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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史朔闰表》

编辑推荐

　　自《二十史朔闰表》出版后，才把回历舆中公历固定下来，为治中西交通史者奠定了研究基础。
现据一九六二年修订本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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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史朔闰表》

精彩短评

1、由《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干支记日推算出来和陈垣的日子有的差了一天，不知是不是我推错了
2、陈援庵《二十史朔闰表》在学界地位不亚于其另一著作《元西域华化考》后者为其成名之作，故
其不待而言，我认为前者之实际价值超越后者，何者？后者为一纯学术之作，而前者对初学历史查找
日期者颇便，故其应用价值极大，后来出之年代学之作皆不能出其右。我极爱是书，待死后定将它焚
烧带入另一世界也。
3、这个竟然是陈垣写的，好吧~~
4、读1956年 古籍出版社版
5、非常好的工具书，虽然不是最常用的那本，却是最信任的。
6、工具书
7、应该是“查过”不是“读过”⋯⋯
8、应该叫“用过”吧
9、最常用的书
10、这些年颠来倒去，打包了许多箱书，从这里运到那里，不知道丢了多少，但肯定丢了这本。晚上
要用，却怎么也找不到，更可气的是网店全部停售，买都买不到。只有本电子版，可惜是56版的，几
十处误讹我也不知道会不会遇到。
11、一般的网络软件都没有公元前的，该书从汉元年开始，多了两百多年，还是蛮好用的。只是确实
比较考验数学能力
12、补记 好东西
13、汪曰桢、陈援庵为后代古籍整理者送来了多少便宜省事的校勘记啊。——这本书点读过还怪不好
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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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史朔闰表》

精彩书评

1、今天我们都把这本书看作陈垣先生最为泽被学林的著作之一，而多数人都遗忘了另外一个名字—
—汪曰桢。汪氏的《历代长术辑要》是这本朔闰表最主要的参考书。陈垣虽然在例言中号称“根据诸
书，参以各史纪志，证其伪误”。而实际上，根据黄一农的比对，陈氏的唐代朔闰表与刘羲叟的长历
多有异处，而与汪书几乎无一不合；而在辽代朔闰的问题上，我们只要读一读点校本辽史校勘记就知
道，陈垣丝毫没有采用辽史保存的闰考和朔考，而再一次完全地沿袭了汪氏的成果。汪曰桢，字仲雍
，一字刚木，号谢城，又号薪甫。生于嘉庆十八年，浙江乌程人。二十三岁那年发愿用二十年时间（
最后实际上用了三十年有余）将二十四史的月日问题给予一个全面的解决，他的基本思路是“遍考当
时行用之本术，如法推步，得其朔闰”，对于历法失传的情况，就在同时代历法中选择与其相近者作
为替代，另外又博采诸史所载朔闰，与其推步结果一一相校，注出同异。可以说，他所要完成的，不
仅是一部两千年的长历，而且还要加上一部二十四史朔闰考和一部中国历法史。实际上，中国近代最
早的一些历法史著作如朱文鑫《历法通志》正是以汪氏《古今推步诸术考》为蓝本，甚至原封不动地
承袭了其中个别的疏误之处。汪曰桢的母亲赵氏，是他幼年的启蒙者，也是这项浩大工程最直接的见
证人。“持筹握管，挑灯挥汗，不胜其劳，吾母所亲见也。”咸丰五年，汪曰桢已年过而立，赵氏自
感时日无多，急切盼望爱子大功告成，又眼看推算才进行到唐代，书稿已逾百卷，“万万不能速成”
。于是按照母子先前的约定，赵氏为还未完成的巨著预先写下了序言。憾恨之情，溢于纸外。汪氏之
书，初拟名为“二十四史月日考”，后改为《历代长术》。因其卷帙浩繁，又删繁就简，别成《历代
长术辑要》。虽云“专载朔闰”，实际上《辑要》有相当篇幅在对历法行用改易情况、推算之法及各
年史文或石刻文献不合者作说明；甚至分节二至可考者，亦加以验证；并附以《古今推步诸术考》。
汪曰桢的姿态是完整地呈现其计算的依据和结果，并尽可能地提供相关信息以资来者判断和修正。而
到了陈垣朔闰表，全然不言推求之法；而其整齐、清晰的列表更呈现出一种“完成时”的面貌。后学
遂只知奉为圭臬，绝少有讨论其所从来及正误与否者。不要说后学，早在1926年陈表印行之初，胡适
就已经认为这是“给杜预、刘羲叟、钱侗、汪曰桢诸人的‘长术’研究作一个总结果”，仿佛这方面
的研究再也不需要继续了一样。为了一部书，汪曰桢倾注了半生的心血。在五十多岁的时候，他伤感
地说：“岁月不居，学殖荒落。此书虽颇废日力，不过覆瓿之资耳。”而在也许还很年轻的时候，他
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事业：“譬诸饮食，先以烹饪，先以种艺。及其既饱，则种艺烹饪皆为荃蹏。而
要不能不先从事于此。若徒知种艺烹饪而不知饱食，则终身为田父，为膳夫，惟孜孜于陇亩之畔，爨
竈之间，而绝无厌饫之一日，是又非吾所愿也。吾之为此，固种艺烹饪之事，正所以为饱食之资，使
人人得以专求饱食之逸，而不必先事乎种艺烹饪之劳焉。是则吾识其小而人识其大，吾任其难而人将
任其易。虽不足称史学，而于学史之人似不无小补矣。”让我们这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人，
在称赞陈垣先生“为年代学开辟道路”之余，也向寂寞于历史深处的汪曰桢致以敬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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