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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典》流传与辑佚研究》

内容概要

《 流传与辑佚研究》编修于明永乐初年，是我国古代最大的类书。其保存了明以前大量的文献资料，
成为后代辑佚的渊薮。全书正文22 877卷，目录60卷，按《洪武正韵》编排，分装为11095册。明代嘉
靖末年对《永乐大典》进行重录，至隆庆元年(1567)完成，《大典》遂分正副：原本为正本，重抄本
为副本。《大典》正本在隆庆以后已下落不明，副本在近代亦命运多舛，屡遭劫难，目前只剩原书4
％的篇幅。由于《大典》的重要性及其不幸的遭遇，清末以来学者们非常重视对《大典》的研究。遗
憾的是，由于资料缺乏等原因，《大典》研究还存在着不少难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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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典》流传与辑佚研究》

书籍目录

绪论　一、《永乐大典》概述　二、学术史回顾及今后的研究方向　三、《永乐大典》研究资料简述
第一章　《永乐大典》正本的流传　一、《永乐大典》正本的流传　二、《永乐大典》正本的下落第
二章　《永乐大典》副本的流传　一、《永乐大典》遭劫难的真相　二、嘉业堂藏《永乐大典》的下
落　三、《永乐大典》副本流传史第三章　四库馆开馆前大典本辑佚　一、《名公书判清明集》　二
、《折狱龟鉴》　三、全祖望辑《永乐大典》佚书之下落第四章　《四库全书》大典本辑佚（一）　
一、四库馆签佚书单考　二、四库馆签大典本的数量　三、从《春秋会义》看《四库》大典本辑佚第
五章　《四库全书》大典本辑佚（二）　一、《四库》大典本稿本　二、《四库》大典本录副本　三
、陈昌图纂《四库》大典本提要稿　四、沈叔埏与《四库》大典本提要稿　五、法式善与大典本辑佚
书第六章　《永乐大典》与方志　一、《永乐大典》与大典本永乐志　二、徐一夔与《（洪武）杭州
府志》　三、明代方志数余论　一、《永乐大典》余纸考　二、澄清有关《永乐大典》的两个问题附
录一：《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附录二：现存《永乐大典》零叶附录三：《永乐大典》待访卷目表参
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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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典》流传与辑佚研究》

章节摘录

　　（三）翰林院被焚后《大典》的下落　　翰林院被焚，其中所藏而未来得及搬走的《大典》与其
他文献应该都被焚毁了，因为据6月25日威尔描述翰林院的情形说：“英馆之北，今已有人驻守，置有
沙袋等防御之物，阻隔敌人。此处毁坏荒凉之状，俨如坟院。”不过，在后来论述《大典》流散的论
著中，往往会指出：到光绪三十年（1904），清点翰林院残存《大典》，只有64册，被清末翰林院掌
院陆润庠运回府中②。那么，这64册《大典》是翰林院焚毁之余抑后来辗转移人的呢？关于这一问题
，有如下记载可供参考：　　据金梁《光宣小记》“永乐大典”条载：“《永乐大典》藏翰林院内，
自庚子后经外务部向各国联军索回者，不足二百本，分装二箱。光、宣之际，章一山同年曾见有乾隆
年御题者，尤不多觏。后连图书移购习所，遂多散失。陆文端公时为掌院，令清秘堂追查，始缴上六
十余本，今存图书馆。闻翰林吴怀清所收独多，渐亦售之海内外藏书家矣。”③蒋芷侪《都门识小录
》载：“⋯⋯又言洋兵人城时，曾取该书之厚二寸许长尺许者以代砖支垫军用等物，武进刘葆真太史
拾得数册，阅之，皆《永乐大典》也。今外交部旧椟尚存刘太史言诸总署向英馆索归《大典》三百三
十册之档案，则此三百本者，皆得诸索拾之余耳。”④孙壮《永乐大典考》载：“清翰林院清秘堂所
藏《永乐大典》，庚子前尚存八百余册。庚子之劫，全数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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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典》流传与辑佚研究》

精彩短评

1、等踏实了再读吧
2、&lt;《永乐大典》流传与辑佚研究&gt;的作者对《永乐大典》流传辑佚方面研究显然很有功力，可
以插架。
3、买不起永乐大典,了解一下常识而已.
4、很是喜欢，印刷很好
5、业务需要两三天迅速囫囵吞枣式读完，发现很腻害。以后还要找时间细读。不知为什么一直对关
于书的书如此感兴趣。ps多谢张老师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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