

八月二十三日

为汉云核稿。
八月三十一日

向典志组上缴志稿 《经解》全篇。至此

已按合同交完《清史·朴学志》初稿。
十月六日

致书戴逸主任，请示对 《朴学志》的审

改事宜。拟于十一月在扬州开审改会，约请京

沪专家汤志钧研究员等到会指教，以便研究压

缩篇幅，统一文风等事。
十月十三日

接牛润珍君电话，商下月在扬州开会事

宜。
十月十七日

郭成康、牛润珍二君自上海来。共商开审

改会事。
十月十八日

与项目组同仁起草会议文件。
十月十九日

草拟会议发言。
十月二十五日

修改《毛诗章》。
十月二十六日

与连生商改《释地》稿。
十月二十八日

连生为磨勘 《毛诗章》，改正一处引文之

误。又磨勘 《声 韵 学 章》，改 正 一 处 注 文 之

讹。
十一月十三日

连生经手寄会议文件与汤志钧、陈祖武两

专家。特快件上报典志组。
十一月十五日

接陈祖武君电话，因故不能来，改书面发

言。
十一月十九日

牛润珍教授从北京来。汤志钧兄夫妇从上

海来。
十一月二十日

《朴学志》统稿会议。典志组郭成康组长

从北京来。《清史·朴学志》统稿会议在扬州

宾馆启幕。郭成康组长传达戴逸主任在香山会

议上关于审改工作的讲话。牛润珍教授作了补

充。
旋由《朴学志》项目组负责人祁龙威对

《朴学志》初稿作了自我评估，向会议汇报存

在问题: 一、稿出四人之手，体例、内容、文

字风格都不统一。二、材料未经核实。三、篇

幅庞大，远远超出三十五万字的规定数。
为此，申请典志组给予一定时间，以便项

目组进行一次修改。修改的方案是:

( 一) 统一。
1、依照编委会和典志组制定的细则统一

体例。2、参考 《小学篇》的行文风格，以简

古通畅的语体文统一各篇文风。3、删除各篇

之间的相互重复或牴牾。
( 二) 核实。
1、磨勘所述内容是否言必有据? 2、查核

所引证据是否确凿?

( 三) 精简。
1、简化各篇所述历史渊源，略古详清。

2、简化一般内容，突出重点，以点带面。3、
简化引文，或删除重叠，或改长为短，去芜存

菁。
以上方案，是否有当? 提请会议审定。
午后，项 目 组 成 员 田 汉 云 向 会 议 提 出

《仪礼》节的修改样稿，请求审议。对此，汤

志钧研究员发表了改进意见。
十一月二十一日

上午，继续开会。郭成康组长作总结: 同

意项目组提出的对初稿的评估与修改方案，限

期两个月落实。散会。郭、牛二君夜车返北

京。
十一月二十二日

委托文和驱车送汤氏夫妇二老返上海。
十一月二十三日

与连生处理会后诸事，结算各项用费。
十一月二十六日

连日磨勘《金石篇》，对照顾炎武等清儒

原著。
十一月二十九日

与连生商补《经解篇·孟子章》。
十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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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和商改《金石篇》。
十二月三日

磨勘《尚书章》。
十二月四日

与文和商改《经解篇·尚书章》。
十二月十六日

收到戴逸学兄近著 《涓水集》，内容皆关

于修纂清史诸事，有惠函两通，对 《朴学志》
的批示两件。

十二月十七日

老妻突发胆绞痛，术除胆结石，住院五十

三天。本人修史工作暂中止。
十二月二十三日

收到戴逸主任信，已披阅 《朴学志》初

稿。

二〇一〇年

三月十七日

写撰《清史·朴学志》的经过。
三月二十一日

磨勘汉云所撰 《经解篇·春秋三传章》
诸稿。

三月二十四日

与连生整理全志 ( 送审稿) : 《概述》;

《经解篇》 ( 凡七章: 《周易》、《尚书》、《毛

诗》、《三礼》、《春秋三传》、《论语》、《孟

子》) ; 《史地篇》 ( 上篇 《考史》、下篇 《释

地》) ; 《诸子篇》 ( 凡五章: 《荀子》、 《庄

子》、《韩非子》、《墨子》、《淮南子》) ; 《小

学篇》 ( 凡三章: 《尔雅学》、《说文学》、《声

韵学》) ; 《金石篇》; 《目录学篇》; 《校勘

篇》; 《辑佚篇》。
交代连生将全稿付印，一式四份，分交项

目组同仁核阅后寄交典志组转送审改组。
( 两个月后，遵照典志组转来审改组专家

意见，项目组分头对志稿又进行了修饰，再上

缴集中反复磨勘，听候后命。)
老驽负重，力竭汗喘，勉强完卷。经验仅

有两条: 一曰虚心。自知学术浅陋，惟有边学

边写。二曰刻苦。做到夜以继日，不畏寒暑。
由于严格贯彻编委会的指导思想，严格遵守

“合同”，严格尊重项目组同仁的成绩与意见，

故能同心同德，共庆成书。留此日课，以免遗

忘。
二〇一〇年九月，祁龙威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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殏

殏殏

殏

时年八十九岁

致作者

为建立高效、便捷的编辑部办公系统，提升本刊投稿、审稿的信息化水平，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清史研究》编辑部开始试用远程稿件处理系统，该系统能实现在

网上进行远程投稿、审稿和编辑处理。远程稿件处理系统的网址: http: / /qsyj． iqh．
net． cn。进入清史研究主页后，点击期刊页面，即可进入期刊网页，然后根据要求进行

投稿。敬请各位学者予以关注，惠赐稿件。
《清史研究》编辑部
2011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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