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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补注（全十二册）》

内容概要

在中国史学史上，《汉书》是与《史记》地位并隆的史学名著，历来研习注释者代不乏 人，最负盛名
者，前有唐颜师古，荟萃先代23家注疏，参以己意；近有清王先谦，征引注解百余家，亦加精辨。王
氏之集注多吸收清代如王念孙父子等训诂大家之精良成果，不但能发前人所未发，亦能纠正颜氏之失
，诚为研读《汉书》者之首选。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汉书》标点本，用《汉书补注》本作为底本，
惟限于当时历史条件，仅收入颜师古注而未收王先谦补注。今则汇集专家，以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
）王氏虚受堂刻本为底本，吸纳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百衲本、中华书局标点本以来的研究成果，将《
汉书补注》全本予以整理标点出版，以惠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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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补注（全十二册）》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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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补注（全十二册）》

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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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补注（全十二册）》

编辑推荐

《汉书补注(共12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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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补注（全十二册）》

精彩短评

1、纸张太差，能看到纸背面的字，不值这个价格，收到书时收破损利害，鄙视卓越的快递，
2、我不在乎钱，但能不能用好一点的油墨呢？不要一翻开书，让人感觉眼前是白茫茫的一片。这种
书，千万不要老想着省成本，买这套书的人，一定希望书是精品，能传之后世。就象房子不是每个人
都买得起一样，出版社也不能想着要让每套书让每个人都买得起。世上凡是商品，一定是有定位，有
目标用户群的。
3、价格有些贵，但是很值得
4、大家名著，必读
5、此书系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整理，非常优秀。
6、书的内容不做评论了,因为我还没资格评论书的内容.但是书的印刷质量是没问题的,比中华书局的绿
皮24史要强多了,另外我是在其他地方买的,比这里要便宜很多,602元就拿下了,具体什么地方大家自己去
搜索.
7、故意卖坏书居然还不给换
8、我想具体了解一下是否有颜师古的注解在书内，假如有颜注，颜注和王注是否有标示
9、粗略翻看一下，感觉很多地方好像没有与原始资料核对，原刻本存在的漏字、错字，这个本子里
面照样，看来主要就是做了一次标点，价格这么高，不建议大家购买，不如仍买中华书局的影印本。
10、包装和印刷都很棒，精装，推荐。繁体竖排版。
11、喜欢，只是想要拥有实在不容易。此书定价在350元左右，卓越再打个75折，我会考虑购买。现在
出版社定价也太离谱了。强烈要求出版社顾及社会效益，不要忘记图书出版单位还有传播学术普及文
化的功能，不要把图书作为印钞机，不要一手拿着国家拨款，一手收刮莘莘学子口袋中仅有的那么一
点银子。再次鄙视上海古籍出版社。
12、趁半价活动抢了2套
13、用纸印刷看起来比三国志集解好
14、现在进入信息化时代，读书的人确实比以前少多了，我的学生基本不爱读书（大学），岁数相差
不多已觉代沟。出版社每次重印成本都要加大，尤其这类经典书籍，毕竟不能与畅销的利润比，形势
如此，能再版已不错，所以还是能早买就早买了。  这次上古整理《补注》还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是
把影印版重新排版，而王先谦加的注确实不少，这个版本价格也贵在这个方面，不同于中华的翻印，
不用整理。  颜师古的注本已巨细兼备，经过王补注，《汉书》的注基本已经结束了。之前上古较便
宜的影印版是把注加在正文中，不大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了，这次重新排版，每种注都非常清晰，
真的很喜欢。  推荐有余力的一定要买此版本，就看卓越的折扣了.
15、如題，最後第十二冊的封底角落有被壓壞，而且很嚴重。對愛書人而言這是很令人介意的事。
16、《汉书补注》一版二印平装，锁线胶装，印刷十分清晰，纸张很好，除有原注外，另列王先谦的
（补注）二字，以示区别。08一版一印的可以说是垃圾，印刷纸张不敢恭维（在书店看到过故没出手
），上古这次重印（2012年6月印刷）总算改进了，赶超中华书局的《汉书》，且没有提价，一版价格
有点离谱。内容自不必说了，喜欢的都知道。
17、王先谦治汉书，有经学视野，注意到人物的三家诗背景等，甚好。
18、为人治学
19、“清代研究《汉书》的人多，王先谦集来写《补注》省人翻检各书。但王氏的《补注》还多靠不
住，有些问题《补注》引了此说，没有引彼说，所引也不是全部，删节得还颇有问题。不过大体上讲
，《汉书补注》还是用了很大功夫，而《后汉书集解》就要差一点”（钱穆）。标点错字稍微多，可
与点校本和影印本对读。
20、亚马逊的包装是一个很破很小而且有种变质味道的箱子，500多的书，感觉对待的不够诚恳。但是
书的质量还是不错的，跟书店搬回来的没什么区别，最后应该批评上海古籍出版社，这么好的书，你
们印刷的也太烂了。纸张很不扎实，轻轻撕就能破损，书又不便宜居然这么吝惜省墨水，
21、您可以说既然喜欢就不差那一折半折的，没错，但我差钱，几十块钱也是钱，我就指着那几十块
钱买个烧饼啃。卓越也好，出版社也好，多少再便宜点，天下读书人都很清贫，没什么油水，别指着
这些人榨。
22、《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书，在二十四史中也是典范之作，它开创了断代史写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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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补注（全十二册）》

体例，成为后世撰史的楷模。但是，《汉书》“义蕴宏深，通贯匪易”，自汉代诞生时起就被视为难
读，而初唐王勃以九岁能读《汉书》即被视为神童。因此，东汉以来为《汉书》注解、音释和校订者
，代不乏人，且硕果累累。自汉至南北朝数百年间，已有服虔、应劭、晋灼、臣瓒、蔡谟等二十余位
学者，或为注解，或为音释，各成一家。唐代颜师古出，乃博采各家注释，发明驳正，而集大成。中
华书局点校本《汉书》即采用”颜注本“。此后，《汉书》的注疏一直笼罩在颜师古的余荫之下。两
宋降至有明，虽有宋祁、三刘（刘敞、刘攽、刘奉世）等辈对《汉书》勘误的纠正，但其学术贡献显
然远不逮前朝。真正在《汉书》的研究上重新掀起高潮的，是在清代乾嘉考据学兴起之后。在注重实
证的考据方法的指导下，一大批治《汉书》的史学和考证大家，如钱大昭、陈景云、沈钦韩、王鸣盛
、王念孙、钱大昕、周寿昌、梁玉绳、徐松等人，“研穷班义，考证注文”，在校订和释义方面，取
得了超迈前人的成绩，也涌现了一批专门著述，王先谦的《汉书补注》更是集大成之作！ 王先谦“自
通籍以来，即究心班书，博求其义”，积三十余年精深功力，在颜注的基础上，广征博引，再次全面
总结了历来尤其是清代学者对《汉书》的研究成果，直接引据的宋、清学者达67位，基本囊括了颜注
之后学者的研究。虽继承了颜注，但不盲从，对颜注的失当多有...驳正。对引据的宋、清学者的论点
，也常有考辨，并非单纯的罗列与堆砌。学界评说《汉书补注》是迄今《汉书》注释最为完备的本子
，堪称允当。李家骥先生甚至认为，“总的说来，《汉书补注》已基本结束了《汉书》的注疏”。本
书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6月1版1印推出的精装版，印数只有区区900册，对于这种花了很大精力、
投入很大财力整理出版的学术经典，定价自然也就偏高（定价：880元）！ 本书印刷字迹清晰、纸质
优良、版式悦目！只是封面装帧略显粗糙（纸质覆膜），纸质当然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12
册平装版更好，封面装帧如果能更上一层楼，如能采用本社近年所推出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那样
的带封套的布面精装，那就更是相得益彰了！相比之下，中华书局影印版《汉书补注》无断句，加之
影印字迹不太清晰，阅读研习极为困难，当然中华书局影印版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总之，上古社《
汉书补注》整理版的出版，对于普及本书，嘉惠读者，居功甚伟！从印刷、纸质、装帧等各方面评析
，该书的确是上古社近年所推出的精品书（上海古籍出版社近年所推出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出
版社急功近利，采用老版多次影印，字迹漫灭不清，真是自砸名社招牌，坑害读者！），值得购买、
收藏、研习！歌曰：“名著已购兮，吾将珍藏；经典常阅兮，吾将求索；温故知新兮，吾乐以忘忧矣
！” 阅读更多 &rsaquo;
23、今天拿到书，仅打开了第一册，写评论有点匆忙，仅供参考。精装12册，每册都有塑封包装，印
刷清晰，很好。繁体中文版，非亚马逊所介绍。我给亚马逊通了好几次电话才确证是繁体竖排中文版
的，到写这个评论为止，都仍没有更改过来。505.58元购进，现在涨了一点儿，感觉亚马逊很诚信，
我以为我的这个订单会因涨价而取消。
24、非常想要的书，定价还是有些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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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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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补注（全十二册）》

章节试读

1、《汉书补注（全十二册）》的笔记-第4878页

        10/P4878/4【六十四】冒廣生《京氏易傳校記.例言》引《後漢書.郎顗傳》（中華本P1057）注偁“
引《前書》即有‘四’字。”鐵琴銅劍樓舊藏北宋遞修本、又一部汪士鐘舊藏北宋遞修本、宋紹興江
南東路轉運司刻宋元遞修本、宋王叔邊刻本、宋白鷺洲書院刻本、宋黃善夫刻本、元大德九年寧國路
儒學刻明成化遞修本皆同。
元大德太平路儒學刻明成化正德遞修本《漢書》同。再造影北宋遞修本無“四”，建安劉元起本、嘉
定白鷺洲書院刻本同，但下有小注：“宋祁曰別本作六十四”。
後文《補注》引沈欽韓言六日七分，誤。焦氏分卦值日，與六日七分無涉，此爲孟氏家法，且孟氏以
四正卦爲方伯、四時含分至之意。孟焦京各有家法，不當混同。
以孟康注看，焦氏直日以四正卦外三百六十爻作三百六十日（黃宗羲以爲是六十卦輪直六周，每卦一
日），而四正卦獨佔二分二至整日，餘一日又四分之一不計。
則別本是，《焦氏易林》與附注“焦林直日”當本此。

2、《汉书补注（全十二册）》的笔记-第356页

        孝弟、力田間應有、

3、《汉书补注（全十二册）》的笔记-第4879页

        10/P4879/4【六十四】中華影虛受堂本、再造影北宋遞修本、建安劉元起本、嘉定白鷺洲書院刻本
、元大德太平路儒學刻明成化正德遞修本皆同。楊樹達《漢書窺管》引張文虎校記、中華本《論衡校
釋.寒溫篇》均以“四”爲衍文，是。考之易例，張、劉、黄所言已該。

4、《汉书补注（全十二册）》的笔记-第4881页

        10/P4881/3【陸下】中華書局影虛受堂本p1374作“陛下”，中華本《資治通鑑》、《兩漢三國學
案》同，則上古整理本系字誤。

5、《汉书补注（全十二册）》的笔记-第2361页

        河南郡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為成周。《春秋》昭公二十一年，晉合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
之城，居敬王。補註：王鳴盛曰：“二十一年”，南監本作“二十二年”，當作“三十二年”。先謙
曰：⋯⋯《穀水注》：“⋯⋯案班固、服虔、皇甫謐咸言翟泉在雒陽東北，周之墓地⋯⋯”案：晉國
因王子朝亂而出兵成周，居天子於狄泉（“狄”、“翟”互通於三傳）事在《春秋》昭公二十三年、
三十二年與定公元年，此處似只需改一字作“二十三年”即可。《水經》洛水《注》引此事即繫於二
十三年、穀水《注》則在定公元年。
又《續漢書郡國志》河南尹雒陽下“有狄泉”，劉昭補註引《帝王世紀》：狄泉本殷之墓地，在成周
東北。《洛陽伽藍記》卷五：洛陽城東北有上商里，殷之頑民所居⋯⋯世人歌曰：洛城東北上商里，
殷之頑民昔所居。兩條合觀，可知《水經注》引皇甫謐以此地為周墓之誤。近所讀白川靜《孔子傳》
中，以為庶殷遺民一直在洛陽居住至北魏，則是未能注意《伽藍記》中”昔“字耳。

6、《汉书补注（全十二册）》的笔记-第406页

        頃者有司緑臣子之義、緑当作緣

7、《汉书补注（全十二册）》的笔记-第59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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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惡能識乎性命”句顏注：師古曰：惡音烏，謂於何也。《論語》稱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
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謂孔子不言性命及天道。而學者誤讀，謂孔子之言
自然與天道合，非唯失於文句，實乃大乖意旨。補注王先謙曰：上及此注二條，官本無，南監本同。
案：“論語”以下實為《匡謬正俗》卷一之語而羼入此，當刪。

8、《汉书补注（全十二册）》的笔记-第1147页

        三统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纪也。....正月，乾之九三[一一]，万物棣通，族出于寅，人奉而成之
，仁以养之，义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一一]【补注】：宋祁曰：“九三当作九二”。齐召南曰
：“宋说非也。自子至午，为乾卦六爻，自未至亥，为坤卦六爻。此言人生于寅，正是乾之九三、泰
卦三阳之象，非九二也。”
考齐召南之说，泰卦为正月，当出自《易乾凿度卷上》；言泰之三爻为寅当本之孟氏卦气、京氏爻辰
，泰三世之卦爻阳为寅。
现存《京氏易传》有八宫建候积算一说，且乾卦初爻、三爻符合《律历志》一说，但坤初六为甲午、
泰九三为己亥，不和。
同样郑玄爻辰之说亦同之《乾凿度》。
考黄宗羲《易学象数论卷四·乾坤凿度二》、《乾坤凿度主岁卦》表，沈绍勋依此注之成《乾凿度贞
辰表》（《冒鶴亭京氏易三種·京氏易表》），并李开《惠栋评传》，乾九二爻均为正月。
又《律历志上》此句前文有说：“大族，族，奏也。言阳气大，奏地而达物也。位于寅，在正月。”
王先谦补注引钱大昭曰：“乾九二也，辰在娵訾。”王先谦曰：“蔟、簇、族字同。”
又郑玄注《周礼·太师》云“林钟又上生太蔟之九二，...不取诸卦而取乾坤者，万物之父母。”
又韦昭注《国语·周语》伶州鸠论律吕“二曰太蔟”中曰“正月太蔟，乾九二也。”可为一证。
晚于齐召南的张惠言于《周易郑荀义·爻辰》曰“正月乾之九三”下小注采纳宋祁之说。

9、《汉书补注（全十二册）》的笔记-第406页

        詩不云虖？這個？問號加的好奇葩、再加上前二緑字、此節點校質量過低

10、《汉书补注（全十二册）》的笔记-第427页

        王先慎云荀紀轅作袁、古字通、按陳直汉書新證、汉代轅、袁明為二姓、豐實際姓何氏、待考

11、《汉书补注（全十二册）》的笔记-第405页

        或緑姦作邪、緑当作緣、

12、《汉书补注（全十二册）》的笔记-第5310页

        「欽弔楚之湘纍」顏注引李奇曰：諸不以罪死曰纍，荀息、仇牧皆是也。案桓二年《公羊傳》：
仇牧、荀息皆累也。

13、《汉书补注（全十二册）》的笔记-第4581页

        這個整理本似乎在錄入時，“緣”譌“綠”的情況比較嚴重，讀了這一篇傳便發覺有三處。記錄
在這裡。以後若有朋友引用本書請注意這一點。《楊王孫傳》：“綠人情不忍其親。”（p4582）
《梅福傳》“故淮南王安綠間而起。”（p4595）
同上顏師古注：“音綠。”（p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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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汉书补注（全十二册）》的笔记-第342页

        宣帝尊孝武庙为世宗庙、则孝武为不朓之宗明矣、陈直、汉書新證謂有汉一代讳徹之字甚严、惠
、文、景诸帝有不讳者、盖其物為三庙已朓時所制、陈氏不明礼制、故有此误

15、《汉书补注（全十二册）》的笔记-第1149页

        其于三正也，黄钟子为天正，林钟未之冲丑为地正，太族寅为人正。三正正始，是以地正适其始
纽于阳东北丑位[二]。《易》曰“东北丧朋，乃终有庆”[三]，答应之道也[二]王先谦补注：丑之为言
纽也。十二月斗建之辰，位于东北。[三]孟康曰：未在西南，阳也，阴而入阳，为失其类也。
王先谦的注当本之于《淮南子·天文训》，言斗“指丑，丑者，纽也。” 
疑此处孟康注的“阳也”当作“阴也”，未与西南皆为阴。“阴入阳”，即“未之冲丑为地正”。
但中華書局影印《漢書補注》P392亦作“陽也”，疑惑。

16、《汉书补注（全十二册）》的笔记-第871页

        “掌通古今”補注引應劭：掌故，六百石，吏主故事。“吏”字當屬上，改作：掌故，六百石吏
，主故事。

17、《汉书补注（全十二册）》的笔记-第183页

        文帝免天下租稅十几年、国用不屈、是秦代积蓄多故、国力不在租稅之多、亦需花掉所收租稅、
若明末国力已无錢養兵、是亡天下之日

18、《汉书补注（全十二册）》的笔记-第236页

        南夷道为地名、道左應有划綫、時无蛮夷曰县、有曰道

19、《汉书补注（全十二册）》的笔记-第168页

        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高帝後當讀

20、《汉书补注（全十二册）》的笔记-第3178页

        復擊破楚京、索間、楚、京左竪綫不應相連

21、《汉书补注（全十二册）》的笔记-第3137页

        南有五領之戍。難道指的是我廣州天河區五山？

22、《汉书补注（全十二册）》的笔记-第369页

        這裡五帝的專名綫加的略奇葩

23、《汉书补注（全十二册）》的笔记-第2956页

        芊子十八篇芊當做羋，左顏注同。

24、《汉书补注（全十二册）》的笔记-第48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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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P4880/4【二尉負其二】，考慶元劉元起刻本、宋嘉定白鷺洲書院刻本《漢書》作“二尉負其辠
”，中華整理本《通典.選舉三.考績》P366作“二尉負其罪”，是。辠，《說文》罪之古文。王先謙引
殿本考證，是。北宋遞修本、元大德本《漢書》則同“二尉負其二”。
又中華版《春秋繁露義證》P181作“自除二，尉負其二”，由是“二”當是考功計分，屬上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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