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英殿本《二十四史》校刊始末考 

张 单 谦 

提要：武英殿本《二十四史》的校刊工作主要在乾隆四年至十一年同造行，其後又封 

《逮》《金》《元》三史造行改详韭新编《三史圆捂解》，新辑出《萏五代史》，封《明史》迨行修订， 

道光同又封《二十史》遥行了较大规模的修版，整佃通程延绩近百年，是清代官方校害、刻害 

史上的重大事件。乾隆初年的校勘工作由博单鸿词和造士出身的翰林负责，包括齐召南、 

杭世骏等凿畴最馒秀的孥者，保谧了校勘的赏量，使殿本正史逮遘前代褚本，成属凿峙最精 

善的本子。 

嗣键匍：武英殿 十三缝注疏 二十四史 校刊始末 

乾隆同校刊《十三缝注疏》《二十四史》，是一次封正经、正史前燕古人的大规模校勘、刻 

印活勤，在校勘孥史和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各徭、各史均附有“考 ”即校勘 ①，亦是 

一 大劁皋，髓现了富峙的擘衍水平。武英殿本因而取代明代的南、北监本，成焉士人研留的 

主要版本，影譬有清一代。“殿本”之名因而大盛，遂成内府本之代稻。迄今焉止，全面校刊 

《十三经注疏》且附有校勘 的成果馑有武英殿本及嘉度同阮元南昌刻本，《二十四史》也馑 

有殿本、民圆商耪印害馆百衲本及建囡後的中苹害局本。後者颞然是受了前者的影警。可 

以 ，整理出版正经、正史及其他典籍而附有系统校勘 ，乾隆殿本《十三缝注疏》《二十四 

史》树立了楷模，遣一筢式已经演燮成我国古籍整理的基本傅统。因此，雎然今天殿本《二 

十四史》已不再作焉通行本流通，但仍然是重要的参校本②，所附《考 》亦仍具有一定的参 

考僵值。富今罩衍界封殿本《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馑知刊刻於乾隆四年至十一年同，而 

① 喾然，殿本《考蔷》监不是我们现在所兢的殿格意羲上的校勘 ，《考恙》不僮蟹打文字上的 、脱、衍、倒，遗往往 

考 史事，趁释史文，输析史法。 

② 如强元滂以宋元萏本靼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各本除《明史》外均以殿本通校，形成《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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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校刊始末均捂焉不祥。擘钭于界封逭一裸题有遇一些探封③，但雕同题的微底解决遗有很 

大一段距雄。殿本缝史的校刊是一侗梗其祓雅、曲折的遇程，弄清其校刊始末，封我圆文化 

事柴史束税，是不可迥避的一项挚钭亍任 ，封富前以及今後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也具有重 

大的借鐾意羲。由於此次《十三缝注疏》《二十四史》的校刊是同畴连行的，不便割裂探封， 

所以本文不可避免的舍涉及一些《十三经注疏》的校刊情况。 

一

、清初封明代盛本《二十一史》的修版重印 

清朝初年，明代圆子监刊刻的《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木版都遐保存着，所以遗没有 

重刻一套木版的必要。利用明代的萏版造行修裙刷印，颢然是比较方便而又经滂的做法。 

明监本《十三缀注疏》只有一套版，即北京园子盛刻本。盛本《二十一史》则有雨套版。南京 

园子监於嘉靖至莴盾同所刻，是届“南监本”。北京园子监又於蓠唇同掾南监本重刻，是餍 

“北监本”。 

(一)南监本的修版重印 

富睛南盛本《二十一史》版存江事藩庳，修版在顺治、康熙同多次造行，均由江事府罩辨 

理，规模较大的有雨次： 

1．顺治修版 

此次修版始於顺治十五年，至十六年蒇事④，主事者餍江南江西德督、兵部尚耆郎廷 

佐⑤。清遁修明蓠唇二十四年南监本《史 》首有郎廷佐《重修廿一史序》： 

今谬膺宸命，饰度南邦⋯⋯郡庚文出其版以献，荒凉萏筒，强半经蟑鼠之馀，断绩 

③ 如睦枫《弑 武英殿刻(二十四史)版本源流及其屋史作用》，《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筒鞭))1989年缚第 213期，第 

17 3O页。又载《江海早刊)}1992年第 1期，第 129 135页，略有改勤。 

④ 柳豁徵《南盛史谈》(《柳豁徵史擘谕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 182页)：“今按《元史》凡例後刊‘顺治戊 

戌年八月十二日江事府儒晕教授朱旗阴’，志十七末刊‘顺治戊戌年十月初八 日江事府儒睾教授朱摸校’，傅八 

十一末刊‘顺治戊戌年十一月十五日江牢府儒晕教授朱谟校’，志四十四末刊‘顺治己亥年二月初六 日江事府儒 

擘教授朱谟校’，志七末刊‘顺治己亥五月初二 日朱旗校 ’，志 十四末刊‘顺治己亥年五月廿八 日校阴，朱摸’， 

志十七末刊‘顺治己亥秋八月二十日江宰府儒犟教授朱旗校阴’，卷一连耆表後刊‘顺治己亥十一月初二日江事 

府儒擘教授朱谟校阴’。” 

⑤ 柳豁徵《南监史谈》(第 182百)：“同治上、江雨 志⋯⋯又引隙《志》云：‘顺治十七年，布政使嘱京如修《二十一 

史》版。”’按：攮鲮寅甫《清代皲官年表》第三册《布政使年表》(中苹耆局，198o年，第 1769、1773页)，嫣京如顺治 

十三年十月即改任赓束左布政使，顺治十七年江南左布政使焉徐届卿，右布政使届毛一麟。攘(日)尾崎康《以 

正史焉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隙捷霹 ，北京大孥出版社，1993年，第 97页)，顺治修版本正有顺治十六年徐焉 

卿、毛一麟序。隙《志》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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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编，依稀集鲁焦之辨。余慨肤日：是固天下蓠世之害也，而颇使其残缺若此，沿至稹 

壤之後，遂令将来不後有《廿一史》，则典守者之责也⋯⋯因畀庚文以辑治之任，而一眚 

寮案诸大夫亦亮余心，克襄余志。爰授梓，朝夕徒事，不敦月而告成焉。污者漯之，缺 

者全之，模糊者昭著之。久淹之故帙，焕属盛世之新害⋯⋯岢顺治十六年十月望日，敛 

命缌督江南江西等虑地方覃旃兼理粳饷兵部尚害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前巡搀江西内 

翰林秘害院单士教留庶吉士三辑郎廷佐谨序。 

2．康熙修版 

此次修版始於康熙三十九年五月，成於四十年四月，主事者餍江孪府儒擘教授荆子道， 

蒜郡教授朱端、江事府孥司训王奕章分任其事，以北监本参校，裙版逾四千页。清遁修明莴 

唇二十四年南监本《史 》首有荆子遭跋 其事： 

威壬申，子遘承乏江事郡铎，斯固前明南雍地也。蕾聍《廿一史》版，残阙已久。裸 

士之暇，曾酌修史版事宜，集属十则，藏之箧衍。己卯冬十月，恭遇大中丞宋公典截武 

嗣，撤棘後前於诸单博曰：《廿一吏》⋯⋯予将倡皋重修，畴属典守者。子逋因裔十则以 

造，公欣然色喜，即命董其役⋯⋯嗣委秣郡教授朱端、本孥司训王奕章分任其事。於是 

鸠工庀材，阴局贡院，媾北版《廿一史》一部，譬封霰梓。羲岐则参之，字讹则改之，版页 

存而文磨减者锲之，黠童具而木腐蛀者易之，假借侑敷者寅之，雷同再兄者煅之，梨隶 

破裂者合之，钉鲛舛荫者正之，残一字雨字、缺一行雨行者，皆徙而洗之、剔之、衲刊 

之⋯⋯是役也，计资则费一千四百雨有奇，各意捐如其敷。针鲁则梓四千页有奇，各史 

稿字集箅。针畴则始於庚辰五月，竣於辛巳四月。其监督剞劂，旃期精 良者，则江宰郡 

丞焉公骐。其浯心史单，舆共校正者，则江甯茂才朱生庭栖也。敬纪其晷如此。康熙 

四十年夏五月中、擀江南江宰府儒孥教授霎防荆子遘薰沐拜跋。 

除此雨次外，康熙五年、十二年、二十年、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五十九年亦造行遇修 

版⑥。王重民《中圆善本害提要》著绿明刻清印本《金史》：“按此属明南监刻《十七史》零本， 

清代顺治[十五年]、康熙[五年、二十五年、三十九年]屡经裙板0”⑦江西省国耆馆藏南监本 

《速史》《金史》，版心上方镐“康熙二十年裙刊”，下方编“江事知府隙音苣崴捐俸”。 

(二)北监本的修版重印 

明清易代之後，北盛本《二十一史》版片仍存聍北京圆子监，修版事在康熙年同造行。 

⑥ (日)尾崎康撰，隙捷诨《以正史焉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第 97页。 

⑦ 王重民《中圆善本言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 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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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五年五月园子监奏： 

至害籍嗣傺文教，今盛中缺少，臆敕直省单臣，縻搜送部。其《十三缝》、《二十一 

史》等言，监板尚存，如有残缺，即如式修福。俟成峙各印一部，收藏益内。⑧ 

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园子监祭酒王士稹上疏，希修裙北监徭史版片，监敕督 查明、收 

聍南盛害版。褪部覆 ：“虑如所莆。”帝命“徒之”⑨。王士稹《请修经史刻版疏》： 

圆子监祭酒臣王士稹谨奏属莆修经史刻版以裨文教事：⋯⋯查明代南北雨雍皆有 

《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刻板，今南益版存否完缺，久不可知。惟圆单版(《圆子益志》 

作圆孥所藏原版)庋置御害楼，此版一修于前朝蓠唇二十三年，再修於崇祯十二年。 自 

本朝定鼎，迄今四十馀载，漫漶残缺，殆不可萌。所宜及峙修稿，庶畿事省功倍。伏祈 

敕下部哉，查其急宜修稽者，早属鸠工，俾列缺悉属完害，亦仰裨里朝文教之一端也。 

至於南益经史营版，韭请敕下江南督搀查明，如未经散轶，即行该省单臣收聍儒早尊缝 

圈中，储属副本，于以嘉惠束单未必集褊也。⑩ 

康熙二十五年，北京园子盛封北监本《二十一史》造行了修裙。祭酒常锡布、翁叔元主 

持，舆事者有司柴宋古潭、连鼐、彭定求，擘正王默，典籍程大晕等。修版印本有如下 载： 

王重民《中圆善本害提要》： 

《金史》⋯⋯按此即北益本，清康熙同所印者。每卷首菜上吉口刻“康熙二十五年 

重修”八字，卷一脱脱题街後题“康熙二十五年园子监祭酒臣常锡布、祭酒加一级臣翁 

叔元、司棠臣宋古潭、司柴加一级臣连鼐、司柴臣彭定求、单正臣王默、典籍臣程大晕奉 

旨重校修。⑩ 

《中山大晕圃害馆古籍善本耆目》著绿明莴唇刻清康熙二十五年园子监重修本《史 》， 

版心上蔺编“康熙二十五年重修”，卷端下撰者後镐“康熙二十五年园子监奉旨重校修”。又 

著绿《前漠耆》，各卷首莱版心上右镐“康熙二十五年重修”，目绿首菜下端撰注者後铺“康熙 

二十五年园子祭酒、司柴奉旨重校修碱官姓名”⑩。 

莫友芝《鄙亭知兄傅本耆目》卷四史部一正史颊：“明北监板⋯⋯康熙同通修衲一遇，其 

板至今猎存。”⑩ 

⑧ 《世祖章皇帝寅绿》，《清寅绿》，中华书局，2008年，第三册，第 915页。 

⑨ 《里祖 皇帝寅绿》，《清寅绿》，第五册，第 16o页。 

⑩ 清王士稹《带缝堂集》卷五十一《淑洋文》十三，康熙四十九至五十年程哲七略害堂刻本。又兄乾隆《歙定园子监 

志》卷五十三《錾文》一，文渊盟《四庳全害》本。 

⑩ 王重民《中圆善本害提要》，第 86页。 

⑩ 《中山大睾圆害馆古籍善本害目》，1982年铅印本，第 47、5O页。 

⑩ 清莫友芝《鄙亭知兄傅本害目》卷四史部一正史颊，民圆三年傅增湘天津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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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以上 载可以清楚地看到明南北监本在顺治、康熙同修版刷印的情形。 

二、乾隆武英殿刊刻《二十二史》 

明代圆子监的蕾版，经遇顺治、康熙同不断修楠刷印，到乾隆初年已有大约一百四五十 

年的屣史，版面模糊，魅以缝绩刷印，於是重新刻一套版势在必行。再者，清代到乾隆年同， 

缝滂、文化、挚衍均已逵到高峰，内府修害刻害已取得了很大成就，作属正经的《十三缝注 

疏》、正史的《二十一史》，刊刻一套代表清代水平的版本，已是掇在桌面上的谶程。 

重刻之 始於乾隆三年。是年九月，园子监上奏，精重刻《十三缝注疏》《廿一史》蓝《蕾 

唐耆》@。《乾隆帝起居注》： 

乾隆三年威次戊午九月⋯⋯初三 日壬子⋯⋯大单士等蘸：圈子益奏：太早所聍《十 

三缝注疏》《二十一史》，板片年久模糊，请薛加校正，重新刊刻，以垂久速。查《十三缝 

注疏》共板一莴一千八百三片，《二十一史》共板五葛七百三十片，板赏 以倩稿。臆令 

园子益膊觅原本各一部，分派编梭等官校阅，交武英殿缮寓刊刻，造呈御览，即将板片 

交固子监存聍，以侑刷印。至圆子益奏有寓本《营唐害》一部，共三千八百二十一页，亦 

虑刊刻，以质流傅一摺。奉榆旨：板片不必圆子盛查辨，着交舆茬觏王，於武英殿御吉 

庹等虑查辨。⑩ 

武英殿位於紫禁城“西莘 内，熙和朗西”⑩。康熙十九年，内耪府毅立武英殿造辨虎⑩， 

兼辨刻害任携。康熙四十四年後，“又封造辨虚橇耩造行了调整，将一些舆刻害 网的作坊 

割蹄善心殿造辨虎管理”，“武英殿造辨虎真正成了内府的尊朗的刻耆楼耩”。雍正七年，造 

辨虎改稻武英殿修害虚⑩。武英殿属内耪府管理，薤规王允禄其睛主管内耪府事耪，故下旨 

⑩ 陶湘《清代殿板害始末 》(陶湘编，寅水勇黠校《害目鼗刊 ·清代殿板害 目》，遗事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 65 

页)云：“乾隆一朝 ，四年韶刻《十三缝》《廿一史》⋯⋯十二年，刻《明史》《大清一统志》。次亥0《i通》，再次刻《菖 

唐害》。”碾元清《(百衲本二十四史>後序》(《强元滂全集》第九卷，商耪印害馆，2OlO年，第 621页)：“高宗初立， 

成《明史》，命武英殿阴雕，至四年竣工。继之者《二十一史》。其後又韶增到晌《唐害》，舆欧、宋《新耆》监行。”皆 

将《二十一史》舆《酋唐害》分而言之，琨富代睾者亦多沿此巍，以届下轺刻《蕾唐耆》在《二十一史》之後。寅隙 
一 阴始圆子盛上奏畴就包括《菖唐害》，此次校刊，寅焉《二十二史》，高宗《重刻二十一史序》之名乃沿蕾稻。 

⑩ 中圆第一屉史楷案馆编《乾隆帝起居注》第三册，魔西 筢大翠出版社，2002年，第 363页。按，“御害虚”寅傺负 

责“恭刻御裂葑文、法帖之属”(《日下蕾明考》卷七十一《官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 119o百)，乾隆同直 

属内耪府，故其名稻前韭不冠“武英殿”字檬，道光二十三年方“蹄饼武英殿管理”(光绪《敛定大清畲典事例》卷 
一 一 七三《内耪府》，光绪石印本)。校刊经史事虑交武英殿修耆虚，所 “武英殿御害虎”寅指武英殿修耆虎。 

@ 章乃焯《清宫述髓》，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 ，第 261页。 

⑩ 光绪《敛定大清畲典事例》卷一一七三《内耪府》，光绪石印本。 

⑩ 金良年《清代武英殿刻害述略》，《文史》第三十一靼，第 183—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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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其主事。 

武英殿校刊《十三经注疏》《二十二史》的最初规割由碾廷玉提出。乾隆三年十二月十 

五日，大孥士兼管翰林院事碾廷玉上奏：“重刊缝史，必须参稽善本，博考群耆，庶免舛讹。 

查武英殿餍内府藏耆之所，就近校阴，寅禺便易。今掇於编榆内送派六具咨送到殿，稽查善 

本，悉心校封，监舆该虎德裁公同商 ，睦绩骚到，覆阴造呈。俾校勘、刊刻含於一魔，则错 

禊可免而耆易成。”高宗富日即下旨：“依 。编榆六具恐不敷用，着添派庶吉士六员。”⑩撩 

碾氏所奏，可兄富睛 割校勘、刊刻均在武英殿辨理。但其後缝查，武英殿“庳内存聍害籍， 

蓝 监板《十三缝》《廿一史》”④，因而没能寅现“校勘、刊刻舍於一虞”的设想。缝史馆最终 

彀在官外怡规王允祥蕾府邸@。 

经史馆和武英殿修害魔的阴保舆其他修害馆不同。修害馆和武英殿监 棣属阴傺，一 

是修害，一是刻害，分工各昊④。缝史馆的任耪不是修害而是校勘，人具即咨送到殿的六名 

编榆和奉旨添派的六名庶吉士，之後人具又有调整和增加。缝史馆糠属於武英殿修害虚， 

受武英殿德裁管理，所以校刊完竣之经史皆由武英殿德裁造呈。 

校刊工作正式阴始，则由方苞具髓负责，方苞於乾隆四年初被任命餍缝史馆德裁@。不 

久他就上奏提出了全面而周密的校刊 割。 

方苞提出的第一佃周题是送择底本、校本的同题： 

藕思缝史惟宋板字觯遗言f匕，目今不惟宋板鞋得，即明初刻本亦少。臣生平所兄，惟 

嘉靖以後之板，已屡缝改楠，舞三五页中燕遗讹者。而现今益板更剥蚀， 一完善可想 

以校封。伏祈皇上饬内府韭内阁藏害庹偏查蕾板经史，兼榆在京诸王大臣及有列於朝 

者，如有家藏蕾本，即速造呈，以便颁嵌技勘。韭饬江南、浙江、江西、湖庚、福建五省督 

樵，赙求明初及泰昌以前监板经史，各送一二部到馆，彼此互谧，庶畿可稿其缺遗、正其 

错误⋯⋯又前翰林院侍请孥士(《全集》作侍葭孥士)何焯曾博萌宋板，校正《前漠害》 

⑩ 乾隆四年二月十九日食植部右侍郎俸教留庶吉士方苞《奏届藕定校刊经史程式事》，罩楗虎绿副奏摺，中圆第一 

匿史楷案馆藏。(清)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 ·集外文》(成壹元年戴钧衡刻本)卷二《奏重刻‘十三缝><廿一史> 

事宜割子》略同。 

④ 清方苞《奏禺 定校刊经史程式事》。 

⑨ 清齑召南《寅输堂莳钞》(嘉度二年刻本)卷三《经史馆遇雪呈堇浦、葆青、方柬(吴绂)、仲常(于敏中)》注：“馆即 

怡觏王蕾府也，圆亭宏鹿，蓝雍正年建造。雪中舆赭公瀹茗校缝，轩窗洞倍，煌香馥郁 ，如坐瑶池蓬岛中。”考《日 

下蕾期考》卷四十五(第 706页)：“暨良寺蕾在束安 外舯府衙衙，雍正十二年建。本怡罾貌王故邸，拾地届寺， 

世宗惠皇帝赐名罾良寺⋯⋯乾隆九年，皇上御害《心经》塔碑，勒石於寺。二十年移建於冰盏衙衙。”则此睛届贤 

良寺。 

@ 榻玉良《武英殿修害扇及内府修耆各馆》，《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 l期，第 38页。 

@ 清李元度《方望溪侍郎事略》，《圆朝先正事略》卷十四，同治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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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漠害》《三圜志》遗讹，臣曾兄其害，韭求下江秣巡樵，向其家索取原害，照式改注，别 

本送馆，原本仍退其家，毋得损壤。@ 

方苞作焉桐城派古文大家，蓝不以校勘孥出名，但他提出的先求蕾本监参考何焯校本 

的方案，可以税十分喜柴，遣一方案封殿本的孥衍耍量庶喾 奠定了基磋。殿本诸史以明 

北监本焉底本(《蕾唐耆》以明闼人 本届底本)，部分史如《漠耆》《後漠害》《三圆志》《晋害》 

《隋耆》等使用宋本作焉校本，何焯校本也有参考@。碓按方苞 割辨理。 

非但如此，方苞遐提出要把校勘骚现的错 “一一阴列，造呈御览”④，遣富然就是校勘 

，後柬的《考 》也就尊源於此。官刻正缝、正史而附校勘 ，宋、元、明屋代所 ，清乾隆 

殿本遐是阴劁者，遣侗功势首先虑蹄於方苞。 

方苞提出的另一佃阴劁性建 是添加句颓：“蕾刻缝史 ，俱 句蘸，盖以褚经注疏及《史 

》、前、後《漠害》辞羲古奥，疑似鞋定故也。因此纂辑引用者，多有破句。臣等伏念，必熟 

思群考， 期句蘸分明，使孥者阴卷了然，乃有裨益。”@罩檄虎谶覆封此建菇也表示赞同： 

“《十三徭》缝文因有注疏祥明，句蓿易皖，晚唐以後史害亦 鞋渍者。至注疏及《史 》《前 

漠害》《後漠耆》以及《三圆志》《魏》《晋》等害俱使句蘸分明，自属有益孥者。”@可兄富睛 割 

《十三缝》徭文、注疏和晚唐以前所修褚史皆加句装。《十三经》的注疏合刻本，自南宋八行 

本而下，南宋福建刻十行本、元福建刻十行本、明嘉靖李元 福建刻本、明莴唇十四年至二 

十一年北京园子盛刻本、明崇祯元年至十二年毛氏汲古冈刻本，缝文、注疏皆 句蓿。缝 

文、注疏皆施句颟自殿本始④，殿本之後的嘉度阮元南昌府晕刻本亦 句菔，暹至二十世纪 

九十年代，才又出现了新式檩黠本。殿本的句蓣给清代 者带柬了棰大的便利，封我们今 

天檩黠《十三缝注疏》仍具有重要的参考儇值。此亦方苞之功。遗憾的是，诸史蓝 句蘸， 

@ 清方苞《奏届靖定校刊缝史程式事》。 

③ 殿本《漠音》末齑召南跋：“臣照等既舆诸臣遍茏馆圈所藏敷十檀及本朝李光地、何焯所校，再三警封，稽崴孺晴， 

凡监本脱漏 ，蓝据度元蕾本(谦按：即南宋度元建安到元起家塾刻本)楠缺 褐。”殿本《三圆志》末李缒官跋：“将 

盛本、别本，舆凡漠晋之害，参互考 ，悉心校勘，蓝取前挚士臣何焯所校本，挥其引披精碓者，概行摘出，逐卷分 

注，嫠届《考麓》。”殿本《隋害》绿宋本原跋(谦按：即天墼二年付雕牒文。元大德本亦有此牒文，故是否碓禺宋本 

尚未可知)，末碾映斗跋：“宋本残缺，乃以监本届底本。此外完害借校者，有南盛本、汲古圈本。他本残缺亦可 

参校者，宋本外有雨蕾本。”《漠耆》《後漠害》《三圆志》《晋耆》《隋害》考 中多有“宋本作某”，《漠害》《後漠害》 

《j圆志》考恙监多引“何焯日”。 

④ 清方苞《奏届葡定校刊缝史程式事》。 

⑤ 清方苞《奏禺葫定校刊经史程式事》。 

⑦ 中圆第一屉史楷案馆编《乾隆朝上输楷》，庸西师篼大擎出版社，2008年，第一册，第 36O一362页。 

④ 南宋建安坊刻本如余仁仲本《褴 注》《春秋公羊解黏》《春秋毂梁傅》等 ，经文有句藏。攘《相蠹音塾刊正九经三 

傅沿革例 ·句演》，宋代蜀中字本、典圆于氏本、元代相壹岳氏本诸缝 ，缝注韭有句祯。但以上各本均羝疏文，疏 

文之句颟，仍以殿本届最早。 



98 文 史 2014年第 1靼 ·绝第 106辑 

未能按原 割辨理，遣舆後柬方苞的雕戢可能不 网保。 

《十三经注疏》《二十二史》工程量大，所需版片敷量甚巨，如校勘稍有不慎，“遗落一句 

敦字，即需重刻敦十板，务费甚大”。所以方苞提出：“必更番校封，一字 ，始可宿檬。必 

檬本封清，始可登板。”④而不可限期催促。 

嗣於校勘步骤，方苞提出： 

臣等撅挥原在殿编校编榆、庶吉士(《全集》作在殿编校翰林)十二人合同分派，先 

封《十三经》，互稽经傅以考舛误，限八月内将底本全完(《全集》作封完)。臣等细加斟 

酌，缮折造呈御览。然後次及《史记》《前漠言》《後漠害》《三圜志》。四史皆有注解，亦 

宜祥勘。以下诸史，则参伍萏本，增改落字、错字，加功较易矣。⑧ 

可兄 割校勘是先缝後史，史害中封有注解的前四史著力更多。莫友芝云：“《史》《漠》 

等前敷部校封差善，六朝及《宋》《遗》《金》等即舆北监 巽。”④莫氏封殿本的 儇或有可商， 

但也反映出殿本各史校勘赏量不均的情况。方苞所凝此项 割属遣租不均埋下了伏笔。 

明代所刊经史，款式不一，“每卷之首止列校刊鞭官姓名，而漠唐先儒蒋附第一行，某卷 

之下且或止稻某氏，或具姓名绑里，或蓝群官陪封邑”。此次武英殿重刊经史乃奉敕辨理， 

自虑整齑割一。方苞提出仿照明莴唇同漏萝祯主持刊刻的南盛本《史 》，“王大臣盛修校 

勘列於 目绿之前，漠唐先儒列於每卷之前，分校褚臣列於每卷之末。卷内若有遗讹，则分任 

其寅者 可推诿，庶畿各竭心力”@。核之殿本，校刻碱名表馑载於首经(《周易》)、首史(《史 

》)害前，分校姓名馑载於各耆耆末，舆方氏原掇稍巽。 

古代刻害所用版片畲因乾瀑的燮化而缩滠，造成刷印睛遗框畏短不齑，所以装 睛一 

般馑要求害口版框下缝封齑。而清初内府装 害籍要求更高，尤其是造呈御览之耆，上下 

线均要整齑一致。雎然内府所用板材多餍傻耍秉、梨木，且要经迥 自然乾燥、人工烘乾等工 

塾虎理，但木版晕竞有老樨之别，刷印畴遐要“或烘板使短，或煮板使畏，终有参差，仍用描 

界取齑”。遣獯做法封版片损害很大，“敦烘敦煮，板易朽裂。凡字徭刳楠，木皆突出散落， 

再加修捕，则字童大小粗细不一，而舛 孺多”。方苞因而提出：“经史之刊，以垂久速，若致 

剥落，则虚糜圆帑。伏乞特降谕旨，即造呈之本，亦止齑下缝，不用烘煮，庶可久而不敝0”@ 

清方苞《奏焉靖定校刊经史程式事》。 

清方苞《奏焉靖定校刊经史程式事》。 

清莫友芝《鄙亭知兄傅本富目》卷四史部一正史颊。 

清方苞《奏届 定校刊经史程式事》。 

清方苞《奏届 定校刊缝史程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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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苞的建谶得到批准，此後武英殿即“永速遵行”④，不再烘板、煮板，耆版得以更加畏久的保 

存。遣是清代内府刻害史上的一佃重要燮化，方苞之功虑 肯定。 

方苞所奏校刊程式全面而合理，得到肯定，成焉此次校刊经史工程的纲领性文件，其後 

整佃校刊活勤即基本按此造行。 

乾隆四年五月至五年三月，管理眉骚生了很大的人事燮勤。五月十三 日，方苞因事被 

革去所有碱旃，“枣在三褴馆修害”，“其武英殿事旃着隙大受、到统勋管理”④。十月十六日， 

高宗因驻貌王允禄舆弘皙等结黛管私事，下旨憨治驻规王，雎令其“仍管内耪府事”，但指出 

“伊身所有鞭掌甚多，虑取虑留，着自行葫旨”⑤。此後，和规王弘壹亦参舆辨理内耪府德管 

事旃@，校刊经史事乃辖由其管理，故碱名表中监理官署弘耋之名。十一月十七日，任内园 

孥士眼照焉武英殿德裁④。五年三月，又任许希孔属德裁，舆眼照一同辨理武英殿事耪@。 

隙大受任德裁畴同较短，大致在乾隆四年五月至十一月⑩，其同《十三经》“渐已校完”。 

至眼照焉德裁畴“睦绩造呈”，随即上板刊刻@。眼照於各德裁中在任睛同最畏，功劳亦最 

大。雎曾於乾隆六年二月至八月同告假雕京省貌@，蓝於乾隆十年正月在丁受回籍的途中 

病故 ，但在任期同坚持虑撰宿《考趟》的主眼，监封校勘人具造行了调整舆楠充，使得校刊 

徭史活勤得以顺利、高效的造行，保遥了工程的高赏量完成。 希孑L在任事迹较少，馑知曾 

於乾隆六年张照告假在籍期同舆和规王弘矗一起造呈遇刻成的四经@。 

在校刊缝史的遇程中，除德裁等高眉外，具髓的辨事人员也有遇一些燮勤，逭些调整都 

是由眼照一手辨理的。 

起初方苞上奏校刊程式畴，推蔗在殿翰林詹事府正詹事陈浩、左庶子周挚健、翰林院侍 

③ 《乾隆朝上谕楷》第一册，第 36O一362页。 

@ 《乾隆朝上谕楷》第一册，第 402页。 

⑦ 《乾隆朝上谕楷》第一册，第 464—465页。 

⑦ 乾隆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其奏摺即署“睾召辩理内耪府缒管事耪和硕和规王臣弘壹”，兄《大连市圃害馆藏清代内 

图大庳散佚楷案送编：荧愁、宫廷用度、外藩造贡》，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 6O页。 

④ 《乾隆朝上谕楷》第一册，第 479页。 

⑩ 《乾隆朝上谕楷》第一册，第 524页。 

⑥ 隙大受於乾隆四年十一月被任命届安徽巡摁，兄《高宗j}屯皇帝寅绿》(《清实录》，第十册，第 566页)。 

@ 乾隆七年六月初七 日眼照《奏隙校刊缝史事宜事》，罩横虚鲸副奏摺 ，中圆第一屋史楷案馆藏。 

⑩ 告假畴同兄《乾隆朝上 楷》第一册，第 703页。乾隆六年五月初三 日，碾照又奏精再给假 ，高宗朱批“於八月同 

柬京供皲可也”，兄碾照《奏届父病後行勤需人精再给假等事》，朱批奏摺，中圆第一屋史楷案馆藏。 

@ 乾隆十年正月二十二El漕逼德督颇琮《奏禺刑部尚害碾照在途病故料理情形事》，朱批奏摺，中圆第一雁史楷案 

馆藏。 

⑥ 清碾照《奏隙校刊经史事宜事》。 



10O 文 史 2014年第 1靼 ·怨第 106辑 

蘸挚士吕煅、编修朱良裘四人负责校勘事宜 ，四人後被任命餍德辨。碾照任武英殿德裁 

後，曾於乾隆五年二月上奏，恝届封负责校勘的翰林虑“群加楝送”。但覃槎大臣谶覆韶焉： 

“现在德辨官隙浩等四具俱徭奏明，其馀翰林亦保钸次挑取楠用之其，所辫校封缝史等事尚 

可腾任，且行走渐已熟留，似 庸另加楝送。”⑥未接受眼氏建 。但眼照退是推蔚了钦天监 

博士眼永祚人经史馆校《二十二史》的《天文》《律唇》褚志，以用其所畏，保澄了校勘夤量@。 

乾隆六年二月十七 日，周睾健升署理刑部右侍郎⑩。五月，隙浩因事革皲⑩。德辩四人僮存 

其二，碾照又 焉“吕域於四人中本属不及，惟存朱良裘一人”，人力不足，乃於七年六月初 

七 日上奏靖令畏於史害的工部侍郎德龄兼缝史馆德裁行走，亚莆仍令隙浩在缝史甜行走， 

舆朱良裘同任提词。同睛，建谶仍由周擘健分司《三褴》考 ，隙浩分司《三停》考 。至於 

刊刻纽史外的雄项差使，则藕令励宗莴禹德裁，尊司其事⑨。 

富睛面酶的另一佃棘手同题是校勘翰林的“兼馆辨事”。经史馆负责校勘工作的翰林 

蓝非尊任，其任命 不经遇高宗谕旨批准，而是“於各馆翰林内咨取兼辨”，其人仍属原馆。 

如周翠健、杭世黢等俱兼三褴馆事。由於校勘经史馑禺兼差，武英殿又不“尊给公费”，翰林 

们馑“以馀力及之”，“鞋免 日渐磨弛”，影警了工程耍量舆造度。乾隆五年二月碾照曾就此 

事上奏：“莆以後武英殿行走蓝皆阴列请旨福用。”碾氏建 得到批准：“嗣後武英殿翰林遇 

有更换袖用之虎，俱令 德裁奏明莆旨，著焉定例遵行。”@但遣馑是增加了一佃表面上的程 

序，蓝没有改燮校勘缓史的兼差性耍。乾隆七年六月初七，碾照再次就此同题上奏，提出解 

决辨法： 

现在分校各其，兼别馆行走，每以别馆事忙属群。若不解而更张，必同道旁集舍。 

请行文各馆媳裁，如寅保该馆不可少之人，即行知臣馆出缺，另行操送奏稽。如非该馆 

不可少之人，亦於咨内聱明，臣等酌其才力尚可兼走者毋庸改更外，或度其力不能兼， 

一 饼出缺，另行楝送奏袖，榜令人得其用，庶畿刊刻易成。@ 

通遇封人员的重新探送，馑留下才力碓能兼任雨馆事者，明碓了碱寅，碓保了充足的人 

⑩ 清方苞《奏鹧精定校刊缝史程式事》。 

⑤ 《乾隆朝上谕楷》第一册，第 519页。 

@ 清杭世骏《道古堂全集 ·文集》(清乾隆四十一年刻光绪十四年汪曾唯修本)卷四十七《钦天盛博士眼君墓碣》 

“舍韶刊缝史 ，革亭强司寇照蔗君校勘《二十二史》《天文》、《律唇》雨志，用君所畏也。”又《莆集》卷十《翰苑集 · 

中秋前一日碾博士永祚兄遇茶话》注：“博士以强大司寇蔚，入缝史馆校各史《天文》《律唇》 志。” 

⑩ 《乾隆朝上谕楷》第一册，第 703百。 

⑦ 《高宗纯皇帝寅绿》，《清实录》，第十册，第 1042页。 

@ 清碾照《奏隙校刊经史事宜事》。 

@ 《乾隆朝上谕楷》第一册，第 519页。 

⑦ 清碾照《奏隙校刊经史事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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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经遇此次人具的调整舆褊充，校刊缝史造一步走上正轨。 

乾隆十一年底，全部经史校刻告竣，十二月十七 日由和规王弘壹等上表造呈， 《十三 

经注疏》三百四十六卷十七函、《二十二史》二千七百三十一卷六十五函@。缝史造表後各附 

校刻《十三缝》褚臣皲名、校刻《二十一史》褚臣碱名表。十二年二月朔，高宗作《御裂重刻十 

三缝序》《御裂重刻二十一史序》，冠於首经(《周易》)、首史(《史 》)前。三月，经史馆正式 

告成，谶叙提调、编校、校绿、监造渚官⑦。 

乾隆四年至十一年同，各缀、各史的校刊工作是隆绩完成的。如《周易注疏》校晕造呈 

在乾隆四年冬，乾隆五年刊刻完成⑦。《尚害》《莳缝》《馐褴》《褴 》《左傅》及《雨雅》六经则 

於乾隆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校竣造呈⑦。连呈後，各耆随即阴雕。但也有部分缝害又造行 

了造一步的校勘。如《褴 注疏》齑召南跋云：“乾隆四年特命重刊⋯⋯在馆褚臣遍苋善本， 

再三雠封，是正文字，凡六年始付朋雕。”则《褴 》雎已於乾隆四年底造呈，但刊刻却暹至乾 

隆九年。《漠害》刊刻完成在乾隆十年五月前@。《蕾唐害》乾隆八年正月阴始校勘，乾隆九 

年正月舆《考 》一并连呈。《新唐耆》的校勘工作则在乾隆九年正月至十年正月@。 

《考澄》的编宿舆各缝史的校勘活勤在睛同上监不完全一致。按照方苞掇定的 割，校 

勘经史峙，封於改正的监本错误，虑贴簧说明“改正之虚所掾何本、所瓿何羲”，造呈钦定，蓝 

刊刻在各卷之末。但在方苞被革聩後，逭一 割蓝没能殷格孰行。雎然校勘畴於改正之庞 

仍加簸说明，但馑是焉造呈御览，事後监未造行编辑加工。碾照十分赞同撰宿《考恙》的意 

兄，但乾隆六年他告假在籍期同，德裁 希孔监未韶真孰行此事， 氏移交和规王造呈的刻 

竣四经和碾氏返京之初造呈的《史 》、七年六月造呈的五缝均 考澄⑩。 

⑦ 武英殿本《史 》前造表云“二十一史”，摅卷敷 ，寅焉二十二史，含《菖唐害》，此焉沿疆固有之菖稻。 

⑦ 《高宗纯皇帝胄绿》，《清寅绿》，第十二册，第 728页。又杭世骏《道古堂全集 ·文集》卷四十一《资政大夫澧部右 

侍郎哿公墓菇铭》：“(乾隆十二年)三月经史馆告成，蕺叙加一级。” 

@ 武英殿本《周易注疏》末朱良裘跋：“乾隆四年奉敕校刊经史，庸耀营本以借参稽，得文渊嗣所藏不全《易疏》四 

册⋯⋯是年冬校蓖造呈，奉制鞭可，爰付剞劂，逾年竣工。” 

⑦ 清齑召南《寅输堂莳钞》(清嘉废刻本)卷i-Z(<十二月二十四日迄呈校勘六缝，退直武英殿，用朱子钞二南 音li虑 

杭堇浦同年索赋，兼呈同馆诸公》注：“隙侍郎大受、强闼擘照、睐詹事浩、周翠士晕健、吕翠士域、朱庶子良裘、熊 

侍旃晖吉、趟编修青藜、沈编修廷芳、唐榆封追罾、明编修棠、吴榆讨泰、莴榆封松龄、于修撰敏中、王编修舍汾、 

李编修能官，监畲所校六缝注疏，则《尚害》《毛莳》《慌植》《褴 》《左傅》及《雨雅》也。”杭世黢《道古堂全集 ·葡 

集》卷八《翰苑集 ·十二月二十四日造呈校勘六怒退直武英殿用朱子钞二南示平甫嘏同在馆诸公作》。沈廷芳 

《隐拙麝集》(清乾隆刻本)卷十《十二月二十四日造呈校勘六经退直武英殿同大宗、次凰用朱子抄二南瓿》。 

⑦ 清齑中嵌《齑侍郎年措》(抄本，浙江圊害瞎藏)：“(乾隆十年)五月，到窨一匝，保武英殿新刊《前漠害》一部。”蒋 

引自谢海林《齑召南(漠耆考恙)综谕》，《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二辑，第 440页，下同。 

⑦ 清沈德潜 自 《年藉》(《沈蹄愚莳文全集》附，清乾隆教忠堂刻本)：“(乾隆七年九月)是月辅臣傅谕校勘《新 》、 

《蕾唐害》，分惰《明史纲目》⋯⋯八年癸亥，年七十一，先校《蕾唐耆》⋯⋯九年甲子，年七十二，正月校勘《菖唐 

害》晕，每卷後有考恙，缮窝造呈。自是校《新唐耆》起⋯⋯十年乙丑 ，年七十三，正月校《新唐耆》晕，造呈。” 

⑩ 清强照《奏隙校刊经史事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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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七年六月初七强照上奏强调《考 》的重要性，蓝提出重新编辑《考 》的建谶： 

伏思方苞奏定卷末刊载考橙，楹有偷理，蓝孥同燕窍，不可以今 日一晴所兄属定。 

或原本别有意羲，而今 日所掾之本蒋有未合，寅所 定。惟将考蔷详载於末，则後人得 

兄前本是非，藕其榆定，果有未合，既不致求益反损，而合者 自必十分之九，又足以彰翌 

朝，此皋寅有裨益。但原螯傺造呈口氯，且有例兄於前则後不重檩之庹，若逐卷明载垂 

後，自必一一馨明。所以考谧另须编辑，不能即将原簧抄绿也。今在事翰林兄害已造 

呈，便以考镫属蛇足，益後懈弛。理合奏明，令褚翰林上紧编辑造呈歙定，舆《十三缝》 

一 同刊颁。⑩ 

《考 》作禹殿本缝史的一大特色，具有很高的早衍僵值 ，却因鲒臣的懈怠而濒於流麈。 

眼照作扇此次校刊活勤的负寅人，深切地了解《考 》的僵值所在，正是由於他的坚持，才使 

得《考 》的撰窟走上正轨，强氏之功不可忽略。 

其後即按所奏辨理。已刻竣或已校晕之耆，著人另行编辑考 。如《周易注疏考澄》即 

交由朱良裘、隙浩、李清植三人编辑@。《史 考 》傺目多出杭世黢之手，但乾隆八年二月， 

杭氏因言獾罪革碱，《考 》的最终编定富出他人@。剩馀各耆则校勘舆考 一同辨理，待完 

成後一并造呈、刊刻@。各经史《考 》的编辑，齑召南出力尤多，他以一人之力承辨《尚耆》、 

《褪 》、《漠害》三害《考 》的编辑工作@，蓝撰宿了《尚耆》《褪 》《左傅》(代隙浩)、《公羊》 

《毂梁》《漠害》六耆的跋捂。根攘《寅 堂文钞》各“迄呈考 後序”所注睛蠲可知，《左傅考 

⑩ 清强照《奏隙校刊经史事宜事》。 

@ 武英殿本《周易注疏》末朱良裘跋。 

⑩ 《乾隆朝上谕楷》第一册，第 831—832页。清杭世骏《史 考罄》(清乾隆五十三年褶史亭刻《道古堂外集》本)卷 

一 ：“《十三短》《二十一史》⋯⋯望天子⋯⋯申巽以命儒臣重加校勘，僚其同昊附於各卷之後。桐城方侍郎苞以 

余名上固，摁裁其事者莘亭强尚害照也。就余商榷，虚心采纳，竭胬钝以答之，《考恙》所由作也。既余以狂言獾 

谴，天府之藏末由再得窥兄。同年天台齑侍郎惠寄三册，而《史 》微然在焉。一再览觏，如逢故物，辛苦所存， 

不忍捐禀，绿而存之，其名一仍武英殿之蕾。同事此害者，畏白德侍郎龄、昌平隙詹尹浩、蝇安搽编修人魏均有 

输谶，不敢嗣人，恐獭美也。”殿本《考 》兄於杭氏《史 考麓》者约三分之一。後杭 氏又增益《史 考恙》禺《史 

疏麓》一言，殿本《考餐》舆之重合者约三分之二，且多有殿本《考箍》原作“臣照按”而《疏谶》径改焉“愚按”者 

(参到起舒《(史 疏跫>抄本情况及其作者考略》，日本文教大睾《文睾部纪要》第 5期，]991年)。今殿本《史 

考 》檩“臣世黢按”者不足三十保，而寅隙杭氏之功最钷。 

@ 清沈德酒 自 《年措》：“(乾隆九年)正月校勘《蕾唐害》晕，每卷後有考 ，缮窟追呈。” 

@ 清齑召南《寅输堂文钞》卷三《造呈尚害注疏考跫後序》：“今年冬臣召南奉勒再加謇定，靼羁《考 》如干保。”《造 

呈檀 注疏考裔後序》：“臣召南以葫檀家居，奉勒即加编辑校勘之 附各卷之後。”《遣呈前漠耆考避後序》：“臣 

召南後奉勒编届《考麓》。”杭世骏《道古堂全集 ·文集》卷四十一《资政大夫植部右侍郎齑公墓菇铭》：“乾隆⋯⋯ 

九年丁省麝公鞭⋯⋯前曾承辨《檀 》《漠害》考趟，十年谕 旨，仍令在籍编靼，障绩交武英殿缝连。”清沈廷芳《隅 

拙窬集》卷十四《固齑次凰同年蒴檀畴承旨即家编<袒 >(漠害>考稽赋此寄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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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毂梁考 》成於乾隆八年五月，《公羊考趟》成於乾隆八年十月@。《尚害考 》的编纂 

也在乾隆八年完成。九年初，齑召南丁夏回籍，高宗仍命在籍编辑《褴 》《漠耆》二耆《考 

》，蓝将新刻成的殿本《前漠害》送交其家。齑氏於本年七月编成《前漠耆考 》稿本四十 

卷，九月编成另六十卷，交本躲送遁京城◎。其他各耆的校勘舆《考 》编窝工作亦多有他 

参舆。 

由於大部分缝害和《史 》刻成在前，《考 》编辑在後，所以存在一些《考 》舆正文不 

一 致的地方。如《史 》强照跋云：“其注有三，日《集解》，日《索隰》，日《正羲》⋯⋯其於已刊 

之後，後搜得之者，则又兄於《考澄》中，以楠其遗。”後柬骚现的注文 法裙人原害，只能附 

载於《考遥》。各耆《考 》末附跋 ，群述各经史源流及校勘情况，舆《四庳提要》频似，枢兄 

擘衍功力。今所兄殿本经史所附跋螽舆馆臣文集所载原稿稍有差具，盖刊刻前曾缝润色 

虎理 。 

三、《逡》《金》《元》三史之改 舆重刊 

邃、金、元三代由少敷民族统治，因而《遗》《金》《元》三史中的人名、地名、官名、物名等 

多涉及富暗的民族 言，即所 “圆捂”。浑名多餍音浑，後人魅明其意，所以三史均附有 

《圆捂解》，解释遣些浑名封虑的漠捂捂羲。乾隆初刊刻《二十二史》，三史皆以北监本属底 

本，浑名一仍其蕾。但其後高宗却韶焉三史译名多谬误且不雅驯，下旨改浑。此事始於乾 

隆十二年改 《金圆 解》，三十三、四年造一步搪大到重编三史《圆 解》。至乾隆末，三史 

改箨舆重编之《园 解》基本完成。《遗金元三史圆 解》随即付刊，《速》《金》《元》三史却因 

舆重编《园 解》颇不一致而使修版暹暹不能完成。此事遥延日久，嘉度二十三年方碓定以 

@ 清膺召南《离给堂文纱》卷三《造呈尚害注疏考惹後序》《遣呈褴 注疏考趱後序》《造呈春秋左傅注疏考磴後序》 

(乾隆八年五月)、《造呈春秋公羊注疏考遴後序》(乾隆八年十月造)、《造呈春秋毂梁注疏考趟後序》(乾隆八年 

五月代)、《造呈前漠营考箍後序》。按 ：殿本《左傅注疏》跋希署睐浩名，寅届齑召南代撰，《毂梁注疏》跋希署齑 

召南名，蓝非代撰，《文钞》混淆。 

◎ 清齑中嵌《哿侍郎年 》：“(乾隆八年)是年撰《尚害考羞》。乾隆九年二月十九 日目卦丁委。三月初十 日奔良， 

五月二十七 Et抵家。乾隆十年三月十九日，缝史馆缒裁励宗蓠面奉上谕：缝史馆考瓷内《桤 》《漠耆》二部，原 

保翰林齑召南承辨，今丁受回籍，仍著寄信舆齑召南 ，令其在籍编辑，睦绩送交武英殿呈造⋯⋯五月，到舂一匝， 

保武英殿新刊《前漠軎》一部。公害一封，於五月二十四日收到。七月十二 日，将编成《前漠喜考箍》稿本四十卷 

全匝，次本躲海送邋 九月二十二 日，牌编成《前漠害考罄》稿本六十卷全匝，交本 海送遁 ” 

⑦ 参兄上皋鸯召南《膏输堂文钞》卷三诸原稿。又姚袍《援鞯堂文集》卷二《校上北哿音序绿》。沈德酒《蹄愚文钞》 

卷十《菖唐耆考箍後序》《新唐害考澄後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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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金元三史园 解》焉依掾，道光三年末修 完成，四年将三史上版重刻，七年刻成。至 

此，三史改 才最终结束。现将此遇程群考如下。 

《二十二史》刻成不久，高宗又命封《邃》《金》《元》三史中的浑名造行改 。改浑始於 

《金园 解》。乾隆十二年七月十八日上谕： 

近因校阴《金史》，兄所附《国语解》一篇，其中鹤舛甚多。金源即满洲也，其官制、 

其人名，用本朝罄挥之，屋屋可兄。但大金全盛晴，索偷、蒙古亦皆所服属，幅员逮度， 

语音本各不同。而啻峙惟以圜语属重，于漠文音羲，未曾校正童一。至元臣纂修，又 

不遇沿夔纪载蕾文，集暇一一校正。讹以傅讹，有 自来矣。即如所解之中，或罄相近 

而字未恰合，或语似是而文有增损。至於姓氏，惟凿封音，而竟有详局漠姓者。今既 

灼兄其谬，蛊可置之不袷。爰命大单士衲觏、眼廷玉、尚害阿克敦、侍郎舒赫德，用固 

朝校定切音，禅属辨正。令葫史者咸知金峙本音本羲，讹谬属之一洗。韭注清文，以 

便考镫。即用校正之本，易去其蕾。其坊同原本，聪其去 留。庶考古信今，傅世行 

速，均有裨焉。⑩ 

《金圆 解》原有小序 ，分官稻、人事、物象、物颊、姓 氏五项。改 本题《敛定圆 

解》，删去小序，仍就其原有褚项，於各僚下加注漠文新 名及满文，少敷保目有简短考 

恙，版心端“乾隆十二年校刊”字檬。此次改浑馑限於《圆 解》，且仍保持其原有格局， 

《金史》正文未改勤。由於工程量不大，改 和刊刻虑不久即完成，此後印本即用改定之 

《园 解》。 

但至乾隆三十三年，高宗已不再满足於遣桓局部改浑。到浦江引高宗此年八月所作 

《於波屣河屯泳束山肇架睾》莳(《御裂莳三集》卷七十六)，小注指斥“捺钵” 音之失，监云 

“即如《金》《遗》《元》三史中，颧此者鞋以枚犟，将悉禹改浑”，明碓表示要全面改浑三史⑩。 

但到氏韶禹“重修三史《圆藉解》的工作大概就始於乾隆三十六年”则蓝不辈碓。其寅在乾 

隆三十四年，《金圆 解》已阴始重新编纂。高宗在本年七月所作《霎净朗秋晴》(《御裂 三 

集》卷八十三)莳中指出《金史 ·地理志》“留斡糍”浑名之 ，小注云：“今命嫠定《金园捂 

解》，特鼯翠出，以正其谬。”因知高宗下旨重编《邃金元三史国 解》在乾隆三十三年八月至 

三十四年七月同。 

改 事由方略馆辨理。馆臣按高宗旨意“就《邃》《金》《元史》《圆捂解》内人、地、碱官、 

⑩ 《高宗纯皇帝寅绿》，《清寅绿》，第十二册，第 863页 

① 到浦江《徒<速史 ·园捂解 )到(歙定遗史藉解>》，《松漠之蠲：速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荤害局，2008年，第 

186—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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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族及一切名物、象敷，群晰鳌正，每像兼系以园耆， 以《三合切瓿》”，“蓝餍分频笺稃，各 

徒本柬意羲”⑧。改 不限於三史《圆蔷解》原有之僚目，而是将三史正文所有浑名一一提出 

改诨，加入新定之《圆 解》，寅隙是重编。以《邃史》焉例，原《圆 解》凡 198保，《钦定邃史 

解》撩到浦江统 则连到 1639保⑤，篇幅大大增加。上文高宗《霎净朗秋晴》所翠“留斡 

强”即不兄於原《金园捂解》。三史《圆捂解》原有各自不同的编排方式，新编本则予以统一， 

分君名、宫衔、部族、地理、碱官、人名、名物等颓。惟《钦定金史捂解》稍有不同， “宫衔”， 

而在“人名”前有“姓氏”颊，“名物”附於“人名”颊。各频之保 目则按其在各史中的出现顺序 

排列。各保先列满文，次“三合切瓿”，次漠文浑名，下注 檀、 羲及其出现的卷次和蕾 

浑名。 

新编《团捂解》分卷“以次造呈”御览。乾隆三十六年十月新《金圆 解》已完成十一卷， 

至十二月全耆十二卷完竣。乾隆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三日馆臣奏： 

臣等遵旨查得《金圜语解》共计十二卷，先缝臣等将卷一至卷十隆绩造呈，卷十一 

已经纂就，卷十二亦缝辨得底本，计出月初即可完晕。今将卷十一缮寓装潢，同已造之 

十卷一饼恭呈御览。其害内虑行耋一之虞，统俟全害完竣後，臣等再行详细校正，另缮 

陈彀正本造呈。至逮、元《固话解》，现在辨纂底本，俟《金圜捂解》完竣後再行隍绩 

迨呈。”@ 

《金圆 解》甫一完成，高宗即命方略馆擦以先行改定《金史》正文。乾隆三十六年十二 

月戊寅上谕： 

今《金圜捂解》柴已订正蒇事，而诸史原文尚未改定。若俟速、元《圆捂》绩成檗钉， 

未免多需晴日。著交方略馆，即将《金史》原本先行校勘，除史中事寅久布方策，箕庸後 

有增损外，其人、地、碱官、氏族等，俱依新定字音碓核改正。其《邃》《元》二史，俟《圜语 

解》告竣後，亦即视《金史》之例，次第嫠订童一。仍添派纂修官分司其事，缌裁等综理 

考核，分帙造览候定。⑩ 

乾隆四十年七月，《金史》改挥完晕，高宗作《蘸<金史>》文。文中有“軎此以揭重刊《金 

史》之首”螽，《高宗纯皇帝寅绿》七月癸酉“命重刊《金史》成，序目”云云，似已将《金史》版片 

《高宗纯皇帝寅绿》，《清寅绿》，第十九册，第 1099页。 

到浦江《 (速史 ·团 解>到<歙定速史 解>》，第 195页。 

《乾隆朝上谕楷》第六册 ，第 8O8—8O9贾。 

《高宗纯皇帝寅镙》，《清寅绿》，第十九册，第 10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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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完，而寅隙情况蓝非如此。此睛馑馑是改 完成，高宗所阴乃馆臣缮窟造呈之本，而非印 

本。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和砷等方凝奏三史修版事宜：“三史内改浑字檬，或一篇馑 

有敷字者，仍交武英殿挖改，其累片寅连篇，原板鲢以挖改者，莆交武英殿查明，另行刊刻。”⑤ 

乾隆四十七年二月二十七 日罩楼大臣阴列《纂辨全竣现在缮窟刊刻各舂罩》中尚有《速》 

《金》《元》三史，足恙乾隆四十年睛尚未翻修《金史》版片。高宗文中监燕重刊完成之捂，《寅 

绿》 解“害此以揭重刊《金史》之首”藉羲。 

而《遮圆 解》《元圆 解》的编纂却蓝未按高宗的原 割造行。到浦江撩楷案指出： 

“，憷乾隆三十六年到四十六年，《三史圆捂解》的编纂舆《遗》《金》《元》三史的改浑工作虑该 

是同步交叉造行的，在後一项工作完成之前，即便已经编出了《三史园捂解》，也只能是一佃 

很粗疏的稿本而已；只有在《遗》《金》《元》三史的改浑工作全部结束之後，才能把所有改浑 

的翮橐全部吸收造《三史圜 解D o"④馆臣虑骸就是在掾新编《金圆 解》改 《金史》睛骚现 

了遣一同题，因而改燮了工作程序。 

乾隆四十二年之前，改浑《邃》、《元史》事“未缀特派德裁尊辨，向保罩楼大臣兼管”。此 

年三月二十七日，大挚士舒赫德等建葳“虑派有尊管之具，重以责成，方能隆绩纂就，按期呈 

造”。高宗乃派金筒、钱汝馘属德裁⑤。四月十二 日，金筒、钱汝馘又奏请添派编修平恕、李 

竟楝二具焉纂修官，以起辨二史⑦。五月初八，高宗又谕于敏中任忽裁，“同原派之大臣等阴 

辫”⑩。乾隆四十三年三月初一日，罩橇大臣因二史卷帙较多，奏莆展限④。乾隆四十四年十 

二月十一日添派和坤、曹文埴同辨二史@。 

改诨三史的辨法是，用乾隆初刻殿本三史，凡遇人、地、官等名，於其傍或害眉贴以黄簸 

监改 。冯家舁曾兄《邃史》之工作本@。改浑完成後，再将此本缮窝一本造呈御览。造呈 

本《邃史》亦曾缝漏先生寓 目，“册面害校耆者姓名，如章宗瀛、李竞楝、邱庭灌、平恕、黄喜 

⑤ 中团第一雁史楷案铝编《纂修四庳全害楷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 1426—1427页。 

④ 到浦江《徒(遍史 ·圆希解>到(歙定遮史希解)》，第 189页。 

⑤ 《大罩士舒赫德等奏葫将未竣十稽耆籍特派德裁尊辨摺》，《纂修四庳全害楷案》，第 578—579页。 

@ 《刑部尚害英廉等奏掇再添派编修平恕等起辫三史摺》，《纂修四庳全舂楷案》，第 585--586百。 

⑩ 《谕(元史>(遗史)等各害仍着于敏中同原派大臣等蠲辨》，《纂修四庳全害楷案》，第 591百。 

④ 《罩橙大臣奏现辨翰连各害 庸展限及酌定展限阴罩呈览等情片》，《纂修四庳全害楷案》，第 788 789页。 

⑩ 《谕<速史)<元史)著添派和坤等同辨<明史)著添派王杰等同辫》，《纂修四庳全害楷案》第1138页。 

④ 家异《遗史穑 三獯 ·遗史初校》，中苹害局，1959年，第 82页。然漏氏以此本届“道光四年殿本之原底本”， 

且褶改挥“蔷馆臣撩庳本之辉名，加簸於乾隆殿本”，则非是。此本寅届乾隆同改辉之彦物，各闰《四庳》本乃攮 

此本之膳清本抄入，隔氏误倒二者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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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隙嗣能、王仲愚”@。《邃》《金》《元》三史改挥造呈本现均藏塞湾故宫博物院@，新浑名以 

黄簇粘於原文之上，害眉尚有黄簇按 。 

至乾隆四十六年十月，《遗史》《元史》改浑完成，三史全部告竣。和坤、金筒、曹文埴奏： 

藕臣等奉命改样《速》《金》《元》三史人、地、官名，翰卯造呈，饰次造遇《金史》一百 

三十五卷、《元史》二百十卷，又绩造遍《邃史》本纪、傅、志一百零七卷，此次将《速史》表 

八卷改封校正，缮寓装潢遥呈，所有《逮》《金》《元》三史现在全行告竣⋯⋯臆莆将《钦定 

逮金元三史圜话解》重行编次，分刊於原史之前，韭恭请御裂序文，冠於卷首⋯⋯其营 

史内原有之《圜语解》概行撤去。∞ 

高宗即作《御裂改浑速金元三史序》@。此後馆臣即着手编辑《钦定遗金元三史圜 

解》。由於馆臣此前是一面改浑《邃》《元》二史正文，一面将 名摘出，而《金圆 解》早已基 

本完成，所以剩下的馑是分频编辑舆统一润色的工作，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即告竣。本月二 

十七日覃楼大臣奏《纂辨全竣现在缮寓刊刻各害罩》中即有《邃金元圆 解》◎。 

但《三史圆 解》的刊刻却一再拖延。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初二El，曾参舆改浑三史、编 

辑《三史园 解》的祝德麟奏“精敕下武英殿媳裁，起紧将《三史圆 解》一害刊刻完竣”，以 

便以此禺攘校改《四庳全耆》中所涉逮、金、元三朝诨名⑦。次日，高宗即下旨催辨@。但负责 

刊刻事宜的武英殿修害虚则指责方略馆“前贵馆交刊之《邃金元三史 解》，缘耆内各卷案 

@ 漏家异《遗史 误三檀 ·遗史初校》，第 82其。漏氏谓“此本即攘底本(按即簟者所云工作本)重抄之本”是，谓 

届“道光四年原宿本”则非。此七人皆乾隆同参舆改浑工作者，平恕、李竞楝、黄毒龄、邱庭灌、章宗瀛兄《谕<遗) 

(金>(元>三史承辨官平恕等俱著加一级纪绿三次》(《纂修四庳全害楷案》第 1555页)，隙嗣膏墓兄《罩楗大臣阿桂 

等奏遵旨菇奏添纂(八旗通志>》(《纂修四庳全害槽案》第2225--2226页)，王仲愚兄殿本《蕾五代史》卷首“奉旨 

朋列编校《菁五代史》渚臣皲名”。足趣此本焉乾隆同腊清本。又灞氏云：“卷百十二《荤格停》寄眉篾云：‘按《荤 

格傅》原本附载卷末，考荤格以太祖六年舆埒克希连辈同睛谋乱伏诛，年次事迹俱不虑列察克重元之後，道改 

正。 及榆庳本、底本，《鼙格傅》均附卷末，道光殿本则在重元之後，以是知是本必在道光殿本之先，庳本、底本之 

後也。”按簟者核查文渊闼《四庳全害》本《遗史》，《革格傅》寅在重元之前，而非在卷末。庳本既舆此簸合，可穑 

此簸必在庳本前，乃乾隆同馆臣所出，亦整此本乃乾隆同膳清之本。漏氏失查。至於此本改 较庳本增多、爽 

簸避仁宗薄等情况 ，是因届嘉废二十三年之前馆臣仍以此本届工作底本所致，参下文。 

@ 《“圆立故宫博物院”善本蕾籍缒 目》(基湾“圆立故宫博物院”编印，1983年，第 194—196页)著绿，但馑模糊定禺 

“清内府朱绦棚宿本”。 

@ 《罩楼大臣和坤等奏(遗)(金>(元>三史辨理全竣摺》，《纂修四库全膏楷案》第 l426—1427页。 

④ 武英殿本序末署“乾隆四十六年冬月臣董 奉勒敬害”，《高宗纯皇帝寅绿》(《清寅鲧 》，第二十三册，第 465页) 

则载於乾隆四十七年四月。 

@ 《纂修四庳全害楷案》第 1519页。 

@ 《掌湖庚道监察御史祝德麟奏 将(三史圜 解>刊刻完竣呈凳摺》，《纂修四庳全害楷案》第 2018--2019页。 

@ 《寄揄八阿哥永璇等将武英殿所刻(三史固捂解>起紧刊刻完竣》，《纂修四庳全害楷案》，第 2019--20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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裙或载或遗，髓式不一，仍缴贵馆核定。兹奉旨起刻此害，希即核定付交，以便迅速刊辨”⑩。 

可兄此畴《三史圆 解》仍在方略馆连行修 。至於最後刊刻完成似虑仍在本年内⑨。刻本 

舆《四庳全害》本亦有不同，如《歙定元史藉解》卷一，文渊 《四库》本作“帝名”，刻本则作 

“君名”，舆《钦定遗史藉解》《歙定金史 解》颓名一致。 

在改 《透》《金》《元》三史的遇程中，馆臣於“人、地名前後昊同及事寅颞然靴错脱落之 

虚”，“援掾各耆，逐加案 ”，和砷等奏莆“将原簇挥取其精凿者改焉考恙，刊附原史各卷之 

末”@。所以在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三史告竣造呈之後，馆臣又封各史原附考 造行了增添、 

改勤。逭项工作的完成在乾隆四十七年初，二月二十七日罩楼大臣奏《纂辫全竣现在缮宿 

刊刻各言罩》中有“《遗》《金》《元》三史”@。此後才形成了三史的“定本”。各圈《四庳全耆》 

及《四庳全害替要》均以此焉底本抄绿，故可反映改挥定本面貌。《遗史》卷一考 乾隆初本 

馑五僚，文渊圈《四库全害》本则增加至十二保，且将原按 上“臣某”字檬一律删去。 

即使在以上任耪都完成後，仍有校封官在封三史迄行润色壹一的工作。乾隆四十八年 

九月二十一日，倦郡王永璇奏 以大理寺卿富炎泰楠病故校封官呈麟之缺：“臣等遵旨辨理 

《遗》《金》《元》三史等耆，每俱用三合字檬，虑用满、蒙、索偷、唐古忒、回蕃 箭之字，事 

耪繁多。此项耆籍原保校封官呈麟一人德辨，今呈麟病故⋯⋯ 将富炎泰坐楠。”@乾隆五 

十年七月初七，阿桂等上奏亦有“现辨《邃》《金》《元》三史童一”之捂@。 

至於三史修版事宜，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和坤等曾上奏：“查三史内改浑字檬， 

或一篇懂有敦字者，仍交武英殿挖改，其累膜连篇，原板鞋以挖改者，靖交武英殿查明，另行 

刊刻。” 其辨理遇程是，先由武英殿将版片挖改，刷印檬本交方略馆校勘，校出错 之虎後， 

再返武英殿改刻，改刻後的本子“於乾隆五十三、四等年”睦绩交方略馆覆校。但三史改箨 

定本馑一份，“其睛正凿起辨四圈空函耆籍及江浙三闼之耆”，均须使用此本。乾隆五十五 

年“後带往盛京覆勘文溯髑《全耆》”，且“搞藻堂《蓍要》尚未完竣”，底本不在馆，自然 法覆 

校，遥延日久。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罩楼大臣即就此事上奏，表示“现在行催，一 

⑩ 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初五 日《武英殿修害虚移付起刊(邃金元 史捂解>事》，罩楼虚绿副奏摺，中圆第一雁史楷案 

馆藏。 

⑨ 乾隆武英殿本《歙定遗金元三史圆牾解》版心上方未刻校刊峙同。 

@ 《罩横大臣和坤等奏邃金元三史辨理全竣摺》，《纂修四庳全言楷案》第 1427页。 

④ 《纂修四庳全耆楷案》第 1519页。 

@ 《多 倦郡王永璇等奏莆将富炎泰坐楠辨理遗金元史事耪摺》，《纂修四庳全害楷案》第 1641—1642页。 

@ 《罩楼大臣阿桂等奏禺咨取腾绿缮寓全耆留空函摺》，《纂修四庳全害楷案》第 1884：--1886贾。 

④ 《罩橙大臣和坤等奏遗金元三史辨理全竣摺》，《纂修四庳全害楷案》第 1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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俟交回底本，即行起紧核封板檬，刷印颁骚”⑤。搞藻堂《四庳全耆菅要》本《元史》害前提要 

署“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恭校上”，则底本交退方略馆必在其後。 

由於《钦定三史圆捂解》在三史改 完成後仍在修 ，因而雨者 名有不相符合虞。和 

坤等曾奏莆将《歙定三史圆 解》“分刊於原史之前”，则三史舆《圆 解》又虑壹一。因届没 

有统一檩辈，不知以三史改 底本禺辈，抑或以《圆 解》餍辈，底本雎已遐馆，覆校却仍鲢 

以完成，“徒逵莫定，姓蹄一是”@。同睛，方略馆舆武英殿雨方又相互推鋈，送交之印檬“屡 

校屡靴”。此事遂拖延至嘉度年同。 

嘉度十九年之前，武英殿刊刻耆籍的流程是： 

各馆害成送交之後，由武英殿先缮寓宋字檬本一分，交原馆校勘。其有缮寓错误 

者，签出交回改正。俟覆校 讹後，再送交武英殿刊刻。及刻成板片印出板檬一分，仍 

交原馆校勘。亦俟螯出错误侑改，覆校集讹後，再送交武英殿刷印。④ 

而各陪段均未定下限期，且“校害原馆保属常阴之馆，其承辨非止一耆，武英殿刊刻修 

改亦保将前後所刻各耆错综辨理”，雨方相互推诿，“是以一耆刻成校正至可以刷印之日，其 

卷帙较多者往往逞至一二十年之久”。嘉度十九年改定校耆章程，“武英殿初次窟檬仍照原 

馆校封，至刊刻告成後，其板檬即由武英殿各具校封”。监定下校封舆修改限期，以明责任。 

“其有逞逾者，暹在原馆，由 德裁参虞。逞在武英殿，由 管大臣憨辨。如此则原馆校勘 

害籍可期速竣矣。”⑩遣檬便解决了方略馆舆武英殿雨方相互推 的周题。 

同睛，餍了解决遣棰“徒连莫定，鞋蹄一是”的局面，以便佳快完成三史修版事宜，嘉度 

二十三年，仁宗下旨“令方略馆诸臣将《邃》《金》《元》三史中人名、地名、官名，悉遵《钦定圆 

解》改正，仍於所改名下薤明‘原作某’，以存其蕾”⑩。 

檩辈既定，工作便可展阴。此畴，三史版片距乾隆初刻已近八十年，“糟炯之虎甚多，皆 

须一面藕添完全，方能校勘”@。然後馆臣再以《歙定速金元三史圆 解》属辈修改三史 

诨名。 

@ 《罩楼大臣等奏遵旨查遗金元三史挖改情形片》，《纂修四庳全耆楷案》第 2221页。 

@ 嘉废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四曹振鳙等奏云：“因徒前 正缮绿之三史遣呈钦定在後，舆先经歙定之《三史园蟊解》 

内 正之人、地、官判然不相符合，徒遑莫定，鞋蹄一是。”(《嘉度朝上谕楷》第 512页)曹氏封乾隆蠲改蒜的具髓 

流程监不熟悉，勰届《国籍解》完成在三史之先蓝不正碓。 

⑩ 中圆第一匿史楷案馆编《嘉废道光雨朝上谕楷》，庚西师豌大孥出版社，2000年，第二十五册，第 51o页。 

⑩ 《嘉度道光雨朝上谕楷》，第二十五册，第 51O一511页。 

⑩ 清梁章钜《退巷随簟》(清道光十六年刻本)卷十六。(清)吴振械《饕吉麝鼗绿》(童正偷黠校，中革害局，2005年) 

卷二十略同。梁氏监谓“章钜曾珥簟其同”。 

@ 《嘉度道光雨朝上输楷》，第二十五册 ，第 5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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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嘉废二十四年，《金史》校完送交武英殿，但“嗣经修改交回，多有新刊褊凑之板，又添 

字，後须重校。《遗》《元》二史情形更甚”。故曹振镛以“校勘寅鞋速竣”，於嘉度二十五年 

十一月初四日上奏“莆勒限於道光二年校竣”⑩。 

道光二年十二月，三史校竣。但馆臣以“原板模糊脱落及糟炯之虚甚多，袋於不可辨 

裁。若馑加修改，仍属 益”，提出“虑另行刊板，以垂久速”。一方面是版片模糊糟炯，另一 

方面，三史缝遇改 ，箨名下又注“原作某”，舆原史相比，字敷 自然增加不少，原版燕法承 

载，重刻势在必行。因而曹振鳙於本月十九日奏 “再展限一年”，以便腾绿副本，群加覆校 

造呈後，“再缮寤殿本交武英殿刊板”@。 

道光三年七月二十二日，《遗史》《金史》缮校完竣造呈⑩。十二月十七日，《元史》缮校完 

竣迄呈@。同畴缮寓造呈的遐有《歙定邃史 解》《金史螽解》《元史捂解》。馆臣指出乾隆钦 

定之《三史 解》“同有前後雨歧、小 不全及重祓等魔”，所以此迄呈本在乾隆本基磁上又 

造行了修 。此後，《速》、《金》、《元》三史及《三史裙解》即交武英殿刊刻，阴雕畴同常已在 

道光四年，故三史及《 解》版心皆端“道光四年校刊”字檬。寅隙情况是嘉度二十三年至道 

光三年校正，道光四年阴始刊刻。道光七年，武英殿即将三史及《捂解》版片交付园子监存 

聍⑩，则刊刻完成富在道光七年。 

此次将略加修 的《敛定邃金元三史圆 解》一饼重刻，行款、版式舆乾隆本略同，惟改 

左右筻遗焉四周罩迭，监在版心上方加刻“道光四年校刊”字檬。其中《金史》部分将乾隆十 

二年改浑之《敛定金圆裙解》和乾隆後期重编之《歙定金史 解》雨棰文本一饼刻人。乾隆 

四十六年和坤等上奏睛即提出虑将《捂解》“分刊於三史之前”，道光三年曹振鳙等连呈《元 

史》睛亦提出“将柬即冠於三史之首”。但 现存的印本看，《敛定邃金元三史圆蔷解》有罩 

行者，亦有分附於三史之末者，冠於害首者则未兄。 

至此，三史的改浑工作才最终完成。道光本舆乾隆本的主要不同在於挥名，封文字亦 

有改勤。中荤耆局本《元史》出版 明云：“道光本封《元史》的任意改勤很大，但封史文也作 

⑩ 《嘉废道光雨朝上谕楷》，第二十五册，第 512页。1=I宗已於七月鹆崩，宣宗已即位。 

@ 《嘉鏖道光雨朝上谕楷》，第二十七册，第 677—678百。 

⑩ 《嘉废道光雨朝上谕楷》，第二十八册，第 274页。 

⑩ 《嘉度道光雨朝上谕楷》，第二十八册，第 485--486酉。 

⑩ 清文度、李宗防等纂修，郭亚南等校黠《歙定园子监志》卷六十六《经籍志》二《害版》，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 

第 1152 1153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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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少有根攘的校 。”⑩如睦枫指出：“《元史 ·文宗纪》末後出《顺帝纪》文，道光本攘《永橥 

大典》等资料删去。”@需要说明的是，部分改 寅隙上反映的是乾隆年同馆臣的工作。如睦 

氏所翠此僚，寅隙在《四庳全耆》本中已怒改正，庳本所附此保相网考 舆道光本相同，可兄 

道光本寅隙上是沿用了乾隆同的校 成果。但道光本所附《考 》仍较庳本大量增加，如 

《邃史》卷一《考澄》，庳本十二僚，道光本则增至三十八保。庳本《考 》有不兄於道光本者， 

如卷一《考麓》首保“太祖字安巴壁，德祖皇帝畏子。按《北庭雅 》，太祖父薛斡里，《遗史》 

不载”共二十七字即禺道光本所燕。 

此次改 活勤是封古害的改篡，自不可取，因而倦受後人骺病@。但此次也同畴改正了 

原本的一些错 。除上文所犟《元史》例外，再如《金史》中封干支的 定，亦同有可揉虎@。 

即使是封诨名的改勤，也不是全 用虎。如《遗史》原本中颇有一些同名昊 、昊名同 的 

情况，很容易蘸人 一人餍多人、 多人焉一人。封於同名巽 ，改浑本将 名统一，亚在 

《考 》中说明。如原本《邃史》卷一《太祖纪上》“皇繇隈欲生”，卷五《世宗纪》世宗“小字兀 

欲”，道光本卷一《考 》云：“考《皇子表》《皇族表》蓝 名隈欲者，惟世宗小字兀欲。兀舆隈 

音近，且世宗被弑年三十四，是年至天禄五年逋三十四年，其禺世宗 疑。”道光本即将“隈 

欲”、“兀欲”统一改 禹“舄霎”。封於昊名同 ，则於首次出现监加改 睛在《考澄》中将同 

名诸人同睛列出。如道光本《遗史》卷一《考 》：“奴晨古生瘗其中。按晨古原作女古，卷七 

《穆宗》虑厝十五年监罩、卷九十四《萧阿咱岱傅》父钆群衮、卷一百《耶律章努傅》天祚睛叛 

黛四人同名女古。”参阴改浑本及《考澄》，封於我们辨别同名具 、具名同诨是有所帮助的。 

徙乾隆十二年至道光七年，《邃》《金》《元》三史之改箨、重刊，屋畴八十一年之久。 

四、《蕾五代史》之辑刊 

薛居正《蕾五代史》本舆欧 修《五代史 》蓝行於世，金章宗泰和七年韶鹰蕾史，其後 

⑩ 《元史》，中荤害局，1976年，第 5页。但出版税明谓“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年)，封速、金、元三史浑名造行了 

器 百出的妄改，挖改了殿本的木板，重新刷印”则监非事寅，乾隆同韭未能完成挖改的工作，所以富睛监没有 

重新刷印的本子流傅。眼元j膺在《校史随簟 ·元史》中税曾得到一部原、改雨本配合者，改本剜刻原害，}且益上 

下文。徒其描述看，富即乾隆同剜改之本。但虑是乾隆同将部分害版剜改後刷印的檬本，所以僮届残帙，监於 

清末徒宫中流出，不能税明富峙已剜改完成蓝颁行刷印流通。 

⑩ 睦枫《弑谕武英殿刻(--十四史)版本源流及其屣史作用》，第 2O页。 

① 漏家异曾群揄改簿《遗史》之大弊八保，兄《遗史 三桓 ·遗史初校》，第 86—87页。碾元滂在《校史随簟 ·元 

史》中更指出改诨本竟将《元史 ·泰定帝纪》口鼯即位韶全聋焉文言。 

① 《(金史>校黠工作遣行情况舆同题》，《(二十四史>黠校本楷案》，《耆品))2011年 5期，第 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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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史流傅渐稀@，至清初遂告亡佚，乾隆同後由四库馆臣辑出，厥功至倬。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四庳馆阴，邵晋涵以大罩士到统勃蔗，人馆充纂修官@，《蕾五代史》 

即由其一手辑成。由四庳馆《永桀大典》辑佚的程序推测，邵辑《蕾五代史》的大致遇程是， 

先由邵氏或馆臣逐册榆霓《永桀大典》，遇《大典》引《蕾五代史》虞，以簸僚簇出，交缮害虎腾 

绿，再由邵氏考 编次，另以《册府元巍》《太平御览》等害褊之，监唐参《通镒考巽》《通缢注》 

《玉海》《容斋五笔》等害以参核辨遥。邵辑均檩明原文辑绿出魔及卷敦@，监仿裴注《三团 

志》例，将褙充和考整史寅的文字附於相嗣正文下。掾他耆 正《大典》文字之 虞，皆出 

簸税明，粘於耆眉，以借造呈御览。粘簸的目的寅隙上是蘸高宗方便地看到馆臣所做的考 

工作@，所以封於已缝附注於正文下的文字、案螽，也要粘簸注明“某页某行掾某耆所载附 

绿侑考”等螽。邵氏在编辑遇程中，已缝封涉及的民族同题迄行了一些薛改，但监不殿重@。 

其睛方略馆正在封《逡》《金》《元》三史造行改 ，《蕾五代史》中所涉遗代人、地、官名因此也 

改用新挥名。由於富畴《邃史》的改 尚未完成，馆臣手中 没有一套完整的新 名，所以 

《蕾五代史》封诨名的改勤是随着《速史》的改 逐渐造行的，而且最後舆《钦定邃史捂解》蓝 

不完全一致①。 

辑本於乾隆四十年七月完成，初三 日由永珞等造呈御览@。高宗封此颇焉满意，《于文 

襄手札》七夕札云：“《蕾五代史》遣呈後⋯⋯今 日召兄，棰樊辨害人 真，蓝莉傺何人所辨， 

因奏二霎采辑之功。”⑩但线 日後高宗又翔同：“金章宗尊用欧史保何意，或因薛史措嗣有碾 

大金否?”⑩“金源即满洲”，女真、满洲同源，凿睛正值禁煅遑碾耆籍的高潮，遣桓拘罔寅隙是 

① 强元滂撩《宋史 -送皋志》，韶届在金章宗以前，南宋即先已摒窠薛史，兄《百衲本蕾五代史跋》。 

① 清洪亮吉《卷施固集 ·文甲集》卷九《邵单士家傅》，清光绪授经堂重刻《洪北江全集》本。又黄霎眉《邵二喜先生 

年誉》，《史孥摊稿 存》，齑鲁害社，1980年，第 28—29页。 

① 攘章钰《孔荭谷校薛居正(五代史)跋》(《“圆立中央圃耆昭”善本题跋真跻》，塞湾“圆立中央圃害馆”编印，1982 

年，第 375 376页)，孔继涵校本卷一百四十三尚有注明《大典》贾敷者，章钰因此勰届“初稿监 《大典》卷敷、 

页敷，以便覆核 ，定本方删页敷而存卷敷，此敷僚保删除之未盎者”。 

① 正是出於遣獯炫示工作成果的目的，隙尚君所指出的“原耆碓有 而靼本改正者，大约馑占校 十之一二，其中 

超遇半敷是原吉不 而粘簸虚耩误字，蓝援引常兄齑加以所 改正”(《前言》，《蕾五代史新靼畲 》，後旦大孥 

出版社，2005年，第 36页)的情况也就不雅理解了。 

◎ 如章钰《孔荭谷校薛居正(五代史>跋》指出此本尚存“犬羊猾夏”、“虏母”、“棰落贱颊”、“乱莘“等字檬。 

① 如邃世宗耶律阮小字“兀欲”，熊罪宿影印乾隆翰林院抄本本作“鄂约”，殿本改鹧“岛裕”，而《歙定速史 解》则 

作“扁喜”。 

① 早期的本子如熊疆宿影印本卷首《造表》懂有月份，後期删去出虎的定本如文渊髑《四庳全害》本、殿本则蓝戴 

“初三 日”。 

① 《于文襄手札》，《国家圃耆昭藏纱稿本乾嘉名人别集装刊》影印本，圆家圆耆馆出版社，2010年，第四册，第 491 

页。 

◎ 《于文襄公手札》七月廿八日札，第 4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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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敏感的同题。此後馆臣即加紧封《蕾五代史》留存的逵碾 嗣造行改勤。邵晋涵“髓素 

赢”①，富睛又在病中◎，虑 亚没有参舆下一步的改 工作。乾隆四十年内，邵氏即雕京 

南蹄@。 

其後王隙苹面奏高宗，“请傲到啕《萏唐害》之例，列于《廿三史》”，“照殿版各史例刊 

刻”◎。既然要舆《廿三史》同列，必然要求在髓例、行款上舆其他各史保持一致。馆臣上奏 

提出： 

现在缮本，因保探葺成害，于每段下附注原害卷 目，以便稽考。但各史俱集此例， 

刊刻峙撮将各注悉行删去，俾舆诸史童一。其有必臆核订者，酌加案语，照各史例附考 

橙于本卷之後。@ 

遣就明碓税明了删去出虚、将大部分案 改焉考遴是焉了舆其他各史壹一。邵氏雕馆 

後，馆臣封《蕾五代史》的改勤主要有以下畿方面：一、增福部分邵氏漏辑内容。二、删去邵 

氏 收的内容⑧。三、改篡逵碾字句。四、将原辑本《永桀大典》卷某等出虚删去。五、送挥 

部分精要案 及黄簸改造属考 。 

改 工作的完成在乾隆四十九年。雨套《四庳全害菅要》、各盟《四庳全害》均以改 本 

抄人，今可兄害前提要末所署恭校上睛同均焉乾隆四十九年。武英殿也以此本付刊。所以 

《营要》本、庳本、殿本均燕出虎，监且各卷末附考 。雎然同出一源，但《瞢要》本、庳本舆殿 

本仍有些 差昊。如卷二《考 》“《梁太祖纪二》磁州刺史袁奉滔”僚，文渊闰《四庳》本作 

“磁州，案《欧史》磁靴惠”，《替要》本作“磁，原本靴惠”，殿本作“磁州，原本 作惠州”，熊耀 

宿影印本粘簸作“磁州，原本作惠州”。可兄《蓍要》本、殿本舆熊本相同，都是税原本即《大 

典》本是错的，而文渊圈《四庳》本则燮成《新五代史》是错的了。考《新五代史》卷二十一《梁 

臣傅》第九，寅作“磁州”，蓝不作“惠州”，知文渊盟《四庳》本此傺考 误“原本”二字届欧 

修《新五代史》，寅隙虑指《永桀大典》。又本卷《考 》，殿本较《菅要》本、文渊闰《四庳》本多 

出“五日之内连下三州”一保。邵晋涵《蕾五代史考巽》卷一封此僚亦有案语，舆殿本《考谧》 

徵引略同，但文字颇有差翼，则殿本此保考澄富出自负责改 工作的馆臣之手。 

@ (清)洪亮吉《卷施圈集 ·文甲集》卷九《邵罩士家傅》。 

◎ 《于文襄手札》第 499七月廿八 日札：“二霎，愎感甚，念念，嘱其加意稠摄。” 

◎ 黄罢眉《邵二雪先生年 》，第 47百。 

◎ 文渊蔺《四庳全害》本《蕾五代史》卷首奏章、《御裂题(蕾五代史>八龈》注。《御裂题<菖五代史)八瓿》载《御裂莳 

四集》卷三十三，可知作祷睛同在四十一年正月，则王隙荤面奏喾在四十年。 

◎ 文渊陶《四庳全舂》本《蕾五代史》卷首奏章。 

⑩ 参兄隙尚君《菖五代史新靼台餐》前言，第 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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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蕾五代史》的主要版本有：一、清孔缝涵校抄本。此本卷末有吴典隙焯(哄之)题 

：“乾隆丁酉八月十七 Et，同搽庶常寄圃晤荭谷户部，得兄此耆，因 崴月於後。”◎丁酉焉 

乾隆四十二年，可兄此本抄寓甚早，在现存诸本中舆邵辑原稿最禺接近，富是孔氏在京畴由 

四庳馆抄出@。此本曾缝郧邦述收藏，现藏基湾“圆家圃耆馆”。章钰有畏跋，群述此本舆殿 

本差吴。二、清乾隆翰林院抄本。此届造呈本，粘有黄簇，卷端檩“歙定四庳全耆”，禺孔校 

本所 ，内容较孔校本多贺德偷、裴羽二傅及卷六十三史臣赞，删去了孔校本 收的崔居侩 

傅@，可兄已经遇修 。民圆十年，江西熊摇宿将黄簇移附害末，监以此本影印出版，即所 

“影庳本”⑨。此本现藏江西省固耆馆。三、清抄本。此本行款舆翰林院抄本相同，卷端亦题 

“钦定四庳全害”，或即徒翰林院本抄出。此本届王唱盛蕾藏，现藏塞湾“圆家固耆馆”。四、 

清彭元瑞知望道寮抄本，彭氏自校亚跋。现藏上海圃舂馆。五、清虚氏褒经模抄本，缪荃搽 

校。现藏北京固耆馆。以上各本均较焉原始，存有出虞及大量案 。六、乾隆内府抄《四庳 

全耆菅要》本。七、乾隆内府抄《四庳全耆》本。八、乾隆四十九年武英殿刻本⑩。九、民囡十 

四年到承斡嘉柴堂刻本。到本以虚氏褒经模抄本禺底本，又攮殿本作了校袖，所以一方面 

保留了出虚，另一方面各卷末也附考 。其後商耪印害馆即以此本收入《百衲本二十四 

史》@。十、中苹耆局黠校本。此本以熊本焉底本，校以章钰遇绿孑L校本、彭本、虚本、百衲 

本，蓝利用了现存的《永桀大典》、《册府元巍》、《五代畲要》等文献及诸家考 成果⑩。除以 

上各本外，睦心源藏有邵晋涵原稿本，其《俄颇堂绩跋》卷六《重辑蕾五代史原稿跋》云：“此 

本每册有‘晋涵之印’朱文方印、‘邵氏二罢’朱文方印，盖即孥士家底本也。”此本琨藏 日本 

◎ 《“圆家圃耆馆”善本害志初稿 ·史部》，量湾“圆家圃耆馆”编印，1997年，第 72页。 

@ 隙尚君《萏五代史新靼含 》前言云：“邵晋涵於乾隆四十年秋南蹄途中，曾将徙《大典》绿出的《九圆志》遗文交 

孔荭谷，孔校所掾《蕾五代史》钞本，很可能就是邵氏搐出而辖示的。”按此捂有可商虚。邵氏南埽後，孔继涵仍 

在京。撩《守山圈装害》本《九园志》周萝棠跋，《九圆志》是邵氏南埽畴留给孔氏的，孔继涵又於乾隆四十一年夏 

交周氏编次刊刻。周跋署“宣武朗内具璎衍衙之因居”，说明周氏富畴在京，孔氏将害交周氏畴也必然在京。又 

孔缝涵跋殿本《袒 注疏》，末署“乾隆四十一年秋九月己巳朔孔维涵 於小畴雍坊李闼老胡同之毒丢移”。(tg 

增湘《藏圆群耆缝眼绿》卷一，中荤害局，2009年，第 47贾)亦 孔氏在京。渭邵氏於南蹄途中将稿交孔氏，言外 

之意似乎事情是在曲阜骚生的，不碓。 

⑩ 隙尚君《蕾五代史新辑台谶》前言，第 39页。 

⑩ 但“影庳本”的稻呼容易蘸人韶禺影印的是某圈《四庳全害》的本子，而寅隙上此本届於早期本，舆删去出虚及大 

量案藉 附考澄的各闼《四庳》本差别甚大，所以稻“翰林院抄本”较妥。 

⑩ 需要税明的是，隙尚君《蕾五代史新辑舍造》前言第 41页谓有武英殿聚珍本， 。《蕾五代史》武英殿馑有刻本 

而燕聚珍本，後世刻本如糍南胙古堂本、崇文害局本等皆徒此出，有翻刻本於卷端害名下题“武英殿聚珍版”，寅 

是臆刻。 

◎ 《百衲本二十四史》除《明史》外封底本均有改勤，《葺五代史》省睛也造行了通校，留有校勘 七册(《百衲本二十 

四史校勘记一览表》，《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 ·史 校勘 》，商耪印害馆，1997年，第 12页)，但现已遗失，簟 

者未曾封校，改勤情况不敢妄言。 

⑧ 封中苹本所做的工作及其 儇，祥隙尚君《蕾五代史新靼舍 》前言，第 42 46百。 



武英殿本《二十四史》校刊始末考 115 

静嘉堂文庳，《静嘉堂文庳漠籍分频目绿》著绿焉宿本，二十四册。《静嘉堂秘籍志》馑箭绿 

睦跋及《四庳提要》， 其他详细信息。此本未兄有研究者提及。 

封《蕾五代史》的研究，最富成果的凿属陈垣、睐智超、陈尚君等。隙尚君更完成了《蕾 

五代史新辑畲镫》一害，形成了一倜新辑本，箜者上述 述封其成果即多有借鐾。一直以 

柬，擘者们封殿本删去出虎的做法多有批 ，但正如上文所述，遣是禹了舆其他各史保持 

一 致。高宗及馆臣是站在官方的立埸上考虑，希望推出的是一部正史的定本，所以不合 

考虑学者查核原文的需求。殿本雎然有遣桓楹大的缺黠，但晕竟是最後的定本 ，在一些 

地方仍然馒於之前各本。如殿本雎已将大部分案 或删或改焉考 ，但在某些卷中，殿 

本案捂反较他本焉多。如卷二，殿本有案 四段即餍熊本所 。再如改造而成的殿本考 

有较原本案 禺佳者，如卷九十七“胡漠筠”保 ，熊本案捂餍“案欧 史作胡漠柴”，殿本 

考 焉“欧 史及《南唐耆》俱作胡漠粲 ，《通缢》徒是耆”。可见殿本《蕾五代史》仍虑受到 

足麴的重视。 

五、《明史》之修打舆《明史考 》 

《明史》的纂修经屋了漫畏而梭摊的遇程。顺治二年韶修，康熙十八年正式阴明史馆， 

终康熙一朝仍未定稿，雍正元年再次朗馆，至十三年十二月方基本告成。高宗又命“展半年 

之期”，以便再加校丽，改正错靴@。建文帝 虢“恭 惠皇帝”即在此期同 定@。乾隆元年 

九月，《明史》正式告成，交武英殿刊刻@。乾隆四年七月，《明史》刻竣，本月二十五 日由碾廷 

玉等上表奏造@。其後校刊《二十二史》，舆新修《明史》合稻“二十三史”。可兄，乾隆武英殿 

本《二十四史》最先刊刻的寅焉最後一史《明史》。 

但《明史》在其後又经雁了改 舆修 的凰波。如上文所述，高宗在乾隆三十三年即表 

示要全面改 《邃》《金》《元》三史，明承元朝，《明史》中多有元代人名、地名，自然也逃脱不 

了改浑的命逢。乾隆四十年五月，高宗在上谕中指出： 

《明史》内於元晴人地名封音讹舛，挥字鄙俚，尚沿萏晴陋留⋯⋯既於字羲集凿，而 

@ 《高宗j}屯皇帝寅绿》，《清寅绿》，第九册，第 333页。 

⑧ 《高宗纯皇帝寅绿》，《清寅绿》，第九册，第 494—450页。又《明史》卷四《恭固帝》(中革害局，1974年，第 66页) 

“大清乾隆元年，韶廷臣集装，追益日恭冈惠皇帝。” 

⑩ 《高宗j砘皇帝寅绿》，《清寅绿》，第九册，第 585百。 

◎ 武英殿本《明史》舂前遣表。乾隆四年八月高宗上谕有“今武英殿刊刻《明史》将次告竣”(《高宗纯皇帝寅绿 》 

《清寅绿》，第十册，第 486页)之籍，蔷其睛仍有收尾工作 ，如尚需刊刻诸臣碱名表和表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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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之史册，殊不雅驯。今《逶》、《金》、《元史》，已命覃械大臣改正另刊，《明史》乃本朝撰 

定之害，壹可鞲穗其 谬?现在改辨《明纪绸目》，著将《明史》一饼查改，以昭傅信⋯⋯ 

所有原颁《明史》及《绸目三编》，俟改正畴韭著查缴。@ 

舆《邃》《金》《元》三史一檬，《明史》的改 也是交方略鲒辨理的。乾隆四十二年三月二 

十九 日，下旨派英廉、镬汝馘禺德裁，尊管《明史》改 事⑩。五月初八，又添派于敏中一同辨 

理⑩。改 由满漠纂修官惋同辨理，满族纂修官主要负寅浑改封音，漠族纂修官则主要禺考 

文羲⑩。 

此睛封《明史》的改勤馑是局部的，改勤之魔“蓝就原板字敷刊正，其同增损成文不遇敷 

字而止，於原害骨登例 多更易”@。而到了五月十三日，高宗在“阴所造簸改之《英宗本纪》” 

睛，封《本纪》不祥汪澄、柴文颞雨御史獾罪之由和“土木之败”中王振事迹表示了栖大的不 

满，下旨：“所有《明史本纪》监著英廉、程景伊、梁圆治、和坤、到镛等将原本逐一考核添修， 

令首尾群明，辞意精富。仍以次缮造，候朕规阴鉴定，重刊颁行，用昭傅信。”④除了改浑， 

又增加了修 《本纪》的任耪，工作量大大增加，而漠族纂修官馑宋铣、到锡嘏二具⑩，不敷使 

用。於是德裁英廉等奏莆添派王太岳、章谦恒、吴省茼、李中筒四人参舆修 @。乾隆四十 

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又添派王杰、寅光鼐同辨@。 

修 《本纪》必然核封《列傅》，一方面要保持《列傅》舆《本纪》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在核 

封的遇程中必然也畲骚现《列傅》的错 ，所以修 工作不可避免地搪大到《列傅》部分。纂 

修官以乾隆四年刻本焉工作本，此稿缝德裁英廉、于敏中、钱汝馘等謇阴删定後，另缮黄簸 

粘於另一乾隆四年刻本上，造呈御览。王颂蔚曾於光绪十三年人值罩橙虞畴兄到稿本、造 

呈本⑩。遣呈本现藏蜃北故宫博物院⑩，蓝色害衣，上耆某官某某恭校字檬，如卷一百三十三 

列傅第二十一耆衣粘黄筱，上耆“编修臣宋鱿恭校”。耆内新 名粘黄簇於原文之上，史文 

《高宗纯皇帝寅绿》，《清寅绿》，第二十一册，第 12O一121页。 

《大睾士舒赫德奏请将未竣十獯害籍特派绝裁尊辨摺》，《纂修四庳全害楷案》，第 578--579页。 

《谕(元史)(遍史)等各害仍著于敏中同原派大臣等阴辫》，《纂修四庳全耆楷案》，第 591百。 

《刑部尚害英廉等奏掇再添派编修平恕等起辨三史摺》，《纂修四庳全害楷案》，第 585百。 

《谕内圈所有(明史 ·本纪>著英廉等将原本逐一考核添修》，《纂修四庳全害楷案》，第 592—593页。 

《谕内圈所有(明史 ·本纪>著英廉等将原本逐一考核添修》，《纂修四庳全害楷案》，第 592 593页。 

《刑部尚害英廉等奏掇再添派编修平恕等起瓣三史摺》，《纂修四庳全耆楷案》，第 585其。 

《四庳全齑馆德裁英廉等奏葫派王太岳等编校(明史本纪)摺》，《纂修四庳全耆楷案》，第 619页。 

《谕(速史)(元史>著添派和砷等同辨(明史)著添派王僳等同辨》，《纂修四庳全害楷案》，第 1138页。 

(清)王颂蔚《叙》，《明史致恙搪逸》，民圆五年吴典割氏嘉柴堂刻本。 

此本《“圆立故宫博物院”善本蕾籍缒目》第 197页著绿，2007年曾参舆“皇城聚珍——清代殿本国舂特展”，但皆 

禺“雍正年同武英殿刊初印校檬本”。此本害衣所题宋铣等人皆乾隆圈造士，参舆此次修 活勤。黄簸所害 

人地名皆焉新 ，如卷一百三十三“曼滂哈雅”，乾隆四年原本作“辔子海牙” 皆趟此焉乾隆修 造呈之本。 

◎ ◎ ⑩ ⑩ ⑩ ④ ⑩ ⑩ ⑩ ① 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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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虎粘黄簸於原文之侧，考 及匀凑字敷之捂则皆粘於害眉。舆王颂蔚《明史致 搪逸 

叙》所云同@。 

《明史本纪》的修 完成於乾隆四十七年初，二月二十七日罩楼大臣奏《纂辨全竣现在 

缮宿刊刻各害罩》中已有《明史本纪》⑩。文溯圈《四庳全害》本《明史》害前提要署“乾隆四十 

七年十月恭校上”⑩，则《列傅》部分修 完成的睛同大概舆《本纪》相同或略後，《明史》全害 

形成新定本必在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前。 

舆《遗》《金》《元》三史相同，《明史》在修 完成後，即阴始以黄簸焉基磁编辑《考 》，监 

将乾隆四十一年--y]掇定的明代殉鞋诸臣谥虢◎附於相网各傅《考澄》之後。《考 》馑限於 

《列傅》部分，王颂蔚曾兄《考 》稿本三巨册，“每卷题《明史》卷栽考遴⋯⋯每僚稻臣某某 

案”@，舆文渊圈《四庳全耆》本《明史》列傅各卷所附《考 》格式相同。 

高宗在修 之初就表示要将《明史》新定本“重刊颁行”。《明史本纪》因改 鞍多，交武 

英殿重刊。《列傅》部分改勤相封较小，修 睛“字句或增或删，必於前後敷行凑足字敷”， 

《考 》“案 中每云以符匀刻”@。遣些部分馑馑修版即可。但亦有改勤较多者，如“卷三百 

二十九、三百三十俱云卷内改诨各名遇多，雉以增删匀刻，掇将全卷另刊”@。遣些部分则是 

打算重刻的。然而，最终馑《明史本纪》由武英殿刊刻完成@，格式、行款一仍原本之蕾，害版 

存於宫中，僮有刷印檬本，韭未颁骚。《列傅》的修版舆重刊则根本未能完成。《考 》也僮 

刻成檬本。王颂蔚曾兄《考 》初刊檬本一册，届卷三百十六至卷三百三十二，中有黏簧校 

改虎⑩。卷三百三十二焉《明史》末卷，则富畴已将《考澄》檬本全部刊刻完成。 

雨部《四庳全害营要》、各盟《四庳全害》所收《明史》均以新定本抄人。《四庳全害营要 

德目》云：“我皇上重加笔削而後成耆。”《四庳全耆缌 目》云：“颁行以後宣示输缚，特命改 

增。”《四庳全害简明目绿》云：“其中考究未 者，近命刊正，今遘以新定之本著於绿。” 

⑩ 惟王氏《叙》云存卷一百十六至卷三百三十二(朗卷一百九十五)，凡二百十六卷，量北故宫剧现存卷一百一十三 

至卷一百九十四、卷一百九十六至卷三百七、卷三百九至卷三百三十二，凡二百十八册(攘《“圆立故宫博物院” 

善本蕾籍德目》及“圆立故宫博物院善本古籍资料庳”)，略有差巽。或王氏富畴榆黠有差，或其後又有得失。 

@ 《纂修四庳全害楷案》，第 l519页。 

⑩ 金毓黻辑《金毓黻手定本文溯圈四库全害提要》，中革全圆圆害馆文献缩微梭 中心，1999年，第 234百。 

◎ 《高宗纯皇帝寅鲸》，《清寅绿》，第二十一册，第 416—418酉。 

@ 清王颂蔚《叙》，《明史致稽搪逸》。 

⑩ 清王颂蔚《叙》，《明史孜 搪逸》。 

⑩ 清王颂蔚《叙》，《明史孜麓搪逸》。 

⑤ 翁建溪《清代内府刻害圃绿》(北京出版社，2004年)附《清代内府刻膏德目绿》著绿《明史本纪》二十四卷，作“清 

乾隆四十二年武英殿刻本”，误。乾隆四十二年禹高宗下旨改 的畴同，改 完成已至乾隆四十七年初，刻成畴 

同自虑在其後。 

◎ 清王颂蔚《叙》，《明史孜恙搐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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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定本既没有重刊颁行，《四庳全害营要》、《四庳全耆》又不属一般士人所阴，所以新定 

本蓝没有封清代士人麈生寅隙影警。但新定本晕竞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如褊充史事原 

委、润色史事 述、增楠史事、修改赞捂等等。尤其是《列傅》所附《考恙》徵引颇多明清文 

献，包括各朝寅绿、簟 、文集以及内府所存楷案，纠正了原本的一些错 。封新定本的俱 

值，需治忠《<四庳全耆>本<明史>骚覆》⑩一文言之甚祥，此不赘述。宫中所存改 《明史本 

纪》武英殿刻本，民圆二十一年已由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四庳全害》本现在也十分易得， 

富代翠者研究《明史》，包括现在重新黠校《明史》，封新定本都虑多加利用。 

新定本《明史本纪》舆原本的不同，蘸者可参看影印本《明史本纪》所附段璋林《(明史本 

纪>原本福本具同绿》。封所涉元代 名的改 ，可参看王颂蔚《明史孜 掘逸》卷首所附 

《改挥人地名》@。 

六、道光圈《二十史》之修版 

自乾隆初年至道光敷十年同，各史版片屡经刷印，残缺比较殷重。道光十六年八月，吏 

科掌印给事中常大淳上奏指出，圆子监所存《廿三史》耆版“因年久失修，版片模糊残缺者约 

有一千馀堍”，莆“敕下修楠，照例缴俱，刷印通行”⑩。宣宗即下旨命武英殿查明辨理。绵 

愉、奕纪、吴椿、文度等人负责辨理此事，首先清黠《廿三史》版片残缺数量，九月二十九日 

奏明： 

臣等随派盛造等官将园子益所储《二十三史》害版片榆齐⋯⋯内有全页模糊，版片 

糟朽，不堪刷印，虑行换刻者；有字童模糊，版片尚堪臆用，臆行修祜者，按页箴明⋯⋯ 

内臆换刻者约计三成，其馀七成版片修袖完善，尚堪刷印。⑩ 

可兄此次修楠大约有十分之三的版片是重刻的。由於《蕾五代史》刊刻畴同相封鞍近， 

耆版情况尚佳，且版片蓝未存聍园子监，所以此次奏莆修裙的馑禺《廿三史》。同睛，《速》 

《金》《元》三史才於道光四年重刻，亦 需修褊。所以此次修褊的寅隙上是除此之外的《二 

十史》。修袖完成的睛同不群。修褊完成之耆，行款、版式一如乾隆本，惟版心将“乾隆四年 

校刊”改餍“道光十六年重修”，监新刻“道光十六年重修原奏”，包括常大淳奏摺、宣宗上谕 

需治忠、裼蜢秋《《四庳全害>本(明史>鼗覆》，《清史研究》，1999年 4期 ，第 67—73、124百。 

需要说明的是，王颂蔚富畴看到的《列傅》稿本、遣呈本均不全，且非最终定本 ，所以他所冈列的箨名蓝不完倩。 

道光十六年武荚殿重修本《史 》卷首奏摺。 

道光十六年武英殿重修本《史 》卷首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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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绵愉等奏摺等，附於乾隆“校刻二十一史褚臣碱名表”後。 

道光十六年修版之《二十史》流傅桎少，囊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部⑩，北京故宫博物院馑 

存《隙耆》《北裔害》雨獯@，2009年嘉德拍寅公司曾拍出一部，暨南大挚圃害馆藏《史 》一 

檀⑩，此外未兄著绿。究其原因，大概是由於修版事竣不久，中园即造人多事之秋，列强人 

侵，太平罩起，清廷 自颇不暇，修版之本或即因此未能庸泛颁行流通。 

七、版片之存聍 

殿本《十三徭注疏》《二十四史》版片，宫外之人多以焉存聍武英殿，蓝於同治八年六月 

煅於武英殿大火。如眼文虎《舒塾室日 》同治八年七月十四日云：“接雨模信，言属芸生得 

其友京都柬害，云六月二十 日武英殿火，延烧三十馀同，所藏《十三缝》《廿四史》板乃均 

烯。”⑩又如傅以褴《莘延年室题跋》云：“同治己巳，武英殿炎，版煅於火，傅本自此益钞。”@其 

寅不然。 

乾隆三年九月，大擘士等奏 重刊缝史峙即提出，虑“将板片交园子监存聍，以侑刷 

印”。《十三经注疏》《二十二史》亚《明史》刊刻完竣後，即照此辨理，由武英殿将版片移交圆 

子监存聍。乾隆四十六年，《逮》《金》《元》三史改 完成，“武英殿柬文缴遐盛聍《邃》《金》 

《元》三史版共八千零一十六面”，辈借造行修版。道光七年，武英殿重刻三史韭《圆裙解》 

成，园子监後“由武英殿领回《邃》《金》《元》三史版及《捂解》版，共九千五百零三面，存聍本 

监御害模内”⑩。道光十六年，常大淳奏精修稿《廿三史》版片及绵愉等上奏查明版片残损情 

况的奏摺中也都说明《廿三史》版片存聍园子盛⑩。此次修版完竣後，按常理推断，版片虑该 

又交回圆子监存聍。惟李鸿章於同治十年十二月十七 日上奏言各省局合刻《二十四史》事 

睛 “查《二十四史》之刻，以武英殿所藏乾隆四年校刊之本属最精，前年回禄之馀，耆板残 

⑩ 陶湘《故宫所藏殿本害目》(民圆二十二年故宫博物院圃害馆铅印本)云：“《二十四史》，清道光十六年修楠前本， 

改刻年虢。重刊《遗》《金》《元》三史，人名、地名悉依圜藉校正。此帙原燕《菖五代史》。共八百册。”又陶湘《故 

宫殿本舂庳现存 目》(民固二十二年故宫博物院圃耆馆铅印本)云：“道光修刊《二十四史》， 《菖五代史》。”《“圆 

立故宫博物院”善本葺籍德 目》著鲧《史 》等二十史均有“道光十六年重刊殿本”。 

⑩ 翁连溪《清代内府刻害圃绿》附《清代内府刻害德 目绿》，第 l1页。 

⑩ 暨南大孽圆耆馆编《暨南大孽固害馆古籍 目绿》，1963年油印本，第 61页。 

⑩ 隙大康整理《眼文虎日 》，上海耆店出版社，2009年，第 187页。 

⑩ 清傅以植《苹延年室题跋》卷上“新舍隙氏重刊二十四史”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 105百。 

⑩ 清文废、李宗I方等纂修《歙定圆子监志》卷六十六《缝籍志》二《害版》，第 1152--1153页。 

⑩ 道光十六年武英殿重修本《史 》卷首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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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刷印綦鞋”@云云，似害版凿畴存聍武英殿，蓝毁於同治八年大火。但李氏富畴在直棘德 

督任，封武英殿和园子监的情况可能蓝不熟悉，所捐《二十四史》耆版毁於武英殿大火，或斡 

馑是富睛外同庚泛流傅的 法， 以取信。 

乾隆四十三年梁圆治等奉勒纂修《敛定圆子监志》(文渊圈《四庳全害》本)卷五十二《经 

籍》二“板片”所载缝史版片敷量届乾隆初刻未改浑本之敦璩，道光十二年末至十四年文度、 

李宗防等纂修《钦定园子盛志》(道光十四年刻本)卷六十六《缝籍志》二“害版”所载则届道 

光睛敷掾。兹掾二《志》所载列届下表： 

乾隆《园子监志》 道光《园子盛志》 

周易注疏 四百七十六面 同 

尚害注疏 七百零五面 同 

莆缝注疏 一千四百九十九面 一千五百零一面 

左傅注疏 二千零三十二面 二千零三十三面 

公羊注疏 八百三十二面 八百三十三面 

毂梁注疏 五百一十八面 五百一十七面 

周褴注疏 一千二百四十七面 同 

俄槌注疏 九百八十七面 同 

褴 注疏 一千八百三十七面 同 

输 注疏 二百九十七面 同 

孝缝注疏 九十四面 同 

孟子注疏 五百二十二面 五百二十一面 

雨雅注疏 三百七十五面 同 

史 二千六百七十三面 二千六百七十五面 

前漠害 三千二百五十六面 三千二百五十五面 

後漠耆 二千五百二十四面 同 

三团志 一千四百七十五面 一千四百七十八面 

⑩ 《奏禺筋下各省督抵照谶定式檬刊刻(二十四史)监将所有板片交翰林院收藏事》，罩横巍绿副奏摺，中国第一屋 

史楷案鲭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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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乾隆《圆子监志》 道光《园子监志》 

晋害 三千一百七十五面 同 

宋耆 二千三百二十二面 二千三百二十三面 

南齑害 九百一十九面 九百一十八面 

梁害 八百一十面 八百四十八面 

隙害 四百六十三面 四百六十面 

魏害 二千八百四十四面 二千八百四十三面 

北齑害 六百一十五面 同 

周害 七百三十九面 同 

隋害 一千八百五十九面 一千八百五十八面 

南史 一千八百二十二面 同 

北史 二千九百三十面 同 

蕾唐害 五千二百八十八面 同 

唐音 五千三百三十面 五千三百四十七面 

五代史 八百六十四面 八百六十五面 

宋史 一蓠一千五百五十九面 一蓠一千五百六十四面 

邃史 一千一百二十七面 一千三百一十一面，《 解》一百七十三面 

金史 二千五百二十九面 二千六百七十二面，《捂解》二百面 

元史 四千三百四十八面 四千六百五十三面，《 解》四百九十四面 

明史 七千三百六十八面 七千三百九十面 

德 七蓠八千二百六十面 七莴九干八百一十三面 

(注：二《志》均 《蕾五代史》，道光十六年常大淳奏莆修楠园子监存聍版片亦馑焉廿三史，则《蕾五代 

史》版片亚不存聍圆子盛。) 

清末，圆子监版片散失威重。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园子监所聍害版“因成立古物馆搬到 

端朗朝房等虎”，1950年7月後又“搬人角模束苹朗等虎存聍至今”⑩。攘《故宫藏清官遗存害 

版调查表》⑩，《十三经注疏》版片现存馑约 3200面，《二十四史》(富作《二十三史》)僮约4700面。 

⑩ 翁连溪《清代内府刻雷圆绿》附《清代内府刻害概述》，第 26贾。 

① 翁遵溪《清代内府刻裔圃绿》附《清代内府刻害概述》，第 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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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馀 

由以上谕述可知，武英殿本《十三缝注疏》《二十四史》的校刊工作雎然主要在乾隆初年 

造行，但其後又封《邃》《金》《元》三史造行了改浑亚新编了《三史圆捂解》，新辑出《蕾五代 

史》，封《明史》造行了修 ，道光同又封《二十史》连行了较大规模的修版，整佃遇程延绩近 

百年，是清代官方校害、刻害史上的重大事件。乾隆初年的校勘工作由博挚潞词和造士出 

身的翰林们负责，包括了齑召南、杭世黢等耆代最馒秀的挚者，保遴了校勘的耍量，使殿版 

经史速道前代诸本，成焉富畴最精善的本子。 

至於封《邃》《金》《元》三史的改 ，封《萏五代史》文字的改窳，封《明史》的修 ，逭固然 

掺雅着政治因素，但馆臣在适行改勤的同睛，也纠正了一些错 @。封於因政治同题和因孥 

衍同题造行的改勤，我们鹰富匾别封待，不可将馆臣後柬的工作一肇抹毅。道光修版之《二 

十史》流播未磨，未经孥界榆聆，傻劣不便遽定。然睛值晚清，人力、财力俱不逮前，嚣量或 

不能甚高。 

德之，殿本《十三缝注疏》《二十四史》校刊工作屋睛甚久，固然有人属的原因，但逭项孥 

衍事柴本身的祓摊性，也是不可忽祝的重要内因。新中园成立以柬，中荤害局校勘、出版 

《二十四史》也同檬雁盎坎坷，至今仍在作造一步完善的工作。笔者相信，在运檬的情况下， 

回颇乾隆殿本蕤生的屋史，尤其具有特殊的兽示。 

(本文作者属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⑩ 此外 ，隆枫《弑输武英殿刻(二十四史)版本源流及其匿史作用》一文指出的改勤之虎尚有：《史 ·漠典以柬褚 

侯王年表》有三虚，初印殿本其下均燕“集解”二字，重印本挖改，字敷多出，版面放不下，便将末段“上足以奉贡 

贼，下足以供祭祀”的“下足以”三字挖去。《史 ·伍子胥傅》“因命日胥山”句下，重印本将《集解》《正羲》中“太 

魔”改正禺太湖。遣雨次改勤，睦氏未指明睛茼。撩簟者所兄，重印本墨色均匀、字直清晰，刷印睛同虑较早，故 

改勤省在乾隆前期。乾隆四十一年七月高宗谕将《三园志》中嗣羽谥虢“壮缪侯”改禺“忠羲候”，殿本即照改，亚 

将谕旨刊载傅末。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又谕将《北史 ·文苑傅叙》中“漠徼”改禺“漠武”，但殿本和文渊固《四庳》 

本监未改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