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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藏（精华编一九六）》

内容概要

《儒藏》精华编一九六册，子部儒学类性理之属，包含8种文献：陆士仪《思辨录辑要》、王夫之《
思问录》、张烈《王学质疑》、陆陇其《松阳钞存》《学术辨》《问学录》、李光地《榕村语录》、
方东树《汉学商兑》。
《思辨录辑要》，陆士仪撰。陆士仪，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太仓四君子"之一，桴亭学派创始人。其
学重经世致用，于王学末流之弊多有指陈痛贬。著作颇丰。《思辨录辑要》为其代表作，系语录、笔
记之结集，凡三十五卷。本次整理以江苏书局本为底本，底本选用妥善，校点质量较高。
《思问録》二卷，王夫之撰。王夫之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思问録》是其一生思想的精华提炼，
对研究王夫之思想意义重大。《思问録》刊本较多，建国后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岳麓书社均曾出
版过校点本。此次整理参考了中华书局和岳麓书社整理本的成果，在底本选择上不同此前整理本，选
取了错讹甚少、现存较早的听雨轩本为底本，并以金陵本为对校本，参校以太平洋本，整理校点更为
精当。
《王学质疑》，清张烈撰。本书主要内容为张烈驳斥王阳明学说的汇集。分别从心理、格物、知行合
一等方面对王阳明的学说进行了驳斥，持论大体独到，但将明亡国归罪于王阳明，则言过其实。本次
整理以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为底本，以正谊堂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浙江图书馆藏清抄本为
校本。
《松阳钞存》《学术辨》《问学录》三书，清初学者陆陇其撰。陆陇其，字稼书，号南雷，浙江平湖
（别称当湖）人，世称"平湖先生"或"当湖先生"，卒后被誉为"本朝理学儒臣第一"。《松阳钞存》为陆
氏任灵寿知县时所作，灵寿古名松阳，故得此名。此书分上下两卷，内容以阐发先儒经义未明之处为
宗旨，语多精粹之见。此次校点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并以"当湖陆氏本"、"陆子全书本"
为校本。《学术辨》分上中下三篇，文字内容较少，主要以批判阳明学为宗旨。此次校点以"陆子全书
本"为底本，以"学海类编本"为校本。《问学录》则内容丰富，更能全面反映陆氏的学术思想，甚至也
记载了陆氏与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等人探讨天文地理的内容条目。此次校点以"陆子全书本"为底本，以"
正谊堂本"为校本。以上三种书均为首次整理本，校点者为杨东林。
《榕村语录》，清李光地著。全书三十卷，大体以经义、性理、诸儒、诸子、史评、治道、诗文为类
，具有儒门实录性质。李光地早年于陆王、程朱兼收并蓄，晚年热衷朱子理学，标举程朱，尤以朱学
为倡。作为清初宋学代表，《榕村语录》为其代表作，全面反映了李光地的学术思想。此次整理在版
本选择上以国家图书馆藏雍正十一年李清植刻本为底本，校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李文贞
公全集》本和《榕村全书》本，根据版本异同进行简明校勘，辅以校点工作，整理细致精善。
《汉学商兑》，清方东树撰。之前似无较好的整理本。有两个版本系统，一是方氏在世时于道光十一
年成书后刊行的初刻本（道光十一年初刻本，光绪十五年孙溪朱氏刻《槐庐丛书》本），二是方氏故
后刊者将其劄记《汉学商兑刊误补义》纳入正文刊行的本子（同治十年望三益斋重刊本，光绪十七年
重雕《方植之全集》本，光绪二十年传经堂《西京清麓丛书续编》本等）。本次整理以续修四库影印
的道光十一年初刻本为底本，校以另一系统所见最早的同治十年望三益斋重刊本，参校以《汉学商兑
刊误补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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