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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史商榷》

内容概要

《十七史商榷》是中国传统史学走向总结时期的一部重要历史考证学著作。作者王鸣盛，字凤喈，号
礼堂、西庄，晚年改号西沚居士，清代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历任翰林院编修、内阁学士兼礼部
侍郎、光禄寺卿，后辞官不仕，定居苏州；擅长经学、史学、小学、目录学等多种专门学问，撰有《
十七史商榷》、《尚书后案》、《蛾术编》等书，成就卓著，是干嘉时期著名的考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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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史商榷》

作者简介

王鸣盛（1722——1797）字凤喈，号礼堂、西庄，晚号西沚居士，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清代
史学家、经学家。所撰《十七史商榷》共一百卷，上起《史记》，下迄《五代史》，为“清代考据史
学三大代表作品”之一。内容除校勘本文、改正讹误、考订史实外，尤详于舆地、职官、典章制度，
为清理和总结古代史学作出了贡献。

Page 3



《十七史商榷》

书籍目录

卷一　史记一卷二　史记二卷三　史记三卷四　史记四卷五　史记五卷六　史记六卷七　漢書一卷八
　汉书二卷九　汉书三卷十　汉书四卷十一　汉书五卷十二　汉书六卷十三　汉书七卷十四　汉书八
卷十五　汉书九卷十六　汉书十卷十七　汉书十一卷十八　汉书十二卷十九　汉书十三卷二十　汉书
十四卷二十一　汉书十五卷二十二　汉书十六卷二十三　汉书十七卷二十四　汉书十八卷二十五　汉
书十九卷二十六　汉书二十卷二十七　汉书二十一卷二十八　汉书二十二卷二十九　后汉书一卷三十
　后汉书二卷三十一　后汉书三卷三十二　后汉书四卷三十三　后汉书五卷三十四　后汉书六卷三十
五　后汉书七卷三十六　后汉书八卷三十七　后汉书九卷三十八　后汉书十卷三十九　三国志一卷四
十　三国志二卷四十一　三国志三卷四十二　三国志四卷四十三　晋书一卷四十四　晋书二卷四十五
　晋书三卷四十六　晋书四卷四十七　晋书五卷四十八　晋书六卷四十九　晋书七卷五十　晋书八卷
五十一　晋书九卷五十二　晋书十卷五十三　南史合宋齐梁陈书一卷五十四　南史合宋齐梁陈书二卷
五十五　南史合宋齐梁陈书三卷五十六　南史合宋齐梁陈书四卷五十七　南史合宋齐梁陈书五卷五十
八　南史合宋齐梁陈书六卷五十九　南史合宋齐梁陈书七卷六十　南史合宋齐梁陈书八卷六十一　南
史合宋齐梁陈书九卷六十二　南史合宋齐梁陈书十卷六十三　南史合宋齐梁陈书十一卷六十四　南史
合宋齐梁陈书十二卷六十五　北史合魏齐周隋书一卷六十六　北史合魏齐周隋书二卷六十七　北史合
魏齐周隋书三卷六十八　北史合魏齐周隋书四卷六十九  新旧唐书一卷七十  新旧唐书二卷七十一  新旧
唐书三卷七十二  新旧唐书四卷七十三  新旧唐书五卷七十四  新旧唐书六卷七十五  新旧唐书七卷七十
六  新旧唐书八卷七十七  新旧唐书九卷七十八  新旧唐书十卷七十九  新旧唐书十一卷八十  新旧唐书十
二卷八十一  新旧唐书十三卷八十二  新旧唐书十四卷八十三  新旧唐书十五卷八十四  新旧唐书十六卷
八十五  新旧唐书十七卷八十六  新旧唐书十八卷八十七  新旧唐书十九卷八十八  新旧唐书二十卷八十
九  新旧唐书二十一卷九十  新旧唐书二十二卷九十一  新旧唐书二十三卷九十二  新旧唐书二十四卷九
十三  新旧五代史一卷九十四  新旧五代史二卷九十五  新旧五代史三卷九十六  新旧五代史四卷九十七  
新旧五代史五卷九十八  新旧五代史六卷九十九  缀言一卷一百  缀言二

Page 4



《十七史商榷》

章节摘录

　　《史记》裴驷注引《汉书音义》，考之《汉书》往往为孟康等家之言，间亦有无诸家名而直为师
古之言者，若果为师古之言，则裴驷是宋人，安得引之？可见师古剿袭旧注不著其名者，亦时时有之
。张守节于《集解序》注云：“《汉书音义》中有全无姓名者，裴氏直云‘汉书音义’。大颜以为无
名义，今有六卷，题云孟康，或云服虔，盖后所加，皆非其实，未详指归也。”大颜即游秦。即如是
，师古亦宜如《九经疏》引《尔雅》某氏之例，称“某氏”，不当攘为己说。况如《地理志》末总论
一段内“雒邑与宗周通封畿”句下颜注一段，今《毛诗·王风谱疏》引之，以为臣瓒注。孔颖达与师
古同时，目睹旧注，知其为臣瓒而引之。师古公然攘取以为已有，此类非一。　　许慎注汉书　　许
慎尝注《汉书》，今不传，引见颜注中者尚多，不知五种中是何种。中所采《叙例》不列其名，不知
何故。慎所著全部惟《说文》存，馀《五经异义》、《淮南子注》皆不存，但引见他书。　　刘之遴
所校汉书　　《南史》五十卷《刘之遴传》：梁鄱阳嗣王范得班固《汉书》真本，之遴参校异同，录
状云：“古本《汉书》称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今本无上书年月日。古本《叙传
》号为中篇，今本称为《叙传》。今本《叙传》载班彪事，古本云‘彪自有传’。今本纪、表、志、
传不相合为次，古本相合为次，总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在《西域》后，古本《外戚》次《帝纪
》下。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六子》、《宣元六王》杂在诸传中，古本
《诸王》悉次《外戚》下，在《陈项传》上。今本《韩彭英卢吴》述云：‘信惟饿隶，布实黥徒，越
亦狗盗，芮尹江湖。云起龙骧，化为侯王。’古本述云：‘淮阴毅毅，仗剑周章，邦之杰子，实惟彭
、英。化为侯王，云起龙骧。’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释义，以助雅诂，今本无此卷。”考其所云“今
本”者，则梁世所行之本，与今刻不异，既编次体例若是之参错，则字句异者亦必甚多，乃仅举《韩
彭》叙述数句，恐之遴等亦未能全校耳云。“《外戚》次《帝纪》下”、“《诸王》次《外戚》下，
在《陈项传》上”云云，一似古本无表、志者。其实则《外戚》在表、志后，《诸王》在《外戚》后
《陈项》上耳，不以文害词可也。今《汉书》一百二十卷，而古本只三十八，中又有《音义》一卷，
则古本卷甚大，其并合如何已无考，而《音义》在三十七，则《叙传》仍当居末，而无《音义》也。
　　监版用刘之同本　　前明嘉靖初，南京国子监祭酒甬川张邦奇修补监中《十七史》旧版，并添入
《宋》、《辽》、《金》、《元》，十一年七月成。其《汉书》所据建安书坊刘之同版也。盖自师古
注后，传本不一。宋仁宗景祜二年，秘书丞余靖为《刊误》，备列先儒姓名二十五人，师古所列二十
三人外添师古及张伈也。伈，江南人，归宋，太祖时收伪国图籍，召京朝官校对，皆题名卷末。今《
艺文志》末附校一段不称“臣伈”。张良、司马相如、东方朔、扬雄四传末各附校一段则称“臣伈”
，似伈等语皆附各卷末矣。而《贾谊传》中臣伈伈语则又插入颜注，不别附卷末，盖传写参错。《宋
史》三百二十卷《余靖传》云：“字安道，韶州曲江人。为秘书丞，建言班固《汉书》舛谬，命与王
洙并校司马迁、范蔚宗二史。书奏，擢集贤校理。”与校例合。余靖之后又有宋景文祁校本，凡用十
六本参对而成，建安版即用景文本为正，又别采入诸家辨论，凡十四家，刻于宁宗庆元中。既冠师古
《叙例》于前，又附余靖、宋祁原校所采先儒姓名书目。之同又称景文所据为十五家。案：其目实十
六，殆因江南本原系宋平江南所得，而舍人院本即江南本之藏舍人院者，一本二目，故并称之。之同
所采《三刘刊误》，出刘敞与其弟敛、其子奉世撰。《宋史》三百十九卷《敞传》云：“字原父，临
江新喻人。”不言有此书。惟《敛传》云：“字贡父。邃史学，作《东汉刊误》，为人所称。司马光
修《资治通鉴》，专职汉史。”《奉世传》云：“字仲冯，精《汉书》学”而已。其实《两汉》皆有
三刘评论，虽与宋祁同时，而祁却未采。今书已亡，赖之同采之得存。毛氏汲古阁版于颜注外仅存臣
伈等五条，其馀尽去之，不如监版所据之建安版为该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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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史商榷》

编辑推荐

《十七史商榷》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出版。中国史学发展到清代，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厚
重积累，成就固然伟大，流弊也积重难返。干嘉时期的史家以前所未有的理性意识，对中国古代史籍
做了一次全面清理。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就是在此方面有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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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史商榷》

精彩短评

1、内容不错 运来有瑕疵
2、清人傾全力治經，治史多在課經之暇，而通校全史者尤稀如星鳳。乾隆間，錢大昕、王鳴盛、趙
翼三氏，校理全史，各自撰有專書。錢氏廿二史攷異、王氏十七史商榷、趙氏廿二史箚記，十數年間
相繼問世，亦史林之盛觀也。三家之書各有所長，皆為讀史者之津梁。王利器輯越縵堂讀書簡端記錄
李慈銘十七史商榷書首識語云：“趙書意主貫串，便於初學記誦，此與錢書，則鉤稽抉擿，考辨為多
，而議論淹洽，
3、字体整得太小了，读起来费眼睛。
4、钱王赵的都买来看看。
5、凤凰出版社这三本书《廿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廿二史劄记》都是简体横排的，与古籍对
照阅读时别扭之至！这只是缺陷之一。最大的缺陷是都没有校点整理说明，也没说底本依据，身份来
路不明，前言只是对原书的介绍分析。看来这三本书的读者对象并非专业读者，而是作为普及本，但
一般读者恐怕又不会阅读这样专业的史学研究著作。因此可以说定位很有问题，在此提醒要买的朋友
注意。
6、经典不会过时
7、中国史学著作值得读
8、不错，很满意你们的服务。
9、读史必看，个人觉得和《史记》不相上下吗，值得一看
10、就是没有繁体字看着爽。
11、质量很好，应该看不懂吧，
12、清代钱大昕毕生精力所著。
13、刚拿到手里，真的很不错，希望在今后能有很大的用处。
14、这本书是明清之际研究历史的材料
15、价格不高，是一本很值得收藏阅读的书
16、不是很满意对这本书的处理方式，竟然采用简体横排！丧尽天良啊~如果不是买不到其他版本，
不会选择这个。期待中华书局给点力，到时候洗版。
17、王鸣盛名作，读史必备佳品
18、就是不习惯于简体字。如果是繁体竖排就好了。
19、内容还没看，书怎么像是旧的？
20、另二: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和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
21、简体 横排《十七史商榷》是中国传统史学走向总结时期的一部重要历史考证学著作。
22、博大精深。
23、有闲情逸致时不妨静下来看看
24、&lt; 十七史商榷 >暂 时没有时间读，但如果要读十七史，备一本这样的书是必要的。该书是简化
字本，有标点；印刷精良，纸张很好。
25、老王火气比他妹夫钱大昕大得多，对着李延寿砸了一连串的板砖，哈哈
26、排版搞莫斯啊
27、点与校都有很多问题，繁简转化也有一大堆错字，正经引用不可以为据。
28、这次一共买了《十驾斋养新录》、《廿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和《蛾术编》等几套清人学
术札记集，只有这套《十七史商榷》品相最差。收到时上面蒙了厚厚一层灰不说，封面中间被竖向深
深地压了一道宽约三四公分的深印，而且深深地凹了下去，应是一摞书的最上面一本，被包装编织带
勒成这样的。这本也是我在当当买的所有书中品相最差的一本。简直看不下去，又懒得再去换。只能
忍忍了事。
29、另外两本是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
30、横排简体，精装
31、和钱大昕,赵翼的两本加起来,基本可以理清史书脉络.
32、只可惜 不是中华书局
33、任何事物都是永无止境的。酒要喝是永远喝不尽的，色要沾是永远沾不够的，财要挣是永远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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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史商榷》

完的，气信着生也是到处都有的⋯⋯这些事，君子永无染指。君子所求何物？古人云：“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此三不朽，亦为永无止境之事物，君子毕生执着追
求不辍之事也⋯⋯《十七史商榷》即王君鸣胜“三立”、“三不朽”之一事业，遍检坟典，冷凳坐穿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字字立言，皆泽被万世，无量功德。如《十七史商榷》之精深史论与学术精
神，其积极影响意义之深远，是永无止境的。此乃人文精神之执着追求，我等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岂可为酒色财气之无穷无穷尽而空误一生？唯此，生命方可真正不朽。明晓人生真谛，过好一生一
世，都不可不品古人之至论衷言。如《十七史商榷》者，便是这种意义上的一部好书。
34、价钱有点高，还有就是书有点脏，但是包装很仔细。
35、此版本十七史商榷谬误颇多大家最好不要买，仅新旧唐书中就有许多与陈寅恪集中不同，当是此
版本只错误。希望有人能认真校勘再出新版。
36、目前感觉服务很好，不过我还只购了一次书呀。但愿永远这样服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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