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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光绪时黎庶昌任驻日公使期间，和随员杨守敬将在日本搜集的中国散逸书籍二十六种二百卷选日本
雕工刊刻，名为《古逸丛书》。此书历来为学人推崇。但实际上《古逸丛书》在刊刻中存在着许多问
题，以往的研究也有涉及，惜缺乏系统细致的梳理。本书作者从《古逸丛书》的编纂、刊刻流传、所
用底本及刊刻过程中的校勘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调查、比对和研究，除了文字资料的大量搜集外，更是
亲自实地考察了《古逸丛书》现存版片情况，目验《古逸丛书》现存于各图书馆的藏本，从而使该书
对《古逸丛书》诸问题的考证有了更直接充分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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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月华，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博士毕业。曾在北
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工作，对于古籍版本学较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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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发现《古逸丛书》的底本并不都是来自日本，而且也不完全遵循底本，有不少修改，有的修改还
没注明。作者做了大量校勘工作，但是对于杨守敬、黎庶昌又合作又抵牾的关系分析不足，本来这才
是最有意思的部分。
2、此书的写作角度是专题式的，分门别类，概括力强；蒋博士的书则是个案式的，辨析细致。两书
一经一纬，都有收获。
3、有意思的是杨守敬后来经常吐槽黎庶昌...
4、不扎实。
5、不如刘，张二书。文献搜集不到位，如静嘉堂本庄子竟没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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