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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緯 》篇 目 、流傳與輯佚的 目録學考察

張學謙

漢代緯書絶大多數散佚於唐代 ，
雖經後世學者鈎沉輯佚 ， 仍僅餘斷簡殘

句 ，難窺全貌 ，惟有 《易緯》至今仍保存了較爲完整的篇 目 與文本 。 因此 ， 《易

緯》對研究漢代緯書的文本面貌 自然有著不可替代的價值 。 對於《易緯》的篇

目與流傳 ， 以往的讖緯研究論著中大多都有論述＇但 由於對一些 目録類文獻

存在認識上的不足 ，或是使用的 目録文本不佳 ，導致結論有所偏差 ，不能準確

反映出宋代以降《易緯 》篇 目的分合 、流衍情况 。 同時 ，現在學界利用的《易緯》

文本是乾隆間四庫館臣從 《永樂大典》中抄出的 《 易緯》八種 ， 但對於《大典》本

的原始面貌和館臣的輯佚過程却缺乏研究 ，
甚至都没有注意到 《乾坤鑿度》 、

《乾鑿度》所在的《大典》殘卷尚存世間 。 所以 ，當前仍有必要從目録學上對《易

緯》的篇 目分合、流傳衍變及文本輯佚做一番細緻的考察 。

一 隋唐時代《易緯 》的篇 目與分卷

現存隋唐 目 録對《易緯》的著録情况如下 ：

《隋書 ？ 經籍 志 》經部異説類 ： 《易 緯 》八卷 ， 鄭玄注 。 梁有九卷 。

《天文要録 ？ 探例書名 目 録 》 ： 《 易 緯 》六卷 ， 鄭玄注 。

《 曰 本 國 見在書 目 録 》經部異説家 ： 《 易 緯 》十卷 ， 鄭 玄注 。

《舊唐 書 ？ 經籍志 》經部識緯類 ： 《 易 緯 》九卷 ，宋 均注 。

① （ 日 ）中村填八 《緯書Ｗ基礎的研究 ？ 資料篇》第二章 《各緯 ｔ
ｃｆｃ ｉｔ 苍諸間 題》

，
東京 ：漢魏文化

研究會
，

１ ９ ６６年
，
第 ３ ９ 〇

—

４０ ４ 頁 。 （
日 ）安居香山 、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之

“

解説
”

，河北人民 出版社
，

Ｉ＂ ４ 年
，
第 ２
—

２３ 頁 。 鍾肇鵬《讖緯論略》第二章 《讖緯篇 目及緯書解題》 ，遼寧教育 出版社 ，
１ ９ ９ １ 年 ，第

３ ６
—

４８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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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書 ？ 藝文志 》經部讖 緯類 ： 宋均 注《 易緯 》九卷 。

？

可見諸 目差異有二 ：

一

爲注者 ， 或作鄭玄 ，或作宋均 。 二爲卷數 ，
或六卷 ，或八

卷 ，或九卷 ，或十卷 。 關於注者 ，唐玄宗開元以前的 目録均作鄭玄 。 《隋書 ？ 經

籍志》乃據《隋大業正御書 目録》增損而成？
，
八卷本《易緯》大概是隋煬帝時東

都觀文殿的藏書 。

？ 根據李鳳 （ ６
２ ２
—

６７４ ） 自序 ， 《天文要録》的奏上時間爲唐

高宗麟德元年 （
６６４

） ，
反映了唐初的 《易緯》面貌 。 藤原佐世 （

８４７
—

８ ９ ８
）的 《 日

本國見在書 目録》成書於寬平三年 （唐昭宗大順二年 ，
８９ １

）

？
，雖然時代已届晚

唐 ，但此 目著録的唐代著述絶大部分成書於太宗至武周時期 ，甚至玄宗前後的

著述也不多 。

？
由此推測 ，此 目著録的《易緯》很可能是玄宗之前的本子 ，所以

注者與 《隋書
？ 經籍志 》和 《天文要録》

一

致 。 變化發生在玄宗開元間 ， 《舊唐

書 ？ 經籍志》全抄 自開元間毋煲所撰 《古今書録》 ， 《新唐書 ？ 藝文志》所據則爲

《開元四庫書 目 》
？

，
二書皆作宋均注 。 開元三年 ，

玄宗令馬懷素 、褚無量整比

内庫舊書 ， 此後修成 《群書四部録》二百卷 ， 開元九年由元行沖奏上？
，
改鄭玄

爲宋均或許與此次整理藏書 、編纂 目録的活動有關 。 但宋代 目録又改作鄭玄

注
，南宋《中興館閣書目 》説

“

宋注不傳
”

（詳見下文 ） 。 現存文獻徵引 《易緯》 ，僅

《文選
？ 思玄賦》李善注引 《乾鑿度 》

“

五緯順軌 ，四時和栗 。 宋均日 ：和栗 ，氣和

而嚴正
”
一條提及宋均注 。 《舊唐書》和《新唐書 》的著録令人生疑 ，有可能是沿

襲唐開元間 目録的錯誤 。

至於卷數 ，歧異更爲紛紜 ， 作九卷的最多 ， 包括梁阮孝緒《七録》 、 《舊唐

志》 、《新唐志》 ， 宋代的《崇文總 目 》亦是如此 。 此外 ， 《隋志》八卷 、《天文要録》

六卷 、《 日本目 》十卷 ，看不出什麽特别 的規律 。 據 《後漢書
？

樊英傳》李賢注 ，

“

七緯
”

中 ， 《易緯》有《稽覽圖 》 、 《乾繫度》 、 《坤靈圖 》 、 《通卦驗》 、 《是類謀》 、《辨

終備》六種 。

？
《天文要録》作六卷 ， 蓋即以

一

種爲
一

卷 ，而八卷 、九卷 、十卷之

别 ，或爲其中各篇又有分卷所致 。

① （唐 ）魏徵 、令狐德棻《隋書 》
，
中華書局

，

１９７ ３ 年 ，
第 ９４０ 頁 。 （

唐
＞
李風 《天文要録》 ， 日 本賨曆

間鈔本 ，
日 本國立天文臺藏 。 （ 日 ）藤原佐世《 日本國見在書 目録》 ， 見孫猛《 日本國見在書 目録詳考》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２０ １５ 年
，
第 ７ 頁 。

（
後晉

）
劉峋等《舊唐書 》

，
中華書局 ，

１ ９ ７５ 年
，
第 １ ９８２ 頁 。

（
末 ）歐陽

脩 、宋祁 《新唐書》
，
中華書局

，

１ ９ ７ ５ 年 ，第 １ ４４４ 貢 。

② 余嘉錫《 目録學發微》 ， 中華書局 ，
２０ ０ ７年

，
第 １ １９ 頁 。

③ （清
）
姚振宗撰 ， 劉克東 、 董建國 、 尹承整理 《隋書經籍志考證》

，
清華大學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４ 年 ， 第

１ ０１ ２頁 。

④ 孫猛《 〈 日本國見在書 目録 〉的成書年代及其背景 》 ， 《 日本國 見在書 目録詳考 ■ 研究篇》
，
第

２ １６ ５
—

２ １ ７９ 頁 。

⑤ 孫猛《漢籍東傳與 〈 日本國見在書 目録 ＞ 》
，
《 日本國見在書 目録詳考 ■ 研究篇 》 ，第 ２１ ５ ６ 頁 。

⑥ 余嘉錫《 目録學發微》 ，第 １ ２５
—

１ ２ ６ 頁 。 （宋
）
晁公武 《郡齋讀書志 》云 ：

“

《唐四庫書 目 》
…
…有

朱均注《易緯》 。

”

（卷一 ，第 ７ 頁
） （宋 ） ？馬椅《厚齋易學 》附録一《先儒著述上 ？ 周易緯》云 ：

“

《唐四庫書》有

宋均注 。

”

《唐四庫書 目 》即《開元四庫書 目 》 。

⑦ 余嘉錫《 目録學發微 》 ，第 １２２
—

１２４ 頁。

⑧ （宋 ）范曄撰 ， （唐 ）李賢等注 《後漢書》 ，中華書局 ， １ ９ ６５ 年 ， 第 ２７ ２ １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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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宋至明代 《易緯 》的流傳與衍變

由於没有叙録體的隋唐 目録傳世 ，今 日難以詳考當時《易緯》的具體分卷

情况 ，而宋代豐富的 目録類文獻則爲我們細緻考察宋代 《易緯》篇 目 的分合與

流衍提供了可能 。

北宋初 ，館閣所藏《易緯》尚存唐代之舊 。 仁宗慶曆元年 （ １
０４ ２

）成書之《崇

文總 目 》著録
“

《 易緯》九卷
”

（ 《厚齋易 學 》 引作
“

《周 易緯》九卷 ， 漢鄭康成

注
”？

） ，又有
“

《周 易乾鑿度》二卷
”

？
，可見當時已有《周 易乾鑿度 》别 出單行 。

雖然傳世《崇文總 目》爲
“

紹興改定本
”

（簡本 ） ，各書下叙録不存 ，
無從知 《易緯》

各卷細 目 。 但《中興館閣書目 》著録《易緯》 ，叙録中 引李淑《書 目 》 （按即 《邯鄲

書目 》 ）亦作九卷 凡 《乾鑿度 》 、 《稽覽圖 》 、 《通卦驗》各二 ， 《辨終備》 、 《是類

謀》 、《坤靈圖》各
一

”
？

，即是各篇又有分卷 。 李淑 （ １
００２
—

１ ０ ５９ ）於仁宗景祐間

曾奉命校定三館 、秘閣書籍
？

， 當曾見館閣所藏《易緯》 ，其 《書 目 》著録篇卷當

與《崇文總目 》著録之館閣藏本一致 。

？ 可見宋初雖有 《周 易乾鑿度》之單行

本 ， 《易緯》九卷中仍存其篇 ，
不失唐代舊觀 。

其後館閣藏書有所散失 ，沈括《夢溪筆談》云 ：

“

今三館 、秘閣凡四處藏書 ，

然同在崇文院 ， 其間官書多爲人盜竊 ， 士大夫家往往得之 。

”
？徽宗大觀四年

（
１ １ １ ０ ）秘書監何志同奏 ：

“

慶曆距今未遠也 ，按籍而求之 ，十緣六七 ，號爲全本

者
，不過二萬餘卷 ，而脱簡斷編 、 亡散闕逸之數浸多 。

”

乃提議搜訪圖書 ，

“

視慶

曆舊録 （按即 《崇文總 目 》 ）有未備者 ，頒其名數於天下
……加意求訪 。 《總 目 》

之外别有異書 ，
并許借傳

……上之策府
”？ 徽宗年間編成的 《秘書省續編到

①（宋 ）瑪椅《厚齋易學 》附録
一

先儒著述上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② （宋 ）王堯臣等編 《崇文總 目 》卷
一

易類 ，明天
一

閣紗本 ，寧波天
一

閣博物館藏。 按 ：明天
一

閣鈔

本爲今傳各本之祖本 。 朱彝尊從天
一

閣傳鈔
一

部 ， 即 《四庫全書 》本之底本 （翁方網又從 《歐瘍俯集》和

《文獻通考 》等輯補序釋 ＞ 。 乾隆間汪炤又據朱葬尊鈔本傳鈔
一

部 ，
即 （ 清 ）錢東垣等撰《崇文總 目輯釋》

之底本 （ 同時也參考 了《四庫》本 ） 。 朱彝尊在傳鈔天
一

閣本時 ， 增加了
一些書名下原闕的撰者 ， 改變 了

天一閣本的原貌 。 翁方綱在校録時即發現 ，叙録謂
“

不著撰人姓氏
”

，

而朱氏 鈔本却有撰人姓名
，
因 而

推測
“

恐是朱彝尊所加 ，非原本所有
”

。 《四庫全書》本及《崇文總 目 輯釋》於
“

易緯九卷
”

下 尚有
“

宋均

注
”

三字 ，當 即朱舞尊所加 ，非原本所有 。 參楊恒平《紹興改定本 〈崇文總 目 〉現存版本考論 》 ， 《中國典

籍與文化 》２ ０ １２ 年第 ４ 期 。

③ 《玉海 ？ 藝文》引 《書 目 》 （按即 《中興館閣書 目 》 ） ，
見

（
宋

）
王應麟撰 ， 武秀成 、趙庶洋校證 《玉海

藝文校證》卷
一

易
“

易緯
”

條 ，風凰出版社 ，
２０ １ ３年 ，第 ５ ３ 頁 。

④ （宋 ）
王應麟撰 ，武秀成 、趙庶洋校證《玉海藝文校證》

，
卷十八書 目

“

景祐编三館秘閣書籍
”

條
，

第 ８７ ４ 頁 。

⑤ 據《玉海 ？ 藝文》引《中興書 目 》 ，李淑 《邯鄲書 目 》十 卷撰於皇祐 （ １０ ４９
－

１ ０５ ３ ） 中 ，見 （宋
）
王

應鱗撰 ，武秀成 、趙庶洋校證《玉海藝文校證》 ， 第 ８７ ９ 頁 。 《直齋窨録解題 》卷八 目録類亦載此書 ，有
“

皇祐己丑 自作序
”

。 （ ［宋 〕陳振孫撰 ，徐小蠻 、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録解題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２ ０ １５

年
，
第 ２ ３ １ 頁 ）

⑥ （宋 ）沈括《夢溪筆談 》卷一故事一
，
上海書店出版社 ，

２００３年 ，第 ５ 頁 。

⑦ （清 ）徐松輯 《宋會要輯稿》崇儒四 、職官
一八

， 中華書局 ，
１ ９ ５ ７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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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闕書 目 》即
“

秘書省陸續採編到的四庫原闕圖書之目
”

？
，著録了 北宋後期

秘閣新增圖書 ，故基本不與《崇文總目 》重複。 其中 易類有
“

鄭康成注 《易通卦

驗》二卷
”

，又有
“

《周易緯稽覽圖 》
一卷

”
？

，可見當時又有 《通卦驗》 、 《稽覽圖 》

兩種别出單行 。

靖康之變後 ，宋室南渡 ，圖籍散亡殆盡 ，故高宗紹興間著力訪求遺書 。 爲使

各地有 目可依 ，將《唐書藝文志》 、 《崇文總 目 》 、 《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 目》中館

閣
“

所闕之書 ，注
‘

闕
’

字於其下 ，鏤板降付諸州軍照應搜訪
”？

。 檢今傳紹興改定

簡本《崇文總目 》 ，

“

《易緯》九卷
”

下即注有
“

闕
”

字
？

， 則此時北宋館閣所藏九卷

本《易緯》已經不存 。 孝宗淳熙五年 （ １ １ ７８ ）編成的《中興館閣書目 》著録有 ：

《 易緯 》 。 案 《 隋 志 》

“

八卷 ， 鄭 玄注
”

， 《 舊唐志 》

‘‘

九卷 ，宋 均注
”

，康成或

引 以 解經 。 今篇次倶存 ， 宋注 不傳 。 李淑《 書 目 》九卷 ，凡《乾鑿度 》 、 《稽 覽

圖 》 、 《通卦驗 》各二 ， 《辨 終備 》 、 《是類謀 》 、 《坤 璽 圖 》各一 。 今三館所 藏《乾

鑿度 》 、 《通卦驗》 皆别 出 爲 一 書 ， 而 《 易 緯 》止有鄭 氏 注 七卷 ： 《 稽 覽 圖 》第

一

，
《辨終備 》第 四

，
《是類謀 》第五 ，

《乾元 序 制 記 》第 六 ，
《坤 靈 圖 》 第七 ，

二

卷 、 三卷無標 目 。

《 易 乾鑿度 》二卷 。

《 易 通卦驗》二卷 。

《 稽 覽 圖 》
一卷 。

⑤

單行的三種 ，卷數與北宋時相同 。 現存《 易緯》 （不計宋人僞造者 ）中 以此三種

較爲完備 ，
或即曾經單行之故 。 而重新收得的 《易緯》則變爲七卷 ，篇 目也發生

了篡亂 ，
其中不再有 《乾鑿度》 、《通卦驗》 ，而加入了宋人僞造的《乾元序制記 》 ，

卷二、卷三的内容也不明確 ，
不復北宋九卷本之舊 ， 内容或許也有殘損 。 《宋

史 ？

藝文志 》易類有《易乾鑿度》三卷 、 《易緯》七卷 、《 易緯稽覽 圖 》

一

卷 、《易通

卦驗》二卷 ，
云

“

並鄭玄注
”？

。 元人所修 《宋史
？ 藝文志》 ，乃據宋代四修國史

中 的藝文志删併而成 ，而其中 的 《中興國史藝文志 》又是據陳駿《中興館閣書

目 》 、張攀《中興館閣續書 目 》及嘉定以前書編成 。
？ 所以 《宋史 ？

藝文志》的著

①張固也 、
王新華 《 〈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 目 〉考》

， 《古典文獻研究》第 １ ２輯 ，

２００９ 年 。

② （宋 ）佚名編 ， （清 ）葉德輝考證《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 目》卷
一

易類 ， 《宋史藝文志 附編 》
，商務

印書館 ，
１ ９５ ７ 年 ，第 ２９ ８ 、 ３ ０ １ 頁 。

③ （清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崇儒四載紹興十三年 向子固上言 ，但未言及 《秘書省續編到 四庫闕

書 目 》 。 《玉海 ？ 藝文 》卷十八書 目云
：

“

紹興初 ，再改定《崇文總 目 》 、 《秘書省續编四庫闕書 》 。

”

（ 〔宋 ］王

應麟撰 ，武秀成 、趙庶洋校證《玉海藝文校證》 ，第 ８８２ 頁 ） （宋 ）章如愚《山堂考索》前集卷十八
“

聖翰門 ？

書 目類
”

所載略同 。 又 （宋 ）陳振孫撰 ，徐小蠻 、顧美華點校 《直齋書録解題》卷八 目録類載 ：

“

《唐藝文

志》四卷
，
《新唐書 》中録出别行 。 監 中有印本 。 《崇文總 目 》

一

卷 ……題紹興改定 。 《秘書省 四庫闕書

目 》
一

卷 ，亦紹興改定 。 其闕者 ，注
‘

闕
’

字於逐書之下 。

”

（第 ２３〇
￣

２３ １ 頁 ）

④ （宋
）
王堯臣等編 《崇文總目 》卷一易類 ，明天

一

閣鈔本 ，寧波天
一

閣博物館藏 。

⑤
（宋 ）王應麟撰 ，

武秀成 、趙庶洋校證《玉海藝文校證 》卷一易
“

易緯
”

條引
，
第 ５ ３ 頁 。

⑥ （元 ）脱脱等 《宋史 ？ 藝文志 》
，
中華書局 ，

１ ９８５ 年 ，第 ５ ０４ １ 頁 。

⑦ 余嘉錫《目録學發微》
，
第 １ ３ ３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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録與 《中興館閣書 目》基本一致 ，惟
“

《易乾鑿度》三卷
”

當是
“

二卷
”

之誤 。

再看當時的民間收藏 ，晁公武所藏《易緯》包括
“

《周 易緯稽覽圖》二卷 、 《周

易緯是類謀》
一卷 、《周 易緯辨終備》

一

卷 、 《周易 緯乾元叙制記 》
一卷 、 《周 易緯

坤靈圖》

一

卷 、《易通卦驗》二卷 ，右漢鄭玄注
”

，晁氐云 ：

“

李氏本注與《隋志》同 ，

卷數與《唐志》同 。 家本蓋出李氐 ，獨不載《乾鑿度》
二卷 ，而有《乾元叙制 》

一

卷 。

”？所謂
“

李氏
”

當即李淑 。 晁氏認爲己藏本出於李氏 ，不確 。 從篇名看 ，前

五種皆冠有
“

周易緯
”

三字 ，獨末種《易通卦驗》不同 ，
或是某人將單行的 《易通

卦驗 》二卷合於前五種之末 。 從前五種篇 目看 ， 晁氏藏本更接近於《中興館閣

書 目 》著録的七卷本《易緯》 。 此外 ，
晁氏還藏有單行的 《易乾鑿度》二卷 。

？ 又

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云 ：

“

《易緯》七卷 ， 漢鄭康成注 。 其名 曰 《稽覽圖 》 、 《辨

終備 》 、《是類謀》 、 《乾元序制記》 、《坤靈圖 》 。

”＠
篇 目及次序 皆與《中興館閣書

目 》所載藏本
一致 ，可見南宋流傳的 《易緯 》多是這種篇次的七卷本 。 鄭樵 《通

志 ？ 藝文略》載
“

《易緯稽覽圖》七卷 ，
鄭玄注

”

，亦是這種七卷本 ，只不過誤以首

篇《稽覽圖》統括書名而已 。 陳氏所藏單行本有 《易稽覽圖》三卷 、《易通卦驗》

二卷 、《易乾鑿度》二卷 。 陳氏謂
“

《易稽覽圖 》三卷與上《 易緯》前三卷相出入 ，

而詳略不同
”

，
則七卷本《易緯》之前三卷皆爲 《稽覽圖 》 ， 《中興館閣書 目 》所謂

無標 目的卷二 、卷三亦是《稽覽圖 》 。

宋代産生了兩種僞造的 《易緯》 ， 即 《坤鑿度》二卷和 《乾元序制記 》
一卷 。

據晁公武説 ，前者最早見於
“

元祐 《 田氐書 目 》 ，當是國朝人依托爲之
”

？
。 晁氏

《郡齋讀書志》著録《 田氏書 目》六卷 ，云 ：

“

右皇朝田鎬撰 。 田偉居荆南 ，家藏書

幾三萬卷 。 鎬 ，偉之子也 ， 因成此 目 。 元祐中 ，袁默爲之序 。

”
？＞

《輿地紀勝》有

田偉的簡要介紹 ：

“

田偉 ，以燕人歸朝 ，得江陵尉 ， 即占籍焉 。 建博古堂 ，藏書三

萬七千卷 ，無重複者 。 黄魯直與其子 （按 ，
指田鈞 ）交游 ， 曰 ：

‘

文書之富 ，未有過

田氏者 。

’

政和中詔求遺書 ，嘗上千卷 ，補三館之闕 。

”？
田偉以契丹歸明人爲江

陵尉在宋仁宗康定元年 （
１ ０４ ０）

？
，政和 （

１ １ １ １
—

１ １ １ ７ ）獻書 自爲田氐後人所爲 。

①（宋 ）晁公武撰 ，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
，
上海古籍 出版社 ，

２０１ １ 年 ，第 ８
—

９ 頁 。

② （宋 ）晁公武撰 ，
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

，
第 ７ 頁 。

③ （宋 ）陳振孫撰 ，徐小蠻 、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録解題》卷三讖緯類 ，第 ７ ９ 頁 。

④
（
宋 ）麗公武撰 ，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

，
第 ８ 頁 。

⑤ （ 宋 ）晁公武撰 ，
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

，
第 ４０ ７ 頁 。 《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 目 》作 《荆南

田氏書 目 》二卷 （第 ３４ ９ 頁 ）
，鄭樵《通志

■ 藝文略》作《荆 州田 氏書 目 》六卷 ， 《宋史 ？ 藝文 志》作 《荆州 田

氐書總 目 》三卷 （第 ５ １ ４７ 頁 ） 。 此 目編纂當始於田偉 ，
元祐中方由其子 田鎬完成 ，故晁公武於此 目下著

“

田编撰
”

， 而在他書解題中又稱 引
“

田偉 《書 目 》

”

， 並不 矛盾 。 惟鄭樵 《通志 ？ 藝文略》於此 目下徑著
“

田瑋
”

，
則略有不當 。

？ （宋 ）王象之 《輿地紀勝》卷六十五《荆湖北路 ？ 江陵府下 ？ 人物》 ，影印道光二十九年甘泉岑氐

懼盈齋重刊文選樓影宋鈔本 ， 中華書局 ，

１Ｗ ２ 年
，
第 ２ ２幻 頁 。 《方輿勝覽 》卷二十七 《湖北路 ？ 江 陵

府 ？ 人物》所載與《輿地紀勝 》略同而有小譌 ，當出
一源

，但無獻書事 。 （ 〔宋 〕祝穆撰 ， 〔宋 〕祝洙增訂 ，施

和金點校 ，中華書局 ，

２０ ０３年
，
第 ４８ ６ 頁 ）

⑦ （宋 ）李燾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二十七 ，作
“

田瑋
”

（ 中華書局 ， ２〇〇４ 年 ， 第 ３ 〇 １ 〇 頁 ） 。 《郡

齋讀書志 》著録《匈奴須知 》
一

卷 ，作
“

契丹歸朝人 田緯
”

（第 ２８４ 頁 ） 。 田偉 、 田瑋 、 田緯爲
一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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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徽宗時編成的 《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 目 》即著録有
“

蒼頡注《坤鑿度》二

卷
”？

，應該就是田家所獻 ，可見此書應當産生於北宋後期 。

此書卷端題
“

包羲氏先文 ，軒辕氏演古籀文 ，蒼頡修
”

？
。

“

坤鑿度
”

應該是

最初的書名 ，爲的是與《易乾馨度》二卷對應 。
？ 直到尤袤 （ １ １ ２５

—

１ １ ９４
） 的《遂

初堂書 目》 尚是如此 。 而此後的陳振孫 《直齋書録解題》則作
“

《乾坤鑿度》二

卷
”

，云
“
一作《 〈《 （坤 ）鑿度》

”

。
？ 這種名爲

“

乾坤鑿度
”

的本子 ，
卷上稱

“

乾鑿

度
”

，卷下稱
“

坤鑿度
”

，黄震 （
１ ２ １ ３
－

１ ２８０
）所見即是此本 。

？ 現存明 《永樂大

典》本 、明范氏天一閣刊本 、明末 自得軒刊本等皆是如此 。

《乾元序制記》最早見於《中興館閣書 目 》 ，
已作爲一篇混入《易緯》之中 ，則

産生時間大概在南北宋之交 。 《郡齋讀書志 》 、 《直齋書録解題》亦有著録 ， 《遂

初堂書目 》之《易緯》中當亦有其 目 。 《四庫總 目 》疑此篇乃
“

後人於各緯中分析

以成此書者
”

？
，張惠言謂

“

宋人鈔撮者爲之
”

？
， 孫詒讓則明確指出

“

以古書援

引之文推校之 ，前半當爲《是類謀》 ，
後半當爲《坤靈圖》 ，蓋宋人得兩緯殘本 ，合

編之 ，而妄題《乾元序制記》之名也
”？

。

總之 ， 南宋時流傳的易緯有如下幾種 ： （

一

） 《易緯 》七卷 ， 包括 《稽覽圖 》 、

《辨終備》 、 《是類謀》 、 《乾元序制記》 、 《坤靈圖》五篇 。 （
二

） 《易乾鑿度》二卷 。

（三 ） 《易通卦驗 》二卷 。 （四 ） 《易稽覽圖》

一

蕃 （又有三卷本 ） 。 （五 ） 《乾坤鑿

度》 （原名 《坤鑿度》 ）二卷 。

經過元代 ，這五種中 ，除了單行本 《易稽覽圖 》不明外 ，其餘皆存 。 故明初

修 《永樂大典》 ，收入《乾坤鑿度》 、 《周易乾鑿度 》 （卷
一四七〇八

“

度
”

字下 ） ， 《易

通卦驗》（卷次不明 ） ，《易緯 》 （卷
一

五二九七
“

緯
”

字下 ） 。 據《永樂大典 目録》所

載 ，
卷一五二九七

“

緯
”

字下爲 《易緯稽覽圖 》
？

，
這是因爲首篇是《稽覽圖 》 ，並

非《大典》此卷僅收有《稽覽圖 》

一

篇 。 雖然 《大典》卷
一五二九七已經不存 ，但

《四庫總 目 》

“

易緯坤靈圖一卷
”

提要先引
“

《玉海》 （按 ：實際爲 《
玉海》所引 《中興

館閣書 目 》 ）謂三館所藏有鄭注 《易緯》七卷 ， 《稽覽圖 》

一

、 《辨終備》四
……

《坤

靈圖》七
”

，又云
“

《永樂大典》篇次亦然
”

？
， 則《大典》此卷所載即 《稽覽 圖》至

① （宋 ）佚名編 ， （清 ）葉德輝考證 《秘書省續编到四庫闕書 目 》卷
一

易類
，
第 ２９８ 頁 。

②
（宋 ）晁公武撰 ，

孫猛校證 《郡齋讀書志校證》 ，第 ８ 頁 。

③ 《郡齋讀書志》載
“

《易乾鑿度 》二卷
”

，亦題有
“

蒼頡修古籀文
”

字樣 ， 或是時人受僞造 《坤鑿度》

的影響而誤添 ，或是晁公武誤記 。 （卷
一

易類 ，第 ７ 頁 ）

④ （宋 ）陳振孫撰 ，徐小蠻 、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録解題》卷三讖緯類 ，第 ７ ９ 頁 。

⑤ （宋
）
黄震《慈溪黄氐 日 抄分類》卷五十七《讀諸子》

“

乾坤鑿度
”

條 ，影印上海圖書館藏元後至元

三年刻本
，
《中華再造善本 ？ 金元編》

，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

２００５ 年 。

⑥ （清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 目 》卷六經部易類六
“

易緯乾元序制記
一

卷
”

提要 ，影印清乾隆間浙江

刻本
，
中華書局

，

１ ９ ６ ５年
，
第 ４ ７ 頁 。

⑦ （清 ）
張惠言《易緯略義 ？

自叙》 ，第 ｌ ｂ 頁 。

⑧ （清 ）孫詒讓著 ，梁運華點校《札迻》卷
一

， 中華書局 ，
１ ９ ８９年

，第 ２ ９ 頁 。

⑨ 《永樂大典目録》卷四十 ，
影印道光間靈石楊氏刊 《連筠移叢書 》本 ， 《永樂大典》第十册 ，中華書

局 ，
１ ９ ８６年 ，第 ４ ７ ７ 頁 。

⑩ （清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 目 》卷六經部易類六
“

易緯坤靈圖
一

卷
”

提要
，
第 ４７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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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靈圖 》五種 ，亦即傳 自南宋的七卷本《易緯》 ，
抵是内容上可能又有殘損 。 故

《四庫總 目 》亦云 ：

“

今略依原第編孴 ，蓋從宋時館閣本也 。

”

除了 《易緯》七卷 （五

種 ） ， 《大典》所收 《乾坤鏊度》 、《周易乾鑿度》 、 《易通卦驗》原本應均爲單行本 ，

仍大致保存了南宋的館閣藏本 。 但好景不長 ，至正統間修成 《文淵閣書 目 》 ，僅

存
“

《易乾鑿度 》
一

部
一

册
”

， 可見當時文淵閣内 已無其餘各篇 。

不同於内府藏書 ，在民間 ， 《易緯 》發生嚴重散佚的時間更早 。 南宋後期 ，

黄震 （ １ ２ １ ３
—

１ ２８０
）尚見 《乾坤鑿度》 、 《周 易乾鑿度 》 、 《 易緯稽覽 圖》 、 《易通卦

驗 》四種 由宋入元的程龍 （
１ ２４２
－

１ ３２２
，字舜俞 ）則説

“

今行于世 ， 惟乾坤二

《鑿度》

”？
，胡
一

桂 （
１ ２４７
—

１ ３ １ ４
）作

“

外篇解題
”

，
僅能 引馮椅 、程龍之説 ， 甚至

連
“

尚存而未泯如 《鑿度 》

”

都
“

未及見焉
”？

， 由元入明的王禕 （ １ ３２ １
—

１ ３７ ３
， 字

子充 ）也只提及
“

今 《 易緯乾鑿度》猶存
”

？
。 大概在元代 ， 民 間除 了 《乾坤鑿

度》 、 《周 易乾鑿度》二種 ，
其餘各篇均已不存 ， 内府雖有收藏 ，亦不爲人知 。

由於《周 易乾鏊度 》與 《乾坤鑿度》題名近似 ，彼此關係易致混淆 ，在南宋後

期就有將二篇合爲
一

書者 。 如《黄氐 日抄》以
“

乾坤鑿度
”

立 目
，先介紹《乾坤鑿

度》

“

不知誰所作 ，矯黄帝而爲之言
”

云云
，然後説

“

又有 《周易乾繫度》 、 《周 易坤

鏊度》二篇 ，又皆矯孔子而爲之言
”？

，顯然黄震所見本 ，前爲《乾坤鑿度》 ，後爲

《周 易乾鑿度》 （又將《周易乾鏊度》二卷分别冠以
“

周易乾鑿度
”

、

“

周易坤鑿度
”

之名 ） 。 又如宋末元初的程龍云 ：

“

乾坤二 《鑿度》序稱包羲氏作 ，注稱其書謂
‘

序乾坤之元體與易大行者也
’

。 考其間有所謂太
一

九宫 、卦宫 、卦氣 、 月卦 、爻

位之法 ，與夫軌菥占算之術 、律曆相生之數 ，古今術家多用之 ，又似陰陽 卜筮者

流托爲包羲氏書以 自神其説也 。

”
？前引

“

注稱
”

文字見《乾坤鑿度》卷下 ， 而
“

太
一九宫

”

以下則明顯是《周 易乾鑿度 》的内容 ，可見也是合併的本子 。 《永樂大

典》卷
一

四七〇八收《乾坤鑿度》 ，後接《周 易乾鑿度》全文 ，
但未標

“

周 易乾鑿

度
”

書名 ，二者間僅以
“

鄭玄注
”

三字區隔 （詳下文 ） ， 《大典》所據之本可能與程

龍所見近似 。 此後
， 明代仍有合併二書的本子流傳 ，所以胡應麟明確指 出 ：

“

《周易乾鑿度》二卷 ，又 《乾坤繫度 》二卷 ，今合爲
一

， 實二書也 。

”
？
嘉靖中 四明

范氏天
一

閣刊有 《乾坤■度》二卷 、 《周 易乾鑿度 》二卷 ，版心皆題
“

乾坤馨度卷

Ｘ
”

，卷端則分題 ： 乾坤鑿度 、乾鏊度卷上 ／坤鑿度卷下／周易乾鑿度卷上 ／周 易

乾鑿度卷下 ，可見是以
“

乾坤鏊度
”

之名統括二書 ，説明也是以二者爲
一書 。

①（宋 ）黄震 《慈溪黄氏 日 抄分類》卷五十七 《讀諸子 》

“

乾坤鑿度
”

、

“

易緯稽覽 圖
”

、

“

易通卦驗
”

三條 。

② （
元

）胡
一

桂《周易本義啓蒙翼傳 ？

外篇》 ，
元刊本 ， 日 本 國立公文書館藏 ， 第 ４ ａ

＿

４ｂ 頁
， 引

“

程

舜俞曰
”

。

③ （
元

）胡一桂《周 易本義啓蒙翼傳 ？ 外篇》 ， 第 ４ｂ 頁 。

④ （明 〉王禕 《青巖叢録》 ， 《叢書集成初編 》據 《金華叢書 》排 印本 ， 中華書局 ，

１ ９ ９ １ 年 ， 第 １２ 頁 ，

⑤ （宋 ）黄震 《慈溪黄氏 日抄分類》卷五十七《讀諸子 》

“

乾坤整度
”

條 。

⑥ （元
）
胡一桂《周易本義啓蒙翼傳 ？ 外篇 》 引

“

程舜俞曰
”

， 第 ３ ａ 頁 。

⑦ （ 明 ）胡應麟《少室山 房筆叢 ？ 丁部 ？ 四部正譌上 》 ，上海書店出版社 ，
２００９ 年 ， 第 ２ ９２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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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

北宋末

靖康之變

（
１
１２ ６ ）

南宋

元

明

附 ： 《易緯》篇 目流行圃 （宋一明 ｝

— 乾鑿度二卷

稽覽圖二卷

《 易緯 》 九卷＜

《 崇文 目 》

《邯鄆 目 》

通卦驗二卷

辨终備一卷

是類謀
一卷

－坤靈圖一卷

亡

一

稽宽圖第一

無標 目第二

無標 目第三

《周易乾鑿度》

二卷

《 崇 又 目 》

《 易緯 》 七卷 ？

《 中 興 目 》

《晁 目 》 （ 略異 ）

《 陳 目 》

《通志》

辨終備第 四

是類謀第五

乾元序制記第六

■^

坤靈圖第七

《 易乾鑿度 》

二卷

《 中興 目 》

《 晁 目 》

《易通卦驗 》

二卷

《秘書省 目 》

《易通卦驗 》

二卷

《 中 興 目 》

《周易緯稽覽

圖 》
一卷

《秘書省 目 》

《坤鑿度 》

二卷

《田氏書 目 》

《稽覽圖 》

一卷

《 中興 目 》

《易緯稽覽
圖 》 三卷

《陳 目 》

亡

《 坤鑿度 》

二卷

《 中興 目 》

《 晁 目 》

《 尤 目 》

士

《乾坤鑿度 》

二卷

《 陳 目 》

《易緯稽覽圃 》 等五種

《 永樂大典 》

Ｉ

亡

《周易乾鑿度 》

二卷

《 水樂大典 》

《 文淵 目 》

錢榖藏本

天
一

閣 刊本

《易緯通卦驗》

二卷

《 水樂 大典 》

Ｉ

亡

《乾坤鑿度》

二卷

《永樂大典》

天
一

閣刊本

自得軒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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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永樂大典 》本《易緯 》八種的輯佚

雖然除了 《周易乾鑿度》 、 《乾坤鑿度》二種 ， 《易緯》其餘各篇均亡佚於明

初 ，但幸運的是 ，《永樂大典》中尚保留 了其文本内容 。 清乾隆間修 《四庫全書》

時
， 四庫館臣將《永樂大典》中所存《易緯》輯出 ， 即今 日最常用的武英殿本 《易

緯 》八種 ： 《乾坤鑿度》二卷 、《 易緯稽覽圖》二卷 、 《易緯辨終備》

一

卷 、 《周 易乾鑿

度》二卷 、 《易緯通卦驗》二卷 、 《易緯乾元序制記 》
一

卷 、《易緯是類謀》

一

卷 、 《易

緯坤靈圖 》

一

卷 。

《大典》本的辦理流程大致是 ：簽出佚書一抄出佚文 （散片或散篇 ）

一

粘連

成册 （即輯佚稿本 ）

一校勘並擬定提要
一

謄録成正本 。

①
《武英殿聚珍版書》所

收 《易緯》八種？ ，八篇提要校上時間皆爲乾隆三十八年四 月 ，距本年二月開輯

《大典》僅兩 月 。

③ 初 期辦成之書 ， 皆整部 從 《大典》 中 抄出者
？

， 成書較 易 。

《 易緯》各篇當即從 《大典》某卷直接抄出 ， 各篇之内不必編排 ，體量又小 ，故

與《漢官舊儀》 、 《魏鄭公諫續録》 、 《帝範 》爲第
一批成書的四種《大典》本 。

《易緯》八種的纂修官 ，除《易緯通卦驗》
一

種爲鄒炳泰外 ， 皆爲閔思誠 。 鄒

炳泰 （
１ ７４ １

—

１ ８２０ ） ，字仲文 ，號曉屏 ，江蘇無錫人 。 乾隆三十七年進士 ，改翰林

院庶吉士 ，散館授編修 ，充 《四庫》館 、 《三通》館纂修 ，文淵閣校理 。

⑤ 鄒氏 《午

風堂叢談》云 ：

《永樂大典 》载 《 易 緯 》八種 ： 《乾坤鑿度 》二卷 、 《周 易乾鑿度 》二卷 、 《 易

緯稽 覽 圖 》二卷 、 《 易 緯 辨終備 》
一卷 、 《 易 緯通卦驗 》二 卷 、 《 易 緯乾元序 制

記 》
一卷 、 《 易 緯是類謀 》

一卷 、 《 易 緯坤 ．靈 圖 》
一卷 。 《坤 璽 圖 》殘缺不完 ，僅

存論乾 、大畜 、 无妄卦詞及史 注所 引 日 月 聯 璧 數語而 已 。 《 易 緯通 卦驗 》 ，

①張升《 〈永樂大典 〉流傳與輯佚研究》
，
北京師範大學 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０ 年 ，第 １２ ５ 頁 。 詳细流程參

見氏著《四庫全書館研究》第三章第二節 《翰林院四庫館的辦書流程
一

大典本》
，
北京師範大學 出版

社 ，
２０１ ２ 年 。

② 金簡提議以木活字排印各應刊之書 的時間爲乾隆三十八年十 月
，
三十九年四 月字模製作完

成 ，才開始擺印圖書 。 故首批四種 （ 《易緯》、 《漢官舊儀 》 、 《魏鄭公諫續録》 、 《帝範》 ）皆爲乾隆三十八年

武英殿刊刻 ，非活字本 ，當時亦無聚珍版之名 。 參 見張升 《四庫全書館研究 》第九章 《武英殿聚珍版叢

書 》 ，第 ３ １ ５
—

３ １ ６ 頁 。

③ （清 ）鄒炳泰《午風堂叢談》卷二 ：

“

乾陸癸已二月 ，
上命大學士劉統勛等將《大典》内散篇纂集成

書 ，
總纂則紀編修昀 、陸刑部錫熊 ， 纂修三十人 。 余時 爲庶常 ，亦膺是選 。

”

（影印嘉廈刻本 ， 《續修四庫

全書 》第 １ ４６ ２册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２ ００ １ 年
，
第 １ ８ ｅ 頁 。 ）又《大學士劉統勛等奏議定校核 〈永樂大典〉條

例並請撥房添員等事折》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 日 ） ：

“

今奉 旨校核 《永樂大典》
…… 臣等謹遵旨於

翰林等官内 ，擇其堪預分校之任者
，
酌選三十員

，
專 司査辦 ，仍 即令辦事翰林院 。

”

（ 中 國第一歷史植案

館編《纂修四库全書檔案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１ ９ ９ ７ 年 ，第 ５ ９ 頁 。 ）

④《論内閣四庫全書處進呈各書疵謬叠出總裁蔡新等著交部察議 》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八 日 ） ：

“

《永樂大典》内由散篇輯成者 ，此次始行呈進 ， 辦理已經年餘 。

”

（ 中 國第
一歷史梢案館編 《纂修四庫全

書檔案》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１ ９ ９ ７ 年 ，第 ２乃 頁 。 ）參見張升 《四庫全書館研究》 ，第 ８６ 頁 。

⑤ （清 ）王引之《王文簡公文集》卷四 《協辦大學士鄒公墓誌銘 》 ，影印 民國十四年羅氏鉛印 《高郵

王氏遺書 》本 ， 《續修四庫全書 》第 １ ４９ ０ 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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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所纂也 ， 曾 以 聚珍版 印行 ，今是本 絶難得矣 。
？

所言與殿本題署纂修官
一

致 。 閔思誠 （
１ ７４９
—

１７ ８８
） ，字中孚 ，

一字讀山 ，號義

亭 ，浙江湖州府歸安縣人 ，閔鶚元次子 。
？ 乾隆三十六年進士 ，授編修 ， 官至刑

部主事 。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辦理 《永樂大典》之初 ，纂修官定員爲三十人 ， 負責從

《大典》中簽出佚書 。 即先將《大典》原本分派給纂修官 ，由纂修官逐册閲讀 ，用

事先製好的簽條標明該册需要輯佚的書名 、頁碼及佚文條數 ，粘貼於各册之上

（

一般在内封 ） ，然後交謄録官謄寫 。
③ 現存簽條中有

一

署
“

纂修官閔
”

者 ， 即閔

思誠 ，所簽爲卷
一五〇七三至

一

五〇七五 ， 知其簽書範圍在此前後 。
？ 檢 《永

樂大典 目録》 ，
卷一四七〇八

“

度
”

字下爲 《乾鑿度 》 、《坤鑿度》
？

，卷
一五二九七

“

緯
”

字下爲 《易緯稽覽圖》
？

，當皆是閔氏簽出 。

今檢《大典》卷
一四七？八 ，大字標 目

“

乾鑿度
”

下抄寫《乾坤鑿度》上篇 ，大

字標 目
“

坤鑿度
”

下抄寫《乾坤鏊度》下篇 ，書名
“

乾坤鑿度
”

皆爲朱筆 。 其後接

抄《周易乾鏊度》 ，但無
“

周 易乾鑿度
”

書名
？

，僅題
“

鄭氏注
”

三字 ， 亦未分卷 。

《四庫總 目 》所云
“

《永樂大典》遂合加標 目
”？

，
即指 《周 易乾鑿度》與 《乾坤鑿

度》合抄 ，未另立標 目 。 可見《乾坤鑿度》 、 《周 易乾鏊度 》皆閔思誠 自 《大典》卷

一四七〇八輯出 ，殿本《周易乾鑿度》分上下二卷 ，實據錢穀本 （雅雨堂本 ） 。

？

《大典》卷
一五二九七現已不存 ，但可知收有 《稽覽圖 》 、《辨終備 》 、 《是類謀》 、

《乾元序制記》 、 《坤靈圖》五種 ，是南宋館閣所藏七卷本 《易緯》 （説見上文 ） 。

四 結語

通過對 目録類文獻的細緻分析 ，我們可以獲知隋唐以來 ，尤其是宋代以降

《易緯》流傳衍變的相當清晰的脈絡 ，其中有四個較爲關鍵的時間節點 ：

① （清 ）鄒炳泰《午風堂叢談》卷二 ，影印嘉慶刻本
，
《續修四庫全書 》第 １ ４６ ２ 册。

② 顧廷龍主編 《清代硃卷集成》第二三
一册浙江鄉試 （乾隆戊子科 ） ，成文出版社

，

１９９ ７ 年 ，第 ２ ５ ７

頁 。 閔氏卒年 ，
史廣超據 （ 清

）
邵晉 涵 《南江文 鈔 》考定爲乾隆五十三年 ，見氐著 《 〈永樂大典 〉輯佚述

稿》 ， 中州古籍出版社 ， ２００ ９年 ，第 ９ ８ 頁 。

③ 張升《 〈永樂大典 〉流傳與輯佚研究》 ，第 １ ２５ 頁 、 第 １ ３０ 頁 。

④ 張升《 〈永樂大典 〉流傳與輯佚研究》 ， 第 Ｉ ２８ 頁 。 所列 尚有
“

侍講鄒
”

，
簽書範圍爲卷四八九至

六六六 ，認爲是鄒炳泰。 但在 《四庫全書館研究 》中 ，
張氏發現鄒氐不曾任侍講 ，

“

侍講鄒
”

當爲鄒奕孝 。

⑤ 《永樂大典 目録 》卷三十九 ， 《永樂大典 》
，第十册 ，第 ４５ ７ 頁 。 《大典》卷

一四七〇七至
一四七Ｏ

八一册
，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 （韻编 ：

六暮 ） 。

⑥ 《永樂大典 目録》卷四十 ，《永樂大典》第十册 ，第 ４７ ７ 頁 。

⑦ １ ９６ ０ 年中華書局 《永樂大典》套色縮印本 （ １ ９ ８ ０ 年中華書局 單色拼版影印本仍據此本製版 ）
，

“

鄭氏注
”

三字上空闕 ，恰可容五字 ，本疑影印本套印時漏印
“ 周易乾鑿度

”

朱文書名 ，然檢 ２０ ０３ 年北京

圖書館出版社原大仿真影印本 ，此處確爲 空闕 ，知 《大典 》原書 當即如此 。 因此處無書名 ，故欒貴明 《永

樂大典索 引 》（作家出版社 ，

１ ９９ ７年 ）来將 《周易乾鑿度》編入 。

⑧ 《四庫全書總 目 》卷六經部易類六
“

周易乾鑿度二卷
”

提要 ，第 妨 頁 。

⑨ 《四庫全書總目 》云 ：

“

定其爲上下二卷 ，則從鄭樵《通志 》之 目也 。

”

然僅據 《通志 ？ 藝文略》著録

二卷 ，並不能知曉從何處分卷 ，寅際是根據錢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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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唐玄宗時期 。 關於《易緯》的注者 ， 隋及唐初 目録均作鄭玄 ，
玄宗時

所修 目録則改爲宋均 ，疑有誤 。 漢代所傳《易緯》凡六種 ， 隋唐 目録著録卷數的

歧異 ，應是其 中各篇分卷不同所致 ，實際所含篇數當無區别 。

（二 ） 兩宋之交 。 唐代所傳九卷本《易緯》散佚於此時 ， 出現了新的七卷本

《易緯》 ，宋人僞造的《乾坤鑿度》 、《乾元序制記 》也産生於此時 。 北宋初 ，館閣

所藏九卷本《 易緯 》尚存唐代之舊 ， 而此本散佚於兩宋之交 。 南宋初重新收得

七卷本《易緯》 ，
其中無 《乾鑿度》 、《通卦驗》 ，而篡入宋人僞造的《乾元序制記 》 。

北宋初即有單行本《乾繫度》 ，北宋末則又有 《通卦驗》 、 《稽覽圖 》别 出單行 ，現

存漢代《易緯》中即以此三種保存較爲完備 。 《乾坤鑿度》産生於北宋後期 ，初

名 《坤鑿度》 ，乃荆南田氏所獻 。 《乾元序制記》則産生於兩宋之交 。

（三 ） 明代初 期。 南宋館閣所藏 《易緯 》至明初尚存内府 ， 收入《永樂大

典》。 其中 《稽覽圖 》等五種即爲七卷本《易緯》 ， 《乾坤鑿度》 、 《周易乾鑿度》 、

《易通卦驗》三種則據單行本 ，大致保存了南宋館閣藏本的舊貌 。 但南宋館閣

所藏 《易緯》原本的最終散佚也在此時 （永樂至正統間 ） ，
僅 《乾坤鑿度》 、《乾鏊

度》二種尚有别本流傳 。

（四 ） 清乾隆間 。 四庫館開輯 《永樂大典》佚書 ，館臣閔思誠、鄒炳泰從 《大

典》中輯出 《易緯》八種 ，收入《武英殿聚珍版書 》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 、 《欽定

四庫全書》中 ，廣爲流布 ，及時保存了文獻 ，成爲今 日 《易緯》研究中的主要文本

依據 。

從以上 《易緯》流傳衍變的脈絡中可以看出 ， 今傳《 易緯》八種雖經多次轉

寫 ，仍大致反映了南宋館閣藏本的文本面貌 。 南宋人著作中所引 《易緯 》文字

與今本基本
一致 ， 同樣説明 了這

一

點 。

（作者單位 ： 北京 大學 中文 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